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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文匯副刊收藏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在鄰近香港的深圳博物館，正在舉行河南博物院
的漢唐精品文物展，展期至下月中。今次展覽的展
品，匯聚了從漢代到唐代這一時期的各類重要文
物，對於了解漢代到唐代的中國歷史人文風貌以及
時代變遷、洞悉彼時的社會生態，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價值和意義。從陶器、唐三彩到各類石刻磚雕，
今次展品類別之豐富，也堪稱是前所未有。
漢代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朝
代。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各類學說思
想的傳播，到秦代中國第一次實現統一，中國統一
的封建王朝格局逐步形成。伴隨這種國家體系格局
確立的，乃是一整套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治國
思想以及民間倫理。以仁愛、孝道、忠君為核心的
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在漢代也被逐步確立。這一
時代格局是極為深遠的，不僅塑造了中國人千百年
來的民族心理與性格特質，同時也對文化、藝術的
創作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此種時代特徵，
在漢唐盛世尤為明顯。

今次有一個展品，特別引人注目，便是
《彩繪郭巨埋兒畫像磚》。這是一塊畫像磚
石。乃是製作於南朝時期。乃鄧州學莊畫像
磚墓出土。整個磚石的大小也比較適中，大
約38厘米長，19厘米寬，6厘米厚。這塊磚
石具有非常濃厚的倫理說教意義。郭巨埋
兒，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則非常有名的傳說。
這個故事有時又被稱作「埋兒奉母」，最早
記錄在東晉干寶所著的《搜神記》中，也是
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故事大意是，郭
巨在父親死之後，將家產分給了兩個弟弟，
自己獨立撫養母親；後來自己的妻子生下一個男
孩，老太太就非常喜歡這個孫子，經常將自己的食
物留給孫子；由於家中貧寒，郭巨擔心撫養孩子會
影響到母親，所以決定忍痛將孩子埋掉；在挖坑
時，得到上天賞賜，獲得黃金，以表彰其孝心。可
見，孝道倫理對那個時代的民眾觀念和藝術風格，
有巨大的影響。

盛世代表強大，也代表性別的解放。唐代，
乃是以女性的奔放和自由而著稱。女性在裝打
扮、社會生活等多方面，都顯得較為進取和自由。
這便是風氣文明開化的表現。在唐代，藝術作品也
洋溢女性的特有美感。高約30厘米的彩繪女俑，
也是今次展覽的一個看點之一。從彩繪女俑的造型
中，其眼神所展露的，乃是唐代女性蒸蒸日上的樂

觀形象；而寬大的裝，也是唐代女性追求內心自
由的表達。
從漢代到唐代，藝術作品的風格，必然是社會生

活的寫照。在那個時代中，藝術作品不僅僅是欣賞
用的工藝品，同時也是具有實際效用的各種生活物
件或器皿。從這個角度看，漢唐時期的藝術珍品，
乃是細緻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雕琢。

�

盛世側影 盡顯遺珍精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交交交交

■彩繪女俑 ■彩繪郭巨埋兒畫像磚

法國著名評論家雅克．萊那特（Jacques
Leendardt）曾評論陳建中為一個中介者，是

置身於交界處的畫家，在他的思想、情感與藝術
中，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繪畫與詩歌，互
相碰撞，彼此交融。陳建中有上個世紀留法畫
家的典型人生軌跡，是一個嚴肅的畫家，有在
當代前衛藝術家中少見的沉穩性格。

二十世紀巴黎的探索
陳氏是上世紀50年代廣州美院的早期油畫畢業

生，當時受到的是嚴格的蘇聯油畫體系的教育和
訓練，強調素描和造型的寫實技巧。60年代初到
香港執教，可看作是陳建中對當時內地過於主題
化的繪畫模式的逃逸，「全面蘇化」的藝術氛圍
裡，要求藝術形式屈服於內容，幾乎所有繪畫都
以政治宣傳作主要內容。彼時陳建中希冀在香港
可以找尋到那條最接近西方的道路，然而現實令
他失望，「雖然60年代香港接受的是西式文化教
育，抽象畫派大熱，但學到的只是皮毛」。
「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浮躁狀態中」是陳建中

彼時最深的感受，於是才有了赴法的決定，「雖
然香港大搞現代藝術，但我對現代藝術仍然懵
懂，同時又認為以前掌握的那套寫實的東西是過
時的，覺得應該到外國去了解現代藝術。」
1969年赴法，翌年陳建中進入巴黎美術學院就
讀，然而這裡的境況並不如陳建中想像般迷，
「當時發現西方還是有人在畫寫實的，寫實在西
方並沒有過時」，陳建中坦言初到法的一年中，
對於抽象畫的追索並未讓他愛上這種藝術形式，
於是他極少去上課，做起掛名學生，把更多時間
留在美術館、畫廊和展覽中。他說，後來雖然還
是選擇了具象繪畫的創作線路，但在當時，西方
大師的作品，在意識上仍舊給予了這個剛剛走出
閉塞創作環境的中國畫家很大衝擊，「我的藝術
觀、藝術思維是在巴黎形成，如果我不去法國，
畫面意境可能是另一種。」雖然從門窗系列到風
景系列，寫實基本功一直支撐在陳氏的畫中，並
未因為追求形式而跑掉，但是，色塊的劃分以及
形而上的表達方式反映出了西方觀念的影響，讓
人看到陳氏並未沉浸在一味的造型追索中。

巴黎街景「門窗」
「寫實並非照相式的創作，是要把情感一筆一

筆寫在畫裡的，要有一種情感的轉化做媒介」。
70年代，在第一批「門窗」系列作品的畫面中，
有巴黎街巷關閉的百葉窗、半掩的木板門和昏暗
的走廊，畫家將這些描繪主題作特寫式的放大，
隱去周遭與主題無關物體，用門窗後的昏暗色彩
傳遞出自己的心境：孤獨和寂寞，以及未知的神
秘。在半工半讀的日子裡，陳建中白天要為傢具
廠裡的傢具繪製中國畫，夜裡創作，而初到巴黎
人在他鄉的孤寂感正正在線條和色彩中折射出
來。
門窗系列對於色彩的處理，陳氏幾乎採用平塗

的方法，色域的分割技巧讓整幅畫作呈現出濃重
的超現實意味。「在街上，在路邊，發現美的我
就畫。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走出了自己的風格。」
如果說「門窗」系列是陳建中確立自己成熟風

格的起點，那麼給予這種風格肯定的第一人正是
如今享譽國際的二十世紀華人畫家趙無極。陳建
中回憶與趙無極的邂逅是在1972年，當時正在畫
室裡專心創作，忽然，來了一位客人，陳建中一
下愣住了：這不是大名鼎鼎的趙無極先生嗎？原
來，趙無極是特意來看看自己早年曾經住過的舊
畫室，無意中發現畫室的新主人也是一位華裔畫
家，趙無極先生一邊看畫一邊和陳建中聊天。陳
建中回憶說：「那天我們一直在聊天，直到晚上
十一點多趙無極先生才走，他說我畫這樣的畫就
對了。」臨走時，趙無極說：「有事不妨找
我。」「因為他是大畫家，我不好意
思去麻煩他。」所以陳建中一直沒有
踏入趙無極的畫室，而1974年，趙
無極再次來訪，並帶來了法國文化部
藝術司一位負責發掘有潛質、未曾開
過畫展的年輕畫家的藝術視察官。陳
建中在眾多參選者中脫穎而出，贏得
在巴黎達里阿爾畫廊舉辦人生中的首

次個展的機會，他也由此成為首位獲得法國文化
部「贊助在法國第一次個展」的亞洲畫家。次
年，在法國文化部支持下，以城市局部為題材的
《構圖》系列在巴黎舉辦第一次個展。

趙無極：抽象是我們那個時代的
陳建中回憶趙無極在他的畫室曾言：「抽象是

我們那個時代的，現在這個時代抽象是尾聲了，
而經典的寫實藝術是不受潮流影響的。」陳氏作
為二十世紀留法的畫家，對於寫實造型的堅持是
美學思索後的沉澱，他直言如果否定寫實，只說
明對西方藝術並不了解，「因為西方仍有很多寫
實畫畫得非常好的畫家，比如法國的讓—巴蒂斯
．卡米耶．柯洛和英國的佛洛依德、西班牙畫家
安東尼奧．洛佩斯．加西亞等。」陳建中說，不
能單從作品的逼真程度來看待一個畫家，而要看
重的是藝術家思想的傳遞和藝術的獨創性。
20世紀80年代後，陳建中轉入自然風景題材畫
作，他說自己從1984年開始畫風景，構圖還是幾
個顏色，「法國是肥沃的黑土，因此長出的樹、
草不同於東方，都特別壯，顏色很美，我想表現
一種寧靜，比早期更理性，更自然，是大自然的
美。」陳建中的風景畫在外光的處理上，筆觸很
像印象派，野性自然但同時很克制，仍舊是嚴肅
的處理對大自然的寫實反映。
評論中很多人說陳建中的畫作有東方情愫，此

言可加諸在早期赴歐的很多藝術家身上以形容其
東西結合的畫風。陳建中坦言自己並沒想過這問
題。「所謂東方情調可能是我東方的審美觀，但
這並不是我思辨後的結果，我是自然畫出這種
畫。」陳建中說畫畫要發乎於心，不必一味追求
所謂意境的塑造，或是符號的創造。「一棵樹，
要從根生長，歐美產生的藝術流派，是以他們的
生活為基礎的。中國藝術家的創作也要用自己的
方式去表達屬於自己的感受。」

陳建中陳建中以心象入畫以心象入畫
與大師與大師為為「「鄰鄰」」

老一輩老一輩 二十世紀法國華人畫家是昔日西渡歐洲探索藝術真理的俠客二十世紀法國華人畫家是昔日西渡歐洲探索藝術真理的俠客，，無論是趙無極無論是趙無極、、朱德群朱德群，，又或是又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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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術家，，與其他海外華人畫家有相同的市場運動軌跡與其他海外華人畫家有相同的市場運動軌跡，，於上世紀於上世紀9090年代獲得台灣藏家關注年代獲得台灣藏家關注，，內地收藏市內地收藏市

場開啟後才被內地藏家認知場開啟後才被內地藏家認知。。他晚於趙無極二十年來到巴黎他晚於趙無極二十年來到巴黎，，在趙無極的舊時畫室中在趙無極的舊時畫室中，，探索出另一條表探索出另一條表

達路徑達路徑，，不似趙無極在抽象的語言符號中求索不似趙無極在抽象的語言符號中求索，，而是用寫實的技法塑造自己而是用寫實的技法塑造自己「「華人畫家華人畫家」」的身份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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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風格的創建和深入的思索藝術風格的創建和深入的思索。。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夢薇張夢薇

對市場要淡漠，堅持「根性」
現在，陳建中在深圳和

廣州都有了工作室，常常
歸國展出作品。說每到秋
涼，他便回到廣州，天熱
了便返巴黎。至於產量，
大概一年十件左右。「我
會在一些畫廊展售一點作
品，至於拍賣市場沒有親
自介入過。」
早期陳氏的畫作幾乎只

在歐洲流通，上世紀90年
代就如趙無極、朱德群等
海外華人畫家一樣，在台
灣市場中出現，而今發展
至內地，聽其言，陳氏眼
中「沒有藏家」，直至今日，沒有感覺就不畫，他會早上起
來先看看書，然後開始畫畫，「法國天黑得晚，有時11點天
還亮，我就會多畫畫。」
對於現時年輕美術專業學生，陳建中直言「肯定會遇到很

多坎坷，比如畢業之後的路向選擇，西方很多畫家也是沒有
出路的，能畫出來的也就那麼幾個」，在他看來，中國年輕
畫家在當代藝術氛圍中，仍應保持住自己的「根性」，不要
執意追求當代的西方風格，而是應努力創作出發乎於心的作
品。

■■構成系列作品構成系列作品

■風景寫生草稿

■■陳建中陳建中

■《窗外》油彩 1972年作

■■陳建中陳建中（（左左））與趙無極與趙無極（（右右））

■《秋天的公園》油彩 2008年作

■《牧場之四》油彩 1994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