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文匯副刊藝粹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從傳說
中的炎黃始祖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歷
經前後12年的構思和創作，60幅畫作再現華夏五千
年的恢弘歷史。為期15天的《華夏春秋》——張英
豪水墨人物畫展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其中一
幅長20米、高2米，名為《歷史豐碑》的畫卷蔚為壯
觀，吸引無數觀眾駐足。陳毅元帥之子陳昊蘇、葉劍
英元帥之女葉向真等出席開幕式。
據了解，現年72歲的張英豪，1963年參加中國人

民解放軍，1985年任陝西省展覽館館長，1999年定
居四川樂山，現為職業畫家。自2000年以來，先後
在山東、廣東、美國洛杉磯等地舉辦個展、聯展十餘
次。是次展覽展出的作品，是張英豪歷時十餘年完成
的部分水墨人物畫卷。
談及《華夏春秋》這一反映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

史的作品，張英豪告訴記者，他一直想用自己的藝術
語言，再現華夏五千年的重要歷史事件和重要的歷史
人物，在傳承中華歷史文化中作出自己的貢獻。於是
他從傳說中的炎黃始祖畫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為止，歷時12年共創作105幅作品。今次由於場地
限制，這些年創作的作品未能全部展出，不過不影響
觀眾了解創作的整體面貌。
據了解，整部《華夏春秋》包含100多個重大歷史

事件，數千個歷史人物，其中「霸王別姬、昭君出

塞、烽火戲諸侯、漢武大帝、武則天……」等作品
在畫家濃墨重彩的畫筆下，一一再現當年情景。每一
個生動的歷史人物，每一個經典的歷史場景，都躍然
紙上。
值得一提的是，是次《華夏春秋》展覽所展出的
作品均畫幅較大，每張畫的尺寸都在2米以上，其中
名為《歷史豐碑》的巨幅畫卷尤為出眾。主辦方介
紹，在這張長20米、高2米的巨幅作品中，描繪了毛
澤東等108位開國元勳的肖像，形象鮮活、栩栩如
生。該畫展由中共樂山市委宣傳部、樂山市文聯聯合
主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連日來，南京
博物院展出的十六至十八世紀經典歐洲油畫展「倫勃朗
的時代」吸引了眾多民眾觀展，直呼「大飽眼福」。展
出的61幅經典歐洲油畫，引自意大利都靈薩包達美術
館，部分是1861年－1946年統治意大利的歐洲歷史上
著名王朝皇室薩伏伊王朝的古代收藏。油畫作者包括荷
蘭藝術大師倫勃朗．范．萊因、法國風景畫宗師克勞德
．洛蘭、佛蘭德藝術的傑出代表尼古拉斯．范．艾克、
意大利傑出的巴洛克風格畫家圭多．雷尼等。
展覽分宗教、神話與歷史、風景與風俗、靜物與動
物、肖像畫等五個部分，展示歐洲風格主義晚期、巴洛
克時期的各種繪畫風格作
品，比如《亞當和夏娃被驅
逐出伊甸園》、《聖母獻耶
穌於聖殿》、《穿衣的維納
斯》等油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
紀藝術巨匠倫勃朗的肖像
畫，此次展出的兩幅着意刻
畫人物的內在氣質，並有高
度的禮堂衝擊力，一束強光
照在他的額頭、鼻子、臉頰
上，與他身後濃重的黑影形

成強烈的明暗對比，富於戲劇性。
另一幅由都靈皇家學院復興的關鍵人物、畫家洛倫

佐．佩舍創作的油畫《穆齊奧．謝沃拉》，取材自一部
歌劇，年輕的羅馬士兵穆齊奧為了證明自己為國家獻身
的勇氣，潛入敵方軍營，決心刺殺國王波塞納。然而穆
齊奧沒有認出國王而錯殺了別人。在國王波塞納逮捕他
時，穆齊奧自豪地說，刺殺時他已經準備好了死亡，肉
體的痛苦根本不算什麼。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將他的右
手伸入火盆當中。國王波塞納受到這位年輕人勇氣的感
染，赦免了他的罪行。畫面內穆齊奧佔據畫面中央，其
右臂成為整個畫面透視的中心，突出和宣揚了他的英勇

形象與氣概。
據介紹，十六至十八世

紀，以繪畫再現傳說和眾神
的故事取得了重大發展，不
同國度的神話故事激發了各
個時期畫家們的想像力。十
八世紀歷史題材的繪畫則偏
重於對古代歷史主題的再
現，畫面突出塑造歷史上的
偉大人物及其事跡，同時逼
真刻畫出其所處時代的社會
歷史環境。

藝訊

十六至十八世紀
經典歐洲油畫亮相南京

■油畫《聖母獻耶穌於聖殿》

■油畫《穿衣的維納斯》■油畫《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伊
甸園》

■油畫《穆齊奧．謝沃拉》

張英豪水墨人物展國博開展
巨幅畫卷《歷史豐碑》吸睛

■■張英豪水墨人物展在國博開展張英豪水墨人物展在國博開展。。■■2020米長的米長的《《歷史豐碑歷史豐碑》》之前人頭攢動之前人頭攢動。。

■■陳昊蘇陳昊蘇（（左左））與張英豪與張英豪（（右右））一同參觀畫展一同參觀畫展。。

張弓 1952 年出生於中國內
地，經歷過孩提時代的艱

辛生活歲月。而在艱辛之中，張
弓的藝術生涯也開始起步。移居
香港之後，他的藝術生活也進入
了新的階段。如今，已享譽盛名
的張弓仍舊謙卑地從事創作。以
成功論，他的藝術人生之路，絕
非偶然。今日的香港，一些青年
藝術家或是新秀，對當前的藝術
發展環境，特別是物質方面，批
評頗多。但在張弓這樣一位先輩
看來，一切問題的根源，其實仍
舊在藝術家自身。

生涯如其名：不回頭
張弓出生在內地福建省的一個
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之中。他告
訴記者，自己的父親給自己取名
為「張弓」，乃是表達「拉開弓
箭、絕不回頭退卻」之意。他以
自己的回憶告訴記者，其父嫻熟於繪畫，曾幫助當地官
方設計體育海報，而自己也在此種藝術旅程的薰陶中，
有了繪畫的蒙學初步。
張弓年少成長的時期，中國內地還處在貧困的狀態
中，而且也不斷經歷各種不同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
響。在「文革」的歲月中，不少美術雜誌和書本要上
交。但當時基於對藝術的熱愛，張弓的父親將家中的美
術刊物和書籍進行了收藏，擺放在家中的暗房之中。這
在當時，有不小的風險，但卻也成為了張弓學習藝術的
重要啟發和教材。回憶起這段往事，回憶到往昔學習歲
月的艱難困苦，張弓至今都感慨萬千。
除了社會環境之外，物質條件的極度匱乏，也是那個
年代學習藝術的重大障礙和挑戰。張弓表示，物質條件
對於學習繪畫的人而言，紙張的多與少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方面。然而，那個時代缺少繪畫的紙張，因此，每一
次練習、每一次臨摹、每一次使用到紙張，張弓都會倍
加珍惜。即便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之下，張弓並沒有在藝
術的旅程上退縮。開弓沒有回頭箭，為了能夠對得起父
親給自己起的這個名字，張弓堅持藝術的學習和鑽研。
他透露，若是熟人探訪家庭，他依然會繼續堅持畫作而
不被打斷，可見當時對藝術的一種堅持。
與藝術相伴的，乃是人生的旅程。藝術之夢的追尋，

如同花朵一樣，需要歷久彌新地保持新鮮感。張弓後來
曾成為一名知青，當過開吊車的工人，但其繪畫技藝也
沒有被荒廢。在工廠期間，他畫過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
工農兵宣傳畫。雖然，那是一個強調水粉畫的時代，張
弓所掌握的國畫才能要發揮出來比較困難，但他在這一
過程中依然保有了對藝術的感情和執着，的確十分難
得。

刻苦努力乃是正道
對於當前香港的藝術發展可能面對的困難，張弓心知

肚明。他坦言，香港創作的條件確實艱難很多，因為本
港的空間比較小，在這種狹小的空間中，很多人不可能
擁有書齋、畫室，比較之於中國內地的藝術家而言，這
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客觀困難。張弓同時也不否認，物
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青年人學習國畫的興趣
和熱情。
但對於這樣的物質困難，張弓認為，並非不可克服。
經歷了困難歲月的張弓，堅定地認為，物質上的困
難，並不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只要青年人能夠堅持刻
苦學習的精神，這些困難都不可能阻止一個對藝術真
正有興趣的人成為一名出色的藝術家。張弓覺得，一
個人的生命時光有限而寶貴，創作是需要信心和堅持
的，如果青年人僅僅只是注重娛樂、打機，則必然無

法提升藝術的質素和能力。只要對生活中的時間進行合
理分配，堅持不懈，再艱苦的物質環境也能夠造就出一
流的藝術成就。
正是因為對藝術人生有這樣的堅持，張弓在移居香港

之後，繼續堅持自己鍾愛的國畫創作。勇往無前的奔放
精神，被張弓運用在了寫意花鳥的創作中，特別是以張
弓所擅長的書法中的草書線條，融匯在花鳥的創作中。
張弓表示，自己的寫意花鳥，風格是不斷變化的，「演
筆法於常時，凝神氣於胸臆」，這樣的對仗語式能夠概
括出張弓國畫創作的特點。張弓對記者說，「奔放的花

鳥」，所寓意的，乃是代表「做人要踏實，但是畫畫要
更老實」，色彩偏水墨，筆墨的神韻，注重對比與和
諧。

對藝術生態的反思寫照
藝術或是藝術家，從來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在商品

化和市場化大潮的影響之下，藝術帶有的功利化色彩越
來越重。這種功利色彩，一方面，使藝術市場考量成為
藝術家藝術創作動機和動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更
值得關注和憂慮的是，表面熱愛藝術、扮作精通藝術的
附庸風雅之風，也成為一種頗為「時尚」的趨勢。在張
弓看來，這些現象都對藝術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針對如此藝術氛圍，張弓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出自己作

為一名香港藝術家的觀點和立場。藝術家的語言是作
品，作品的內容和主題便是藝術家的內心所想。故此，
張弓向記者提及了一張名為《上大人》的作品，可以說
是非常直接而詼諧地表達了張弓對當前藝術生態的一種
內心感受。
張弓直言，《上大人》便是諷刺和影射一些附庸風

雅實質上卻又不懂藝術的人。在畫面中，一個大腹便
便、手中拿着酒瓶而另一隻手握着毛筆、腳上穿着布
鞋的人，正笑嘻嘻地看着一隻白鵝。張弓介紹說，白
鵝是王羲之喜愛的動物，看着白鵝，顯現出附庸風雅
的現實。另一方面，布鞋、大腹便便所表現的，是一
種拜金大款形象，或者說，是一種在現實生活中頗受
人們追捧的富貴相。因此，從整個畫面的內容看，確
實有一種深刻的幽默感，也映照出張弓對當前藝術生
態的一種關懷。藝術的鑽研與恒毅，既需要勤學苦練
和持之以恒，也需要對偏離藝術靈魂的風氣保有一絲
警惕。

藝旅疾馳，開弓豈有回頭箭
—張弓暢談藝術鑽研與恆毅

弓一旦被張開，箭被射出，便不會再回頭。這往往比喻堅定不移的

人生目標。若以此來寓意一往無前的氣度，則這個描述，非常適合香

港知名畫家張弓。張開弓，向前衝。人如其名，這是張弓對自己繪畫

生涯的精神描繪，也是對未來藝術探索的強烈心志。一些人認為香港

的藝術發展受客觀條件制約較多，然而作為經歷過物換星移和歲月轉

變的先輩，張弓則表示，不懈的拚搏和奮鬥，才是香港未來藝術的出

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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