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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博物館由即日起展出最新系列的李小龍藏品，包括李小龍親筆
簽名的初版《基本中國拳法》、《唐山大兄》和《精武門》等賣座電影的
宣傳片菲林、拍製《龍爭虎鬥》的幕後花絮照片、多套電影劇照和宣傳海
報。
該批藏品約二百多項，由美國三藩市收藏家陳振輝借出，以「給我感

悟．回憶與驕傲的收藏」為主題，在為期五年的專題展覽「武．藝．人
生——李小龍」中展出。
專題展覽自2013年7月開始舉辦，一直廣受大眾歡迎。展覽佔地850平
方米，展出海內外藏家及機構借出的六百多件珍貴的李小龍文物，包括個
人用品、戲服、藏書、訓練設備和個人文字作品等，讓觀眾從個人、電
影、武術、文化現象等多方面，認識和回顧李小龍傳奇的一生。
專題展覽亦加入「賞．念 李小龍——收藏家珍藏系列」展區，展出不
同收藏家有關李小龍的珍藏，呈現他們眼中這位一代武打電影巨星的影響
和文化意義。最新系列的藏品將在該展區展出，市民可以透過展覽，認識
李小龍的成就和貢獻，同時了解收藏家眼中的這位巨星。
陳振輝自11歲開始收藏李小龍藏品，其三藩市家中特設有「李小龍專
室」，擺放了他四十多年來蒐集到與李小龍有關的各式各樣藏品，為數近
萬件，當中包括電影海報、照片、菲林、人偶、書刊雜誌、玩具和衣物
等，更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李小龍迷登門參觀。

一批敦煌藝術珍品將於2016年首度遠赴美
國，在洛杉磯蓋蒂中心作歷史性展出。聞名於
世的中國敦煌石窟寺，盛載千多年源遠流長的
佛教藝術。何鴻毅家族基金為是次展覽及相關
活動的首席贊助機構。
《敦煌石窟寺：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
術》展覽，將由2016年5月7日至9月4日舉
行，以位於敦煌附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莫高窟作重點。屆時，參觀
者恍如置身壯麗的敦煌石窟，從中感悟佛教藝
術的博大精深，並欣賞到古文物的超凡工藝。
公元四世紀至十四世紀間，敦煌在絲綢之路

上發揮文化樞紐的重要角色，是締造商業、宗
教和文化藝術蓬勃發展、交流融合的繁華重
鎮，千年來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位於蓋蒂中心入口旁的電車廣場站，將放置
三個根據實物尺寸建造的敦煌石窟寺複製品，
均由敦煌研究院的藝術家手繪而成，讓參觀者
體驗宏偉的石窟建築和壁畫，同時了解背後的
修復工作。蓋蒂研究所的展廳，則展示由大英
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等著名歐洲機構借出
的雕塑原作和手稿，當中有從未在美國展出過
的作品，藉以彰顯古代石窟寺中多樣的藝術風
格和佛教圖像。其他展品包括蓋蒂研究所特藏
的善本古籍和地圖。
展覽的焦點之一，是世上最早有紀年的印刷

品《金剛經》。此佛典乃從梵文原稿翻譯過來
的中文版本，現為倫敦大英圖書館所藏，之前
從未於美國展出。根據經文結尾所載，此《金
剛經》譯本印於公元868年5月11日，是已知

現存最古老而完整的印刷書籍。
何鴻毅家族基金行政總裁黎義恩說：「基金

很榮幸能參與是次獨特的展覽，這反映了我們
的核心使命：弘揚佛學知識和中華文化，並促
進東西方相互了解。透過多國學者、修復人員
和其他專家的通力合作，蓋蒂中心製造了一個
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中國以外的觀眾體驗敦煌
的傳奇，重塑古城千多年間匯聚的偉大文化和
思想。」
為豐富入場人士的觀賞經驗，展覽將附有精

彩的教育活動、網站、圖錄和書籍《敦煌莫高
窟的石窟寺群》之修訂版。蓋蒂中心亦將策劃
一系列演出、放映會、講座和導賞，並聯同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辦研討會，進一步擴大展
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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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繪畫二十七年，藝術家朱偉開始質疑自己從事
的當代藝術，拋開繪畫玩了一陣子，卻發現再也

找不到畫畫的精神頭兒，也不想繼續像以前一樣鉚着
勁兒畫畫。「現在畫的畫其實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
的，疲勞，沒有新的題材出現，不想無病呻吟。」所
以朱偉如今的生活就是「以玩兒為主」。這並不是他
第一次進入「不務正業」的階段，在畫《水墨研究系
列》之前，從2007年到2012年，朱偉在繪畫上停滯了五六年時間，「別人說我休
息，其實就剩下焦慮了」。
看似逍遙卻帶着焦慮的日子，因為朱偉擺脫不了藝術家憂國憂民的天性，尋找自

己新的繪畫形式的同時，也思考着中國當代藝術的何去何從：「當代藝術到現在，
全世界的藝術家們都站在一條起跑線上了，大家都面臨着無米可炊。為什麼西方當
代藝術沒有新繪畫出現的時候，中國藝術家們就馬上面臨着集體無聲了？中國經濟
崛起了，但藝術上為什麼就沒有這種苗頭呢？」
總是針砭時弊直指當代藝術現狀的朱偉，具有典型的「老北京」式的口吻，朱偉

說自己對新生事物越來越保守，他不用微博微信，手機也是僅僅能支持電話短信的
老款諾基亞。當然，他還有光頭、墨鏡、衣着打扮和對搖滾的愛好，這些都足以能
夠配得上時髦的「當代藝術家」的身份。
出生於60年代的朱偉是89後的藝術家代表。85時期，當各方藝術群體浩浩蕩蕩展
開藝術大討論時，朱偉在封閉的解放軍藝術學院上學，並沒有直接參與80年代的熱
血狂潮，卻看完了80年代的重要當代藝術展覽。他後來的繪畫直接受到了85大環境
的影響，卻沒有老85們的沉重與嚴肅，他們這一代對某些符號的利用也沒那麼恰到
好處，就如他們對當代藝術的態度一樣，後89藝術從一開始就是戲謔和調侃的。即
使對當代藝術有再多抱怨，但朱偉始終認為，中國的繪畫還有一個水墨：「水墨畫
比別人多出兩千多年，中國的當代藝術理應在幾千年的水墨基礎上走得更遠。」

當代藝術家當代藝術家 ：：
當激情退後當激情退後
正好趕上85美術運動三十年，各類回顧活動此起彼伏，當代藝術家朱偉的語言很

直接：「一個模仿西方的三十年，值得回顧嗎?或許再等一等，六十年、一百年之

時，再看看有沒有值得回顧的事。」顯然，朱偉對於當代藝術是失望的，這在其他藝

術家看來或許有點兒杞人憂天。

中國當代藝術在近十年市場中起起落落，而對於藝術家來說，始終是個掙扎與反思

的過程，朱偉認為當代藝術家應該「離市場遠一點，在探索中找出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夢薇

朱朱偉偉

自己就是最好的藝術
文：1985年您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當時的

環境是怎樣的?您是否受到了85的影響?
朱偉：軍隊很封閉，但是大環境是有的，我沒有直

接參與過85，如果非要說和85相關，一是
85的展覽例如現代藝術大展、中國美術館
人體展等重要展覽都看過，二是當時和當
代藝術有關的雜誌、書籍也看過，現在我
家裡還保存了很多當年的美術雜誌。當時
我更關注浙江的水墨發展，關注谷文達、
沈勤，就覺得他們敢畫。

文：跟85時期的繪畫完全不同，你們這一代人的
畫面狀態其實跟生活很貼切。

朱偉：60年代出生的人對事物的反應自然的反映
在畫面中，沒有上一代一腦門子的痛苦。
因為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文革」已經結
束，也沒有經歷過上山下鄉，所以對於某
些東西的追求沒有那麼迫切，也沒有那麼
痛苦。到了90年代初，市場開始出現了，
大家就琢磨怎麼好賣，例如劉煒他們學版
畫的，黑白版畫沒人要，就想着買國外分
得很細的顏料直接擠到畫面上填色就好賣
了，我的水墨畫也是這樣。

文：面臨西方繪畫的衝擊，會跟別人討論水墨畫存
在的問題嗎?

朱偉：90年代有過新文人畫的討論，但那會兒我
們都在忙着畫畫，很少討論，每個人都是
畫完就賣，也不願意讓別人看到，我也不
會去別人工作室亂竄，也不太去看畫。

文：那當時畫畫的狀態是怎樣的呢?
朱偉：因為年輕，有激情，畫畫總感覺有的畫，想

的少，腦子裡似乎並沒有什麼思想來指
引，就是不斷的有東西在畫。但畫了二十
多年之後，現在卻不願意畫了，想的多，
會想我畫了這麼多年的畫是不是當代藝術?
1993年我就開始和畫廊合作，當時我只

認和我合作的畫廊，平常都是一個人，騎車
去圓明園也不跟任何人交流，就是過去蹭頓
飯，我比較獨。我還跟畫廊立了個規矩，不
參加任何聯展，要做就做個展，覺得水墨畫
和油畫放在一起，氣場會弱很多，油畫顏料
是能夠反射光的，但水墨畫隔着玻璃不好
看，我有的畫3米多，沒有那麼大玻璃，總
覺得我在拿一個彩色稿跟人家比賽似的，現
在想想這是非常失敗的。才剛剛碰到程昕東
聊起1996年在巴黎法蘭西畫廊做了一個當

代藝術的聯展，邀請了方力鈞、王廣義、顧
德新和我，但當時我就因為是聯展而拒絕
了，後來那個展覽挺轟動的。

當水墨遭遇市場
文：您繪畫的系列總是在不停地變換，僅90年代

就有十來個不同的系列。
朱偉：我的畫到現在一共有19個系列，而且每個

系列前後變化都很大，不太喜歡被商業和
市場抓到那種符號的認知。很多人都跟我
聊說，不要變得讓別人不認識我了，但我
覺得我就是一步步的往前這麼畫，高興。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各類展覽催的，
只能一點點變化，我想變，但是還沒有來
得及變化展覽又來了，有時候有點兒應付
展覽。到後來真正有變化是2012年進入觀
念繪畫的《水墨研究系列》。

文：2007到2012年那段時間都說您在休息，沒有
東西可畫會焦慮嗎?

朱偉：基本就剩下焦慮了，那段時間媒體說我在休
息，拍拍片子之類的，其實還是想着再
畫，但是很難開始，基本就剩下焦慮了。
2012年開始找到《水墨研究系列》，但是
我覺得也不完全是我想要的當代水墨畫。

開啟《水墨研究系列》的時候，我覺得過
去了二三十年，中國人的生存環境有了很大
變化，每個人身邊都多了點兒爵士樂、酒
吧、貸款、按揭什麼的，但是其實並沒有在
抱負裡解脫出來，人們都變得疲憊了，不像
當年那麼有激情，也沒有當年的爆發力，似
乎大家都在忍受這種狀態，所以我畫的就是
一個忍耐的狀態。

文：《水墨研究系列》其實是在您尋找水墨本身的
問題?

朱偉：對，這一系列作品叫做「水墨研究」其實並
不是一種最終的成果，所以我叫做「研
究」，我認為不是成品。這還不是我最終
想要的水墨畫，我覺得幾千年下來水墨畫
的特徵應該保持，而不應該被西方的衝擊
所妥協。我一直覺得水墨畫是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對我來說是這樣的：既然畫了水
墨，就應該有所突破。但是老覺得畫了半
天沒有太令人激動的貢獻。
所以我經常老是質疑當代藝術，不是我

一個人沒有新意，中國當代藝術還是應該
以探索為主，離市場遠一點，保持生命
力，我覺得當下的藝術家應該琢磨這樣的
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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