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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王穎南京報道）日前，第二
屆南京國際美術展「向大師致敬Ⅱ——國際藝術大師
展」新聞發佈會在南京舉行，記者獲悉，作為第二屆南
京國際美術展的重要單元，大師展將於9月16日在南京
國際博覽中心開幕，此次參展的50件世界大師作品中有
49件作品首次在內地亮相。
本次參展作品包含畢加索的16幅經典名畫，莫奈的

《睡蓮》，高更的《希娜與塔圖》，雷諾阿的《勝利維
納斯》等劃時代雕塑作品8件，以及畢沙羅的《雷恩大
道》和《傑明爺爺》兩幅佳作、夏加爾名作《綠公雞和
模特》等。
展品中價格最高的是百家湖國際文化投資集團董事長
嚴陸根的藏品畢加索《戴綠帽子的女人》，現估計5000
萬美元。談到這幅畫，嚴陸根表示，這是2007年以近
1000萬美元拍來的。為了收藏這幅作品，他當時放棄了
在海南註冊公司。
首屆南京國際美術展期間，作為美展單元之一的「向
大師致敬——國際藝術大師展」，觀展人數達20萬人
次。今年的展覽與去年相比，在展品數量與場地規模上
都有很大提升，預計今年觀展人數
可達40萬，為了控制人流，主辦方
採取了實名購票制度。
將於9月16日開幕的第二屆南京
國際美術展分為 「國際藝術大師
展」、「國際當代藝術主題展」、
「全球徵集展」、「中國傳統水墨
延伸」四個單元。除了「國際藝術
大師展」收取100元門票以外，其
他三個主題展和南京藝博會都是免
費參觀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
「赤子心．故鄉情—姜一涵書畫作品捐贈
暨《姜一涵書畫藝術展》開幕儀式」日前在
山東博物館舉辦。本次展覽從姜一涵先生捐
贈給故鄉山東的300餘幅書畫作品中精選90
件/套代表作進行展出，作品的創作年代從
1967年延續至2015年，較完整地反映了姜一
涵先生幾十年藝術生涯的思考軌跡和纍纍碩
果。
此次展覽的「道法自然」篇，展出姜一涵
先生創作的書法作品，包括大對聯、春聯、
現代書法等；「形色之秘」篇則展出其繪畫
作品，包括山水、花鳥等。姜一涵以「出新
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為藝術
原則，以《易經》、老莊思想為基點，兼容
西方美學方法，將人文與自然相融合，形成
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評論人士認為，他的書
畫作品兼容中西建築、雕塑、樂舞，而重視
結構、造型，特長於時空之表現，特富哲學
性和文化內涵。

藝訊

50件世界藝術大師精品將亮相南京 台灣畫家姜一涵作品捐贈山東博物館

展覽的英文名字其實相當冗長：「Asynchronous,
Parallel, Tautological, et cetera……」，旨在探

討藝術家的個 人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在其連貫的
宏大敘事性中抵制意義被分化。倪海峰在藝術界中的
邊緣性角色使他在展示創作過程中遇到更為廣闊的社
會經濟環境以及這個環境對他自我身份認同的影響
時，有了更獨特的視角。
宛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寫：「由於文

化意義的不穩定性造成民族文化在不同時段被矛盾地
闡述——現代、殖民、後殖民、本土……這些總伴
隨着口口相傳——我聽說了而你將會聽到。」
此次展覽並非一個單純意義上的藝術家回顧展。
倪海峰對作品的挑選意在為解讀作品開創新的可能
性，不被「我聽說了」與「你將會聽到」的二元對立
所局限。
為了打破對作品的傳統理解，他顛覆性地把凝視
還給觀者，並詢問我們將如何對既有的個人經驗給出
定義；我們在批判他人的經歷時扮演着什麼角
色？——在此藝術家本身絕不是最重要的作者。
在許多人對文化雜糅懷有期許的今天，倪海峰揭
露出殖民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給我們主觀帶來的心理衝
擊，以及如何在不斷膨脹的文化經濟中反抗，並尋求
作為文化資本、強而有力的個人種族意識。
經由循環的敘述性，這場個展給予了觀者多重的
出 發 點 。 實 際 上 ， 「Asynchronous, Parallel,
Tautological, et cetera…」本身就描繪出倪海峰靈活
而具高度適應性的創作策略：從把個人經歷化作文字
內容再題字於身體之上，或在接受其他文化之後的自
我探索，以及渴望以抗議不斷創造意義的需求，這些
議題不僅是此次展覽的核心意義，亦相當符合自「後
殖民」轉變為全球化城市的香港。

平庸物件背後的自傳性色彩
仔細看看這次所展出的作品，不難加深我們對藝術
家個人意識的理解。《未完成的自畫像》是一個將護
照內的證件照轉化為一系列難以辨認的文字和數字編
碼的裝置作品。此作品可被視為一種直接的對抗，反

之是宣揚擁護自我身份的來源和真實性。《倉庫》則
是一系列上世紀80 年代末的攝影作品，表達了我們
渴望把個人記憶投射到物質上，而物質總易於改變。
倪海峰藉此記錄下他從北京到阿姆斯特丹的旅程。
《半影》是表現出對越軌的需要和我們對辨別私
人與公共領域的無能為力。而以銅鑄造的《事和物的
保管》，是藝術家迄今為止在生命長河中積累下來的
個人用品收藏，帶有濃厚的自傳性色彩。這些看似平
庸的物件，作為殘餘物，影射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綿
長歷史中，個人特質的消磨。
《作為瓷器出口歷史一部分的自畫像》闡述殖民
歷史在我們身上以他人之名侵入，這也是上世紀90
年代人們探討身份政治的主要話題。《馴服》重申寫
作對於想保全自身的落難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至於
《拆解》，則是一段雙頻道錄像，描述一位女工把一
本書撕開，隨後再把它重新縫起來；在此，分隔勞動
者、操控和藝術實踐的界線變得模糊起來。
《商品與金錢》呈現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著的《資本主義批判》中的一頁，上面鋪
滿了灰塵，意味着資本主義社會前景的衰敗和疲乏。
與之構成有趣參照的《同義反覆》，記錄了一位工人
用縫紉機在一本藝術史書上創作一個複雜花紋
的過程。文化生產和工業生產的模式漸漸
變得相似。
倪海峰的自我評論非常中肯，他質疑藝

術家充滿矛盾的角色：是可以改變一切的
橋樑，或僅僅是一名服務提供者？破碎的
自我完全落入我們的故事中，並和本次展
覽產生不和諧的共鳴——我們必須依靠即
興創作和想像力作為出口，或是其他的東
西……
而以下的對談或許能幫助我們對倪海

峰的作品有層次更為豐富的理解。這位
雙城藝術家分享了他的很多個性思考。

今天將為讀者帶來的是一場非常有趣

的展覽——駐於阿姆斯特丹和北京的藝

術家倪海峰的個展。展出作品選自他從

1980年代晚期迄今的創作。通過展現在

藝術歷程中的體驗，倪海峰拒絕以線性

和編年的方式去詮釋作品，用他自己的

話說則是「處於零點或無重力的瞬間

中。」

我們必須細讀其中，將作品中暫時性

的和物理性的內容抽離，才能探詢其中

陳述的觀點，並讀解出他以藝術來衡量

一系列歷史軌跡的內在意識形態結構。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圖片由藝術家及藝術門畫廊提供

雙城藝術家雙城藝術家倪海峰倪海峰：：

時間：即日起至 9月 2日（逢星期日休息）
地點：藝術門畫廊（中環畢打街 12號畢打行 6樓）

倪海峰個展
「Asynchronous, Parallel, Tautological, et cetera…」

可以介紹一下這次展覽的概念和最初構想嗎？
倪：這次展覽的最初想法是為觀眾提供歷史或者說歷史

的線索。但是這一歷史的線索不應是單一的線性，
而是多重的、多元的，一個由平行的多線條組成的
時間歷程。這個展覽的題目可大概翻譯為「非同
步、平行、同義反覆及其他」。這一標題隱喻了我

的創作、個人歷史和社會大歷史之間的緊密
關係以及這三者的複雜性。

往返阿姆斯特丹和北京兩地的經
驗怎樣影響你的創作？
倪：穿梭於兩種文化之間為我
提供了多重視角和語境。這種
多重性可被視為一種自由，
一種打破文化局限的可能
性，一個處於兩種文化之間
的廣闊空間。阿姆斯特丹與
北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城

市，一個是高度發達的歐洲中心的一部分，一個則是正
在高速變化中的城市，無序但極具活力。往返於這兩者
之間使我處於不斷的調節之中，我認為這種變化中的自
我對我的創作有積極的影響。

你這次在作品中希望作出哪些新的藝術嘗試？
倪：這次展覽中的作品是從30年的跨度中選擇出來的。
在作品的選擇中我試圖對香港特殊的地理和歷史背
景作出反應，選擇了一些相關性比較強的作品。在
作品的創作上並沒有去刻意的尋找新的方式，而是
遵循自然的延續和發展。
展覽中有兩件從未展出過的新作，一件是《同義反
覆》（2014），另一件是《物與事的保管》
（2015）。前者討論的是藝術，知識生產與勞動的
關係；後者試圖重新解釋個人微觀歷史和社會大歷
史之間的複雜關係。

怎樣看待身體經驗對創作的重要性？
倪：我認為藝術應該是智性和身體經驗的結合，頭腦為

藝術提供觀念，身體經驗為藝術提供直覺。

藝術家的自我批判對創作是否具有意義？
倪：我認為自我批判是個體發展的必要條件，自我批判

是社會批判的基礎。自我批判也是我三十年創作的
重要元素。這種自我批判可能以自我解構或者顛覆
自我的方式出現，也可能以自嘲的方式出現。如果
我們可以把「自我」看作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話，那
麼「自我解構」本身就是對既有的社會、政治、文
化秩序的顛覆。創造性就是從那些可能只是臨時
的、有限的、微觀的顛覆中產生的新的可能性。

依靠依靠即興創作即興創作和和
想像力想像力作為出口作為出口

姜一涵是山東籍台灣著名學者、書畫
家，1926年出生於山東昌邑，1953年畢
業於台灣師大中文系，曾被聘為香港珠
海書院、東海大學、金門大學、山東大
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石濤畫語錄
研究》、《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
等。其作品在美國和亞洲受到了很高的
讚譽，被譽為「東方的畢加索」。

■畢加索《戴綠帽
子的女人》是價格
最高的一件展品

南京傳真

■ 「 向 大 師 致 敬
Ⅱ——國際藝術大師
展」新聞發佈會。

實習記者王穎攝

■《作為瓷器出口歷史一部分的自畫
像六號》

■■《《倉庫三號倉庫三號》》

■■《《倉庫一號倉庫一號》》

■三絕．一筆 ■禪的心境

■姜一涵作品：故鄉山河

■■《《未完成的自畫像未完成的自畫像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