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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海姆基金會為加強其對中
國當代藝術家的更深層次研究與
支持，委任著名策展人侯翰如擔
任「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當代藝
術計劃」的策展顧問，同時，委
任翁笑雨(音譯)擔任何鴻毅家族基
金會中國藝術部副館長。目前，
侯翰如在任羅馬國立當代藝術館
(MAXXI)藝術總監，而翁笑雨則
為法國卡蒂斯特藝術基金會亞洲
項目的創會理事。
未來幾個月，侯翰如和翁笑雨

將會負責關於中國大陸以及港澳
台地區當代藝術家的更多新項
目，並在2016年11月組織策劃一
場大型的主題群展，參展作品都
是中國藝術家接受委約而創作
的，展出後將進入古根海姆博物
館館藏。
2006年，古根海姆博物館成為

西方首個聘請亞洲藝術高級策
展人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並創
立了亞洲藝術項目，而總部位
於香港的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
當代藝術計劃便是這個項目的
延伸。2014年10月，中國藝術
家汪建偉在紐約古根海姆舉辦
「時間寺」大型個展，成為該
項目的首場展覽，委約創作的
作品也會成為何鴻毅家族基金
的藏品，被古根海姆博物館永
久收藏。
談及與古根海姆基金會的合

作，何鴻毅家族基金的創始人
何鴻毅說道：「此前我們曾與古
根海姆美術館合作過兩個項目，
都很愉快，第一次是蔡國強2008
年的回顧展『蔡國強：我想要相
信』，第二次是 2009 年的展覽
『第三思維：美國藝術家思考亞

洲1860–1989』。我們與高級策
展人孟璐及館長理查德．阿姆斯
特朗都有密切的合作，所以這一
切都不是突然發生的，在最終達
成合作之前，我們大約經歷了兩
年的談判過程。」

中新社電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
日前在滬舉行首發式。該手稿本
根據2013年發現的胡適留學日記
原文影印，被譽為21世紀以來胡
適史料發掘最重大的發現。
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
者和思想家之一，早年獲庚子賠
款資助，於1910年至1917年留學
美國康奈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
學，期間所記五十多萬字的日記
和札記，詳細記錄了他留學期間
的所思所想及求學、生活、交遊
的情形。
20世紀30年代初，胡適同意將
留學日記交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
印出版，1939年，亞東圖書館以
《藏暉室札記》為名整理出版。
1947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時，胡適
認為原書名「是牽就舊習慣的舉
動」，故更名《胡適留學日
記》。胡適自己承認其中刪掉了
多處，如手稿第14冊第1頁，有
打油詩《懷君武先生》一首：
「八年不見馬君武，見時蓄鬚猶
未黑。自言歸去作工人，今在京
城當政客。」馬君武作為國民黨

元老級人物，當時尚在世，而
胡適當年報考中國公學時，監
考官即為總教習馬君武，為胡
適師長，因而特意删去。
此次出版的手稿影印本據

收藏家梁勤峰發現的原件複
製影印，完整地展現了日記
的原貌。胡適在日記手稿中
隨文黏貼了四百多張中英文
剪報及照片，並有文字說明
或即興感想。他對此十分得
意，曾自詡為一大創舉。此
次手稿本將這些照片、剪報
反面的註釋都一併影印。
在這批手稿中，胡適1917

年歸國後半年中所寫的《北
京雜記》和《歸娶記》為首
次發現，尤為珍貴。在現存
胡適日記中，1917年7月10日到
1919年7月10日的整整兩年完全
空白。而這兩年正是胡適醞釀和
倡導新文學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
時期。《北京雜記》和《歸娶
記》正好部分地填補了這一空
白。《北京雜記》以讀書札記為
主，包括對方東澍《漢學商
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

閱讀和辨析；《歸娶記》則記錄
了胡適1917年12月16日離京回
績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頗為詳
盡，明確了胡適的結婚日期。
著名近代文獻史專家陳子善介

紹，在得知找到這些曾被認為散
失的日記時，他感到非常驚喜。
這些手稿影印本的出版，無疑將
大大推動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研
究。

拜訪竹人張偉忠、俞田，是為了解當代竹人如何生
活、如何工作。雖然平日依然對嘉定竹刻的傳承

工作義不容辭，但張偉忠坦言近年主要的創作地點已漸
轉移至浙江嵊州，嵊州四周環山，盛產毛竹，他與從事
竹根雕的俞田在當地建了一棟房子專門處理竹材。張偉
忠用竹身，俞田用竹根，兩人無論工作與研究都十分協
調。

訪竹
說到如何開始接觸竹，張偉忠回憶說小時家住嘉定郊
區的外港，河道兩旁都有竹，也曾砍來雕着玩，不過那
時根本不知道嘉定有竹雕。初中畢業每晚去文化館寫書
法，教書法的老先生建議他學嘉定竹刻，「是我第一次
知道嘉定有竹刻。後來，嘉定博物館成立竹刻班，我就
去報名。剛進博物館的時候，我還負責選購竹材的工
作。除了為單位買竹，也自己花錢上山再找竹材，至今
沒有間斷過，一年最多跑五個地方採竹。」
選竹，應是刻竹最基本。早期文獻不甚詳細，金堅齋
或因此係勞動之事，未見着力記錄，王世襄整理之金西
崖《刻竹小言》的備材一節曾簡略說明選材要點。倒是
揚州竹刻家周無方於1931年撰寫的《刻竹經驗談》教
授了較多實務應用的細節。可能也因竹刻商品化，這些
實務技巧往往成為不傳之秘，自然罕於形諸文字出版，
周無方自己也坦言初學之時求教無門：「求之於士夫，
則士夫不解，求之於工匠，則工匠習而不察。」
張偉忠學習選竹的過程，恐怕也對此頗有體悟。因為
他這麼回憶：「採竹，十二月到一月份之間，零度以下
的天氣最好，竹子質地致密。山要有適度管理的山，不
過也不能施肥，那樣竹子質量也不會好。一開始我就沒

有全相信書本，主要靠自己摸索，老的嫩的都
砍，一個個編號記錄煮多久、晾多久的效果。
為什麼不能全信前人所言？因為書往往都不是
真正幹活的人寫的，你只有親自實踐過，才知
道對或不對。」

竹性
竹器的難成與難存，最大原因在於開裂。張
偉忠解釋：「竹子不是當年採就可以馬上用，
採下來煮過、處理好，還得等上幾年，才能知
道哪些可以用。因為竹子與木材不同，竹子是
直條的紋理結構，容易裂。儲存過程中，黃梅天濕度變
化劇烈、秋天乾燥的氣候都會持續讓竹子開裂，至少得
過兩三年，竹子的狀態才會真正穩定下來。」俞田對此
亦深有感慨：「竹子在山上是個活體，你突然砍死它、
煮它、曬它，它的性格會很燥，需要等待幾年，它才會
馴服聽話。這其實就是人與物之間的交流。」
按照張偉忠的說法，其實竹子的性格就是會裂，他笑
着說：「不裂的竹子是不正常的，我們就是要找不正常
的。而且不止得要求不裂，竹節還得平整。你在我家看
到那些要做筆筒的材料，個個都完整無瑕疵，那是因為
背後有這麼一屋子裂掉不能用的竹子，不能用又捨不得
扔，真是左右為難。」
開裂是竹的本性，若求不裂之竹，那可真得萬中選

一。張偉忠與俞田都指出，經過幾年的陳放方能察知竹
性，然後就發現會裂的就會裂、不裂的就不裂。跟着他
們整屋子看竹材，方知每叢竹子都有自己的性格，唯有
用心做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們內在的差異。自然材料
本無貴賤，價格都是人類後添的，竹子價廉，被大量用

來做火車地板、建築模板，但也有那麼一些萬中之選，
經竹人之手，成就為溫潤如玉、珍藏傳世的竹器。

上山
其實，只要有人想多了解竹子，竹人都會很高興。張

偉忠喜歡引導賞者觀看：「萬物皆有理，你要去理解他
們。」我問他，現在的竹人是否依然讓竹承載那麼多的
文化意涵？他並未直接給予答案，只說：「材料具有的
自然屬性與人文屬性，是同步構建的。不過，對於文化
意涵的討論應該可以更全面，譬如人們說到竹子，常常
引用蘇東坡說的『一日不可無此君』，但是必須先讀前
面的話才能真的理解，他前面說的是食衣住行，都是跟
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啊。」
常人以為竹價廉，竹人卻能慧眼識竹，將看似脆弱的

材料錘煉脫胎為作品，其行為本身可能已經超越了道器
之辨，而是平衡地在道與器、哲理與勞動之間，堅持不
懈地探索竹的性格與極限，或許，這就是竹人走出的道
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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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竹人錄》，引人追思明末至清中期的嘉定盛景。《竹人錄》於嘉慶年間成書

之後，嘉定竹刻卻步上衰微之路，呂舜祥《嘉定的竹刻》一文對此總結出幾點原因：

後學者缺乏自書自畫的修養，只能照譜死刻；竹刻興盛帶動了商品化，刻竹木的若為

牟利，自然導致草率從事；後學者任意取材，對材質特性不夠尊重。他曾描述清末竹

人的困境：「不但成品少藝術價值，就是竹人也為數無多，奄無生氣的工作着，老者

老，死者死，改業者改業，後繼無人。」

金堅齋在《竹人錄》凡例中闡述，竹刻藝術的根本，正是那些不凡的竹人，竹刻的

興衰也維繫在他們身上，與他們的處境密切相關。而今，張偉忠、俞田兩位當代竹人

在與竹共同生活中，點化出了器物與勞動的哲理關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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