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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
涵 北京報道）「永遠的鄉
愁」———「中華情．中國
夢」美術書法攝影展日前在
廈門啟動。本次作品展得到
台灣各界的熱烈響應，台灣
22個市縣首次以市縣為單位
組團來廈參加活動，共提供
304件作品參展，是台灣地
區參展人數最多、涵蓋面最
廣的活動之一。相關人士表
示，本屆展覽定於2016年5
月到台北巡展。
本次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展，共展出美術書法攝影作
品 795 幅，其中美術作品
262幅，書法作品433幅，
攝影作品 100 幅；展出連
戰、吳伯雄、朱立倫、王金
平、林中森等18位台灣知名
人士對「中華情．中國夢」
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的祝賀
題詞，以及劉大為、馮遠、
覃志剛、劉藝、張海、林
軍、李奇茂、沈榮槐、施子
清、連家生、白謙慎、丘程
光、金岳祺等海內外著名書
畫攝影家的精品力作。尤其
是台灣22個市縣各由10位
書法家以「兩岸一家親，共
圓中國夢」為內容共同創作
的22幅書法巨作同台展出，
每人寫一個字，寓意同心同
德，同向同行，格外引人注
目。

林佑森是一個非常隨緣的雕塑
家，他有一句口頭禪：「其

實不是刻意的」。在近五十分鐘的
採訪過程中，林佑森一共強調了16
次「這不是刻意的」。不刻意到甚
至要等待適合「微觀金屬盆景」的
素材出現，才能完成一件作品。這
個零件既有可能是一個電插頭，也
可能是一塊木質地板，或是一條長
度適宜的銅製水喉，而等待的時間
則無法預測，長達一年亦不為奇。
在時間維度上如此隨性的林佑森，
卻同時是一個精工細作，在作品細
節處有着極高要求的藝術家。為了
親手感知每條銅線的溫度，保證每
條細小枝椏都能產生「自我意
識」，創作過程中林佑森多半不會
採用手套保護自己。然而，保持敏
銳觸覺的代價則是十指之間小傷、
水泡從不間斷。

銹綠的起源
這麼一位有所講究的藝術創作
者，自然亦熱衷追求新變化。如果
留心觀察「瞳．綠」今次所展出的
作品，便會發現即便都是由電子或
金屬媒介所構建的樹木，新進的創
作會比以往的「枯木」多了點綠，
從前靜止的風景流動起來，無形的
風動被一邊倒的枝條清晰地勾勒。
林佑森鄭重地說：「『綠』對我來
說很重要，它代表了生命。2013年
舉辦展覽時，曾有人誤以為這批雕
塑只是樹形金屬，但對我來說他們

全都是有生命的。聽到那樣的反饋，
回到工作室後，我決定把這些『微觀
盆景』安置在潮濕的環境中，並開始
為它們噴灑鹽水，就像照顧花草一
樣。銅鐵遇到鹽水，會在化學銹蝕的
過程中一直氧化，慢慢地，銅綠浮現
在樹枝表面。」隨之蛻變的還有樹體
的造型，為了方便更多的水珠能夠聚
積，林佑森在近期的創作中，用小圓
盤狀葉簇代替線性枝條，以增強作品
的生命力。
嘉圖現代藝術（香港）總監歐陽憲

指出，林佑森是次展覽之題《瞳．
綠》，一語雙關，眼見之綠不局限於
銅樹上的色彩，更是通過金屬為主調
的作品展現擺動的樹幹、連接兩地的
橋樑，以及獨行旅人飽覽眼前美景的
心態，體現出中國山水畫、書法、雕
塑甚至是建築中的「氣韻生動」。林
佑森表示，之所以對傳統山水的味道
念念不忘，是因為童年時代曾與外婆
同住汕尾。鄉間小屋外的青山綠水，
七八人都未必能夠環抱的古松樹，松

樹下環繞着的巨石，石頭上乘涼午睡，打牌下棋的村
民，默默地述說着寧靜的美好。林佑森說：「創作初期
作品中都沒有人物形象存在，但總覺得似乎欠缺一點人
氣，所以又從德國的建築模型店購回微型人物模型，再
用塑膠彩上色。」人跡軟化了金屬物料的粗獷氣質，兩
者間的反差營造出寧謐的氛圍。

熱愛露營的藝術美食團
林佑森透露，「枯樹」進階為綠蔭，與他開始接觸露

營的經驗亦存在不可割裂的關係。講起露營，對談中語
音語調四平八穩的林佑森突然熱情洋溢。他分享說，秋
季格外適合去野外露營。七八個藝術圈志趣相投的朋友
背起大背囊，帶上帳篷、戶外照明燈，甚至是鍋碗瓢
盆、油鹽醬醋，懷抱期待的心情一起探索未知；在曠野
裡煮上一鍋臘味煲仔飯，大快朵頤一番最是暢快。當然
藝術家的四處雲遊自然與純粹的美食團有所不同，一旦
回到城市，林佑森便用創作來記錄露營時的回憶。林佑
森認為，行山的樂趣還在於可以與一些古舊原料不期而
遇。《Country Explorer III郊遊探勝之三》的底座，一
盞二三十年前大排檔流行的火水燈，就是林佑森在倒塌
的村屋裡撿回來的。
「我的工作室現在像一間工廠，堆滿了到四處拾回的
物料，朋友饋贈的電視機內膽，鴨寮街二手店買來的水

喉，各色電線（鍍銀、黃銅、紅銅），電腦CPU的散
熱器，電插頭。」有時明知工作室已「貨滿為患」，林
佑森依然照收不誤，生怕錯過一件有用素材。作為林佑
森藝術圈的野營旅伴，李雪盈這樣評價他及其作品：
「相識也有七八年了。在我認知裡的阿森是一個樸實的
人，對事情的情感是直接而真摯的。可能他平時工作多
接觸小孩，所以作品開始時多帶點童心玩味。今年對作
品的要求卻越發嚴謹精緻，那些露營時看到的風景被阿
森轉化成一件件風景縮影圖，細緻而沉穩當中又帶點耐
人尋味。『瞳．綠』系列當中的作品表現率真而直白，
有時會令自己想到生活的城市是怎麼樣的空間。因為在
當中生活習慣了，對周邊的感官好像玻璃上一層不能抹
去的霧霾，變得有限遲鈍，而靜靜看着阿森的作品時似
乎可以找回那份原始感受。」

「「瞳瞳‧‧綠綠」」：：

自從目睹工業區舊樓窗外密密麻麻的水管陣縫隙之間

生長出一抹青翠，「都市棄景、生物、山水」三重奏複

合命題的種子便飄落在本港雕塑家林佑森的心中，隨後

漸漸破土而出，成長為延綿不絕的銅線樹林。林佑森以

夾縫中生機盎然的植物為起源，採用銅管銅線、金屬零

件等被淘汰的工業成品支起枝幹，將銅銹化為綠葉，賦

予各式古舊電子器材新的藝術生命，打造出一片極具現

代工業氣息又包含柔情的金屬叢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圖片由嘉圖現代藝術提供

去年11月，在蘇富比北京秋拍場上，估價終值為100
萬人民幣的黃冠餘1978年畫作《七月》，最終以145萬
槌價被收藏家劉益謙競得。該作曾參與1980年「同代人
油畫展」，黃冠餘作為吳冠中學生，亦是「同代人畫
會」重要成員，《七月》在當時備受關注，不僅見刊於
多本雜誌，展後更被著名的波蘭裔記者愛潑斯坦購藏。
雖距首展已過去34年，但站在《七月》前，仍能感受

到純美畫面氛圍背後，中國年輕一代在特殊時代下的集
體情感狀態。文革結束後的80年代，是中國社會人性回
歸的時代，文化界出現野蠻之後的「文藝復興」，同時
鄧小平復出後高考恢復，十年文革中迷失的青年人重歸
校園，夢想在此時被重建。不同於傷痕文學用過於飽滿
的情緒抒發十年文革帶來的傷痛，黃冠餘的寫實畫中，
如《七月》，以略顯羞澀情感去描述自由的新空氣裡，
人性純美、本真的散發，以及重燃的希望。拋開技法，
僅憑如此乾淨的畫面，足以映射出畫家作畫時心中懷有
的無暇澄澈。
晚於《七月》兩年創作，黃冠餘另一畫作《我們正年
輕》，即將在今秋香港蘇富比日間拍場現身。同為描述
時代人文精神面貌的畫作，《我們》完成於1980年，是
年，畫家加入「同代人畫會」，「畫會」成員包括王懷
慶、秦龍、孫景波等人，文革結束前，黃冠餘已經與這
些藝術「同道」研習西方早期現代主義，在「50」年後
「蘇派」油畫主導中國油畫創作的時期，雖受到蘇派寫
實技法訓練，但「同代人」卻不做官方視覺規範的歸順
者，轉而追求自我的藝術表達。
在《我們正年輕》中，不見「蘇派」油畫的銀灰色
調、冷暖色彩層次變化，以及對三
維立體空間的照相式處理，而是用
線條、色彩與構圖建構出「調和」
的畫面，人物雖不「寫實」，但線
條、色彩的處理卻可引發出充實的
畫外聯想，此種通過對形式塑造而
產生的藝術感染力，在蘇派寫實畫
作的光線和造型程式中是難以找到
的。
畫中男女放鬆的身體是自由的，
而專注的神情是重拾理想後的堅

毅，手中鮮艷的黃花
為「希望」代言，一
切都被時代的自由所
喚醒。畫中並不解釋
男女之間關係，也未
道明人物情緒，卻更
引觀者對於畫中人物
情感狀態的思索。無
論《我們》抑或《七
月》，黃冠餘都不用
蘇式技法對生活作
「高像素」呈現，而
是在對形式的雕琢
中，將現實主義處理
成一種情感的提煉，
觀者可在畫面營造的
氛圍中去認識生活、
體會人性的情感。
同場呈現的黃氏畫作還有繪於1982年的《江南》，

《江南》作為黃冠餘風景畫個人風格形成的先導，是他
由寫實步入半抽象的關鍵作品。《江南》以及《我們正
年輕》作為黃冠餘力作，都曾參加1982年「全國舞台美
術展覽」。
黃冠餘總共三件作品，將在10月5日現代亞洲藝術日
場專題「懸崖上的燈火——中央工藝美院」中呈現，透
過黃氏畫作，可以看到吳冠中、袁運甫等人執教的工藝
美院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流中，將現代主義

接力棒傳遞到新生代藝術家手
中，「同代人畫會」作為現代
主義精神的繼承者，為之後的
「八五新潮」揭開序幕。
黃冠餘回憶老師吳冠中未成

名前曾對他和王懷慶一眾弟子
說：「我們的藝術就是出土文
物，無人認識，無人欣賞，但
是未來總會有人找得到」，此
言說出了生命未露曙光時藝術
家的自我堅持。是故雖然後來

「同代人畫會」成員藝術軌跡不同，但他們對藝術一直
堅持着苦行僧式的求索。
曾讀過一篇黃冠餘專訪，在2007年「荷蓮清淨」黃冠

餘新作展中，年過六十的畫家在被記者問及為何至今沒
有出版過任何個人畫集時，他的回答是「因為總想等到
再畫好一點時」。2007年之前的十年是中國藝術發展最
為迅猛的十年，藝術被推向國際的同時本身變成名利的
場域，而這10年裡黃冠餘舉家遷至京郊並進入了藝術沉
寂期，待再度復出時，「荷蓮清淨」展，數十幅8米以
上的畫作擺滿展廳，他站在其中說「搞藝術的人，一生
裡苦惱總是伴隨着他，尤其當他找不到新的表現方法，
又不願再重複時，樂趣極少，苦惱極多。」面對老一輩
藝術家的作品時，往往除了領略時代的印記，亦可被一
種認真倔強的精神力量感動，箇中原因，也許可在此言
中領悟。
預展：10月2日至4日香港會展中心蘇富比秋拍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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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印記
黃冠餘畫作《我們正年輕》秋拍呈現

金屬山水藏不住的生動氣韻金屬山水藏不住的生動氣韻

■■展覽展出的繪畫作品展覽展出的繪畫作品（（記者田一涵攝記者田一涵攝））

■《Tong Lin III銅林之三》。

■■《《Yuen IIIYuen III圓之三圓之三》》局部細節局部細節

■《Country Explorer III 郊遊探
勝之三》。

■《Socket Tree銅樹》

文：張夢薇

■■黃冠餘黃冠餘《《我們正年輕我們正年輕》》 19801980年作年作
油彩畫布油彩畫布
估價估價：：8080萬至萬至120120萬港幣萬港幣

■■黃冠餘黃冠餘《《江南江南》》 19821982年作年作
油彩畫布油彩畫布
估價估價：：7070萬至萬至9090萬港幣萬港幣

■■「「同代人油畫展同代人油畫展」」畫家畫家，，黃冠餘黃冠餘（（左左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