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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由中國
當代藝術家創作的動
態影像作品在此間舉
辦的德國「Ｂ３動態
影像雙年展」上引起
關注。
作為本次雙年展的

活動之一，「聚焦中
國」主題研討會日前
在法蘭克福應用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主辦方德國奧芬巴
赫造型藝術學院院長貝恩德·克拉克在會上表示，本屆雙
年展特別關注中國的當代動態影像藝術，徐冰等中國藝術
家的15件優秀作品在法蘭克福得到呈現。
研討會上，中國當代藝術家繆曉春和費俊詳細介紹了各

自的作品及創作理念。他們的作品依託數字建模等新媒體
技術，既反映了中國藝術家對人類社會的思考和詮釋，也
展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氣象。

中國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宋協偉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
表示，相比傳統藝術形式，借助新媒體技術的當代藝術形
式使跨文化藝術交流更加順暢，更具共鳴。中央美院與奧
芬巴赫造型藝術學院在動態影像藝術方面進行了深入交
流。

新華社電《日山圖》、《月山圖》、《陽帝之山》、《光華之谷》，這
些靈感源自《山海經》神話傳說中的雄奇山水畫作，竟出自一位女畫家之
手。作為「大愛無疆」香港首屆國際女性當代藝術展的分會場，齊鵬「山
海經符號」主題展日前在香港開幕。
據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彭鋒介紹，以往以《山
海經》為題材的繪畫多以動物為主，山水畫並不多見。齊鵬不愧是一位
「學者型的畫家」，她深入研讀文獻，靠想像力尋找到獨特的突破點，繪
畫能力很強。在繪畫風格上，齊鵬師承著名畫家賈又福和劉大為，經過不
斷的學習和探索，創造出獨特的繪畫語言和表現樣式。《山海經》中的山
水充滿了神秘感，而繽紛的色彩又充滿了想像力，給觀眾帶來獨特的視覺
經驗。
畫家齊鵬說：「我在太行山寫生中看到的是現實的山，心中想到了是經

中的山，創作的『山海經符號』'是現實與抽象結合的山。」她借用《山海
經》的神山聖水賦予作品豐富的想像，為她的創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並
在其藝術探索中融入了思考的力量。
此次主題展由香港天趣當代藝術館主辦，共展出了《陽帝之山》、《皇
人山》、《和山》、《光華之谷》等21幅作品，展覽至11月5日結束。

新華社電 記者日前從台灣歷史博物館獲悉，該館與河
南省文物局共同主辦的「盛世風華——洛陽唐三彩特展」
將於11月底在台北登場，屆時將展出兩岸文博機構收藏
的「唐三彩」各60件。這是兩岸洛陽「唐三彩」經歷離
散到合璧的首度聯展。
台灣歷史博物館方面表示，今年正值該館創建60周
年，特舉辦此次展覽，旨在見證該館
與河南的歷史情緣。展出的「唐三
彩」文物，除該館的代表性藏品外，
還有河南省洛陽博物館、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鞏義博物
館等單位首度來台展出的人物俑、動
物俑、殉葬器具、生活器用，以及三
彩窯址發掘出土的窯具與模具等。

館方還指出，兩岸洛陽「唐三彩」經歷離散到合璧的
流轉歲月，首度聚首，合體展出，將揭秘洛陽「唐三
彩」的發現始末，展現「唐三彩」的人文風情與工藝風
華。
據了解，台灣歷史博物館藏有銅器、陶器、玉器、織

錦、甲骨、書籍碑拓等源自河南的文物，其中包括20世
紀初出土於洛陽地區的「唐三彩」陶
器，品類有文武官俑、天王俑、鎮墓
獸、動物俑與器皿等。

今次「塘河韻．甌江情」 所展出之書畫可謂真、草、
隸、篆、行各體兼備，或以魏晉而書，或以唐楷暢

懷，或空靈婉轉行雲流水，或揮毫疾書氣勢磅礡。而國畫
則囊括了人物、山水、花鳥等類別或皴擦寫意，或工筆白
描，或彩繪丹青，寫胸臆，化妙境，千姿百態，惟妙惟
肖。

體現書畫傳承之脈絡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統籌主任鄧偉雄與國家一級美術

師、溫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戴
宏海英雄所見略同。他們共同指出是次書畫展的亮點亦為
溫州書畫藝術之特色，即堅守傳統，基於傳統樹杈生發新
的枝椏。鄧偉雄表示，溫州的藝術創作無論是建築、繪
畫、書法、文學、詩歌均承接傳統韻味技法，藝術家極少
借鑒西方繪畫中抽象形式的表現因素或向外尋找靈感，反
而是重新回歸古典以相對寫實的筆墨語言結合當代造型和
思考，呈現出中國幾千年來的書畫發展脈絡。
雖說在西方繪畫中也有大量僅運用線條來塑形的作品，

但線條的作用通常在於強調描繪對象的結構造型或所處的
物理化空間，而在中國畫中的筆墨線條節奏則被賦予了獨
特的韻律美。通過畫筆提按、行頓、轉折、輕重、疾徐的
變化，幻化出長短、粗細、繁簡、疏密、濃淡、虛實的線
條。不但根根線條都反映作者的思想與審美，甚至一根線
條就體現一幅作品的優劣。鄧偉雄認為這種以「線」為主
的中國畫筆墨觀，依舊被保留在溫州書畫家們的作品之
中。

以內心感受渲染意境
74歲高齡的戴宏海既是溫州書畫院人物畫高研班的導

師，也是溫州大學名譽教授，更是享受國務院發放政府特
殊津貼的專家，為參與「塘河韻 甌江情」 作品展日前特

意赴港。據戴宏海總結，
目前內地各大城市如杭州等
地所舉辦的書畫展，參展作
品尺寸通常均在兩米乘兩米
上下，視覺衝擊力較強。但
由於香港寸土寸金，空間有
限再加上運輸困難，所以本
次參選的書畫以「小品」為
主，並採用傳統的立軸形式進
行呈現。戴宏海說：「近來國
家愈來愈重視傳統文化，國畫
界大部分的畫家響應號召回歸
傳統。溫州創作風格本就講究民
族文化，可謂以不變應萬變。」
在戴宏海的意念中傳統二字跳

出了筆墨技法的框架，更包含了
中國畫廣遠而持久的吸引力——
「意境」。何為「意境」？中國近代傑出的畫家、詩人李
可染曾表示，意境是藝術的靈魂，是客觀事物精粹的集
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鑄，經過高度藝術加工達到情
景交融，從而表現出來的藝術境界、詩的境界。而戴宏海
化繁為簡，他說：「『意境』就是藝術家根據生活體驗和
內心感悟創造性地進行繪畫，和現實有一定距離，是藝術
家頭腦中面對美的感受。例如說齊白石畫蝦不畫水，但你
依舊可以感受到蝦在水中游。竹子是綠色的，中國畫卻完
全用墨來表現，蘇東坡甚至用紅色畫竹，這種創造就是
『意境』。」

堅守傳統以不變應萬變
溫州書畫院院長鄭方偉告訴記者：「溫州書畫傳統的傳

承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地理位置較為偏僻，交通不便，因此

較少受到外界的衝擊，才能保持其穩定的發展。
中國畫自隋朝發芽，唐朝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高
速發展，繪畫也走向了全面繁榮。宋畫達到了頂
峰的同時，中國畫的構圖及用筆——『掛、
鈎、勾、染、結、皴、擦、點』都已基本定
型。然而，當下大學校園內關於書畫創作的思
潮變化不斷，年輕人卻總是想要超越前人，對
傳統經典進行否定。所以我們要告訴學生，堅
守傳統是追求人性自然的有機意象形態，追求
詩性和禪意的空靈境界。不單是中國畫，溫
州書法方面也堅持『二王系統』，即王羲
之、王獻之父子的『二王』書風。」
鄭方偉還說：「曾經書畫創作在普羅大眾
的意識中是自我娛樂的『雕蟲小技』，但在

收藏市場日益蓬勃發展的今天，書畫作品直接與市場掛
鈎，致使寫字畫畫成為不少人的職業，甚至事業。這幾
年溫州學院派出身的藝術從業者，通過自己的努力，走
出了一條能夠以藝術創作安身立命、幸福生活的獨特道
路。今次書畫展，也是我們為溫州書畫家搭建的橋樑，希
望能夠檢驗溫州書畫在香港市場的反響。」

「「塘河韻塘河韻．．甌江情甌江情」」
溫州書畫清正典雅溫州書畫清正典雅

日前溫州文化代表團攜66幅精

品書畫來港，於「塘河韻．甌江

情」作品展中展出真、草、隸、

篆、行各體書法以及涵蓋人物、山

水、花鳥，融古創新、別出一格的

中國畫。集中展現了溫州書畫清正典

雅的風格，同時反映了溫州當前書畫

藝術的總體水平和整體風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部分圖片由集古齋提供

溫港兩地交流頻繁
近年來，溫州和香港兩個城市之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頻

繁。雙方不但曾聯合舉辦過「永嘉藝情——國學大師饒宗
頤教授書畫作品展」、「雁蕩嶺南情緣——紀念竺摩．黎
明大師書畫作品展」等活動，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合
作單位之間也通過活動，逐漸建立起良好的互動模式和
關係。有見及此，香港溫州同鄉會再次邀請溫州書畫院
的藝術家來港，於集古齋畫廊共同舉辦「塘河韻．甌江
情」書畫展覽。

■■張真愷張真愷《《寫意花鳥寫意花鳥》。》。

■■鄭方偉作品鄭方偉作品《《水墨山水水墨山水》。》。

■■戴宏海戴宏海《《頌竹圖頌竹圖》。》。
■■溫州書畫院院長鄭方偉溫州書畫院院長鄭方偉。。

■■「「塘河韻塘河韻．．甌江情甌江情」」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溫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溫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美術中國美術
家協會會員戴宏海家協會會員戴宏海。。

齊鵬「山海經符號」
主題展在港舉行

兩岸「唐三彩」將首度聚首在台展出

中國動態影像藝術在德受關注

■齊鵬作品《光
華之谷》。

■ 齊 鵬 作 品
《星山圖》。

■展覽作品

■三彩鴛鴦枕在唐代屬一級文物，1971
年出土於洛陽邙山前李大隊。

■■開幕式由中開幕式由中
央美院美術館央美院美術館
館長王璜生主館長王璜生主
持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