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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大陸版《台北上午零
時》同樣由多位台灣知名藝人擔綱
演出。其中，吳念真之子、演員兼
執行導演吳定謙頗受關注。
《台北上午零時》是2015閩南大
戲院兩岸藝術節的揭幕演出。作為
中演院線57個成員中唯一具有對台
區位優勢的劇院，閩南大戲院一直
注重對台文化藝術交流。尤其是每
年的兩岸藝術節，迄今已邀請眾多
台灣經典作品「登陸」演出。
希望「交朋友」的吳定謙說，這
是自己第一次來廈門。吳定謙也未
曾去過金門，他說，自己到廈門後，才得以在這裡眺望金門，
是「意外的收穫」。
今次吳念真因故未能前來廈門，吳定謙也笑言，自己是「父
債子償」。不過，沒能來到現場的吳念真，不但特意用視頻向
廈門觀眾祝福，還送來多本簽名本贈給大陸觀眾。
吳定謙說，父親託付他帶來一句話——謝謝各位觀眾來看

戲，「因為沒有你們，我們做的事情沒有意義」。
閩台兩地向來「人同根語同根」，和台灣本土相關的觀演內
容也更能引起福建觀眾認同。劇作在故事情節跌宕感人之餘，

更有台灣「音樂教母」黃韻玲、
多棲藝人劉亮佐演繹一代人的命
運沉浮。當晚的演出不時獲得廈
門觀眾會心掌聲。
據閩南大戲院人士介紹，在整

個金秋10月，還將有《紙風車幻
想曲》、台灣愛樂管弦樂團等台
灣藝術團體參演。這其中，10月
16日到17日上演的《紙風車幻
想曲》曾踏遍台灣全部鄉鎮，為
無數台灣小朋友帶去歡樂；而攜
台灣愛樂管弦樂團於10月30日
演出的，則是台灣知名指揮家、

位列全歐前三大歌劇指揮家的呂紹嘉。
兩岸藝術節的壓軸演出也頗為亮眼。10月31日，當代華人最
重要的南管音樂家、曾任台北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音樂總監的
王心心將在閩南大戲院展示古老南音與文學大師余光中的相
遇，鄉音與知音悠然共譜，不僅讓南管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重
獲新生，也借傳統之力帶給觀眾別樣感動。
閩南大戲院人士告訴中新社記者，在兩岸藝術節期間，德國

柏林喜歌劇院莫扎特歌劇《魔笛》將在閩南大戲院上演其亞洲
首演第二場。這也是廈門首度引進西方原版歌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北京報道）
匯聚當代先鋒藝術力量的「2015中國宋莊文
化藝術節暨在希望的田野上．美麗宋莊寫生
作品展」日前揭開帷幕。200位中外藝術家
描繪宋莊的藝術作品與「新絲綢之路—宋莊
藝術家歐洲行寫生作品展、2015．青年藝

術+英才推廣計劃展、宋莊藝術群落文獻
展」等七大主題展覽同期展出，同期進行的
還有藝術品拍賣會和多場專題文化活動。
據了解，經過近20年的積累，目前在宋莊

創作生活的藝術家多達6000人，擁有藝術館
30餘家、畫廊200餘家、藝術家工作室4500

餘家，每年在
宋莊舉辦的各
類展覽活動達
1000 餘 場，
年產值超億
元，已成為目
前內地最大的
原創藝術集聚
區。

兩岸藝術節揭幕 吳定謙力作打頭陣 2015中國宋莊
文化藝術節開幕

■2015中國宋
莊文化藝術節
開幕式現場。

時至今日，學藝術在部分家長心目中仍屬於不切實
際地追夢。但不可否認的是，正統的藝術訓練可

以幫助個人建立起獨特的視覺語言及創作風格。在研習
與思考的過程中，Art School的學生們得以掌握用不同
藝術媒介表達自己對大千世界所感所想的方式方法。為
了讓畢業學生能夠更好地在藝術道路上逐漸成長，乃至
以夢維生，自2000年創辦以來，香港藝術學院一直在
塑造及改變本地藝術生態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不僅致力
於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氛圍，令他們可以在浩
瀚藝術領域中自由翱翔；更努力為對懷抱藝術熱忱的青
年人建立展示自我的平台。今年香港藝術學院再度成為
典亞藝博的教育夥伴，於會展中心展示學院藝術文學
士、碩士及校友多年來的藝術研習成果，以期推動一波
又一波的藝術迴響。

明月非月平視天空
在今次展覽中有一幅既科幻又神秘攝影作品格外捉人
眼球，畫面中似乎呈現了一個「黑盒」空間，「黑盒」
中央一輪滿月清冷地豎於中央，細看之下地面粗糙的紋
理上飄落了幾片紫紅色的嬌嫩花瓣，強烈的視覺反差使
觀者過目難忘。然而，透過作者張偉樂的解說，記者才
了解到明月非月，「黑盒」竟是白日戶外所攝。即將三
十歲的張偉樂2010年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攝影專業，
經過在校三年對攝影不同的可能性的摸索，成為了一名
專業攝影師，同時兼職攝影講師。前幾年，張偉樂喜於
專研牆面上的光影的變換，聚焦於紀實攝影，而近期則
更集中探討城市空間的相關命題。在他眼中，城市由縱
橫交錯的幾何形狀組成，它們整齊有序，不斷成長為一
幅幅規限我們的高牆，就像社會不同規範限制，給城市
人帶來非人性化的壓迫感受。
什麼是城市？城市邊緣在哪裡？如何用攝影捕捉城市

邊緣等疑問一個一個躍入張偉樂的思維網，令
他想要鑽入洞內，或打開一片新的天空，總之
找條出路，逃離地球。2014年末，張偉樂終於
發現了能夠連結自由世界的「洞」，一面高逾
一米的平面鏡。「45度側置於地面的橢圓形鏡
子，在透視作用下會轉化為正圓，將它安置在
地面上即可反射出天空的影像。攝影有光差，
當明顯更亮的天空可以清晰出現在相片中時，
地面的環境無論在肉眼中是多麼明亮都會變得
陰陰沉沉，反而烘托出城市空間的壓抑。而帶
有雲朵影像的圓形光滑鏡面則讓人輕易就能聯
想到美好的星球或是象徵出路的洞口。」據張
偉樂透露，拍攝這輯室外圖像與雲彩無緣便只能打道回
府，所以時間地點的選擇分外重要。未來他會延續該系
列的創作並挑選更多有意義的空間，嘗試在視覺意義之
外找尋新的突破點。

模糊繪畫設計邊界
與張偉樂相對單純的求學經歷不同，香建峰在入讀香

港藝術學院前，已是設計公司總監且屢次入選香港設計
師協會環球設計大獎。由於想要在不同專業進修，從事
設計工作近十年的他，決心攻讀香港藝術學院文學學士
學位。打算離開設計公司時，老闆甚至企圖用股份挽留
人才，香建峰卻不為所動。因為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咬咬
牙為藝術奮力一搏，將來始終會後悔。據香建峰憶述，
剛剛開始繪畫創作時最介意被同學評價自己的作品設計
味過重，因此總想用抽象的畫面或強烈的色彩去沖淡繪
畫中的設計感。香建峰表示，純藝術與設計兩者之間關
係微妙，異同共存，但在創作程序上差異頗大。設計通
常會先構思好畫面結構與概念才落手去實踐。而純藝術
則會透過不斷地嘗試來發展自己的想法，繪畫的過程中

很多從未想過的東西會自
然浮現出來。但長時間受
到設計訓練，香建峰初期
的繪畫作品無論是構圖分
割法、用色、思維都更偏
向設計，腦海中預設的畫
面和最終繪成作品百分之
九十均會相同。
直到領悟藝術創作需要

忠於內心，繪畫與設計的
界限在香建峰的世界裡變
得越來越模糊，兩者最終
融為一體令創作的天地愈
發寬廣。香建峰坦言：

「我不可能擺脫自己的
身份，也無法精神分裂
地將自己的屬性隱藏起
來。即便作品中潛藏設
計元素，用色較為敏
感，都不會影響作品的
好壞。」獲得文學學士
學位後，香建峰又修讀
了香港藝術學院的碩士
課程，現為香港藝術學
院講師，更開創了自己
的一人設計公司，其繪

畫作品不但入選2003年香港藝術雙年展，更獲邀參與
沙田中線何文田站公共藝術計劃，作品將在該站長期展
出。可在初闖藝術世界之時，香建峰無論如何也無法預
料到人生將「主次顛倒」，成為全職油畫講師，反而一
人設計公司只是不時有選擇性地接一些和Fine Art相關
的案子。他說：「藝術圈的朋友找我設計展覽海報或是
做出版設計，大多是因為了解我的『雙重身份』，他們
認為我能夠明白他們想表達的東西，我也運用更多純藝
術的元素在設計裡，甚至肯花時間像繪畫一樣去實
驗。」

中國元素捨我其誰
香建峰今次展出的作品《凝視》希望觀者在凝視畫作

之時，穿過畫面中的麋鹿，透視大自然本來的面貌，發
掘人類功能價值以外的生命價值，從野生動物的視角出
發感受牠們面對現代社會的迷茫。只要稍加留心就會發
現，香建峰的繪畫中水墨山水的造型元素甚少缺席。當
記者問及原因時，香建峰分享了一個值得藝術教育圈深
思的小故事：「在香港學藝術相關專業的學生大多對西
方藝術史的種種如數家珍，卻幾乎沒機會接觸中國傳統
藝術。我早期讀書的時候，一位外國的講師介紹八大山
人的作品，但班裡除了國畫出身的同學，其餘人幾乎都
沒有國畫知識背景。外國講師驚訝之餘，更好奇為何作
為香港學生對於中國藝術形式的了解如此之少。如果我
們中國人都遺忘了自己的歷史文化，難道要等外國人來
做嗎？」
自此之後，香建峰主動地去研究國畫歷史脈絡與技

法，努力用西畫手法、媒材表達中國結構和元素。而香
建峰的學生，不久前才從香港藝術學院畢業，主修繪畫
的鄭詠儀和老師一樣也以動物作為描繪對象，通過記錄
的方式觀察城市生活中的各種動物，再以線條、空間、
色調、不同物料及攝影，表現動物的精神狀態。鄭詠儀
告訴記者，她之所以會對動物議題格外關注是因為家裡

養有一隻胖嘟嘟的短腳狗。養寵物後，想起小時候偶爾
會稍微作弄小動物感到非常內疚，帶着這樣的心情繪
畫，以期能夠撩動賞畫人的心弦，進一步反思人類城市
與動物的關係。

軟雕塑與瓷平衡實驗
同樣剛畢業的冼慧芝在香港藝術學院主修雕塑，由於
想找出「距離」和「連結」之間的關係，冼慧芝經常在
心底悄悄計算周遭環境、人物與自己的距離，試着用不
同的方法和媒介從不同角度塑造想法和作品 。因為之
前創作了一件會發聲的布料雕塑，冼慧芝發現自己愛上
了這種頗富彈性的材質。相較於金屬、木質等硬雕塑，
為柔軟的布碎賦予重量、意義和存在感，能夠更好地呈
現布料最偶然的狀態。冼慧芝以她今次展出的作品《無
題距離1》為例解釋道：「兩個球體由一塊布剪裁出
來，中間留有一條岌岌可危的遊線，營造出明明是一個
整體但互相拉扯、掙扎的感覺。」冼慧芝強調，未來儘
管未必常有機會進行大型創作，但絕對不會讓自己的手
指和大腦停下來，非常有可能會繼續收集不同花色、材
質、年代的布料，持續自己的軟雕塑實驗。
脆弱的陶瓷如若靜置於世，可能成百上千年都能「永
葆青春」，但若是不小心對待，亦可能會牽一髮而動全
身，支離破碎煙消雲散。陶藝本只是前時裝設計師張煒
詩閒暇間的愛好，但在香港藝術學院主修陶藝後，張煒
詩華麗轉身，2001年獲「香港藝術雙年展」獎，2006
年獲邀參加法國Vallauris國際當代陶瓷雙年展，作品更
為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所收藏，目前是藝術學
院的資深陶藝導師。起初張煒詩的創作多以陶瓷和玻璃
為主，善於把玩簡單的平衡概念，非常物理性地去尋找
物件與物件之間微弱而險要的支撐點。但慢慢地張煒詩
不再滿足於表層的變化，她認為平衡關係的意義隱藏哲
學與精神性的內涵，瓷器與其他物料間的關係及保持平
衡帶來的力量影響深遠，她的作品往往在不經意間便引
領觀眾遊走在開闊的張力與和諧的對比之中，創造出更
美好的未來。

後後Art SchoolArt School時代時代

作為藝術圈外人，我們難免會好奇，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們，究竟會從事哪些創作？他們在什麼

樣的機緣巧合下決心推開藝術殿堂之門？又帶着怎樣的心情去打造一件又一件的藝術品？香港藝

術學院日前在典亞藝博2015舉辦的「藝>>迴響」主題展，讓我們有機會透過各屆校友不同媒介的

最新作品，一窺本地藝術工作們的創作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學院提供

藝之迴響綿綿不絕藝之迴響綿綿不絕

■■香建峰作品香建峰作品《《凝視凝視》》 20142014 塑膠彩塑膠彩、、麻布麻布。。
■■張煒詩作品張煒詩作品《《內容二內容二》》20152015 骨骨
瓷紙泥瓷紙泥、、紙紙、、局部施釉局部施釉。。

■■冼慧芝作品冼慧芝作品《《無題距離無題距離11》》 20152015 布布、、
棉花棉花。。

■劇照

■■鄭詠儀鄭詠儀《《漠然無語的牠漠然無語的牠》》
20152015油彩布本油彩布本。。

■■香建峰喜歡在繪畫過程中捕捉並香建峰喜歡在繪畫過程中捕捉並
實踐新想法實踐新想法。。 趙僖趙僖攝攝

■■張煒詩在陶瓷張煒詩在陶瓷
和各種物料之間和各種物料之間
尋找平衡關係哲尋找平衡關係哲
學內涵學內涵。。趙僖趙僖攝攝

■■張偉樂張偉樂《《洞洞》》 20142014 收藏級噴墨美術紙本收藏級噴墨美術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