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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墨畫的嶺南畫派源遠流長，開山宗師「二高一
陳」傳承至今，已經培育了許多大師。香港嶺南畫派代
表人物之一伍月柳為把嶺南藝術發揚光大，與台灣兩位
國畫大師李奇茂和胡念祖，及香港嶺藝會、台灣築墨畫
會一眾學生舉行師生聯展，香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朱挺、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副部長張肖鷹、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等
出席開幕典禮。
嶺藝會會長伍月柳此次攜《幽壑清泉》、《蒼林疊

翠》等作品參展，風格獨特，對比分明，用色絢麗自
然，雲煙縹緲，意境營造，物我相融。她表示自己與築
墨畫會會長白宗仁相識已久，也曾在台灣開展，希望通
過這次藝術交流令學生們視野擴闊，開拓更豐富的創作
道路。伍月柳在用色上獨樹一幟，有鮮明的個人風格，

談及創新，她說：「傳統是基礎，摒棄傳統的作品是
『有肉無骨』，而『有骨有肉』才能表現完整的形態。
傳統筆法和創新意識缺一不可，『古現合一』才是最
好。」
白宗仁與學生此次攜大師及個人佳作來港參展。李奇

茂的《猴門世家》以大寫意的方式表現，用筆簡潔，形
神具備，活現猴子嬉戲的形態；胡念祖的《枯藤老樹昏
鴉》，構圖獨特新穎，「灑墨勾線紙上，巧變意象山
水」，以潑、流、灑的方式製造山水的流動和趣味性；
白宗仁則重研究張大千晚年的潑墨及潑彩技法，作品
《崇山》利用「水墨潑流」技法，以新的礦物質顏料形
成隨機流動的自然感覺。「時代需要創新，繪畫也要反
映時代性特徵。我喜歡在傳統水墨的基礎上加入不同的
效果，而不是照搬老祖宗的東西，就如同我們現在穿的
傳統服裝，也是改良後的產物。在教學方面，我也會給
學生一些創新觀念，鼓勵他們去寫生、欣賞古畫、臨
摹、做練習，但拿出的作品必須要具有個人風格。」白
宗仁說。 文、攝：張岳悅

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新華社亞太總分
社主辦，北京「1＋1藝術中心」承辦的「千年
水墨百年傳承——中國書畫經典作品展」，日
前於香港天際100觀景台展出包括齊白石《燈
鼠戲貓》、于非闇《喜上枝頭》、張大千《壽
桃》、潘天壽《松石圖》、林風眠《鶴舞》、
李可染《杏花春雨江南》、吳冠中《漓江春
色》、黃永玉《靜夏》、艾軒《荒原秋風》、
崔如琢《寒秋》、劉大為《雪滿天山》等百餘
幅20世紀名家經典書畫佳作。以百年來水墨藝
術變革的歷史序列集中呈現當代水墨發展的多

元變化。齊白石熔文人
畫、民間藝術為一爐，花鳥
魚蟲山水人物無一不新，創
造了近代水墨畫質樸清新一
脈。李苦禪滲透古法又能獨
闢蹊徑，畫面平實而妙得天
趣。 而吳冠中所提出的中
國畫抽象美、形式美，讓他
的藝術創作在中西文化中尋
找到一種既富東方意趣又有
時代特徵的繪畫方式。這些
藝術家們的精品力作詮釋了
中國近現代書畫發展歷程。
而劉大為、 王明明、崔如
琢、艾軒等一批藝術家則代
表當下中國畫中流砥柱的

力量。因此，今次展覽不但呈現了近現代中國水墨
畫的發展，同時也展示了中國水墨畫創作在當下的
整體風貌。出現在是次展覽中的作品，創作年代跨
度大，題材多樣，技法紛呈，尺幅各異。既有氣魄
宏大、精美絕倫的巨製，也有勝在特色的小品；有
的延續了傳統山水的文人精神，有的勇於變革，極
富生活意趣。 展覽梳理了中國近現代水墨畫之脈
絡；通過藝術家們的傳承革新體現了世界文化相互
促進、共同發展的趨勢；更弘揚了中華文化及審美
精神，為兩岸藝術家、書畫愛好者搭建交流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若有意進一步體會中國水墨之蛻
變，感受墨意變革的過程，錯過香港巡展的書畫愛
好者可由即日起至11月9日前往「北京1＋1藝術中
心」，「千年水墨百年傳承」將在北京再次展出。

文：趙僖

百年水墨脈絡首現城市之巔 水墨情懷雙城展
促港台藝術交流

■齊白石《葡萄螳
螂》

■吳冠中《漓江春色》

■敲鑼形式的開幕典禮別出心裁。

■■伍月柳的伍月柳的《《幽壑清泉幽壑清泉》》用色豐富用色豐富。。

唐卡是藏族繪畫藝術的獨特形式，是藏族
與不同地域文化，特別是藏漢民族文化

之間交相輝映的產物。經歷一千多年的積累
與發展，唐卡成為匯聚藏族宗教、歷史、科
技和藝術等各個領域珍貴遺產的載體。新中
國成立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專家學者多方
對唐卡進行研究和保護。2006年，「藏族唐
卡」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2009年，唐卡與堆繡、彩塑和銅雕
等「熱貢藝術」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藏語稱
「熱貢」）地區被譽為「藏族畫鄉」，當地
從事唐卡製作的藝人非常多，製作技藝代代
相傳。娘本，土族，1971年出生於同仁縣隆
務鎮吾屯上莊，12歲開始跟隨中國工藝美術
大師夏吾才讓學藝，一直從事「熱貢藝術」
唐卡繪畫和藏傳佛教藝術的研究工作，成為
熱貢唐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將信仰入畫
娘本得師傅真傳，出師所繪的第一幅唐卡
為《四臂文殊》。1995年至1997年，赴四川
系統學習漢地傳統的工筆畫，後游離衛藏地
區，在扎什倫布寺、大昭寺和昌珠寺等大笑
寺廟繪製壁畫和唐卡。他的唐卡藝術色彩深
沉典雅、用筆流美有致、畫面氣勢恢宏、開
臉端莊安詳。
娘本自小聰穎刻苦，對宗教義理和造像度
量有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四方遊歷讓
娘本開闊了眼界，豐富了技術手法。評論家
認為，他的整體風格仍然繼承於「勉唐畫
派」，圖像系統仍然以各時期積累下來的造
像度量經書為準，裝飾系統為經過漫長的本
地化，但仍能辨識其印度、尼泊爾、藏族和
漢族文化來源的符號體系。但另一方面，娘
本並不滿足於傳統技法，他在傳統風格基礎
上不斷創新，融入夏吾才讓作品中的敦煌元
素，用衛藏地區深沉典雅的色彩系統改造明

艷鮮麗的熱貢色彩系統。
娘本說，高原上藍天白雲、碧草鮮花給

了他對於唐卡藝術的敏感與想像。藏族、
蒙古族的「尚白」、「敬黃」心理，土族
對七彩的癡迷已經讓人們對這些民族獨特
的色彩意識有所了解。色彩對於造型效果
的提升，使唐卡造型藝術的創作走向了極
致。娘本大量運用漢地工筆技法，進一步
發展用金技術，將「納唐（黑金）」和
「瑪日唐（紅唐）」的繪畫技法、藝術水
準和審美格調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
度。此外，他在造像度量經上以當代的圖
像學和版本學為基礎，採眾家之長；在自
己對佛教理解的基礎上，自創出許多新的
題材；創造性地使用壁畫的構圖和尺幅來製
作唐卡，使得唐卡由便於攜帶的小宗佛教器
物轉變為金碧輝煌、懾人心魄的藝術巨作。
唐卡的創作模式，規範要求及內容、構

圖、色彩等繪畫語言是被歷代高僧藝術家總
結為各類繪畫理論，並提煉為畫經以後，又
通過藏族地區特殊的教育模式——寺院教育
進行最重要的傳承，各類佛、菩薩、神的頭
部比例、身相比例有嚴格的度量規定，唐
卡藝人在習畫時，要根據佛經對各類佛、菩
薩、神的身姿、表情、衣飾、法器、手印等
的嚴格規定進行學習，所以唐卡藝人在繪畫
時，一般要熟練背誦各類畫經，將各種畫經
爛熟於心，通過勤學苦練，方能練成較好的
畫技。娘本介紹，誦經習畫是每個唐卡傳承
人的基本學習方式。在藏傳佛教看來，繪塑
各種佛像也是個人功德的體現，是一種重要
的修持方式。因此，大批藝僧就是通過佛像
繪塑的神聖事業來完成個人的修持。
在30年的藝術生涯中，娘本吸取各家所
長，逐步形成了色彩絢麗大方、畫面構圖精
細複雜、畫面人物神態生動的獨特作品風
格。其唐卡作品《護法金剛》、《四臂觀
音》等被中國美術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收
藏。在唐卡的創作與傳承中，娘本看到了唐

卡表現題材的窄化現象。他說：「以前給寺
廟畫畫，佛經裡涉及的每一個題材都要畫。
但是現在人們只認識少數的幾十種佛像。很
多藝人只畫人們熟知的釋迦牟尼、白度母、
綠度母；畫觀音只畫千手觀音等，實際上觀
音畫像有70多種。繁雜的題材就更沒人畫
了。」娘本認為，要擺脫這種困境，應對唐
卡進行整體性保護，比如用白描、彩繪的方
式把上千種佛畫出來，並結集成書出版。這
樣，人們可以更多地了解唐卡藝術，市場也
會越來越大，同時有利於傳承保護。

創立熱貢畫院
2007年開始，娘本的繪畫風格基本成熟，

他開始完成自己的夢想——籌建熱貢畫院，
積極弘揚和傳播熱貢藝術，光照學生，重點
幫助熱貢地區貧困家庭的孩子。與此同時，
他經常還為國家重大歷史事件繪製紀念和獻
禮唐卡，遠赴亞洲、歐洲各個國家舉辦展
覽，為推動漢藏民族的文化交流、傳播中國
藝術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論從藝術成
就還是社會貢獻來看，娘本都被譽為藏族藝
術的當代「烏坎多沖」。同時，娘本也被評
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熱貢藝術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現任全

國青年聯合會委員、青海省民族民間藝術品
工藝美術協會副理事長。
在數十年的唐卡繪製中修行，娘本還盡最

大努力廣佈善行，將國家和地方給予他的自
主和獎勵創建黃南州熱貢畫院，自主貧困家
庭的孩子學習，收養孤兒。他為傳承和發揚
熱貢唐卡藝術，帶動當地文化產業發展作出
了突出貢獻。唐卡工藝複雜，從起稿開始，
包括填色、染色、拉線條、開臉相、拉金
線，一般要經過3年至5年的學習才能出師，
畫院為此付出較大的人力和財力成本。畫院
目前共有近200名畫師，其中還有數十名孤
兒。畫院還盡可能幫助來自特困戶家庭的孩
子，為他們提供吃住、衣服、醫療，讓孩子
學好一技之長，同時讓唐卡藝術一代代傳承
下去。
近幾年來，娘本陸續向國家博物館捐贈多

幅唐卡精品。國家博物館2014年推出《娘本
唐卡藝術展》。80餘幅精美的唐卡作品和繪
製唐卡使用的礦物質顏料及工具，也納入了
藏傳佛教的知識和唐卡技藝的田野調查，力
圖能立體生動地展現這門古老技藝，深入解
讀這門神秘的藝術，近距離地展示娘本大師
的唐卡藝術魅力，令欣賞者在這寂靜莊嚴的
氛圍中尋找心靈的平和。

娘
本
：
獻身唐卡藝術獻身唐卡藝術
是此生最大的修行是此生最大的修行

唐卡，藏傳佛教藝術的一朵奇葩，繪製複雜，用料考究，色彩艷麗，歷

久不褪。青藏高原的宗教環境和藍天淨土，孕育了一代代唐卡藝人，他們

在一筆一墨間傳揚宗教大善，體悟佛法真意，最終實現自我修持。娘本，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和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熱貢唐卡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之一，他吸收了藏傳佛教各個教派繪畫藝術手法和風格，融合敦煌石窟

和漢族傳統工筆繪畫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方式，同時將藏漢佛教繪畫藝術的

藝術手法和創作經驗有機地融為一體，形成了新的熱貢唐卡藝術畫派。

「高原上藍天白雲、碧草鮮花給了我對於唐卡藝術的敏感與想像。」娘

本說：「將一生奉獻給唐卡藝術，是我在人世間最大的修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圖：受訪者提供

娘本簡介
娘本，1971年出生於青海

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隆務
鎮吾屯上莊。12歲跟隨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夏吾才讓學藝。現
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非物質
文化遺產熱貢藝術傳承人、全
國青年聯合會委員、青海省民
族民間藝術品工藝美術協會副
秘書長、黃南州工商聯主席、
青海黃南州熱貢畫院院長。

1997至1998年，娘本被邀
請成為「中國藏族文化藝術彩
繪大觀」的畫師之一，將自己
學習到的漢藏藝術的傳統技法
熟練地運用到彩繪大觀的創作
中，為彩繪大觀贏得世界健力
士紀錄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
獻。
2008年7月，為祝賀北京奧

運會，娘本親自繪製了三幅
《福娃》唐卡贈送北京奧組
委，並被北京奧組委收藏。
2009年9月，娘本親手繪製

了見證藏漢民族大團結的《文
成公主進藏》和再現祖國開國
盛世的《開國大典》兩幅唐
卡，作為國禮捐贈國務院辦公
廳。
2009年11月，為紀念澳門

回歸十周年，娘本組織畫師創
作了一幅以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為主題的作品《回歸十周年》
捐贈澳門特別行政區，原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親
筆回覆了感謝信。
2014年4月16日至6月16

日，娘本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
辦為期 60 天的個人唐卡展
覽，作品《釋迦牟尼生平圖‧
黑金》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
藏。
2014年10月底娘本前往美

國紐約參加相關文化藝術交流
活動，其間向聯合國扶貧基金
會捐贈了娘本精品唐卡一幅，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親切
接見。

■■娘本唐卡作品娘本唐卡作品：《：《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娘本唐卡作品娘本唐卡作品：《：《蓮花生蓮花生
大師大師》》

■■娘本說將一生奉獻給唐卡藝術娘本說將一生奉獻給唐卡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