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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董曉楠湖南報道）湖南傳統工藝美術品
類眾多，技藝精湛。近年來，湖南工藝美術行業依靠得天獨厚
的基礎優勢、資源優勢、技藝優勢，得到了快速發展。即日起
至11月16日，湖湘工藝美術創意成果展在湖南省工藝美術館舉
辦。
展覽現場形形色色的湘繡、剪紙圖樣，栩栩如生的石雕、根
雕作品，琳琅滿目的少數民族物件，引得觀眾駐足觀看。據
悉，展覽期間還展出木雕、陶瓷、刺繡、織錦、剪紙及其他民
族民間工藝品等50多個種類1000餘件作品，並特邀一批國家
級、省級工藝美術大師聯合參展。菊花石雕、釉下五彩、灘頭
木版年畫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湘西苗族挑花、瀘溪儺面
具等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亦在此集中展現。
據湖南省文化廳黨組書記、廳長李暉介紹，湖南目前已形成

了雕塑工藝類、金屬工藝類、漆器工藝類、花畫工藝類、天然
植物纖維編織工藝品、抽紗刺繡工藝品、珠寶首飾類、民族工
藝品、美術陶瓷、煙花爆竹十大類近百個品種。全省傳統工藝
美術行業已有5000多家生產企業，近200萬從業人員，全行業
年產值近700億元，位居全國同行業前列。
湖湘工藝美術創意成果展是第五屆湖南藝術節重要活動之
一，旨在充分展示湖南工藝美術行業創新創意成果，挖掘行業
創新創意人才，提高行業整體創意設計能力。展會還將設立創
意獎和新人獎，獎項評選以網絡投票綜合專家評議意見評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通訊員楊蕾浙江報
道）在日前舉行的「南山鐵筆——劉江先生篆刻展暨
原作捐贈儀式」上，西泠印社執行社長、中國印學博
物館館長、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劉江把自己近60年創作
的200件篆刻原石捐給中國美術學院，供學院實驗中
心新成立的「篆刻材料與創作實驗室」研究使用。
已經90歲高齡的劉江篆刻師承諸樂三、上溯吳昌

碩一路，為其印風之根本，以此為主脈，又廣覽博收
甲骨卜文、先秦古璽、兩漢金文、唐宋九疊等範疇，
創作領域幾乎涵蓋延伸至篆刻史中的各大重要板塊。
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教授、中國印學博物館館長、西泠
印社執行社長。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說：「篆刻是中國優秀的

傳統文化，劉江老師幾十年來在篆刻上潛心耕耘，取
得了獨特、卓越的成就。謙和敦厚是劉江老師的本
色，是他的做人之風，也是他的從藝之道，這種謙和
敦厚，在他的篆刻之中形成了一種波瀾、渾然大氣之
風。古語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江老師正
是達到這種境界的大師，『如切如磋』是劉江老師治
學的警言，『如琢如磨』則是劉江老師潛心的修
養。」

隨後，劉江老師的兒子劉丹作為家屬代表致辭
表示，父親自1999年起已陸續地向中國美術學院、
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館等機構捐贈書法篆刻作品近
六百件，這次的捐贈是父親至今為止最大數量的捐
贈。因為父親始終堅持「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讓藝術作
品回歸人民」的信念，將精心創作的作品與大眾分
享，同時為國家與社會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
據悉，此次捐贈作品將存放在中國畫與書法藝術

學院書法篆刻材料實驗室，劉江老師希望此次捐贈的
印章原石能為學習書法、金石篆刻的美院學子們提供
良好的學習機會，同時也承擔起中國文化優良傳統傳
承的責任。

湖南展出千件工藝美術品 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劉江
捐200件篆刻原石

■劉江篆刻作品

■■捐贈儀式現場捐贈儀式現場■展覽體現湖南地域特色

鄭希林早年就讀於中央美術學院，師承人物畫家蔣
兆和，精於以「三庭五眼」技法繪仕女畫。學院

派出身的他具備扎實的素描和色彩功底，「看過的東西
都能畫出來」，並不斷嘗試新的創作題材，用畫筆描繪
祖國的壯麗河山。同時，他提倡以書入畫，「詩書畫意
四者應為一體，若只有印章和簽名，總覺得意蘊不夠完
整。」
「江山美人」縱然缺一不可，但卻是佛教文化及礪金
技法帶他走向藝術創作的巔峰。

結佛緣習唐卡
鄭希林於1989年的泰國之旅始結佛緣，聽從玉佛寺
方丈建議而畫佛像，並閱讀大量佛教相關書籍，遍訪國
內外廟宇殿堂，向有道高僧請教。1999年他結識甘肅拉
卜楞寺住持，贈其佛像一幅而被冠以「寺廟第一畫
師」，「藏傳寺廟的第一畫師怎能不會畫唐卡？」鄭希
林說服了住持，獲藏族老師教授唐卡的繪製規律和技
巧，「在藏人的傳統中，唐卡須置於陽光下暴曬才能獲
得靈性，所以與水墨畫常用的宣紙和植物色顏料不同，
唐卡須以礦物和寶石色畫於布或牛皮上，厚重而不透明
的顏色，以及布和牛皮獨特的紋理質感，為其增添了幾
分神秘的色彩。」
其後，鄭希林將礪金線條的勾勒技法、國畫工筆重彩
與藏族唐卡融合，無論是慈悲為懷的白度母或莊嚴神聖
的佛祖，他筆下的唐卡既保留了傳統的嚴謹和神秘，又
以閃亮的金色凸顯了莊嚴與尊貴之感，六棱狀的防水金
粉使觀眾從任何角度觀看，均能感受到畫作金光燦爛和
富麗堂皇。是次展覽中長約12米的《釋迦牟尼成道
圖》長卷是其近年礪金唐卡繪畫作品的巔峰之作，畫作
以佛教歷史題材為背景，詳分為「降兜率」、「入

胎」、「出胎」、「出家」、「降魔」、
「成道」、「說法」、「涅槃」八個部
分，展現了釋迦牟尼從出生到頓悟乃至修
行、成佛的過程，可謂「將天國的景象帶
到了人間」。鄭希林歷經三載，孜孜不倦
地創作這幅史詩宏圖，婉拒了國家美術館
的收藏邀請，只為「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
史，希望世人互相幫助、理解、支持，願
世界更美好」。

畫家要「獨此一家」
礪金技法也為鄭希林的仕女圖增添了別

樣的光彩，今次在港首展的作品有《紅樓
十二釵》長卷、四大美女圖及各式古典美
人圖。他堅持作品應具有獨特的風格，
說：「獨此一家才叫畫家，沒有獨特風格
的只能叫美術工作者。就像范曾，不用看
印章和簽名便知道是他的畫，現在市場上
有過億張模仿他的假畫，我還曾勸過他說，是足夠出名
才成為別人造假的對象。」故他不願畫「十二釵」悲慼
的一面，筆下的黛玉改葬花為賞景吟詩，而撲蝶的寶釵
也已將蝴蝶捉住，寓意她最終與寶玉結合，他說：「黛
玉葬花雖淒美動人，但中國人不買『喪氣』，沒有人會
將葬花圖買回家掛在牆上。」再觀他的仕女圖，的確不
乏《連升三級》、《福在眼前》、《三羊開泰》、《事
事如意》這樣的好意頭主題。
山水畫也是同樣。在現代有些人看來，中國畫的水墨

風景，雖然立意雋永，線條抒情，氣韻生動，但多多少
少在色彩的豐富性上留有遺憾，特別是用水墨來表現秋
天的山水，總讓人感到有些淒苦和悲涼。但若將礪金技

法與水墨山水結合，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無論是
《泰山》、《長白天池》、《長城》這樣具象的景色代
表，還是《紅石山川》、《春霧河山》、《山嶺雲
海》、《蒼翠山嶺》的壯麗河山總括，都很適於表現新
時代的蓬勃向上和人們的快樂幸福。

藝術商業密不可分
鄭希林表示，人的需求和嚮往是藝術創作和發展的根

源，單純的藝術難以長久立足，「798藝術區有一些畫
廊的作品會大肆宣揚社會的黑暗面，這類作品多迎合外
國人的口味，被他們買去帶回自己的國家，再經由當地
報紙雜誌報道，變成一種對中國形象的抹黑。近年世界
經濟不穩定，買畫的外國人少了，那些畫廊維持不到生

計只能關門。」他補充道：「美術即是美的藝術，無論
是誇張、醜化的肖像還是宣揚社會黑暗面的主題作品，
都不是人類所需要的，也不符合大眾審美。我認為，藝
術不應夾雜政治元素，積極向上的主題畫作才能長久留
存。當然，喪失藝術精神的完全迎合市場的商業化也是
不行的。」
「現在崇尚創新，但古人的基礎不能拋棄，美的基本
點也不能丟。我們應在基礎上尋找材料和技法的突破，
就像現代畫家在線條的運用上已遠超古人。若有人倡導
完全推翻前人基礎，我會懷疑他是革新還是炒作。」鄭
希林說。

鄭希林礪金國畫

「礪金技法」工序繁複，宋代之後幾已失傳。而被譽為中國「礪金工筆畫第

一人」的當代畫家鄭希林，經過十年的嘗試及改進，終使礪金技法再現，並將

其融入藏族唐卡、佛像、仕女圖及山水花鳥畫作中，凸顯出獨特的雍容、富麗

和華貴。這些亮麗搶眼的畫作，讓觀者的身心頓時感到豁然開朗，眼前的一切

美好事物，都充滿了生機勃勃的正能量。鄭希林日前經Blink Gallery代理，攜

四十餘幅礪金國畫來港首展。而自10月16日起至元旦，展覽還將於Blink Gal-

lery再次舉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作品圖由Blink Gallery提供

■■礪金山水礪金山水《《鴻運當頭鴻運當頭》》

■礪金仕女圖《紅豆》 ■鄭希林介紹礪金「四大
美人圖」。

■■《《釋迦牟尼成道圖
釋迦牟尼成道圖》（》（部分部分））

■■展覽現場有長展覽現場有長
1111..55米的米的《《釋迦牟釋迦牟
尼成道圖尼成道圖》》卷軸卷軸。。

■■鄭希林鄭希林（（中中））與畫廊與畫廊
負責人鍾臻智負責人鍾臻智（（右右））及及
書畫愛好者合影書畫愛好者合影。。

傳遞正能量

■展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