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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俄亥俄州，成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著名
建築設計師林瓔（Maya Lin）深受女性主義思潮和環
保運動影響，其作品始終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日
前，林瓔的同名個展在佩斯畫廊開幕，這是藝術家首
次在香港舉行個展。該展覽展出了林瓔最新創作的作
品《消逝的水系》（Disappearing Bodies of Water），
《破碎的景觀》（Fractured Landscapes）及以回收銀
與針海製作的牆上裝置三個系列的作品。展覽強調了
貫穿藝術家整個創作過程的線索：對自然環境的關注
和對世界的探索，用藝術的表達方式開啟了一個關於
自然生態的對話。
西雅圖亨利美術館（Henry Art Gallery）的館長理

查德．安德魯斯（Richard Andrews）曾說在林氏的事
業中期她創作出了許多意義深刻且影響深遠的作品，
「這些作品讓我們思考我們自身與自然的關係，使我
們更加珍視我們的內在情感與理性思考之間的聯繫。
即使我們的未來並不確定，但她的作品卻是永恒的，
我們可以期待她的作品帶領我們找到『我們從未發現
的地方』」。
環境保護主義一直是貫穿林瓔創作的中心議題。藝
術家通過作品《消逝的水系》（Disappearing Bodies
of Water），記錄人類的社會活動對水系生態的影響，
運用三維與二維結合的方式將水系隨時間發生的物理
性變化呈現在作品之中。其中多層大理石模型來自衛

星拍攝的水體不斷萎縮的照片，每
一層代表不同時間點上特定水系的
面積，層層遞減的雕塑指向人類活
動對地球生態產生的巨大影響。作
品將複雜的地理樣貌抽象成單一材
質的大理石模型，將龐大的地理單
位凝縮在可感的規模上，給觀眾更
加直觀的視覺體驗。
河流水系作為龐大的地形單元，

人們往往只能與它的局部產生聯

繫。林瓔希望通過這一系列作品
讓觀眾意識到生態資源其實是可
控的、有限的，是一個單一的有
機體。「通過我的創作，我想揭
示自然世界中的一些你可能不會
去思考的面向。」林瓔對水系的
興趣來自她對環境污染及生態惡化的擔憂，這源起於
她童年時代美國的環境保護主義風潮。
林瓔的創作融合了環境調查與藝術性的表達方式，

具有內在的跨學科性。雖然林瓔的作品吸收了科學的
數據採集和結合繪圖學的圖像製作方式，但作品的審
美性仍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受到理查德．塞拉
（Richard Serra）的影響，林瓔的藝術創作與她的紀
念碑設計具有一脈相承的極簡主義風格。她通過作品
材質的選擇以及形式的簡化，使地貌的物理變化和時
間維度融為一體。
林瓔其人和她的創作都像她在2000年的自傳《邊

界》（Boundaries）中所描述的那樣，她一直處於邊界
中，科學與藝術之間，藝術與建築之間，東方與西方
之間，公共與私人之間。林瓔的作品帶有天然的公共
屬性，雖然是藝術家對於這一議題的個人化表達，但
其中蘊含的宏大話題旨在激發觀眾對環境的思考和對

集體歷史的正視。在其對自然風貌變遷的描繪背後是
人類作為一個群體的自我反思和生態倫理學的價值
觀。「我們不能去破壞基本的生態系統。這是一個倫
理問題，作為一個物種是絕對沒有權利去無限度開採
和攫取這個星球。」
在後自然時代（Post Natural），城市化與科技的推

進讓人與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人對自然的體驗逐漸
向二手經驗轉化。林瓔以科學家般的警覺和作品中的
濃縮景觀，試圖喚起觀眾對現實環境的記憶和空間意
識。「作為一個藝術家我不想去說教，我覺得這些雕
塑本身已經提供了事實，我是一個喜歡挖掘事實然後
讓事實說話的人。」林瓔曾在解釋她的系列作品《針
河》時說。林瓔用詩意的呈現方式打破了環境保護主
義的僵化形象，通過對自然歷史的記錄讓人思考人類
在未來與自然的相處方式。「如果我們忘記地球過去
的樣子，我們就會喪失感知周圍環境的能力。」

林瓔香港首場個展
用藝術紀念脆弱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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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我們愛和平——兩岸四地名家書
畫展」由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中國文
化傳媒集團主辦，中國書法家協會國際交流
委員會、人民畫報雜誌社、中國書法家協會
香港分會、台灣中國書法學會、澳門書法家
協會協辦，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中國文化報
．美術文化周刊、新星出版社承辦。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楊健、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朱文及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等出席了當日的開幕
禮。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等來自兩
岸四地的10位書法名家，還於現場創作了以
「我們愛和平」為主題的10米書法長卷。

■■來自兩岸四地的來自兩岸四地的1010位藝術家即場揮毫書寫位藝術家即場揮毫書寫「「我們愛和平我們愛和平」」1010米書法長卷米書法長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謝剛謝剛（（左一左一））為楊健為楊健
（（右一右一））介紹參展作品介紹參展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姜在忠參展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作者與作品作者與作品《《針河針河》》

■■王明科王明科（（張大千再傳弟子張大千再傳弟子））作品作品

四地書畫展四地書畫展
兩岸兩岸共共「「話話」」愛和平愛和平
由香港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主辦的由香港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主辦的

第二屆第二屆「「我們愛和平我們愛和平────兩岸四地兩岸四地

名家書畫展名家書畫展」」甫於香港中央圖書館甫於香港中央圖書館

結束為期結束為期77日的展覽日的展覽，，展覽匯聚呈展覽匯聚呈

現兩岸四地近現兩岸四地近200200名藝術家的繪畫名藝術家的繪畫

及書法作品及書法作品。。通覽通覽300300幀佳作幀佳作，，不不

僅可領略不同書畫派別之各樣風僅可領略不同書畫派別之各樣風

情情，，亦可在筆墨情趣間感受到兩岸亦可在筆墨情趣間感受到兩岸

四地人民對和平祥榮的美好願景四地人民對和平祥榮的美好願景。。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張夢薇

解決衝突的最好方式是交流，而
文化往往是交流的最好媒介。

對於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謝剛來
說，和平是永恒的文化主題。他指此
次展覽籌備歷時7個月，更首次邀請
來自港澳台3地的書協主席（理事
長）出席、創作，「一個地方如要繁
榮發展，最首要是保持和平，希望通
過展覽傳達和平理念。」

和平是主題 文化作載體
此次「我們愛和平」書畫展已是第二
次舉辦，相比首屆「我們愛和平──兩
岸四地名家書畫展」是回應二一四年，
昆明火車站斬人事件，今次的書畫展覽
更是站在動盪的世界背景中發出和平的
呼籲，謝剛表示：「面對流離失所的敘
利亞難民，面對恐怖襲擊，面對旺角暴
亂，我們譴責暴力，呼籲和平。中華民
族是以和諧為大美的民族，止戈興仁、
講信修睦更是千百年來的古訓，也是藝
術永恒的主題。希望本屆展覽通過藝術
家的畫筆，向全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熱愛
和平的人文思想，並為兩岸四地構建起
文化交流的平台和橋樑。」
台灣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沈榮槐，
於交流筆會上即興作書「朝辭寶島彩

雲間，千里山河幾日還，兩岸交流停
不住，和平已過萬重山。」數言之間
道出對於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美好期
望。他解釋道中國的哲學思想講究萬
物和平共存、相互尊重和諧的關係才
能促成發展，是故只有在和平交流的
環境下，兩岸社會才能共享發展的
「紅利」，書法本身蘊含「和諧」的
老莊思想，正是承載和平祝願的最佳
媒介。

展中呈現新老共話
希冀和平的願景，今次展覽中，香

港、澳門、台灣三地書協主席同台獻
藝。謝剛表示，相比較首屆和平書畫
展側重傳統書畫，今屆特別增加現代
油畫作品，書畫作品皆為中國書協理
事以上的作家所創作，他續稱，香港
雖然只有兩位理事，但是主辦方特別
給予20個作品名額，其餘作品包括15
件至20件台灣作品、5件澳門作品，
以及100多幅內地作品。
150件作品中，繪畫作品涉及山水、

人物、花鳥等多種題材，包括著名藝
術家馬書林的《關羽》、苗重安的
《武當天宮》、李乃宙的《春雨》、

巫衛東的《清風吟歌圖》等；書法作品包括歐陽中
石、李鐸、王家新等大師的墨跡。
觀覽全場作品，除老一輩書畫名家，亦有當代書

畫新銳的作品呈現。來自北京的女性畫家文蔚，師
從崔如琢至今，不但擅繪仕女圖，更傾心於高山流
水的山河表現，此次參展的巨幅山水畫，落筆處皆
是氣象萬千，墨色極具韻致，既有石濤之暢快淋
漓，亦有八大山人的神韻。台灣書法家沈榮槐，今
次選取巴金作品節錄，作篆書創作，書作法度頗為
嚴謹，線條老練勁道寓有豐厚的情懷，「巴金是被
兩岸人民熟悉的作家，引用他的名言，是要引起四
地同胞的共鳴，用內容去找尋中國人共同的文化根
源。」沈氏雖年長，創作之後落款處用尺子比對落
印，「因為印泥往往太乾，要重複兩次扣印，用尺
子作標準，比較容易掌握。」其對於書作細節處的
執着與專注，頗有寶島書家之風範。今次匯集四地
作品，是多樣藝術流派的呈現，亦是不同文化背景
產生的藝術面貌之展演交流，使得觀者可於一室之
中飽覽中華藝術風采。

助力港文化生態發展
澳門書法家協會會長連家生今次創作五言隸屬作

品呈現展覽，問及澳門書法教育現狀，他表示澳門
書法作為傳統藝術教育項目被予以高度的重視，不
僅在學校裡設置書法學科，政府亦會發放津貼舉辦
學生群體的書法比賽，「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被英國

政府統治，在某種程度上出現文字語言的殖民化傾
向，更多人重視英文的學習，淡化了中文的角色。
而澳門的情況不同，歷史上葡人非常欣賞中文，至
今在葡萄牙仍會有中國書法作品的展覽，所以在澳
門，書法的教育一直未有斷裂。」
施子清作為香港書法泰斗，直言香港並不是所謂

的「文化沙漠」，自己曾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提
案在中小學設置書法課程；他本人也建議中國書法
家協會的會員多關心這一領域，為從事書法教育的
教師開設培訓班；也參與了書法教材的編纂。如
今，在內地的中小學，書法課程已經成為學生們的
修讀科目之一，這種努力在施子清看來顯得非常重
要和關鍵。展出歷時７日的第二屆「我們愛和
平——兩岸四地名家書畫展」吸引眾多市民參觀，
其中不乏教育團體以及書畫愛好者。明年適逢香港
回歸二十周年，主辦方表示依然會將「和平」主題
進行到底，傳遞共創繁榮正能量的同時，續植本港
文化綠洲。

■澳門書協會長連家生
參展作品

■■澳門書協會長
連家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今屆今屆「「愛和平愛和平」」書畫展加入了油畫書畫展加入了油畫
版块版块。。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