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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破壞重創反映城市變化
Vhils讓藝術走進人群
著名葡萄牙藝術家Vhils（本名Alexandre Farto）愛以
建築環境為畫布，透過獨創的刻鑿技術變成一幅幅扣人
心弦的作品。在香港當代藝術基金會的策劃下，他現正
帶來香港首個個展《Debris》。他以顯示香港這城市的
活力為題，藉破壞重創反映香港的變化外，更強調藝術
不能放在室內留待賞識之人，而是要主動走進人群，尋
覓知音。
首度在港舉辦個展，Vhils其實早在去年8月已來港作

準備，「我一向以帶出城市能量為辦展主題，所以平時
開展前我都會先到該地方居住。其實我已來港數次，今
次住得最耐，香港是一個有趣兼有啟發性的城市。」他
走在香港街頭，看着周圍的一草一木、每一個建築物，
直言：「每一刻都充滿啟發性，對創作甚有幫助，香港
擁有我需要的一切，很開心能把這些元素轉化成藝術
品。」

創作與破壞的密不可分
Vhils首次接觸到的香港，並非當下這個現代化的香

港，而是小時候在戲院觀看的港產片，「王家衛給了我
不少參考，到我真的踏上香港這土地，見到這城市的真
面貌，我愛上了這地方。」哪個地方最觸動其靈感？他
表示：「這太難答了，每個地區都很有趣，但我喜歡旺
角強烈的對比。」
可惜以往港產片中出現的人事物，現在已找不到其
影蹤。Vhils認同地道：「很明顯很多東西已改
變了，我想做的事正是去反映這現實，所以我

的創作過程總是從破壞開始，再去創作
出新的事物。其實無論你創作什
麼事情，你同時亦在進行破壞，

如同你在紙上寫字，你破
壞了一張紙，那張紙破壞
了一棵樹。而當一個城市
要進行建設發展時，人們
往往忽略了背後這些被破
壞掉的東西，我希望可藉
個展讓大家聚焦這問題
上。」
有別於一般個展僅在固

定地點進行展示，Vhils
特別在電車上進行創作。
他表示：「構思了很久，
電車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方，是一個會移動的藝術，我
覺得很有趣。我深信藝術要融入人群，要讓人們易於接
觸。試想想博物館裡展示的藝術品，如果大家不去博物
館，就不能接觸到，但電車不同，它會遊走在城市中，
主動走入大家的視野中。」電車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可
是去年卻曾惹來留存的爭議，作為一名外來者，Vhils贊
成予以保留，「我曾來港數次，電車帶給我不少回憶，
我認同要保存，保存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宜建街頭塗鴉生存空間
Vhils早在13歲已踏足藝術圈，當時他以塗鴉為主。

他憶述道：「其實我從未想過當一名藝術家，我曾年少
輕狂過，做過不少錯事，是塗鴉導我走上正路，它是我
的人生良師，教導我正確的觀念。」他表示葡萄牙在
1975年經歷過康乃馨革命，當時人們曾在牆上塗上
「四．二五萬歲」的字句，他看着這些作品，感受到人
們當時的情感，亦了解到城市是如何變化，從而引發他

以建築環境為畫布，以破壞和重創去表達自己的觀點。
「旅行時，我發現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層
次，我在牆上塗鴉，賜予它生命，大家途經時一看，可
發現原來平凡的牆也可擁有自己的故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可進行街頭塗鴉，有時甚至
可觸犯法例，Vhils知道這問題，他認為城市不能完全否
定街頭塗鴉，反而應提供空間讓這類藝術家去創作，
「公共空間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藝術空間，人們走在街頭
就可接觸到藝術品，比把藝術品關在博物館的效果來得
更好。如果有藝術家想為城市出一分力時，為何要拒絕
或處罰他們？像柏林、伊斯坦堡等城市處處可見街頭塗
鴉，甚至帶來經濟效益，不少遊客遠赴這些地方就是為
了看這類藝術品。法律當然不能違反，但政府應尊重藝
術家，找出兩者共存的空間。」可是街頭塗鴉經不起風
吹雨打，他直言：「這就是我喜歡的原因之一。很多人
覺得藝術應該永遠留存，但藝術如同人一樣，當人會老
去離世時，藝術又怎能永遠留存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娜

劉振夏

墨韻傳神墨韻傳神——劉振夏人物畫展劉振夏人物畫展
時間時間：：44月月22日至日至55日日
地點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冀領中國水墨立足國際舞台冀領中國水墨立足國際舞台
隱世潛修30載

《《DebrisDebris》》
碼頭展覽碼頭展覽

時間時間：：即日至即日至44月月44日日
地點地點：：中環四號碼頭中環四號碼頭

電車移動創作電車移動創作
運行日期運行日期：：即日至即日至44月月1010日日

蘇州水墨人物畫大師劉振夏在書畫界似乎是個陌生的名字蘇州水墨人物畫大師劉振夏在書畫界似乎是個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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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妙在傳神妙在傳神——劉振夏的水墨肖像畫劉振夏的水墨肖像畫》。》。當太多的名利紛擾成當太多的名利紛擾成

為畫藝精進的瓶頸為畫藝精進的瓶頸，，他毅然隱世他毅然隱世3030年潛心創作年潛心創作，，當再次攜作品當再次攜作品

重回公眾視野時重回公眾視野時，，他出了自傳他出了自傳，，也將在翰墨軒的策劃下於香港也將在翰墨軒的策劃下於香港

舉辦首個個人畫展舉辦首個個人畫展。。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記者記者張岳悅張岳悅

今年75歲的劉振夏生於江西，現居蘇州。他1962年
畢業於蘇州工藝美術專科學校，分配至蘇州工藝美

術研究所工作。曾任蘇州市工藝美術職工大學校長，蘇
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等職，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
會員，中國畫學會理事。
沉寂近30年潛心創作，劉振夏於2011年元旦復出，
即入選首屆杭州中國畫雙年展，並以「寂寞修正果」為
題分別於2011年蘇州博物館、2012年中國美術館、2014
年上海龍美術館、2015年「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水墨
人物個人畫展。而在下個月的香港首展中，劉振夏將展
出逾50幅水墨人物畫，不僅有《漁婆》這樣蜚聲畫壇的
早期作品，也有磨礪30年的近期佳作，其中包括陝北牧
人、彝族人物、藏女、印度修行者，江南水鄉人物如漁
婆、村姑村婦、小女生等人物。「我畫得最多的是我們
身邊的普通人，正是這些普通人，帶給我最多、最深的
感動。」他說。

超乎尋常的執着
早年的劉振夏不僅常於江南水鄉寫生，亦遠赴甘孜藏
族、大涼山彝族、新疆、陝西及印度等地區采風。他作
畫既專業又認真，不論是路途遙遠崎嶇，還是氣候惡
劣，幾乎每一個人物他都需要親身觀察，細心捕捉各人
物的神情動態，使人物形象飽滿突出。水墨大師方增先
曾這樣評價他的作品：「人物生動、造型能力強、水墨
技法表現力好。」作家陳若曦則說：「在他每一幅畫的
背後，都隱藏為藝術獻身的狂喜和激情。」在後期，他
則多描繪記憶中的人物，將中國畫的傳神表現出來。
劉振夏對繪畫有着超乎尋常的執着和嚴謹，也有着
「一畫難求」、「一畫難見」的聲名。他「不展出、不
賣畫、不送畫、不應酬」，堅持一幅畫不外流，在繁華
中急流勇退，蟄伏於自家閣樓的畫室中，幾十年如一日
致力於水墨人物畫的創作及研究。他曾說：「凡畫作過
不了自己一關的，都無生存的權利。」於是，久不久便
有大捆的廢畫運到爐裡去銷毀。
對於早年的急流勇退，他解釋道：「每個人都有追求
夢想的權利，有的夢想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有的
夢想卻無法單靠自己來完成。作為一個畫家，我一直在
追求，但和一般畫家有些不同，為了達到某一個高度，
我會堅持自己的創作方式：排除干擾，拒絕誘惑。」他
溫和地笑着，講起了隱居期間的「小插曲」：「那時不
斷有藏家上門，看到我大批銷毀畫作感到很可惜，有人
還請求我的女兒，讓她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偷幾張畫出

來，那人說：『你爸爸不理你們的生活，你也要為自己
的孩子着想。』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女兒笑着拒絕了
他。我很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她們從不會向我要求些
什麼，這使我可以更專心地創作，既然做出了選擇，就
要堅持下去。」

用中國畫語言畫人物
熱愛藝術、歷經坎坷，劉振夏仍感謝自己所出生的那

個時代，「我那時做教師，有一份固定的工資保證溫
飽，這樣的經濟條件使我可以不顧其他，專心追求我所
熱愛的藝術。開始創作的時候，我以為只是幾年間的興
趣愛好，沒想到轉眼就是一輩子。」
在劉振夏的心裡，人是最美的生物，「提起人物肖像
畫，人們想起的往往是《蒙娜麗莎》這樣的西方知名畫
作，那時我就想，為什麼中國不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肖
像畫呢？」這是劉振夏致力於研究和創作水墨人物畫的

初衷和推動力。他說：「中國畫詩書畫意相結合的表達
方式，反而成為了一種限制，人物畫所要傳達的信息往
往是通過文字而不是畫面展示。在我心裡，繪畫理應表
達出比文字更深層次的訊息，這點古人做到了，作為擁
有優越物質條件的現代人更應該做到。」
劉振夏表示，自己的夢想是「用中國畫的語言畫出人

物」，而優秀的功底和開闊的眼界都是他實現夢想的助
力，江南畫派、西方印象派、俄羅斯人物畫等他均有涉
獵和了解，就在這不斷融合創作的過程中，他形成了自
己的獨特風格。「我希望能讓世人看到我的畫與眾不同
的地方，把這幾十年的研究成果拿出來和大家分享，進
而讓中國水墨人物畫在藝術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世界
的舞台上把中國畫的精髓展示出來。此次在香港舉行展
覽，便是在這個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劉振夏說。

《情畫未了》是劉振夏於2006年出版的自傳，
內裡有他對往昔歲月和藝術歷程的追憶。作為一
位畫家，為何選擇用文字的形式再現個人經歷？
他說：「一幅畫是包含不了人生旅途中許多故事
的，後面的文字描述才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片段
經歷。回憶是快樂的，也是美好的，因為擁有今
天。」寫自傳的想法始於十幾年前，當看到當時
熱門的《渴望》等電視連續劇，以及裡面充滿傷
痕的故事劇情時，劉振夏心想：「我的經歷不是
比這更加有趣嗎？」於是，從未從事過寫作的他
經過幾年的醞釀完成自傳，書籍的插畫和裝幀也
是他經過反覆斟酌，親自設計的。
在這本書中，劉振夏坦坦蕩蕩地把自己的一生
和盤托出，其中有對身世的講述，有對戀情的描

繪，有對「十年
噩夢」的再現，
也有對自己被稱
為 「 畫 壇 奇
人」、「姑蘇一
怪」的種種剖
白……當中有笑
有淚，敢愛敢
恨，一如他的水
墨畫作，在平實
中顯激情，在淡
雅中求深意。

文：張岳悅

《情畫未了》
自傳述心路

■■《《漁婆漁婆》》是劉振夏的成名是劉振夏的成名
作作。。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情畫未了》封面。網上圖片

■■劉振夏筆下的農民極具不同地域的特點劉振夏筆下的農民極具不同地域的特點。。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劉振夏首度劉振夏首度
來港辦個人畫來港辦個人畫
展展。。

■■劉振夏與收藏家劉振夏與收藏家、、策展人包銘策展人包銘
山山（（左左））相識多年相識多年。。

■■VhilsVhils大讚香港充滿啟發性大讚香港充滿啟發性。。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VhilsVhils在香港的工作室準備個展在香港的工作室準備個展。。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Vhils為電車換上新裝。 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