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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被稱為「新中國畫
代表」的當代著名中國畫家石
齊，將於今年10月在孫中山紀念
館舉辦在台灣的首次個展。這是
他繼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
法國盧浮宮大展後的再次亮相。
石齊是當代新中國畫理論的創

導者，1973年創作《迎春》參加
中國美展並獲金獎，一舉成名。
隨後創作了《人人都在幸福
中》、《活到老學到老》、《飛
雪迎春》等巨幅作
品，被譽為「色墨統
一的大師」，深得劉
海粟、李可染、石魯
等前輩繪畫大家的好
評。
石齊長期致力中國

畫傳統筆墨語言的革
新，同時融合吸納西
方現代藝術的表現形
式，探索出一條凸現
張力和動感的現代墨
彩表現之路。石齊將
他的藝術目標歸納為
「具象、意象和抽
象 」 的 「 三 象 合
一」，不斷從題材、
構圖、色彩和筆墨技
法上追求突破，在各
方面為中國畫注入新

鮮元素。此次畫展將讓觀眾看到
畫家在各個時期不同風格的表
現。
畫展主辦方萬達集團藝術品收

藏負責人郭慶祥表示，該集團收
藏標準是發現和挖掘思想獨立、
有時代創新精神的藝術家及其優
秀作品。選擇在世畫家的作品
時，關注具有藝術生命力和創新
精神的藝術家。他期許該展能為
兩岸文化交流盡一份社會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茅建興杭州報道）由中
國美術學院、浙江省文聯、中國油畫學會主
辦，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繪畫藝術學院承辦
的「繪心藝魂—黎冰鴻藝術回顧展」日前在杭
州市南山路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展覽上
黎冰鴻夫人、90多歲的張天虹向中國美院捐贈
黎冰鴻的油畫、水彩、素描、速寫等代表作品
67件，並由中國美院美術館永久收藏。
黎冰鴻(1913—1986)原名炳康，廣東東莞
人。早年從李鐵夫學油畫，後投身抗日救亡運
動， 1946年到蘇北解放區，隨軍征戰。長期任
教浙江美術學院，歷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副院
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浙江美術家協會副主
席、浙江省文聯常委、杭州美術家協會主席等
職。黎冰鴻早年作品多為戰地寫生、宣傳畫、人
物素描、漫畫等，後多作油畫，探索油畫民族化
之路，將繪畫技巧歸納為「意、章、形、色、
筆」五字訣。晚年所作油畫風景，尤重意境創
造。代表作有《南昌起義》、《水電站發電
了》、《黃昏出擊》等，作品多為內地各博物館
收藏。
在展覽中，記者見到本次展覽的最大亮點——

黎冰鴻創作於1977年的油畫《八一起義》，它長
160厘米、寬125厘米。生動的人物、壯闊的場面
還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再現那個動人心魄
的瞬間。此前，該作品一直收藏於南昌八一起義
紀念館，本次展覽為該畫作離館後的第一次公開

亮相，這幅《八一起義》是他的第三次創作，也
是最成功的一幅；另一幅創作於1959年的《南昌
起義》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黎冰鴻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代表油畫

家，其中《南昌起義》是新中國美術史最重要的
美術作品之一，家喻戶曉。中國美院院長許江表
示，《南昌起義》無疑是黎先生一生的代表作。
黎先生一生創作了三幅同名大畫，前後歷時20
年，精益求精。歷史上，南昌起義沒有留下影
像，繪畫創作卻為數頗多，但得到史學界普遍認
同的是黎先生的《南昌起義》。黎先生激情四
溢，熱愛生活。上世紀50年代他出訪保加利亞，
留下生動的異國寫照；60年代初到雲南邊陲，採
寫遠鄉邊民的生活；80年代又到海南，傾情記錄
熱島風光。寫生貫穿他整個的藝術生涯，寫生與
人生，史跡與畫跡，交錯地塑造其人其藝，30年
後面對，我們心中猶存真摯感動。

黎冰鴻與香港也頗有情緣。1934年到 1936
年，他先後在香港海外聯華電影公司幫助畫廣
告、海報、設計佈景，當臨時演員，曾在香港大
觀影片公司拍攝的《風流小姐》中當美術顧問、
替身演員。這段時間，經人介紹，他認識了畫家
李鐵夫，李鐵夫的油畫寫實手法對他產生了重要
的影響。1939年底，他又回到香港，適逢葉淺
予、張光宇、郁風、丁聰等人籌備組織「中國漫
畫家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同時籌辦一個抗日漫
畫展，他參與了這個活動。1941年，他到香港籌
備個人畫展，12月，準備就緒，不幸在畫展開幕
前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將全部作品
付之一炬。
黎夫人張天虹說，將黎冰鴻的部分有傳承價值

的作品捐贈給中國美院，是他生前的意願。黎冰
鴻藝術回顧展在美院舉辦是全家30年來的期待，
今天終於實現了。

黎冰鴻藝術回顧展
《八一起義》亮相杭州

當代著名畫家石齊
將在台辦首次個展

「知識定向」是2015至2016動漫美學
雙年展的廣義策展主

題。繼2014年首次參與雙年展後，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及香
港城市大學今年再度聯手，連同上海當代藝術館、韓國大
邱美術館及印尼耶加達Art : 1 New Museum一同拓展動漫
藝術之於當代視覺文化的影響力。而目前正於香港城市大
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所舉行的「像素之後」跨媒體作品
展則是雙年展香港站的主體部分。「像素之後」總策劃
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教授邵志飛認為，儘管美
學建設是藝術實踐的主要工作，可這項工作也能在科學研
究的領域展開。以知識為主導的藝術形態，不僅是用科學
講故事，而且包含了社會、人性、美學等值得觀眾深入思
考的概念。

還原真實的格子
既然知識如此重要，那麼就讓我們先來科普一下什麼是
像素。在購買相機和觀看照片時我們常常會問，它們是多
少像素。但實際上像素所代表的並非畫質，而是分辨率的
尺寸單位，它是構成數碼影像的基本單元。9萬個連續色
調的小方塊擠在一平方英寸內，就是一張分辨率為300×

300像素密度的相片。像素密度越高，即同等面積
內像素數目越多，此時相片的畫面細節就會越豐
富，其擬真度也就越高。所謂的數位化，是次展覽
參展藝術家李天倫將其理解為一個劃分與切割的過

程，他說：「一旦你被數碼相機拍
攝下來，就會被立體掃描為一格一
格的像素。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被
像素所建構。而在相片中，每個像
素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何去建立
影像，實際上需要我們用肉眼去感

受，去賦予這些像
素意義與關係。像
素擔當中介的角
色，在視覺上，它

是我們和電腦媒體之溝通的最基本單位。」
李天倫曾擔任電腦動畫設計師工作，現主要以實體雕
塑、虛擬模型、數位影像、互動裝置等不同媒介探討不同
類型影像和人類自身所存在的關係，他今次展出的作品
「動畫師們的『數位』肖像」也不例外。在將數幾位具有
劃時代意義動畫巨匠的正面頭像和背面輪廓換算成空間坐
標後，李天倫把上述兩組數值抄寫在代表像素的小方格
中，編繪為手工的「數位肖像」。一方面向動畫大師致
敬，同時也希望喚起每位互聯網使用者去思考立體與平
面，現實與虛擬，物質性與資訊性之間複雜的關係。相對
於動畫大師們一絲不苟的理性化肖像，黃炳的作品「SE
IWQEUEC-HC 智能電視」（史詩式超無限闊四極延伸極
致超卓透析高清智能電視），則像是對人類利用科技無窮
無盡追求完美的戲謔。這件名字長到連作者本人不看小抄
都沒辦法記得的作品，是一台可以使一切圖像產生「美顏
效果」的智能電視機。與李天倫強調像素格子相反，黃炳
正是要模糊網格，運用自動去像素化技術消滅電視機裡所
有物件粗糙的表層。

有生命的魔法牆壁
邵志飛表示，無論是要突出還是要抹去「格子」的痕
跡，甚至作品與像素關係沒有表面看上去得緊密，是次參
展的八位藝術家都在用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抵抗創意
的枯竭，致力於在後像素時代探尋真實的含義。因此，我
們在展區一隅見到了新媒體藝術先鋒莫奔的作品
「Quarxs」。莫奔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接觸視像裝置藝
術，他完全沒有和所謂的「格子」們糾纏不清，直接大步
邁入了3D電腦圖像動畫劇集的世界。是次展覽，莫奔特為
他的觀眾們準備了一個科幻而舒適的「放映廳」，以便3D
電腦圖像動畫愛好者們可以彷彿置身於動畫世界內觀看他
的科普動畫劇《Quarxs》。《Quarxs》和尋常的電影並無
二致，都有劇本、情節，卻挖掘了前所未有的敘事方式。
動畫的主角是一位「比較秘密生物學家」。這位科學家會
以科學節目的形式向觀眾介紹一種顛覆了物理、生物和光

學原理，名為Quarxs的神奇生物。
除了以上三件作品外，「當動畫遇上建築」無疑是本次

展覽的的重頭戲。據記者觀察，開幕式當日，幾乎每位推
開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大門的觀展人，都會立刻
被這面有生命的牆體吸引，饒有興致，一動不動地，呆呆
欣賞牆面分解出的鱗片，衍生出的血管，幻化出的人
臉，延展出的草原。擅長將數碼媒體與電影、音樂、產品
設計以及建築融為一體的圖途，結合創意媒體中心的建築
特點，使用投影技術令靜態的空間生動起來，令人
迷的視覺魔法甚至讓部分觀眾連續觀看幾個輪迴後仍
挪不開視線。此外，Max Mattler在二維空間裡開啟三
維空間的視覺實驗「111=111」；葉旭耀神話
主題的動畫遊戲「西西弗斯」引領參
與者在互動過程中踏上自我博弈，與
神抗爭，和命運搏鬥的無盡征途；而
李穎姍的聲音發聲裝置「在浮游中發
呆」與方琛宇養在室內的虛構光影
「椴樹之下」則帶領都市回歸相對原
始的生活狀態去發現自我記憶
與經驗的重疊，八位藝術家分
別以知識定向為主導建立
起一片後像素時代的神秘
場域。

後像素時代後像素時代
知識定向的詩意知識定向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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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除外)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地址：九龍塘達康路 18號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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