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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適逢陳玉圃先生七
十大壽，他此番是第一次來香
港，作為山水畫家，他感覺香港
海灣的風景甚佳。在廣西南寧和
桂林工作、生活多年的他，對桂
林山水情有獨鍾。早年陳玉圃曾
師從著名畫家黑伯龍先生，1980
年考取廣西師範大學中國畫專業
研究生，導師為嶺南派巨匠黃獨
峰先生，後來留校任教。1997年
他回到北方，任教於天津南開大
學藝術系，直至退休。
縱橫南北的生活閱歷，一生為

人師表的樸素追求，反映在陳玉
圃的繪畫中，即是平和自在、變
化從容的藝術風格，畫境清奇野
逸，空靈淡遠。其畫風中既有濃
厚的古意，又具有獨特的藝術性
格—平和而堅韌，清逸又從容。
一點一線，詩意禪意，都源自數
十年深耕厚植的儒家文化積累和

豐富的人生歷練。
在陳玉圃眾多山水畫作品中，

有一幅《樗之圖》引起了記者的
注意：畫面上一棵旁逸斜出、碩
大無比的樗樹，上題一則《莊
子》中關於「無用之材」——樗
樹的故事。畫家以樗樹自比，因
被匠人視為「無用之材」而免遭
砍伐，偏居一隅卻最終長成參天
大樹。畫家將自己的書齋也命名
為「樗齋」以明志。
陳玉圃認為，「畫道」是傳統

繪畫的核心，像珠子要在一條線
上串起來一樣，「畫道」就是那
條線。老子講無為，是尊重自然
規律。用老子的觀念，把複雜變
簡單，化繁為簡，千山萬水都在
一點一線之間。正所謂「畫道無
為」，是道法自然的最高境界。
1992年，陳玉圃開始研讀《金

剛經》，感悟良多，畫風也隨之

轉變。與繪畫結合，意在象外，
意在心中，人為物役，很容易失
去自我。他說：「畫家最可貴的
是靈魂，藝術需要靈魂，靈魂需
要淨化。所有藝術無不是畫家靈
魂的表現，書如其人，畫如其
人，正是這個道理。人有品位，
畫才有品位。」
對於創新，陳玉圃也有自己獨

到的見解。他認為，新是追不完
的，新舊只是過程，不主張盲目
追求創新。藝術沒有新舊，只有
好壞。創新肯定不是藝術的標
準，藝術不重表象，重內在。他
說，創新應該是不斷完善，以止
於至善。
陳玉圃說：「繪畫與我有緣，

一生鍥而不捨地追求和思考，但
並不盲目追求古人、名人，因為
今人與他們都是平起平坐的。繪
畫、做人都看境界，但境界不取
決於地位、金錢，而在自己的內
心。」他主張淡化慾望，淡定從
容，為人退讓、包容，保有慈悲
情懷。他說：「人與藝術都需要
靈魂，至美、至善、至真，方能
擺脫慾望的束縛，靜觀自在，照
見五蘊皆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聞名世界的彼得大帝彩
蛋、阿列克謝皇儲彩蛋和皇家鵜鶘
彩蛋等200餘件俄羅斯法貝熱製作的
珍品，將於4月中旬正式在北京故宮
博物院展出。4月16日至7月17日，
所有前往故宮參觀的公眾均可免費
前往故宮午門東雁翅樓展廳一飽眼
福。
今次名為「玲瓏萬象—來自美國
的俄羅斯皇家法貝熱裝飾藝術展」
的展覽，由故宮博物院、美國弗吉
尼亞美術館聯合舉辦，將於4月15
日在故宮博物院午門東雁翅樓展廳
隆重開幕。據悉，美國弗吉尼亞美
術館收藏了除俄羅斯本土外，世界
最大規模的法貝熱珍品。該展也是
美國博物館的藏品首次大規模在故

宮博物院展出。
據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宋海洋

介紹，展覽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
分「沙皇的禮物」展出彼得大帝彩
蛋、皇家鵜鶘彩蛋等珍寶，是沙皇
尼古拉二世送給其皇后、皇太后的
復活節禮物；第二部分「美輪美奐
的裝飾藝術」展出了皇家鑽石胸
針、皇家柱形相框等定製紀念品；
第三部分「日常的奢華」，展出的
是讚頌杯、魚子醬碗、傘柄等御用
物品；第四部分「信仰的力量」將
展出《全能的基督》、《艾弗斯卡
亞聖母》等東正教宗教文物。
彼得．卡爾．法貝熱是俄羅斯一

位著名金匠、珠寶首飾匠人、工藝
美術設計家，他最傑出的成就是為
俄羅斯沙皇製作了50枚獨具魅力的
復活節彩蛋，同時對俄羅斯傳統的
珠寶設計和製造工藝進行了大膽的
革新，被沙皇封為「皇家御用珠寶
師」。從1894年開始，沙皇尼古拉
二世繼續沿襲其父傳統，每年復活
節都會給母親和妻子贈送彩蛋。這
些蛋雕是由珍貴的金屬或是半寶石
混合琺琅與寶石來裝飾。
「法貝熱彩蛋」後來也成為奢侈

品的代名詞，並且被認為是珠寶藝
術的經典之作。由法貝熱本人創建
和管理的作坊以製作精緻和巧妙的
作品聞名於世，「法貝熱」也成為
精湛工藝，奢華珠寶以及俄羅斯皇

室珍寶的代名詞。
據了解，目前存世的法貝熱珠寶

公司為沙皇家族製作的皇家復活節
彩蛋共42枚。其中，俄羅斯克里姆
林宮保存了10 枚，俄羅斯億萬富翁
維克托．斐克塞伯格擁有9枚，其餘
分佈在美國、英國、瑞士、摩納
哥、卡塔爾等地。

故宮將舉辦
俄皇家法貝熱裝飾藝術展

如今的戚谷華，是一位諄諄長者。在一幅幅書
法作品中，她透露出的情愫之感，是愛。她

說，自己與書法結緣，讓心志和情感得到了昇
華。在人生的履歷中，在書法的薰陶下，她說，
自己愛書法、愛人生、愛香港。因為有愛，書法
在不斷前行；因為有愛，她對未來永遠充滿希
望。

愛書法：兒時的回憶
戚谷華告訴記者，自己的祖籍乃是在山東威

海。但是由於身處抗戰的硝煙歲月中，她很小的
時候便去了上海。小學在上海讀書的戚谷華，便
已經開始接受書法唯美之感的薰陶。由於家庭的
緣故，她的母親那時會在白布上畫上鴛鴦之類圖
案，然後刺繡，再賣給他人以掙取生活的來源。
這讓戚谷華對書法、畫面、構圖有了非常清晰的
認識。而在那段歲月中，她的外公每每向家中寄
信，也是以毛筆字書寫。她告訴記者，自己對外
公的來信印象很深，乃是行書。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的家庭氛圍的薰陶下，戚

谷華喜歡上了書畫。進入中學之後，她參加了美
術課外活動小組，仍舊堅持練習毛筆字。其實，
生性活潑的戚谷華，也非常喜愛運動。進入上海
第六女子中學之後，對體育運動頗有天賦的她，
反而對書法更加堅持。據她回憶，平時只要有
空，她就會到各種文化館去聽書法類課程。
高中畢業之後，戚谷華進入了出版局的美術訓
練班，第一次系統化接受國畫、素描之類的教
育。她非常清楚地記得，那時的青年美術家們倡
導「年輕人起碼畫一千張畫」，以表示年輕一代
人要更加努力、更加進取。

愛人生：充滿自信
母親，始終是戚谷華講述自己揮毫歲月時，不
能迴避的話題。自己的母親當年靠畫畫和刺繡養
家糊口，給戚谷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對

記者表示，「信自己、靠自己」成為
母親給她帶來的最大啟示和激勵。所
以，她對書法和中國畫進行深入鑽
研，不放棄每一個可以完善自己的細
節。
一幅中國畫，乃是寫出來的。這是
戚谷華的觀點，她如此闡述書與畫之
間的關係。在她看來，二者密不可分。
據她向記者透露，自己在訓練書畫時，
經常畫古人的頭髮，因為可以提升對書
法的功力和造詣，如同在寫很多字。
任何從事書法的人，都不能夠缺少了

師尊長輩的教誨。在上海工作期間，有
兩位書畫界的奇才對戚谷華的書法人生產
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一位是費新我，另
一位是錢君匋。
戚谷華說，費新我乃是她的第一個老

師。由於右手患疾，所以費新我便用左手
寫字。久而久之，在當時的中國書法界，
費新我以左手寫字完成的作品，便成為了
書法中的經典。戚谷華曾經將自己臨帖的作
業郵寄給費新我批改。費新我批註：你有很
好的基礎。戚谷華坦言，這給了自己非常大
的激勵和幫助，也增強了自己對人生的信
念。而這段批註，也被她帶來香港保存至
今。
戚谷華的另一位老師，乃是在書畫、詩歌、音

樂領域頗有造詣的錢君匋，他乃豐子愷的學生。
戚谷華回憶到，自己在出版機構工作時，經常去
錢家跟隨其學習寫字和畫畫。在她的印象中，錢
君匋在寫字的過程中，筆尖處理得非常之好。這
對很多人而言，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有了兩位老師的鼓勵和教授，戚谷華認

為，自己才能夠在書法之路上走得如此之遠、之
深。因為在研習書法的人眼中，提筆之路，也就
是人生之路。得到了前輩的箴言，乃是愛人生的

昇華與淬煉。

愛香港：不斷的付出
戚谷華毫不諱言，自己
也經歷過旅居香港之後的
艱辛歲月。雖然生活充滿
考驗，但是她對香港的愛
卻一點也未曾減少，而是
在書法教育中，轉化成
了對新一代香港人的關
心和提攜。她告訴記
者，自己上世紀八十年
代剛剛來到香港時，不

會講粵語，寄住在親戚的家
中，同時人生路不熟，也沒有朋友。在她看來，
那的確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歲月。
值得一提的是，她向記者透露，那時的香港書
法發展，仍舊處在萌芽的狀態，市面上流通的字
帖也不是非常多。一個因緣巧合，戚谷華開始了
在香港的書法教育生涯。不過，初時的確非常艱
難。她告訴記者，剛剛開班時，只有三個學生，
反映出當時的香港社會對於學習書法並不熱情。
不僅如此，由於學生人數非常少，賺得的學費根
本無法彌補成本，實際上完全處在倒貼錢的狀態
之中。但是她表示，當時的心態便是「唱戲，一

個人也要唱到底」。所以，不斷地堅持，未曾有
絲毫退縮。
如今，在戚谷華眾多的學生中，各個職業、各

個年齡層的人都有。她告訴記者，書法不僅是修
身養性，同時也要貢獻社會。她拿出了一疊港鐵
站的《車站指南》，每一本《指南》上，都會用
毛筆字寫下這個車站的名稱。佐敦、鑽石山、元
朗、大圍，這些平時熟悉的站名，用書法寫出，
別有一番風味。這些都是戚谷華的學生完成的。
在她看來，現在的香港人，學習書法的熱情相當
之高，同時也能夠貢獻社會。所以，她自己的內

心也非常欣慰。
戚谷華直言，她期

待香港政府對書法的
重視程度能夠繼續提
高，除了資金上的扶
持之外，也要組織更
多的活動，同時推動
書法教育能夠成為中
小學的課程或是校外
興趣活動。她並且勉
勵青年人：書法要盡
早學，因為這是長期
積累、堅持的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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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港書法界的泰斗提起本港書法界的泰斗，，無人不知女中豪傑戚谷華無人不知女中豪傑戚谷華。。她是目前擔任她是目前擔任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的兩位本港書法家之一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的兩位本港書法家之一。。在記者訪問的過程中在記者訪問的過程中，，

戚谷華對往事的回憶非常細緻和深入戚谷華對往事的回憶非常細緻和深入，，因為在她看來因為在她看來，，這一切是奠定這一切是奠定

自己走向書法人生的基石自己走向書法人生的基石。。而她對學生的關愛而她對學生的關愛，，也讓記者的印象非常也讓記者的印象非常

深刻深刻。。她不斷表示她不斷表示，，學習書法學習書法，，不僅是為了自己修身養性不僅是為了自己修身養性，，同時也是同時也是

貢獻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貢獻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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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授予戚谷華
的「傑出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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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圃認為，「畫道」是傳統繪畫的核心。

山水畫家陳玉圃
「畫道」寶鏡 照見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