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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日
前，「佛光菜根譚——星雲書法展」於南京
博物院開幕。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
師，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江蘇省委宣傳
部長王燕文，以及台灣、南京等地宗教界人
士、文化名人一同參加了開幕式。是次書法
展公開展出了星雲大師近期新作二百餘件，
「佛光菜根譚」中的詞句皆由大師親自創
作。受糖尿病影響，星雲大師視力日漸模
糊，看不到要寫的字，只有憑着心裡的衡
量，算好字與字之間的距離，沾墨就要一揮
而就，一筆完成，因此將字稱為「一筆
字」。「大家不要看我的字，請看我的
心。」星雲大師表示：「我今已90歲，出生
在揚州，在揚州生活12年，又到南京生活12
年，之後在世界各地飄泊，但是祖國一直在我心中。字裡有我的家國情緣。」
「如果『一筆字』要說有什麼價值，就只是出家七十二年來，憑借一份與人結
緣、給人歡喜的心，希望大家把我字內佛法的意義、信仰的法喜帶回家，那就是
我虔誠的祝禱了。」大師坦言：出家後自覺有五音不全的缺點，故而以寫文章、
發心勤勞和大家結緣，希望能夠給人慈悲與服務。大師表示，唯有中華文化的文
字與其涵義，是世界所有國家中最美的，「中華文化是我們的生命、靈魂，也是
歷史的文化。」他認為，在文化教育的熏陶下，民眾得以改變氣質、提升心靈、
昇華人格與增進道德，因而主張為辦學而建寺，呼籲大家珍惜、宣揚中華文化。
期望未來能推動雲水書車流動圖書館開往偏鄉、山區，讓貧童有機會與時俱進，
能閱讀現代文化、現代書籍。
「『一筆字』展是江蘇和台灣的盛事，也是親情的交流，希望眾人從大師的字
裡，體悟其智慧與心血。」王燕文感動於星雲大師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貢獻，讚
歎星雲大師「高山仰止」的大德風範，感佩其將大愛之心融和中華文化而傳播真
善美的偉大精神。他願意提供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台灣據
點，強調中華民族要有人文內容、重視文化傳播，只要大家以向上、向善的心共
同努力，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只要星雲大師一有空就會書寫「一筆字」，一天下來也都有百幅以上，
幾個月下來就有數千張了。星雲大師有一千多個出家的徒弟，平時散居在世界各
地弘法，在他們回到佛光山參加一年一度的「徒眾講習會」時，星雲大師心想，
師徒一場，就送他們一人一幅字。過去，星雲大師經常因為很少聽到徒弟響應他

所說的話而洩氣，這次
送字的效果卻很好，很
多徒弟表示，「師父寫
給我的字，正是我性格
上所欠缺的，今後要改
進」，「師父的開示一
針見血，今後會照師父
所說，努力做到」。對
此，星雲大師很是欣
慰，表示也不枉費自己
的一片心意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溫州
籍的朱祖國（名號：樵耕山人），中國國家書法
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逾20年來以「二指執筆書
法」（食指與中指執筆），恣肆筆墨抒胸臆。意
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主辦的「中國藝術名家
展」上，由其採用「二指執筆書法」在四尺整張
上揮毫書寫的「龍」字，更曾榮獲米蘭世博會頒
發的唯一書法金質獎。
朱祖國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二指執筆法」
並不是他個人的突發奇想，早在東晉大畫家顧愷
之所繪的《斫琴圖》中，人物執筆清楚顯示為二
指單鈎，宋代梁楷的《王右軍書扇圖》中，王羲
之的執筆方式亦如此，在傳承先人「二指單鈎
法」的基礎上，他逐漸發展成用右手食指與中指
為主的「二指執筆法」。

朱祖國說，他鑽研「二指執筆法」已有20多
年，尤好書寫行草，「二指執筆書法」將行草的
線條、結體、章法等元素融入其中，注重線條的
內涵和質感，講究在法度中彰顯個性。他提到早
年曾臨習過黃山谷、祝枝山的大量作品，隨着時
間的推移和人生閱歷的豐富，便將自己對傳統筆
墨的體悟融入創作中，「我希望通過提、按、
頓、拙、轉、折等運筆方式，令墨色呈現濃、
淡、枯、濕、虛、實的演變，再搭配線條的長
短、粗細、疏密、正欹、疾澀，譜寫一曲波瀾起
伏、跌宕有致的『交響樂章』。」
如今，朱祖國運氣揮筆自如，達到旁人突然欲

抽其筆而不能之功底。他勤練不輟，書寫的四尺
整張「二指執筆書法」已達數萬幅之多，古意新
韻，別開生面。

八十後新晉畫家何鳳蓮，1987 年生於美
國加州，五歲時移居香港，擅長以多元文
化背景及獨特的藝術視野結合傳統創作媒
介呈現出大膽鮮明的藝術語言，現正於
3812畫廊舉辦其最新個展《人海》。《人
海》中何鳳蓮以多幅人像繪畫記錄人的存
在狀態並探討關於自我與身份的議題。嘗
試通過自我觀照的反覆省思過程，探問人
的「自我」、在集體生活歷史裡如何被形
塑和詮釋。
《人海》繪畫計劃的作品可分為五個系
列：「親密」系列糅合丙烯和中國水墨，截
取人物姿態動作的瞬間，以強烈的視覺風格
營造深層的心理效果；「洞悉」系列根據所
繪對象的個人性格氣質採用不同媒介和作畫
技法；「身份」系列利用炭筆、鋼筆、墨
水、中國水墨的延伸性，刻畫身份的游移不
定，同時反映人類的集體身份流動；「莎士
比亞的摹想」伴隨碳粉的層次變化，重新呈

現莎士比亞文本的角色；而「孤立」系列則
以炭筆和中國水墨勾勒出人體簡約的線條和
形狀，捕捉孤寂之境的情緒。何鳳蓮認為，
畫家在描繪他人的時候，常處於一種尷尬的
狀態，看着對方的面孔，自己亦身處「人
海」之中，她用「新人像畫」邀請觀眾走入
抽象化的人間細看眾生百態。
何鳳蓮表示：「《人海》是《底蘊》的延

伸，但更集中展示我的人像繪畫；我的所有
作品之間，都總帶有某些聯繫，那就好像寫
詩或寫小說，其實沒有太大差異，都是藝術
的表達。《人海》的藝術旅程，仍然是關於
我在美國和香港認識的人——不論是我曾經
喜愛或厭惡的。同時，這個展覽希望帶出藝
術家難以真正理解和描述的身份；而在這個
創作過程中，亦使我更加了解自己。」

藝訊

何鳳蓮走入「人海 」
觀眾生百態

展覽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
展覽地點：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18號

朱祖國「二指執筆書法」恣肆筆墨抒胸臆

星雲大師「一筆字」
融智慧於筆端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油街實現及香港視覺藝術

中心籌劃的「第六屆藝遊鄰里計
劃：柒紙媒─紙上北角」紙本裝
置繪畫展正於前身為香港皇家遊
艇會會所的視覺藝術交流空
間——油街實現舉行。插畫師吳
小盈由零開始自製帶有毛絨感的
「棉莎紙」搭建往日北角遊樂場
「月圓」；青年畫家楊學德將回
憶入畫，用塑膠彩描繪搭乘渡輪
的溫馨時光；策展人何苑瑜以兩
件相互呼應的裝置細細梳理北角
海岸線的蛻變；城市故事探索者
姚逸朗的木刻凸版畫嘗試重新建
立文字與紙本間的關係；多元創作人，LMF樂隊吉他
手梁偉庭更別出心裁，邀請長洲紙紮師傅阿祺一同為
外星人設靈；而建築師劉穎樺與平面設計師顧沛然則
分別利用平版畫與絲網版畫來刻畫北角鬧中帶靜的獨
特社區面貌，七組作品不但是藝術工作者們的紙上遊
戲，更包含了他們對北角的觀察與感情。

揣摩紙的個性
給你一張紙，你可以變換出多少種可能性？在尋常
人看來，紙與紙之間可能只存在尺寸大小或用途上的

細微分別，但對狂熱的「紙
迷」來說，不同品種的紙，
由於製作工藝、成分不同，就像是出生
在不同國家，擁有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
的人，張張個性十足，不論厚度、質
感、色澤、紋理都天差地別。身兼參展
藝術家及策展人雙重角色的何苑瑜表
示，平時大家抄筆記或用A4紙打印時可
能沒有留意，其實就算是白紙也分不同
層次，有的偏黃，有的偏灰，還有不摻
雜質的雪白。除了顏色，它們內部纖維
的分佈與其吸水度亦具有不小的區別。
而作畫前的選紙過程，對版畫人而言是
幸福且興奮的，他們沉迷於在紙廠選購
遠勝去商場試衫。

一旦版畫工作室出現了特殊的紙，幾位「紙迷」就
會像蜜蜂簇擁在花朵周圍，對新紙「望聞問切」，用
手觸摸，拿着放大鏡看，靠近鼻子聞一聞，總之是仔
仔細細，裡裡外外透徹研究一番。因為只有對各類紙
質的特性了如指掌，才能靈活運用於版畫創作。「把
圖像轉移到紙上，不同品種的紙會對最終呈現的效果
產生很大的影響，必須經歷不計其數的實驗與失敗，
配合紙的個性，天氣的濕度，控制水與油墨的比例，
才能取得成功。」從小生長在北角的地道「北角人」
劉穎樺為了今次的參展作品《紀念》特意從京進口了

特厚用紙、明信片畫用紙、木棉纖維紙以及耳付白鳥
之子和紙，在其上刻畫北角鬧市後遺世獨立的山丘。
她認為紙張像位熟悉的朋友，北角像是伴她成長的長
輩。可以藉探索好友呈現自己熟悉的北角，是吸引劉
穎樺參與展覽計劃的最主要原因。

各具「怪癖」的「紙迷」
據何苑瑜透露，今次參與展覽的七位用紙達人各有

各的「用紙癖好」，他們分別將各自的喜好融入創作
中，向觀眾展示「紙」的內涵，希望看過展覽的人也
能和他們一樣為「紙」着迷。其中古靈精怪的吳小盈
特別在意「紙」的觸感，因嫌棄原始莎草紙像薯片一
樣又糙又硬，所以專門從美國訂購了一批棉質原材
料。親手把棉花搗碎，按照三比七的比例加入莎草
紙，再一起倒入製作曲奇餅的模具將水分瀝乾。多次
實驗後，她終於獲得了帶毛絨感的手造紙。「這種紙
和經機器壓製的紙很不同，莎草紙含有蘆葦和稻草，
加入棉花，紙面會變得柔軟且有溫度。」吳小盈表
示。
而嗜書如命的姚逸郎則執着於書本頁面的乾淨平

整。這位纖瘦的男生如果發現書頁被折角或出現褶
皺，會帶着心疼小心翼翼、一絲不苟將其熨平，令書
籍恢復嶄亮如新，他之所以格外注重書籍的工整是因

為對字和紙懷揣誠敬之心。姚逸郎說：「我對北角最
早的認識正正來源於字紙。北角是大量本地文學作品
的書寫對象，好長一段時間裡，我穿越文字、書本，
構想那個從未踏足的社區。往日人們敬字重文，對載
有文字的紙本，充滿敬意。可是來到今天這個世代，
字、紙分離，人們已不在紙上看文字，也因此怠慢字
紙。」，他用木刻仿製《惜字功過律》嘗試喚醒文字
和紙張的關係，重提「敬惜字紙」的誠意。幾位「紙
迷」在「柒紙媒─紙上北角」中各顯其能，努力用作
品證明即便是白紙亦能不平凡且繽紛有趣。

用紙達人用紙達人
與他們與他們的的「「紙上北角紙上北角」」

當圖文有了新歡，數位化時代的電子設備逐步取代書本、報紙、日記本、繪圖

冊成為文字與圖像的通用載體，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和紙張的關係也就疏離起

來，不再熟悉輕撫書頁時的手感，想不起曾經的筆記本的厚度，更不再因拆開新

雜誌撲面而來的銅版紙味感到欣喜。但香港版畫工作室卻隱藏着七位來自不同領

域的「戀紙癖」，他們不但對「舊愛」不離不棄，更以紙為媒注入生活靈感進行

創作，透過「紙」裡行間，講述北角的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吳小盈自製帶有毛絨感的吳小盈自製帶有毛絨感的「「棉莎紙棉莎紙」」
重建北角遊樂場重建北角遊樂場「「月圓月圓」。」。

■■劉頴樺作品劉頴樺作品《《熟悉的紙與北角熟悉的紙與北角》》及及《《紀念紀念》。》。

■■劉頴樺劉頴樺

■■ 姚 逸 朗 作 品姚 逸 朗 作 品 《《 功 罪功 罪
律律》。》。

■梁偉庭作品《北角
星人的喪禮》。

■■「「柒紙媒─紙上北角柒紙媒─紙上北角」」策展策展
人何苑瑜人何苑瑜。。

■■圖為朱祖國圖為朱祖國（（左左））以以「「二指執筆二指執筆
書法書法」」書寫書寫「「龍龍」」字字

本報記者章蘿蘭本報記者章蘿蘭攝攝

■何鳳蓮作品《後台》。

■何鳳蓮作品《人海》。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一筆字一筆字」」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何苑瑜紙本裝置何苑瑜紙本裝置《《你在你在
此此》》通過通過「「還原還原」」北角不北角不
斷變化的海岸線以訴說城斷變化的海岸線以訴說城
市發展的改變市發展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