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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近日，「廣
陵潮——顧大風主題書法展」在江蘇省美術館開幕。
展覽以書法藝術的形式展示了江蘇省揚州市的地理行
政特點、文物考古成果和歷史文化輝煌。目前，這種
兼具學術性和藝術性雙重價值的主題書法展在國內尚
不多見。
據介紹，此次展覽分為「地理行政」、「文物考
古」、「文化藝術」三個篇章，共展出作品120件，均
為顧風先生在不同時期寫就的書法作品，書體包括金
文、小篆、帛書、簡牘、隸書、楷書、行書和草書，
許多作品還附有精彩的題跋，主題鮮明、形式新穎、
內涵深厚。

幼承家學書法雄肆
顧風，字大風，號風父，1953年出生於江蘇揚州，
幼承家學。在祖父、父親的指導下學習書法，又得周
岳年、孫龍父、王能父、翁闓運、郭紹虞等名家指
導，書法豪邁雄肆。
顧風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1980年初，他從江蘇無
錫輕工業學院畢業，留校擔任造型美術系專職書法教
師。後來調回揚州，從事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進而
負責博物館管理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書法藝術始
終伴我一路前行，但因長期承擔着繁重的工作任務，
我無法拿出較多時間和精力從事書法創作和研究。」
顧風不無遺憾地說。

寫意文人揮毫潑墨
幸運的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揚州2500年城慶

等重大事件，給顧風的人生帶來了新的重要轉折，為
他提供了再次投入藝術懷抱的機會。「我忘記了年
齡，彷彿重新煥發青春，挑戰自我，努力去實現自己
制定的目標，也使我得以寢饋於藝術創作的狀態中，
在洋溢着紙墨芬芳的環境裡享受寧靜、單純、孤獨和
創作的全過程。」談及此，顧風甚是喜悅。他說，自
己的書法是從唐楷入手，上溯魏晉、秦漢、商周，對
楚簡、馬王堆帛書、兩漢簡牘、磚文、北朝造像題記
等出土材料用力尤勤。從他的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出

率意雄肆、極富現代氣息的多種面貌。
事實上，除了書法，顧風還十分擅長繪畫。他的畫

作以深厚的古典文化為底蘊，繼承了揚州八怪寫意的
文人畫風，講求性靈，豪放縱逸，不落窠臼，富有獨
特的個性面貌。

融入文化探索藝術
揚州自古以來人才輩出，顧風深受揚州文化滋養，

此次展覽的作品內容不僅反映揚州地理特徵、城市歷
史、影響力及歷代行政機構的嬗變沿革，而且展示了
揚州歷年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同時從歷代文章、唐
詩、宋詞、元曲、明清詩歌、楹聯中選取了部分代表
作品，這三個部分互有聯繫、各有側重，系統地反映
了揚州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也展現了顧風在藝
術道路上的探索。
顧風認為，此次展覽還不盡成熟，「但作為我的一

次重要的藝術實踐，對我自身來說，無疑是一個全面
鍛煉和提升的機會，它使我獲益匪淺，讓我從中收穫
了成長和進步。」通過展覽，也有更多的人從書法藝
術中領略到了揚州的歷史風采和城市魅力。不少看過
展覽的觀眾都被顧風中國式的獨特表達、鮮明的藝術
風格、豐富的書體、深層次的內容與文化內涵所震
懾。顧風表示，希望更多的學者、文人能為中國文化
事業的傳承和發展盡心盡力。展覽將持續至6月28
日。

顧風：盼更多文人為文化事業盡心

生於上海，長於台灣，羈旅海
外六十餘年，蕭勤的生命軌

跡使他成為穿梭東西的「二元
人」。而他那強調獨立思考和時代
個性，細細將東方的玄學思想與自
我生命體悟研磨為綿密顆粒散佈於
顏料當中，所創作的繪畫，無疑亦
是「二元」的畫。作為台灣現代抽
象藝術先驅及「美術現代化運動」
先鋒，蕭勤1952年已來到位於台北
安東街的畫室，追隨李仲先學習西畫。回憶起老師因材
施教，鼓勵學生尋找個人特色的教學主張，蕭勤說：
「那時候大家都很窮，沒什麼錢，李仲生也是。他工作
室很小，陳舊的石膏像半面黑灰，半臉泛白。我們四個
學生一班，兩班輪流，素描習作進行當中他一言不發，
就在後頭觀察。從來不動手幫我們改畫，甚至連碰都不
碰，只在必要的時候稍微『點撥』一下。」

「自我探討」的自覺培養
蕭勤認為身為老師，假如連每條線怎麼畫都忍不住要
糾正學生，那就不是藝術家教藝術家，他笑稱：「大概
由於李老師當時就發現我是個愛好顏色的『好色之
徒』，所以才鼓勵我在顏色方面多發揮吧。儘管李仲生
本人未曾從事抽象繪畫，但他能通過觀察分析出學生的
潛質。後來我們班上七八個人，人人作風都不一樣。」
李仲先不僅在蕭勤藝術生涯的早期，為他鋪下了「自我
探討」的伏筆，更重要的是嘗試引導蕭勤由中國文化傳
統中汲取養分。因此佛教造像、書法字行、象形文字、
京劇服飾色彩、民間藝術造型等元素均曾在蕭勤1950
年代的作品中粉墨登場。
然除李仲先的影響外，還有哪些經歷或思考令蕭勤決
心將東方文化的因子糅入西方抽象的傳統審美標準？大
師的答案坦誠得出人意料。不過聊中西結合前，還是應
該按部就班，從在台灣發展抽象理念的源頭說起。蕭勤
表示，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畫有形的事物都有可能被
「戴帽子」，「帽子」一旦戴上便可能就此「蒸發」，
所以從事抽象繪畫某層面上說是出於人生安全的考量。
不過他也強調：「具象的東西，畫來畫去，它就仍是
它。但脫離具體形象後，我就可以隨自己腦筋去發展，
思想反而自由了也寬闊了，這點非常重要！只可惜當時

我們是台灣的『第一代』，只有西方能接受這些現代
畫。所以我1956年去了西班牙，在歐洲我遇到了另一
種恐怖，那就是怎麼吃飯。」

回歸東方文化根源
「赴歐遊學」四個字雖然聽上去浪漫無邊，但現實卻
比想像骨感。「馬德里的藝術過於保守，所以我跑到巴
塞羅那去，獎學金都不要了。可到了巴塞羅那，我還是
覺得保守。一天24小時，我需要思考究竟什麼是遊
學，也要想辦法賺錢，別的工作又做不好，只好把主要
的精力集中在創作上面。當然也不是全部精力都用來畫
畫，還要研究研究賣畫的學問。」蕭勤坦承轉行的念頭
也曾在他的腦海中盤旋而過，「1963年，我將一批畫送
去米蘭當地一間畫廊，我們已經合作近三年了，但畫廊
老闆把那批畫統統退回來了，後來我又畫了一些，同樣
地送去後，又被退了回來。」
雖然藝術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但蕭勤卻沒有退縮，

「我並不特別。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我要什麼。我要走
我自己的路子，所以努力下去。如果我跟隨他人的步
伐，我就不叫蕭勤。說起來很簡單，可實際上很困難，
因為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就意味着要對別人走過的路了
如指掌。」在西方藝術思潮的衝擊下，蕭勤身為文化他
者的身份意識一步步甦醒，「這一輩子我生在東方，又
跑到西方去學習生活，所以兩種文化的結合是很自然的
事情。要不然，我在西方做中國人就很虛偽了，在中國
做西方人更是有病。何必呢？我這個人的文化裡面一定
是有兩種成分的。」
1960年代前後，蕭勤開始對禪、道、老莊思想產生興
趣，以帶狀的曲線或直線捕捉出光線的律動，或運用抽
象符號配以大片的留白空間展現東方意韻；時至上世紀
70至80年代，蕭勤踏入「大炁之境」，用排筆在紙和

畫布上運筆創造宇宙能量運行之「勢」；而近年的「宇
宙大能量」系列則在濃豔的色面上運用「點」的聚散和
同心圓的擴張，展現宇宙及人類生命和諧共生的精神意
識。對蕭勤而言，「宇宙大能量」是銀河星體的本質，
是創作與靈感的來源，更是精神、生命、宇宙的關聯。

文=香港文匯報 蕭=蕭勤

文：兩千年以來您不斷透過自述文字及繪畫作品強調
「宇宙大能量」，今次在「3812畫廊」所舉辦的
畫展亦命名為「無盡能量」，請問我們在展覽中所
見到的大小不一的「圓」，同心圓，半圓，旋轉的
圓，整圓，所代表的是宇宙或能量嗎？

蕭：每一個個體，不管人或物都是能量的存在，石頭也
是能量，不過動作慢一點罷了。其實整個世界宇宙
叫我說都是圓形的，不論如何進化旋轉，它的形態
都是圓的。你看星雲它們是圓形的，從來沒出現過
方形的或者三角形。我覺得圓形是一個很自然的想
法，只是合乎現實而已。這個東西非常抽象，是無
限的。我不是在解釋宇宙的結構，這不是我的事，
我只是在畫一種感覺，主題探討的是各種各樣能量
的存在，我就憑我的感受來畫這種感覺，怎麼畫的
我也不知道。

文：您曾表示自己希望可以去外太空旅行，也相信外星
文明的存在，更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人」。
請問究竟何為「宇宙人」？

蕭：我們人人都是宇宙人，毫無疑問。因為我們也不知
道自己真正是從哪裡來的。至少我們不只是從我們
媽媽肚子裡生出來的。我們還有好多好多「世」。

這麼多「世」，你是怎麼走過來的，走過了什麼樣
的經驗。如果能夠打開自己的思維，不論職業、性
別、年齡，終究會發展成宇宙人。聽起來好像很荒
誕，可實際上沒什麼好奇怪，只是我們不習慣談這
個話題。

文：您自身是基督徒，但作品中不僅包括道教、佛教等
哲學思想，甚至對外星文明興趣濃厚，請問，您如
何平衡上述理論，運用在創作之中？

蕭：我的父親是無神論者，我五歲那年父親去世，母親
帶我到教堂去，經過受洗成為基督徒。但我認為人

不應該被教義所
束縛，上天把我
們自由地放在天
地之間，我們應
該自由去選擇，
去累積，為生命
增加厚度，做一
個有獨立思考能
力，有腦筋的
人，對世界有好
奇心那才是最重
要的。

展覽時間：由即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
展覽地點：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18號3812畫廊
展覽作品：蕭勤1963年至2014年代表作

蕭勤蕭勤：：二元共存二元共存的的「「宇宙人宇宙人」」
善惡，陰陽，虛實，物質

與思想，天地間的能量總是

兩股相互拉扯彼此制衡，又

共同攜手相伴相長。這種二

元性的狀態既是蒼茫宇宙之

常態，也是台灣抽象藝術大

師蕭勤創作脈絡中美感思維

的主體，他畫筆下的方與

圓，直線及曲線，黑白和色

彩反覆地排練組合着。畫家

用西方的抽象圖式創造了兼

具東方哲思與具世界性語言

的中國現代藝術，更懷抱兼

容並蓄的好奇心，以「宇宙

人」的姿態去探索天人、物

我、主客之間共生互動的

「二元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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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的體現心靈的體現》》

■■《《飛越永久的花園飛越永久的花園--1919》》■■《《上善若水上善若水》》

■蕭勤認為如果能
打開自己的思維，
人人都是宇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