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江蘇省書法院舉辦之
「年度學術提名展．行草篇」現正在南京宣和美術館舉
行，本次展覽旨在推動書法創作的本體研究，所展出的
三位青年書法家的作品被認為代表了當今江蘇青年一代
行草創作的最高水平。
江蘇省書法院「年度學術提名展」是由該院打造的一
個書法學術展覽品牌。展覽重視學術、提倡多元。江蘇
省書法院院長、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李嘯表示，
「提名展」不確定次數，重每次展覽的學術質量，提
名作者都要具備鮮明的個人創作風格和學術主張，並在
每次展覽的組成群體中都要極力避免書風雷同、觀念雷
同的現象。目的是通過綜合的展覽、評論和學術研討活
動，繁榮書法創作，促進書學研究。
本次入選「提名展」的是三位「70後」書法家——許

達、紀松、李守衛，三人皆是近幾年在江蘇乃至全國書
壇聲名鵲起的後起之秀，且都擅長行草創作，作品均大
量入選各類書法展並獲獎眾多。李嘯指出，行草書創作
是江蘇書法創作的優勢項目，歷來名家輩出。許達、紀
松、李守衛三人是當今江蘇行草書創作的佼佼者，作品

各有特色，可謂代表了當今江
蘇青年書法家行草創作的最高
水平。
著名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

會副主席言恭達也稱讚本次
「提名展」展出的作品「很養
眼，更養心」，並認為許達、
紀松、李守衛三位「70後」雖
然作品各具特色，但身上共同
擁有對中國書法和文化的人文
情懷。言恭達強調，中國經過
30多年的書法熱，當下應該進
行反思和回歸。即在市場經濟
條件下，書法家應該思考一下
如何守護文化靈魂，回歸藝術
本真。
「當下的我們多了急功近利，多了幾許浮誇，溯源求
本勢在必然，這就是一種調整和撥亂。」入選本次展覽
的李守衛亦指出，我們生在當下，空前繁榮，遇到最好

的機遇，但是真的不夠自信，特別是面對前賢留下的經
典時，自己的草書一寫完就有想撕的衝動，想法很多但
是都沒有一點表現出來。
今年剛好40歲的李守衛謙虛地說草書的豐富性和深

刻一直是自己嚮往的，但是自己在創作時還是不免流於
膚淺和單薄，「我想一定要錘煉多年，一定要把想表達
的呈現出來，真正能夠心手雙暢，也許那時的我對草書
又會有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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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在認真觀看
書法展。

■本次「提名展」展出的李
守衛書法作品。 賀鵬飛攝

「大千世界」是今年香港國際攝影節的大會主題，八月至十一
月將陸續推出「千戶」、「聽日你想點」以及「世界新聞

攝影」等重點展覽。香港國際攝影節主席高志強表示，所謂「大千
世界」雖然是佛學中的宇宙觀，但與旗艦展「千戶」的策展理念遙
相呼應。他說：「儘管『大千世界』無邊無際，沒有時間或空間的
開端與終結，然而始終由不計其數的『小千世界』組成。有道是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就像是社會這個大概念裡的每一個家庭，
他們可能色彩絢爛，也可能光怪陸離，眾生皆有其自在的一片小天
地，那就是『家』。」而「千戶」想體現的正是現代社會中千家萬
戶的不同形態，因此13位攝影師拿起相機，透過鏡頭來觀察並捕捉
「家」的不同面貌和意義。

民以食為天相機食咗先
據香港國際攝影節發起人沈嘉豪介紹，「千戶」攝影展大致可以
被區分為兩大主體，當觀眾一邁入展廳，自然就會被眼前上千張與
食物陳設、進食姿態、用餐環境相關的相片吸引。一堵貼滿照片的
牆壁上，不僅有被精心拍攝的中西美食、點心、甜品，還有那最真
實、最打動人心的「聚餐」故事。如果每張餐桌都有記憶，他們的
腦海中肯定深藏食客數不盡的嬉笑怒罵、眉目傳情、落淚傷心或
激動狂喜。透過吃飯，人們聯絡並分享感情。所以除了滿牆的「食
物相」，我們還能見到不少「一圖難盡」的人物關係，例如小心翼
翼往孩子嘴裡餵米餬的母親，連吃飯仍摟愛妻的中年男子，三代
同堂熱鬧歡喜的家宴，以及獨自一人捧麵條的少女，甚至是眼巴
巴望雪條的小兔子。這組來自於《拍住食攝影比賽》中的獲獎及
精選作品的圖像，就是就是「千戶」攝影展的第一部分。
高志強說：「我們希望結合大家日常中最熟悉的食物，來表達港
人的心中所想。」在攝影正處於新舊科技交替的年代，隨智能手
機的全面普及，拍照成了每個人記錄生活的日常習慣，坊間流傳一
句俗語——「民以食為天，但首先要相機食咗先」。用餐前拍照不
是單隱藏想要「晒幸福」的動機，亦包含了非常多不易察覺的社
會關係。如果說逾千張「食飯照」是整場展覽的「前菜」，那麼展
覽的第二大主體中，又涵蓋「樂活」、「關愛」、「回憶」三道主
菜。「樂活」囊括了家庭相簿中歡快溫馨的場景；「關愛」嘗試探
討家人間因而生的束縛、爭執、包容與放手；而「回憶」則濃縮了

對遠離塵世親人最深切的思念。

家庭中的幸福與衝突
「樂活」呈現的是幸福家庭的影像，熱

愛角色扮演的日本攝影師淺田政志，每逢
家庭重要紀念日，就會租用一個場景，邀
家人和一起打扮成消防員、餐廳職員等角
色拍照，選擇用幽默的方式記錄人生的重
要階段。拍攝過程中淺田政志常常一人身
兼多職，不但要負責攝影，又是演員和導
演，忙前忙後的他卻不敢保證家人樂在其
中。他說：「多數情況下，宣佈攝影結束
才是家人最快樂的瞬間。從那一刻開始，
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拍照的樂趣。因為穿制服時熱時冷，有時
累，有時睏，還會被圍觀，所以只有放下相機家人才真正輕鬆下
來，同時產生共完成一件大事的成就感。」在淺田政志心目中，和
家裡人圍坐在一起挑選相片，分享拍照時難忘的瑣事，是促使他想
要不斷拍「家庭戲劇照」的最大動力。
除淺田家頗具喜劇色彩的家庭照外，觀眾在「樂活」部分中還能
一賞已故攝影大師何藩的經典黑白街景照，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
街道上，孩子們在陽光充沛的小巷中愉快地奔跑。那個年代街道就
是家的延伸，鄰居亦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這組珍貴的圖像留住
了老日子中的暖意。而內地著名新聞攝影師楊紹明，則用隱形視角
抓拍了不少前國家領導人的家庭生活照，鏡頭下的領導們從容自
在，享受天倫之樂。不過在「樂活」區塊中，攝影角度最有趣的
還要屬本地攝影師陳國宗，他反客為主，以家庭中的非人類成員視
角，如金魚、貓狗去看待家庭生活中的發生點點滴滴，作品極富童
趣。
與節奏輕快的「樂活」相比，「關愛」旨用圖像引領觀眾展開深
度思考。今次攝影節的策展人黃啟裕表示，每個人對「家」這個字
都有不同的想像和見解。它可以是溫暖的，像小學生在作文中描述
的那樣：整潔舒適又安康，父慈母愛，兄弟姐妹一團和氣。這種成
員相互支持，關係親密的家庭是我們對傳統家庭最美好的，甚至是
烏托邦似的嚮往。然而，家庭既然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長期
一同生活也就很難避免不平等或矛盾。黃啟裕舉例說：「可能正是
人們依然用最常見的核心家庭觀點來看待空巢家庭、同性家庭、單
親家庭、一人家庭，所以才會產生認知上的衝突，從而增加互相間
的爭吵。」所以「千戶」希望能為觀眾展示「家」的更多可能性。

用影像壓縮的大象
《拍住食攝影比賽》最佳系列作品獎得主黎浩賢要求被拍攝對象
採用最直白的方式——綑綁去表達他們之間的愛與束縛。女性攝影

師陳泳用裝滿舊物的藍色塑料袋、照片、動態投影來展現她與母親
之間相互拉鋸又不忍分離的複雜關係。知名商業攝影師朱德華，先
把自己的相片印在透明膠片上，再分別將其與七位家庭成員的面孔
重疊，代表緊密血緣關係中的相似與區別。而自視為電腦人的劉祖
江則拋開家庭中的「核心」——人，企圖用三位「一人家庭」主人
的物件展現出他們各自的生活狀況。當記者問及劉祖江何為「一人
家庭」，他回答道：「就拿我拍攝的三個家庭來說，一位是兒女不
在身邊，已離婚的家庭主婦，她長期獨自居住。一位是從荷蘭『回
流』的中年女子，家人都在荷蘭，雖沒有在香港長住的打算，卻一
直住了下來。最後一位是我的一位攝影師朋友，他和妻子分開後，
自己一人生活。」
「對他們而言家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家中僅陳列對他們而言最
重要的東西。但回過頭來想想，現代社會中就算住在一起的人也可
能各自在房間做自己的事，和『一人家庭』到底有多大的分別？」
劉祖江提到自己未來仍希望延續「一人家庭」這個攝影主題。但由
於要踏足他人的私密空間進行拍攝，「所以在創作前必須要與被拍
攝家庭的主人建立信任關係」，在劉祖江看來，這也是該系列攝影
最大的難度所在。「關愛」區的最後一部分，是常霖法師將「家
庭」這一概念的徹底昇華。他把對親屬的愛推展至眾生，包括去愛
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廣闊的宇宙在法師眼裡同屬一個大家庭。與
劉祖江一樣，常霖法師也認為假若身心協調，獨身也是一個完整的
家，否則即便和他人組成了家，也未必完整和諧，他特意將把攝影
印製在鐵片上，置於自然環境當中，靜待日曬雨淋對在鐵板上留下
痕跡，寓意歷經塵世磨礪後，生命中不容執的洗禮。
展覽的尾聲名為「回憶」，可以說是個裝滿攝影師們懷念的「大

匣子」。劉智聰在本地的廢棄建築中尋尋覓覓，發掘被遺留的家庭
舊物並拍下來，與二手市場淘回來的老相片一起裝幀，製作成家庭
相簿，為回憶存檔。蔡旭威刻畫的香港洗盡鉛華，無聲無息。他用
孤獨的救生圈、斷裂的大橋、無人居住的樓房，一次次提問：時至
今日「家」是否仍具有連結人的功能，又是不是一個救命的港灣。
陳的把黑白照片投影在展廳的天花板上，觀眾只能逐個進入暗房，
躺在鋪白色床單的鐵床上，聽雪糕車所發出的音樂，仰頭觀
賞。沈嘉豪認為，陳的是將自己對父親的回憶，全部壓縮在了這個
空間裡。而劉天麟則從兩個角度審視不同人回憶。在「回歸」系列
中，他展現出對末期病人的關懷，為難以離開老人院或醫院的老人
家製作巨型背景板，完成他們在憧憬之地與家人合影的心願。在
「淡」系列中，他又刻意讓人物失焦，為觀眾營造時間的流逝感
受。劉天麟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消失，只是所處的時間軸位
置不同而已。希望人們徘徊在兩組作品之間，能夠珍惜眼前人。」
倘若一張相片能概括一場展覽，「千戶」應該是張合影，一張伴侶
親子關係變化萬千的新型家庭的眾生相。

作為一個基本單位，家庭就像是「有機生命體」社會中的細胞。通常提起它，多數人腦海中就會立刻浮現出一張和樂融融的全家福。但一個居住空間內若是缺少部分「家庭成員」，甚至可能沒有固定的物理區域，還能被稱之為家嗎？2016香港國際攝影節旗艦展覽「千戶」的十三位參展攝影師，分別從個人、親人、生命、歷史、空間等角度出發，嘗試用影像投射、相片重疊拼湊或多媒體等實驗性的方法去拓寬觀眾對「家」的理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觀現代家庭眾生相觀現代家庭眾生相

■■每張每張「「食物相食物相」」背後有都有一個背後有都有一個
動人的瞬間動人的瞬間。。

■■淺田政志與其攝影作品淺田政志與其攝影作品
《《淺田家淺田家》。》。

■常霖法師
作品《家人
應該互相包
容，而非互
相縱容》。

■■劉祖江與他的劉祖江與他的「「一人家庭一人家庭」」系列攝系列攝
影影。。

■■沈嘉豪與策展人黃啟裕沈嘉豪與策展人黃啟裕。。

■■陳的投影與天花板的陳的投影與天花板的
黑白相片黑白相片。。

■朱德華作品《朱氏家族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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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戶千戶」」攝影展攝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