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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燁 天津報道）
「自然生長——陳澈
個展」日前亮相廣廿
又美術館，這次展覽
也是坐落於天津海河
旁的廣廿又美術館的
開館首展。陳澈相
信，在人們的潛意識
裡都存在着一個「自
然的烏托邦」，藉以
對抗這個現代科技統治下的環境給
人們帶來的種種困擾與壓迫。而這
次展出的作品也表現出了作者對這
個神秘的、未知的、唯美的、夢幻
般的，甚至是充滿恐懼的潛意識下
的內心自然景觀的探索。此次展覽
將延續至10月底。
「自然生長」是陳澈運用敏銳的

藝術直覺和扎實的藝術實踐能力對
自然全新的闡釋和解讀，他為觀者
建立了一個神秘而又多層次化的語
境，從而使觀者可以在欣賞藝術家
作品的同時也展開對自身內心景觀
的自由建構。在陳澈的作品中，抽
象元素和具象圖式融合在了一起，
他充分運用自己的個體經驗並結合

不同的材料與方法，抽象表現性的
隨意揮灑和嚴密精心的細節描繪，
使得畫面呈現出了豐富的繪畫語
言。
到場嘉賓們紛紛認為，陳澈的作

品無論從創作理念還是表現手段上
都透露出對自然的濃厚興趣，走在
其中不由得身心舒悅。陳澈對記者
表示，他從自然中提取了一些元
素，如細胞、神經、水、枝莖，包
括一些生物的形象，把它們進一步
抽象化、符號化。而他的作品則建
構出了多元化的內心自然系統：原
始的生長、建構、聚集、變化、分
離、瓦解、消失以及循環，都在這
個系統中有機地進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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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蕊 鄭州報道）
1,500多年前，南朝
梁周興嗣作了一首長
韻文，由一千個不重
複的漢字組成押韻的
文章，流傳至今。千
年之後，來自河南的
軍旅書畫家張繼獨立
創作出了一篇「新千
字文」，開創了另一
個記錄。
繼去年在北京展出後，張繼
「《中國書畫千字文》詩書畫印
展」日前在河南省美術館拉開帷
幕。《中國書畫千字文》是張繼歷
時3年，運用真草行隸篆五種字體
和九種書體，獨立創作了一篇千字
組成的長文，句句押韻。除了文
字，在此次展出中，吸引眼球的還
有長達75米的繪畫長卷《圖說中國
書畫千字文》。這是作為大學美術
專業科班出身的張繼，歷時一年之

久創作完成的。將中國書畫史以繪
畫的形式進行整體表現，迄今尚屬
首例，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張繼
對二百多位人物進行塑造，尤其對
耳熟能詳的近現代數十位大師級人
物更是刻畫傳神。而在本次展覽
中，張繼還用300餘方印章來表現
《中國書畫千字文》的全部內容，
以彰顯篆刻藝術。
時隔一年再次在老家河南展出，

張繼表示又重新斟酌其中部分作
品，對於不甚滿意的
又重新寫過。張繼並
在此次展覽中舉辦媒
體見面會，表示要將
自己的作品全部捐給
家鄉河南長葛。作為
一個河南走出去的書
畫家，張繼在發言中
提到最多的就是感
恩，感恩家鄉的一路
支持。

第二期賽馬會「藝術館出動！」教育外展計劃
啟動儀式，於早前假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
行，為於本月十一日起至明年七月七日舉行的一
連串本地外展活動揭開序幕。
雖然香港藝術館正休館進行擴建工程，然而，
藝術館的節目卻沒間斷地在學校和社區之間遊
走。因應今次賽馬會「藝術館出動！」教育外展
計劃，香港藝術館製作了一輛藝術教育專車，駛
入不同校園與社區，透過這所流動藝術館，將藝
術帶到城市的每一角落。這輛藝術教育專車的主
題為「字遊都市．寫出香港」，透過有趣的電腦
互動遊戲，帶觀眾遊走香港城市的不同角落，將
隱藏於社區中的名家書跡、有趣的文字藝術和當
代藝術家別具風格的作品向市民呈現，讓他們體
會文字藝術與香港文化，並且認識本地的年輕藝
術家。
香港藝術館館長（中國文物）鄧民亮博士向記

者介紹藝術教育專車的內裡乾坤。車內設有不同
的互動遊戲，並由吉祥物阿墨（中國書畫）、古
仔（中國文物）、油油（歷史繪畫）、阿港（香
港藝術）充當「導遊」，帶領大眾遊香港。首先
是「字在都市」，這是一個在都市迷宮內玩尋字

的遊戲，讓大眾發掘散落在香港不同區域的名家
書跡，透過遊戲介紹店舖及校園牌匾所用的字
體，當中包括出自國學大師饒宗頤手筆的香港大
學牌匾；然後，是「字在創作」，著名當代藝術
家蛙王（郭孟浩）、王天德與徐冰跟大眾一同探
索文字藝術創作的另類可能性和意義，當中包括
徐冰所創的「新英文書法」，結合了英文的符號
與漢字的結構，中西文化相結合，鄧民亮表示透
過此遊戲，可令學生對書寫文字有新的體會，從

筆劃及文字的結構，中英文都可以結合起來。
此外，又有「字在自由唱」，流行曲是香港文

化的一部分，書法家利用膾炙人口的歌曲，透過
文字或與圖畫結合，譜出兼具視、聽之娛的文字
藝術！最後就是「字在生活」，在香港街頭、食
肆餐牌、電影、商舖、郊遊景點出現的種種文
字，在不知不覺間塑造出香港這個城市的獨特面
貌，鄧民亮表示：「其實從食物裡面可以看到生
活，從生活裡可以看到文化，從食物及事物的名
稱中，可以看到中西融合的特色。例如到餐廳我
們會說『落柯打』，這個詞彙已經是香港很地道
的廣東話及富有西式的文化。」
有關計劃的詳情，可瀏覽香港藝術館網頁：

hk.art.museum/zh_TW/web/ma/program01.
html或「藝術館出動！」Facebook專頁，或致
電2721 0116查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嘉嘉

藝術車遊社區
讓大眾尋書跡

「自然生長—陳澈個展」
探索內心自然景觀

軍旅書畫家創「新千字文」

記者日前進入曾傑華的家，能夠看到用不
同材料釀造而成的酒。這些酒在曾傑華

看來，是一種極富象徵意義的社區符號，也是
對自己母親的追憶。在時光的沖刷下，釀酒已
經成為了她感性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曾傑華
不停說：其實自己不怎麼能喝酒。

源於家族的兩種酒
曾傑華說，自己乃是主打梅酒，而這與自己
的母親有很大的關係。她回憶說，外公很喜歡
上山採草藥，然後釀造成跌打酒；而自己的母
親則比較喜歡釀造養生酒。在這樣的家庭氛圍
中，曾傑華對酒也逐漸產生了興趣。
在曾傑華的回憶中，上一代香港人的生活
顯然要艱辛很多。她告訴記者，母親見到日
本的梅酒，覺得味道很不錯，但是很貴；而
她飲過的一些紅酒，口感很好，但價格甚
高。在這樣的情形下，自己的母親親自動
手，選定例如青提、紅提之類的材料，自己
動手釀酒。這樣的釀酒生涯，某程度上顯現
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曾傑華表示，母親過世之後，回憶生活的過
往和點滴，她覺得不能夠浪費母親的心血，所
以決定將釀酒的工藝傳承下去。數年前，她大
膽構想：可否在灣仔一帶自己種植果樹，然後
以這些生果為原料進行酒的釀造呢？在與街坊
的溝通下，他們在堅尼地城發現了一個休憩
處，將從年宵市場上無法賣出的生果、花，購
得之後擺放於此處，以作為釀酒的開端。雖然
不久便被通知移走，但這一嘗試反而讓曾傑華
和一眾街坊們覺得有必要將釀酒與社區進行深
度的連接。所以，她開始找回外公當年釀酒的
配方，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街坊酒莊便出現
了。她說，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營造社區的

精神。

一絲不苟立足本土
釀酒在曾傑華看來，是一項非常嚴肅的活

動。她表示，在自己的心中，釀酒的用料是非
常嚴格的環節，在工序上不能夠有一絲疏忽。
就材料的選取而言，她指出，乃是盡量選取本
地的生果或是作物，向本地的農友購買。她特
別向記者解畫說，很多人對香港有一種誤會，
以為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沒有自我種植的產業
存在；其實，在新界或是離島的很多地方，都
能夠看到龍眼樹。
五年過去了，曾傑華覺得，目前的流動型街
坊酒莊模式，仍舊是以家庭式釀造為中心，但
是卻已經在社區中立足，產生了不可替代的本
土特質。就自己的內心而言，她希望釀酒的工
藝能夠傳承下去。她認為，如同自己當年向外
公和母親學習釀酒一樣，自己的下一代，雖然
並沒有專門學習釀酒，但是卻在不經意中，逐
步掌握了釀酒的技巧，很多時候，生活的美妙

之處，便是在這種無意之間。
釀酒，乃是為了服務街坊和朋友。在街坊與

朋友的口口相傳中，曾傑華的酒鑄就了品牌。
她特別記得，一個朋友在沙灘舉行婚禮，特別
要了自己釀造的酒，這讓她的心中擁有一種欣
慰的喜悅感。

期待小手作人有前途
曾傑華一點都不否認，手作式的街坊酒莊在

香港生存很困難。她表示，僅僅以營養標籤為
例，便會增加不少小手作人的成本。她對記者
表示，很希望香港的小手作人在未來能夠有更
大的發展空間。
經歷了數年，街坊酒莊帶給曾傑華的是一種
本土情懷的驕傲感。在她看來，任何成功和幸
福都不是必然的。的確，要擁有美好的生活，
香港人需要自強。曾傑華非常希望，透過自己
的街坊酒莊，能夠讓大家意識到：生果有時
令，幸福非必然；喚起更多人能夠關注本土的
農業生產。

從家庭走入社區從家庭走入社區
酒香傳遞街坊情酒香傳遞街坊情
酒不僅可以用來飲，同時也可以成

為連接社區和街坊情感的工具。作為

一個對腳下土地有深厚摯愛的香港

人，現於聖雅各「香港故事館」的民

間學堂擔任釀酒導師的曾傑華接受記

者訪問時表示，她希望可以透過酒的

釀造，來帶出一種本土生產、本土種

植的意識，從而令到大家對這片土地

更有情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張繼張繼《《中國書畫千字文中國書畫千字文》》詩書畫印展在鄭州詩書畫印展在鄭州
展出展出。。 劉蕊劉蕊攝攝

■■「「自然生長自然生長——陳澈個展陳澈個展」」開幕現場開幕現場。。 朱燁朱燁攝攝

■■曾傑華希望大眾關注本地農業生產曾傑華希望大眾關注本地農業生產。。 ■■酒莊連接社區情感酒莊連接社區情感。。

■■街坊酒莊曾傑華街坊酒莊曾傑華

■街坊酒莊釀造的酒。

■曾傑華演示釀酒過
程。

■香港藝
術館館長
（中國文
物）鄧民
亮博士

■香港藝
術館製作
了一輛藝
術教育專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