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27 藝 粹文 匯 副 刊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作為孫
中山曾經求學和革命思想的發源地，
本港將會舉行各種不同形式的紀念活
動，以迎接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時
刻。日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陳成
漢接受記者訪問，詳細介紹了相關展
覽活動的特點以及意義。
據了解，今年的展覽活動將會呈現
出多元化、多角度的特點。不僅會在
歷史博物館舉行活動，同時也會在中
央圖書館、孫中山紀念館舉行不同主
題的紀念展覽，力求全方位、多角度
展現孫中山與他的同志一生的革命生
涯。

中圖的大型佈展
今年是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為隆重其

事，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
一百五十周年大型展覽籌委會攜手合作，假香港
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全港最大規模的文物暨圖
片展覽。展覽以孫中山一生故事為主軸，介紹他
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以及他為中華民族遺留下來
的精神遺產。
本展覽展出約一百五十組來自美國、英國、台

灣及本地的文物，不少展品更是全球首次公開展
出，包括最為矚目的致公堂匾額和對聯，以及中
華革命軍籌餉局的單張及捐款收據，孫中山在二
十世紀初便有賴致公堂的幫忙在美國宣傳革命和
籌款，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其他重點展品包括孫中山在香港求學時送贈教
務長孟生醫生的銀杯、孫中山在夏威夷與家人的
合照、孫中山母親楊太夫人在香港的墓葬紙，以
及孫中山任命王寵惠為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的

委任狀等，可讓公眾人士從宏觀的角度了解孫中
山的一生，以及他如何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復興之
路。歷史博物館館長陳成漢表示，在全部展品
中，包括了民國成立時的巨幅的五色共和國旗，
且展品亦體現出華僑支持革命的歷史脈絡和線
索；同時，他還向記者表示，展覽會設置七組互
動環節，方便青少年對展覽資訊有更好的掌握。

歷史博物館之趣
同樣是為紀念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香港

歷史博物館舉辦趣看孫中山及其時代展覽，透過
具歷史價值的畫報、圖片、錄像和多媒體節目，
讓公眾認識孫中山和革命人士的事跡，以及他所
身處的時代。
今次展覽亦會展出求學時期的孫中山塑像，以

及多組錄像和多媒體節目，為公眾人士生動地介
紹孫中山的生平，以及他與香港密不可分的關

係。
孫中山的革命順應歷史潮流，包括甲

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日俄戰爭等戰
事，以及國內的戊戌維新、立憲運動、
五四運動等重要事件，都為孫中山提供
了契機，與他的革命事業產生互動。展
覽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以不同的切入點
為參觀者介紹這位一代偉人的事跡。陳
成漢對記者說，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更多
是針對中小學生，所以趣味性會非常之
強，展覽形式以及互動環節也會更加適
合中小學生的口味。

經濟計劃的追憶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先行者，也

是中國近代經濟建設規劃的先驅。孫中
山先生於一九一七年開始撰寫《實業計劃》，闡
述他實現中國工業近代化的建設藍圖，希望藉着
這個包含交通、工業和礦業在內的龐大實業發展
計劃，使國家走向富強。可惜礙於當時的歷史環
境，孫中山先生最終未能實現他的夢想，但從長
遠的歷史發展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方面而言，《實
業計劃》確為中國勾勒出一幅較全面及有遠景的
現代化藍圖，並為近代的中國工業和交通建設提
供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孫中山

紀念館與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合作，通過歷史圖
片、文物和互動展品，介紹孫中山先生理想中的
經濟建國藍圖，旁及航空救國及當今中國現代化
建設的成果，藉此緬懷孫中山先生對建設國家所
付出的心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圖：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是次展覽展出劉國夫逾二十幅新作，當中包括兩個
系列的作品──「敞」和「彌漫」。據策展人夏

可君博士介紹，這次展覽是劉國夫在2012年作品出現
一個新的轉向之後的呈現，在繪畫語言上，在圖形
上，在創作的手法上，以及他產生的一種精神的mind-
scape，一種意境，都有了一個徹底的改變。這些作品
也是他準備了一兩年才展覽的。劉國夫的創作其實分
成了幾個階段，「2003年是一個新的起點，那時的作
品主要不是在當代藝術的領域裡創作，是一些寫實
的，那時的創作也是屬個體性的。然後就進入了當代
藝術的領域，當代藝術就是有自己一些語言上的共
享，比如『迷牆』系列、『異景』系列，還有『惡之
花』系列，那個系列是屬於表現主義的，像是有一種
佛教的佛光，有一種尋找神聖的光的感覺，以至個體
深沉的情緒和情感，帶有那種悲愴和悲劇性的表現
力，憂傷而惆悵。而進入2012年以後，可以說是一個
革命，一個原創性的語言的共享。」

從兩方面理解「虛筆」二字
何謂虛筆呢？劉國夫認為可以分別從技術層面和精
神層面來理解，但他強調任何技術都是由心而發的。
他表示所謂技術上的虛筆就是筆觸落在畫布上的留存
方式，「西方人對油畫材料的理解都是很有厚度、很
有覆蓋性、很物質性的那種東西，東方人通過物質來
表達對世界的另外一種理解方式，而我就不想讓自己
對於材料、繪畫本身的理解是按照西方的那個邏輯方
式來感受，所以我就選擇了和他們有差異性的對材料
的理解方式。但任何類型的畫家，不管畫的是什麼，
筆下所表達的都是跟自己的心境聯繫在一起。」劉國

夫認為任何的技術都是由心而生，由個
人的精神而產生的，而不是空洞地想像
出來的。「這個並不單是表面的一個虛
實問題，這個『虛』就像是老子莊子那
種虛無的狀態，對世界的那種感知和認
知的方式都相關地連在一起，當中存在着一個很大的
精神、能量的狀態。」

「敞」和「彌漫」系列打開新一頁
是次展出的「敞」和「彌漫」系列都是2012年後的

作品，而其中「敞」的系列和劉國夫之前獨自在新疆
生活的經驗不無關係。劉國夫憶述當年一個年輕人來
到新疆這個遙遠而不受約束的異地，那種自由感油然
而生，心胸像是一下子給打開了。這次其中一個系列
「敞」也是代表着那種打開的、自由的精神。所以夏
可君表示當年在新疆的生活經驗對劉國夫2012年作品
的新風格有一個間接的推動力。「其實藝術家最終的
創作都是靠自己的內在精神來支撐，而並不是靠某一
個設想的點子或者一個所謂的方法論，其實方向比方
式更重要。」
「敞」和「彌漫」都屬於2012年以後的同期作品，

談及新作品有何特別之處，劉國夫表示其實所有的作
品對他個人而言都是一種情緒或情感的表達。「我作
為社會上的一個個體，藝術家也是作為整個社會的一
部分，我們的情感也應該是一種普世的情感，藝術家
要通過自己對文化的一種提煉，這個提煉還包括一種
對中西方文化選擇的一種主動引導，或者主動地拒絕
然後產生的一種文化上的有價值的呈現。在這種狀態
下，每一張畫到最後都是作為一個社會對存在的生命

的個體的一種體驗狀態。」
劉國夫的畫強調光感與氣感的融合，那麼怎樣才能

表現箇中的精髓呢？劉國夫認為光和氣是決定一幅畫
是否有靈魂的重要因素。「一張畫是靠每一個筆觸不
斷地去構建，才產生一幅畫的。其實所謂的光和氣，
就是我們所說的氣韻生動，氣是運動的，光也是在運
動的，它不是以一種固定的方式存在，而是鮮活的，
以一種疑幻的方式呈現。」劉國夫多幅作品的畫面都
是黛藍色，予人深邃而沉鬱的感覺。「黛色是中國一
種很美的顏色，像是夕陽西下時，我們看到遠山那種
蒼茫而帶有無盡情緒的那種狀態下的顏色，另外藍色
可以表現那種憂鬱而優雅的感覺。」

勇於開創新角度
對於創作，劉國夫特別強調一種獨特性，用自己的

邏輯方式把藝術新的一面呈現出來。「藝術和科學為
什麼值得人尊重呢？是它會帶來一種新的東西，而繪
畫上的新東西指的是以前的藝術家是如何呈現這張畫
的，你是否能以個體一種相對不太一樣的邏輯方式來
做這件事，就是你能不能給作品賦予一種新的視覺感
受，或者一種新的觀看方式。」
從近處看劉國夫的畫作，筆觸似乎都是躁動而凌

亂；但從遠處欣賞，卻予人虛靜的感覺。劉國夫認為
一幅好的畫作需要兼顧正反兩個方面，也就是張力與
張力的形成，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劉國夫的作品看似很
厚，實質卻畫得很薄；筆觸看似躁動，但卻是虛靜
的。
劉國夫坦言從來不把畫畫當成一種任務，又或者是

一份工作，對他而言，畫畫是感情的一個出口，是一
種心靈的慰藉，和他交談的過程中，能完全感受到他
對創作的那份由心而發的追求與熱愛。「通過繪畫，
通過顏色，通過畫布來釋放自己的感情。我幾乎每天
都畫畫，如果一天不畫畫就覺得有點不踏實，這對我
來說是最愉悅最安慰的事。」

過百展品齊亮相 追憶中山革命史

劉國夫劉國夫
劉國夫，一位低調而充滿才氣的畫家，以「虛筆」作為表現手法，創造了

一種獨特而感性的繪畫語言，代表了當代中國虛薄藝術的卓越成就。是次他

在3812畫廊舉辦的「虛筆──劉國夫個展」則別具意義，因為這是他首次在

香港舉辦個展，正如劉國夫所說，很多藝術家都會參加藝術聯展，但個展的

意義卻是與別不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氣韻之間的氣韻之間的「「虛筆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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