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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數幅色彩繽紛的油畫，皆出自退休人士余婉玲
之手。余女士於兩年多前退休，因退休後過多閒暇時
間，漸感無聊，隨之產生負面情緒。為了令退休的生
活更充實，在朋友的介紹下，她參加了由香港遊樂場
協會主辦、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贊助的「第三齡
藝術大使計劃」。
所謂第三齡人士，即指從工作或家庭崗位退下來的

人，踏入人生另一階段，正享受退休後的黃金歲月。
然而，退休人士面對突如其來的生活轉變，卻未必適
應。若退休人士未能完善處理退休後的種種問題，便
有機會引發「退休綜合症」。而香港遊樂場協會亦進
行了名為「退休人士精神生活調查2016」的問卷調
查，成功訪問了兩千多名已全面及半退休人士。結果
反映了第三齡人士退休後，空餘時間增多，易感寂
寞，而他們亦渴望被認同。因此，香港遊樂場協會便
為第三齡人士提供一個平台，邀請他們參與社區藝術
活動，擴闊社交圈子，助他們尋回個人價值。
是次活動為參加者提供一連串的工作坊，如油畫、陶
藝及書法，更有獎項頒予表現出色的學員。余婉玲便是
其中一名「第三齡藝術大使大獎」的得獎者。退休兩年
多，以往從事文職工作的余女士坦言開始雖享受閒適的
生活，但漸漸地產生寂寞感，情緒也有點低落，於是便
透過朋友的介紹，參加了是次計劃。「在朋友的介紹下

參加了是次的活動，而且又是免費。今次的活動亦有年
輕義工參與，他們從旁協助我們，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義工和導師都不斷鼓勵我。」余女士亦十分積極參與活
動，「我每次都會交足功課，每次的活動也會出席，我
覺得很有滿足感，亦學會很多知識。頒獎禮當天亦有邀
請家人和朋友出席，他們也很替我高興。」
是次活動的特別之處在於除了退休人士參與外，亦加
入了青年義工的角色，令義工連同參與者一同交流藝術

創作，促進長幼共融。周俊浩(Marco)便是其中一名青年
義工。Marco是就讀長者護理專業出身，已有數年做義
工經驗，他坦言十分享受和長者相處的過程。一般年輕
人或者較抗拒和長者相處，「我自己不會覺得長者很囉
嗦或麻煩，可能我本身較有耐性吧，也很喜歡擔當聆聽
的角色，跟他們也有良好的溝通。其實他們都很友善，
也很健談。」問及過程中有否遇到挑戰，Marco則笑指
自己欠缺藝術細胞，有時反而要參與者指導他。

香港遊樂場協會青少年綜合服務註冊社工何敏芝希望
透過藝術教育，讓參加者可以持續學習。「活動的參加
者由50多歲至80多歲都有，一些長者也笑指自己到老
了才學新事物，而且亦有導師和義工鼓勵，整個過程都
很有滿足感，亦能擴闊人際網絡。」她表示當中的活動
亦是特意針對長者而設，例如剪紙可鍛煉他們的手部、
而色彩繽紛的油畫則希望令他們心情更愉悅。

文：朱慧恩

第三齡藝術大使計劃
在藝術創作中尋找人生價值

「早年，國務院僑辦曾面向海外華人進行問卷
調查發現，在海外華人及他們所在國非華裔的心
中，最具代表中國的元素是書法。如果你能夠讀
懂書法，就會發現書法承載了各個時期中國文化
最精華的部分，甲骨文、金文、秦篆、漢隸、章
草、魏碑、唐楷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其實，
在唐朝以前，中國人稱『書法』為『書道』，不
僅強調書寫的技法，還注重修身、養生、悟道
等。書法是中國哲學核心——中庸之道的最高境
界，它可以在紙張上展現無聲的音樂、無形的舞
蹈、無勢的運動，或輕或重、或快或慢、或提或
按、或隱或現。」51歲的南昌籍旅外書法家熊
峰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早負盛名東渡日本看世界
熊峰在3歲時就開始練習書法，24歲時就擔任
南昌市青年書法家協會副會長。他回憶道：「我
年少成名，做生意又比較成功，被周圍的人捧
着，內心是十分膨脹的。1995年，中國江西省
南昌市與日本香川縣高松市為紀念締結友好城市
5周年，由高松市政府捐資1.2億日圓在南昌市
共同興建中日友好會館。會館建立後，我和9位
書法家們分別贈送作品給高松代表們。代表們覺
得我書法功底好，畫面透露出來的乾淨，比較符
合日本人的審美觀。冥冥之中，我就有了想去外
面世界看看的衝動，這股衝動最終成行。」
1999年，熊峰孑然一身來到日本高松市，他
不會說日語，也沒有日本朋友，他的生活起居局
限在一個10平方米的房間裡，還要靠自己去公
用廚房做一日三餐。家鄉朋友看到他的窘境時，
氣得直接把杯子摔了，痛惜地說：「當時你提出
要來日本，我們大家都反對。你熊峰在內地發展
得那麼好，如今何苦來這裡找罪受！你現在趕緊
滾回家去！」
然而，熊峰認為，拋開往昔，從零開始，才能

了解高松的風土人情，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為
此，他在餐廳洗過盤子，在百貨店打過工，以此
度日。他用拖布在地上練習書法，但又無法用日
語解釋他的舉動初衷，一度被同事們誤以為是瘋
子，還遭到上司的訓斥。

邂逅忘年交勇攀書法巔峰
日本崇文重教的氛圍非常濃厚，即便是在高松

市，也絲毫不減：設有書道教室和學習班，還會
經常舉辦各種書法觀摩比賽與展覽。在一場書法
展覽上，熊峰邂逅了一位癡迷書法的老人。一老
一少一見如故，以在紙上寫字的方式，相「談」
甚歡。「相遇第二天，老人就親自開車接我去書
道教室進行書法交流。我在現場臨摹了不同字體
的作品，引得他當即折服。他又邀請我在書道教

室教學，還熱情地向當地人介紹我。農民們知道
我是書法家之後，經常在早晨趁我還沒有起床之
前，將一些新鮮的蔬菜放到我的門口。」他感歎
道。
經老人建議，熊峰後來順利考取了日本書道專

門學校，如魚得水地學習起假名文字。他博採眾
家之長，在中國傳統漢字技法的基礎上融合了日
本假名文字要素的技巧，逐漸形成了獨特風格：
精通楷書、篆書、隸書、行書、草書、行草、狂
草等，擅長臨書、意臨和創作。尤其是筆下的象
形文字書畫相融、行雲流水、揮灑自如。
其間，熊峰獲得了日本師範資格，可以合法從

事書法教育。他成為日本立命館孔子學院內唯一
的書法教授，在日本ＮＨＫ電視台教授書法，在
橫濱中華街專門辦起了中國書法藝術培訓學校，
頗受當地人歡迎。據不完全統計，跟隨他學習中
國書法的有上千名日本學生，其中約50人取得
師範資格，30餘人目前開班授課；近200人獲得
日本各項展覽獎，其中大獎（賞）有3人，準大
獎逾10位。

書法走出去搭建溝通橋樑
旅日多年，熊峰逐漸成為日本公認的中國書法

家。2010年，他受邀參與日本共同社「一月一
字」欄目，對每月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用一個字概
括。這是史上首次有日本重要媒體邀請中國書法
家連續一年為其題字作文。同年，上海世博會日
本館竣工，館內的各個展示廳均用漢字聯接，熊
峰則是經過層層審選之後的書寫者。他在竣工儀
式上揮毫書寫了日本館主題的關鍵詞「聯接」。
「聯接，是文化與科技的聯接，是心與自然的

聯接，是中日雙方的
聯接，也是人與人以
及宇宙萬物的相互聯
接。」熊峰稱，「聯
接」二字也是他的文
化使命。「那怎麼才
能讓以書法為代表的
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寫幾幅作品，辦一兩

場展覽，請名人剪個彩，邀名流寫篇推薦文章，
再以此為資本回國發展，這不是走向世界，而是
個人鍍金。這也是我很少在內地題字贈人的原
因。另外，中國書法推廣需要有延續性，能夠穿
越時空、超越國界而落地生根。」
於是，他又奔赴世界各國開啟新的中國書法傳

播之旅，為多國孔子學院題寫校名，為球王貝利
贈送「榮光」二字。2012年8月，他在泰國與詩
琳通公主一起書寫了「泰中一家親」。2013
年，他成為「第九屆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
的代表，書寫了「中國夢」。同年，在國務院僑
辦與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全程大力支持下，他計劃
5年時間內在30個國家舉辦「穿越時空，超越國
界——熊峰個展」。他的巡展將向世界充分展示
漢字文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過去即是原汁原
味呈現中國歷史上最經典的書法代表作品，現在
則是表現當代書法，而未來則是中國漢字的外
延，將書法更加藝術化，通過書法搭建中國與世
界溝通的橋樑。

旅外書法家熊峰旅外書法家熊峰：：
讓中國書法走向世界讓中國書法走向世界
書法是熊峰生命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書法是熊峰生命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數十年以來數十年以來，，臨池不輟臨池不輟，，讓他熟諳中國書法讓他熟諳中國書法、、日本假名日本假名

書法書法，，擅長臨書擅長臨書、、意臨和創作意臨和創作。「。「書寫中國書法書寫中國書法，，像排兵佈陣像排兵佈陣。。紙是戰場紙是戰場，，硯台是城池硯台是城池，，磨是磨是

糧草糧草，，毛筆是武器毛筆是武器，，漢字是士兵漢字是士兵，，一切準備就緒一切準備就緒，，就等你運籌帷幄之中就等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決勝千里之外。」。」他他

對書法的另類解讀對書法的另類解讀，，如他晃頭甩動狂亂不羈的黑髮時如他晃頭甩動狂亂不羈的黑髮時，，一樣有趣一樣有趣。。而書法戰場上的揮斥方遒而書法戰場上的揮斥方遒，，

也讓他的人生際遇精彩紛呈也讓他的人生際遇精彩紛呈：：以中國為原點以中國為原點，，半徑輻射日本半徑輻射日本、、韓國韓國、、泰國泰國、、美國等美國等，，致力於讓致力於讓

中國書法走向世界中國書法走向世界，，自信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自信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王逍

儘管旅外功成名就，熊峰始
終沒有忘記出發原點。儘管每
次回國行程緊湊，但他還是會
抽出時間關心家鄉的書法普
及，並盡可能地參與其中。記
者曾在江西省中小學書法教育
骨幹培訓班上旁聽了他的講
座，詼諧幽默、旅外閱歷、獨
到的觀點讓他收穫了大批擁
躉。他有點自戀地說：「我可是走到哪裡都有粉絲哩！我的講課精
華被這些老師們吸收，然後他們又將這些精華傳授給他們的學生，
受益無窮也。」
上海世博會期間，熊峰還出資贊助「心靈的聯接——青少年看世
博『和』之旅」，邀請江西洪澇災區和青海地震災區的40名孩子來
上海，看世博，覽天下。他說：「活動之前，我特意確定40名孩子
都是來自農村，我要讓孩子們走出村子，走出縣城，走出省城，去
看外面的世界。而且，我是全程陪同孩子們，和他們在一起，彷彿
回到了我初到日本的歲月。」

回歸原點關注下一代

■（左起）香港遊樂場
協會副總監(機構傳訊及
體藝服務)溫立文、義工
周俊浩、藝術大使余婉
玲及社工何敏芝

■義工周俊浩分享感受

■■熊峰揮毫潑墨熊峰揮毫潑墨。。 王逍王逍攝攝

■熊峰臨書作品之《蘭亭集序》。 王逍攝

■■熊峰熊峰（（左左））書書
寫寫「「我住東江我住東江
頭頭,,君住東江尾君住東江尾,,彼彼
此情義長此情義長,,共飲一共飲一
江水江水」，」，表達江表達江
西對香港的牽西對香港的牽
掛掛。。

■熊峰（左前四）擔任上海世博會日本國家
館漢字藝術總監，並題寫日本館主題「聯
接」。

■熊峰（右二）在泰國與詩琳通公
主（右一）一起書寫了「泰中一家
親」。

■熊峰（左六）與日本學生在一
起。

■■熊峰為橫濱熊峰為橫濱APECAPEC會會
議題寫主題字議題寫主題字「「環環」。」。

熊峰說：「以我多年在外
漂泊的閱歷看來，包括書法
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建
立在高度自覺與自信的基礎
之上，這也是我在日本能得
到認可的主要原因。比如，
我無論白天多忙，晚上一定
會抽出時間來練習書法，這
就是自覺。只有自己練好
了，我才有底氣走出去和別
人對話書法，這就是自信。書法自唐朝從中國傳至日本，如今書法
普及程度反超中國。日本全國各地都設有書道教室和學習班，文部
省規定日本中小學都必須學習漢字，高中畢業生應該認識2000漢
字，不僅能讀，還要會寫。我的不少日本女學生們甚至將臨摹《蘭
亭序》作為嫁妝。這種植根民間的書法熱情，實在令我們汗顏！」
他續說：「高松市並沒有我想像中的繁華，這與我當時心中的留

學日本有着很大落差。但是，我沒有辦法退縮，自己選擇的路只能
死扛到底。還好我靜下心來發現，高松的文化底蘊十分深厚，非常
值得我學習。現在回頭看，如果我不盲目地崇洋，或許就會少走好
多彎路。」

中國傳統文化應自覺自信中國傳統文化應自覺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