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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
報道）「漢傳佛教祖庭文化繪畫
展」11月中在西安開展。共展出25
幅漢傳佛教大型主題性創作畫作，
這些作品視角獨特，筆法莊嚴，底
蘊深厚，吸引了眾多海內外佛教界
人士前來參觀，同時亦引起不同國
家佛教界的共鳴。
本次展覽由陝西省佛教協會等單

位支持舉辦，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蔣堅永、中國佛
教協會駐會副會長宗性法師、陝西
省佛教協會會長增勤法師等參加開
幕式。
中國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中，有六大宗派首傳

祖庭都在陝西，分別是三論宗、華嚴宗、法相
宗、律宗、淨土宗、密宗，這也為陝西留下了
極其豐富寶貴的佛教歷史文化遺產。長期以
來，一些陝西畫家便以佛教六大祖庭為主題，
創作並形成了一批佛教繪畫作品。此次展出的
25幅畫作，便是這些作品中的代表作。
《說法圖》、《隋開皇三大士之達摩岌多》

等兩幅作品最為引人關注。這兩幅
作品均為印度總理莫迪訪華國禮的
創作者岳鈺教授所作。《說法圖》
主要表現了佛教初創階段的幾個重
大事件，人物形象參考了印度和中
國新疆等地佛教初期人物形象，而
色彩則吸取了敦煌壁畫和漢地佛教
密宗的特徵，展現了佛教佛、法、
僧三個組成的基本條件。《隋開皇
三大士之達摩岌多》中的南印度高
僧達摩岌多，是中國隋代著名的譯
師。其23歲在中印度出家，後於隋
開皇十年（公元590年）輾轉來到

長安，是早期中印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傑出高僧
代表。2015年印度總理莫迪訪華，還專門赴西
安大興善寺參觀了同鄉達摩岌多曾經譯經的地
方。
據悉，為讓自己的佛教繪畫作品更為完善，

此次「漢傳佛教祖庭文化繪畫展」主要作者岳
鈺，曾赴全世界121個國家的900多個著名博
物館進行考察，吸收不同藝術精華。最終通過
自己的繪畫創作，還原了唐代宗教造型藝術與
學術研究的獨特方式，形成一系列佛教人物與
故事的的主題性繪畫創作。在此次畫展上，岳
鈺亦表示，佛教文化作為東方智慧的代表，在
建設「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大構想下，對於拉
近不同國家的心理距離、增加了解和共鳴將起
到很大的作用。

由香港設計總會與深圳市設計之都推廣促進會合辦
的「薪火相傳 深港設計交流－大事記」正正提

供了一個讓我們從歷史中學習的機會。展覽將由即日
起至2017年3月10日假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承接剛
閉幕的第二屆「深港設計雙年展」，使深港兩地的密
切交流得以繼續進行。展示見證了兩地設計行業發展
的大事項：過去四十年，深圳．香港兩地設計行業交
流更縱深化，由點到面，交流舞台越來越寬廣，促進
了兩地設計師之間資源融合、創新創業。展覽透過兩
地設計業界的記錄與代表人物的深入訪問，將得來的
資料節錄並以AR（擴增實境）的形式編寫成互動介
面。參與者將透過自己的智能手機掃描展示的AR碼，
與展覽互動，獲得嶄新的博物館體驗。另外，所有內
容亦會編輯成書，讓深港行業交流帶來新的變化得以
保存。
展覽開幕當日，主辦單位更特別邀得人稱「靳叔」
的「香港設計之父」—靳埭強，連同設計師區德誠及
朱德才一起分享深港設計交流的故事。在分享會中，
親身見證了深港設計交流40多年歷史、熱心推廣設計
的「靳叔」，以香港和深圳設計界「開荒牛」的身
份，喋喋不休地訴說深港設計交流的前世今生。

港設計師把深設計水平推進30年
靳叔出生於廣東，1957年起定居於香港，1976年創
辦設計公司，1979年入選十大傑出青年。他是香港第
一批打出國際名堂的設計師。同時間，香港在1972年
成立了「香港設計師協會」，是香港首個非營利的專
業設計組織。此外，協會創辦了「香港設計師協會
獎」，是亞太區最具規模的跨界別設計比賽。當時，
深圳的設計業還沒起步。然而，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扭
轉。1979年，國家改革開放，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
的「窗口」，能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很多寶貴的經驗
和人才。因此，靳叔應新華社邀請參加交流團，聯同
王無邪及多位理工講師赴廣州美術學院、廣州包裝總
公司進行設計講座活動，將他的設計專業知識傳授給
國內的學生和企業。翌年，深圳特區成立，在之後的
短短三十多年間，深圳從一個3萬人的小鎮快速崛起為
一座人口超過1,400萬的現代化大都市；由荒涼的農村
變身成為「設計之都」。
「那次是我22年來第一次回中國。當時王序和王粵
飛也有來聽我講課，後來他們都成為了國內最頂尖的
設計師。王序之後還來了香港工作。改革開放的空前
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深圳是今天市場經濟發展得最好
的國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經超越了香港。當年我們
這群香港設計師把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帶到深圳，把深

圳設計的水平一下子推進了30年，可說是貢獻良
多。」靳叔自豪地說。

回歸前是扶持回歸後是互補
當時正值「九七信心危機」，港元大跌，經濟不景

氣，很多設計師也選擇移民。靳叔得過「十傑」，取
得了居英資格。不過，勒叔早在70年代就開始反思自
己中國人的根。早年他全盤西化的設計在國際比賽連
番失利，讓他明白到他的作品缺乏了自己的特色。最
終，靳叔從中國文化中尋覓到自己的設計特色。因為
這番反省，才有了他日後融合「方孔錢」、「天圓地

方」等中國傳統文化概念的中銀
行徽設計。「我的根在中國，我
一早就決定了自己是屬於香港、
中國和世界的公民，所以沒有想
過移民。」靳叔說。
80年代末至90年代，深圳的設
計業步入正軌。同時間，靳叔設
計的中銀行徽取得空前成功，在
內地中銀開始推廣，進一步加強
了香港與內地設計界的連繫。
1992年，中國第一個平面設計專
業比賽「平面設計在中國展」在深圳舉行。靳叔解
釋，「這個比賽是參照我們之前在香港舉辦設計師比
賽的經驗，用的是國際評委和準則。當時有三位香港
評委，我是其中之一。連國際雜誌《CA》也有報道這
次具劃時代意義的比賽。」1995年，內地首個非官方
民間設計組織—「深圳平面設計師協會」成立，由靳
叔擔任主席，並在次年舉辦第二屆「平面設計在中國
展」。當時香港設計師也有參賽，但得獎人的設計師
數量比不上內地，證明了內地設計水平的大躍進。
「如果說香港用了10多年就達到國際水平是『奇蹟』
的話，那麼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簡直就是『神話』
了。」靳叔感慨地說。

港設計師不應該抗拒融合
如果說回歸前深圳設計產業還需要香港扶持的話，

回歸後則是一個深港互補不足、互惠互利的局面。這
些新機遇得益於內地經濟和文化實力的日漸強大。據
靳叔透露，深圳政府是最重視設計行業的內地城市，
當年深圳主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時，深港設計師得以
大展拳腳，香港設計師設計的吉祥物最終更被大會採
用。另外，深圳市政府除了資助設計師外，還推行了
「設計之都」等德政。
靳叔認為，深圳企業重視企業形象、重視設計，加
上政府的推波助瀾，市場一直在擴張，比香港有更多
機會。以他自己為例，他在2002年與合夥人設立了靳
與劉設計（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落戶，現在他深
圳的員工數量已經超越了香港。「有一次，一位剛畢
業的香港學生來我公司應徵。我告訴他，我的事業重
心北移，香港的公司沒有空缺了，但我深圳的公司還
需要不少人才，只要他願意到深圳工作，大門就會為

打他開。」靳叔直言，內地市場
的機會非常好，在深圳有很多和
全國精英切磋的機會，香港新晉
的設計師不應該抗拒融合，要把
眼光放長一點。「深圳政府很支
持『深港雙城設計展』，但是很
多香港人看不到內地好的一面。
香港的優勢已經不再明顯，我們
需要增值自己。」
不過，他認為香港設計師依然

有值得稱道之處。「我們重視專
業精神，有完善版權制度，態度認真，所以我們會把
自己這方面的經驗帶到深圳讓他們借鏡。而我們也應
該學習深圳設計師的鬥心和遠大的目光，並把握深圳
的機遇，締造優勢互補的雙贏局面。」

做設計要有關愛謙卑的心
但是，靳叔也提醒我們不應該只向錢看。「就像我

當年把自己的經驗帶到內地，把中國設計提升到國際
水平，是give，不是take。設計本身是為了他者的，而
不是為自己。所以我們做計設要有關愛、謙卑的心。
去年我寫了一本叫《關懷的設計》的書，裡面寫設計
如何可以幫助弱勢社群和環境保育。其中一個案例提
到我們的設計師免費幫單親媽媽設計一種soc-soap洗手
液，讓她們賣這種產品幫補家計。我們現在評獎的其
中一個準則是『設計倫理』，要求設計有社會和人文
的關懷。現在我們在設計展用的木製展板都是可循環
再用的。」
靳叔認為，未來設計業的大趨勢是跨界、多元、互
相合作。「設計這個概念一開始就是跨界的，它是由
工藝和藝術結合。廿一世紀的創意空間比起以前量產
的年代還更廣闊，所以設計公司也易名創意策略公
司。這種轉變和我剛剛提到的『設計倫理』也有關
係。現在做設計不只是好看與否、實用與否的問題，
它還需要尊重別人理性和感性的需求。」
最後，靳叔寄語新一代的年輕設計師，「要認識國

家、香港，水必有源，樹必有根，不要忘本，從歷史
危機中學習。艱難的『適應時期』，我以前也經歷
過，但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設計意念往往
在這個時期蜂擁而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
要是孜孜不倦地累積、播種，將來必有所獲。」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藝術館籌劃的《石渠寶笈之香江拾遺
─ 香港藝術館虛白齋書畫藏品展》將於2016年11月30日至
2017年3月20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趙少昂藝術館舉行，
將展出虛白齋藏品中13件與《石渠寶笈》相關連的書畫作
品，包括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書法精品，以及乾隆皇帝的作
品。展覽亦會介紹《石渠寶笈》，以及上世紀初故宮文物經香
港流散至世界各地的歷史，藉以檢視香港過去在收藏及保存中
國文物的關鍵角色。
展出的13件藏品全部由清高宗乾隆皇帝珍藏、蓋有《石渠
寶笈》著錄相關鑑藏印章的書畫，包括2件唐代（618–907）
寫經卷、1幅傳宋代（960–1279）書畫合璧作品、3件明代
（1368–1644）書蹟和7幅清代（1644–1911）繪畫。這13件
書畫作品涵蓋《石渠寶
笈》內所定多種著錄形
式，包括有：全五璽、全
八璽者；分別載於《石渠
寶笈》初編、續編和《秘
殿珠林》。這些乾隆舊藏
有部分後來曾經清仁宗嘉
慶皇帝和宣統皇帝溥儀鑑
賞，蓋有「嘉慶御覽之
寶」及「宣統御覽之寶」

印，其後曾由私
人收藏家遞藏，
流傳有緒。
故宮的國寶經

香港流散至世界
各地，四、五十
年代，香港一度
成為國寶名蹟﹝俗稱「東北貨」﹞的集散地。當時歐、美文物
商人與中國政府在香港均積極展開收購活動。中國政府最終成
功購回40餘件書畫作品，包括：張大千曾收藏的名蹟顧閎中
《韓熙載夜宴圖》，其他如董源《瀟湘圖》和宋徽宗《祥龍石
圖》亦是從香港脫手賣出。而乾隆珍愛的「三希」當中的王珣

《伯遠帖》和王獻之《中秋帖》，亦是
當年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從香港成功
搶購回國。現時，這些國寶均輾轉回到
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為國家收藏。展出
的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品中13件與《石
渠寶笈》相關連的書畫作品，正是虛白
齋主人劉作籌先生在1949年前後致力收
購從國內流散出來的書畫作品的一部
分。劉先生最後化私為公，於1989年一
併將其虛白齋藏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

看「虛白齋書畫藏品展」
知香港在保存中國文物的角色

展覽詳情如下：
日期：即日至2017年3月20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趙少昂藝術館
入場費︰免費入場
查詢電話︰(852) 2721 0116

佛教可拉近不同國家的心理距離
■■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弘曆弘曆）（）（17111711 –– 17991799））具有生趣圖卷具有生趣圖卷

■唐岱（1673 – 1751 後）秋山不老圖卷

■■劉作籌先生劉作籌先生
19921992年攝於年攝於「「古古
萃今承萃今承」」展覽開展覽開
幕典禮幕典禮。。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
協會副會長蔣堅永
（左四）、中國佛教
協會駐會副會長宗性
法師（右二）為畫展
剪綵。

（記者李陽波攝）

■畫作《善導大
師》。

■■畫作畫作《《說法圖說法圖》。》。

「「深港雙城設計深港雙城設計」」互動互動4040載載
靳埭強見證奇蹟與神話的誕生靳埭強見證奇蹟與神話的誕生

香港依然擁有不少首屈一指的設計師，但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缺乏創意的城市，設計業的黃金期早已過

去，產業向金融地產傾斜，不少設計公司北移。另一邊廂，深圳設計業發展一日千里，但要完全由世界工廠

轉型到生產高增值的創新產品，改變生產一部蘋果手機時大部分利潤都歸於外國企業手中的情況，則路漫漫

其修遠兮。然而，在深港歷史上，設計業也出現過不少波折。香港與深圳設計界也曾面對重重困難才受國際

認可，都是憑兩地設計人不懈的努力才迎刃而解。香港用了十多年就達到國際水平是「奇蹟」，內地花十

多年就達標更是「神話」。因此，我們有必要借古鑑今，香港新晉的設計師不應該抗拒融合，要把眼光放

遠，在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當下，鋪出一條屬於深港設計界的康莊大道。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添浚

■■靳埭強暢談深港設計交流史靳埭強暢談深港設計交流史。。

■■「「薪火相傳薪火相傳深港設計交流－大事記深港設計交流－大事記」」於於1111月月1919日正日正
式揭幕式揭幕。。

■靳埭強以AR技術與展覽互動

■■博物館參觀者透過博物館參觀者透過ARAR技術與展覽互動技術與展覽互動。。

■■「「薪火相傳薪火相傳深港設計交流－大事記深港設計交流－大事記」」的展板記錄了的展板記錄了
深港設計交流的大事深港設計交流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