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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互聯宣佈今年10月，在深圳蛇口正式向公
眾開放，屆時將呈現兩場開幕展：V&A（英國國
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展館的《設計的價
值》及主展館的《數字之維》。
設計互聯主展館開幕展《數字之維》將探索當下
及未來設計的力量，從無處不在的數位化趨勢出
發，以數位化設計作為融合科技革新與人文價值的
平台。通過展示跨領域的設計實踐，《數字之維》
將數位化視作一股重要的創新驅動力，並以最具創
造力的方式審視這股力量。
作為V&A展館的開幕展，《設計的價值》將呈

現在不同社會價值觀驅動下的現當代設計發展歷
程，以此來重新評估設計的價值，明確設計在社會
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該展覽梳理V&A在時尚、
攝影、傢具、產品、平面設計、戲劇和表演等領域
的館藏，甄選國際設計歷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展品，
回應設計互聯的使命及地區行業特點。在創新設計
行業極速發展的深圳，該展覽將首次呈現國際現當
代設計歷史中的重要里程碑。
設計互聯館長奧雷．伯曼（Ole Bouman）表
示：「時代在持續加速，未來屬於那些敏銳的、富
有好奇心與創造力的人，而這些特質也將真正促進
設計與人類實踐的發展。當我們在探尋氣候變化、
健康、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數字化等時下重大議題
時，人類的創造力便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創造力
不僅幫助我們達成目標，更時刻彰顯人類的不懈
努力。我相信設計互聯的兩檔開幕展：主展館的
《數字之維》與V&A展館的《設計的價值》將呈
現當今中國與國際設計與創意文化的廣闊圖景。」
V&A首席執行官蒂姆．裏夫（Tim Reeve）表

示：「V&A很榮幸能與招商蛇口達成此項史無前
例的國際合作，並從2014年開始和設計互聯的團
隊並肩共事。今天，我們很高興地公佈設計互聯旗
下V&A展館的開幕展《設計的價值》。為籌備此
次展覽，V&A團隊兩年來展開廣泛調研，與中國
的大批學者、創意實踐者、老師和機構專業人士深
入交流。我們的合作秉承160年來V&A詮釋並展
示藝術與設計的傳統，以及我們對中國文化遺產的
豐富館藏，是V&A發展進程中令人振奮的新篇
章。我們希望全新的V&A展館將作為設計互聯的
重要組成部分，為公眾提供獨一無二的觀展體驗，
並呈現當下『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轉型的重
要歷史與國際語境。」

日前，銀川當代美術館舉行了「雨滴
的閱讀——西部藝術家文獻展」與「中
國製造003/004」系列展新聞發佈會。
春回大地，當代美術館開啟2017年新
展，也開始播撒新一輪藝術的種子。此
次兩種不同形式的展覽，於3月19日開
展，持續到6月3日。

「雨滴的閱讀——西部藝術家文獻
展」是銀川當代美術館第一次舉辦的文
獻展，由銀川當代美術館藝術總監謝素
貞策劃，邀請20位根植於西部的藝術
家，通過畫作、手稿、視頻和文獻等豐
富形式，全面呈現其藝術創作歷程，靜
下心來，用一個春天來閱讀西部。源於

對西部土地的情感，藝術家們游離的想
像力油然而生，他們的作品充分揭示了
藝術家作為個體的生活經驗和歷史記
憶，其中帶來的批判和反省，體現出最
純粹的原始力量。
「中國製造」系列展覽於2016年開始
實驗，旨在邀請國內外藝術家使用日常

生活中最常見的中國材料製作成藝術
品，重新定義「中國製造」的影響力和
深遠意義。此次展覽邀請了兩位中國當
代藝術家孟柏伸和毛同強：一個展廳、
一件作品、一個藝術家，在預算和時間
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極限的空間挑戰，用
自己的藝術方式呈現「將荒蕪復化為神
奇」。
隨展覽開幕，美術館每周末都特

別安排了豐富多彩的公教活動。參觀
者可以在刻、切、鏟、鑿、劃中感受
拙樸自然，體驗「木刻版畫」；也可
以坐在織布機上，踩踏板，將梭子
穿過麻線；還有陶藝空間、畫筆尋
「主」記、酒香最搖滾等常設活動，
在慢時光中，靜下心來感受生活、體
味藝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即日起至4月30日，當代水墨藝術家王劼音首次
香港個展——「雲煙集翠」於香港3812畫廊舉
行，該展展出王氏多幅布面油畫、布面丙烯和水墨
紙本作品。
在王劼音手中，繪畫的表面生成為一層新鮮又有
重影的胎衣，既有敦煌壁畫的拙樸構圖與古舊色
調，又有花朵充分盛開時的搖曳姿態。王氏
1941年出生於上海，1986年赴維也納進修，其早
期多年進行版畫的學習研究，上世紀80年代末90
年代初開始從事油畫和水墨畫創作。其以超然的方
式遊刃於版畫、油畫、水墨等多種語言方式之間，
對中國傳統文人繪畫的語言譜系進行解構和轉化。
作為中國新繪畫的重要案例，王劼音通過被稀釋

的丙烯在畫布上的滲染性，以極其虛薄的方式隨意
掃塗，線條天真浪漫，色層豐富，斑痕與肌理隨處
點綴，卻生動怡然，一切看起來如同孩子的塗鴉般
漫不經心，表面如同孩子的牙語，其實透出內在的
老辣，王劼音的創作因此被稱為「中國『生拙』美
學的當代復甦」。
王劼音的作品就體現出「水墨性原理」，本次展

覽中，丙烯與水墨作品之間有內在的對話，即讓
事物回到最為簡樸的狀態，或還原為原點，如同水
墨作品與一個個傳統山水畫的「苔點」點出投影一
般的巨幅山水畫，看似抽象，實則隱含自然起伏的
身影，讓我們看到了老藝術家不斷深入存在深淵的
勇氣。

英國國立V&A博物館
10月深圳開展王劼音個展來港

對話當代水墨性原理

展覽詳情：日期：即日起至4月30日 地點：3812畫廊 (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118號地下至三層)

■蘭花，布面油畫。
150 cm x 70 cm，2016

■在水一方，布面丙烯。
130 cm x 65 cm，2016

西部藝術家文獻展 閱讀西部新體驗

藝術為媒，畫筆搭橋
上海畫家筆下的黎里

薈萃了滬上十八名著名畫家三年多創作成

果的《走進黎里——上海畫家畫黎里巡展》

日前先後在上海、黎里和江蘇吳江展出。一

百二十件作品不僅涵蓋了油畫、水彩、鋼筆

畫、油畫棒等多種形式，更從一個側面反映

了這批畫家與黎里古鎮的不解之緣。記者了

解到，經過了三年多的開發，黎里古鎮也將

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對外開放。屆時，這場畫

展有望作為黎里向外推介活動的組成部分，

到更多地方巡展。另外，黎里與周邊的多處

江南水鄉古鎮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也正在順利進行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三十多年前，陳逸飛的一幅油畫
《故鄉的回憶——雙橋》讓世界

認識了江蘇境內的古鎮周莊。此後數
年，周邊的西塘、同里等相繼聲名鵲
起，引無數海外遊人競折腰。而同處江
南水鄉的黎里卻一直默默無聞。

畫筆將古鎮推向世界
三年多前，一個偶然的機會，喜愛旅
遊的上海硬筆畫學會理事長李源德遊歷
到黎里，立刻被這裡的寧靜、自然和未
經過多人工雕琢的古樸之美吸引。回滬
後，他第一時間告訴了一眾喜愛戶外寫
生的畫家朋友：張安樸、陳燮君、夏葆
元、陳逸鳴、楊順泰、鄭辛遙等，從此
便有了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結伴寫生之
旅。此後不久，趙谷行、應小傑、洪鈕
一、楊秉輝、張傳武、李磊、賴禮庠、
宋建社、徐偉德、孫家珮等也先後加入
了寫生隊伍。十八位藝術家不辭辛苦，
風裡來雨裡去，歷經三年多時間，創作
了百餘幅作品，從大尺幅的油畫到小而
精的鋼筆水彩，多角度展現了黎里的古
鎮水鄉美、老街弄堂美、廳堂宅第美、
人文藝術美、自然景觀美，描繪出了一
個古老、淳樸、詩意的黎里。

應邀參與古鎮開發
黎里是愛國詩人柳亞子的故鄉。近年

來，由於內地古鎮開發有過度商業化的
傾向，使得黎里對於開發開放一直非常
慎重。陳逸飛與周莊的情緣盛名在前，
也使得當地政府認識到了藝術家在開發
開放中的獨特作用。歷屆領導班子都對

上海來的畫家非常看重。經過多次接觸
和交流，黎里鎮政府還專門為上海硬筆
畫學會提供了場地，成立了創作基地，
又為他們修建了畫室，以供藝術家「進
駐式、跟蹤式、互動式」的采風寫生和
研究創作活動。

古鎮六美吸引藝術家
上海硬筆畫學會會長、著名畫家張安

樸告訴記者，黎里有「六美」，這是需
要沉浸在裡面才可以逐漸體會：自然景
觀之美、駁岸河埠之美、水上古橋之
美、老街弄堂之美、亭園宅第之美和歷
史人文之美。黎里始於唐元和四年（八
零九年），時為村落，南宋時成為集
鎮，明代弘治年間為江南大鎮。古鎮蘊
積宋元明清和民國深厚的歷史文化。
在煙雨三月置身其中，時時有與古代先
賢對話的穿越之感。
「黎里六美」深深地吸引藝術家

們，大家對黎里也從寫生、研究到創
作，從賞讀、解讀到識讀，從走近、走
進到入駐，從遠眺、隔岸到融入。采風
寫生和研究創作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深
入，越來越進入「黎里新月晨光啟，滬
上丹青破曉煙」的「成為一景、情景交
融」的新的境界。

寫生之餘建言獻策
畫家們這種自覺的文化活動，不僅吸
引了當地的居民，也引起了文化界同仁
的關注。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人大新
聞學院院長趙啟正、原人民日報副總編
周瑞金等都親臨展覽。趙啟正在了解了

畫家們與黎里的淵源後還對黎里的開發
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趙啟正認為，要讓黎里像周莊那樣走

向世界，其開發不是重複她的鄰居，一
定要有一條新的創新之路。「假設黎里
是一位村姑，她如何走向世界？她需要
打扮一下。但是我們絕不能給她整容，
不能墊高鼻子，穿外國衣飾變成外國
人；她一定是中國人，是江南水鄉
人！」這些都需要善於發現美的畫家、
建築家多多參與。
畫家代表、著名的文化人陳燮君也表

示，除了關注硬件的改造，畫家們對
「黎里軟件」也逐步形成了系統思考：
有了「白天黎里旅遊」的良好基礎，亟
需讓黎里的夜晚「動起來、活起來」；
有了「走出去向外輻射」的旅遊思路，
還要有「凝聚資源」、「整合資源」的
「請進來」的互補意識；在「景與
人」、「動與靜」、「布實與留白」、

「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等
方面要提倡辯證思維。
至今，除了舉辦畫展，出版畫冊，畫
家們還為黎里設計了明信片、紀念信
封、郵票等文化產品。根據他們的設
想，未來邀請更多藝術家參與古鎮規
劃，還將發揮他們的知識結構，協助黎
里辦起「黎里學堂」、「美育講堂」、
「名醫坐堂」，讓古鎮不僅只有文化的
空殼，也恢復千年的文化底蘊。

■西部藝術家郭偉的作品
《不斷修正的名詞五》

■「中國製造003」中展出的藝術家孟柏伸的
作品《懸置》

■參觀者在觀看展品

■■穿越古橋穿越古橋，，陳逸鳴陳逸鳴

■似夢中梨花村，陳燮君

■古鎮街景，洪紐一

■道南橋漁鷹，鄭辛遙■退思園的黃昏，夏葆元

■黎里之秋，宋建社

■■畫展現場畫展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