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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門（Pearl Lam Galleries）即日起至7
月8日，為英國著名藝術家蓋德．奎恩（Ged
Quinn）舉辦個人展覽《玫瑰、櫻桃、鐵鏽、
火烈鳥》，這是藝術家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展
覽。據悉，是次展覽呈獻一系列描繪風景、海
景、靜物和花卉的作品，以及一些過往創作的
人像繪畫。藝術家使用具體物像建構抽象概念
的方式，探索以圖像詮釋概念的可能，重新聚

焦在對繪畫本質的理解。
臨時建造的木棚屋框線，佔據整個展覽的

四分之一空間，以打破固有的展覽空間，創造
出多種觀看繪畫的物理入口。展覽利用繪畫作
品中海平面的方式懸掛作品，如蒙太奇般聚攏
又分散的畫面，發展出多重意義。展覽亦特設
文獻空間，展示多種圖像以及與展覽和藝術家
相關的材料。 文：張夢薇

蓋德．奎恩（Ged Quinn）
亞洲首場個展《玫瑰、櫻桃、鐵鏽、火烈鳥》

亮相香港

1996年11月，我從洪雅林場借調到《中國
林業報》社作文學副刊責任編輯，有次回家
休假，聽同學說家鄉有位畫家的畫畫得不
錯，便一起去拜訪。畫家叫鄧楓，在洪雅縣
衛生疾控中心工作。去後看到家裡掛了不少
他自己的畫，我是搞文學的，對畫不懂，但
感覺不錯，一來二去，我們做了朋友。
後來我從北京回到四川，調到縣委宣傳部

工作，再後又到雅安市天全縣和江西省林業
廳任職，而鄧楓先生則由於美術上的成就，
先調眉山市東坡畫院擔任副院長，再調四川
省詩書畫院任專職畫家。這期間，我們聯繫
雖少，但得知他的畫先後在中國美術家協會
主辦的全國大展中多次榮獲各種大獎20多
次，3次榮獲四川巴蜀文藝獎；出版畫冊6
部，作品得到書畫愛好者的喜愛和美術界同
仁的認可，個人入選國家畫院「新中國美術
家系列」名錄。豐厚的成績，讓我感到震
驚。

來源生活的藝術創作
說起鄧楓先生的畫，還得從他童年學畫開

始。
鄧楓1960年出生在洪雅

縣一個小職員家庭，家鄉
山清水秀、人傑地靈，自
古文人學士輩出。鄧楓的
爺爺也喜歡書畫，國民黨
時期當過兵，做過部隊文
化幹事，當過洪雅縣實驗
小學校教導主任，縣政府
縣教育科督學、縣政府參
議員。鄧楓的父母是新中
國建立後洪雅縣衛生系統
的職員。由於鄧楓小時候
調皮搗蛋，父母工作又
忙，小學畢業後便把他送
到夾江縣木城中學念書，
因為鄧楓的一位表叔在那
裡教書，便於照看和管
理。鄧楓的表叔多才多
藝，不僅書教得好，琴棋

書畫樣樣都會，但鄧楓唯獨對書畫發生了濃
厚的興趣。鄧楓的表叔看中了他潛在的天
賦，用心指導，鄧楓初露頭角，興趣甚濃，
進步很快，班裡的黑板報、學習園地的美術
設計，由他一人承辦下來。每逢周末，鄧楓
徒步來回洪雅和木城之間，40多里山路上看
到的山山水水給了他很多創作的靈感。以致
多少年後回憶起來，鄧楓仍覺得那段時光最
美。
初中畢業時，鄧楓的表叔調回洪雅工作，

鄧楓也回到洪雅念高中，1977年高中畢業
後，鄧楓沒能如願考上美術學院，於是便和
他的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成為那個時代
最後一批知青。鄧楓的知青生活是在洪雅縣
羅壩公社光明大隊度過的。那裡有一個茶
場，鄧楓被安排在茶場上班，每天的工作就
是趕一群羊去山溝裡放。茶場周圍有遇仙
洞、唐代佛像、寺廟遺蹟、曬經石，曬經石
上一汪綠水，傳說是唐僧西天取經曬過經書
的地方。這些文化古蹟，給鄧楓枯燥的知青
生活帶來藝術的想像。1979年鄧楓應征入
伍，到萬源縣當兵，80年遇到部隊大裁軍退
伍回鄉，被分配到洪雅縣防疫站做宣傳工
作，鄧楓繼續拿起畫筆畫畫，一有空就往縣
文化館跑，帶自己的作品去和文化館群眾
文化美術輔導老師邱容德探討。邱容德是井
研人，都江堰林校畢業後分配到洪雅林場工
作，酷愛美術，因畫諷刺漫畫1957年反右時
被打成右派，受到批鬥，勞動改造期間臉被
燒傷，落實政策後被安排到洪雅縣文化館工
作。邱容德對鄧楓的畫甚為欣賞。
一天，邱容德手裡拿出一封信對鄧楓說，
想去西安美院深造嗎？原來西安美術學院教
師陳國勇來洪雅寫生後，感慨洪雅山清水
秀、人傑地靈，應該多多培養美術人才，於
是來信請求推薦美術人才去西安學習。得此
機會，鄧楓高興萬分，給單位打報告，要求
停職帶薪外出深造，單位領導積極支持，給
予批准，但學習費用自理。鄧楓又和父母商
量，此時父母恰好賣掉了老房子，於是把賣
房之錢全部給了鄧楓。帶父母賣房所得的
3000元錢，鄧楓拋妻別子，登上了西去的列

車，去實現兒時的夢
想。
在西安美術學院學習

的日子裡，鄧楓師從陳
國勇老師學習山水，得到
了系統的理論學習和專業
指導，找到了畫家之夢升
起的地方，邁入了繪畫藝
術的殿堂。隨後，鄧楓再
入南京藝術學院學習，得
到書畫藝術上造詣頗深的楊
春華、周京新兩位教授的悉
心指導，聆聽學習了多位美
術大家的觀點，創作技巧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作品
開始在省級、國家級報刊雜誌
發表，創作熱情積極高漲。後
來，不滿足現狀的鄧楓再遊京
華，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深造，
到中國國家畫院周韶華工作室研修，悟出了
不少創作心得，明確了自己主攻的方向，在
美術大師的指導下，鄧楓的繪畫藝術取得了
突破性進展，作品入選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
美展，個人入選國家畫院「新中國美術家系
列」名錄。

畫中詩情
這是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許多人為了追

求奢靡的物質生活狂躁和墮落，而畫家鄧楓
卻能守住清貧，甘於寂寞，要麼外出拜師求
學，要麼一個人躲在川西南的洪雅小城，或
品茶、或聽歌，或到鄉間尋找靈感，或揮筆
作畫，遠離麻將桌，遠離撲克牌，遠離
KTV，讓自己的內心閒適下來，讓自己的內
心安頓下去，努力營造屬於自己的內心世界
和精神家園。
鄧楓先生的畫，不隨俗，不逐流，讀後讓
人產生一種獨特的詩情畫意。他的山水畫不
借山水寫意，而代山水立言，畫中的高山流
水，藍天白雲，青草萌生，空谷鳥鳴，既給
人一種明媚陽光下的安頓和純淨，又賦予一
種生命的靈氣，通過作品，把人帶到遼闊、

深邃的大自然之中，讓人產生
魂牽夢縈的意境。他的人物畫大部分以四川
涼山地區彝族人民的生活場面為背景，深刻
地描繪了民族地區的人文地理和民俗風貌，
挖掘了民族地區歷史文化內涵。畫中人物粗
獷質樸，純情自然，民風民俗和歷史文化融
為一體，通過場景描繪和人物的眼神，把人
的精魂氣魄化作道道靈氣，彌漫山野林間，
彌漫那塊原始而又質樸的土地。閱讀這些作
品時，感覺就像一輛滿身油污冒濃煙的卡
車開進了青山綠水之間，污垢被濾清，嘈雜
歸寧靜，麻木的神經開始甦醒，精神方向從
繚亂的塵俗中超拔出來，向遠方出發，向童
年挺進，向大自然回歸。也許這就是畫家鄧
楓先生美術作品的魅力和價值所在。
與藝術有緣的人，無不是熱愛生活的結

果。鄧楓成名後依然開車子，到山水之間
尋找靈感，和朋友一起品茶聽歌，依然在畫
室裡揮毫潑墨，書寫藝術的人生。當你有一
天在某一角落邂逅鄧楓先生時，你不會關注
太久，但是，當你有一天在畫展前欣賞他的
作品時，一定會產生追尋他人生軌跡的衝
動。
也許，這就是鄧楓先生和他的畫，留給我
們的思索。

鄧楓鄧楓繪畫繪畫
追索生命的詩意追索生命的詩意

■■鄧楓鄧楓「「涼山風系列之二涼山風系列之二」」

■■涼山風系列之二
涼山風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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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春間有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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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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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楓和他的畫鄧楓和他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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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文圖：：羅大佺羅大佺

應上海文化聯誼會、中華藝術宮邀
請，台灣現代繪畫大師李錫奇近日再度
來到上海舉辦個展。「本位，粹煉，超
越——李錫奇的藝術歷程」呈現了他六
十餘年的創作歷程。李錫奇本人也親臨
展覽開幕式，令到場嘉賓近距離感受到
他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了屬於
民族本位的藝術獨創性。據了解，本次
展覽所展出的一百一十件作品，包括了
由其創作的版畫、漆畫、水墨畫等不同
畫種。除了著名的「本位」系列，「墨
語」、「時光行」、「大書法」等系列
也得以一見。
李錫奇出生於金門，畢業於台北師範
學校藝術科。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即投身
現代藝術創作，創作媒材、形式多變，
至今仍勤勉不輟。「借鑒西方有何不
可？關鍵是能不能把外國的東西融入到
本土的創作中。」這是李錫奇對於西方
藝術的態度，多年來他也身體力行，融
匯中西，逐漸形成個人獨特藝術的面

貌。他與秦松、江漢東、陳庭詩、楊英
風等人在台灣組織「現代版畫會」，之
後加入當時具有代表性的「東方畫
會」，開拓了台灣現代藝術的珍貴歷
史。在一九六零年代，李錫奇以方、圓
變奏的抽象繪畫為哲思，開創了「本
位」系列。其中一九六七年，漆畫創作
《無題》，在類似幾何圖案的色譜變化
中，以典型的華人民間傳統色彩：紅、
藍與黑為鋪陳，探尋歐普藝術的中國表
達方式。像是融合黑膠唱片造型與CD
光碟在光線折射下所產生的視覺音效。
此後，李錫奇又先後創作了「墨語」水
墨系列，具有傳統文人水墨的造型興
味，經過解構和重組，拓展抽象繪畫的
空間。「時光行」、「大書法」等系
列，則是拆解書法線條的片段，直接運
用在畫面上的實驗。
李錫奇在探索本土藝術的道路上也沒

有停歇。他著名的漆畫系列是從民間傳
統宗祠、廟宇工藝中的門聯、匾額、七
巧板等所發展出來的視覺形式。把傳統
漆畫匠師眼中視為失敗的皺褶、凹凸不
平的表面，發掘出它在現代藝術創作的
可能性。漆黑厚重的皺褶、光亮的重彩
紋理，交替融合的現代結構與原始圖，
從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天然、偶發的審美
韻味及特殊光澤效果的抽象造形；傳統

亦被他巧妙運用轉化成藝術創作表現的
語言。
李錫奇在開幕式現場表示，感謝中華

藝術宮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讓我
呈現我的作品，給大家分享。」中華藝
術宮執行館長李磊表示，這次展覽既具
有一定的回顧意味，同時也反映了李錫
奇先生近年來在漆畫藝術上的重大成
就。事實上，李錫奇的漆畫藝術在保持
傳統內核的同時，已成為了一種具有特
殊光澤效果的抽象造型。「我也相信，
這次展覽更是兩岸藝術家交流的很好的
機會」，李磊說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李錫奇滬上展六十年藝術成就

■■李錫奇在他的作品前李錫奇在他的作品前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Ged QuiunGed Quiun畫作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