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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莫言來港
出席講座時，說過最初也覺得香港是文
化沙漠，但後來了解後，卻發現香港有
不少優秀的作家，香港應是一個文化綠
洲。在香港這個金錢掛帥的社會，醫
師、律師、工程師，是不少人夢寐以求
的職業，相比之下，從事文字工作，做
作家，講夢想，總被戲言「太天真」。
然而，事實上，對寫作有團火的年輕人
還有不少，他們默默地等待一個機會，
盼作品有一天會被人欣賞。在今年的書
展，就有八位幸運的年輕作家初嚐出書
滋味，把自己的得意之作獻給廣大讀
者。
由新鴻基地產（新地）及香港三聯書
店（三聯）合辦兩年一屆的「年輕作家
創作比賽」於早前公佈八位得獎者的名
單，而勝出的八位年輕作家的得獎作品
將會於今年書展登場，各自呈現年輕人
對現狀與未來的獨特構想。比賽至今第
六屆，於去年四月展開，並舉辦了六場
專題講座，邀請不同的作家、評判與讀
者分享其創作心得，比賽最終吸引逾一
千一百人參賽，其中二十四位獲選晉身
決賽，評審最後從中選出八本最優秀的
作品。今屆比賽主題為「未來」，參賽

者各自從生活中取材、構思，以自己獨
特的文字寫出自己對「未來」的構想。
八本新作題材豐富且多元化，例如有
報章記者深入訪談香港十五家舊書店，
過程中發現行業的未來遠比想像中樂
觀；於東京工作的建築師透過細膩筆
觸，從生活所見所聞探視城市面貌和空
間；喜歡藍色的八十後訴說一個徵求傷
心人的故事；駐港日媒記者在作品中以
儲物櫃為線索，穿越不同時空，連接每
個人隱藏心底的黑暗回憶；亦有作家以

法律條文作為切入點寫出七篇小說，探
討命運到底能否選擇。另外三本得獎新
作則為繪本作品：視覺藝術家用圖畫說
出一個過度消費塑膠的寓言故事；兩位
藝術學院學生以生動繪本小說，描寫五
位年輕主角尋回自我的價值；亦有一本
講述青少年成長經歷的繪本故事。
新地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表示：「我

們相信只要給予年輕人適當扶助，他們
便能夠發揮無限可能，故此新地十多年
來持續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讓

年輕人一展所長。他們的創作成果出版
成書後，感染更多讀者，在閱讀和創作
風氣上可形成正面循環。
三聯董事、副總編輯李安說：「比賽

鼓勵年輕人作出不同嘗試，表達方式並
不限於文字，亦接受跨謀體創作，故收
到的作品相當多樣化，可見香港仍有不
少熱愛創作的年輕人，我們對此感到欣
喜，亦期望新一屆作者，能藉此機遇，
繼續努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新閱會創作比賽得獎者作品書展亮相

第六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完整得獎名單

木可 《正確的錯誤》
紅牙 《圈子》
容靜水 《書信日和》
阿宅、菱形 《尋我》
陸沛靈 《東京。夢。生活。》
鄭植 《儲物櫃》
馮捲雪 《天空膠雨》
黃曉南 《香港舊書店地圖》

■得獎作家連同
評判上台分享創
作點滴。

朱慧恩攝

■得獎者、評判
及主辦方代表合
照，亦標誌着歷
時差不多一年的
比賽圓滿結束。

主辦方提供

由中華藝術宮、覺塵文化、浦
東周家渡黨建中心聯合主辦

的「墨韻少年」系列公益課，主題
定為「名家走進中小學，走進少年
宮」。4月以來，抽象藝術家、詩
人、藝術理論家許德民；吳湖帆之
孫、書法家、收藏家吳元京；國畫
家、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黃嘉
明；上海市殷高甲骨文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李志偉；水墨藝術家朱一諾
等，均輪番上陣，陸續走進浦東輔
讀學校、寶山少年宮、尚博實驗小
學、上南二村小學、東荷小學、普
陀青少年中心、塘橋第一小學等，
助力中小學基層美育，全程有近
500位美術老師與學生參加了講
座。藝術大師們不但親授美術基礎
理論，更指點師生們現場創作。

藝術在批評中成長
在寶山少年宮，全區150名美術老師齊聚
一堂，共同分享了主題為「我們是該傳承還
是創新？」的美育講座。主講人吳元京從大
篆小篆、講到魏碑、從唐楷再到行草，深入
剖析了書法的陰陽之道和行書者的處世哲
學。名作鑒賞環節，幻燈片展示吳湖帆成名
之作《雲表奇峰》，作品中天與地、平跟
斜、空對滿、深和淺的陰陽、中庸之道，無
不蘊含其中。
美術老師呈上現場作品時，吳元京有一說
一，好壞毫不含糊。「如果要講，就一定要
講透，教育可不能打馬虎眼。」吳元京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說，要把中國文化推到
高處，藝術就一定要論優劣，在批評中才能
成長，「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完
了。」
教育離不開方法，無論是對孩童、抑或是
對美術老師授課，吳元京均主張要因材施
教。他坦言是從爺爺吳湖帆的教學方式中受
到啟發，「爺爺自己主攻畫畫，但並不要求
所有學生都效仿，發現徐邦達更愛鑒賞，還
鼓勵後者要遵循內心真正的喜好；爺爺也並
非因為自己是山水畫家，就讓學生們都畫山

水，眾弟子花鳥、仕女、山水各有所長。」
「我平日給小朋友授課，會先給他某一種
字體，讓他試着寫一兩個月，若進步不大，
就換另外一種，至遇見容易掌握的字體，就
可固定下來，靜心練習。」吳元京以書法教
學為例說，每個人審美、擅長有異，甚至男
生、女生都有不同，鼓勵孩子們用正確的學
習方式，發揮所長，才可臻最佳境界。

基礎美育未達專業
「墨韻少年」系列公益課主辦方覺塵文化

負責人趙夢表示，目前內地小學的美術老
師，多攻綜合美育，如兒童畫、水彩或手工
製作等，普遍缺少書法、國畫等藝術領域的
深入學習，而後者對美術老師的專業素養要
求很高，此番「大師班」針對各學校的實際
狀況，為之配搭了不同的藝術家。東荷小學
以繪畫為專長，就請國畫家走進校園。上海
大學美術學院黃嘉明教授從李可染的「積點
成線」技法談起，向小學生們深入淺出地剖
析詩書畫印四者間的關係，並鼓勵孩子們用
14筆，畫出一隻奔跑中的小雞，若更中意青
蛙、麻雀，亦可取小雞而代之，通過一小時
的繪畫與點評，激發孩子們的學習熱情。
在黃嘉明看來，現時內地義務教育中雖然

涵蓋美術課，課外亦是書畫教育機構林立，
但基礎美育卻並不專業。「在雙年展上，中
國的小朋友反映，他們看不懂外國藝術家的
作品，這難道不是內地美術普及教育的缺憾
嗎？」黃嘉明說，孩子們在美術課上，沒有
學到應該如何去欣賞一幅藝術作品、如何欣
賞古典主義、印象派、超現實主義，「遑論
外國藝術，孩子們甚至不懂如何欣賞中國書
畫，不明白齊白石的畫，究竟好在哪裡。」
「基礎美育至關重要，美術專業大學一年

級的基礎課程，倒應該由教授擔綱，至高年
級的創作課，即便由助教執鞭卻無妨，」黃
嘉明表示，對小學生的藝術啟蒙亦是同理，
中國的基礎美育要專業一些，對老師的要求
也要更高一些。
藝術創作的確需要打破陳規，但並不意味

着可以擯棄基本規則，若執着於隨心所欲、
毫無章法的「自由」，可能較循規蹈矩所能
達到的境界，更為狹隘。黃嘉明直言，現時

內地坊間對藝術的評判標準混亂，學校、機
構的書畫老師，多數自成一派，各執一詞，
但事實上，無論是中國書畫、還是西方素
描，都有統一的學習方法與好壞標準，「有
些畫家為了賣畫，刻意混淆好壞，但市場是
市場，教育是教育，教育就應當與市場隔
絕，告訴小朋友，什麼才是真正的藝術。」
「名家進校園，是好的信號。」黃嘉明
說，這說明內地正在重視基礎美育的水平，
「未來更應將藝術教育等同於科普教育，或
可嘗試請名家編寫真正高質量的統一教
材。」

藝術審美是每個人的天賦
在成山路輔讀學校，抽象藝術家許德民發

現，孩子們雖有智力缺陷，但對美不乏天然
接受力，抽象藝術恰恰就是傳播美的純粹藝
術，不需要太多解讀，「我用了15分鐘，
告訴孩子們什麼叫『具象』和『抽象』，再

用了15分鐘，令之了然顏色、線條、點線
面等最基本的要素，該如何搭配，然後鼓勵
他們隨意、自由的創作。」
「每個孩子都能迅速找到各自中意的表現

風格，畫得非常漂亮，」許德民提到：「實
際上藝術審美是每個人的天賦，我們應該反
思，究竟是什麼原因，現時『藝盲』如此之
多，現在的美術教學可能無意間悄悄關閉了
『天賦』這扇門，美育當是最符合人性的文
化教育，但卻忽略了對孩子們想像力與創作
力的發掘。」
許德民認為，美術課本上介紹古今中外的

優秀作品，自然是孩子們接觸名家的方式之
一，但若將當代名家請進校園，拉近孩子們
與藝術的距離，打破孩子們對藝術的敬畏，
令之感覺藝術觸手可及，或將事半功倍。在
另一層面上，名家在某一領域中已具深度，
亦將有助於迅速拓寬孩子們的視野，增進其
對藝術的理解力。

滬辦基礎美育「大師班」
吳湖帆之孫走進少年宮
一般人印象中，「大師班」總是高階教育，小童想拜大師學藝，豈非異

想天開？但在上海，一眾藝術大師卻走進中小學與少年宮，甚至是輔讀學

校，親自為孩子們與美術老師授課。在大師們看來，藝術既存定法、亦有

高下，基礎美育若欠缺專業、自由散漫，無疑是誤人子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書畫為媒，普及為本，大賽為舞台，與
公益課同期開展的「墨韻少年」全國水墨
藝術大賽，則向6至16歲的少年兒童徵集
書法、繪畫和篆刻作品。優秀「小書畫
家」將作為「文化交流小使者」走出中
國，赴波蘭克拉科夫Manggha博物館，
參加將於9月5日登場的「墨生四象」墨
韻克拉科夫藝術展開幕式，與中外藝術名
家面對面交流，向波蘭青少年展示中華美
學。

「墨韻少年」全國水墨藝術大賽徵集作品

■上海大學
美術學院黃
嘉明教授在
教孩子們畫
畫。

■輔讀學校的孩子們雖有
智力缺陷，但對美不乏天
然接受力。

■在成山路輔讀學校，抽象藝術家許德民
和孩子們一起創作。

■■小朋友在藝術家指導下小朋友在藝術家指導下，，完成自己的作品完成自己的作品。。

■■上海市殷高甲骨文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志偉親自給孩子們上課上海市殷高甲骨文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志偉親自給孩子們上課，，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上海大
學美術學
院黃嘉明
教授鼓勵
孩子們用
14筆，畫
出一隻奔
跑中的小
雞。

■■吳湖帆之孫吳湖帆之孫、、書法家書法家、、收藏家吳元京接受香港文收藏家吳元京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匯報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