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現代」的展區中，有一幅引人注目、
風格明顯迥異於其他作品的三段畫，將「天
堂」、「人間」、「地獄」縱向並置。「天
堂」一段莊嚴肅穆的佛像用唐卡畫成，中間
「人間」一段青煙淼淼的神山、聖湖、寺廟
以及最底層的「地獄」一段則用丹青水墨畫
成。這一幅大氣磅礡、意境深邃的《夢境香
巴拉－靈魂家園》原來是出自新西蘭的海外
華人劉觖（丹增．謝朱）之手。在西藏出生
的他，自創結合藏族畫唐卡、水墨畫，以及
西畫的構圖，歌詠藏人對大自然的敬畏及藏
人的純樸，讓靈山梵音在世界上的犄角旮旯
迴盪。
「扎西德勒」，那是穿藏族絲綢便衣

的丹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第一句
跟記者說的話，在藏語中解作「如意吉
祥」，原來是藏人常用的見面語。
生於西藏的丹增七歲時開始跟喇嘛學習

唐卡，之後也學過素描、油畫，反而是在新
西蘭生活後才接觸水墨畫。「因為釋迦牟尼
的造像是以三十二相和八十種好的規定而塑
造，所以唐卡在拜佛作用以外較少審美的個
人表達，所以我尋找其他藝術媒介。而接觸
西畫多了，認為它們畫出來的東西很貼近肉
眼真實看到的東西，但精神深度方面卻沒有

水墨畫優秀，所以就把水墨西畫兩者糅合，
再加上唐卡，取各家之長。近年，我為了深
化自己畫山水方面的造詣，還跟中國國家畫
院的常務副院長盧禹舜習畫。」他如是說。

畫作抒發心靈之鄉
雖然在新西蘭生活，畫風又折衷唐卡及

傳統水墨，丹增的創作靈感卻自始至終都來
自自己的家鄉。「多年的藏族生活，使我分
擔藏族人的喜怒哀樂，對藏族有深厚的情
感。而可可西里無人區天地之間的廣闊無垠
是大自然的恩典，給人一種厚重、神聖、高
潔感，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精神和信
仰。」
夢境香巴拉，就是那一片世人躲避紅塵喧

囂，洗淨雙眸，洗滌
靈魂，任紛擾如浮雲
輕飄的天堂淨土。丹
增將自己信仰的虔誠
及對大自然的膜拜，
寄情於《夢境香巴
拉－靈魂家園》一畫
上。「現世的藏人，
都有一種對於天堂的
精神嚮往，無論是在

聞法、唸經還是轉經輪的時候，但同樣地，
造孽的話就會進入與死人、魔鬼同行的地下
世界。這是藏人天、地、人合一的信條。」

結合唐卡及水墨兩種媒介
《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整幅畫作以滿
構圖方式表現，上半部分的「天堂」是以唐
卡繪畫的佛像，用色精密堅實，畫面對稱工
整，以唐卡常用的金箔及不會褪色的礦物質
顏料如石青、松石、青金石、珊瑚等上色，
多用積墨法；下半部「人間」及「地獄」部
分則轉用水墨畫的意筆，以暈染為主，營造
出空翠氤氳之感。「因為天堂是永恒的，所
以用色偏向濃厚，而人間是一個流動、五行
不斷變化的地方，所以多一些留白的地
方。」水墨畫部分他又主要師承北派山水的
畫風，當中以宋代馬遠、清代八大山人之一
的石濤對他的山水風格影響最深。「因為西
藏的風光美景都是以峭峰絕壁為主，所以用
北派的畫法才能呈現出青藏高原神秘、雄
渾、巍巍壯闊的山水江河。總不能把西藏
畫成小橋流水隱匿於茫茫大霧中的樣子

吧！」
為了讓外國人更

容易接受東方的藝
術，他又刻意把寺
廟加入了一點西畫
中三維的效果。而
藍色和鴨綠色則是
畫作的主色調，源
於西藏經幡的七種
顏色。「藍色代表

天空，而綠色則指水。」他解釋。在《夢境
香巴拉系列》的其他作品中，他則用上另外
五種顏色。
《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最複雜的地方
在於融和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風，即唐卡和水
墨。 最後，他選擇了以藏人對藏族神牛犛
牛的圖騰崇拜連接起天堂與塵世。「圖騰以
對偶的方式出現在天堂左右兩邊，也出現在
連接天與地的交界。」

一個崇高的藝術夢
被問到在一條如此孤獨的創作之路如何堅

持走下去時，丹增說：「因為沒有人和我一
樣結合唐卡和水墨，而當代水墨的標準又難
以定斷，所以這條路的確很艱難。而且畫一
幅畫在時間、心血和金錢的投入都很大。那
些畫唐卡的礦物質原料每幅畫要用大約100
克，但1克就幾百塊了，幸好還是賣到不錯
的價錢。 」從價位來說，丹增在藝術市場
還是有一定的分量，但信仰堅定的他這樣
看：「錢對於我不是太重要，只要足夠應付
日常生活，讓我可以繼續從事藝術探索就知
足了。」
作為海外華人，丹增表示他一直和當年

的香港人一樣有一顆回歸中國的心，所以認
為是次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畫展無論是對港
人還是對自己都別具意義。另外，他認為香
港是一個國際藝術的窗口，所以盼望藉此將
自己的藝術語言促進漢藏文化交流、中西文
化交流。但他內心深處最渴望的是希望世人
不只是理解藏傳佛教，更重要的是理解藏人
對生活、審美的追求。

參展為促進漢藏文化交流參展為促進漢藏文化交流
丹增丹增．．謝朱的靈山梵音謝朱的靈山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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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00水墨水墨，，中國最為傳統的藝中國最為傳統的藝

術媒介之一術媒介之一，，從千年以前活躍從千年以前活躍

至今至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為為

了保持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了保持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

聯聯，，水墨本身不斷整合水墨本身不斷整合、、探探

索索、、轉換轉換，，並漸漸出現了繼宋並漸漸出現了繼宋

代後的第二個高峰代後的第二個高峰。。日前日前，，為為

承傳水墨藝術承傳水墨藝術，，探索水墨在未探索水墨在未

來的發展方向來的發展方向，，同時慶祝香港同時慶祝香港

回歸回歸2020周年周年 ，，藝育菁英基金藝育菁英基金

會徵集了會徵集了 500500 幅全球水墨佳幅全球水墨佳

作作，，在會展舉行了香港有史以在會展舉行了香港有史以

來規模最大的水墨畫展來規模最大的水墨畫展「「全球全球

水墨畫大展水墨畫大展」，」，一眾水墨大師一眾水墨大師

在紙染墨香間演繹新時代的水在紙染墨香間演繹新時代的水

墨精神墨精神，，共享水墨的雅趣共享水墨的雅趣。。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陳添浚陳添浚

500幅來自兩岸三地和海外的水墨大師的水墨作品在150,000平方呎的會
展展覽場地展出，８月４日至７日共４天。
除了有傳統的「人物」、「山水」、「花
鳥」，為了呼應水墨發展的變化，還新增了
「動物」及「現代」共五大主題。其中「現
代」更佔當中的131幅，而其他類別的作品
也有不少同樣可被歸類為「現代水墨」的作
品，足見打破傳統的新水墨舉足輕重的地
位。
此外，一眾耳熟能詳的水墨名家皆攜近作

或代表作參展，陣容鼎盛，包括黃永玉的
《涉江採芙蓉》、何家英的《秋冥》、王無
邪的《 大江廿五》、劉國松的《雪網山痕
皆自然》及何百里的《一路好風光系列—
古城曦望》等。
開幕禮上，藝育菁英基金會主席方黃吉雯

表示：「籌辦這次『全球水墨畫大展』，建
立了一個平台凝聚全球水墨畫家，發揮香港
中西文化交流的優勢，而市民反應亦相當理
想，在展覽開始前，大會已經收到超過一萬
人透過網上預先登記參觀。」

水墨畫潛力無可限量
「全球水墨畫大展」策展人郭浩滿博士

則指出新世紀水墨畫復興的原因，他說：
「二十一世紀的東方水墨畫已經繼宋代第一
個高峰後發展到達了歷史上第二個高峰，並
非如一些人所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因為
現在的畫家可以接觸到古今中外不同的藝
術，視野比以前的畫家寬闊得多，而且隨

中國富強起來，畫家的經濟條件要比以前
好，有自己獨立的畫室，可以更專注地創
作，畫出更好的作品。」
他又評估了當代水墨的價值：「籌備是次
展覽時保險公司向我們詢問展場500幅作品
的總價值，我們保守估計是四、五億，但這
只是畢卡索一張畫就賣到的價錢。當代水墨
價值被嚴重低估，這是因為很多人都不了解
它的優秀之處，所以我們更加需要這類型的
展覽來推廣。」

何家英提出四個「不」
除了展覽以外，一眾水墨名家也聚首一

堂，展開了一場探討水墨畫於兩岸三地的發
展和新方向的交流會。會上，何家英提出四
個「不」：不對立、不盲目、不自卑、不表
面。他認為畫家應該「不對立」，要有包容
西方藝術的視野，但也要「不自卑」，承傳
中國的文化，融通中西。而劉國松則強調
「筆墨當隨時代」，認為新的作品必須能夠
反映時代的精神。
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

所見，最受在場藝術愛好者喜愛的
作品無疑是何家英的《秋冥》，該
畫作的展出處無時無刻都簇擁著前
來圍觀的群眾，情況有如觀者在羅
浮宮爭相一睹《蒙娜麗莎》風采一
樣。創作於1991年的《秋冥》是
何家英工筆人物畫的代表作。畫中
女孩環抱雙膝坐在滿是黃葉的樹
下，歪頭趴在雙膝上沉思，烏黑
的短髮有條不紊，純白的長裙與金
黃色的秋景形成對比，顯得特別憂
鬱。畫作將傳統工筆畫的細膩發揮
到極致，尤其是毛衣上浮凸起的紋
理，是何家英將蛤粉調和後灌入針
管，擠出如毛線般的線條，再一針
一針地「織」上去。而這種讓人讚歎的質感
和細緻度只有親眼目睹真跡才能感受，難怪
吸引大量畫迷。

入圍作品突破舊框架
在駐足欣賞一眾名師大家作品之際，香港

文匯報記者也偶遇其中兩位同樣在賞畫、而

且入圍了是次展覽的水墨畫家，分別是何百
里兒子何紀嵐及朱潔儀。
何紀嵐的山水作品《哈利法克斯石岸系

列—佩姬灣燈塔》用中國水墨的小寫意筆
觸畫加拿大的自然景色，但石塊的排列又有
西方立體主義畫的意味，引中潤西。國畫的
改革已經經歷百年，漸漸形成三大路徑：一
是新文人畫為代表的傳統延續型；二是裝置
水墨為代表的觀念型；三是墨彩畫的東西融
合型。新水墨好壞的標準該如何定斷？他認

為藝術本身就是沒有標準，
不論新舊派別，所以不能一
概而論。至於父親對他在畫
畫技巧上影響不大，因為他
其實從來沒有跟他學過，但
在他的文化熏陶下也學會了
欣賞古今中外的藝術。
朱潔儀則以《十全．十

美》入選，是她以層層交疊
的潑彩手法，結合水彩、中
國顏料及水墨，配合西方深
淺明暗畫成的新水墨作品。
她解釋，自己畫的花一方面
延續了傳統梅蘭竹菊的題
材，但另一方面又以比中國
彩色顏料較鮮豔的西方水彩
入畫，更突顯花的生命力，

折衷中西。被分類為「現代」組別，她認為
這可能是評委按宏觀感覺分類，就像賞畫時
遠觀已經可以把握畫的整體氣質。她認為傳
統國畫寫意、工筆和中國顏料的運用都有很
明確的分類，新水墨因為打破了這種框架，
所以主要也是憑作品宏觀的感染力判斷好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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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楷《老宅》。

■何家英的《秋冥》
吸引市民欣賞。

■好畫匯集自然吸引知音。

■在會展舉行了香港有史以來規
模最大的「全球水墨畫大展」。

■何百里兒子何紀嵐作品。

■朱潔儀以《十全．十美》入選。

■丹增《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

■丹增意筆
水墨山水。■丹增《天葬》。

■丹增 《夢境香巴
拉－花瓣雨》。

■丹增 《夢境香巴
拉－綠度母》。

■王無邪《大江廿五》。

■■黃永玉黃永玉《《涉江採芙蓉涉江採芙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