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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台下過百雙發亮的眼睛，靳叔笑說
自己由一九六七年踏足設計界，至現

今二零一七年，剛好整整五十年。在設計界
深耕半個世紀，「教父」的江湖地位，他實
在當之無愧。靳叔既是設計師，也是名符其
實的藝術家，藝術與設計，於他而言，是分
不開的。當年十多歲時靳叔從番禺來港，當
起了裁縫，然而，或許受家族的影響，靳叔
的身子裡潛藏藝術基因。其祖父靳耀生是
「灰塑」工匠（傳統的建築裝飾工藝），在
行內被尊稱為「灰塑狀元」，其伯父靳微
天、姑姐靳微思均是有名的水彩畫家，早已
在畫壇打響名堂，生長在藝術氣息包圍的家
族，靳叔也少不免受到熏陶。後來，他跟隨
了「新水墨運動」的領軍人物呂壽琨及王無
邪學習，靳叔直言雖然從事的是設計工作，
但自己一直是追求藝術行先，提到呂壽琨，
他不忘感謝這位恩師對他的關愛及照顧，而
呂壽琨的禪畫風格，亦深深影響靳叔的創
作。

恩師授錦囊
當年，靳叔跟隨呂壽琨習畫，呂壽琨早已
慧眼識人，他認為靳叔頗有潛質，他日必成
大器，便授予了靳叔一個錦囊，「當年呂壽
琨老師勉勵我要好自為之，努力創作，錦囊
裡有三點，首先，他要我師古，即向古人學
習，前人所留下的精品應當學習。第二是讓
我畫山水畫，因為大自然就是我們的老師，
山水畫家都是從大自然中取得靈感，創造筆
法表現山水。第三就是以自我為師，終得心
願。」靳叔的作品，有不少帶水墨的影
子，兩者的融合，早已是出神入化。
恩師預言成真，靳叔亦無負恩師所望，終
在設計界闖出名堂。恩師的啟發固然重要，
而靳叔亦不諱言自己在年輕時已頗有大志，
他自言當年希望世界上四本最著名的平面設
計雜誌都要專題評介自己的作品，終在一九
九九年，靳叔圓了夢想。「當年我得到了
《Communication Arts》雜誌的專題評介，
而且雜誌還採用了我的設計作封面。設計作

品 以 『C』 及
『A』組成，『C』
字代表中國文化，
所採用的是水墨形
式，而『A』字則由
斷開的筆及斷開的尺
組成，象徵我的設計
不受工具、規矩的限
制。」他說。靳叔對
大自然的物件情有獨
鍾，大自然的物件，
是他最好的靈感泉源。
他自言十分愛收藏石
頭、樹葉、石硯，又喜
歡「執垃圾」，收藏爛
葉爛尺，這些看似普通
的物件，卻總能在他的作
品中覓得蹤影。順手拈來
的物件，都能成為他用以
設計的工具，這不正正就
是打破常規、衝破限制
嗎？

設計重哲學思想
中國元素、宏大的宇

宙觀甚至是哲學思想，
都深深影響靳叔的
設計。天圓地方、道
家思想、佛家思想、
太極圖案、陰陽五
行，均悄然地滲透在
他的作品中。靳叔直
言哲學思想啟發他的
創意，他認為創作中國元素的設計，不應該
只單純地採用吉祥圖案，而是在裡面注入哲
學思想。對此，靳叔便分享了一九九七年香
港回歸時他為一個法國品牌所設計的紀念
品。「該紀念品以一隻大手及一隻小手組
成，寓意香港就像一個離家孩子返回自己
的家，所以就把小手和大手放在一起，大手
牽小手，象徵母子心連心，當中蘊含倫理

精神，雖然整個作品採用
冷媒介，但看起來卻十分柔
和。」靳叔解釋。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

隨後一九九九年便是澳門回
歸，當年靳叔為澳門回歸設
計了海報，他採用了一片蓮花

瓣，下面的漣漪以「99」兩個字組成，「因
為蓮花是澳門的市花，我特意採用了蓮花
瓣，象徵花開花落，生生不息。而漣漪的水
紋以『99』兩個字組成，加入中軸線就成了
中國的『中』字。圖案中的花瓣猶如一隻過
渡的船，而蓮花亦象徵出淤泥而不染，當中

蘊含佛家思想。」類似的蘊含如此
深度的哲學思想的作品還有很多，看
似簡約、寥寥幾筆的作品，當中所蘊
含的宏觀思想，怎不令人拍案叫絕？

翻看舊作尋突破
靳叔的經典之作總為人津津樂道，

其作品的簡約風格而背後所蘊含的深
奧的哲學思想及宇宙觀，不得不令人
由衷佩服。然而，儘管在外人看來，
靳叔的作品已無可挑剔，但他卻永不
滿足，而是在已臻完美的作品中默默
尋求突破，靳叔自言會不斷翻看自己
的作品，看看有何不足之
處，務求令自己的作品「走

得更遠」，不斷在完美中尋求突
破。一位如此有江湖地位的設計
大師還能保持如此謙遜的態度，
實在值得每位年輕人學習。
靳叔能有如此源源不絕的靈

感，創作出如此不計其數的經典
作品，除了恩師呂壽琨所授的錦
囊外，還有什麼成功的要訣呢？
大師在面對無靈感的時候，又會
如何應對呢？「面對無概念時，
千萬不要看設計圖錄，更不要硬
是扎進書堆裡，抄襲別人的設
計，有時不妨看看一些與設計無

關的東西，倒是能從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啟
發。」原來答案就是如此簡單，雖然這看似
是老生常談，但對靳叔而言，卻總是在他苦
無靈感之時，令他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有一
次，靳叔隨手拿起一本文藝雜誌，讀到一篇
由小思寫的散文，寫的是在京都老師帶她去
參禪，當時小思看到兩句說話「無山見山，
無水見水」，正正是這兩句說話，便帶給了
靳叔靈感。「無山見山，無水見水，那即是
無中生有啦，眼前無山，心中有山，那就可
以畫山啦。」普通的一句說話，卻充滿了大
智慧，這不就是大師嗎？

過去，花園（garden）一
直被視為一個展示、培植、
認識和感受大自然的地方。
K11 Art Foundation
（KAF）下月將呈獻由鄭得
恩策展的聯展「The Gar-
den」。參照花園予人的固
有印象，展覽將從藝術角度
出發，革新花園既有模式及
框架，讓當代藝術作品化身
動植物，締造一個激發多重
感知感受的藝術花園。
「The Garden」展出九位藝
術家的作品，包括居港藝術
家 Shane Aspegren、 鄭 得
恩、卓穎嵐、曲倩雯、陸浩明及Samuel
Adam Swope受委託而創作的全新作品，
以及Neïl Beloufa、蔡凱和鄭曦然的創
作。展覽由9月2日至10月13日於清水
灣chi art space舉行。
溫室的設計是嘗試於嚴密調控的環境

中重現大自然，讓人在凝固的時間裡鑑
賞生物的各類形態。藝廊裡的展覽，亦
有類似的「時空」——觀者在特定環
境下欣賞藝術作品，恍若時間靜止。展
覽「The Garden」宛如沒有植物的溫室
花園，取而代之的是裝置藝術，以及體
現時間流動的聲音、動態影像、表演作
品，重新構想自然生活中變幻不定的因
素，如空氣的流動、溫度的轉變，以及
形形色色的知覺感受，讓觀者體驗恒久
以來所追尋的理想自然形態。
受大自然的各種姿態啟發，現居香港

的藝術家運用科技創作了多件委約新

作，審視大自然的本質，創
造刺激多元感官的展覽體
驗。Samuel Adam Swope
以他擅長的空中藝術（aeri-
al art）創作手法，營造一
個仿若偶發的情境，讓紙製
的楓樹種子隨風向和光線
的改變飄揚與停駐；曲倩雯
延續她一向的電腦成像
（CGI）創作，勾勒未來植
物的生長形態；陸浩明運用
颱風襲港後被丟棄的物件，
例如冷氣機蓋，建構一個可
堪細察生長變化的環境；卓
穎嵐以石頭啟動聲音裝置，

豐富宇宙穹蒼下的生死覺知。Shane
Aspegren把chi art space場內抽濕機所發
出的聲響融合成表現大自然節奏的作
品，回應展場獨特的環境。鄭得恩將編
排跨時舞蹈表演，由一位駐場的演員穿
越保安員、園丁和自然物種的角色。展
覽亦會展出Neïl Beloufa的《Scaffolding
Series》雕塑及鄭曦然的擴增實境裝置
（augmented reality simulation） 作 品
《Emissary Forks for You》 ，呼應人類
與自然在現今世代的相互關係。蔡凱曾
是武漢K11藝術村的駐村藝術家，他的
錄像作品將透過永恒的太陽探索萬物的
生生不息。
「The Garden」 將 chi art space從清

水灣綠意盎然的環境中抽離，轉化為溫
室，邀請觀者靜心觀賞花園內的藝術作
品，暫且忘卻繁囂俗世，重新認識自
然。

「The Garden」聯展
凝聚當代藝術動感概念花園

作品看重哲學思想作品看重哲學思想
靳埭強再談設計人生靳埭強再談設計人生
記憶中靳埭強（靳叔）很喜歡穿黑色衣服，今次也不例外，在

黑衣服的襯托下，這位「智者」走出來總帶着一股氣場，那股氣

場似是有磁力，總是吸引眾人的目光。這位「香港平面設計教

父」，縱橫設計界五十年，出自他手的作品可謂是不計其數，在

日常生活中，他設計的作品，「總有一件喺左近」。年屆七十的

靳叔，其個人經歷、參與及推動新水墨發展，以至從事設計行業

的心路歷程，像一杯美酒，即使一品再品，仍齒頰留香。早前，

靳叔又再出版了新書，向讀者分享他的得意之作，今天，靳叔回

到初衷，再談他的設計人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Neïl Beloufa, 《Scaf-
folding Series》, 2015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靳叔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
靳叔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時設計的海報時設計的海報，，蓮花所代表的蓮花所代表的「「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亦蘊含了亦蘊含了佛家思想佛家思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當年靳叔獲得當年靳叔獲得《《CommuniCommuni--
cation Artscation Arts》》雜誌的專題評雜誌的專題評
價價，，雜誌亦採用了他的設計作雜誌亦採用了他的設計作
封面封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靳叔靳叔（（右右））
分享其作品中分享其作品中
的設計意念的設計意念。。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靳叔的不少靳叔的不少

設計作品均受
設計作品均受

到呂壽琨的禪
到呂壽琨的禪

畫 風 格 所 影
畫 風 格 所 影

響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靳叔與潘家健合著，再出版新書《設計的思考─設
計師的心智與靈魂》。 朱慧恩攝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靳叔為某法國品牌靳叔為某法國品牌
設計紀念品設計紀念品，，作品體現了倫理思想作品體現了倫理思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第十六屆
「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總決賽暨
閉幕式日前在湖南長沙舉行，參加總決賽
的全球5強選手是從112個國家的145位參
賽選手經過「過橋賽」、複賽、決賽遴選
出的漢語佼佼者。經過激烈角逐，來自蘇
丹的選手趙之行脫穎而出，奪得本屆「漢
語橋」比賽的總冠軍，並獲得「漢語之
星」的稱號。
英國、澳洲、貝寧、蘇丹、秘魯等國駐
華使節出席活動。 語言學家許嘉璐先生為
總冠軍頒獎並發表講話，他勉勵在場的所
有選手，「你們肩負重大的使命，是『漢
語橋』上的先行者。」只要堅持自己的夢
想，就能實現人生價值。夢想對於不同的
人來說都有不一樣的意義，他希望「漢

語橋」這座牢固的橋，能引領人類走向和
平，走向大同。
比賽共分為三個環節，「我的漢語朋友

圈」互動演講賽、創意魔術競答賽和巔峰
對決賽。
在「我的朋友圈」演講比賽環節，馬來
西亞選手沙米爾分享了外公熱愛中國文化
和情深意切的家庭故事，令全場觀眾為之
動情；美國小伙穆宸鵬化身「養生專
家」，分享他令人「酸爽」的養生經歷；
德國選手何本德為我們講述詩歌為紅娘，
讓他和一位熱愛中國古典文學的姑娘結識
並相愛；澳洲選手劉思遠的孔雀舞優美而
有靈氣，她立志要成為澳洲的楊麗萍，讓

澳洲人聽到最美的中國聲音，看到最美的
中國舞蹈；蘇丹的趙之行分享如何擁抱快
樂，成為一個製造快樂的人、積極向上的
人。
總決賽的現場，蘇丹喀土穆大學孔子學

院盲人學員李燦講述了她學習漢語的勵志
故事，現場觀眾都被其流利、標準的漢語
所折服，為其克服困難學習漢語的堅韌精
神所打動。
「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是由國
家漢辦主辦的大型國際性漢語比賽。本屆
「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以「夢想
點亮未來」為主題，將於9月在湖南衛視播
出。

第十六屆「漢語橋」
蘇丹選手趙之行奪冠

■來自非洲的蘇丹選手趙之行奪得總冠軍

■■第十六屆漢語橋選手與嘉賓合影第十六屆漢語橋選手與嘉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