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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提倡白話
文運動，其後回
到第二故鄉台東，
贈送當時縣長吳金
玉墨寶，內容引用
王安石的詩—
《夢》，墨寶日
前在台東縣「文
化處」蒐集民間
手稿成果發表上
曝光。計劃負責
人黃學堂找到一
幅珍貴的胡適墨
寶，他指出，胡
適的父親胡鐵花
於清光緒19年奉派「代理台東直隸
州知州」，胡適3、4歲時，跟隨父
親住在台東，胡適一直將台東當作
他的第二故鄉，直到4歲離開台東
時，已經認識700個中文字。
黃學堂說，41年前胡適專程到

台東，在台東體育場對中學生發
表演講，並重遊幼年故居，臨行
前贈送當時縣長吳金玉一幅墨
寶。胡適寫下王安石的詩–
《夢》：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
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今年90歲、吳金玉的次子吳登
瑞表示，他的阿公吳天來是胡鐵
花（胡傳）的「機要秘書」，胡
適3歲到台東，阿公到胡鐵花的公

館時，經常看到胡適。吳登瑞指
出，胡適其後到台東時，父親吳
金玉擔任縣長，當時胡適專程到
縣長公館拜訪父親，而在公館內
的每個人，包括父親、兄弟姊妹
還有僕人都有收到胡適的墨寶，
他當時在台北唸書，只有他沒拿
到。
吳登瑞說，當時胡適到台東沒

有帶印章，因此只有落款胡適，
沒有蓋章。吳登瑞說，他希望將
這幅珍貴的墨寶送給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蒐藏。黃學堂表示，胡
適離開台東後，吳金玉就將當時
台東最熱鬧的街道「光復路」改
成「鐵花路」，表彰胡適的父親
胡鐵花。

一年一度的佳士得上海秋拍上周日晚間繼續
舉行，這也是佳士得連續第五年在上海舉辦拍
賣，兩場拍賣共取得總成交額人民幣（下同）
98,580,000元。拍賣前備受矚目的趙無極晚年巨
作《24.12.2002-雙聯作》以 33,600,000 元成
交，也創下了佳士得在中國內地舉辦拍賣以來最
高價成交的藝術品。成交價排名第二的也是之前
備受矚目的薩爾瓦多·達利的作品《凱旋的大
象》以 13,200,000 元成交，成為佳士得於上海
拍賣以來最高成交價西方藝術品。
今年推出三十五件東西方藝術大師傑作，涵
蓋了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西方印象派及當
代藝術、戰後及當代藝術，以及當代水墨等多領
域。之前被力推的趙無極晚期油畫作品
《24.12.2002-雙聯作》不負眾望以33,600,000元

成交，成為佳士得自上海舉辦拍賣以來最高價成
交的藝術品。當天這一專場的拍賣成交額達
83,148,000元，成交額以件數計達86%。
此次亮相上海秋拍的作品涵蓋了趙無極五十

年代的「甲骨文系列」、六十年代的「抽象系
列」和晚期的「水墨系列」，創作於其晚期的巨
作《24.12.2002-雙聯作》領銜重磅亮相，作品不
僅尺幅巨大（高1.95 米、寬2.6米），色彩也極
為豐富。佳士得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資深專家莊
俊說，這幅作品亮相北京預展時，曾有藏家表
示，看到它就又相信了愛情。可見其中體現出的
正能量和感染力。
成交價名列第二的是達利的經典作品《凱旋

的大象》。大象是達利作品中非常鍾愛的題材。
雄偉的大象搭配寶石點綴的象鞍象徵着財富，代

表了每個人對富足和好運的美好期盼；而飛舞的
天使用喇叭吹奏勝利與繁榮，宣告着新紀元的到
來。專家介紹，對達利而言，大象代表了吐故納
新，也是他最愛的意象之一。象腿在他筆下常常
被描繪成蜘蛛腿般細長，象徵著健碩與羸弱的反

差效果，如同過去與未來一樣。
其他的作品還有巴布羅·畢加索的紙本

蠟筆作品《男人頭像》、安迪·沃荷的
《猴子》、朱德群的《拂曉》等等也取得
了不錯的成績。
今年適逢佳士得在中國內地舉辦拍賣五

周年，佳士得中國介紹，五年來，有來自
二十四個國家的賣家參與了上海拍賣。其
中，中國內地客戶在全球的購買力增長了
65%，對西方藝術品類的購買力增長了
119%。佳士得全球 CEO 施俊安(Guillau-
me Cerutti)表示：「佳士得始終致力於對
中國藝術市場的投入。佳士得擁有 251
年歷史，但在中國我們才剛剛起步。在佳
士得於上海舉辦拍賣五周年之際，我們將
繼續加大對中國內地運營投入，力求為國
內藝術市場的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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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上海秋拍落槌
趙無極作品成交破紀錄

■朱德群的油畫作品《拂曉》，成交價
1,680,000元。 （張帆攝）

■■《《凱旋的大象凱旋的大象》，》，薩爾瓦多薩爾瓦多··達利達利，，19751975年年
構思構思 （（張帆張帆攝攝））

■趙無極晚年的巨幅作品《24.12.2002 –雙聯作》是今年佳
士得上海秋拍的主打作品，成交價又創下紀錄。（張帆攝）

木心美術館兩周年慶典

繼去年推出繼去年推出「「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湯顯祖特展湯顯祖特展」，」，今年秋天今年秋天，，木心美術館的木心美術館的「「木心的講述木心的講述——大英圖大英圖

書館珍寶展書館珍寶展」」及及「「塔中之塔塔中之塔——木心耶魯藏品高仿及獄中手稿真跡展木心耶魯藏品高仿及獄中手稿真跡展」，」，兩展將在兩展將在1010月月1515日同日同

開開，，慶祝木心成立兩周年之餘慶祝木心成立兩周年之餘，，亦為觀眾獻上木心珍藏亦為觀眾獻上木心珍藏。。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遇見拜倫遇見拜倫、、王爾德手卷王爾德手卷！！

或許因為木心先生 (1927-2011) 極其讚賞
英國詩歌、戲劇和小說，是故此次展

覽將展出他最喜愛的四位作家的手稿，包括
拜倫勳爵、查爾斯·蘭姆、奧斯卡·王爾德以
及弗吉尼亞·伍爾夫。而這些罕見珍貴的手
稿，通過為期三年的「大英圖書館在中國：
共享知識與文化」交流項目，即將首次在中
國亮相。
其實，早在今年4月到6月間，「從莎士
比亞到福爾摩斯：大英圖書館的珍寶」展已
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成功舉辦。大英圖
書館中文網站也於今年4月同期上線，為公
眾免費提供二百餘部數字化藏品和70多篇
文章，其中也包括對本次赴烏鎮的作品和作
家的解讀賞析，以及木心與英國文學的相關
主題文章。
本次展覽恰逢2017年烏鎮戲劇節，展品

包含：弗吉尼亞·伍爾夫於1923至1924年間
所著的《時時刻刻》 (The Hours) 創作手
稿；奧斯卡·王爾德的戲劇作品《溫夫人的

扇子》(Lady Windermere' s Fan) 第一幕的
打字稿，上面有大量手寫修改的痕跡；編寫
《莎士比亞故事集》的作者之一查爾斯·蘭
姆的親筆書信等等。
木心美術館館長陳丹青曾說：「木心美術

館十分珍惜大英圖書館特意為我們送來的這
一精緻的手稿展，稿主分別是享譽世界文學
史的拜倫、蘭姆、王爾德和伍爾夫。當木心
先生在文學講席中熱情談及這幾位文豪時，
絕對想不到他們的親筆手稿會來到烏鎮。親
睹手稿，我們與英國文學史和我們據以譯本
的閱讀史，兩相交融，我相信，英倫大師之
魂一定樂意見到他們遠在中國的讀者。」

知命之年繪五十畫述懷
四十年前，年屆五十歲的木心畫了五十幅

畫緬懷自己永逝的坎坷歲月。其中十數幅是
受到林風眠彩墨畫影響的大膽拓展，另三十
三幅小型風景則是他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意
實驗的轉印畫，追尋偉大的宋元山水畫記

憶，並肆意融入江南故園的想像。
1985年，當時就讀博士學位的巫鴻為之

在哈佛大學亞當斯學院辦了個展，獲普林斯
頓藝術史教授理查德·A·巴哈特激賞，稱之
為「時間終結處的風景」。九十年代初，經
旅美畫家劉丹引薦，亞歷山大·夢露（時任
紐約日本協會美術館館長，現任古根海姆三
星亞洲高級策展人兼全球藝術高級顧問）起
意將這批小畫並木心六十六紙獄中手稿舉辦

展覽。1995年，藏家羅伯特·羅森科蘭茲全
部收購了三十三幅轉印畫，2001年，捐贈
耶魯大學美術館。 同年，耶魯大學美術館
舉辦了「木心的藝術：風景畫與獄中手稿」
專展，此後兩年，巡迴芝加哥大學斯瑪特美
術館、夏威夷美術館、紐約亞洲協會美術
館。最後一站，該展易名為《山水記憶—
木心的風景畫特展》。四展展覽期間，美國
各家媒體評述文論共十四篇，與該展同名畫
冊於耶魯首展時問世，被評為五星級出版
品。
經磋商，耶魯大學美術館於今春發來三十
三幅木心早期轉印畫電子版，授權該館製作
高仿真品，與木心獄中手稿真跡同室展出，
俾便在木心的故國、故鄉，還原耶魯展全
貌。木心為該展擬定了「塔中之塔」這一標

題，以下是他的詮釋：前一個塔是指倫敦
塔，處境的類比，後一個塔是指象牙塔，性
質的反諷，那末全句就是：「倫敦塔中的象
牙塔」。中國自「五四」以來，文藝論戰，
那「十字街頭」的一派，慣用「象牙之塔」
這個詞詆斥對立的那一派，我與兩派概無關
係，只不過說：在被囚於倫敦塔中時我雕了
座象牙塔。
以關押囚徒的「倫敦塔」典故暗喻自己

的經歷，以「象牙塔」明示自外於社會喧
囂的畫路，這就是木心。身陷絕望歲月，
這批小畫與手稿是他的贖救之道，也是他
唯一的愉悅，當年這些作品不可能展示，
也從未期待展示—「塔中之塔」。中國繪
畫史與文學史恐怕難以得到另一個相似的
形象和隱喻。

■拜倫手稿《愛情與黃金》
Bridgeman Images供圖

■王爾德手稿《溫夫人的
扇子》
Bridgeman Images供圖

■■木心美術館木心美術館 浙江傳真浙江傳真

■木心作品《渤海晨興》 浙江傳真

■木心作品
《 金 陵 秋
色》

浙江傳真

■木心作品《榕陰午雷》 浙江傳真■伍爾夫手稿《達洛維夫人》
Bridgeman Images供圖

■■木心極其喜愛英國詩歌木心極其喜愛英國詩歌。。

■■胡適書法作品胡適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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