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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裡行間－檔案中的孫中山」
專題展覽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有數千件中國古代金
屬器。日前，其院藏105件中國古代各時
期的金屬器精品在此間展出，其中，2件
明代宣德爐為首次展出，其造型典雅、線
條流暢，色澤和造型極佳。據悉，本次展
覽展出的藏品年代涵蓋從商周至明清的近
三千年的歷史時期，反映了各時期的不同
金屬冶煉及加工技術、社會審美，以及科
技文化內涵。
在2018年元旦即將來臨之際，瀋陽故

宮博物院推出「流金溢彩——瀋陽故宮藏
古代金屬器展」，以時代、工藝為脈絡和
線索，展出藏品年代涵蓋從商周至明清的
近三千年的歷史時期；材質上，包含青
銅、鐵、金、銀、錫等不同的金屬；功用
上，既有兵器、典制用器、佛教造像及法

器、生產工具、各類生活實用器具，也有
供陳設及欣賞的各類工藝美術品。
其中首次展出的2件明代宣德爐，更淋

漓盡致表現出金屬的色澤美。作為中國歷
史上第一次運用黃銅鑄成的銅器，宣德爐
的製作更得到明朝宣德皇帝的親自督促，
這在歷史上實屬少見。
據《宣德鼎彝譜》記載，明宣德三年
（1428），宣宗朱瞻基深感內廷、宗廟、
郊壇陳設的鼎彝「式范猥鄙，略無雅
致」，於是使用暹羅等地進獻的風磨銅，
參考《宣和博古圖》等圖樣及「柴汝官哥
定」窯「款式典雅者」，重鑄各式銅器，
銅爐為其中佼佼者，名為宣德爐。明末清
初文學家冒襄《宣德歌注》讚道：「宣爐
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

中發奇光，正如好女兒肌膚，柔膩可
掐」。
金屬工藝是中國工藝藝術的一個特殊門

類。在我國古代，金屬冶煉和加工工藝的
發展，提供了用金、銀、青銅、銅、鐵、
錫等金屬及合金材料製造的生活用具、生
產工具和武器，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推動
了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發展。
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歷史發展進程，可

分為萌生期、銅石並用時代、青銅時代和
鐵器時代四個發展階段。我國傳世及出土
的古代金屬器具數量大，種類多，反映了
所屬時代的金屬冶煉及加工工藝的技術水
平以及社會審美觀念，科技和文化內涵都
極為豐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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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博物館與徐氏藝術基金將合辦
一系列「花之頌讚」特備節目，在2018年
第一季至第四季期間推出不同類型的文化節
目。而現正展出的「展堂一鱗」專題展覽，
其亮點展品為兩組清康熙御製十二花神杯，
此兩組花神杯無論是畫功還是製胎，都薈萃
了中國瓷藝精華。
據悉，配合展覽一系列節目呈現。其

中，「絲竹樂韻頌花朝」將會配合詩意盎然
的花朝節，國際知名洞簫演奏家兼跨媒介藝
術家譚寶碩先生，將聯同古箏演奏家徐美婷
女士及琵琶演奏家劉媚女士，與多位古箏演
奏者合作，將傳統中樂以新穎的配搭於館內
呈現，為觀眾演奏以花與詩情為題的樂曲，
讓他們環抱在濃郁的藝術氛圍中，以聽覺體
會另一番花與詩情的韻味。詳情可進入博物
館網站瀏覽。
表演時間：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5時

表演地點：二樓徐展堂中國藝術館
表演者：譚寶碩先生（洞簫演奏家兼跨媒

介藝術家）、徐美婷女士（古箏
演奏家）、劉媚女士（琵琶演奏
家）及箏亭古箏團

參加方法：即場參加

展覽時間：即日至2018年
3月28日

展覽地點：孫中山紀念館地下高層專題展覽廳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孫中山紀念館聯合主辦，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協辦的「字裡行間－檔案中的孫中山」專
題展覽，用檔案呈現出孫文先生的革命精神。
文獻檔案乃指由中央至地方政府機關、機構組織等的記錄

及相關的收藏，均為研究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檔案以文字、
照片、聲音、影片等形式保存，為國家的珍貴文化資產，並
反映其時的歷史真像。是次展覽選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
藏的文獻檔案複製件，配合歷史照片，回顧孫中山先生在民
國時期奮鬥所走過的艱辛道路，以及國民對孫先生的推崇，
藉此讓公眾認識及學習孫先生不屈不撓的革命及愛國精神。

「花之頌讚」特備節目
音樂配上花神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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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故宮首展2件明代宣德爐
呈現金屬之美

■《國民政府致行政院訓
令》，1929年2月17日。

■■透雕玉雲龍紋圓形玉飾透雕玉雲龍紋圓形玉飾
清代清代
徐氏藝術基金藏品徐氏藝術基金藏品

■本次展出的明錯金銀犧尊。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本次展出的明仿古銅夔龍紋雙
獸耳壺。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首次展出的兩件明代宣德爐藏品之一。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西方繪畫的寫實主義風格，最早可以追
溯到古羅馬時期，到了十九世紀，寫

實主義更成為浪漫主義之後的一種重要潮流
在歐洲藝術界蔚然成風。藝術家們雖然還是
受傳統的繪畫訓練，但已不再局限於在歷史
和理想中尋找題材，而更願意描繪和推崇自
然，直接關注和批判社會現實本身。

俄式寫實引領主流
對於中國美術界而言，最初引入寫實主義
的理念，有賴於徐悲鴻等一批留法藝術家的
傳播和發揚。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俄式寫
實成為了內地「西學」的唯一導師，直到今
天，活躍在畫壇的標杆式藝術家，無不是從
留蘇或是學蘇起步的：靳尚誼、詹建俊、邵
大箴、全山石，乃至陳逸飛、陳丹青等等。
其中，又以巡迴畫派的畫家和作品最為受到
推崇：列賓、蘇里科夫、馬克西莫夫……都
是中國藝術家們的偶像。他們的作品，此前
很多年通過各種印刷製品在內地流傳，成為
幾代人心中的經典。而在中俄文化交流日趨
升溫的大背景下，這些作品的真跡終於走出

國門首次來到了中國展出，不可避免成為內
地藝術界關注的一件大事。

革新精神催生巡展
一八六三年，聖彼得堡美術學院發生了一

件史無前例的事件。十四名原本有望獲得金
質獎章和學院獎學金赴歐求學的年輕畢業生
突然宣佈，拒絕以「斯堪的納維亞的薩迦」
這一統考命題作畫。他們認為，這一神話幻
想的命題過於遠離俄國現實生活，而藝術家
應當關注這樣的生活。該事件當時自然是以
十四人的抗爭失敗離開學校告終，但卻被載
入俄國藝術史史冊。用評論家斯達索娃的描
述是：「一幫傢伙著嚷着離開了，俄國藝術
的氛圍明朗起來了……新藝術的黎明來
矣。」這群「鬧事者」就是後來巡迴畫派的
奠基人。一八七零年，十三位藝術家創立了
「巡迴藝術展覽協會」。此後，一批年輕大
膽、才華橫溢且具有獨立思想的藝術家都被
聚集過來，包括了彼羅夫、薩夫拉索夫、列
賓、列維坦、蘇里科夫、瓦斯涅佐夫和科羅
溫等眾多馳名歐洲的傑出畫家。

「巡迴畫派」不僅在創作題材上追求革新
精神和關注現實，在作品的展示方式上也有
了突破。以往在俄羅斯，盛大的美術展覽基
本局限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而巡迴畫派的
藝術家們則結伴將畫展推向大城市以外的大
眾。從一八七零年成立至一九二三年解散，
巡迴藝術展覽協會共計舉辦過四十八次巡
展，足跡遍佈聖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哈
爾科夫、敖德薩、喀山、沃羅涅什、里加等
地，「巡迴展覽畫派」也因此得名。

鎮館之寶悉數來華
俄羅斯國立特列恰科夫美術館擁有世界上

最完整、最重要的「巡迴展覽畫派」作品收
藏，有着「巡迴展覽畫派之家」的美譽。經
兩國專家的策劃，本次展覽精選了館藏的風
俗畫、肖像畫、風景畫和歷史畫等四類六十
八件油畫代表作來華，「巡迴展覽畫派」所
取得的藝術成就，很多作品是該館的鎮館之
寶。彼羅夫的《釣魚者》、希施金的
《夜》、列賓的伏爾加河縴夫的另一個版本
《縴夫涉水》、蘇里科夫的《女貴族莫羅佐

娃》等等。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還介紹，為了能夠

讓中國觀眾一飽眼福，俄方不惜將諸多常設
展品借出，因此這幾個月如果去俄羅斯，有
很多名畫是看不到的。「歡迎大家到上海來
看。」
整個展覽分為六個部分：「學院與傳

統」、「巡迴與先驅」、「自然與情懷」、
「人物與個性」、「歷史與現實」和「求新
與探索」。除了大師傑作，巡迴畫派的一大
亮點「肖像畫」此次也有不少名作前來。巡
迴畫派的肖像畫被譽為俄國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在特列恰科夫美術館創始人帕維
爾．米哈伊洛維奇．特列恰科夫的主導下，
很多與他關係密切的俄國知識分子，都成為
「巡迴展覽畫派」的「模特兒」。
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柴可夫斯基

等等，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不少他們的代表
肖像，均是出自巡迴畫派藝術家之手。如列
賓在一八八七年夏天創作的《列夫．托爾斯

泰肖像》，則僅用了三天就完成了，他生動
地捕捉到了托爾斯泰臉部的特徵和內在豐富
的個性。而熟悉音樂的人肯定會對庫茲涅佐
夫創作的《柴可夫斯基》感到親切，多年來
這幅作品被廣泛運用於音樂家的唱片封面和
人物傳記中。還有克拉姆斯柯依所作的《無
名女郎》。百餘年來，對於這位女主角的真
實身份，引發了經久不息的探討，女郎動人
美麗的臉龐和人物的每一處細節，都誘使觀
眾去探求人物背後的秘密。

一己之力成就經典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覽俄羅斯國立特列

恰科夫美術館的歷史可追溯至一八五六年。
二十四歲的商人特列恰科夫以首次購藏了兩
件俄國畫家的作品為起點，終其一生都在孜
孜不倦地收集俄羅斯畫家的作品，他不僅慷
慨斥資，還堅持以在莫斯科建立一座俄羅斯
藝術博物館為其畢生的重要使命。一九一八
年，特列恰科夫美術館從市立博物館躍身為
一座國立博物館，並以創建者特列恰科夫的
名字永久命名。如今，美術館的藏品數量已
近二十萬件，已躋身世界知名展館行列。
透過本次展覽，特列恰科夫的敬畏文化之

心和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也能給正掀起收藏
熱潮的中國帶來不少啟迪。

俄巡迴畫派俄巡迴畫派首次來華展出首次來華展出
俄羅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大國，與中國有着深厚

的傳統友誼。俄羅斯文化給幾代中國人帶來了深刻影響，

文學、音樂、哲學……當然，還有怎麼也繞不開的美術。

近日，由中俄聯合主辦的「巡迴展覽畫派：俄羅斯國立

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館推出。這也是繼

暑期檔的「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之後，又一個讓上博展廳

擠爆的展覽，不少觀眾還多次前往，看了又看。站在「巡

迴展覽畫派」（又叫巡迴畫派）領軍人物克拉姆斯柯依

（Kramskoy）的名作《無名女郎》前，很多人恐怕沒有

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一句：「久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巡迴展覽畫派：俄羅斯國立特列恰科夫美術
館珍品展
展期：即日起至2018年3月4日

（周一閉館）
地點：上海博物館二樓第二展廳

國立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珍藏國立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珍藏

■《午時的遠處森林》，布面油畫，1878
年，克洛特。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伏爾加河邊的牧羊人》，布面油畫，
1922年，涅斯捷羅夫。

■《湖光山色》，布面油畫，1854年，
波恰羅夫。

■《柴可夫斯基肖像》，布面油
畫，1893年，庫茲涅佐夫。

■《雪橇上的女貴族莫洛佐娃》，布面油
畫，1886年，蘇里科夫。

■《無名女郎》，布面油畫，1883年，克
拉姆斯柯依。

■《縴夫涉水》，布面油畫，1872年，
列賓。

■《列夫·托爾斯泰肖像》，布
面油畫，1887年，列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