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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蘇省海外聯誼會、香港江蘇社團總
會主辦，徐州市海外聯誼會牽頭邳州

市、新沂市、賈汪區、鼓樓區、雲龍區等海
外聯誼會共同承辦的「蘇韻漢風——徐州民
間手工藝（非遺）展」日前在香港江蘇社團
總會永久會址隆重開幕。展覽旨在通過展示
「剪紙」、「香包」、「泥麵塑」等徐州非
物質文化遺產，讓江蘇旅港鄉親和香港人了
解體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文明瑰
寶，進一步凝聚鄉情鄉誼、促進文化合作交
流。
步入展場，品香包、賞剪紙、識泥麵塑，
戀上魅力新徐州，從這裡開始……

泥麵塑栩栩如生
泥麵塑是以泥或麵為原料塑形的傳統民

間藝術形式，或素或彩，以人物、動物為
主。徐州泥塑製作可追溯到漢代，色彩運
用上以傳統的民間色彩為基色，鮮艷明
亮，觀賞性故事性強，令人賞心悅目。徐
州麵塑傾向於以塑為主，着色為輔，色彩
艷麗，風格樸實簡練，題材上多借鑒神話
傳說、歷史故事。大師朱月香是徐州麵塑
的代表性傳人，其作品《農村滄桑巨變30
年》、《金陵十二釵》等多次在博覽會上
獲得金獎。
只見展覽現場既有體積較大的泥麵塑，也

有較精緻的作品。其中又以後者最讓人讚嘆
不絕。因為匠人需在面積極細小、而且凹凸
不平的立體表面上畫出歷史人物的神態。但
在匠人的巧手下，這些體積細小的藝術品卻
是栩栩如生，幾可以假亂真。

香包「真棒」
甘香的香包中草藥味早已彌漫在展覽會場

四周，使人精神為之一振。香包又稱「香
囊」、「香纓」，是中國傳統民間藝術品。
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漢樂府長詩《孔雀
東南飛》中有「紅羅覆斗帳，四角垂香
囊」、漢代《禮記》有「男女未冠笲者……
衿纓皆陪容臭」。徐州香包發端於漢代，在
用料上多採用純天然材質如綢、緞、棉、麻

及各種顏色絲線，彩繪所使用的顏料也是來
自純天然的礦物質顏料，內部填充物為棉與
十八味中草藥香料，非常天然。
香包又可分為「針棒」及「心意」兩種。
「針棒」香包流傳於民間做針線活時插針所
用，取其諧音「真棒」，寓意身體棒棒。
「心意」香包寓意心想事成，吉祥如意。歷
經數千年的演進，現造型多以新、奇、美、
真為特色，內容常以喜慶吉祥題材為主，從
而寄託祈求祥瑞、辟邪納福的美好願望。當
前以技藝大師井秋紅、王秀英的作品最具代
表性。

剪紙入選聯合國名錄
剪紙是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調研考察徐

州時所稱讚的，其中今次展示的「吉祥如意
中國夢」主題系列作品，更是出自已年屆八
十的王桂英之手。徐州剪紙作為一種民間美
術形式，廣泛分佈於邳州、沛縣等地。形式
可分為裝飾剪紙、繡花紋樣、特種剪紙，內
容主要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反映新時代精神
風貌以及歷史文化等。徐州剪紙具有很高的
藝術價值和人文價值，2009年入選聯合國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當前最具代表性和藝術成就最高的是新沂

剪紙大師王桂英，他的作品不少都以歌頌農

民的辛勤為題，並結合了他高超的剪紙技
巧。以他的作品《春耕》為例，作品展示了
農民如何在勞作時借助牲畜的力量，技法方
面人物動物形象簡練概括，整體構圖均衡和
諧，表達陰陽相生，大寫意的刀法表現了王
桂英對生活的細緻觀察，表達了他對生活的
熱愛和對莊稼豐收的美好期待。另一作品
《車馬出行圖》則用剪紙方式表現漢麵車馬
出行。構圖佈局繁密盈滿，人物車馬充盈天
地，主體畫面之外填以祥雲飛鳥，畫面主次
分明，條理清晰，結構嚴謹，畫面繁而不
亂，密而不窒，取得了氣勢熱烈而有條不紊
的藝術效果。
除了香包、剪紙與泥麵塑外，展覽現場

也展出了徐州漢代拓片的複製本，讓觀眾
進一步感受徐州的歷史人文瑰寶。徐州漢
畫像石是漢代特有的藝術形式，以石為
材，圖畫天地，裝飾神道、宗祠、地宮、
形成了一個時代藝術形式的代表。它題材
廣泛，內容豐富，有神話傳說，有歷史
典故，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石刻中有車騎出行，賓主宴
見，擊劍比武，舞樂百
戲，奔逐狩獵，耕種紡
織，珍禽異獸、仙人
搗藥，玉兔守鼎等圖
案，是研究漢代社會
的一部「繡像的史
書」，是中華文化寶庫
中的瑰寶，具有極高的
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近日，「造化心源——當代山水畫
系列展」在河南省美術館開幕，系列
展「坐望雲起．全國山水畫名家學術
邀請展」、「天地棲境．方向水墨作
品展」、「院風新銳．當代青年山水
畫提名展」等三個展覽組成。此次展
覽由中國畫學會、中國美協中國畫藝
委會、河南省美術館、河南省美協、
廣州美院、廣東省美協、當代嶺南藝
術研究院聯合主辦。展覽將持續至4
月10日，免費向公眾開放。
據悉，「坐望雲起．全國山水畫名
家學術邀請展」邀請了許欽松、范
揚、張志民、王學輝、李勁坤、林容
生等20位南北當代山水畫壇具有影響
力的藝術家。作品分為「創寫家山」
（創作）與「遊心太玄」（寫生）兩
大主題板塊，無論是源出己意的山水

創作還是目識心記的山水寫生，藝術
家通過對山水、重雲的描繪，在山水
與塵世的觀照中，實現精神的超越與
昇華。
「天地棲境．方向水墨作品展」分

為「天下遊觀」、「故土行旅」、
「時光心跡」三個單元，三個單元分
別指向了方向藝術世界的三個時空、
三重境界。其中「天下遊觀」為創作
板塊，描繪的是世界各地都市山水；
「故土行旅」為寫生板塊，描繪的是
本土都市山水、山水寫生；「時光心
跡」為早期作品板塊，作品呈現的是
田園、山水、庭園。展覽希冀通過方
向對城市物象山水畫的探索，到達彼
岸的棲境，重返內心的本真。這個展
覽是方向多年來創作的一次階段性的
匯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即日起至4月8日，保利香港藝術空間舉行
「春˙芽——周春芽作品港島集粹」收藏展，
首次以藏家借展方式，彙集來自香港藏家所收藏
的周春芽過去數十年的藏品，合共19件，當中
包括14件油畫，5件紙上作品，藉此展覽分享及
回顧周春芽各階段的藝術作品。
1955年生於重慶的周春芽，1982年畢業於四

川美術學院油畫系，後赴德國深造，畢業於德國
卡塞爾綜合大學美術學院。周氏作品以激情和獨
特用色為特色，被喻為「當代中國藝術領域裡，
對色彩掌握度最完整精確、最自由無拘的藝術
家」。他的藝術創作歷經變化，九十年代初開始
的「石頭系列」，將中國傳統文人山石元素賦予
新表現主義色彩，形成其個人藝術風格。九十年
代中期因愛犬黑根的離去，走出內心低谷後開始
創作「綠狗系列」，「紅人系列」也開始於這一
時段。2005年前後，「桃花系列」開始成為周
春芽的創作重心，這一系列抒發着藝術家嶄新的
心境和對生活與藝術的憧憬。收藏展中的「石頭
系列」，是其早期創作精品。周春芽在留德後，
回歸中國傳統題材——山石，在傳統文人的含
義之上賦予了山石更多的豐富表達。
展中兩件《太湖石》，最初因其是中式園林

中文人氣息的縮影，但觀者透過其特殊形態與質
感，看到了石如骨骼，紅泥如血液的生命感，也
與始終在周春芽畫面上的人體相呼應。「綠狗系
列」中《綠狗的故事》是周春芽早期的代表作
品，創作於愛犬黑根離世後，黑根被意象化，轉
變為醒目的綠色，在黑色背景下被形態各異的人
物環繞，這時的綠狗充滿詭譎感。

「桃花系列」中的《冬天已經過去》為大尺幅
作品，畫面如伸向桃花林間的鏡頭，捕捉了春初
時節桃花繽紛的景象。斜切入畫面的枝幹打破了
平面的構圖，豐富了畫面中的空間層次。據指，
「桃花系列」是周春芽心境寫照，象徵着新的初
始與開端，展覽中的多件「桃花系列」作品，展
現了這一系列的多種樣貌：或有紅色肉體隱蔽於
枝椏之間，飛掃的筆觸也迸發着生命力；或是幾
枝的特寫，將桃花綻開的極盛之時凝固；抑或是
桃花林的遠景展現生命力飽滿的氛圍。

系列當代山水畫作
探索造化心源

「周春芽作品港島集粹」收藏展
本地藏家導賞

徐州民間手工藝展徐州民間手工藝展
感受南北漢風感受南北漢風
徐州，古稱「彭城」，位於江

蘇北部。作為彭祖故國，劉邦故

里，項羽古都。這裡文明早啟，

歷史悠久，南秀北雄，漢風長

吟，是古代中國傲立世界

東方的「大漢之源」，南

北漢風於此際會。日前於

灣仔的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永久會址正式開幕的「蘇

韻漢風——徐州民間手工

藝展」展出的「剪紙」、「香

包」、「泥麵塑」等都是徐州非物

質文化遺產，帶有濃郁的地域氣

息，飽含着徐州民間匠人的智慧結

晶以及對未來生活的美好祝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展覽會場。

■大型香包

■■小型香包小型香包

■《西遊記》人物泥麵塑 ■嫦娥泥麵塑

■「吉祥如意中國夢」主題系列剪紙■《春耕》■《車馬出行圖》

■徐州漢代拓片

■范揚《南嶽大廟》55cm×88cm 紙本
■陳平《夢底家山之一》
68cm×68cm 紙本設色 2014
年

■袁學君《鹿苑村》39cm×53cm 紙
本設色 2017年

■付振寶《印象—斯里蘭卡》34cm×
34cm 紙本設色 2015年

■展覽現場

■觀眾在場聽周春芽講解。

■李偉《太行山寫生》50cm×50cm
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