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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克制我內心的火焰。每
當火焰起舞時，你和我的無數陰影
都會擾亂我的思緒。我不知道如何
把火撲滅，是故帶着它一起逃跑，
希望沒有人會被這火灼傷。只要我
還存在，我知道這火焰就永遠不會
消失。我知道我會再次為這火焰所
着迷，所以我離開，有如心如熾火
般的活着。」這是 藝術家Dae-
hyun Kim的自述。
即日起至9月8日，藝途畫廊將

舉辦韓國藝術家Daehyun Kim在
港的首個個展「心如熾火」。定居
韓國首爾，Daehyun受教於韓國傳
統藝術繪畫技巧，並專研東亞藝術
史，於2009年畢業於弘益大學，
獲東方繪畫藝術學士學位。Dae-
hyun的作品曾多次在韓國和世界
其他地區展出，包括紐約、邁阿
密、巴黎、倫敦、曼谷、新加坡、
奧斯陸及羅馬尼亞，據悉，是次展
覽是Daehyun在香港的首次個展。
在傳統東亞藝術與現代生活之間尋

找平衡一直是他對藝術探索所關注的
領域。他自言經常從自己的人生經
歷、內心的思想和感受中吸取見解和
靈感，而這些內心反思的視覺表達以
及與觀眾分享這些內容的願望引發了
他自2008年以來開始至今的一系列
「Moonassi繪畫作品」. 「Moonassi」
這個詞，在韓語中主要來自兩個字
符，「moon」是「空」的意思；而
「na」意味着自我或自我意識。

「Moonassi」這個詞代表了一個空洞的
自我，它具有無限的能力來容納任何
東西和任何人的思想。
是次展覽是藝術家的Moonassi系列

作品的延續，亦成為了他一生的項
目，以水墨和韓國紙本為創作特色。
「心如熾火」系列展示了 Daehyun
Kim將當代詩歌和哲學敘事在其深厚的
傳統毛筆繪畫技巧的基礎上，創造出
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及富有深刻見解
的作品。 文：張夢薇

「書香的傳承」乃藤花書屋父子王君華、
王家棟是次的詩書畫印展主題，展覽由藤花
書屋的第三代傳人王曉昱所策劃。當中的展
品更是遠由青島的家逐一帶到香港展出，其
作品除了表現出父子二人對藝術創作的深厚
造詣外，作品背後的意義更滲透出家人之間
互相關懷的情感，每件展品對藤花書屋三代
人而言均是充滿着回憶和意義。
策劃人王曉昱表示，是次展覽籌備了一年
的時間，而舉辦展覽亦全是她的主意，目的
是想讓父親高興。「我爺爺和父親都是個低
調的人，生活在藝術世家中卻從沒有稱自己
為藝術家，但每一位從事藝術創作的人，都
希望自己的作品可被人欣賞，所以我就計劃
了這次展覽，希望更多人能欣賞他們的作
品。」
王家棟特意挑選的父親王君華的作品《高
瞻遠矚》是次展覽的重點之作，此水墨畫創
作於1987年，為王君華特意繪畫給兒子王家
棟的作品，此畫對王家棟而言別具意義，更
珍而重之地收藏着。繪畫此畫之時，王家棟

的女兒王曉昱五歲，
亦開始上各類型的興
趣班，王君華見此，
時常提醒兒子要正確
引導及教育孩子，並
要有着長遠的規劃和
嚴格的要求，於是王
君華就在畫中畫了一
隻鷹在山上俯瞰環
境、準備拍翼高飛的動作，寓意登高可望
遠，提醒兒子要為下一代打好基礎，翱翔未
來。王家棟更笑言父親有時候表達東西不是
那麼直白的，「他寫了畫了些東西，是要自
己領悟去。」
另一展覽作品名為《福祿壽禧》，為王家

棟的篆刻作品，四個大字「福、祿、壽、
禧」在展覽廳上顯得相當奪目。此作品是王
家棟在父親王君華走近病榻前，一邊照顧父
親，一邊創作出來的，寓意父親能「福延子
孫、祿通古今、壽同金石、禧在今朝」。作
品最特別之處是各幅大字上均印滿了不同的

篆刻圖案，當中的篆刻圖案更是王家棟
逐一雕刻而成。「福」有99個不同中文
字體的福字篆刻、「祿」意指貨幣，所
以亦印上不同具代表性的貨幣圖案、
「壽」印了120個壽字，而「禧」則是
混合了福祿壽作品上的篆刻圖案。
王家棟除精通書法篆刻外，對音樂也

有極高的造詣，於是他將音樂與篆刻融
合，創作了一幅名為《朱載堉與巴赫的
對話》，把中國古代音樂中的十二律，
與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中西合璧，並將中

國古代律呂名稱篆刻成印，以五線譜標示其
音位，使其相映成趣，也是展覽中的特別之
作，相當吸睛。
王家棟篆刻的作品並不限於雕刻圖章，一些

日常生活用品例如瓶子、梳子，均是王家棟用
來雕刻的材料。「這個瓶子我看上面乾乾淨淨
的我不太喜歡，於是我就在上面刻上文字
了。」一個原本平平無奇的大理石瓶子，只要
經王家棟的手「加工」，搖身一變瓶子上就刻
滿了紅色的篆刻文字。而在大理石瓶子展品旁
邊，更有一把水牛角梳子，梳子上刻了「梳無
秩」、「理常明」六字。王家棟表示，這六字
是要用來警惕自己的，「梳無秩就是說梳一梳
人就有智學了，人生活、工作中有好多東西都
需要梳理的。」 文：張美婷■■王家棟贈給父親王君華的作品王家棟贈給父親王君華的作品《《福祿壽禧福祿壽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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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寫字見長而出名的年輕人以寫字見長而出名的年輕人。。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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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寫字愛好者們分享了習字的感多寫字愛好者們分享了習字的感

受和經驗受和經驗。。習字並非一種痛苦的習字並非一種痛苦的

磨煉磨煉，，很多時候成為了快樂的源很多時候成為了快樂的源

泉泉。。規劃式的習字也能夠為生活規劃式的習字也能夠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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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一個人的生活、氣質緊密相連。一個人的
字也會給人生帶來諸多不同的感受。壓力在

很多時候並不是一種負面的情緒，反而會讓人有
一種新的追求。至少，習字就是如此。

回憶祖父的派克筆
來到香港的葉曄，非常風趣，也很幽默，其謙

和的態度、平易近人的互動方式，讓其講座吸引
了眾多本港年輕人，有些甚至是剛剛參加完中學
文憑試的學生。面對眾多聽眾，葉曄說，要練就
一手好字其實並不難，也沒有太多的訣竅，就是
堅持每天練習。他首先詢問在場者，大家在日常
生活中是否有壓力。很多聽眾都回答自己的壓力
很大，壓力的類別也比較多。
葉曄回應說，自己寫字和習字的動力，其實最

本質的部分就是壓力。他表示，恰恰是因為當初
自己的同學稱自己的字寫得醜，所以才強化了他
要練字的決心。葉曄表示，自己的家在金門，這
是一個距離台灣比較遠的外島，四面環海。因
此，他過去經常在金門的沙灘上寫字，也透過這
種方式來轉換心情。久而久之，寫字就成為了自
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自己寫字的第一支筆來
自祖父。那時的金門有很多駐軍，葉曄的祖父開
了間文具店，幫助阿兵哥寫字。葉曄從自己祖父
那裡得到了一支派克筆。在葉曄看來，其工作乃

是「有溫度」（有情感）的職業，讓葉
曄感佩於心至今。這對寫字的練習和成
就也構成了較大的影響。
寫字的感想和心得，葉曄經常會分享

在臉書上。他風趣地說，從臉書粉絲的
活躍和參與度來看，似乎香港的朋友比
較積極。香港也成為了葉曄經常進行寫
字展示的地方，包括港府的公家機構也
請葉曄進行文字寫作與展示的代言，以
推廣公共政策和政令宣導。在講座中，
葉曄也分享了自己教授過的香港學生的
作品。在系統化練字之前，他們的字的確沒有達
到可以審美的標準。但是經過指導和練習，不少
人的字有了很大的進步。很多人，也透過寫字，
尤其是自己的字有了美觀層面的改善之後，內心
對自己又充滿了自信與希望。這在某種層面上，
或許可以看作是寫字帶來的正向幫助。
對於如何練字，葉曄抱持非常開放的態度。他

認為，一個人練字，其實就是堅持一種習慣，每
天做簡單的事情；而寫字和練字的目標也並不是
要讓自己的字有多麼好看，尤其是練習自己經常
使用的字，似乎更加重要。若每天堅持三十分
鐘，就可以改變很多。對於葉曄而言，練字是一
種轉換心情甚至幫助入眠的工具。整個講座，非
常側重互動，葉曄也非常期待聽眾的參與。凡是
提問的聽眾，葉曄都會幫助他們練字。

生活是溫暖的
寫字的確可以改變人生。縱觀葉曄整場講座，

寫字的基調應該是快樂的，應該是輕鬆的，應該
是依循生活根本的。寫字的意義在今天這個時代
仍舊顯得非常重要。對華人社會而言，字如其
人，字代表一個人的內心、對世界的看法、對生
活的態度。因此，能夠正確地寫字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尤其在當下的生活狀態中，寫字對人
心的完善作用似乎更大。葉曄在講座中對比了台

灣和香港的生活節奏。他說，台北的生活節奏要
快過金門，壓力也大過金門。所以，葉曄選擇回
到了金門生活。但是和香港相比，香港的生活壓
力其實也很大，節奏也非常快。他說，自己仍記
得首次來香港時，不論是扶手電梯的速度，還是
馬路上交通燈的滴滴聲，都在在顯示了香港這個
城市的快節奏。越是在快節奏的時代，越是在快
節奏的生活中，寫字的意義越是不能夠被忽略。
葉曄的講座和演示分享是在歡聲笑語中結束

的。寫字的確是一件快樂的事。寫字在日常生活
中其實無處不見。如同葉曄所說的沙灘，都可以
成為寫字習字的場所。寫字無處不在，或許代表
生活的希望無處不在。對寫字的追求和堅持，既
是老一輩人對文化美學的追求，也是新一代人思
考生活的一種工具。求職信、家書，這些曾經是
紙本的文體如今變得電子化，但是寫字的意義仍
舊無法被替代。無論在何時，人們需要的依舊是
一支筆。即便是今日，用筆去簽字依舊是在公私
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因此，沒有人能夠忽略
寫字的意義與價值。葉曄來香港的講座，語言溫
暖，話題溫暖，氣氛也溫暖。一言以蔽之，生活
是溫暖的，寫字是溫暖的。而如何寫好自己常用
的字，如何寫好自己的名字，或許在未來相當長
的時間內，是很多人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重要話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