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平靜、柔和的
感覺最能形容

他的作品。」當記者
正細心欣賞着畫作
時，一名同樣看展覽
的 市 民 對 着 記 者
說。的確，馮驍鳴的

作品雖使用了厚重奪目
的色彩，部分作品更有
着強烈對比的顏色，但卻
毫無衝突感，反之帶給
人寧靜的感覺。這次是法
籍華裔藝術家馮驍鳴在香
港的首個個人展覽《靈
韻》，由奧佩拉香港畫廊
展出27幅馮驍鳴在2013年
至 2018 年創作的作品，樓
高兩層的展覽，當中的 20
幅更是首度亮相。不少作
品為馮驍鳴特意為是次展
覽而創作，展覽中的作品
大部分也是其最近的新作
品。

以「靈韻」道意境
展覽名為《靈韻》，是馮特意取的

名字，「靈韻是表達作品意境的意
思，『靈』即是空靈的意思，因為我
的作品一直都是追求空靈，很寧靜的
感覺；『韻』就是韻味，就像中國人
所說的寫意畫，那畫的就是韻味，因
為我的畫裡，東西方的影子都有。」
馮用簡單的二字，道出了其作品的感
覺。東方的影子就是畫韻味，帶出柔
和感，但西方的感覺在馮驍鳴的作品
中更為突出，西方風格豐富且飽和的
色彩在其作品中呈現，「東方和西方
的感覺都在作品中表現出來，例如這
幅畫，很明顯就是上面那一部分很順
暢的感覺，就好像中國人的畫有韻
味，當中所用的顏料很薄，很滲透；
而西方人追求顏料有厚度的感覺，就
好像中間那一部分，我就把東西方這
兩點結合在一起。」馮以其作品《第
20.1.15構圖》作例子對記者講解，聽
得人津津入味。

馮驍鳴大多的作品均是抽象的風景
畫，以對大自然的啟發作靈感，「靈
感從大自然、日常生活中，我的畫並
不是把大自然的景色直接複製下來，
年輕學畫的時候會去練習寫生，但後
來我就不太喜歡，我就盡量在工作室
裡完成我的作品，憑記憶也好，憑我
的感覺去畫，其實與作品完全一樣的
景色是不存在的，完全是我大腦裡憑
感覺重新創造出來的景色。」在日常
生活中多留意事物、多想像，「哪怕
是傍晚時候看到一個天空景色的色彩
也好，這些也會帶給我靈感，就是從
平時點點滴滴的小事情積累下來。」

抽象畫中尋樂趣
「畫這種抽象的風景畫比較有趣的

是與畫具象畫不同，具象畫在畫之前
你已經大概會知道作品的樣子，過程
沒有太多的驚喜，而畫抽象畫就比較
有意思，在動筆之前不可能完全知道
結果，因為當中會不斷的調整，有時
候在畫的過程中又會有一些靈感出

來，完全畫到和當初想像想好的不一
樣，所以有點趣味就是在畫畫之前永
遠都不會知道這幅作品完成後是什麼
樣子。」在言談中可感受到他對繪畫
的熱情，每當說起與繪畫有關的事，
就會滔滔不絕地與記者分享。
馮驍鳴的作品普遍需要兩、三個星

期的時間創作，而下筆繪畫並不是隨
便的事，要先想像作品的佈局，「我
畫畫之前基本上會考慮幾件事，一個
是色彩，想用什麼色彩去表達這張畫
的主題，所以在畫之前我會大致會想
作品的佈局、章法，一旦落筆之後，
會開始發現在畫布上會有好多的問題
出現，然後就不斷地去找辦法去解決
它，之後就會出現很多驚奇、你沒想
到的結果會出來，當中有好的，也有
不好的，好的部分要盡量把它保留，
不好的部分盡量把它解決掉。」

以畫紀念好友
展覽中不得不提的一幅特別作品，

必定是《向趙無極致敬》，趙無極也
是著名的法籍華裔畫家，馮驍鳴跟他
是很要好的朋友，二人經常交流創作
心得，但在六年前，趙無極逝世，馮
驍鳴對他的離世一直耿耿於懷，十分
不捨好友，於是在去年創作了此作品
以紀念好友，「我和他以前是很好的
朋友，所以他走了之後有時候也是會
想到他，因為他畢竟在西方是影響很
大的中國人，很難有人能超越他，我
很喜歡他的作品，所以經常會回憶到
他。」馮在創作時更特意選用趙無極
生前喜歡的顏色，「我當中所用的色
彩、處理的方法，也是想着他而去畫
的，我就一直畫一直畫，畫到最靠近
他的顏色和感覺。」
在現場可見，馮驍鳴的作品大部分

均沒有正式取名字，很多都以其創作
日期作名稱，馮表示，他不喜歡為作
品改名字，因為這會影響觀賞者的思
維，「作品如果有名字的話很容易把
作品定型，定型了作品內容是什麼，
觀賞者就會沒有思考的空間了，因為
名字已告訴他那是什麼。」對不少藝
術家而言，要如何決定在何時收筆，
比思考作品主題更難，這倒是考起了
不少創作抽象派作品的藝術家，馮指
出，要判斷如何收筆就要靠個人經
驗，「經驗慢慢積累後，就會知道在
哪裡收筆，該收筆的時候就決定，不
要太猶豫，一開始經驗不夠，不知道
在哪裡停筆，很容易就走過頭，走過
頭就會把畫面整個破壞掉。」馮也坦
言，經驗老到的他仍會「走過頭」，
「我現在有時候也會走過頭，但現在
心態上好多了，之前過頭了就會覺得
整張畫壞掉了、要扔了，但現在就不
一樣了，我的積累告訴我雖然過了，
但還可以改回來，只是會比較浪費時
間。」
在展覽現場除播放着馮驍鳴的創作

片段外，更放着數個無線耳機供入場
人士一邊聽着音樂和詩詞朗誦，一邊
欣賞畫作，其詩詞《是遠山是近水是
蒼穹的夢》是畫家徐南歌子創作的，
她和馮是好朋友，「馮老師好像融化
了生命之礦，不媚俗，看了他的畫，
心就會變得安靜。」徐南歌子在機緣
巧合下認識了馮，更被馮真誠的性格
和其作品打動了，徐南歌子亦十分欣
賞馮的作品，於是就把對作品和馮的
感覺寫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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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020..11..1515構圖構圖》》 ■■《《向趙無極致敬向趙無極致敬》》

■■不少人慕名而來欣賞畫展不少人慕名而來欣賞畫展。。

■■馮驍鳴用毛筆為畫冊題馮驍鳴用毛筆為畫冊題「「靈韻靈韻」」二字二字。。

融合東西方美學融合東西方美學

情繫山水情繫山水
意走筆端意走筆端

馮驍鳴馮驍鳴

步入中環一畫廊中，瞬間被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畫作所吸引，伴隨柔和的背景音樂讓

人禁不住放慢腳步，駐足欣賞。這一天，正值畫家馮驍鳴在港的首個個人展覽開幕，

這次難得的展覽吸引不少人慕名而至，現場一下子變得熙熙攘攘。人群中，馮驍鳴被

「粉絲」包圍，穿着黑色西裝配上格子襯衫的他，頂着一頭灰銀髮，談吐舉止溫文有

禮，樂天的性格有着年輕的心境，讓人頓生「藝術使人青春永駐」之言的不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部分圖片由奧佩拉香港畫廊提供

在歐洲要以畫為生，並不容易，但這必定是每個剛
從藝術學院畢業的畫家之夢想，馮驍鳴當然也不例
外，「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個夢想，雖然困難但還
會想試試。」要兼顧興趣和生活，對於當時仍是「社
會新鮮人」的馮驍鳴而言，只好一邊打工賺錢，一邊
在空閒時繪畫創作，「一開始我在廣告公司打工，我
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也授過課，但後來覺得不
行，因為有衝突，你要授課就要備課，還要天天到廣
告公司上班，回到家根本不可能畫畫，因為也很累
了，最多只可以在周末畫畫，但時間也不多。」日復
日地過了好一陣子，馮便脫離了這種生活，「有了一
定的收入之後，就冒險放棄我的工作，專注藝術創
作。」
「第一幅能賣出去的畫是畫在宣紙上，其實我早期

在法國創作的畫是畫在宣紙上的。」惟在外國用宣紙
繪畫並不普及也較少人欣賞，到九十年代末，馮便決
定把宣紙作品裱在畫布上，「這樣子的狀態維持了十
年，我最後還是覺得要完全用布取代宣紙。」在是次
展覽現場，展出了一幅名為《夢 II》的作品，亦是現
場唯一一幅用塑膠彩（Acrylic）並以宣紙創作並裱在

畫布上的作品，極為難得。
由水墨畫轉變成油畫、由用宣紙到畫布，馮表示，
在宣紙和畫布上繪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畫在紙
上的話，顏料只能上一遍，更不能重複在紙的同一個
位置上畫，這樣會把紙的纖維弄掉，它正好跟布相
反，在布上畫來回一層顏料並不足夠，顏色沒有進
去，就好像沒畫好的，所以在布上畫需要同一種色彩
塗上數遍，才能有清晰的顏色效果。」

赴歐追夢
由水墨畫變油畫

■■《《夢夢IIII》》

先學書法後學畫先學書法後學畫
為展覽畫冊題字為展覽畫冊題字
馮驍鳴的畫作
很多人也認識，卻
不多人知道他是先
學習書法，後才開
始繪畫。他坦言小
時候把所有的碑帖
文體都練習到相當
熟練，他更指書法
是中國藝術裡最難
的東西，「因為中
國的書法跟世界很
難作溝通，這是文
化的東西，背景不
一樣，書法對外國人來說，是
一個外行的東西。」他6歲開始
學習書法，當記者問及其學習
書法的事情時，卻勾起其往
事，因小時候書法比賽獲獎而
感自豪，更助他踏上藝術之
路，「我11歲小學的時候曾參
加校外的比賽，得了一個獎，
到了17歲中學的時候，參加了
書法比賽又獲獎，所以那時
候，還是小孩的我還有點自
豪，覺得得獎了自己會很興
奮，之後就會拚了命去練
習。」
「書法跟繪畫不一樣，書法
局限在中國文化裡，但繪畫就
比較國際性，全世界都通。」
他16歲才正式開始學習畫畫，
更是先學習水墨畫，畫山水、
花鳥。現在他偶爾也會寫書
法，但在其個人展覽中則很少
展示書法作品，「這種展覽放
書法上去是不太合適的，因為
展覽通常是西畫的感覺比較
多，書法完全是純中國的東
西，如果放在一齊會不太協
調。」能夠欣賞到他的書法作
品也是難得的事，而是次的展
覽中雖然全展示其畫作，但馮
驍鳴卻暗藏「彩蛋」在展覽畫
冊中，他親自為展覽畫冊題
字，畫冊封面上的展覽主題
「靈韻」二字正是馮的書法字
跡。

西方作品重色彩

書法跟繪畫兩樣看似毫無關
係，馮直言，兩者其實有着相
輔相成的作用，「書法它可以
幫你解決空間的把控問題，因
為書法講求章法，中國人說陰
陽的平衡，書法重視平衡、對
畫面的掌控和筆速等，這些都
能幫助畫畫。」抽象風格的作
品，不懂欣賞的人會覺得作品
「亂畫」，但其實可從作品畫
面的掌控等欣賞作品，「有些
人不懂看畫可能會說有些畫是
亂畫的，因為說亂畫的人他們
沒有概念，他們不知道其實當
中是很有講究的，可以從畫面
的掌控、畫筆的力度、速度來
看，亂畫的話眼睛看上去會不
舒服的。」
馮驍鳴生於上海，在1988年

定居法國，並在巴黎國立高等美
術學院學習繪畫技巧，馮表示，
到法國學習繪畫增廣了其見聞，
也改變了他繪畫的風格，「在國
內學畫，如果沒去法國，那肯定
跟現在的畫是不一樣，因為視野
會受局限了，沒看到另外一個世
界裡的繪畫和色彩，如果我當
時沒去法國，只在上海，我就
最多是看看中國境內的景
色。」他更道出東、西方畫作
的分別，「亞洲大部分的畫色
彩都灰灰淡淡的，它較少重視
色彩的運用，它是靠線條，也
少說色彩美，色彩那部分就西
方較重視，西方是通過色彩解
決整個畫面。」

■■《《幽靜幽靜》》

■■《《第第1515..1212..1616構圖構圖》》

■■《《第第2828..77..1616構圖構圖》》

■■《《藍色狂想曲藍色狂想曲》》

■■《《幸福之光幸福之光》》

■■徐南歌子徐南歌子（（右右））創作一詩詞送給創作一詩詞送給
馮驍鳴馮驍鳴。。

■■馮驍鳴首次在港馮驍鳴首次在港
舉辦個人展覽舉辦個人展覽。。

■■展覽中更會播放馮展覽中更會播放馮
驍鳴的創作片段驍鳴的創作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