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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仕元林仕元畲族畲族銀雕寫銀雕寫「「無字千秋無字千秋」」

件件畲族銀飾，濃濃畲家
風情，展覽當日亦進行了畲

族銀雕傳承人工藝展示和畲族
服飾的展示。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現場看到，畲家女髮髻上橫
插一根髻針，髻頭掛以鳳鈴，
清風過處，叮噹作響，銀鳳冠
精巧端莊，鳳冠上點綴着純銀
的畲族鳳凰圖騰，栩栩如
生，彷彿公主出嫁般的莊重
靈動，龍影輝映、相得益
彰。除了鳳冠外，銀釵、
如意鳳凰牌、銀手鐲、銀
腰帶等，無不做工精美，極

盡雕工之能事。「畲族沒有文
字，但有符號，為了記載文化發
展歷史，他們除了口口相傳外，
選擇銀器雕刻等符號來記錄。所
以，畲族銀器是中國傳統銀雕工
藝與畲族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
達，是畲族人民群眾的智慧結
晶。」林仕元如是表示。
在傳統畲族銀雕工藝展示環

節上，「珍華堂」
畲族銀雕福州相
關負責人陳芳
華亦向記者介
紹，「畲族銀

飾的傳統製作十分講究，製作
過程有30多道工序，全部由手
工完成。比如工序中其中一項
稱之為『墩上的功夫』，看起
來小文章實有大學問，古代拜
師學藝中嚴格的師傅需要講究
敲三年以鍛煉手的平衡性，三
年學成之後他們可以通過目測
和力量結合去敲出不同造型的
坯，厚度要求精準到毫米，這
就需要師傅手腕和力度之間的
無縫配合。」
有溫度的銀器，如活物一般

敘述着人與銀器的故事。陳芳
華認為，他們在畲族銀飾的非
遺傳承脈絡上一直致力於「有
溫度的傳承」，比如和政府聯
合辦學開展銀雕技藝專業班，
讓更多優秀人才參與其中，能
夠有自我造血能力，他們未來
將成為很好的非遺匠人，既能
傳承非遺脈絡，又能養家餬
口，一舉兩得。此外，在非遺
傳承內容上將更多地和市民生
活結合，與時俱進，符合當代
老百姓的審美標準，非遺不單
純是保護，而要走進老百姓生
活，真正做到被使用被傳承。

日前，由中國藝術經濟研究院、中國文化產業智庫
研究中心、中國畫創作研究院主辦，蘭州文化創意產
業園承辦的「敦煌藝術精神——寧強教授繪畫精品
展」在蘭州開幕。畫展共展出寧強近年來創作的60
餘幅作品，作品以敦煌學為基礎，進行再創作，豐富
了敦煌佛教超現實主義繪畫，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中國藝術經濟研究院西沐院長說，寧強教授是著名

的史學家，他對敦煌學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作品是以
敦煌學為基礎，經過體驗、消化、再創造的方式進行
表現，是有據可循的，而不是簡單的臨摹。近年來，
寧強教授創作了一系列以佛教思維與語言、經典圖式
為觀念的繪畫作品，這些畫作，很有個性，既非傳統
意義上的「佛教藝術」繪畫，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
代觀念的創作，風格獨特，與傳統意義上的水墨畫創
作拉開了距離，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寧強說，中國當代藝術面臨的新挑戰是尋根，重新
找到民族藝術的魂。這個魂在敦煌，敦煌藝術是中華
民族傳統藝術的代表，而且也是當代美術創新的源
泉。大學畢業後在敦煌工作了七年，敦煌對他的影響是震撼和顛覆性的，
這七年是他藝術創作的根源，以至於後來創作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敦煌的影
子。
另外，寧強也專注於青少年教育，他希望中國的青少年能夠較早就對中
國傳統文化有比較深刻的理解，他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
他介紹，近兩年，他做了一些嘗試，主要帶領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等發達地區的青少年去敦煌，講述敦煌的歷史和文化，讓孩子們去領略敦
煌文化魅力。他發現，這些孩子不僅有興趣，而且真正聽懂了，孩子們回
去後還向其他同學分享，這些足以證明孩子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很認同
和崇敬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史學家寧強繪出敦煌藝術精神史學家寧強繪出敦煌藝術精神
用筆墨找到民族之魂用筆墨找到民族之魂

畫家簡介：
寧強博士，是學者、畫家。1962
年5月出生於中國四川，早年在敦煌
研究院從事古代佛教石窟壁畫研究。
後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美術系攻讀博士
學位，畢業後在耶魯大學、密西根大
學等高校教書多年。現為北京首都師
範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博士
生導師，開設藝術考古、藝術史、藝
術創作等課程。
曾舉辦個人畫展、參加國際藝術聯

展多次，受到藝術評論家的廣泛關
注，被稱為「佛教超現實主義畫家」
及「新禪畫代表畫家」。

創作與生活相結合創作與生活相結合
銀雕記載歷史文化銀雕記載歷史文化

■■《《金翅鳥金翅鳥》》

■■《《西域記憶西域記憶》》

■■《《敦煌狩獵圖敦煌狩獵圖》》

■■寧強寧強（（右右））和參加畫展嘉和參加畫展嘉
賓合影賓合影

■■「「無字千秋無字千秋——畲族銀雕藝術作品展畲族銀雕藝術作品展」」在在
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開展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開展

■■畲族銀器是中國傳統銀雕工藝畲族銀器是中國傳統銀雕工藝
與畲族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達與畲族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達

■■林仕元作品林仕元作品《《魚躍吹笛魚躍吹笛》》

■■林仕元作品林仕元作品《《龍飛鳳翔龍飛鳳翔》》

■■林仕元作品林仕元作品《《鳳穿牡鳳穿牡
丹花藍牌丹花藍牌》（》（左左），），
《《國色天香國色天香》（》（右右））

■■非遺傳承人林仕元站在非遺傳承人林仕元站在《《金陵十二金陵十二
釵釵》》前前。。

美國當代藝術家麥克阿瑟．比
尼恩（McArthur Binion），1973
年在克蘭布魯克藝術學院畢業。
在他的眼中，個人身份文件是其
社會生活的總和，涵蓋了一個人
的社會關係、公民身份、職業及
家庭生活。 而他的作品中亦能體
現到極簡約主義的作品，同時在
他看似簡單的作品裡面，觀賞者
可以看到他的個人經歷。
由5月22日開始，年屆72歲的

比尼恩最新系列作品將在香港立
木畫廊展出，「Hand：Work：
II」，這一展覽命名與其最新系列
創作同名，而《Hand：Work：
II》畫作系列，正是是次展覽的主
要內容。在此系列創作中，觀賞
者可以看見他以錯綜複雜的手法

層疊標記，同時運用自己的手融
入到作品當中，揭示他創作虛耗
的精神和大量的時間，觀賞者在
他單一的畫作中感受眾多的姿勢
與動作。
即使被稱為當代藝術家，比尼

恩從來不以藝術家的身份局限自
己。從開始其獨樹一幟、創意無
限及自我指涉的創作方式，到後
來走上簡約卻色彩繽紛的幾何抽
象風格 ，再至將生活化的美學元
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裡面，他過
去的探索成果在2017年威尼斯藝
術雙年展上收穫了不少關注。新
的系列，將是他在藝術創作上的
再進一步摸索，是故，若你對極
簡約主義的畫作感興趣，就萬勿
錯過這次的展覽。據了解，今次

展覽不僅是畫家最新
系列創作的呈現，更
是他首次在亞洲地區
舉辦個人展覽。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儀雯

阿瑟．比尼恩亞洲首展
揭示最新創作系列

■■ 「「HandHand：： WorkWork
ⅡⅡ」，」，20192019，，油畫棒油畫棒
及木板上紙本及木板上紙本

緊跟時代緊跟時代 作作「「有溫度的傳承有溫度的傳承」」
「小錘敲過數千年，無字傳承幾度秋」，日

前，由福建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福建省海峽民

間藝術館主辦，福州大學工藝美術研究

院、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協會協辦，林

仕元銀雕技能大師工作室承辦的

「無字千秋——畲族銀雕藝術作品

展」在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開

展，據悉，該次展覽將持續至5

月9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安畲族銀器及其工藝起源於民間，
深受宮廷文化的影響，既飽含民俗

文化中質樸、粗獷、神秘的色彩，又蘊
含元代正統銀雕文化中造型新巧獨特、
紋飾雕工細膩精美的高雅風格。2011年
5月，以「珍華堂」畲族銀雕為代表的福
安畲族銀器製作技藝，被列入「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今次展覽形式以千年的畲族銀雕六代

藝術傳承為主線，貫穿了新生文化、婚
慶文化、壽辰文化、茶器文化、酒器文
化等系列，展示畲族銀器製作工藝的國
家級非遺傳承人林仕元、福建省工藝美
術大師林偉星等一眾大師的獲獎作品逾
45組，內容豐富，為觀者打造一場關於
畲族銀器的視覺盛宴。

《金陵十二釵》引關注
展會現場最吸睛的莫過於林仕元的得
意之作——《金陵十二釵》銀雕系列作
品，該作品曾榮膺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
金獎，據林仕元介紹，「金陵十二釵」
出自中國古典文學著作《紅樓夢》，是
小說中塑造的十二位經典女性形象。作
品以十二面傳統宮扇為造型運用獨特的
創造技法藝術再現了十二位形態各異、
個性鮮明的「紅樓夢中人」，扇面是十
二位美艷動人的人物造型，各有獨特的
神態風姿，十二種花卉與人物交相輝
映，背面是由來自十二個省份的十二位
國家級書法大家運用十二種不同的字體
書寫的十二句判詞，專門設計了十二種
底紋來襯托這十二種不同的字體，各個
遙相呼應，相得益彰。

「作品的十二個人物、十二種花、十
二句判詞、十二種底紋再加上十二種花
邊，五和十二相乘是六十，當時是為了
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而作，我就採
用了特殊工具、逆向雕刻法及祖傳經驗
進行雕刻，雕刻後的銀製品圖案具有高
度深淺不同、斜度及弧度。」林仕元
說，這件作品因具有極強的立體感和觀
賞性、精湛的工藝，再加上畲族銀器的
獨特技藝而受到不少關注。
而長880厘米、耗銀1,035公斤的曠世

銀雕《清明上河圖》，則由林仕元攜八
位弟子耗時六年完成，作品正面再現北
宋汴京的風貌，共描繪814個各色人
物；牛、騾、驢等牲畜91匹；車、轎逾
20輛；大小船隻29艘；作品背面鐫刻
101位國家級書法家書寫的宋詞一百零
一首，搭配一百零一種底紋以襯托，並
且要做到纖毫畢現，讓見到的人過目難
忘，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件作品。

借鑒本港雕刻工藝
談及傳承和發揚畲族銀器文化和製作

工藝，林仕元頗有一番感慨。他曾多次
深入福安畲村調研，了解傳統畲族銀器
文化、製作工藝。而每隔幾年，林仕元
都要前往外地觀摩學習，每到一處都格
外留心一些上等工藝品的特別之處。
1991年和1993年，為了掌握「龍」的雕
刻工藝，他多次備足盤纏前往北京景泰
藍工藝品廠進修美術，培訓高科技先進
工藝。「雙龍戲珠」手鐲，一改往日單
一的靜物雕刻，鑲入滾動的銀珠，龍
「活」了。

同時林仕元又拜師香港專家門
下，使工藝有了更大突破。在製作
銀器工藝上，至今林仕元仍用祖
傳秘方來處理銀器的表面光
澤。據介紹，林仕元牽
頭成立了閩省唯一的畲
族銀器技術研究所。
「我希望打造出更具
時代感、讓年輕人
也喜歡的銀飾，所以
將畲族民眾生產生活
中常用到代表畲族文化的
符號提煉出來，用於銀飾
設計，又借鑒香港等地
雕刻工藝創作作品，同
時拓寬飾品種類，在
傳承『操、鑿、起、
解、披』五種技藝、
集花手法上，發揚
『圓雕、鏤空雕、浮雕、平雕』
四種工藝，使作品更為精細、
考究。」林仕元稱，只有緊跟
時代，畲族文化底蘊才能被更多
人所理解和接受，最終才能廣為傳
播。

■■林仕元作品林仕元作品
《《畲族鳳冠畲族鳳冠》》

■■林仕元創作銀冠林仕元創作銀冠

■■林仕元銀藝作品林仕元銀藝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