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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界之外：卡地亞·故宮博物院工藝與
修復特展」日前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開
幕。展覽集結了800餘件藝術作品，最早
的展品可追溯至明代。據展覽策展人、故
宮博物院宮廷部主任王躍工介紹，本次展
覽緣起自故宮與卡地亞的聯合修復項目。
當時項目修復的銅鍍金獅馱規矩錶鏡、銅
鍍金四魚架鐘、銅鍍金鑲瑪瑙樂箱牌樓式
象馱轉花鐘等6件故宮博物院藏西洋鐘錶
文物在本次展覽中亮相。除此之外，為配
合展覽，共有百餘件故宮院藏文物在展覽
中展示。
展覽分為靈感中國、風範見證、時間技

藝三個單元，共設三個展廳，以「精湛技
藝」為主軸，沿着時間和主
題兩條主線，進行多元視角
的解讀，講述中華優秀的傳
統文化遺產在宮外的傳承故
事。800餘件展品分別來自
卡地亞、故宮博物院、紐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澳大利
亞國立美術館、卡塔爾博物
館、瑞士拉夏德芳國際鐘錶
博物館等。展覽將持續至7

月31日。
王躍工表示，展覽名稱——「有界之
外」通過詩意的語言和哲學的含義展現了
本次展覽的策展理念。這一名稱來源於故
宮博物院鐘錶修復團隊在與卡地亞進行合
作交流時的真實感悟，正是在雙方對鐘錶
技藝的切磋探索中，回溯時間和歷史的脈
絡，激發出彼此對傳統的領悟，也讓雙方
的合作不斷突破本來的界限。無論是鐘錶
藝術、裝飾藝術或造型藝術，本次展覽的
展品也呈現出跨越時間和技藝的界限，及
跨越文化的重塑力和藝術的創造力。
關於故宮博物院與卡地亞聯合鐘錶修復

項目，故宮方面介紹，故宮博物院擁有着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鐘錶院藏，
千餘件十八至十九世紀機械鐘
錶藏品堪稱世界之最。由於機
械鐘錶的複雜性和操作專業
性，對古鐘錶的保養與修復需
要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技藝
功底。2014年，在故宮博物院
與卡地亞鐘錶修復師的一系列
交流與互訪之後，確定了六件
待修復的古鐘錶，故宮博物院

最有經驗的兩名古鐘錶修復師與卡地亞工
坊的四位修復大師組成了強大的修復團
隊。籌備三載，六件故宮博物院院藏鐘錶
機芯組件遠渡重洋，來到位於瑞士拉夏德
芳的卡地亞製錶工坊。整個修復工作基於
一整套縝密的修復方案，歷時四個月完
成。2017年6月，六件鐘錶文物的機芯安
然回到故宮博物院並組裝歸位，為「重生
之旅」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文、攝：香港文匯記者 江鑫嫻

800800餘珍品亮相午門餘珍品亮相午門
卡地亞卡地亞××故宮展修復技藝故宮展修復技藝

日前，由中央美術學院、江西省文
聯、南昌市紅谷灘新區管委會主辦的「我
想你知道——王少軍藝術展」在南昌791
美術館舉行，展出了中央美術學院畫家王
少軍創作的雕塑、水彩、拓片三種藝術形
式的作品，共120餘件，全面展現了其多
年來各個藝術領域的研究成果，也展現了
人間百態。
據悉，2006年，王少軍開始創作一個
「角兒」的形象，「角兒」 一個從芸芸
眾生中冒出來的形象，讓他不再為一個客
觀人物所局限，可以讓這個形象走入很多
人的命運，或者態度，或者社會中的角
色。
王少軍表示，此次展覽以「我想你知

道」為主題，「我想」旨在表現一種狀
態，是他個人生活狀態、心理狀態以及精
神狀態的闡述。通過他的作品，我們不僅
能解讀到作品獨立的精神狀態以及他的情
感，同時也能反觀到自己，探索初心，找
回因忙碌而疏遠的生活感受，也正如他所
期望的那樣「我想你知道」。譬如，他的
雕塑作品《抱雞的人》、《進食的人》，
放大了人物的表情，甚至於誇張變形的表
現人物在動作進行時的狀態，將人物的鮮
活性格和情感定格；水彩作品《生日》、
《整裝待發》、《女兒，向西，向西》描

繪的三個日常場景，同樣弱化了事件本
身，而強調了人物複雜的情感；《天地之
一》、《跨越崑崙》、《蛙與人》之類的
雕塑作品透露出一種夢境般超現實的意
味。
本次展覽由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擔

任學術主持，江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王向
陽擔任策展人。展覽將展至2019年6月30
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通訊員謝穎

央美畫家王少軍逾百作品展現人間百態

■點翠「萬花獻瑞」圍屏。

■銅鍍金四魚架鐘（中）及銅鍍金鑲瑪
瑙樂箱牌樓式象馱轉花鐘一對。

老中青老中青滬滬 三代畫家聯展紀念建國三代畫家聯展紀念建國7070年年

忠實記錄城市發展
如何來體現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成
就？如何讓喜慶的題材規避宣傳口號式的
舊俗？如何展現上海國際大都市海納百川
的精神風貌？不少畫家不約而同選擇了以
身邊所見所聞作為題材。他們透過人物、
風景、建築等主題，運用寫實、意象、抽
象等技法，展現了海派藝術善於積累和沉
澱，又善於突破慣性思維的創新傳統。
在諸多參展作品中，外灘是很多藝術
家的選擇。能夠遠眺浦東的和平飯店、標
誌性景觀天文台、外白渡橋、黃浦江上停
泊的船等，還有多位藝術家選擇全景入
畫，深刻演繹出歐陽修文中的意境「四時
之景不同，其樂意無窮也」。

當然，城市的發展日新月異，也總有
歷史風貌需要被保護和記憶，因此也有不
少藝術家挑選了舊景和老城。如黃阿忠的
一幅《通往浦東》和另一幅《老城廂》放
在一起，引人無限遐思。陳燮君選擇了與
自己人生有不解之緣的景致來描繪：《兒
時記憶》是他以前居住過的安培洋行大
樓，如今的「外灘源」所在地。《城市足
跡館》則是他對於這座城市的貢獻——
上海世博會的城市足跡館由他主持策劃，
給千萬觀眾帶來了美好回憶。

關注「一帶一路」風景
參展35人，作品數量過百，這意味着

每一個藝術家幾乎都要推出不止一件創
作。這也給了他們展示基本功的機會。記
者在現場看到，展品既有大開大合的風
景，也有細緻入微的人物。即便是一個人
的創作，在不同風格、題材和尺寸之間遊
走並沒有顯得不習慣。如旅居加拿大的王
永強，帶來了衝擊力極強的歷史題材繪畫
《木蘭頌之征途》，金戈鐵馬的錚錚聲彷
彿就在耳畔，轉眼又可以被他的《安大略
湖之夏》帶回和平與寧靜。留學美國的顏
冬麟創作的大幅人物畫《馮友蘭》也是展
覽中奪人眼球的展品之一，無論是畫面的
光影還是人物表情動作，都會不由自主把
人拉進歷史。但轉而再去看他的另一幅大

作《上海人民廣場的天際》，則讓人想到
未來……
另外，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風貌
和歷史故事的描繪也成為近年來上海藝術
家的聚焦點，這是在以往的畫家聯展中不
多見的——88歲畢業於魯美的老藝術家
廖炯模的《天山腳下》、王永強創作的
《塔吉克新娘》、徐偉德的《加勒比海賣
花女》、隋軍的《查理大橋》、賀壽昌的
《中國商船來了》等等，都出自藝術家實
地采風和寫生創作，讓觀眾見識到了不一
樣的風景和不一樣的人。畫家們的足跡遍
佈「一帶一路」沿線，也展現了中國藝術
家對於世界潮流的及時把握。

愛愛國國心心曲曲多樣藝術技法合奏多樣藝術技法合奏

為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集結了滬上老中青三代35位藝術家的

《「以春天的名義」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上海藝術家作品邀請展》早

前在上海海派藝術館開幕。百餘件作品涵蓋了油畫、雕塑與當代藝術，

較為全面的展現了滬上美術界七十年來的發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僑界畫家掀歸國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此次參展

的藝術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有海外留
學的經歷，有些接受了歐美市場挑剔的
眼光檢驗而獲得認可。但是自改革開放
以來，以大師陳逸飛為代表的一大批留
學生畫家又掀起了歸國創作的熱潮，逐
漸形成了僑界畫家這一個特殊群體，也
為中國文化的走出去發揮了獨特作用。
本次畫展也給了這群畫家抒發愛國熱忱
的一個機會。
展覽藝術顧問之一、上海僑界油畫家

聯誼會負責人陳逸鳴表示，正所謂海納
百川，聚沙成塔，藝術是沒有界限的，

藝術作品更是天馬行空般的自由表達。
近年來，國家的繁榮富強又鼓勵着他們
拿起畫筆，在藝術情懷的感動和感召下
揮灑豪邁，盡顯本色。
陳逸鳴還介紹，本次大展藝術作品層

出不窮，老藝術家們起着承上啟下的作
用，中青年藝術家們延續經典、發揚光
大，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種交替和輪
迴，才能夠得以生存和發展。海外幾十
年的藝術生涯，作品創作的思考和表
達，都在一種特殊的情緣和歷經感悟中
存在，因此，才有了一批批各種主題性
的繪畫作品。這是他們這批海外藝術家
獨有的一種語言方式和行為模式，葉落
歸根來詮釋藝術和演繹藝術，以此安心
和安靜地創作藝術作品。

■「有界之外：卡地亞‧
故宮博物院工藝與修復特
展」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展
廳開幕。

■《城語》，王小雙，布面油畫

■■《《通往浦東通往浦東》，》，黃阿忠黃阿忠，，布布
面油畫面油畫 ■《桐寨頭領》，陳逸鳴，布面油畫

■《建設中的延安高架橋》，陳偉德，布面油畫

■《融冰時節》，徐偉德，布面油畫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馮友蘭》，顏冬麟，布面油畫

■《兒時記憶》，陳燮君，布面油畫

■展覽現場。 王逍 攝

■■《《中國戲曲中國戲曲》》系列系列，，玻璃着玻璃着
色雕塑色雕塑，，張海平張海平

■《外灘》，姚冬青，布面油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