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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師晶師晶20062006年版畫作品年版畫作品《《春訊春訊》。》。

■■師晶版畫作品師晶版畫作品《《抗日名將孫立人抗日名將孫立人》。》。

■■師晶版畫代表作之一師晶版畫代表作之一《《天柱神韻天柱神韻》。》。

■■版畫創作中的師晶版畫創作中的師晶。。

■■20062006年年，，父親師松齡父親師松齡（（右右））指導師指導師
晶晶（（左左））印製版畫印製版畫。。

■■師晶作品師晶作品《《黃山勝景天下奇觀黃山勝景天下奇觀》，》，作為合肥新橋國際機場航站樓壁畫作為合肥新橋國際機場航站樓壁畫。。

■■師晶師晶20102010年版畫作品年版畫作品《《涅槃涅槃》。》。

■■師晶師晶20032003年版畫作品年版畫作品《《歲月如歌歲月如歌》。》。

4年前，師晶將自己的版畫
工作室搬到了位於合肥市的一
所百年小學的教學樓上。同
時，他也開始了自己給中小學
美術老師培訓以及給高等院校
師生做講座的義務工作。「版
畫的傳承不能再等了」，師晶
介紹，從1985年起，安徽師
範大學、淮北師範大學等高校
相繼停止版畫專業招生，直至
2015年才陸續恢復，版畫專
業停止的30年，亦是安徽版
畫界斷代的30年。眼看着年
過50的自己已是安徽版畫界
「最年輕」的畫家之一，那份
責任油然而生。
師晶說，版畫離我們的生活

很近，只是大家對它不了解，
版畫是與科技發展關聯最為密
切，也是與我們生活聯繫最為
緊密的一個藝術門類，像印刷
鈔票使用的銅版畫技術、印刷
包裝物和衣飾圖案等使用的絲
網版畫等，版畫包含的門類以
及它的藝術邊界都很廣。他希
望從學生的科普開始，讓學生
對各類版畫產生興趣，進而不
斷關注和了解這一藝術門類。
因為，相比國畫、油畫等繪畫
形式，版畫無門檻限制，即便
沒有太多美術功底的中小學生

也能創作出很有特色的版畫作品。
為了推廣版畫，師晶做了很多嘗試。

給中小學美術教師舉辦多期版畫培訓
班，推動徽派版畫走進中小學的美術課
堂；在安慶師範大學等8所高等院校舉
辦版畫講座，並推動多所高校成立版畫
社團；倡導舉辦了安徽省高校教師版畫
作品展，鼓勵和引導師生們進行更多版
畫創作。去年底，師晶在自己的版畫工
作室引入了絲網版畫製作設備，他希望
通過不斷學習和創作，探索版畫這一大
門類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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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進師晶的版畫工作室，香港文匯報
記者就被入門處擺放的一張徽州風景

版畫所吸引。遠處的徽派建築和山巒分外飄
渺，近處的油菜花鮮亮靈動。師晶感歎，若
不是新冠疫情影響，油菜花開滿整個徽州的
時候，他定在皖南寫生。也許是受到身為徽
派版畫家父親的影響，又也許是骨子裡對徽
州濃郁的人文底蘊的喜愛，師晶的藝術創作
從未離開過徽山皖水。

6歲接觸版畫父親影響終身
師晶1968年出生於安徽省蕪湖市，父親
師松齡是新徽派版畫的領軍人物之一。因
此，他從小就在版畫的氛圍中長大。師晶記
憶裡最早接觸版畫是在6歲，那時父親正在
合肥與賴少其等版畫家創作大版畫《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白天父親做版畫的時候，他
還幫忙磨版畫。後來，上小學時，師晶見證
了父親在家完成了版畫代表作《雲天蒼
松》，幾個月的時間，父親每天趴在桌子
上，在堅硬的梨木上，一天刻下不到巴掌大
那麼一點點。很辛苦、很慢，這是師晶對版
畫創作的最直觀感受。
小時候父親常年往返安徽合肥市與蕪湖
市之間，每次回家，都會給他帶「小人書」
（連環畫）。現在回想，師晶記得的不是小
人書的故事情節，而是書中繪畫的線條和構
圖。原來，那些「小人書」都是父親精心挑
選的當時知名畫家的創作。父親還有意識地
培養師晶練習速寫，這為他此後的藝術創作
打下堅實基礎。高三準備藝考時，師晶在父
親的指導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版畫作品。
師晶大學雖然選擇的專業是油畫，但陰錯陽
差間，他後來還是在父親的影響下走上了版
畫之路。

版畫包羅萬象嘗試融合創新
90年代，師晶的兩幅油畫作品先後入選全
國美術作品展覽，隨後，他的版畫作品也獲
入選。其間師晶一直兼顧油畫和版畫創作，
直到2013年。當年，在父親去世5周年之
際，師晶以父親「黃山」系列版畫為素材，
設計繪製了合肥新橋國際機場航站樓內主立
面240平方米漆壁畫作品《黃山勝景天下奇

觀》，這是內地公共藝術空間最大的一幅吸
收了版畫風格的壁畫。作品再現了黃山旭日
東昇的輝煌景象，版畫的沉實剛健，與漆畫
工藝獨特的肌理相結合，營造出令人震撼的
視覺效果。而這次版畫與漆畫工藝結合的嘗
試，則給師晶打開了全新的創作大門。
隨後，師晶亦嘗試將版畫與國畫等相結

合。2017年，歷時一年多時間，師晶創作
完成了其新徽派版畫的代表作《天柱神
韻》。畫幅長6米，高2米，把徽派版畫語
言、現代繪畫的象徵意味與中國傳統繪畫的
意境相結合，形成了抒情詩般的意韻內涵和
富於表現力的版畫語言。當年8月，該版畫
出現在中國美術館《錦繡中華——當代新
徽派版畫作品》展中。這是繼1984年之
後，安徽版畫再一次進京展出。

徽派主題創作不斷突破自我
每年，師晶都會去徽州幾次寫生，這個
習慣始於1988年父親第一次帶他到宏村。
那是師晶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到了宏村他就
被那裡的建築吸引了，父親拿出畫本畫起了
速寫，自己也跟着畫了起來。旖旎的自然風
光、濃郁的人文底蘊，也是自那時，師晶更
加鍾情於安徽的這片山水，同時這裡的歷史
文化亦滋養着他的創作。師晶深知，在自高
原向高峰攀登的崎嶇道路上，沒有歷史文化
的修養與積澱，哪來自己作品的思想智慧情
感。
2019年，師晶再一次將創作的目光投向

安徽，並突破版畫的格局，亦再一次突破自
我，完成了寬16米，高2.44米的大型木刻
版畫《巢湖頌》。這是目前內地最大的版
畫。畫作既呼應歷史、表現傳承，又呈現時
代發展的脈絡和風貌。在藝術手法上，該作
品融合版畫、油畫、中國傳統山水等多畫種
表現技巧，以散點透視構圖，汲取古代徽派
版畫以陽刻線條結構造型的特色，融入現代
版畫風格，或精雕細鏤，或奏刀明快。在安
徽名人館裡，這幅版畫原版呈現。對師晶來
說，安徽有太多值得創作的元素，包羅萬象
的版畫與之最為搭配。他亦透露，自己的下
一幅版畫作品正在創作中，靈感依舊源於這
徽山皖水間。

在中國版畫界，徽派版畫一直佔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以賴少其、師松齡等為代表的安徽版畫家們創作了一批「具有鮮明時

代特色」的新徽派版畫。此後，安徽一批中青年版畫家脫穎而出，創作出

一批具有現代品格的版畫作品。其中，師晶便是參與者之一。作為國家一

級美術師，安徽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版畫藝委會主任，師晶一次次突破

版畫的創作界線，在新徽派版畫所奠定的開放語境基礎上深層掘進，打造

出一個內涵更加豐富、個性更為鮮明的新徽派版畫的現代圖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由受訪者供圖）

一直致力於將紡織品推上另一個高度、打破
領域界限的CHAT六廠，在閉館期間繼續為觀
賞者延續視覺享受，在網上推出#Museum-
FromHome項目，顧名思義將把當前的展覽
「意象連綿：方法的彌合與觀念的縱橫」以及
展示香港紡織工業傳統的常設展覽「紗廠絮
語」在網上展示，當中還包括網上導賞、互動
紡織工作坊、藝術家講座等活動。「面對空前
的艱巨挑戰，CHAT六廠與世界各大文化機構
一樣，另闢蹊徑透過#MuseumFromHome，使
普羅大眾可以繼續享受文化藝術。」CHAT六
廠執行董事及首席策展人高橋瑞木表示。
「意象連綿：方法的彌合與觀念的縱橫」展
覽在五月份將有兩次在網上的導賞，分別由策
展人高橋瑞木以及沈旭輝帶領。展覽一共帶來
了七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他們一
同利用紡織為創作的元素，並將生活的美學、
實驗性嘗試，甚至對政治論述上的追求，化身

為衝擊視覺與觀感的藝術品。其中
來自首爾的藝術家咸京我，大膽通
過刺繡的方式，打破了政治以及權
力的限制，除了與鄰國取得溝通，
也一同完成本次展覽展出的藝術
品，看似畫作的作品中隱藏了深層
的寓意。另外，日本藝術家加藤泉
善用不同物料，包括：木材、軟膠、石頭和織
布創作出大型人形的裝置藝術品，以鮮艷的顏
色來探討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
而來自上海的藝術家畢蓉蓉在過去的一周已

完成「與藝術家聊天」活動，即使她未能在展
覽開幕時前來香港與觀賞者分享自己的創作心
得，但透過四十五分鐘的視頻中，她親自拆解
作品的手工和數碼加工的過程，以及其藝術品
背後帶給她的動力和理念。另外，在不同城市
待過的畢蓉蓉憶述，每次到不同的地方都會收
集當地建築物裝飾的紋樣，然後通過繪畫、拼

貼、織物、影像等多種媒介的創作手法，來呈
現出紋樣本身失去的語境，最後以抽象的方式
來將空間轉換為圖像風景。
除此以外，值得期待的是於5月13日藝術家
卡葳塔．瓦塔娜嫣恩也將加入參與「與藝術家
聊天」活動，以嶄新的形式分享其藝術的創作
手法與背後的理念。生於1987年的瓦塔娜嫣恩
現生活於泰國曼谷，關注到當地工業對於女性
帶來的問題以及消費主義剝削工人的現象，她
以親自表演以及錄像的形式表達對其不滿的聲
音。在表演作品中，她把身體轉化為機械工

具，模仿機器重複機械化的動作，同時亦特意
用豐富的色調以諷刺商品光鮮背後，對工人惡
劣的工作條件的忽略。 文：陳儀雯

CHAT六廠應疫情推新項目
打造居家藝術視覺盛宴

■藝術家畢蓉蓉收集不同建築物的紋樣作為創作藍藝術家畢蓉蓉收集不同建築物的紋樣作為創作藍
本本。。

■展覽「意象連綿：方法的彌合與觀念的縱橫」在
網上設導賞。

■藝術家加藤泉帶來大型人形
裝置藝術品。

■■師晶師晶20192019年版畫作品年版畫作品《《巢湖頌巢湖頌》，》，是目前內地最大的版畫是目前內地最大的版畫。。

■■CHATCHAT六廠閉館期間六廠閉館期間，，在網上推出在網上推出#Mu#Mu--
seumFromHomeseumFromHome項目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