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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中解構生活
巡迴個展《客塵：鄉愁的未來》由內地

藝術家曾婉遒將攝影、錄像、裝置等作
品，伴隨她對故鄉的思念、生活中的煩惱
以及對周遭環境的反思，一併帶到香港國
際攝影節其中一個展覽場地Our Gallery。
生於浙江溫州、現定居香港的曾婉遒，曾
經在香港理工大學就讀語言學碩士以及中
央聖馬丁學院攻讀藝術管理碩士，受到
中、西方氛圍的熏陶，她的作品多應用西
方的技法，並將東方的美學結合成其獨有
的表達。曾婉遒同時亦受佛學、新儒家思
想以及身體現象學的多重影響，作品大多
隱含着新儒家學派對於天人合一的理念作
為藍本，最後以古法攝影、錄像、裝置
等，呈現她對「當下」的解讀。
「客塵」二字出自於《維摩詰經》，曾
婉遒節錄當中的一句話：「心遇外緣，煩
惱橫起，故名客塵」。所謂煩惱，她相
信，人性本身是清淨無染，一無塵垢，卻
因為外在的紛擾，導致對境生迷而心生煩
惱。曾婉遒一系列的攝影作品與觀賞者一
同由其故鄉出發，探索內心對經已變遷的
家鄉的情感與追溯，在回不去的故鄉，把
自己從作品中種找回來。而裝置作品則解
構「客塵」的存在，曾婉遒用了兒時接觸
過的特殊物料－明礬作為一種象徵，除了
換個角度看塵世中的煩惱，也以物料來給
環境與心境淨化。

家鄉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
攝影作品《霧中風景》以及《無題》系
列中，呈現了人與大自然密切的關係與連
結，也是曾婉遒對於家鄉的一種回憶和她
懷念的一道風景與味道。即使現時家鄉的
面貌與她記憶中的景象不再一樣，但她卻
相信一個人無法脫離與自己家鄉的關係，
甚至到了任何地方，記憶中的家鄉一直都
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着。她以漂流木舉
例，當它漂浮到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會吸
收土地的養分、陽光和水，將這些基本的
元素集於一身，即使離開了原來的地方，
曾婉遒相信它的靈魂和養分都會一直相
隨。因為它時而漂流在外，同時也像是根
深蒂固的一種日常，成為時有時無的連
結。「樹木其實很像我們人一樣，都連接
天和地。在沖曬過程，影像慢慢顯現的時
候，會感覺到萬物是相呼應的。」曾婉遒

認為創作這一組的攝影作品其實是解開
她一直以來的鄉愁，將心靈最深處的感
覺與現實和解。「我覺得是很治癒的，
因為看見這些畫面的時候就很平靜。」
曾婉遒說。

沉澱煩惱是必經的歷程
裝置作品是用一根根繩子吊着數十顆

晶瑩剔透的明礬，也有一些明礬被擺放
於地上，呈現出立體而層次分明的視覺
觀感。曾婉遒特別提到利用明礬來創作
這一組裝置，是她別出心裁的選擇。她
憶述兒時母親總會拿着一塊明礬在水上
畫一個圈來將水淨化，將當中的雜質沉
澱。有別於一般的石頭，明礬經過七百
度的高溫以後被磨成粉末，加上水，再
自然結晶，變成不同的形狀。明礬演變
過程讓曾婉遒領悟到無論是一個人還是
其他生命體，都有自己的一個宿命，不
同的歷練會塑造出不同的生命體會，就
好像明礬一樣，在燃燒和凝固後會形成
獨有的形狀。其後，我們就會像明礬一
樣，沉澱煩惱，將生命中的雜質過濾。
因此，曾婉遒的作品將一顆顆明礬比

喻為生活中的一個個個體，即使它們之
間看似保持了距離，並沒有任何交集，
卻還是有無形的互動，彼此共同塑造大
環境的模樣。「這裏看似是一個孤島，
其實不是，它更是我一個溫暖的想像。
我覺得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就算有一塊
石頭是獨立的，它也有自己的影子。」
有光就有影子是不變的定律，而除了自
己的影子，也會有別人的影子，它們都
有機會在我們不經意中互相交集，而曾
婉遒希望通過裝置作品，每個人的去
留、選擇都會與宇宙相呼應，是躲不
開、無法擺脫的關係。

自然力量提煉生命
在展覽廳的末端，曾婉遒特意投射了一

道隙縫般細小的光線，明礬一排排放在地
上，光線中我們會注意到空氣中懸浮的塵
埃，而她就將塵埃比喻為生活中的煩惱。
「某些角度我們會看見很多『煩惱』，但
是換一個角度『煩惱』又好像散開了。」
曾婉遒認為既然我們是生命的主人，我們
應該主導自己的眼界和心境。周圍的人和
事都在變動，我們都需要去接受世界這個
有各種漂浮不定，因為我們的出生，本身

也是一種漂流的狀態。「我們必須接受了
事物的不完美才可以跟世界相處。」展覽
中的光其中一個切面讓觀賞者看見各種可
能性，它代表了我們一直忽略、注意不到
的東西。曾婉遒一直在堅持用底片做照
片，因為她覺得顯影的過程就是時間和光
的力量，所以她認為用化學元素做照片出
來的只是一種變化，變化會濃縮過去和未
來，而只有經過自然的力量，才可以提煉
出生命中極致的一部分。

5月21日和22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
議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在北京召開，其間美術界的政協委員們紛紛
為文化藝術界的發展建言獻策，讓人看到文
化藝術界人士的責任與擔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
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帶來了關於加強「美育
學」學科建設的提案。2018年習近平主席給
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在美術界、教育
界和理論界等都引發強烈反響，信中他提到：
「做好美育工作，要堅持立德樹人，扎根時代
生活，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
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此語讓藝術
教育工作者認識到，美育在培養高端藝術人
才、提升全民審美素養、塑造青年心靈、激
發社會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美育，是培
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下一代，必須着力的
重要工作。
在提案中，范迪安指出「美育學」作為一
門綜合交叉學科的專業特點，除了美育的基
本理論範疇、中西方美育實踐及美育思想史
等知識體系外，還涉及到美學、文藝學、教
育學、社會學、管理學、傳播學和馬克思主
義理論等學科的知識體系與方法論。他提出
要推動美育的發展，就需要建立科學完整的
美育所需知識結構，而只有通過整合相關專

業知識體系，形成學科的定位，才能培養出
專業型複合型的美育人才。
故此他建議，在「藝術學」門類中設立

「美育學」學科，下設藝術美育、學校美
育、社會美育、美育學理論四個專業方向，
其中「藝術美育」主要培養面向專業藝術人
員開展美育實踐的師資；「學校美育」主要
培養面向綜合性大學和中小學開展美育實踐
與管理的師資；「社會美育」主要培養面向
社會各界的美術館博物館公共美育、設計與
生活美育、美育的交流傳播等方面的人才；
「美育學理論」主要培養研究中外美育史
論、弘揚中華美育精神、美育基本理論與實
踐方法論等問題的人才。
在「美育學」學科建設的同時，他主張

同步培養美育師資和拓展美育理論的研
究。「在加強新時代美育工作的新形勢
下，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美育專業教師的需
求量非常巨大，而已有的美育教師也急需
美育專題培訓，才能補齊學科知識短板，
提升美育專業素養。」在學科建設的基礎
上，他指出更應對重大美育理論問題進行
深入研究，」如弘揚中華美育精神的理論
內涵與實踐路徑、面向學校與社會不同群
體的美的鑒賞力與創造力的提升研究、優
秀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美學在新時代美育

中的傳承發展等，都是推動中國人民美起
來、中華民族強起來的時代課題，尤其是
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建設具有中國文化
內涵的『美育學』學科，有助於增強文化
自信，彰顯中國教育發展的特色。」

讓藝術在建設中煥發活力
提倡美育建設的學科觀點的同時，本身亦

是油畫藝術家的范迪安表示，自己深感現時
的文藝家們，應該積極投身時代洪流，把握
時代提供的機遇，通過藝術實踐，參與到社
會的建設中。
他認為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首先要做關

注現實、深入生活、貼近社會的人，「只有
深入生活，才能獲得真情實感，找到藝術表
現的視角，形成藝術創作的構思。」他指出
社會的建設不僅需要雄厚的物質力量，也需
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優秀的藝術作品應在凝
聚精神的力量中發揮積極作用；再者則是要
用藝術才智服務社會，從美麗鄉村建設到建
設美麗中國，都需要藝術的營造裝點和提
升，藝術家的畫筆要瞄準人之所需、現實所
需，把藝術創意設計的着力點更多地導向振
興鄉村經濟、活化文化遺產、改善人居環境
等方面，讓藝術創意設計在建設中起到提升
活力的作用。 文：張夢薇

■■范迪安院長帶領美院教授與香港藝術家在中環寫范迪安院長帶領美院教授與香港藝術家在中環寫
生生。。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中央
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 ■■范迪安范迪安20202020年創作油畫年創作油畫《《挺立風雲挺立風雲》，》，

他主張用藝術實踐參與中國主題他主張用藝術實踐參與中國主題。。

中國美協主席范迪安倡「美育學」學科建設

每一個個體都有屬於它的宿命與生存的軌跡，他們的存在互相交

疊、帶動與影響，即使大部分時間這些力量是無形的，我們卻可以感

受到當中的拉扯。就好像在黑暗中，從隙縫投射的光線能夠讓我們發

現空氣中的微塵。微塵猶如生活中的煩惱，無處不在，站在不同角

度、懷着不同的心境，我們不難發現自己其實時刻與它們共存，而每

個生命與個體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大概都在學習如何與煩惱和平共

處。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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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曾婉遒

■■作品作品《《無題無題》（》（二二））

■■作品作品《《霧中風景霧中風景》》

■■曾婉遒的經典明礬作品曾婉遒的經典明礬作品

■■光線讓我們注意到懸
光線讓我們注意到懸

浮空中的塵埃浮空中的塵埃

■■作品作品《《無題無題》（》（一一））

■■曾婉遒結合中西技法與美學塑造

曾婉遒結合中西技法與美學塑造

獨特的表達獨特的表達

■■展覽中的攝影作品展覽中的攝影作品

■■展覽展覽《《客塵客塵：：鄉愁的未來鄉愁的未來》》現場現場

■■用明礬堆砌出裝置作品
用明礬堆砌出裝置作品

■■范迪安創作反映中國鄉村地貌的風景作品范迪安創作反映中國鄉村地貌的風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