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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鴻與
民族美育的時代理想」藝術展開幕
式暨徐悲鴻美術館．重慶館開館儀
式日前在重慶市江北區舉行。展覽
展出了23幅徐悲鴻在重慶時期的繪
畫原作精品，如《巴人汲水》《牧
童與牛》《立馬》等，以及李可
染、李斛、宗其香、張安治等藝術
大師的22幅原作，展示了藝術家們
在抗日戰爭時期利用藝術繪畫來為
國抗爭的民族精神，表達了他們的
家國情懷。
1937年，徐悲鴻隨着國立中央大
學從南京內遷於重慶，執教中央大
學藝術系，後應重慶工商界名人石
榮廷邀請，搬入江北盤溪石家花園
居住，在此期間，徐悲鴻為發展美
術事業，籌備創建「中國美術學
院」，也就是中央美術學院的發源
地之一。
彼時，日軍頻繁空襲，為順利開

展教學，徐悲鴻只好在地下石室育

人、作畫。在不大的石室裏，他
完成了《巴人汲水》等名作。
1943年3月19日，「徐悲鴻畫
展」在當時的重慶中央圖書館舉
辦，展出國畫、油畫、素描作品
百餘件，轟動山城，三天時間參
觀者逾三萬。可以說，位於江北
區的石家花園見證了他藝術創作
生涯的高峰。
記者了解到，新中國成立後，石

家花園作為石門派出所的辦公地被
完整地保存下來，並被列為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2019年，重慶市江北
區政府決定修繕「石家祠」徐悲鴻
舊居，並與時代悲鴻（北京）文化
藝術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打造徐悲
鴻美術館．重慶館。
在展陳設計上，展覽採用「原作展

出+史料文獻+實景還原+科技互動+
雲上虛擬展覽」等多重表現方式。美
術館將徐悲鴻曾居住的石家花園一樓
作為原景展示區，復原了徐悲鴻當年

的畫室、會客廳與「中國美術學院」
圖書館的最初場景。二樓為真跡原作
展示區，分為「壯圖在自強——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江山可染」「心
源萬斛」「共美其香」「藝道安治」
5個板塊。
徐悲鴻之孫、本次展覽策展人、

徐悲鴻美術館．重慶館館長徐驥
稱，此次在石家花園推出徐悲鴻學
派展覽，既是對呈現在即的美術館
形態的初期探索性展示，也是對徐
悲鴻與重慶城市內在聯繫的梳理，
還是對中國現代美術教育體系建立
的展示。 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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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蒲自古以來便被用作防疫驅邪菖蒲自古以來便被用作防疫驅邪，，被譽為被譽為「「花草四雅花草四雅」」之一之一，，為為

文人墨客所讚頌文人墨客所讚頌。。過去一年過去一年，，擅長畫荷花的著名水墨畫家林天行創擅長畫荷花的著名水墨畫家林天行創

作了數十幅以菖蒲為主題的畫作作了數十幅以菖蒲為主題的畫作，，作品承襲其重彩水墨風格作品承襲其重彩水墨風格，，把菖把菖

蒲置身於不同的空間蒲置身於不同的空間，，運用豐富多彩的墨色運用豐富多彩的墨色，，使得一株綠草也能呈使得一株綠草也能呈

現萬種面貌現萬種面貌。。最近最近，，疫情再爆第三波疫情再爆第三波，，林天行亦希望藉堅韌不拔的林天行亦希望藉堅韌不拔的

菖蒲為香港送上祝福菖蒲為香港送上祝福。。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潑墨揮毫為港人潑墨揮毫為港人送祝福送祝福
林天行林天行以菖蒲以菖蒲「「抗疫抗疫」」

■■林天行首次林天行首次
以菖蒲為主題以菖蒲為主題
進行創作進行創作。。

■■作品作品《《歸歸》。》。

■■作品作品《《如月如月》。》。

■■作品作品《《幽思幽思》。》。

■■作品作品《《星空星空》。》。

■■作品作品《《輝耀輝耀》。》。

現正於明畫廊展出
林天行約30幅以菖蒲為主

題的畫作。林天行喜愛植物，在他的畫
室中，就養了不少植物，菖蒲是其中之
一。置身於大自然中，外表綠色的菖蒲
並不十分顯眼，但在林天行的細微觀察
下，每一株看似長得一模一樣的菖蒲，
皆有獨特的美態。林天行喜愛到香港各
處風光明媚的地點寫生，也喜愛畫荷
花。過程中，他會常常觀察荷花旁邊的
菖蒲。菖蒲低調不爭艷，在林天行眼
中，它的品格就如荷花般崇高。「菖蒲
是中國古時文人常會讚美的植物，由
《詩經》、《楚辭》到後來的唐詩皆
有，歷代也有很多畫家描繪它。菖蒲有
斬妖除魔、防疫的作用，也象徵不屈不
撓，它與荷花一樣都是聖潔崇高，所以
才會自古以來皆有如此多文人讚頌。」
林天行說。

朝夕相伴繪菖蒲
林天行以畫荷花聞名，他畫筆下的荷

花風格鮮明，艷而不俗。自上年6月起，
他首次以菖蒲為創作主題進行創作，結
果一發不可收拾，越畫越起勁。直至今
年4月，一共畫了約90幅，在今次展覽
中則約展出30幅。在這大半年的創作歷
程中，林天行朝夕與菖蒲為伴。「當時
白天畫菖蒲，夜晚發夢都是菖蒲，日夜
都置身於菖蒲當中，這樣畫出來的作品
特別純粹。」他說。
有別於荷花的嬌美，菖蒲的外形與顏

色都相對低調，故在林天行看來，畫菖
蒲要比荷花難得多。「畫荷花，有點線
面，但菖蒲太簡單了，以符號來說它只

是一條線，要把一條線發揮得淋漓盡致
是不易的。而且我不是只畫一兩張，要
令每一張作品都展現不同意境，難度要
比畫荷花高得多。」所以，過程中，他
花了一些時間探索有別傳統的技法，讓
菖蒲在其畫筆下表現出個性與時代感。
最後，他以不同的色彩、光影及充實的
構圖來表現菖蒲的特點；同時，也把菖
蒲放置於大自然不同的空間中，展現植
物在不同環境下各有特色的姿態及意
境。

作品呈現不同風格
細味在畫廊展出的30多幅作品，依然

能夠輕易地辨認出林氏特有的繪畫風
格。掛在門口當眼處的，是一幅名為
《幽思》的作品，畫作結合了東西方文
化，以鳥瞰的視角展現菖蒲旺盛的生命
力。林天行解釋：「最初中間是沒有灰
色的，後來決定加上灰色，展現出陰陽
的元素。墨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亦即
東方文化，黑白也是代表東方文化。而
畫面中間的直線則是現代的象徵，如此
長的直線也是西方建築才有的。」留白
的畫面代表水，茂密的菖蒲圍繞水面四
周生長，以俯視的角度帶領觀者進入一
片充滿詩性的原野。
正如林天行所言，今次創作的另一個

特點，是他把菖蒲放置在大自然不同環
境中，呈現菖蒲在不同環境
下的狀態。例如一幅作品名
為《星空》，林天行便把菖
蒲放在星空之下。「遠看整
個畫面是漆黑的，一片混
沌，但近看會發現畫面有幾
個白點，那種閃爍的白點，
代表光，以光表現畫面的節
奏。」漆黑中透出幾點光
芒，林天行希望以此帶出希

望的信息。此外，
還有月光下的菖
蒲、山溪旁的菖蒲
等等，各有獨特的
美態。至於用色方
面，既有黑白的水
墨，也有重彩。例如大面積地使用橙
色，表現的是秋天的菖蒲；至於一幅使
用了藍色的，則代表水潭上的菖蒲。林
天行說，數十幅作品，表現出不同的意
境，靠的除了過往的寫生經驗，更重要
的是豐富的想像力。

喜愛觀察大自然
在今次以菖蒲為題的作品，可看出畫

作有不同的風格，部分作品明顯令人感
覺較為沉鬱，原來這些皆是疫情之下所
創作的，反映了藝術家在疫情之下的創
作心態。「創作的環境是很重要的，疫
情期間內心會有不安和恐懼，這些因素
都會影響創作。這裏有不少作品都是在
疫情非常嚴峻的時候創作的。例如藍色
的，代表內心有種畏懼的感覺。」林天
行說。
外表普通的菖蒲，在林天行的筆下卻

能展現高雅的意境與姿態，這除了歸功
於他的細微觀察、豐富想像力外，也是
因為他常常到戶外寫生，對大自然的事
物有深刻的感悟。林天行表示，疫情期
間，自己反而多了到戶外寫生，萬宜水
庫、嘉道理農場、大帽山、深井清快
塘，足跡遍及港九新界。他自言自幼便
熱愛大自然，喜愛躺在石頭上觀察雲
朵，並幻想雲朵化成不同動物的形象，
又喜愛傾聽大自然中野獸和小鳥的叫
聲。對大自然的細膩觀察，為林天行的
創作奠下了深厚的基礎。像今次以菖蒲
為主題的作品，就是林天行觀察了數十
年菖蒲所累積下來的成果。

■■此次作品多是寫生畫作此次作品多是寫生畫作。。

■■展覽展出多幅以菖蒲為主題的作品展覽展出多幅以菖蒲為主題的作品。。

■徐氏畫作吸引觀者駐足拍照。

■開館儀式日前在重慶市江北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