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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展覽
以往習慣實時、實地布置展覽場地的奧弗頓，本

次展覽由於疫情關係，未能親自前來香港白立方。
她憶述過去能夠在展覽廳設計自己的展覽固然帶給
她一種自由，也是一個更直接的途徑去回應場地與
那裏的物資。然而，這種方式卻同時帶給了奧弗頓
一種約束，因為她總是需要在不同的展覽之間把握
有限的時間完成布置。而這次展覽奧弗頓不能來到
場地中，她將香港白立方的平面圖放大放在自己的
工作室中，憑着自己對場地的認知與想像，並通過
互聯網的溝通來將展覽建立起來。
對於奧弗頓來說，利用網絡設展是一種嶄新的

嘗試，它不但給奧弗頓足夠的時間構思，在獨自
思考的過程中，她發現自己仍然能夠像以往一般
將作品與展覽的空間互相配合，達到預期的效
果，「能夠感受到自己恍如置身於展覽空間中的
感覺讓我感到很驚訝。」即使無法來到場地，經
過無數的視頻溝通和修改，她還是覺得這場展覽
設計圓滿，同時表示展覽期間會透過網絡一同與
觀賞者欣賞和經歷她的作品。疫情，雖然限制了
藝術家「履行世界」的步伐，卻也為藝術市場提
供探索經銷方式和合作方式的新機會。

■■作品作品《《無題無題（（老虎之眼老虎之眼）》（）》（20192019）。）。

■■奧弗頓利用幾何學為作品製造一種張力奧弗頓利用幾何學為作品製造一種張力。。

■■物料經過奧弗頓雕琢物料經過奧弗頓雕琢
過後過後，，變成創作材料變成創作材料。。

■■作品作品《《無題無題 ##1111粉色粉色》》((20202020))。。

■■展覽展覽「「荒原獨處荒原獨處」」現場現場。。

■奧弗頓同時帶
來了紙上作品。

■■弗吉尼亞弗吉尼亞··奧弗頓奧弗頓

■■奧弗頓紙上作品奧弗頓紙上作品《《無題無題》（》（20202020）。）。

■■奧弗頓帶來了系列抽象紙上作奧弗頓帶來了系列抽象紙上作
品品。。

悠久的歷史、獨特的人文、淳厚的民風，
自古以來甘肅通渭猶如鑲嵌在天中大地上的
一顆璀璨明珠，美麗而神奇。「人間繁華在
長安，世上書香出通渭」，這是著名作家張
賢亮在走訪通渭後的感慨，足見通渭人對書
畫的熱愛。日前，記者走進「中國書畫藝術

之鄉」，親身感受通渭書畫藝術帶來的無窮
魅力。
字畫的傳承在通渭縣可謂歷史悠久。自公

元前114年至今，通渭縣已有2,000多年歷
史。明清時期，不少通渭人在外當官，接觸
字畫藝術後，將欣賞、保存字畫的習慣也帶
回了家鄉。習字練畫、收藏書畫的氛圍也逐
漸傳承下來。摺紙、裁紙、拈筆、研磨……
看似簡單隨性的動作，短短十多分鐘時間，
一首馮道的《贈竇十》躍然紙上。
寫這幅字的作者正是通渭縣農民書法家的

代表，今年已90歲的李濟暢，「十幾歲就
開始學習寫字，現在書法對我來說，不僅改
變了我的命運，也成為我生活中的習慣。」
如今的通渭已被打上了濃濃的「書畫」標
籤。在這裏，書畫可以是高高在上的藝術追
求，也可以是扎根鄉土、走進每個人家中的

生活方式。「家中無字畫，不是通渭人」的
形容絕非誇張，這種氛圍從在通渭邁出第一
步起，便時刻伴隨。
據了解，通渭縣近50萬人中，從事專業

書畫創作的人就超過1萬人，甚至當地人在
新房蓋好後，第一件事不是買傢具，而是求
一幅字畫掛在牆上，對書畫，當地人是發自
內心的敬重和喜歡。「通渭人處處表現着他
們精神的高貴，你可以一個大字不識，但中
堂上不能不掛字畫……通渭除了重視教育
外，已經擴而大之到尊重文字，以至於對書

法的收藏發展到了難以想像的瘋狂地步。」
著名作家賈平凹在散文《通渭人家》中這樣
評價通渭書畫熱。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在通渭無論家庭貧

富，家裏都掛有書畫作品。在通渭街頭，幾
乎隨便找位路人，聊起書畫都能頭頭是道。
書畫藝術的繁榮，促進了書畫產業的發展。
畫廊一家接着一家，經營的品種也開始按照
專業分類布置，有的專門經營名人字畫，有
的專業裝裱，有的經銷玉石印章和筆墨紙
硯，有的則拓寬領域，把書畫藝術融入到錦

帳製作工藝之中，生意也十分火爆。
目前，全縣已註冊成立文化產業、硬筆書

法、收藏家、文房四寶、教育書畫等13個行
業協會。發展文化企業67家、畫廊480多
家、書畫裝裱店120多家。全縣書畫年交易
量達60萬件、交易額達10億元人民幣以上。
此外，自2011年起連續9年舉辦書畫文化藝
術節，在貧困村設點開展書法、寫意國畫和
書畫裝裱培訓，實施書畫文化扶貧工程，使
書畫產業有力帶動群眾脫貧致富的同時，也
推動了鄉村文明的建設。 文、圖：中新社

尋訪尋訪「「中國書畫藝術之鄉中國書畫藝術之鄉」」
翰墨飄香妙筆繪出翰墨飄香妙筆繪出「「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甘肅通渭甘肅通渭
農民書法家農民書法家
的代表的代表，，9090
歲的李濟暢歲的李濟暢
正在書寫馮正在書寫馮
道的道的《《贈竇贈竇
十十》。》。

■■甘肅通渭甘肅通渭
的小朋友們的小朋友們
正在練習書正在練習書
法法。。

■■8080歲老人李歲老人李
殿藩家中擺滿殿藩家中擺滿
書法作品書法作品。。

■■奧弗頓搜索原始物料作為作品的元素奧弗頓搜索原始物料作為作品的元素。。

人類周遭的幾何學
利用幾何學來製造一種張力，

讓這種張力與材料的內在質感背道
而馳，這就是美國藝術家弗吉尼亞

．奧弗頓（Virginia Overton）的創作
邏輯，即日起至11月14日，位於中環
的白立方畫廊帶來了其首個在亞洲的個
人展覽「荒原獨處」(Alone in the Wil-
derness)，數件全新的雕塑和紙上作
品，從中可一窺一位藝術家，如何將日
常縮影進一個個幾何圖形之中。
一直善於在周圍環境發現物件和創

作雕塑元素的奧弗頓，喜歡探索內嵌
在特定材料中的歷史，同時探討這些
材料被挪用、激活與語境重構以後的
價值，在實地取材的過程中，奧弗頓
解讀說自己往往被「材料內在的自然
雕琢」所驅動去創作，從半現成品材
料中，希望透過視覺或方位的調轉來
改變它們的用途和功能，而在本次的
展覽中，奧弗頓就從商業大廈外被棄
用的標牌，並利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組
合了鋁製字母和商標。
奧弗頓1971年出生在美國田納西州
納什維爾，長大後曾經嘗試不同工作的
她，因為父親的熏陶，她對雕塑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並毅然離開原來的工作和
生活的地方，展開對藝術的追求，她目
前在紐約布魯克林定居。奧弗頓自言自
己一直搜索原始物料、屢次循環再用的
物件，「它們大多都是木頭、金屬、有
機玻璃以及印光燈等，經過剪裁和雕琢
過後，演變成附有力量而且刺激感官的
創作材料。」除了雕塑作品以外，裝置
藝術和攝影作品都是奧弗頓自我表達的
媒介，透過這些媒介，她直觀地對置身
的空間作出回應。通過反覆的嘗試與失
敗，她創作的雕塑中，經常凸顯某個地
方建築物的一些局部，即使物件看起來
微不足道，作品帶出的信息卻具有戲劇
性和震撼性。

本次展覽的作品物料來自於美國東
南面的一條村落，亦是奧弗頓長大
的地方。其中作品《無題 #11粉
色》(2020)中，奧弗頓將一根鋁
製卡車橫桿和用來覆蓋皮卡
車車底邊緣的長金屬條合併在一起，物
料的色彩黑白相對，安裝在展覽廳的牆
上，並從作品的後方折射出粉紅色的霓
虹燈光。奧弗頓藉此激活廢棄的卡車橫
桿，打破了「垃圾與珍寶」的二分法，
並有意將不同的材料結合成單一的凝聚
性姿態。而另外一件作品《無題（老虎
之眼）》(2019)則由紅色標牌合併成一
個正方形，中間恰好出現一個對稱的橢
圓形空洞，呈現出一個和諧的整體，達
到了一種均衡的狀態。

以形狀讀世界
值得觀賞者注意的是作品的曲線、

瑕疵和風化的肌理，能夠理解到作品所
佔據和取代的空間，並通過奧弗頓對資
本主義社會機制加以利用，作品正在向
一個全新的方向分離。「物件的並置、
它們的色彩，與自然景致的對立，往往
讓我非常感興趣。」奧弗頓說。
「在這個展覽中，我沒有一個特定
想要傳遞的信息，它更多的是在展現我
看事物的目光。」奧弗頓提到在創作過
程中，她嘗試去擺脫物件本身的定義，
並允許物料自己演變，呈現出新的面
貌，從它們原來的生命在新的環境中展
示新的存在方式。而創作能讓奧弗頓重
新傳譯她在原始物料微小的變更，然後
讓她用特定的創作理念在新的領域中展
示。「藝術創作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過
程。」奧弗頓認為她任何形式的藝術創
作都是憑着自己的直覺尋找物料，然後
給予自己的空間與物料對話的機會。除
此以外，奧弗頓表示物料本身帶有的特
質與她思想的碰撞可以集合成一種力
量，建立與推動雕塑作品的完成。

有別於一般的產業，藝術的奇妙之處是能夠將任何色彩、物件和事物，匯聚成一個

個個體對世界的見解，同時幻化成一種表達的方式，豐富觀賞者五官的體驗。本次刺

激視覺觀感的藝術展覽，不但勾畫出藝術家對周圍環境的解讀，也從經常被忽略的物

件中，扭轉我們對它們膚淺的認識，跟隨藝術家的視角出發，重新定義看起

來已經被世界遺棄之物，並賦予新的存在價值。

疫情仍推延着本港畫廊展覽之時，外國藝術家仍不棄亞洲市場，利

用網絡與本港畫廊共同設計展覽場地，讓藝術品衝破國界，打出

一條外國藝術家與本地畫廊網絡陳展新通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幾何圖像賦予物件新定義幾何圖像賦予物件新定義
疫下展覽新方式疫下展覽新方式 美藝術家遠程騷作品美藝術家遠程騷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