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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堵塞了人們的心靈，也彷彿
遮擋了未來的曙光。畫廊Ville-

pin 繼首次帶來的展覽《友誼與融
合》之後，再次迎來了新的畫展《來
蘇之望：新巴黎畫派》。回看過去生
活帶來的種種危機，人們都終究從藝
術找到了靈魂的出口與重生。畫展由
即日起至明年4月23日將帶領觀眾隨
「新巴黎畫派」藝術家的作品，感受
二戰過後的創傷與絕望，並一同在畫
作中燃點對生活的期盼。

顛覆看世界的視角
據介紹，1945後巴黎進入了一段藝術復
興時期，湧現了一批非表象派畫家，包括
來自不同國家的：彼埃．蘇拉吉、喬治．
馬修、漢斯．哈同、尼古拉．德．斯塔埃
爾、尚．杜布菲、讓-保羅．里奧佩爾以及
趙無極等著名藝術家匯聚於巴黎，表達了
對和平和友誼共存的強烈信息。「我們活
在充滿危機的環境中，與二戰後的生活無
異，很多人都感到迷失，需要新的方向和
指引。」畫廊Villepin創辦人潘雅德(Ar-
thur de Villepin)為本次畫展給觀眾精心挑
選出二十件「新巴黎畫派」領軍人物的畫
作，它們除了展示生活的美，同時顛覆了
看世界的視角，讓觀眾在生活中發現新的
選擇。
縱使年輕的潘雅德沒有經歷過戰爭，出
生也離二戰時期甚遠，但作為法國人的
他，相信在成長、教育以及在收藏藝術品
的經驗中，對於「新巴黎畫派」的作品有
一定的共鳴和深刻的感受。「這是一批充
滿希望和信念的藝術作品。」潘雅德認為
「新巴黎畫派」正正將文藝復興的作品和
當代藝術距離拉近，更重要的是將人和人
連結起來。而「新巴黎畫派」作品創作的

純粹，從來沒有與收藏家、
政治等因素掛鈎，容易被世
界上每一個人理解，因為它
們創作者都是戰爭的見證或者受害者，急
切尋找曙光，擁有共同人性在危難之中的
追求與表達。「在粗暴的創作和姿態中，
觀眾能在作品裏面看見經歷過二戰時期的
藝術家正在尋找一種神秘且屬於自己的創
作語言，與紐約畫派及美國抽象主義抗
衡。」潘雅德提到，這一批藝術家不單單
刻畫內心情緒，也有展現了強烈希望與世
界重新建立關係的慾望。「即使每個藝術
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個性，但他們都有共同
的反思，在各個作品的細節中就能找到共
同的連結。」潘雅德說。

作品體現時代共鳴
潘雅德提到畫展中，漢斯．哈同創作於

1956年的作品《T1956-23》是其中一幅最
喜歡的畫作。此作品以綠色作為底色，觀
眾能看見藝術家一筆過從畫作中的底部豎
起藍色和黑色、粗獷的線條一同往上描
繪，它們在畫中的中部和頂部相遇、合
併，形成恍似一雙手在禱告的手勢，在祈

求新的景況與重建。畫作沒有任何修飾，
卻深刻表達了藝術家堅定的追求。
「這是漢斯．哈同內在爆發出來的能

量，無法掩蓋的真實，也是對希望的渴
求。」潘雅德再舉例喬治．馬修創作於
1989年的作品《波哥大兒童對死亡突擊隊
的無聲控訴》，那一年他聽到來自大西洋
的噩耗，整個環境和他的心一同步入黑暗
時期，讓他深受打擊。從畫作中的色彩與
粗暴的線條，足以讓觀眾感受藝術家當時
永不止息的嚎叫。潘雅德形容這是喬治．
馬修抒情抽象的作品，因為他將暴力和創
傷一一寫進他的畫作當中，觀眾在觀賞的
時候就能感受它沉重的情緒。「作品是一
面鏡子，在反映藝術家的內心和社會的現
況。」潘雅德認為作品不但針對那個時代
以及藝術家的想法，同時也能給現代人的
生活帶來嶄新的觀感以及一種宣洩，能在
當中引起共鳴感。

「新巴黎畫派」大師畫作繪出時代反思

戰爭無疑帶給人身體和心靈上的創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改變了歐洲

原來的板塊和面貌，還給人們的生命帶來無法想像的衝擊。藝術家利用他

們筆下的線條、色彩、風格與結構呈現內在翻天覆地的情緒，記錄了一個

個破碎的心靈再次得到重生的歷程。「新巴黎畫派」就匯聚了一眾於

1944年巴黎解放後漸露鋒芒的藝術家，在各人迥然不同的創作中，讓觀

眾看見他們對世界統一的盼望。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苡楠

畫作《法國航空》由喬治
．馬修於1967年為法國航空
創作的作品，以藍天白雲作
為創作基礎，加上書法的元
素，畫中見穩固卻瞬間即逝
的線條以及為人熟悉的艾菲
爾鐵塔。喬治．馬修利用嶄
新的表達手法，清晰地呈現
「新巴黎畫派」的特徵，藝
術家在畫中自然、自由地揮
筆，譜寫出一首詩，讓觀眾
看見短暫與永恒的結合。

以筆觸探索戰後抽象主義以筆觸探索戰後抽象主義

作品放大睇：

尚．杜布菲被稱為「新巴黎畫派」
的壞孩子，開宗明義反對傳統美學，
憑藉原創性和人文主義精神的手法，
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件作為創作主
題。1964年的作品《我奔跑》，畫
作猶如發出尖叫聲，生動地刻畫畫中
的主角向觀眾奔跑。細看、再加以想
像，在畫中彷彿看見一雙腿、手臂、
身軀和頭部，再次凝視卻又看不出任
何人，尚．杜布菲藉此呈現生命的不
確定、短暫且模棱兩可的表象。

出生於俄
羅斯的尼古
拉．德．斯塔
埃爾，走過流
亡的生涯，也
經歷過環境與
內心的悲劇，
在不同的國家
生活過，種種
生命的歷程將
他孕育成一個
出色、遊走於
具像和抽象之
間的藝術家。其作品《條紋的花盆》記錄了
他一段不幸的愛情，是他最經典的靜物畫，
強烈的顏色給觀眾帶來視覺的衝擊，同時也
承載他對這段關係的表達與憧憬。「尼古
拉．德．斯塔埃爾的每一筆都讓人感受到他
強烈的情緒，甚至至今仍然回應現代人面對
的掙扎。」潘雅德形容。

■■喬治喬治．．馬修創作於馬修創作於19891989
年的作品年的作品《《波哥大兒童對死波哥大兒童對死
亡突擊隊的無聲控訴亡突擊隊的無聲控訴》。》。

■■畫展畫展《《來蘇之望來蘇之望：：新巴黎畫派新巴黎畫派》》現場現場。。

■■「「新巴黎畫派新巴黎畫派」」的作品能與的作品能與
今時現在產生共鳴感今時現在產生共鳴感。。

■■畫廊畫廊 VilVil--
lepinlepin創辦人創辦人
潘雅德潘雅德。。

■■潘雅德為觀眾介潘雅德為觀眾介
紹彼埃紹彼埃．．蘇拉吉作蘇拉吉作
品品《《無題無題》。》。

■■畫展展出畫展展出「「新新
巴黎畫派巴黎畫派」」藝術藝術
家的舊照片家的舊照片。。

■■藝術家趙無極作品藝術家趙無極作品。。

■■漢斯漢斯．．哈同作品哈同作品《《TT19671967-H-H1616》。》。

■■漢斯漢斯．．哈同創作於哈同創作於19561956
年的作品年的作品《《TT19561956--2323》。》。

尼古拉．德．斯塔埃爾 作《條紋的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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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馬修 作《法國航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 福州報道）
日前，「綠水青山——鄭百重中國畫展」在
福建博物院開幕。鄭百重現任福建省畫院名
譽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中國
國家畫院國畫專業外聘研究員，是中國當代
青綠山水畫重要代表及領軍人物。本次展覽
共展出作品38件（套），是其幾十年植根
生活、寫生積累，厚積薄發、突破創新的藝
術匯報，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等發賀
信祝賀。

確立鮮明的「鄭氏青綠」
鄭百重先生早年拜師於陳子奮先生門下，
後師從陸儼少、林散之等先生，在繪畫、書
法、篆刻等方面廣收博取，搭建了自己的繪
畫理論體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鄭百重遠
赴美國，一邊在大學從事中國畫教學，一邊
汲取西方藝術養分，在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
上確立了自己的中國畫語言，堅定了中國文

化的自信。2000年
以來，鄭百重在青
綠山水繪畫及理論
方面不斷深入研
究，在繼承傳統的
基礎上不斷創新，
確立了鮮明的「鄭
氏青綠」。
據介紹，「青綠
山水」是一種中國
畫的技法，以中國
畫中施用濃重的礦
物顏料的石青和石綠顏料為主，宜表現色澤
艷麗的丘壑林泉之美。記者在現場看到，鄭
百重的山水源於傳統，富有新穎創意，其作
品氣勢浩大，技法嫻熟，色彩運用獨特，並
融入油畫、版畫等技法，把中國的山山水水
表現得無比壯美。在鄭百重筆下，景致的色
彩不僅生動亦十分艷麗，畫面的特徵展現得

淋漓盡致。據鄭百重介紹，其
山水畫的氣韻、丘壑以及筆墨
都是建立在基本寫實基礎上的
寫意性表達。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
鄭百重代表作之一《海上絲

路新篇章》是絲綢之路海上沿線國家的描
繪，畫面恢弘，「我在構圖、筆墨、色彩等
方面都脫離了古典青綠山水程序化的東西，
用『鄭氏青綠』詮釋了海上絲路的盛世華
章。而《秋染喀納斯湖》在青綠山水造型方
面有極大的創新，可以使觀眾真正感覺到藝
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經過高度提煉後的

藝術展示。」鄭百重如是介紹。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為展覽發來賀

信。范迪安說，鄭百重從80年代開始就有
志於在青綠山水上下功夫，後來也一直把青
綠山水作為學術研究創作的課題，幾十年如

一日。鄭百重畫展能夠引起大家進一步
分析，特別是圍繞如何更好地振興中
國青綠山水這份沉甸甸的傳統，是非常
有意義的。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盧禹舜亦認為，鄭

百重的青綠山水畫堅守了中華民族的一
份審美理想。青綠既作為一種技法，同
時也有一種精神上的繼承。「我覺得鄭
百重的作品具有個性特徵，辨識能力非
常強，這個時代，如果說沒有鄭百重，

中國當代美術史，特別是青綠山水畫，好像
就缺了一份光彩。」據悉，此次展覽由中國
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
國家畫院、福建博物院等主辦，由福建省美
術家協會、福建省畫院承辦。

■■參展嘉賓合影留念

■■鄭百重作品《海上絲路新篇章》

■■鄭百重作品《秋染喀納斯湖》

■■鄭百重作品《青銅花卉》

鄭百重繪綠水青山鄭百重繪綠水青山
堅守中華民族審美理想堅守中華民族審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