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合一的藝術境界

中 國 古 時 就 講 求 「 天 人 合 一 」 ， 論 語 中
亦 有 云 ： 「 智 者 樂 水 ， 仁 者 樂 山 」 ， 用 山
水 來 形 容 仁 智 者 。 現 居 美 國 波 特 蘭 的 王 公
懿 以 自 然 元 素 作 為 她 藝 術 實 踐 的 核 心 ， 作
品 既 反 映 傳 統 中 國 山 水 畫 的 元 素 ， 亦 展 示
逾 三 十 年 來 藝 術 家 在 現 代 藝 術 體 系 中 抽 象
的 繪 畫 語 言 。 如 斯 獨 特 的 畫 風 源 自 其 經
歷 ， 王 公 懿 在 接 受 本 報 訪 問 時 表 示 ：
「 1986 年 我 受 法 國 文 化 部 邀 請 到 法 國 考
察 、 學 習 藝 術 ， 跳 出 當 時 內 地 藝 術 的 主 流
思 潮 ， 1999 年 開 始 居 住 美 國 。 」 王 氏 在 地
大 物 博 的 美 國 開 始 爬 山 ， 激 發 她 創 作 越 來
越 多 包 含 自 然 元 素 的 作 品 。 與 展 覽 同 名 的
系 列 作 「 草 葉 集 」 創 作 於 今 年 ， 該 系 列 顧
名 思 義 以 草 葉 作 為 繪 畫 的 主 體 ， 看 似 潦
草 、 隨 意 ， 實 際 布 局 經 過 藝 術 家 多 次 審
視 ， 「 塗 了 底 色 後 ， 我 會 把 畫 一 幅 幅 掛
起 ， 看 好 位 置 用 毛 筆 沾 礦 物 顏 料 畫 綠 色 、
墨 灰 色 、 枯 黃 色 的 草 。 」 她 形 容 過 程 恍 如
寫 書 法 般 ： 「 力 量 來 自 身 體 ， 我 和 『 草 』
合 為 一 體 隨 風 而 動 。 」 從 「 有 我 」 到 「 無
我 」 ， 在 充 分 了 解 自 然 的 特 性 ， 再 注 入 創
作 情 感 ， 不 正 是 「 天 人 合 一 」 的 境 界 嗎 ？

據 藝 術 家 透 露 ， 自 己 創 作 的 秘 訣 是 保 持
旁 觀 者 的 態 度 ， 如 《 草 葉 集 之 四 》 便 是 在
多 次 描 繪 、 改 動 中 發 現 出 奇 之 處 ， 「 畫 這

幅 作 品 時 我 從 牆 上 取 下 、 掛 上 ， 無 意 中 看
到 絹 從 正 面 透 過 來 的 畫 活 靈 活 現 ， 便 在 背
面 添 加 好 幾 筆 。 」 在 畫 的 正 面 她 用 毛 筆 揮
灑 出 極 具 張 力 的 線 條 ， 富 有 力 量 感 ； 背 面
的 草 葉 參 差 不 齊 ， 正 面 的 粉 彩 、 礦 物 顏 料
隱 約 穿 透 ， 更 添 朦 朧 美 。

少即是美

對 色 調 與 顏 色 微 妙 差 別 的 敏 感 也 讓 王 氏
的 畫 作 不 同 他 人 ， 上 世 紀 80 年 代 初 期 ， 王
公 懿 就 通 過 木 刻 系 列 《 秋 瑾 》 ， 令 她 在 內
地 當 代 藝 術 界 廣 為 人 知 ， 在 當 時 她 是 第 一
位 獲 得 全 國 第 二 屆 青 年 美 展 大 獎 的 女 性 藝
術 家 。 「 木 刻 是 黑 色 油 墨 印 於 白 紙 上 ， 現
在 用 水 墨 也 是 一 些 墨 、 一 些 水 、 一 支 筆 在
絹 或 紙 上 畫 ， 有 時 連 筆 都 不 同 。 」 王 氏 崇
尚 「 單 純 」 質 樸 ， 不 用 過 多 的 顏 色 表 達 ，
因 而 誕 生 出 其 標 誌 性 的 「 溫 莎 藍 」 系 列 ，
滿 目 藍 色 顯 得 乾 淨 、 通 透 。 在 是 次 展 覽
中 ， 觀 者 能 欣 賞 到 畫 家 用 黑 白 色 繪 畫 的 多
幅 作 品 ， 如 《 阿 拉 斯 加 - 冬 至 》 僅 用 黑 白
為 主 調 描 繪 了 山 上 蒼 茫 孤 寂 的 樹 叢 ， 同 時
讓 人 忘 記 城 市 的 喧 囂 ， 恍 如 「 走 」 進 阿 拉
斯 加 的 某 個 山 林 中 。 正 如 王 公 懿 在 採 訪 中
說 ： 「 古 人 的 畫 一 筆 一 筆 老 實 營 造 出 渾 然
壯 闊 的 山 水 ， 書 法 家 用 一 支 筆 沾 上 墨 呈 現
自 己 內 在 生 命 的 舞 蹈 。 」 她 只 用 少 許 顏 色
的 墨 便 展 現 出 自 然 風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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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anice抽象藝術

「天人合一」是不少藝術家追求的

境界，也是中國藝術的核心精神，這

並非一般藝術家能達到的。王公懿常

繪自然元素，筆下的山水、花草皆讓

人心馳神往。不同於傳統國畫，藝術

家以半抽象的形式繪畫，現正舉辦的

展覽「草葉集」，展示了王公懿20件

最近創作的作品，帶觀者進入她塑造

的自然之境。

日期：即日起至12月31日
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地點：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8號

世界畫廊

展覽詳情

收藏琪觀．蕭芬琪

蕭芬琪，中國美協會員、美術理論家、畫
家、香港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系哲學博士。現
任廣東省嶺東美術館總館長、香港藝苑出版
社和《嶺東》雜誌社社長兼主編、海外中國
美術家協會秘書長、香港美協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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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納利作品《遠眺澳門東方基金會會址
及前景中的人》。

展覽推介

一瓢飲室
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6 日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六上午 11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中環皇后大道中 80 號 H Queen's

17 樓方由美術
內容：「齋號」對於現代人來說非常陌生，那
是古時文人雅士為書齋所取的名號，亦是書齋
主人的代稱。齋號反映了主人的個性、愛好
等，藝術家劉琦的齋號為「一瓢飲室」，因為
藝術家喜飲茶，也因佛經「弱水三千，吾只取
一瓢飲」。劉琦的繪畫作品風格沉靜、和諧，
用簡潔的線條塑造人和物。現正舉辦的展覽
「一瓢飲室」展示了劉琦的 11 幅新作，如展品
《御風》描繪的現代小女孩面貌從容、利落地
勾畫出飛揚的衣衫，給人一種平淡且清爽之
感，如同一杯好茶，看似平淡，卻能讓人沉醉
其中。 文：儀

稚拙古樸見天真
清 代 李 鱓 （1686-1762） 創 作 於 1753 年 的

《花鳥草蟲冊》，是其晚年難得佳作，盡得該
時期「板直中見遒勁，枯率中寓樸茂」的畫風
精 髓 。 他 晚 年 的 畫 作 大 都 由 絢 爛 歸 於 平 淡 之
勢，線條更奔放，概括力更強，不假雕飾，有
稚拙古樸之氣。此冊極具生活化，構圖生動，
妙趣橫生。李鱓詩書畫皆能，且長於將之統一
於 畫 作 中 ， 互 為 生 發 ， 氣 勢 、 寓 意 、 骨 力 俱
全，臻於至妙。其詩文幽默雋永，雅俗共賞；
書法蒼老古樸，破貼追碑；繪畫縱橫馳騁，多
得天趣。

李鱓對題詩位置經營構思也是不拘一格，別
具匠心，或大或小，或上或下，書畫結合，渾
然一體。如《花鳥草蟲冊》（圖一）繪一孤鳥
獨立於春柳之上，柳樹由左下向右上延伸，而
長跋書於左上角，蒼老古樸，參差錯落，於質
實中見空靈，使整幅畫氣韻生動。題為「笑爾
神瘦天一方，銜泥終日為巢忙。孤眠獨樹成何
用，何不雙雙語畫梁。」將諷刺寓於幽默詼諧
中，擴大了畫面的意境，韻味深長。

李鱓中年生活坎坷，以賣畫為生，對紅塵的

熱鬧與蕭條別有心得，他的題畫詩多「寫世俗
之情味，歌小民之理想」，將自己作為市井小
民的悲喜心情寓於筆端，用調侃掩蓋清高與無
奈，以文人畫之形式繪生活瑣事，別有趣味。
如《花鳥草蟲冊》（圖六）題為「廣州茉莉建
州蘭，開向江南盛最難。十兩白金方買得，破
鉛寫出與君看。」詞意清新，明白如話，無錢
買花雖是常見而窘迫之事，畫家卻帶着幾分調
侃，輕鬆地化俗為雅，將其昇華。畫中繪廣州
茉莉與建州蘭花，簡練蒼勁，氣韻跳蕩，無論
花葉，都如同剛繪完般滋潤欲滴，水氣淋漓。
從 此 畫 中 ， 觀 者 可 充 分 體 會 李 鱓 對 用 水 的 心
得 ： 「 水 為 筆 墨 之 介 紹 ， 用 之 得 法 乃 凝 於
神。」也正是作者對用水的巧妙控制，強化了
筆墨的對比，豐富了畫面的變化，形成了「水
墨融成奇趣」的風格。

蕭平題跋云：「李鱓揚州八怪一高手也，晚
歲多署鱓，此其六十八歲所寫佳冊。復堂向以
善用水自詡，冊中筆墨融枯潤為一體，合老辣
天真為一，令人玩味不盡。妙哉一支縱橫筆，
寫盡四時花鳥情。識者當寶之也。」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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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知成陶作個展
日期：即日起至 12 月 12 日
時間：星期一至四中午 12 時至晚上 7 時

星期五及六上午 11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上環荷李活道 186 號 1H 號舖巨年藝廊
內容：藝術創作有助紓緩壓力、傳達信息、提
高對美的感悟，對於日本藝術家橋本知成來
說，藝術創作是一場尋找自我、參透內省之
旅。藝術家選擇陶土作為藝術媒介，每次燒製
時，他都會製作一個窯爐。從堆砌陶土、上
釉、燒製、建造窯爐，到再燒製成的過程，是
他尋找自我的時候。橋本知成的陶藝作品簡樸
而線條流暢，有圓形、球形、圓柱體等，青藍
色的釉色恍似浩瀚的宇宙，予人無限想像。藝
術家表示，作品簡約的外形是自我觀察而找到
本質的成果，或許參觀者也能從藝術家的作品
中尋找到真正的自我。 文：儀

19世紀的澳門印象
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
地點：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一期 20 樓

邦瀚斯藝術廊
內容：英國畫家錢納利是 19 世紀在東方具影
響力的西方畫家，出生於英國的畫家自 1825
年越洋移居澳門便一直長居當地，直至 1952
年逝世。在濠江居住多年，澳門在這位畫家
眼中是什麼模樣？金鐘現正展出錢納利兩幅
繪畫 19 世紀澳門的作品，其中一幅作品《遠
眺澳門東方基金會會址及前景中的人》在澳
門內港一個較高的位置取景，遠眺當年東方
基 金 會 會 址 ， 即 如 今 澳 門 白 鴿 巢 公 園 所 在
地。觀者可以於畫作中景的花間樹林中隱約
看到曾築於賈梅士洞洞頂的斜頂涼亭，回顧
昔日澳門景貌。 文：儀

虛實並濟的自然之境

王公懿作品《草葉集之八》，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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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懿在訪問中表示王公懿在訪問中表示，「，「草葉集草葉集」」系系
列及命名源自好友的提議列及命名源自好友的提議，，命名引用梅命名引用梅
格格··惠特曼的詩集惠特曼的詩集《《草葉集草葉集》。》。

王公懿作品王公懿作品《《草葉集之四草葉集之四》（》（中中），），20192019 年年。。畫畫
作掛於畫廊中間作掛於畫廊中間，，走過背面能看見另一幅畫走過背面能看見另一幅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