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悼念劉以鬯會長
驚悉劉以鬯先生於六月八日仙逝，不勝痛扼！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謹致

以深切的悼念。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書記錢小芊特委託外聯部港澳台主任張濤來電，
稍後鐵凝主席也親自發來唁電致以悼念，並向劉先生家屬致以慰問！

劉先生是香港文壇泰斗，著作等身，是香港文壇地標性的人物。他是香港作家中，最
早引入意識流的作家，他的作品如《酒徒》、《對倒》、《打錯了》、《蜘蛛精》等，咸
認為是文學經典。他的作品為著名導演王家衛改編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

劉先生和曾敏之先生等是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發起人和創辦人，他當
了香港作家聯會六屆會長。劉先生現任香港作家聯會榮譽主席、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
劉先生對香港文學貢獻良多，他為了繁榮香港文學創作，主編香港報刊的文學園地，於三
十多年前創辦了《香港文學》。

劉先生享齡九十九歲，福壽全歸，劉先生雖然羽化而去，他將長存於香港讀者和華人
讀者心中，名垂不朽！

香港作家聯會
世界華文文學聯會 敬輓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深
港
青
年
當
代
藝
術
家
主
題
展
—
—
動
靜
﹂
正

在
深
圳
龍
崗
區
紅
立
方
公
共
藝
術
館
舉
行
，
展
覽
旨
在

呈
現
深
港
兩
地
青
年
藝
術
家
創
作
方
向
、
精
神
風
貌
的

一
個
切
片
，
通
過
兩
位
深
圳
藝
術
家
和
兩
位
香
港
藝
術

家
的
視
覺
語
言
形
成
新
的
對
話
。

擬
人
角
度
觀
察
城
市

林
穎
詩
畢
業
於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視
覺
藝
術
院
，
現

任
浸
會
大
學
視
覺
藝
術
院
項
目
助
理
，
負
責
攝
影
教
育

計
劃
。
她
專
注
於
錄
影
藝
術
，
學
習
從
觀
看
中
感
知
並

理
解
世
界
的
運
作
與
規
律
。
作
品
曾
於
香
港
，
德
國
及

美
國
展
出
。

記
者
在
展
覽
現
場
看
到
，
林
穎
詩
此
次
共
有
三
件

作
品
展
出
，
分
別
是
兩
件
彩
色
單
頻
道
錄
像
作
品
：
《

回
來
時
請
把
燈
亮
着
》
（
無
聲
，8'20''

，2018

年
）
；

《
流
動
的
風
景
》
（
有
聲
，29'51''

，2016

年
）
；
以

及
黑
白
單
頻
道
錄
像
作
品
《
攝
影
機
是
本
素
描
簿
》
（

無
聲
，03'15''

，2015

年
）
。

在
展
場
中
央
位
置
的
顯
示
幕
上
，
《
回
來
時
請
把

燈
亮
着
》
以
定
鏡
錄
影
的
手
法
記
錄
了
作
者
所
遇
見
的

一
些
失
靈
：
會
間
歇
性
熄
滅
及
重
亮
的
街
燈
。
林
穎
詩

說
：
﹁我
用
了
擬
人
的
手
法
去
看
那
些
會
間
歇
性
熄
滅

及
重
亮
的
街
燈
，
它
們
是
很
人
性
化
的
。
當
社
會
上
每

支
燈
（
每
個
人
）
都
按
一
樣
的
步
／
標
準
去
工
作
或
生

活
時
，
偶
爾
停
下
來
的
它
們
，
彷
彿
有
了
自
己
的
個
性

，
可
以
選
擇
走
不
一
樣
的
路
。
﹂
另
一
個
角
度
是
，
開

燈
和
熄
燈
很
像
人
離
開
家
或
回
家
時
的
第
一
個
動
作
。

那
些
燈
她
也
是
在
屋
邨
附
近
拍
攝
的
，
因
此
命
名
時
用

了
﹁回
來
時
請
把
燈
亮
着
﹂
，
像
是
對
離
開
家
的
人
的

一
個
提
醒
和
等
待
。

《
攝
影
機
是
本
素
描
簿
》
是
水
波
、
樹
影
等
的
影

像
重
疊
。
《
流
動
的
風
景
》
則
是
街
景
與
靜
物
被
車
燈

投
射
在
牆
上
。
觀
看
這
熒
幕
時
，
林
穎
詩
說
，
彷
彿
在

看
着
車
窗
外
的
流
動
風
景
。
﹁我
享
受
看
風
景
，
它
是

一
個
過
程
，
是
一
種
情
感
的
投
射
，
以
及
思
考
的
空

間
。
﹂都

市
把
人
們
物
化
，
林
穎
詩
卻
以
擬
人
的
角
度
觀

察
城
市
內
的
物
件
。
林
穎
詩
說
：
﹁我
的
作
品
都
是
記

錄
城
市
裏
日
常
、
帶
點
靜
謐
和
詩
意
的
風
景
。
它
們
是

路
邊
的
車
輛
、
公
園
的
樹
木
和
草
地
、
屋
邨
內
的
燈
、

碼
頭
旁
的
海
、
城
市
的
光
等
等
。
拍
攝
時
，
多
用
靜
止

的
姿
態
，
在
不
移
動
鏡
頭
的
狀
態
下
作
長
時
間
拍
攝

。
希
望
單
純
地
記
錄
這
些
物
件
，
各
自
律
動
所
產
生

的
美
。
﹂

城
市
更
新
連
根
拔
起

另
一
位
青
年
藝
術
家
劉
清
華
以
探
索
流
逝
的
時
光

、
回
憶
及
轉
變
不
斷
的
城
市
景
貌
為
創
作
題
材
，
着
眼

於
不
同
媒
介
本
身
的
獨
特
性
及
其
質
感
之
可
塑
性
。
作

品
涉
及
錄
影
、
動
畫
、
裝
置
等
元
素
。
其
作
品
曾
獲
﹁

香
港
第
二
十
屆ifva

獨
立
短
片
及
影
像
媒
體
節
﹂
新
媒

體
藝
術
組
別
銀
獎
及
本
地
最
佳
作
品
，
又
曾
於
香
港
、

台
灣
，
以
及
奧
地
利
、
瑞
士
、
日
本
、
芬
蘭
等
地
展
出
。

此
次
展
出
的
定
格
動
畫
裝
置
《
消
失
之
中
》
時
長

二
十
分
鐘
，
二○

一
四
年
創
作
。
記
者
看
到
，
這
是
一

個
雙
視
頻
的
定
格
動
畫
作
品
。
右
面
的
動
畫
是
一
枝
不

斷
變
小
的
粉
彩
畫
筆
，
左
面
的
動
畫
則
看
到
觀
塘
市
中

心
的
繪
線
畫
逐
線
成
形
，
兩
邊
視
頻
同
步
發
生
。

劉
清
華
介
紹
，
現
實
中
，
左
邊
視
頻
的
動
畫
是
由

右
邊
視
頻
的
畫
筆
繪
製
而
成
。
這
作
品
源
自
維
基
百
科

上
一
幅
名
為
觀
塘
市
中
心
的
照
片
，
但
現
實
中
的
觀
塘

因
着
市
區
重
建
經
已
面
目
全
非
。
當
現
實
世
界
的
粉
彩

畫
筆
轉
化
成
紙
上
的
景
色
（
觀
塘
）
，
逐
線
成
形
、
同

步
發
生
之
際
，
便
構
成
了
虛
擬
世
界
裏
的
定
格
動
畫
。

動
畫
作
品
記
錄
和
盛
載
着
能
量
。
劉
清
華
花
了
半
年
時

間
創
作
這
部
動
畫
。
畫
的
每
一
筆
，
都
需
要
記
錄
圖
畫

和
畫
筆
變
化
，
總
共
重
複
了14000

次
才
完
成
。
﹁城

市
發
展
是
重
要
的
，
但
以
什
麼
手
法
進
行
？
以
連
根
拔

起
的
方
法
可
能
是
最
方
便
快
捷
，
但
其
中
的
歷
史
文
化

如
何
保
留
？
這
些
都
是
我
在
思
考
的
。
﹂
劉
清
華
說
。

另
一
幅
作
品
錄
像
裝
置
《
脫
身
》
時
長
九
分
鐘
，

二○

一
七
年
創
作
。
錄
像
由
劉
清
華
於
二○

○

七
年
至

二○

一
七
年
收
到
的
一
百
多
封
書
信
中
節
錄
下
來
，
把

別
人
寫
過
她
的
名
字
（Jess

）
製
作
成
影
片
。
﹁我
的

名
字
對
我
來
說
毫
無
意
義
而
且
陌
生
，
但
別
人
為
我
留

下
的
溫
度
依
然
珍
貴
。
﹂
她
說
。

此
次
展
出
的
另
外
兩
位
深
圳
藝
術
家
分
別
是
應
麥

可
和
陳
章
紅
。
前
者
擅
長
抽
象
藝
術
，
作
品
形
式
自
由

，
用
色
考
究
，
手
法
多
變
。
後
者
陳
章
紅
是
一
位
﹁大

破
大
立
﹂
的
藝
術
家
，
其
作
品
無
論
是
對
哲
學
的
思
考

、
立
意
的
高
度
，
還
是
題
材
的
創
新
性
及
其
廣
泛
性
，

都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藝
術
水
準
和
個
性
追
求
。

展
覽
策
展
人
為
賈
立
巍
，
展
期
到
七
月
十
五
日
。

藝術家眼中的
人與城市

▲香港青年藝術家劉清華作品定格動畫裝置《消失
之中》

▲香港青年藝術家林穎詩作品《流動的風景》

▲劉清華及其參展作品——定格動畫裝置《消
失之中》

▲都市把人們物化，林穎詩卻以擬人的角度觀
察城市內的物件

藝 術 賞 析
大公報記者 熊君慧 文、圖

【大公報訊】記者謝敏嫻報道：由香港國際藝
術家交流協會主辦的 「香港國際藝術家作品展2018
」現正於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展出五十位
內地、香港、英國、波蘭等地藝術家的逾百件書法
、畫作、雕塑等作品。

作品融古今中西
該展覽於昨日下午開幕。出席開幕禮的主禮嘉

賓包括香港國際藝術家交流會創辦人簡啟樂、國際
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陳立德、國際獅子總
會中國港澳303第三分區主席蔡漢成、互動創意電
台總監梁安琪、沙田區議員潘國山、影像藝術教育
家林應材、香港國際藝術家交流會會長汪彥君、香

港國際藝術家交流會副會長周俊宇。
本地藝術家紀淑芬是次展出三幅以 「遊花園」

為題的水墨畫及三件雕塑作品。她表示，該系列畫
作此前曾參加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展
覽，當時參展地區包括荷蘭、成都和香港，故此她
從香港地道文化出發，選取了充滿童年回憶的兒歌
《遊花園》、港人熟悉的 「金魚街」等元素。紀淑
芬說， 「遊花園」一詞的粵語文化內涵生動有趣，
畫作配以篆書書寫的《遊花園》歌詞，洋紫荊、金
魚遊走其中，這些形象表達她對香港的熱愛，亦符
合香港文化在中西交流的語境。

她還展出雕塑作品《回眸一笑》、《碧玉年華
》及《阿q》，探索女性身份的演變。紀淑芬說：

「『碧玉』是一位十幾歲古代女子，人物的髮髻、
頭飾帶有京劇形式；《回眸一笑》塑造的是民初年
代女子，身穿簡單樸素的長衫，面部曬黑，這些寫
實細節引發我母親的共鳴，她感慨以前讀書時仍要
下田做農活； 『阿q』則是取材學生時代的必讀小
說《阿Q正傳》，阿Q正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穗畫家紙巾作畫
廣州畫家招麗麗擅用濃重的色彩，把身邊的生

活瑣事和直接見聞作為題材，描繪現實中的人物和
自然風景，帶來《共鳴》、《守望》、《後花園》
等八幅畫作。她介紹，其畫作是不用畫筆，不用調
色盤，只用一團紙巾，直接從顏料瓶中取出顏料，
以直率，粗放的筆法，創造強烈的畫面效果。招麗
麗說，用紙巾作畫雖比筆更難，卻讓她輕鬆自由創
作。

北京藝術家周咏梅展出一系列以田野風光為題
的油畫，色彩鮮艷跳躍，基調柔和，將黃、綠、藍
、紫、紅交織搭配，構成明亮勻淨的畫面。她說，
作品內容簡樸，卻跨越物像本身的形體，真實的視
覺經驗經過徹底的過濾，筆觸強調點和線，使得畫
面更添細膩感和強烈的主觀色彩。

該展覽展期至明日下午四時。
圖片：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50藝術家聯展書畫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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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
鳳思報道：媒體生態在這十年
間不斷轉變，七八十年代是紙
媒的黃金歲月，當時資訊並不
像今日般流通，市民喜歡看報
紙。陳青楓在報業最輝煌的年
代入行，見證着香港傳媒的興
衰，從他的著作《回望傳媒50
年》一書中，可以讓讀者感受
到香港傳媒的變遷。

陳青楓自上世紀六十年代
起投身新聞行業，當時十六歲
，一做便四十多年。他以傳媒
人身份出書令讀者了解局中人
的甜酸苦辣，在書中更回顧半
個世紀以來報章副刊的變化，
分享他在傳媒行業親歷的人與
事。作者由搜集資料、圖片到
寫作，用了三年時間去寫成《
回望傳媒50年》。陳青楓與記
者在訪談中表示： 「寫書就好
像攝影一樣，找到一個最好的
鏡頭之後 『咔嚓』，將它記錄
下來。這本書中有很多值得一
看和有價值的照片。」

陳青楓在副刊部門工作四

十多年，看到副刊不斷變化，
他談及香港報業發展時表示以
前的副刊有些文章把文言、方
言、語體文（白話文）匯合起
來運用，遂稱 「三及第」，這
種文體是由廣州報章的文風帶
過來，香港的報人將一些譯音
過來的英語演變成香港的 「三
及第」，當時副刊小說經常用
到 「三及第」。而他在書中提
及曾嘗試過在《大公報》副刊
續寫 「三及第」文體小說。

談起副刊轉型，他說： 「
早年的副刊百花齊放，就好像
百科全書一樣，現在的副刊比
較生活化來迎合讀者，而報紙
慢慢轉型亦是大勢所趨。」

陳青楓曾任職《晶報》、
《新晚報》、《香港商報》及
商務印書館等。著有《生活中
的佛法》、《楊善深的藝術世
界》、《書畫人語》及畫冊《
空心靈雨》等。現任妙法寺文
教發展總監、香港畫家聯會副
會長。

【大公報訊】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五月二
十九日對公眾開放後，過去兩個星期以來運作暢順。
由於公眾反應熱烈，大館徇眾要求，現將接待公眾即
場到訪的安排提前實施。當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場內訪客人數少於三千五百人時，讓公眾即場入內參
觀，無需預先領取大館入場證。

此安排為不使用網上服務或不喜歡在網上登記領
取大館入場證的公眾提供更多選擇。在新安排下，平
日的場內訪客人數到達三千五百人後，大館職員將停
止接待沒有入場證的訪客，以確保場內不會過度擠迫

，為訪客提供理想順暢的體驗。至於星期六、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訪客仍必須憑大館入場證進場。

大館方面建議訪客於平日預先於網上或使用 「大
館」手機應用程式預訂免費入場證。大館入場證除確
保訪客可以進場外，還有助營運者調度資源，平均分
布訪客的入場時間等。隨着未來陸續開放更多設施，
大館將繼續檢視訪客入場安排及場地的容納人數限制
，以提升訪客體驗。

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www.taikwun.hk。

大館平日或可即場參觀

▲資深傳媒工作者陳青
楓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鳳思攝
◀作者用三年時間寫成
《回望傳媒50年》

主辦方提供

陳青楓回望傳媒50年

▲周咏梅及其畫作 ▲招麗麗擅用紙巾作畫 ▼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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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