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首建藏書票資料庫網站

「別開生面」黃若舟書畫展日前
在江蘇省溧陽市博物館開幕。黃若舟
之子黃平、上海市大學書法教育協會
會長瞿志豪、溧陽市政協主席狄立新
於開幕式先後致辭，隨後還簽訂了黃
若舟書畫作品捐贈協議。

著名書畫家、藝術教育家黃若舟
（一九○六至二○○○年）出生於溧
陽市上黃鎮橋西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祖輩務農，幼年喪父，賴寡母織布
耕地並典當以供其求學。七歲入讀上
黃初小，族人愛其聰穎好畫，命其為
族譜作插圖。於是，他發奮繪畫，人
物、花鳥、山水、書法無所不學，被
長輩視為可造之材。二十歲畢業於常
州中學，由族內貸金助其考入上海美
術專科學校中國畫系深造。美專期間
，他從諸聞韻、潘天壽學花卉，從李
健、朱復戡習書法，從顧汀梅治金石
，兼修素描，由工筆到寫意。

黃若舟一生為教，畢生從事書畫
藝術教育，潛心研究書畫理論，七十
年如一日。他在教學實踐中，親自編

寫專著，規範我國的漢字書寫，被譽
為 「中國硬筆書法的拓荒者」。在書
法上，他的楷書磅礴有力，行草造詣
尤為突出；在繪畫上，他探索 「書畫
緣」新形式，使書與畫有機而又巧妙
的結合，既豐富國畫，又增添了人們
的審美情趣。

黃若舟生前時刻關注着家鄉的發
展，常寄情於筆墨，抒發思鄉之情。
如今，他的家人將黃若舟創作的書畫
作品、硬筆漢字書寫手稿、書畫教材
及出版物共計一百八十九件（套）贈
送給家鄉。在這些珍貴的捐贈中，既
有黃氏編寫出版的二十多種硬筆書法
著作和珍貴手稿；也有 「楷書為體、
行草為用」的行草書法；還有 「非書
非畫，亦書亦畫」的 「書畫緣」藝術
樣式書畫作品。黃老著作和書畫作品
，不僅展示了他深厚的藝術造詣，更
是其飲水思源、感恩故土的體現。

「別開生面」黃若舟書畫展舉行
至七月，展品隨後由溧陽市博物館收
藏。

文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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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胡卧龍濟南
報道： 「畫出南天潑墨濃——司徒
奇、司徒乃鍾藝術作品展」正於山
東美術館舉行，展出嶺南畫派代表
人物司徒奇及其子司徒乃鍾的國畫
作品二百餘件，其中包括大型作品
十餘件，展期至五月五日。

司徒奇的《八百長春圖》、《
菊花含雨露楓葉醉霜紅》和司徒乃
鍾的巨幅畫作《嶺南喜春風》、《
大海波濤》等代表作品均有展出
，盡顯嶺南畫派的浪漫氣質和司
徒父子二人不斷探索創新的藝術品
質。

司徒奇與關山月、黎雄才並稱
「春睡三老」，是廣東春睡畫院弟

子中的重要畫家，也是嶺南畫派第
二代的佼佼者。司徒奇所畫的花鳥
山水大膽潑辣，沉鬱雄強，沒有絲
毫的媚骨，具有敢於擔當的文人品
格，同時，嶺南畫派富於浪漫的氣

質也在他的筆下充分地展現。
在父親司徒奇的教育下，司徒

乃鍾很早就從事中國畫學習，深得
嶺南畫派的精髓。港澳台美術家協
會主席蔡豪杰表示，司徒乃鍾的作
品耿直大方，樸素真誠，其氣質是
嶺南畫派的繼承和發揚，也與齊魯
儒學文化遙相呼應。

司徒乃鍾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
訪時說： 「山東歷史悠久、文化底

蘊深厚，為創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盡
的文化營養。我們家族的根是和孔
孟之鄉聯繫在一起的，此次來山東
辦展，也是一次文化尋根之旅。」

司徒乃鍾表示，山東畫展結束
之後，他將閉關兩三年進行創作，
再畫十卷大畫。同時出版一本回憶
錄，詳細記述父輩和自己學畫、作
畫中的點滴故事。

圖片：大公報記者胡卧龍攝

【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報道：藏書票用
於貼在書本封面內外，作為自己藏書的標誌，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製作，但其具有藝術價值。
繼 「香港藏書票協會成立三十周年暨電腦藏書
票展」開幕之後，香港浸會大學（浸大）圖書
館和視覺藝術院在浸大區樹洪紀念圖書館舉辦
「到此票遊」藏書票展，展出約六十幅由香港

藏書票協會會員捐贈的藏書票，以及視覺藝術
院學生製作的藏書票精選作品。同時亦舉辦名
為 「消失中的藝術：藏書票與香港」的網上藏
書票圖像和文獻資料庫發布會，此為亞洲首個
藏書票圖片和文獻資料庫網站。

詳細介紹800張中外作品
策展人兼浸大視覺藝術院研究助理教授吳

秀華表示， 「消失中的藝術：藏書票與香港」
研究計劃由浸會大學圖書館支持，希望透過建
立一個由香港藝術家和收藏者製作及收藏的資
料庫，記錄和編寫香港藏書票歷史。她展示資
料庫網站時道： 「此資料庫有超過八百張來自
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藏書票圖像，每件作品都有
詳細介紹，經數字化存檔和圖像分析後，方便
使用者搜尋和瀏覽。此外，亦包括藏書票的定
義、歷史、技巧及展覽的資訊和分析等，旨在
推廣這種幾近面臨消失的跨文化藝術，並為對
其有興趣的人士或研究提供一手文獻資料。」
網站另呈現諸多相關分析，比如透過主要題材

的文字雲圖像顯示，女性是藏書票中最常出現
的形象，隨後則是男性、裸體、花、鳥等。

籲大眾關注身邊的藝術
策展人鄭浩彤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 「『到此票遊』的概念，與學生遊覽、考察
和研究香港各社區內的公共藝術相呼應，他們
的研究成果都呈現在其藏書票中。通過研究和
訪問接觸大眾，學生不僅了解了香港的社區藝

術，更通過展覽和社交媒體（#hkbubookplate
），向大眾分享他們的作品，最終希望提高大
眾對身邊的藝術文物的關注。」

他續介紹，是次展出的捐贈作品來自余元
康、熊美儀等藝術家。而修讀二十世紀藝術課
程的學生作品，運用中國傳統繪畫技巧或使用
電腦軟件製作而成，兼具抽象與具象，他舉例
道： 「學生李思穎以九龍公園雕塑廊中的 『
一個人』為靈感，表達 『子非魚焉知魚之樂』

的感受；學生莊棓喬取材位於中環的太極雕
塑，作品中的人物好似在做瑜伽，幽默而具創
意。」

為鼓勵學生創意，浸會大學今次評選出五
名獲獎學生作品，由浸大副校長（教與學）周
偉立、浸大圖書館館長Kendall Crilly為他們頒
獎。此外，參展藝術家鄭大戈開幕禮當天即場
示範藏書票製作過程，為大眾展示及講解這
一獨特文化。

出席開幕禮的嘉賓還有香港藏書票協會主
席熊美儀、香港藏書票協會副會長熊愛儀。 「
到此票遊」展由創新服務學習中心支持，展期
至八月九日。資料庫網站（digital.lib.hkbu.edu.
hk/bookplate）向公眾開放。

圖片：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由香港電台及香
港出版總會主辦的「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將於六月二十
日舉行頒獎禮，部分評委昨日會見傳媒，公布十八本
入圍書籍，並宣布即日起至五月六日開放公眾投票。

今屆候選書籍範圍為二○一八年首次出版的中文
書籍（包括翻譯作品），分文學、非文學兩大門類，
由十二位評審委員從四百七十八本書中選出。十八本
入圍書籍包括著名作家、學者相關作品，如三聯書店
出版的《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允晨文化出版的
《余英時回憶錄》、中華書局出版的《西西研究資料
（一至四冊）》，以及探究香港本地文化歷史《霓虹
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香港足球誌
——職業足球五十年》、《寫在牠們滅絕之前——香
港動物文化誌》、《尋蟲記3——各出奇謀》等。溫馨
童話《晴天娃娃．雨天寶寶》與引起都市人共鳴的《
一個寂寞的晚上》兩部繪本亦入選。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以分類來看，文學較佔優勢，歷史少一些，
每位評委根據自己的專業來評分： 「這次入圍的書涵
蓋各方面，入圍結果要看大家對書的看法，看評委的
專業和興趣，也少不免看作者，今天看到還是有實力

、有經驗的出版社的書籍入圍佔比較大。」他亦提及
香港近年出版的歷史書籍概況： 「近年歷史書題材比
較廣泛，不少作者是新面孔，對某些題目感興趣就會
去研究，可謂百花齊放。如今年入圍的《霓虹黯色
——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屬於非文學類，探究各
行各業招牌的特色及視覺文化、美學特色和傳統工藝
，帶有歷史的成分。」

「第十二屆香港書獎」決選由評審評分之外，亦
設公眾投票，佔總評分比重百分之二十。公眾即日起
可登入香港電台 「第十二屆香港書獎」網上專頁瀏覽
入圍書籍介紹，選出最喜愛的作品。

圖片：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今日文化
節目精選

●粵華雅聚主辦 「愉意弦
歌2019」 粵曲演唱會，
下午二時十五分及七時
十五分於油麻地戲院舉
行。

●鳴芝聲劇團主辦 「青衣街坊
恭祝真君寶誕（神功戲）」
節目：粵劇《再世紅梅記》
晚上七時半於青衣楓樹窩路9
號真君大帝廟公演。

● 英 國 藝 術 家 Luke
Jerram地球藝術裝置展
覽 「Gaia」 ，於灣仔利
東街中庭舉行至五月
七日（每日開放）。

● 「禪色：蕭勤繪畫展
」 於香港3812畫廊（
中環雲咸街40-44號
雲咸商業中心16B）
舉行至六月三日。

● 「妙筆傳神：中國美術
館藏任伯年人物畫特展
」 ，於香港中文大學文
物館舉行至八月十八日
（逢周四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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