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寶粵樂會主辦 「高寶戲曲齊共賞2019」 粵曲演唱
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雯藝軒主辦 「雯藝桃李賦新聲」 粵劇折子戲及粵曲
演唱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劇院舉行。

● 「A2創作室」 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公演戲劇
《波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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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為閣（Lévy Gorvy）香港空間開幕展覽 「澡雪含
章」 ，於厲為閣（中環雪廠街2號聖佐治大廈地舖）
舉行至五月十八日（周二至六開放）。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劉毅報道：中國畫家
畫馬、畫魚、畫蝦，早已不是新鮮事，而今次要說的
這位嶺南畫派藝術家翁真如，其最擅繪澳洲樹熊。 「
翁真如繪畫作品展」現正於香港集古齋進行，展出繪
畫與書法作品約四十幅，涵蓋翁真如近年所畫樹熊等
題材新作以及早期與趙少昂合作作品。

國畫結合西畫技巧
現任澳洲美術家協會主席、澳洲書法家協會主席

的翁真如喜歡畫動物，移居澳洲後，他用中國水墨表
現澳洲的一景一物，澳洲國寶樹熊更成為他標誌性的
繪畫題材。是次展出作品以中國傳統水墨為根基，吸
納西方繪畫技巧，山水花鳥盡是筆下意象，尤以樹熊
的憨態可掬、長卷軸的花鳥畫給觀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為嶺南畫派藝術家趙少昂的入室弟子，翁真如
一直致力於中國繪畫的傳承和推廣。翁真如表示： 「
中國畫講究意境和寫意，而西方畫注重透視和光學，
而作為傳承人，認清自我，才能超越自己，繼而擁有
個人的創作風格。」

上世紀七十年代，翁真如移居澳洲，這一個人生
經歷的轉變，也促使他的作品中既有民族特色，亦同
時受到澳洲當地藝術的影響， 「任何一個藝術家移居
異國他鄉，這種地域影響一定會存在，澳洲生活節奏
慢、藝術色彩鮮亮，當我面對當地的風土人情時，就
會有一番新的發現和體會。」

水墨樹熊維妙維肖
樹熊於澳洲如熊貓於中國，在翁真如眼中，澳洲

樹熊是一種可愛、親切、溫和的動物， 「特別是樹熊
媽媽抱着小樹熊的模樣，讓人想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他用四十年時間，以中

國水墨描繪澳洲樹熊，自成一格。
觀其今次展出作品，畫中的樹熊或正在攀爬樹幹

、或卧於樹枝之上閉目休憩……皆頗具神采，畫作背
景亦採用簡約風格，寥寥筆墨勾畫樹幹樹葉，營造寧
靜氛圍。此外，更以樹熊最愛食的植物入畫而作《萬
象更新》系列。 「初期，我曾嘗試用工筆、水彩描畫
樹熊，伴隨時間推移，開始注重寫實和神態，而中國
的水墨線條恰恰最適合描繪樹熊那種毛茸茸的感
覺。」

談及緣何如此熱愛畫樹熊，翁真如直言亦與推廣
有關， 「老師十分看重我們這群在海外的學生，他十
分鼓勵我們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樹熊是澳洲人最為
熟知的動物之一，我畫樹熊也有助於拉近與海外觀眾
的距離，讓他們欣賞到中國水墨之美。」

上述展覽由集古齋有限公司、中粹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共同主辦，展期由即日起至明日下午六時。饒宗
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鄧偉
雄，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謝剛，大唐西市絲路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厲劍峰，集古齋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趙東曉出席昨日舉行開幕禮。查詢可電二五二
六二三八八。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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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描繪澳洲風情

話
你知

21 文化文化Culture
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吳至通 黃 璇 美術編輯：劉國光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道：馬
賽克已有逾五千年歷史，過去往往依附
於建築物而存在，例如我們常見的香港
地鐵站的牆面裝飾，其後，馬賽克已成
為獨立的藝術形式，逐漸被人們關注。
香港的馬賽克藝術創作者洪捷日前成立
花意工作室，推廣馬賽克藝術。她在工
作室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介紹馬賽克
的奇妙。

馬賽克創作治愈心靈
從記者到藝術創作者，是洪捷最大

的身份轉變。她自述，十年前某一個偶
然的機會，見到香港演藝學院的馬賽克
工作坊招生啟事並報名後，深受吸引，
自此一發不可收拾。之後，她去意大利
拉文納（Ravenna）專門學傳統馬賽克
藝術；後來同行認可她的作品而同意她
申請加入AIMC（國際當代馬賽克藝術
家 協 會 ， 意 大 利 文 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Mosaicisti Contemporanei簡
稱），這是她十年來一直不斷磨煉精進

的回報。
有關於馬賽克的魅力，在洪捷看來

，那是一種從開始到完成都需要全神貫
注的創作過程，每一片馬賽克由創作前
的準備，後來甄選材質，構思色彩與形
狀，拼嵌時的斟酌，成品的風乾等待，
都凝聚了她的所有耐心。她說： 「自從
接觸了馬賽克，我也變得越來越有耐心
。後來我發現馬賽克還有一種心理治愈
的效果。」例如放在工作室桌上的小托
盤，看似簡單，其實用了近十天的時間
創作，因為每一片馬賽克的形狀及空間
，都需要進行細緻的打磨與調整，在製
作的過程中，就漸漸讓人忘了瑣事的煩
擾。而工作室中精緻的馬賽克桌椅更是
令人喜愛。

創作材質更加多元化
洪捷說，經過發展，馬賽克藝術家

界對於馬賽克應否再依附於建築而存在
和可否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門類上進行
了一番探索。在此基礎上，馬賽克的創
作材質不限於過去的陶瓷、石頭、玻璃
等，而變得更加多元。迷你馬賽克和納
米馬賽克工藝的興起，讓馬賽克創作開
始融入首飾、家居飾品等生活細節之中
，發展更多元更貼近日常生活。

從馬賽克的創作中所獲得的滿足與
提升，也是促使洪捷成立工作室的初衷
之一。她期待能與更多人分享馬賽克藝
術為生活帶來的豐富色彩。花意工作室
首場展覽 「洪捷——馬賽克創作展」將
於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開幕，展場位於觀
塘駱駝漆工業大廈第三座9R室，展期至
五月十三日。

圖片：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大公報訊】二○一九年適逢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由五月至六月期間舉辦 「五四運動與
中國現代戲劇」講座系列，由資深戲劇人盧偉力帶領觀眾
一起探討 「五四運動」引發的思潮，如何啟迪當代中國戲
劇的發展。

盧偉力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主席，亦是戲
劇藝術及影視文化工作者和創意寫作推廣者。他曾為多個
劇場作品擔任導演及演出，亦曾參與製作多個電台及電視
節目，身兼電台節目主持，並撰寫劇評。

講者將解構及分析 「五四」的不同人、事、物，讓觀
眾了解該運動對中國現代戲劇的深遠影響，以及 「五四精
神」與當代文化的關連。每場講題如下：

五月五日 「導論：革命尚未成功─從少年中國到新青
年」，五月十二日 「二十年代：新文化運動中的戲劇——
愛美劇、學校戲劇、女性覺醒；洪深、田漢、濮舜卿」，
五月十九日 「三十年代：左翼思潮、民族危機、個性壓抑
；歐陽予倩、夏衍、曹禺、巴金」，五月二十六日 「五四
青年一生搞話劇：姚克、盧敦」。

六月二日 「『五四』作為題材：五四作家作品改編的
戲」，六月九日 「『五四』作為題材：涉及五四時代的歷
史人物創作的戲」。

各場講座於下午三時在孫中山紀念館專題展覽廳舉行
，粵語主講。門票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
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

今 日 文 化 節 目 精 選

盧偉力主講
五四運動與戲劇

▲花意工作室創辦人洪捷

▲迷你馬賽克作品

▲馬賽克小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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