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畫者，文之極也」，在中國繪畫史中，
大部分文化形式體現着文人精英的參與和創
造。對於出現在唐代，興起於宋代的折枝花
鳥畫來說，便是如此。作為繪畫的經典圖
式，它承載着繪畫的「圖式」功能，文人畫
家一方面在圖式上「雕刻真實」，同時又藉
以錘煉心性。所以，折枝花鳥這一圖式，既
是具象的內容，又是意象的形式。換言之，
折枝花鳥畫家，在其描寫現實世界之前，已
然在畫者心中構成了約定俗成的圖像表現形
式，已然在其頭腦中先選擇了折枝這種方
式，以此為出發點，用現實中和心目中的真
實不斷修正這個圖式，同時圖式又兼具「以
小見大」、「比德觀」等藝術精神的內容。

折枝花鳥的發展轉變

中國花鳥畫在明清高度發展，折枝花這個
圖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初「沒
骨」折枝花鳥畫的風行，創造性地恢復和發
揚了宋代折枝花卉的圖式，它承載着精英開
創的文化觀念和審美風尚，又通過器物援入
百姓生活，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觀念和審美
格局。另一方面，文人畫家的主體意識高
漲，他們藉「折枝花鳥」，創造了絢爛的筆
墨世界。從元代的「隨形賦狀」到明以後的

「水墨之興」，筆墨獲得了解放，形成了獨
立的形式語言，而折枝成為「直抒胸臆」、
「獨抒性靈」的絕佳手段。在不斷重複的共
性化的文化符號轉換為極具筆墨個性化的藝
術形象期間，折枝花鳥畫形成了特有的程式
法則——畫譜，完成了「折枝」從內容向純
粹形式的轉變。「折枝」在與「筆墨」呈現
出「體用」關係的同時，承載了中國花鳥畫
藝術的生生不息的傳承。

與西方繪畫碰撞

對比中西方繪畫，折枝花鳥畫與西方的靜
物花卉寫生截然不同，西方的靜物花卉是在
一個真實的環境中在光色原理下對物象的再
現性描繪，是定點、定時、定位的視覺與錯
覺的統一。但是折枝花鳥畫是超越時空的，
它在畫面中表達的物象是「天水一色」的，
是不受環境和時間影響的恆常不變的形象，
而且折枝花鳥畫往往帶着中國人特有的情
感、寓意，這種差異說明折枝花鳥畫突出了
其獨特的審美屬性及文化屬性。

二十世紀是中國繪畫的巨大變革時期，具
有現實主義的全景式花鳥畫逐漸取代了折枝
花鳥畫而成為主流。同時，花鳥畫的繪畫語
言也發生了轉換，中國傳統的全景花鳥畫在
與西方的繪畫的透視、取景以及素描關係相
結合，在與西方繪畫的碰撞中使繪畫的形式
及語言推向了創作前沿，而作為傳統花鳥繪
畫形式之一，折枝花鳥畫的創作方法和理念
逐漸變得遙遠。在這種情形下，對傳統經典
圖式的回顧顯得尤為重要，不應僅限於西方
繪畫的模式，而應是一個多元、整體。折枝
花鳥畫雖然目前正被西方的古典主義、西方
現代、後現代觀念逐漸消解，但折枝花鳥畫
有它的輝煌時期，對當今的花鳥畫創作仍然
具有借鑑的價值。

以畫展現才情

經歷了文人的筆墨實踐，折枝花鳥畫逐步
上升為一種繪畫程式法則。因為文人畫折枝
花鳥畫是通過筆墨個性的發揮以表現自己的
才情，但在過程中，折枝花鳥畫卻失去了對

於客觀世界新鮮的感受，李可染曾說，到公
園裏寫生時，要假裝剛睡醒，一切都是新
的。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繪畫主要以固有程式
為發展的特點與文化的轉換產生了矛盾，這
是整個中國畫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未來從事
中國畫研究者和創作者需要解決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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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枝花鳥畫，是以

一段花卉草木，或配

以禽鳥而形成的一種

花鳥題材的傳統繪畫方式之一，與

「清供」、「叢艷」、「全景」其他

花鳥畫形式同時存在。在兩宋時期，

折枝花鳥畫形成了其獨有的固定體

式，繼而上升為一種「既有圖式」，

最終成為一種文人「狀物寫心」的程

式。而折枝的程式本身對中國花鳥畫

的傳承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撰文：王林燕

折枝花鳥畫隨想折枝花鳥畫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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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 1930 年代中國的宋懷桂，是 1980 至
2000年代中國藝術、電影、音樂和時尚領域的
傳奇人物。她是首位將外國服裝品牌引入中國
的代理、首位將中國模特兒帶上西方舞台的策

劃者，對中國發展成國際化社會的付出不容小覷。M+
博物館現正舉辦「宋懷桂：藝術先鋒與時尚教母」，是
全球首個以宋懷桂為主題的博物館展覽，將迷人的宋女
士重新置於聚光燈下。 記者：Ruth 攝影：蔡啟文、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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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展出逾320件展品，以時裝、繪畫、照片、錄
像、檔案資料等揭示宋懷桂的人生軌迹，及其對中國
近代視覺文化發展的影響。展廳劃分為5個展區，分
別探索宋懷桂作為藝術先鋒、商界精英、時尚教母和
文化大使的多重身份。

宋懷桂作為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在中國
的代理人及首席代表，收藏了大量卡丹設計的服裝，
當中125套於是次展覽展出，分布於展廳各區，以剪
裁立體、用色豐富的設計側面描繪宋懷桂的前衛個性
與優雅品味。展覽的首個區域「誰是宋女士？」開門
見山，展出由宋懷桂收藏、卡丹設計的6套晚裝和7套
日常服，恍如打開宋懷桂的衣櫥，展現這位時尚教母
的風姿綽約。

中西合璧的藝術造詣
宋懷桂早年的藝術造詣被她時尚偶像和商界翹楚的

身份掩蓋，但她的藝術歷程培養了其獨到的眼光。
1950年代，攻讀油畫的宋懷桂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結

識保加利亞籍丈夫萬曼，兩人結為夫妻後移居保國首
都索菲亞。在西方的生活與學習經歷讓宋懷桂突破社
會主義藝術框架，吸收現代繪畫風格，並在作品中融
入西方女性主義。但宋懷桂亦不忘根，常在作品中融
合中國哲學思想。

「藝術先鋒」展區掛有宋懷桂創作的油畫作品與壁
掛，供觀眾細味她藝術風格的演變。「商界精英」展
廳的牆上，掛着一系列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相片。中
央的相框內，一名法國模特兒正在長城上翩翩起舞，
身上皮爾‧卡丹設計的彩色裙子隨風飄逸，圍觀的是
一個個身穿藍綠灰的中國老百姓。1970年代末國門初
開，皮爾‧卡丹成為了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品
牌，對此宋懷桂功不可沒。兩人在1979年國際當代藝
術博覽會相識，宋懷桂向卡丹提議將品牌引進中國。
展廳匯集了1980年代皮爾‧卡丹進駐中國的報章、照
片和檔案資料，並重現了馬克西姆餐廳昔日名人雲
集、多元文化交匯的場景，帶領觀眾步入時光隧道，
體驗宋懷桂締造的歷史時刻。

在「時尚教母」展區中央，身穿皮爾‧卡丹的模特
兒人偶排列在伸展台上，對面牆印着中國模特兒在巴
黎凱旋門前揮動國旗的照片。被譽為「時尚教母」的
宋懷桂對中國時尚文化的發展貢獻良多，她親自挑選
並訓練中國第一代模特兒，讓中國時尚在國際舞台上
綻放光彩。展覽的最後部分由宋懷桂的志趣切入，除
展出她晚年策劃「五朝霓裳」時裝秀的服裝，還包含
以中國意象為靈感的中外時裝設計和影像作品，藉此
探索近三十年來全球化下中國傳統文化論述的演變。

展覽詳情
日期：即日起（展期至另行通知）
時間：星期二至四及周末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五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星期一休館

地點：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西展廳
門票：HK$140（包含標準門票）

人偶身上的皮爾‧卡丹服裝皆曾經人偶身上的皮爾‧卡丹服裝皆曾經
由宋懷桂和她訓練的模特兒所穿由宋懷桂和她訓練的模特兒所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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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展出展覽展出125125套皮爾套皮爾
‧卡丹設計的服裝‧卡丹設計的服裝。。

展覽展示了懷舊招牌及具創意的全新霓虹作
品。（相片由大館提供）

霓續
日期：即日起至9月3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中環荷李活道10號大館01座複式展室、

洗衣場石階
內容：霓虹燈是香港獨特而鮮明的文化符號，展覽
「霓續」邀請當代霓虹巧匠追隨先驅腳步，聚焦這
門產業的精闢技術與傳統工藝。展覽橫跨大館兩個
不同展示空間，在01座複式展室，觀眾能近距離
觀賞逾20個霓虹燈招牌，當中不少由霓虹交匯團
隊保育下來、重新安裝後首次展示，讓懷舊招牌重
新綻放絢麗光芒。這些招牌並與新的霓虹作品一同
展出，凸顯文化傳承。另一空間恍如帶領參觀者重
返上世紀70、80年代的灣仔、尖沙咀和銅鑼灣等
區域，站於高樓林立的街角風景中，重溫昔日時
光。展覽帶出了霓虹作為一種新的創作媒介，而非
夕陽產業的信息，並且探討霓虹工藝品背後的藝術
價值，讓觀眾深入了解霓虹燈的獨特性。 文：儀

Peter Opheim的作品以奇幻且形態
萬千的生物為特色。

踏上夏日冒險
日期：即日起至9月9日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5時
地點：黃竹坑業勤街39號Landmark South

19樓08室SENS Gallery
內容：盛夏總讓人聯想色彩繽紛、輕鬆快樂的氛
圍，在這個季節，不妨看一場充滿夏日色彩的展
覽，感受其帶來的力量。展覽「踏上夏日冒險」展
出美國藝術家Peter Opheim和Ogden Opheim的最
新雕塑和繪畫作品，Peter Opheim 的作品運用多
種色彩，充滿童趣感。他創造的陶瓷雕像和畫作，
透過擬人化的方式展現複雜的心理形態，反映了現
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給予觀眾思
考的空間。Ogden的方盒人物將人與機器融合成一
體，反映了藝術家和觀眾的獨立和自主精神。兩位
藝術家的獨特風格展現了人性中關愛、關懷和團結
等特質，引發了對人性的反思，從而探討人性價值
的意義和重要性。 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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