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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綠雲常稱自己「是一個十分平凡的女士，正規的教育，畢業後工作二年，找到個如意郎君，結婚生子，

賢妻良母。」1 這位賢妻良母，從未入讀藝術學院，後來卻提起畫筆，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譜

出絕不平凡的一生。她的藝術歷程，始於相夫教子之餘的「星期日畫家」，進而致力開拓個人的創造，同

時探索自我、人生和生命。其個性鮮明，畫風獨創，造就了香港現代水墨發展上「最深邃和最富於時代心

靈氣息的作品」（圖一）2。她的人生旅程，始於1924年的上海，大半生在香港渡過，晚年移居澳洲布里斯

本，2011年7月1日辭世。她的人生的每一個段落，當中的悲歡離合，不論是成長時期的家庭變故，壯年

時期的離鄉別井，或是婚姻感情的挫敗迷惘，老師與丈夫的辭世，以至晚年中風，與死神打照面，隨後

不得已再次連根拔起，遠赴澳洲依附親兒，在異地終老，周綠雲均直視生命的種種考驗與困境，遨遊於

無垠的藝術天地之中，以繪畫「自得其樂」3，為香港藝術史寫下傳奇性的一頁。

高美慶
周綠雲的藝術宇宙

圖1

周綠雲攝於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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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綠雲的現代畫家成長之路，以香港為起點，與其他現代水墨畫家相比，她二十六歲才正式學畫，顯然

是較遲的。不過，她卻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而且與中國近百年的巨變息息相關。父親周蓮軒及母親金其

超均受到五四運動新文化精神的感召。父親是松江世家的獨生子，抗拒舊家庭門户之見，追求自由戀愛

而與中學同學私奔上海，兩人任職商務印書館，自食其力，周綠雲便在1924年生於十里洋場的上海。4 她

自幼接受西化的新式學校教育，原有志攻讀醫科，其後改修經濟及社會科學，1945年自聖約翰大學畢

業。成長期間正是現代中國風雲激盪的變革年代，新舊並峙，更是內憂外患、戰亂不輟之時。1932年的

「一二八事變」逃避日軍砲火的經歷，令她感受戰爭的可怕，抗日戰爭八年，父親遠赴重慶工作，母親獨

力在滬持家，也就埋下戰後家庭破裂的種子。

周綠雲大學畢業後任職《和平日報》記者，曾獨自往南京採訪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的新聞，又曾翻譯伯亞•李

臣(Burr W. Leyson)原著《明日之可塑物》(Plastic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947年她與

《和平日報》總編輯楊彥岐 (易文；1920-1978)共諧連理。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周綠雲一如許多中國人，中

斷了她的事業，隨丈夫南下，在台北短暫停留，1950年移居香港，過著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生活。五年間

一子二女先後誕生，丈夫易文亦在香港文化界大展拳腳（圖二），從編輯工作擴展到編劇、填詞、寫作，尤

其活躍於電影圈，成為著名的導演。5此時周綠雲亦在編劇、寫作、填詞各方面從旁協助丈夫，是她在繪事

以外少為人知的一面，尚待進一步探究。6也就是在1950年，她在繁忙的家事酬酢中感到若有所失，於是興

起學畫的念頭，正式拜師。周綠雲成長在一個文化藝術氣氛濃厚的家庭，父親雅好音樂、藝術及攝影，與

圖2

周綠雲與丈夫易文及 

三子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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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賀天健、攝影家郎靜山過從甚密。母親擅長書法，是以周綠雲從小學習毛筆、紙、墨的運用，早已奠

定筆墨的基礎。並在學校中接觸西洋畫和相關美術知識。但是，她有志學醫，似乎未想過將來成為畫家。

1950年是周綠雲藝術探索歷程的開端，主要的老師是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趙少昂（1905-1998）。7嶺南畫

派以「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為理想，濫觴於廣州，是民國初年革新國畫的先鋒。隨著眾多嶺南畫派名

家的南下，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迅速普及，甚且逐步演變為香港傳統畫派的主流。周綠雲正是趙少昂歷

年來上千學生的一員。其實在五十年代南來的畫家不下百人，當中亦有來自江南的名家如顧青瑤（1896-

1978）、張碧寒（1909-1995）、彭襲明（1908-2002）等傳統文人畫家，周綠雲不取與她有地域之緣的江南正

溯，卻選擇來自廣東的嶺南畫派，相信除了受到其融和中西畫法及悅目的筆墨色彩所吸引，也認同畫風

背後的革新理念。不過，她的學畫經驗，仍然是臨摹老師的畫稿，也旁及宋元山水，寫生經驗不多。她

認真而用功地學習，能至亂真的地步，《梅花與雀》可見一斑（圖三）。她畫枝上鳴鳥活潑生動，枝榦用老

練的飛白筆法加濕潤的墨點，揮灑自如。盛開的花朵紅白兩色相融，片片落英在渲染的背景烘托下更形

飄逸，可見周綠雲頗得乃師真傳，並以達至其藝術意境為鵠的。在她自稱長達二十年的臨畫階段，雖然

談不上自我創造，卻是非常重要的傳統奠基時期，不僅讓她在前人的筆墨中「找到無窮的恬靜，悟到現

在社會所不易得到的境界：安祥和雍容，及對生命的再認識。」，更進而「發現筆墨的變化，實在深奧無

比。」也在此時她對哲學、宗教，產生強烈的興趣。8 敏銳易感的心靈，嚴謹的筆墨訓練，使周綠雲在日

後的創作道路上得心應手。

圖3

周綠雲，《梅花與雀》，
紙本水墨設色， 

46x82厘米， 

19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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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是現代藝術開始湧現的時期，周綠雲亦醒覺自我在臨摹中無從彰顯，轉而求

新求變。她逐步離開嶺南畫派程式化的鳥語花香的世界，追尋創作的自由，立志畫自己的畫。她如饑如

渴地吸收美術知識，埋首在美國新聞處及英國文化協會的藏書當中，飽覽歐美現代藝術流派的發展。她

受到赫伯特•里德所著《藝術的真諦》的啓發，認同美學家克羅齊的「藝術就是表現」的說法，而且認為

創作必須貫注藝術家的情感。她雖然並未遽然停止臨摹古今大師的畫作，但自此嘗試用自己的眼睛和心

靈觀看世界，尋找自我、尋找人生、尋找生命，並用獨創的風格，在畫裏表達出來。9由此可知，在周綠

雲藝術發展的關鍵時刻，她選擇以非寫實的藝術語言和實驗性的物料，發掘生活的意趣和內心的感動，

因此主題多是圍繞家庭及城市生活，是一位典型的女性「星期日畫家」。以《手》（圖四）這幅畫作為例，可

見周綠雲此時已完全脫離嶺南畫派的窠臼，邁向個人實驗性探索。畫中以拼貼而成的正反兩面的鮮紅色

手套為中心，又在黑底題上紅字：「兒呀！手背是我的肉，手心也是我的肉呀！」原來這畫是慈母排解年幼

兒女紛爭的妙法，用意顯淺直接，兒童也不難明白。10 她的書法左傾右斜，稚拙如出自小兒之手。濃重的

紅綠顏色，積點成面，襯托畫面主題如畫框。還有灑滴而成的線條及從青銅器借用的雷紋飾邊，預兆了

她將來發展的技法和母題。

圖4

周綠雲，《手》，混合材
料，57x119厘米， 

1950年代

六十年代是周綠雲藝術歷程多元化探索的實驗性階段，她在中國畫紙上，施以瑰麗繽紛的水彩，塑膠彩

及油彩，技法不拘一格，構圖變化多端，充分體會創作的自由和喜樂。1968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首次個

人作品展覽（圖五），不僅確立她的專業畫家身分，其作品特色更被稱許為「以中國畫的生動氣運〔韻〕， 

而繪出現代人的生命力量」，堪稱「現代派國畫」，而她「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生命的歡樂，對於生活的

鼓舞」，傾注在作品之中，展現充沛的活力，已成為周綠雲藝術性格的特徵。11

此外，周綠雲在六十年代經歷了四方面值得關注的發展，直接影響她以後的路向，包括：她對大自然的

個人體會、與呂壽琨（1919-1975）亦師亦友的交往、書法線條的鍛鍊及氣功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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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b

周綠雲於1968年假座 

香港大會堂舉辦個展，
《良友畫報》第170 期
(1968)刋登的圖文

首先，周綠雲走進大自然，尋找的不是傳統山水畫的名山大川或崇山峻嶺，觸動她內心情緒的是陽光、

月影、海面和路邊小草的詩意和生機，這就是生活在現代都市的周綠雲的大自然。12 她自學寫生，有一段

時間經常跟隨當時已是著名導演的丈夫上班，在中途的郊外下車，實地寫生。在樹林間她畫了不下萬幅

的樹木素描，尤其是近距離觀察及描繪曲折盤纏的枝榦、藤蔓和根莖，在磨鍊畫功之餘，更成為她日後

創作的主要母題，《樹》（圖六）即是她六十年代末以寫生稿加以變化的創作，叢林中密集的主要枝榦仍清

晰可辨，不過細枝及根莖卻盤曲伸延，成糾結的網絡，掩映於水墨渲染的陰影之中，加上飄浮在畫面中

央的石綠色的圓環，營造了一個虛幻而詩意的超現實境界。周綠雲對樹寫生之後加以重組變形，顯示此

時已深受呂壽琨的影響。13

周綠雲於1966年始從呂壽琨習畫，14兩人的關係亦師亦友，而呂壽琨可以說在周綠雲的藝術探索過程中

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呂壽琨在六十年代倡導「新水墨運動」，一方面對傳統書畫作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另一方面參考西方現代藝術的趨勢，又參悟道釋思想自創「禪畫」，成就表現自我的水墨精神，吸引了不

少銳意創新的青年畫家，在香港藝壇形成一股聲勢。在他的感染下，周綠雲吸納西方現代派中的超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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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特色，並參照古代潑墨畫法和書法的線條和結構，同時追尋莊禪的哲思及意境，

貫通中西，連接古今，創造了幽秘玄妙的內觀世界，於七十年代達至成熟的境地。她與呂壽琨在藝術上

結緣，自然地成為新水墨運動中的一員。呂氏弟子於1968年組織的「元道畫會」，她是十一位創會會員

之一，並以《花》參加元道畫會首屆聯展。15 這幅《花》的畫作以荷花及枇杷樹為題材，仍屬傳統花卉畫的

範疇，但是構圖及技法已非昔日的花鳥畫的樣式。周綠雲採取近鏡，荷花及枇杷樹均以規律化的線條刻

劃，似是實踐呂氏的點、線、面的新式教學方案。16 這些線條勻稱厚重，應是她多年臨摹石鼓文的日子有

功，構成她七十年代的線條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綠雲欣賞石鼓文的「字形創新，風格清雅，書法顯見

有重量感，字劃結構，功力宏厚。」尤其是「在每一筆一劃之中，令人感覺到雍容、恬靜，連綿不斷的生

圖6

周綠雲，《樹》，紙本水
墨設色，185x96厘米，
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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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氣息。」17 書法性線條可說是周綠雲繪畫風格的重要元素，不論借鑑自篆、隸、楷、行、草各書體，無

不充滿旋律和動力，足以傳遞藝術家的情感和想像。

至於氣功的練習，卻是從偶然的機遇開始。她在國內的親戚寄一份基本練氣功法給他在台灣的母親，由

於大陸和台灣音訊不通，須經周綠雲在港轉寄，她得以先睹為快，因而自學氣功，其後亦得名師教導，

數十年如一日，終生不渝。每天靜心打坐練氣，保持空靈和澄明的精神狀態，有助內心與外界的溝通，

達致天人合一的境界，對她的創作自然大有裨益。周綠雲坦然承認她的創作靈感來自氣功，令她了解宇

宙的多維度時間和空間，是「平時所不知道和不覺察的境界」，甚至心靈感應的「第六感」。18 而在1991年

底不幸中風後的康復治療，氣功更是她恢復體能、重拾畫筆的大功臣。

七十年代對周綠雲而言是悲欣交集的日子。一方面她終於掙脫了臨摹的束縛，進入自由自在的創造境

界。在呂壽琨的鼓勵下，開展新水墨畫的實踐，藉藝術發揮自我的心性本質，碩果纍纍，備受藝壇重

視，香港及海外展覽邀請絡繹不絕，包括在香港及澳洲墨爾本的個展（1976年及1977年），聲名鵲起。

另一方面，在她的生命歷程上，此時卻是黑暗的年代。她曾表白道：「我的丈夫辭世的前後，[我 ]憂慮焦

急，挫折重重。現實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困擾，影響我的健康，我試過連續六個月發燒，情緒低沉，無以

復加。」易文於1978年離世，與她的老師呂壽琨在此前三年英年早逝，造成沉重的打擊。是以她七十年

代的畫風，「墨黑，沉重，透不過氣來，實在是當時心情的寫照。」19

當大部分新水墨畫家仍舊選擇以山水為主要題材，周綠雲卻獨樹一幟，完全擺脫了傳統山水的形式，專

注於探索中國筆墨在宣紙的特殊效果，創建嶄新的視覺語言。周綠雲深受英國藝評家羅斯金的著作《現

代畫家論》的啟發，致力開拓想像力的極限，直達其中心的精神性。她引述羅斯金之言：「想像力的觀察

不一定用眼，判斷不一定憑聲音，描寫不一定憑外部特徵。」20 她同時嚮往宋代大儒周敦頤「居敬主靜」及

程顥「明心見性」的思想，溝通內在和外在的世界，孕育自己的宇宙，是與萬物契合的「渾厚、誠懇、蘊藉

的境界」，可以昇華到很高很遠。21是以周綠雲筆下展示的是內觀心象的成果，進而推廣到浩瀚無垠的宇

宙。她的原創性畫風，從書法線條開始。七十年代初延續《樹》的系列，枝榦更趨扭曲盤纏，無根無葉，

卻蘊含生命的活力。22 此時她嘗試純線條的創作，稱之為「線條畫」，充分發揮她潛心研習石鼓文書法的

功力。以《第一幅線條畫》（圖七）為例，她在不經意的情况下用淺墨在畫紙的頂端橫向寫了一條彎曲的線

條，隨後沿著這線條的起伏不停地劃線，由淡到濃再到焦，直至畫滿整張紙，最後加水墨渲染完成。23

此畫由規整而嚴謹的線條組成，雖屬非具象的表現，其中的紋理、節奏和張力，引發海浪的聯想，加上

畫中央留白的圓形，猶如太陽或月亮的反照，增添時空無限的感覺。24 在七十年代初的四、五年間，「線

條畫」是周綠雲的主要風格，藉之表達她內心的感悟及創作的意念。25 誠如她的自我表白：「我把外在的

世界的一切，都去放在條理的內裡，表達所有令我心情起伏的感受—人生、愛情和宇宙的奧秘。同時，

我在我自己的心中，再造了一個我自己內在的宇宙：這內在的宇宙，對我是如此的美好而寧靜，是生命昇

華後的結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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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美好而寧靜的藝術境界，隨著老師呂壽琨及丈夫易文先後於1975年及1978年離世而進入周綠雲的「黑

畫」時期，反映她的憂鬱心情及沉重壓力，代表作當推《追憶呂壽琨先生》（圖八）。周綠雲自稱呂壽琨對

她影響最深，七十年代以來時常到訪其寓所作畫，呂氏不少「禪畫」作品均在她家的畫室完成。周綠雲採

用「積墨法」在薄薄的宣紙上層層積染，在重墨中透出柔和的層次及含蓄的變化，而不是漆黑一片，由此

可證她超卓的運墨功力。懸浮在畫中央是她獨創的符號：盤纏的根莖枝蔓組成的雙重球體，小球受大球

烘托庇護，猶如孕育中的生命，在深沉無邊的黑暗中發出幽光。遠方上空同樣從黑暗長出柔長的細枝，

向右方蔓延，像經不起大風吹而傾側。在密枝的夾縫中發現一個紅色小圓點，正是周綠雲的自我隱喻，

遙遙地追思逝去的大師的精神。在此畫中周綠雲一改慣用的石鼓文線條，採用纖細而剛勁的雙鉤線條，

樹木各部分的造型更為細膩和敏銳，與深不可測的黑色背景形成強烈的對比。

圖7

周綠雲，《第一幅線條
畫》，又名《行雲流水見
高風》，紙本水墨設色，
83.5x60厘米， 

約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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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是周綠雲的藝術達至成熟的時期，「黑畫」系列的作品是她認為最稱心的表現，不僅寄托了她

人生低潮的心情，還反映現代人的沉重壓力。不過，當她走出不幸婚姻的陰霾，釋放了感情的枷鎖，藝

術的探索也出現新方向。多幅作於1979至1980年間題名《破》（圖九）的作品，標誌著她的轉變，畫面雖

然仍被大片凝厚的黑墨籠罩，但是根莖枝蔓盤纏的巨大球體懸浮在半空，大量向外伸展的鬚枝從中生

長，氣勢彷如破繭而出，釋放無窮的能量、生命的意志和宇宙的律動。27另一幅《破》的畫作的戲劇性更

強烈，同樣由根莖枝蔓交織成的球體像被強力破開兩半，在空中浮動，石破天驚，令人聯想到宇宙創造

的力量，或渾沌初開的奧秘，以至畫家澎湃的創意。28 與「黑畫」並行發展的，還有周綠雲稱之為「激霰」

的技法，是傳統灑潑水墨的變奏，以即興的動作和輕快的旋律取勝，情緒表現上與「黑畫」相反，展示她

藝術性格的另一面目。八十年代進一步發展成為「激霰皴」，其集結細密的碎點是她圓熟畫風的重要組成 

部分。29

圖8 （左）
周綠雲，《追憶呂壽琨 

先生》，紙本水墨設色， 

135x66厘米， 

約1975  

圖9 （右）
周綠雲，《破》，又名

《外在和內在》， 

紙本水墨設色，
135.5x66.5厘米， 

約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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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周綠雲走出喪夫的傷痛，重整人生再出發，確立獨立自主的生活。1980年她將家居改裝為

畫室，在此她靜坐、冥想、練氣功，更讓她自由自在地沉迷在畫的世界，迸發創作的激情。在這時期她

登上藝術事業的高峰，在1983年及1988年先後獲頒「市政局藝術展」（繪畫—國畫素材）及香港藝術家

聯盟的「香港1988畫家年獎」，又應邀在香港及世界各地舉辦個展及參加聯展，作品進入海內外公私收

藏。此時期她的畫風變得豪邁、豁達，將自創的激霰皴運用得淋漓盡致，又時以開天闢地的氣勢，揮舞

巨筆，縱橫畫面，再輔以細緻收拾，經營個人內在的宇宙。「她已能隨心地游刃於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天

地，參悟創世的喜悅，」30 確是的評。

大概自八十年代始，周綠雲深受南宋理學家陸九淵（1139-1192）的啟發，屢次引用其「宇宙便是吾心，吾

心便是宇宙」的名言，並以之作為創作的詮釋。她不斷探索個人內心世界與至大至廣的宇宙的契合，在

畫面上表現那源自內心的宇宙律動和生命的孕育不息，也幻想回歸人類渾沌初開的原始，追尋生存的意

義。這都屬於精神性及形而上的意念的呈現，不見於現實的客觀世界，她自行開拓豐富的視覺語言和象

徵符號，形成別具一格的獨創畫風，在八十年代進入大成的境界。以榮獲「市政局藝術展」的作品《仲夏》

（圖十）為例，周綠雲再次將由根莖枝蔓盤纏而成的球體置於畫中心，外圈圍以鮮紅的圓環，耀眼的色彩

意象，似是象徵仲夏熾熱的太陽。同樣沿用七十年代的符號還有不斷生長的枝蔓，參差縱橫，在太虛中

向四方伸延。這些類似植物的造型，無葉無花，也可想像為血管或神經網，提供畫作的多重解讀。此畫

特別之處在於激霰皴的運用，覆蓋了畫面大部分空間，藉著灑濺的小墨點在濕紙上產生的滲化效果及

控制灑濺的方向，營造特殊的肌理和漩渦式的動感，引人入勝。此畫意念新穎，構思慎密，技巧得心應

手，得獎確是實至名歸。翌年香港藝術館舉辦「市政局藝術獎獲獎者作品展」，周綠雲展出十幅作品，全

用《天外—宇宙即吾心》為題，巧妙地把自我與宇宙連為一體，成為她創作的標記。31

周綠雲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作品，除了《宇宙即吾心》的題材，不少均環繞太初或天象的命題，如

《創世記》、《宇宙創造之三部曲》、《陰陽》、《漩渦》、《日蝕奇景》、《無垠的時空》等。作於1987年的其

中一幅《無垠的時空》（圖十一）32展現她的另一風格特色，即是用大型排筆在畫紙上縱橫馳騁，借書法的

抽象結構為構圖，凌厲的筆勢充滿動感和節奏，墨色兼具濃重潤澤及焦渴飛白的變化。此風格特徵揭

示了周綠雲與呂壽琨的《禪畫》的淵源，卻自有她的演變。况且她在放縱的揮筆之後，細心收拾，右上方

加入細筆描繪的漩渦及其中心的卷雲紋，將神思推向時空的深處，而下方的兩個並排的小圓球，聚結細

點成面，是她自創的符號，經常在畫中重複出現，有時代表個人、社會、星球，或者感情的寄託、完美的

理想。周綠雲亦關注生活的趣味、時局的張弛、四季的流轉等人類生存的狀況，其中一幅《野趣二》（圖

十二）傳遞畫家對冬去春來，萬物生機煥發的欣悅。草書式的線條挾著凌雲的氣勢牽引著幼苗破土而

出，歌頌生命的循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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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周綠雲，《仲夏》，
紙本水墨設色，
165x86厘米，1983。 

香港藝術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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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周綠雲沉醉在創作的喜樂和攀登事業的高峰，她再一次遭受命運的挑戰。1991年底，她在獨居的寓

所中突然中風，躺地三天才自行掙扎獲救，稍事復原，在1992年初即被在澳洲行醫的兒子見平接到布里

斯本定居，從此告別居住了四十多年的香港家園。面對驟然而至的生老病死的衝擊，周綠雲參悟生命的

奧秘而觸發了精神和藝術的昇華。她在佛家「精進」思想的激勵下，33堅毅地謀求身心的康復，她靜坐澄

心，每日勤練氣功，調心調息，將人體「內氣」與天地「外氣」相結合，融會貫通。她的感覺更加敏銳，想

像更形活躍，尤其在作畫時可以保持鬆靜自然的身心狀態，有助於藝術意念自由自在的發揮。她以樂觀

的心情及煥發的精神，重拾畫筆（圖十三），不斷求新求變，在近二十年的澳洲時期，為她的人生添上燦

爛如晚霞的美景。在布里斯本雖然有近親照顧，享受天倫之樂，但她偏愛獨居的自由自在，可以專心創

作，又應邀在香港、澳洲及世界各地舉辦個展，聯展更是不計其數，說明她雖身在澳洲，藝壇對這位香

港新水墨的健將仍然非常重視。34

圖11 （左）
周綠雲，《無垠的時
空》，紙本水墨設色，
243.8x61厘米，
1987

圖12 （右）
周綠雲，《野趣二》， 

紙本水墨設色， 

179.5x86厘米， 

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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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綠雲在澳洲的畫作，延續了她對宇宙的澄心內觀，當中超越時空的神秘意象，依然動人心弦，多年累

積的象徵符號和創新技法，同樣寄託著畫家感人的心路歷程。所不同的，是她的構圖較前複雜繁密，展

現更豐富的內涵。律動的線條，傳遞著頑強的生命訊息，而大筆縱橫的畫面，發出有如爆炸的動力。最

令人驚嘆的變化，是畫家重拾她早年對色彩的愛好。艷紅、碧綠、翠藍、橙黃各種顏色，或平塗、或漬

染、或灑潑，在黑墨的襯托下交織成瑰麗奪目的樂章。甚至蜿蜒的長線條和卷曲的雲雷紋，過去多以墨

色出現，如今也換上彩妝。又加上錯落的金色，閃耀生輝，處處標誌著她進入創作的新階段，有「萬物

皆備於我」的精神領悟，讓她達到大解放、大自在的至樂境界。上述新風格的特色，可以於1997年的《宇

宙是吾心》（圖十四）充分體會，而且周綠雲還在畫上鈐了二十方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姓名章和閑章，排

列疏密有致，與構圖融為一體，增添亮麗的裝飾效果。她喜歡在畫面鈐上多個印章，藉之抒發心聲，而

且這些印章均由易文為她所刻，正好作為對亡夫的紀念。35此外，2000年的《隨喜》（圖十五）亦可視為這

新風格的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綠雲在此畫中加入拼貼的字條，抒發她世紀之末的失落情緒，同

時在右側用金粉寫上秀麗的小楷，寄託對新世紀的期待：「希望明天開始，我們人類在忽然間把『仇』和

『恨』兩個字統統給忘記了，那時候真一個大同世界焉。」她又在畫的上方抄錄了一位看破紅塵的老和尚

的字句，卻要將畫倒轉才能讀到：「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蹤跡可尋，况學道人耶？虛雲

老和尚說，是年一百十九歲。」三段題跋不僅吐露了周綠雲複雜易感的情緒，還因其位置所在，打破文

字在構圖中原有的上下、左右的成法，她此時是真正達到隨心所欲的自由。

圖13

周綠雲攝於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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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上）
周綠雲，《宇宙是吾心》，
78x124厘米，紙本水墨
設色，1997 

圖15 （下）
周綠雲，《隨喜》，絹本
水墨設色，95x134厘米，
2000。私人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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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周綠雲，《澳洲秋色》，
紙本水墨設色，
187x96.4厘米，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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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周綠雲，《日出》，絹本水
墨設色、丙烯彩，
93x60厘米，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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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周綠雲，《燦爛生命》，
布本水墨設色、丙烯彩，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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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綠雲初抵澳洲，雖在病中仍然對新環境好奇，也成為她的畫題。先後畫於1992年的《澳洲秋色》和《澳

洲春色》是畫家受到澳洲壯麗的大自然的感召，但她無意描繪任何實境，如《澳洲秋色》（圖十六）僅以棕

紅色的激霰皴和渲染為秋天點題，但卻揮舞蘸滿濃墨的大筆任意在畫紙上旋動，如巨龍騰飛，既表達自

己對大自然的感動，亦藉著快速的動作尋求感情的宣洩，自得其樂。周綠雲年逾七十仍孜孜不息地實驗

新物料和新技法，值得一提的是在絹及綾上作畫。以《日出》（1998；圖十七）為例，她利用絹布吸水性能

不及宣紙的物理分別，把不同的丙烯顏料倒在絹上，讓顏料自然流動混合，產生特殊的偶然性效果。上

述《隨喜》亦畫於絹上，畫中央的兩大圓環中斑斕的色彩，即是此特殊效果的另一面貌。此外，她嘗試使

用特製麻紙、帆布、木板，又開拓墨團飛濺及色彩潑滴技法，同時創造生命孢及平塗彩球等新圖像，在

夕陽的歲月不斷為藝術發光發熱。2006至2007年間創作《燦爛生命》（圖十八）系列時已年屆八十二、三，

她以精純的色彩、嫻熟的筆調、細緻的線條、平衡的構圖，加上茂盛地發芽的生命孢，奉獻對生命的最

後禮讚。

周綠雲於2011年7月1日走完了她的傳奇的一生，享年八十七歲。上海是她的人生歷程的起點，大半生在

香港渡過，在澳洲布里斯本終老，期間的飄泊流離是現代中國人花果飄零的命運。然而她憑藉不懈的個

人奮鬥，超卓的藝術天賦，從一位相夫教子的女性，發展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也是現代女性

藝術家的翹楚，以個人的成就見證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在長逾一個甲子的藝術歷程中，周綠雲以深植

於傳統的思想和筆墨為經，西方現代思潮和藝術的自由探索為緯，交織成一個跨文化、跨時空的個人宇

宙。她施展獨創的象徵符號和技法，揭示宇宙的奧妙、萬物的生機、個人的內心世界。她投入呂壽琨開

創的新水墨運動，認同其以現代觀念詮釋中國水墨畫傳統的創作路向，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及自我表現的

精神，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一員，成功地將傳統山水題材拓闊至宇宙太空更宏大而更具想像空間的內觀意

象，這是周綠雲對創建富有本土特色的香港藝術的貢獻。當她的個人抽象畫風初展之時，亦曾引起離經

叛道的批評，甚至令她疑惑自己的畫是否中國畫。如今現代水墨畫在中國迅速發展，湧現多股新興的浪

潮，在有心人推波助瀾之下，浸浸乎有形成全球化的趨勢，35 在港臺海外的先行者的成就，亦受到普遍的

重視，周綠雲作為中國現代水墨畫先驅的歷史地位，必然受到肯定。

作者為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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