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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為印刷服務？

版畫為複製服務？

版畫為社會服務？

版畫為政治服務？

版畫為宣傳服務？

版畫為市場經濟服務？

版畫為收藏服務？

版畫為普及推廣服務？

版畫為藝術而藝術？.......

近年，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傳統版畫製作，均面臨高科技及藝術潮流的衝擊。回顧傳統版畫，它的

定義清晰：舉凡作品圖像為藝術家所構思、創作，經過發展、製版、上墨，由藝術家主導完成印製

過程的版次作品，是為「版畫」；具手作性、技術性與複數性，但規定作品的限量數目。相對其他媒

介，版畫在推廣、普及與收藏都有著鮮明的特質和作用。十九世紀末西方藝術家將傳統版畫複製的

趨勢轉向較個人的藝術性表現，出現更多藝術家參與版畫創作，如畢加索。當版畫家在版上擦上或

滾上油墨，然後檢視轉印到版畫紙上的圖像時，那份驚喜和滿足感，不言而喻，令人沉醉其中。近

代版畫家經常探討版畫（傳統或非傳統）的定義，對版畫的原創性、手作性或數碼化打印、圖像挪用

或複製的版權、版畫的價值以至版畫被多媒體藝術發展邊緣化等議題都有熱熾交流。以上問題的主

要關注點，在於高科技和數碼技術的出現挑戰了傳統版畫的概念和製作方式。自古以來，版畫都與

印刷術有着密切的關係，且隨着時代科技的革新，新物料、新器材都可見於印製過程，以配合社會

的發展。「今天的藝術家對材料的感覺變得越發重要起來 ...而接觸到版畫的人 ...通過材料的運用使版

畫家與 『現代藝術』領域建立起自然的銜接和轉換渠道。」1 高科技與數碼化技術無疑為版畫發展提供

了更多可能性，但亦令版畫原本的特質和形態傾向接近其他媒介，如繪畫、雕塑等形式；近代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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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平面的或立體的；是靜止的或動態的；是獨立的或融合的；是探索性的、或跨界別的，令版

畫的定義變得模糊不清。

2012年，黃新波與安迪•華荷兩個版畫/藝術作品回顧展在本地擧行，透過互相參照，也許可以看

出一些近年版畫發展的趨勢和特點。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2 及由香港藝術館主辦的「安迪•華

荷——十五分鍾的永恆」3，代表著兩個年代相近但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意識形態

下的藝術家，其䢛異的創作觀和表現手法。

「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展品逾兩百幅，當中大部份為木刻版畫。黃新波 (1916 – 1980) 中

學畢業後，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修讀藝術。當時社會動盪不安，國內戰爭連年，對外又要抵抗列

強入侵。為配合國情及發揮宣傳教育的需要， 魯迅致力引入蘇聯與歐洲版畫家作品及製作技術，推動

「新興木刻運動」；鼓吹藝術「要為大眾，為人群服務」——要求作品易懂易明，容易為普羅大衆接

受，畫家必須深入社會去體會，才能創作出深刻感人的藝術作品。黃新波與年青的版畫家都深受這

個運動影響，將木刻的特點與社會運動緊連繫，以期令藝術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由於木刻版畫材料

簡單、製作過程容易、迅速和方便，能於短時間內將文字和圖像複印出來，表現的形象都是黑白清

楚分明、對比強烈鮮明，在當時物資貧乏、生活艱苦的環境條件下，成為抗戰和反映現實最合適的

宣傳工具 。如《香港跑馬地之旁》（圖一）、《荒山，已是過去的名字》（圖二）等。

圖1 （左）
黃新波（1916 - 1980），

《香港跑馬地之旁》，木
刻版畫，38.4x23厘米，
1948。香港文化博物館
藏。（鳴謝黃元提供圖片）

圖2 （右）
黃新波（1916 - 1980），

《荒山，已是過去的
名字》，木刻版畫，
48.1x33厘米，1958。香
港文化博物館藏。（鳴謝
香港文化博物館提供圖
片）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版畫的迷思：從2012年兩個版畫展的啓示

152 • 153

在開拓版畫語言方面，筆者認為黃新波的木刻，尤其是中、日抗戰後期及「人間畫會」時期的作

品，個人獨特風格至為明顯，有別於同期木刻家較側重寫實性的表達方式。黃新波在上海美術專修

學校曾學習西畫，1946-49年在香港期間亦有機會到外文書店閱讀有關西方藝術家作品的書籍。他

尤其喜歡美國畫家本夏 (Ben Shahn, 1898–1969)及肯特 (Rockwell Kent, 1882–1971)的作品。《賣血後》 

（圖三）、《碼頭》（圖四）等，均以戲劇性近距離特寫鏡頭，誇張遠近空間；或透過不合比例畫面佈

局，沉鬱中流露出超現實的悲情氣氛，題材與內容都是反映低下階層社會現實苦況。黃新波此時期

及日後的作品，以政治和社會為創作主題。

另一展覽「安迪•華荷——十五分鐘的永恆」展出作品主要為華荷的版畫及油畫。美國普普藝術家

安迪•華荷（Andy Warhol, 1928–1987）雖經歷大戰的年代，但由於兩次大戰的炮火都不在美國發生，

所以他與黃新波的經歷不同：華荷有機會接受正規的美術教育，並獲（設計）藝術碩士學位，畢業後

成為出色的設計師，五十年代後期從事繪畫版畫創作，盡顯藝術天分才華。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工業技術發達，特別是汽車工業、家用產品、零售業等日常消費品，能

因應市場的需求而在短時間內製成，加上新興的連鎖超級市場零售模式崛起，以低價格及自助服務

吸納消費者，有助振興戰後美國的經濟。當時的通俗文化如流行音樂、電影、電視、消閒雜誌等暢

銷風靡全國，其影響力甚至超越美國本土，生產商利用媒體廣告及開始流通的信用借賒消費，很快

便使美國的經濟領導全球。

圖3 （左）
黃新波（1916 - 1980），

《賣血後》，木刻版畫，
33x22厘米，1948。香港
文化博物館藏。（鳴謝香
港文化博物館提供圖片）

圖4 （右）
黃新波（1916 - 1980），

《碼頭》，木刻版畫，
33.4x24.4厘米，1948。
香港文化博物館藏。（鳴
謝香港文化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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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年代成長及生活的華荷深受當時的流行文化及消費主義環境影響，加上他活躍於結識社會名

人，因此，他的藝術創作與成就，與美國文化有一脈相承的發展。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源於英國

的普普藝術 (Pop Art)，主要見於設計行業，傳至美國後漸漸普及起來，與之前流行多年的抽象表現主

義或抽象藝術遙遙相對，成為一種廣為流傳的藝術運動。不少藝術家受到普普藝術思潮影響，以流

行文化中的商品形象、工業產品、政治人物、名流、明星等日常現實生活題材用於創作中。2012年

在香港展出的華荷作品，如《瑪麗蓮夢露》（圖五）系列、《可口可樂》系列、《金寶湯》系列、《毛澤東》

系列、《貓王皮禮士》系列等，都是當時的日常生活題材逐漸成為美國流行文化代表符號的例子；評

論文章、雜誌亦稱華荷為「一位成功及出色的『商品創作人』」。他以絲網版畫複數的印刷特點，運用

簡潔、強烈而鮮明的形象，借絲印將色面刮印在畫布或紙上，同時利用版畫的重印特色——錯位疊

色效果、色彩轉換等，將主題、形象不斷重複，效果正如超市貨架上物品的重複性排列，也反映華

荷天賦獨有的色彩感。

圖5 （左）
安迪•華荷（Andy 

Warhol, 1928 -1987），
《瑪麗蓮夢露》，絲網
印刷紙本，91.4x91.4厘
米，1967。安迪•華荷
美術館藏

圖6 （右）
安迪•華荷（Andy 

Warhol, 1928 - 1987），
《亨氏蕃茄醬箱》，尺寸
不定。安迪•華荷美術
館藏

在作品《亨氏蕃茄醬箱》中（圖六），華荷亦以絲印油墨於木箱上印上「亨氏番茄醬」商標，並以立體

裝置形式展示，看來與真實貨箱極為相似，此組藝術裝置作品在當時來說相當前衛， 可說是開創了後

現代藝術的先河。華荷又利用版畫複印的特點，將圖像重疊印在畫布上，打破原來版畫面積的局限

性。1963年的作品《醫院》，華荷將醫護人員的攝影圖像，曬在網絹上，然後以黑色油墨重複刮印在

帆布上十二次，當中個別的圖像，深淺、模糊不一。整幅只以黑、白、灰來表達畫中沉重的氣氛。

寶麗來生產的即影即有相機在1970年代進入生產的黃金時期，由於華荷喜歡攝影，他利用寶麗來相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版畫的迷思：從2012年兩個版畫展的啓示

154 • 155

機沖曬出來的影像的高度對比，把人或景物轉印在絲網或油畫布上，然後根據影像的線條，在畫布

上勾出外形，再平塗色塊，某些部分會顯現筆觸，待油彩乾後，再在上面印上絲網油墨，完成作品

極富色感和動感。《卡羅琳娜•海萊娜》即以此方法處理而成。

從安迪•華荷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創作題材主要來自日常生活，反映美國商品消費文化；而

黃新波的作品則揭示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活實況。兩位藝術家雖然生於同一年代，卻

生活在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造就了二人不同的藝術觀，成就了不同類型的作品和風格。 

讓我們看看香港近年版畫界的展覽，從中檢視業界對版畫概念以至製作方式的各種取向。回歸前，

香港的教育主要受西方、尤其是英國殖民地教育的影響；早期的版畫藝術工作者大多負笈海外進修

版畫。除了這批直接受外國教育熏陶的版畫家，留在香港的亦同時受著中、西文化的影響，背負著

中國文化思想，亦能開放的接受收西方文化的特質，令香港版畫創作出現多元文化的特點。

筆者將近十多年香港的版畫發展，分為「典型類別」與「跨媒介類別」兩個脈絡。典型類別版畫家大

多仍如黃新波般，以傳統版畫觀點製作複數性作品，專注版材與技法的配合作主體創作，以發揮作

品獨特的版畫語言為特色。例如李東強以中國書法式的線條與西方素描結合，畫在平版上，《少女

像》（圖七）和《仕女圖》（圖八）將人物的特質、神情氣韻，以精鍊概括的線條活現出來。另一位是鍾

永文，他近年的作品大多來自生活與自然—— 借雲、樹、花、石、山表現大自然的和諧與寧靜。作

品《夕照3》（圖九）、《獅子山》（圖十）除以凸版技法外，亦利用照片圖像作凹印，並利用油墨松節水

圖7 （左）
李東強（1931 -），《少女
像》，石版畫，56x76厘
米，2010。（鳴謝藝術家
提供圖片）

圖8 （右）
李東強（1931 -），《仕女
圖》，石版畫，56x76厘
米，2012。（鳴謝藝術家
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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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排斥的性質，來表現特殊紋理及意外效果，豐富畫面的視覺元素。馬桂順近年參考中國傳統民

間木刻水印的經驗，進行融合水墨與色彩的獨幅版畫創作，探索木版與刀刻的痕跡與關係、墨色濃

淡的趣味。作品《波光圖》（圖十一）、《無題》（圖十二）技法上雖為傳統木刻水印，但意念和探索卻

新穎。目前香港採用傳統版畫形式作個人創作的藝術家尚有鍾大富、廖少珍、張中柱、廖井梅、劉

卉、洪秀麗、何繼安、蔡偉聰等，他們各自表現不同風格，所用技法包括凹版畫、凸版畫、 平版畫與

孔版畫。

圖9 （左上）
鍾永文（1939 -），《夕
照3》，獨幅版畫，凸
版畫，47.5x37.5厘米，
2012。（鳴謝藝術家提供
圖片）

圖10 （右上）
鍾永文（1939 -），《獅子
山》，獨幅版畫，平版
畫，40x30厘米，2009。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11 （左下）
馬桂順（1952 -），《波光
圖》，混合媒介/水墨著
色/宣紙，64x64厘米，
2010。（鳴謝藝術家提供
圖片）

圖12 （右下）
馬桂順（1952 -），《無
題》，木版水印，65x105

厘米，2011。（鳴謝藝術
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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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脈絡是跨媒介類別，它的發展與科技、新材料的出現及後現代藝術的思潮不無關係；版畫家逐

漸形成以觀念性、探索性、綜合性或開放性為主導的方式創作；這些創作動機正好可追溯至安迪•

華荷、普普藝術、觀念藝術、裝置藝術等影響。

筆者自2005年開始，嘗試把數碼科技加入至其版畫技法的探索中，籍以開拓個人版畫的發展面貌。

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藝廊展出 4 的《水中舞》系列，一方面沿用傳統石版畫及

新研發的無水石版畫技法，運用石版畫專用墨汁或炭粉液於石版或鋁片上繪畫圖像，《水中舞之

二十二》（圖十三），以筆墨表現水母千變萬化的美感浮游動態；另一方面，通過連串電腦科技的探索

作擴展性的發展，例如《水中舞》——數碼錄像（圖十四），將平面靜止的版畫圖像轉化為「動態的影

像」，同時結合視像與音樂，展示視覺與時間、空間、光影、音響共融為體。系列中亦有利用光線穿

越或反射於透明膠片的特性，將版畫圖像轉化為光媒數碼裝置藝術——《水中舞L5》（圖十五），探

索版畫與其他藝術媒介、物料及形式之間的相互聯繫和融合的可能性。

觀念藝術家曾建華，自2000年以來，以思考「個人」作為他的藝術觀念基礎。他把文字處理成圖案符

號，以絲網印刷將圖案印在牆紙表面，然後貼在特定空間的牆上，重覆成典雅優美的花紋圖樣，成

為大型的室內裝置藝術。近年，曾建華由室內的裝置外延至戶外的公共空間，作品《多重再現客家/

台灣/東方/林明宏的圖像》（圖十六至十八），創作意念源自台灣藝術家林明宏及當今台灣流行的產

品和廣告設計，並採用傳統客家花布紋樣的圖案符號來進行探討，反思當今東方、台灣傳統本土文

圖13 （左）
廖少珍（1953 -），《水中
舞之二十二》，無水石版
畫，56x76厘米，2011。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14（右上）
廖少珍（1953 -），《水中
舞》，動畫，2011。（鳴
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15 （右下）
廖少珍（1953 -），《水
中舞L5》，光媒燈箱裝
置，尺寸不限，2011。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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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歷史特色在訊息文化中的角色和身份。他把個人的文字訊息設計成台灣人熟識的客家花布圖案

花團，並利用電腦將他的設計切割成膠貼，組合裝置在公共建築物的玻璃幕牆上，為觀賞者提供新

的台灣文化經驗。

畫家梁靜雯則著意於探討在急促繁忙的城市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日漸加深的陌生感與疏離感。她以

人們熟識的日常生活圖像創作，對照直接的生活體驗，呼喚對個人、社會、自然關係的反思。作品

《追樂》（圖十九）和《我為你唱首歌》（圖二十）均融合繪畫與版畫技巧，表達手法簡單而直接，畫面

予人溫馨與和諧感。

圖16-18 （上）
曾建華（1976 -），《多重
再現客家/台灣/東方/

林明宏的圖像》，公共建
築物裝置（電腦切割膠
貼、玻璃 )，2011。（鳴
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19 （左下）
梁靜雯（1979 -），

《追樂》，塑膠彩、版畫
布本，129x99厘米，
2011。（鳴謝藝術家提供
圖片）

圖20 （右下）
梁靜雯（1979 -），

《我為你唱首歌》，
塑膠彩、版畫布本，
91.5x91.5厘米，2011。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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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平面設計的胡小萍，每天都接觸雜誌廣告產品，緊貼消費文化的發展， 留意潮流和品味趨向，

令她思考人、事物與訊息符號，亦對雜誌的「存」、「活」更替有所感悟，啓發她探討符號的「新」與

「舊」、「複製」與「單一」、「消亡」與「重生」等意念的視覺演譯。莊周蝶夢、人生如夢，胡小萍借

蝴蝶作為生活雜誌的符號，象徵在奢華物質世界裏的生命和軀體，短暫如逝去美夢。《再生蝶》（圖

二十一）利用絲網技法，將不同蝴蝶的造形印在特選的雜誌圖像上。作品雖以傳統的版畫製作，卻以

裝置形式展示，讓觀眾能與作品互動，參與其中。《蝶夢》（圖二十二）則以動畫詮釋相關意念，她複

製蝴蝶之動態美，讓觀眾感受一種浪漫、迷離、無休止交替的潮流符號，同時引發他們思考廣告連

綿不斷發放的流行訊息，令人無窮追逐，不能自拔地墜落於物質世界的虛幻。

圖21

胡小萍，《再生蝶》，
混合媒介（絲網版畫、
雜誌、阿加歷膠片）裝
置，尺寸不定，2012。

（鳴謝藝術家提供圖片）

圖22

胡小萍，《蝶夢》，
錄像，2012。（鳴謝藝術
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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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玉有感世事變幻無常，沒有什麼是永恆。在她的《沒有什麼是永遠》（圖二十三），一反傳統固定

性的作品概念，以物料特色表達概念。她以粟米粉代替絲網油墨，利用絲網印刷的原理，刮在光滑

的玻璃鏡面上，形成一層白色的粉狀淺浮雕。然而，粟米粉會隨着時間或環境而變化，甚或消失於

無形。她也擅長利用光、影、立體、空間等不同元素，隨着不同展場、地點、環境而配合不同的裝

置組合，突破傳統版畫平面空間和展示方式的限制。

另一位年青藝術家梁曉然，作品多以香港社會性議題為內容，如「六•四」、弱勢社群、「反國民教

育」5 等。例如《和諧了香港》（圖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以裝置形式將作品分為三組，表達藝術家

關注香港由一個開放自由和公義的社會，走向一個權貴和獨裁統治的城市。為了以視覺效果的衝激

引發觀衆思考，主幅部份描繪示威人士在政府總部外聚集，政府大樓加上一對中式城門，象徵政府

的封建思想。為了表達政府和人民在力量和資源上的懸殊，他運用原子印的凸印原理和印刷技術，

把與示威場景有關的圖像，如鐵馬、警察、胡椒噴霧等，大量複製在畫布上。第二部份，畫中示威

者緊握的手被手銬鎖上，作為堅定不移的反抗標記。第三部份，展示威者被關在捕鼠器內，寓意香

港社運人士需付出的代價和現實的困局。為突破傳統版畫的展示方式，又將示威現場的錄音，和貝

多芬的《第五交響曲》（97年香港回歸典禮現場外曾被警察用以掩蓋示威的聲浪）經混音處理成為背景

圖23

王翠玉，《沒有什麼是永
遠的》，混合媒介（絲網
版、粟米粉、鏡、阿加
歷膠板、燈光）裝置，
尺寸不限，2012。（鳴謝
藝術家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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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左）
梁曉然（1982 -），《和
諧了香港》，混合媒介

（凸印、油墨、畫布 ,錄
像播映、聲音）裝置，
三件一組，尺寸不定，
2012。（鳴謝藝術家提供
圖片）

圖25, 26 （右）
梁曉然（1982 -），《和
諧了香港》，混合媒介

（凸印、油墨、畫布 ,錄
像播映、聲音）裝置，
三件一組，尺寸不定，
2012。（鳴謝藝術家提供
圖片）

音樂，增加視覺以外的官感效果。展場旁另有錄像展示作品的創作過程，令版畫、裝置、音響、錄

像融為一個整體。其他版畫家翁秀梅、何玉明、黃麗蘭、劉宏達、麥婉筠等，亦作多元及綜合性探

索的發展。

近年歐、美、澳紐、亞洲（包括中國、臺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文化機構，均

主導舉辦跨界的國際性版畫交流展及研討會。「香港版畫工作室」也曾主辦大型的國際版畫綜合性展

覽，如「歧流匯聚2010」6、「雙城記：香港與貝爾法斯特的分水嶺」7（圖二十七）、「新一代！國際大

學生交流展覽」8（圖二十八）。在近年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的「藝術專修課程 (版畫 )2012-13結業展」（圖

二十九），亦見不少年輕人樂於嘗試不同技法、物料，向多元方向探索，成果亦獲得肯定。

綜觀近年版畫的發展，某程度上已非單一性的傳統版畫創作和展示，而是思考如何將版畫拓展，趨

向綜合性或互動性。在主題內容方面的探索，亦非如上世紀70年代，只重形式，而是順應後現代藝

術發展的特色，尤其關注生活、資訊與媒體的發展、科技與人文的平衡、環境保護與保育、多元文

化、民生社會等議題。此外，藝術家不少已傾向採取綜合性、互動性的裝置組合展示作品，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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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展只集中單一視點的審美方式有所不同。至於採用傳統版畫或非傳統版畫作創作媒介，主要視

乎藝術家的選擇，哪一種合適表達個人意念至為重要。正如版畫家威爾斯大學Paul Crof教授在《思考

的時機：疑惑時代的正面態度》陳述：

「版畫的多元面，無論是凹、凸、平、數碼、套色或黑白，均可擅長直接強而有力

或細緻含蓄的表達方式。版畫作為跨媒介藝術，將可與繪畫、雕塑、攝影甚至裝

置、電影和動畫互動契合。」9

北愛爾蘭版畫家Raymond Henshaw則認為：

「…版畫家鍥而不捨，令世界認同版畫無異於其它藝術媒介，在當代藝術享有同等

地位。」10

而魯迅美術學院版畫系系主任徐寶中指出：

「…版畫所具有的前衛性，當代性和實驗性特點，為原有的創作方法、審美定勢和

視覺習慣提供了更多開拓。延伸版畫藝術的表現空間，...也潛藏著更多“可能性” 

和 “興趣點”...」11

近年，本港出現了一批年青版畫家，他們以非單一傳統類型而是以跨媒介的類型作展示方式，作品

已有一定的成果。期盼他們能熱誠投入，持續創作，定必有另一番耳目，成為香港當代藝術的新力

軍。至於對藝術的追求，技巧與形式並非為至上，反而藝術家的個人風格、面貌與創意為重要，只

要藝術家不斷探索，力求創新，著重意念的思考表達及精神境界的追求，相信香港的版畫發展是一

片光明的。

版畫，探本溯源，是為藝術追求服務。

作者為香港版畫家

圖27 （左）
「雙城記：香港與貝爾法
斯特的分水嶺」，香港視
覺藝術中心，2010

圖28 （中）
「新一代！國際大學生交
流展覽」，香港沙田大會
堂展覽廳，2011

圖29 （右）
「藝術專修課程（版畫）
2012-13結業展」，藝術
推廣辦事處主辦，展出
三十四位畢業學員近
八十件繪畫、版畫及雕
塑作品，2013年1月25

日至2月4日，香港視覺
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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