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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努力去像谁
要有自己的风格

——访落户松江的韩裔女画家金美香

本月初在上
海世贸商城举办
的 2012（第十六
届）上海艺术博
览会上，有一场
名为“欧罗巴艺

术之旅”的主题展吸引了大批热情的上
海粉丝，而这个主题展的国外艺术家们
于近日应邀来到松江美术馆进行延续
性展览，其中唯一的亚裔艺术家是一位
名叫金美香的美丽韩国女性，她日前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与艺术爱好者见面很开心
开朗、热情是金美香给人的第一印象，她一

边带着记者参观“欧罗巴艺术之旅”的主题展，一
边介绍着相关背景：主题展邀请了她以及来自中
国、荷兰、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的艺术家，展示
各自近期的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家都有着在多
种文化背景下学习、生活及创作的丰富经验，作
品的主题体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
自身以及世界文化交融的感悟，突显了展览对于
文化交流形式以及深层含义的探究。

沿着展厅走到金美香的作品面前，夸张的
线条、跳跃的颜色、抽象的图形跃入眼帘，令人
印象深刻。她介绍说，想象力和色彩是她用来
绘画的武器，她从人类的内心出发，追寻着无形
之美。她现在的作品不是简单再现或描写外部
世界可视的具象和颜色，而是使用抽象的语言，
去表现那种只存在于人类内心精神世界的那个
不可视的美丽世界。“展出的作品是我近五六年
中创作的部分作品，能够带着这些新的，并且在
上海艺术博览会中刚刚展出的作品跟松江的艺
术爱好者见面，我很开心。”

喜欢松江的创作环境
“当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绘画艺术，我被折

服了！”那时的金美香还在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
学院留学，当她的一个室友邀请她欣赏中国画
的时候，她简直不能相信，就在亚洲，她的邻国，
中国竟然有如此伟大的艺术，她摇着头表达着
自己当时震撼的感受。

2002 年金美香第一次来中国，是要跟着

自己决定相守一生的中国男人回来见“公
婆”，“那时的我们都决定要留在德国生活，
所以我来中国的心情很轻松，抱着好玩和观
察的心态。没想到几年后，我们就决定搬到
松江来，人生充满了不可思议！”金美香对丈
夫回国的决定发自内心地支持，“当时决定跟
老公来中国生活是抱着为家庭牺牲的态度，
没想到在松江的生活和创作感觉是那么好，
我很满意。”从中学课本上知道董其昌、陈继
儒等松江历史上著名画家的金美香，做梦也
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她
形容“很奇特也很美妙”。

在松江生活，不但能够继续她原有的创作
风格，也让她有了更多和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亲
密接触”的机会。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和其他3
位女性艺术家通过影像装置、布艺、多材质绘画
作品的展示，使观者对女性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
方式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她们用作品见证了生
活所结出的果实，折射出内心的矛盾和诉求。

从小就非常热爱画画
出生在韩国大邱的她从小热爱画画，“我家

的墙、邻居家的墙都被我画满了，我小时候是那
么喜欢涂鸦。”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她告诉记者，
妈妈和哥哥没少因为这个跟邻居赔礼道歉，甚
至赔钱，“但我就是停不下来，我还是会不自觉
地画画，我太喜欢那个感觉了！”

父母发觉金美香的绘画天赋后，支持她去
读艺术类高中，但条件是选择相对好就业一些

的平面设计专业，而不是毕业等于失业的油画
专业。亚洲人隐忍的个性使她顺从了父母的选
择，“但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
在那里。”于是，金美香瞒着父母去旁听油画班
的课程，仔细完成老师布置的每项作业。大学
毕业后，她边工作边给高中生开设绘画课程，生
活很累也很充实。“用了 5年的时间，我终于攒
够了去德国留学的学费，我就是想去绘画艺术
水平先进的欧洲看看。”

在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的学习为金美
香艺术之路找到了出口。一次去荷兰采风回来
后，她兴高采烈地把自己创作的风景画拿给导
师Kurt Haug教授看，教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画室。不明所以的金美香在寝室哭了整整一个
星期，自己很是得意的作品竟然如此得不到导
师的认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将艺术梦
想继续下去。“导师在德国的教育体系内是至关
重要的，没有导师的认同，是别想毕业的。”在打
包好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决定还是鼓足勇
气去问一下导师真正的原因。Kurt Haug教授
看到她狼狈的样子笑了出来：“我一直在等你，
你画得很好，但是没有自己的风格！”导师的话
猛然点醒了痛苦着的金美香，这次欧洲和亚洲
的文化冲击对她具有里程碑意义，从那以后，在
创作之路上，她牢记导师的箴言：不要努力去像
谁，找到自己的风格，去发扬光大，才是艺术最
可贵的地方。

明端石十四柱太史砚

上图为明代端石十四柱太史砚
（现藏于松江区博物馆），此方砚台以
端石为材，质料上乘，雕琢技术精
湛。纵 22 厘米，横 14 厘米，高 7.5 厘
米，规格较大，石质细润，入手敦厚，
刀工坚挺干净，砚台的色调纯正，包
浆圆润，一侧刻有楷书三列，铭文“郭
君大砚如南溟，化我霜毫作鹏翼。安

得剡藤三千尺，书九万字无渴墨。庭坚。”
端石为端溪所产之石，质坚密莹润，有锋

芒易下墨，唐宋以来皆采作砚材。好的端砚，
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
湛蓝墨绿，水汽久久不干，古人有“哈气研墨”
之说。而“太史砚”属抄手砚样式之一种，砚
呈长方形，砚面墨池一般呈“一指形”，砚堂平
坦。明代亦喜欢仿用宋代抄手砚外形制作
砚，通常砚身较细长，足较高。整器古朴清
雅，石质优良，雕刻精美，是砚台中的佳品。

国画《醉白印象》

国画《醉白印象》为区美协会员陆长杰
所作，此画取材自醉白池公园内园的一处
景色，只见“池上草堂”横跨水池之上，堂正
中挂有一块“醉白池”匾额，屋檐前乔木参
天，窗北翠竹一片，屋下碧波荡漾，在此小
憩十分幽雅舒适。画面右侧即堂屋东面露
出的一角是一座四面厅，具有典型的明代
建筑风格。整个画面，小桥、流水、假山、奇
石、绿树、红灯笼相互陪衬，融合一体，表现
出这座典型江南园林景色迷人、风光秀丽
的特点。

从醉白池的前身算起，该园已有 900余
年历史。醉白池的前身为宋代松江进士朱
之纯的私家宅园，名叫“谷阳园”。园名意
思是说，这是陆机、陆云家乡的名园。因为
陆机曾有诗说“仿佛谷水阳”，说自己的家乡
在谷水之阳，朱之纯借以名人名句来命名宅
园，之后历代在“谷阳园”的基础上都有所扩
建。大书画家董其昌及松江画派、松江书派
文友在此雅集，泼墨殇咏。1912年孙中山曾
到园中雪海棠厅作过演讲。

今年 3月结合老公园改造，醉白池重新
对园内书法元素梳理整合，将园藏的书法匾
额、楹联和石刻修缮一新，并新辟了公园地
书健身场、大型石刻等景点。同时公园的游
览指示牌也重新制作，写成书法字体。

藏品：日本邮票
藏家：区收藏协会会员朱宏业

将一枚枚盖好邮戳的国外邮票按
系列成套收集起来，朱宏业这个“集邮
迷”与众不同，他坦言：收集过程很是
辛苦。十几年前，因工作原因，朱宏业

去了日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逐渐了解日
本文化，和国内亲人的联络也让他逐渐喜欢上
了信封上一枚枚各具特色的日本邮票。

他翻开集邮册介绍说，日本邮票给他最大
的感觉就是其内容表达更多的是对自然的热
爱和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像昆虫系列这一版，

上面是对日本国土内昆虫物种的记录，另外，
其国土内各种花卉也成了邮票图案的“常客”，
日本的服饰、木造器、漆器等内容也都在邮票
上一一呈现。像一张邮票上画着仕女、写着

“阿波踊”（译文）字样的就是表现了一种日本
民间舞蹈，“长儒袢”（译文）则是日本当时女性
所穿和服的一种。另一张字样“俳剧”表现的
是日本古代的一种诗歌，主要为宫廷用的短
诗。这些都表现了日本人对自己文化的高度
认同感和自豪感。

本版由记者居嘉撰文、岳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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