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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看

本地大专学府有自己的永久
艺术收藏，最知名、藏量最大的
是1955年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
学博物馆，涵盖中国古文物、印
度雕塑，以及新加坡黄荣庭的当
代雕塑。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艺藏
建立在前身师资训练学院和教育
学院的基础上，有超过60年历
史，藏品约有120件。南洋理工
大学美术与文物馆（简称南大博
物馆）在2008年成立，约有250
件藏品，以当代艺术与东南亚艺
术为主。艺藏用于教学与实践，
其中一些平时摆挂在学府各处，
美化校园，也让师生在浓厚的艺
术氛围中受到熏陶。

这两所学府第一次携手呈献
“地点与自然：记忆的集合”展
览，从水墨、水彩、炭笔、粉
笔、版画、油画到陶瓷、雕塑、
混合媒介等藏品中，精挑44件
作品，在国立教育学院艺术馆展
出。

展览策展人、艺术家王若
冰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展览采用三重叙事方
式，从艺术家的视角来看历史文
化与环境变化。很多艺术家通过
创作讲述两件事：国家建设与自
然环境，展览因此名为‘地点与
自然’，我们从中了解过去发生
的事，由此更能理解现在与未
来。”

王若冰引述哲学家乔治·桑
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
话：“我们必须欢迎未来，记住
它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必须尊重
过去，铭记这曾经是人类所能做
到的一切。”

边看画边听故事
艺术品中的河流、树木、鸟

类、猿猴等，成为记忆、联系、
想象与对话的场域。王若冰说，
展览让公众一边看画，一边扫描
QR码，聆听故事。展品由一名
1906年出生于新加坡河岸，在
圣约瑟书院求学，后在植物园工
作的潮籍老人的回忆串联起来，
个人化视角带出新加坡城市与自
然环境发展的故事。

语音导览由三名退休老人
口述，助理策展人莫杨负责撰

写（另一名助理策展人是陈佳
美）。故事虽为虚构，但以历史
文档为依据，穿插河岸苦力，日
据时期的煎熬，并从这位植物爱
好者的眼光，看新加坡错综复杂
的经济植物学贸易和殖民历史，
赋予艺术品另一种诠释。

此外，展厅空间设计成住家
氛围，以古着家具、装饰品、文
档资料（如邮票、地图、书籍、
画册）、植物盆栽等装潢，从客
厅到书房、阳台、饭厅，营造出
沉浸式的观展感官体验。王若冰
说，公众不仅仅是看画，更能从
中了解历史文化，人物叙事，又
带出记忆，体验的空间更大。

艺术家最爱
新加坡河、植物园

国立教育学院前院长李盛光
说过：“这个（教育学院）艺术
收藏保留了过去的元素，同时提
供一个反思现在甚至未来的平
台；它表明了历史确实是多种多
样的，可从多个角度来完成。”

王若冰指出，艺术家一直
在画新加坡河和植物园。展览

入口展出林子平一幅高1.62米、
长3.84米的水墨画《新加坡河》
（2008，南大藏品），描绘桥
上的车流，桥下满载货物的船
只。展厅另一头，雕塑家张华昌
的铜像《甘榜男孩》（2000，
教育学院藏品）是五个小男孩准
备跳入水中，生动地刻画20世纪
四五十年代孩童的生活，同样版
本矗立在新加坡河畔。老人口述
的童年娱乐就是在桥上跑，往河
里跳，难忘河边的黄埔冰屋、黄
梨王陈泰的工厂。

来自英国的艺术家露西·戴
维斯（Lucy Davis）是南大艺术
设计与媒体学院创办成员，她作
于2009年，结合炭笔、木刻版
画与拼贴的纸本系列饶有意思。
她从新加坡现代木雕运动延伸出
“移民生态项目”，取材热带自
然，考察东南亚艺术和生活中，
自然文化的迁移。木刻版画材料
出自她在新加坡找到的一张柚木
床，作品《柚木床的树》标出柚
木树须长到的宽度才能制成床
架。

露西的作品《阿尔弗雷

三人行岁月留痕（二）——
江东航、何明亮、吴秋来作品联展
地点：视觉艺术中心（10 Penang Road

#01-02 Dhoby Ghaut Green S238469）
时间：10月13日至18日上午10时至晚上7时
看点：展出江东航的毛笔和花鸟

指画，何明亮的太行、崂山系列山水

画家三人行联展各抒才华

吴秋来的拉贾斯坦人物水墨作品。
（视觉艺术中心提供）

何明亮山水画。（视觉
艺术中心提供）

香港粤剧演员会将于10月
20日与21日两天，在牛车水人
民剧场举行盛大演出，呈献三台
好戏。

此次50人的演员阵容包括粤
剧殿堂级红伶罗家英、王超群、
吕洪广，任派正宗女文武生刘惠
鸣，驰誉香港及新马的红伶温玉
瑜、何志成、高丽，青春偶象派
王希颖和谭颖伦。另外特邀本地
著名演员龚耀祥、刘满钻和陈绿
漪加盟助阵。香港音乐领导彭锦
信和香港击乐领导曾荣生，联合
香港名乐师齐齐献艺。

罗家英介绍自己所参演的作
品时说：“这次我演一出短剧一
出长剧，长剧叫《糟糠情》，这
是大概1989年时，我和汪明荃
‘开山’做的一套戏，是东汉一
段很感人的故事，讲述男主角重
情重义，不贪权势抛弃原配与公
主结婚，于是就有这两句话——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这套戏有唱有演，有很
好的感情戏，有很多好听的唱
段。”

罗家英演出的另一出短剧叫

《章台柳》之《卖箭》，他说：
“《章台柳》是我1973年在香
港利舞台开山的，当时与李宝莹
合作演出，这部戏历演不衰，也
灌录过唱片，这次是和香港新晋
花旦王希颖演出，她扮演正印花
旦柳惜青，另一名演员是新加坡
年轻花旦陈绿漪，她也是唱做都
不错的，这次演出可说是新加坡
和香港一个合作。”

在分析粤剧如何吸引年轻观
众时，罗家英觉得粤剧中的精美
服装，精彩演唱，高超武功，都
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看的，还有一
些动感的戏，也能吸引年轻人的
关注。“我们（戏曲人）要多些
宣传，多些介绍，让年轻人多认
识中国历史故事，那他们就会有
兴趣了。”

演出节目丰富精彩，10月
20日（星期五）晚上7时15分，
上演国际粤剧编剧家唐涤生的绝
唱《再世红梅记》，由刘惠鸣、
王超群、温玉瑜、吕洪广、高丽
和谭颖伦领衔主演。

10月21日（星期六）下午
2时，演出折子戏专场，剧目有
《紫钗记》之《拾钗奇缘》，刘
惠鸣和王超群主演；《孟姜女寻
夫》，龚耀祥和刘满钻主演；
《三笑姻缘》之《追舟》，谭颖
伦、王希颖、温玉瑜和高丽主
演；《十奏严嵩》之《写状》，
何志成、王超群、邝纯茵和李
晴茵主演；《章台柳》之《卖
箭》，罗家英、王希颖和陈绿漪
主演。

10月21日（星期六）晚上7
时15分，演出罗家英戏宝《糟糠
情》，其他主演包括王希颖、温
玉瑜、高丽、吕洪广和谭颖伦。

另外，10月20日（星期
五）下午2时，香港红伶与本
地红伶举行“粤剧推广交流讲
座”，入场免费。

演出地点为牛车水人民剧
场，票价为25、40、60、80
元，另设贵宾券，更多详情
和购票可拨电：91187535、
91461528。

罗家英此次参演两部作品，精彩
唱作引人期待。（主办单位提
供）

王一鸣／报道

香港粤剧演出罗家英等呈献三台好戏

国立教育学院与南洋理工大学第一次携手在“地点与自然：记忆的
集合”，展厅空间设计成住家，以古着家具、装饰品、文档资料、
盆栽等，营造出沉浸式氛围。（主办方提供）

露西·戴维斯的作品《阿尔弗雷
德·拉塞尔·华莱士遭遇一只被
雅克族攻击的红毛猩猩》。（黄
向京摄）

张华昌的铜像《甘榜男孩》
（2000）。（黄向京摄）

国立教育学院与南洋理工大学各有永久的艺术藏品，两所学府第一次携手合作，精挑44

件，在国立教育学院艺术馆举办“地点与自然：记忆的集合”展览。展览采用三重叙事方

式，从艺术家的视角看历史文化与环境变化。

唐大雾的粉笔画（右）与韩少芙的作品（中间画作、左侧雕塑）。
（黄向京摄）

南大携手教育学院首展艺藏

从艺术家视角看时代变迁
艺藏
黄向京
ngspg@sph.com.sg

《艺藏》专注于报道艺术收藏的
方方面面，挖掘藏品背后的精彩
故事。

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遭遇一只“被
雅克族攻击的红毛猩猩”》《其
中威廉法夸尔遇见了一只黑手长
臂猿》，重叠现实与想象的记
忆，融入马来半岛的自然与殖民
历史而成。

在教育学院任教的艺术
家唐大雾的粉笔画《太阳的
记忆》（1996）、《香蕉心
脏》（1998）和《香蕉树下》
（2000）挂于学院图书馆，师
生们经常可见，但是第一次开放
给公众欣赏。

南大博物馆高级助理经理林

欣佳说，该馆委约雕塑家韩少芙
以在学府内倒塌的金合欢木材
作出的雕塑系列《倒下的树》
（2016）也将展出。

展品还有陈文希的猿猴画，
吴珉权的拼贴作品，林清河、王
金成、林辉忠、童振狮的水彩
画，蔡逸溪的枯荷版画，英国艾
莉森·威尔逊（Alison Wilson）
的鸟类版画等。

展览即日起展至10月27
日，星期一至五上午11时至傍
晚5时，在国立教育学院艺术馆
（1 Nanyang Walk S637616）
举行，入场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