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畢打⾏ 

⽔。：⾦昌烈 

展覽⽇期 2017年3⽉21⽇⾄5⽉10⽇，星期⼀⾄星期六，上午10時⾄晚上7時 
延⻑開放時間 3⽉21⽇⾄25⽇，上午9時⾄晚上9時 
地點  藝術⾨，⾹港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6樓 

⾹港──藝術⾨（⾹港畢打⾏）欣然呈獻韓國戰後藝術家⾦昌烈（1929年⽣於韓國孟⼭）的⾸次個展。
⾦昌烈被譽為韓國現代藝術史上最具影響⼒的藝術家之⼀，並以「⽔珠」畫作聞名。《⽔。》將展出藝
術家標誌性「⽔珠」系列中⾃70年代⾄今創作的畫作，其中與他本⾝所經歷的貧困、愛、戰爭與痛苦息
息相關。透過持之以恆描繪⽔珠的創作，⾦昌烈得以抺去韓戰（1950–53年）這場悲劇所帶來的創傷記
憶。 

⾦昌烈以照相寫實主義與抽象表現主義的話語構建他獨特的藝術語⾔，創作處於抽象與現實的⽭盾空間
之中。藝術家認為⽔是⽣命的起始，若⽔不存在，則⽣命萬物不能存活於宇宙中。⾦昌烈透過以⽔作為
獨⽴主體的探索，引⼊⻄洋哲學之⽗Thales的本原說。 

「⽔珠」在⾦昌烈1970年代早期的⼤部分作品中均是獨⽴存在，藝術家在創作中並⾮單純描繪⽔的形象，
反⽽⽔珠或是從牆壁上滲出，或是在畫⾯上獨⽴存在，給⼈⼀種⼈為的印象，⽽藝術家亦開始想像存在
的本質。到了1972年，「⽔珠」作品經歷了相當⼤的概念轉換，畫⾯上⽔珠的形象也不再是單獨的存
在。⽔珠數量及尺⼨遽增，營造了超現實的氛圍。為了使畫⾯更臻精緻完美，藝術家亦在創作過程中移
除了⾊彩。 

進⼊1980年代，藝術家開始構築⽔珠的質感，並以油畫的顏料塗在濕畫布背⾯上。在這個時期開始發展
的「回歸」系列作品，在充滿《千字⽂》的書法字體的畫⾯上構成⽔珠，或與解構的漢字筆畫⼀同構成
⽔珠。⾦昌烈⾄今仍在持續進⾏創作「回歸」系列。藝術家現今更進⼀步在畫布上貼上宣紙，反覆以墨
⽔書寫，再於其上構成⽔珠。「回歸」創作不僅乘載了藝術家孩童時期訓練閱讀與書寫的兒時記憶，更
表現出他對藝術傳統的認知。 

在1990年代，⾦昌烈開始在⽊板等不同的媒材上繪製⽔珠，開始探究新媒介與技法。藝術家亦創作了採
⽤⽯塊、鐵與⻘銅為基底的雕塑，並結合玻璃材質的⽔珠於裝置之中。⾦昌烈認為⽔與⽔珠於四周無處
不在：包括時間與空間中，同時卻是脆弱、卻⼜指向無限的虛無。於過去數⼗年間，⽔珠最終成為藝術
家尋覓無限啟⽰之道路。 

「我⼗分榮幸呈獻韓國戰後藝術⼤師⾦昌烈於我們畫廊的⾸個個展。在冥想性藝術被藝術界所忽視的當
下，我希望《⽔。》可以⼀展這⼀派別的迷⼈之處。」 

——林明珠，藝術⾨創始⼈ 



	

關於⾦昌烈 

⽣於1929年，蜚聲藝壇的韓國藝術家⾦昌烈創作了許多代表作，包括「⽔珠」系列作品。藝術家亦是
1950與60年代無具形藝術（Art Informel）運動的領軍⼈物。四⼗年如⼀⽇，⾦昌烈專注發展他標誌性的
獨特圓形透明「⽔珠」。 

⾦昌烈的作品曾在眾多海內外展覽與活動展出，包括法國、韓國、台灣、美國、⽐利時、中國、⽇本、
德國、巴⻄、瑞⼠、加拿⼤、新加坡與其他國家。藝術家近期個展包括：韓國光州美術館（2014年）、
台灣台中國⽴台灣美術館（2012年）、韓國釜⼭美術館（2009年）、中國北京中國美術館（2006年）、
法國巴黎國⽴網球場現代美術館（2004年）。 

 

關於藝術⾨ 

藝術⾨由林明珠⼥⼠創⽴。作為推動亞洲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量之⼀，藝術⾨已擁有超過⼆⼗年推廣
亞洲與⻄⽅當代藝術和設計的經驗，並擁有多家境外畫廊。如今藝術⾨已成為業界內最領先和最有成就
的當代藝術畫廊。 

藝術⾨致⼒於推廣能夠重新審視各個區域當代藝術哲學與理念的藝術家，並在中國及亞洲藝術⾛向國際
化的舞台中扮演著關鍵的⾓⾊。藝術⾨與著名策展⼈合作舉辦展覽，透過⾹港、上海以及新加坡的藝術
空間，根據不同地區的特點呈現藝術家個展、藝術專案、裝置展、以及藝術家群展等⾼⽔準的展覽項
⺫。基於中國⽂⼈藝術的理念——藝術無等級之分，藝術⾨致⼒於打破不同藝術⾨類的界限，以獨特的
畫廊模式⿎勵跨⽂化間的對話與交流。 

藝術⾨位於⾹港、上海和新加坡的四個空間分別代理著⼀批頗具影響⼒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其中有朱⾦
⽯和蘇笑柏，他們將中國特有的情懷融⼊國際化的視覺語⾔中，其作品亦在國際上廣泛展出，被納⼊世
界眾多重要的私⼈和公共收藏裡。同時，藝術⾨亦在亞洲展出著名國際藝術家的作品，包括珍妮·霍爾
澤（Jenny Holzer）、萊昂納多·德魯（Leonardo Drew）、卡洛斯·羅隆（Carlos Rolón/Dzine）和因
卡·修尼巴爾MBE（Yinka Shonibare MBE），讓更多的亞洲觀眾了解他們的作品。藝術⾨⿎勵國際藝術
家創作與中國⽂化相關的作品，合作創作令⼈深思的、切⼊⽂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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