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你走進一場藝術展覽，你會獲得甚麼？有人享受了一場

視覺盛宴，有人收穫了精湛技藝與意境，有人閱讀了創作者的

故事。近年澳門基金會主辦的藝術展覽，跳出“觀賞與思考”的

框框，加入工作坊或講座啟發人們感知美學與生活的聯繫，體

驗自由創作的樂趣。自 2018 年 11 月起，澳基會於澳門藝術家

推廣計劃 / 青年藝術家推廣計劃的展期舉辦配套活動，讓市

民參與藝術創作，豐富大眾對不同藝術門類的知識，深化居民

對本地藝術家的了解，截至 2022 年 11月近 900 人次參與。

退休習藝樂趣多
“退休後我開始留意澳門的藝術展覽，澳基會的畫展一場

接一場，種類豐富。”鍾先生這天與朋友結伴參與澳基會舉辦

的“大寫吹雲──梁潔雯作品展”配套活動“論‘吹雲’從非畫

到畫”藝術講座，由梁潔雯介紹“吹雲”這種非傳統筆墨造型語

言，如何從非主流變成主流，講者又梳理由唐代至今，中國繪

畫審美流變的過程。席上鍾先生聚精會神地仔細聆聽，“我最

深刻的內容是講者介紹國畫源流、媒材使用、技法等，深入而

廣泛，即使是不懂作畫的市民，也能容易理解。”活動尾聲眾人

在藝術家梁潔雯的講解下參觀展品。鍾先生稱，退休後在澳門

理工大學長者書院學習國畫，以藝術自娛，既有滿足感又能交

朋結友。他相信，隨著本澳進入老齡化社會，為退休人士提供

藝術活動有助豐富晚年生活和保持心理健康，希望澳基會繼

續推出多門派、多種類的藝術家活動讓市民參與。

親子啟蒙共成長
“我認為藝術的薰陶對青少年的全人發展很有幫助，我女

兒學會觀察和分析，學習新事物的領悟力更高。”廖太女兒廖

嘉兒(下稱嘉兒)自小學階段便開始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藝術

活動，包括藝術博物館、科學館、文化中心和澳門基金會，有時

遇到嘉兒十分喜歡的展覽，還會多次入場觀展。廖太稱，“我成

長的年代父母不懂什麼是藝術啟蒙，自己對畫畫的興趣苗頭

漸漸消失，現在我會留意女兒的喜好，助她規劃時間表，陪伴

她上畫畫班，一起看展覽。”這天嘉兒參與澳基會舉辦的“園遊

會———廖克敏作品展”配套活動“拼貼動物咭片工作坊”，由廖

克敏帶領參加者用舊雜誌、各式印刷品及手工紙，配合馬克筆

和水彩顏料，拼貼動物圖案，用複稿的方法製作彩色元件，創

體驗創作樂趣 延續展覽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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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基會藝術展覽配套活動

鍾先生認為，藝術創作能豐富退休生活。

澳門月刊 /2022 年 12月22



作出層次豐富的畫面。廖太稱，每次澳基會舉辦

藝術配套活動都會把握機會報名，“澳門同類藝

術工作坊之中，我認為澳基會主辦的藝術教學質

量較高，由澳門藝術家把多年來深耕創作的精

華，坦誠地分享心得和體會，讓有藝術基礎的學

生獲益匪淺。”廖太建議，未來針對不同年齡特性

設計工作坊，有利進一步培養本地藝術人才。

展覽化作藝術學堂
就讀初一的嘉兒在母親廖太陪伴下經常參

與藝術活動，母親常教導她，“你很幸運，可以接

觸到這些資深藝壇人物，要好好珍惜。”配套活動

安排在展覽現場舉行，可近距離接觸藝術大師如

陸曦、廖文暢、吳衛堅等，嘉兒十分好奇他們的創

作靈感和技法經驗，她認為在展覽場內學習效果

相得益彰，“被藝術家的作品包圍著，現場教學的

技巧與展品相輔相成，令我更加感受到其創作風

格，想像空間更加廣闊。”嘉兒接觸的藝術範疇十

分廣泛，如國畫、書法、水彩、素描等，被問到澳基

會藝術配套活動與一般培訓班有何區別？嘉兒笑

稱，導師會指出自己技術上要留意的問題，但每

次聽完還會重犯，然而藝術家指出同一個問題

時，她卻能深刻地記在心上。藝術創作不只是學

習技法，更有助跨學科的理解和實踐，作品的視

覺構圖設計、不同媒材的混合效果、作品背後的

理念延伸等，涉及歷史文化以至數學物理化學的

眾多領域，嘉兒表示，現在還未決定好未來升學

路向，但每次觀展時閱讀藝術家的背景簡介，都

有助她思考生涯規劃。

藝術氛圍漸見濃厚
澳基會的藝術展覽呈現當代澳門藝壇風貌，

其配套活動鼓勵市民學習不同門類的藝術知識，

與藝術家交流。獲選入澳門青年藝術家推廣計劃

舉辦展覽的吳敏慧認為，“文化藝術發展不是靠

單一部門或藝術家推動，需要市民的參與和社會

的重視，工作坊、講座等活動是好的機會讓藝術

家把自身技術經驗和感受作一次重要整合。”吳

敏慧於 2011 年起旅居德國，及後往返歐亞如德

國、日本和韓國等地參加藝術展覽或駐留活動，

2017 年回澳舉辦展覽，她指，再次回到澳門時，

城市藝術氛圍變化大，“十年前我初投身藝術教

育，學生甚少機會舉辦展覽，市民較少主動走進

畫廊，只有藝術博物館等大型機構的展覽廣為人

知，但 2017 年我在工業大廈的畫廊舉行展覽，竟

有市民聽到電台宣傳後特意來觀展。”吳敏慧稱，

不但觀賞展覽的人數上升，日常生活中，人們也

懂得尊重藝術創作，“以前學生稱藝術品為‘呢舊

澳基會舉辦由書法家歐耀南教授的“書法創藝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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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太和女兒廖嘉兒透過工作坊，收穫藝術家分享創作心得和精華。

吳敏慧認為，大部分市民都有持續留意
本地文化藝術資訊，藝術氛圍有改變。



野’，現在懂得叫做‘作品’，這是城市藝術氛圍

很大的改變。”

吳敏慧認為，除了藝文界活躍者、愛好者，

沒有藝術基礎的市民也很主動接觸藝術家，並

持續關注本地創作，“藝術家與市民之間其實

不限於探討技法、策展構想，觀眾對作品內容

的感知才是核心。我認為觀眾有足夠的智慧理

解藝術作品，不只是技法上的刻板傾談。”澳基

會的展覽配套活動為藝術家與市民搭建交流

平台，透過分享創作點滴，啟發人們感知美學

與生活的聯繫。藝術家方惠萍在其“青山常在

──方惠萍水彩·插畫作品展”的體會最深，

“我以水彩畫呈現本澳不同昆蟲的美態，吸引

不同年齡的街坊觀展，大家聊起兒時以昆蟲作

玩伴的回憶，老街坊在展覽中找到共鳴，串連

起一個又一個小故事。”方惠萍稱，受疫情影

響，人們多花時間留澳消遣，從而更多探索澳

門文化之美，加上政府及民間提供的展覽場地

有所增加，市民與藝術家的互動頻繁，為文創

活動的拓展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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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藝術人才發展
近年線上藝術活動漸見活躍，澳基會今年 8 月兩場展覽：“歷·

程———蔣靜華版畫作品展”及“鏤塵———何頴姿當代篆刻展”在疫

情下製作成 360 線上展覽，讓市民不受地域限制自由觀展。方惠萍

稱，藝術創作因應社會模式而轉型，藝術品轉型為文創用品、動畫

等貼近市民生活，適用的平台更加廣泛，“當藝術與人們生活習慣

產生連繫，變得生活化，市民與藝術家的距離也會縮短。”她指，疫

情下本地青年藝術家一方面進行創作，一方面持續學習網上展覽

等電子化技術，正是推進藝術人才多面向發展。

澳基會主辦之澳門青年藝術家推廣計劃，致力推動澳門藝術

走向多元化及專業化發展，培育優秀的新一代年輕藝術家，展現本

地文化藝術的新面貌。方惠萍相信，該計劃配以工作坊或講座等

活動是“讓藝術更加親民”的好開始，未來可發展藝術家網上頻道

或直播分享，配合網上資源讓創作者與受眾加強互動交流，延續展

覽帶來的正面效應。

澳基會舉辦由藝術家關英傑教授的“風景速寫工作坊”。

方惠萍稱，樂見本地藝術人才以綜合多面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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