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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谐之美 

 

庄子《齐物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句，强调个人内心与天地和谐，以期

达到一种高度的和谐之美，即“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而“天人合一”是“天和”、“人和”、“心和”

的总合。我认为；靳埭强先生的海报作品亦强调“天和”、“人和”与“心和”的和谐关系，并将它

赋予审美的内涵，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艺术心灵涵养所至的艺术境界。 

 

“天和”，意即“与天和”，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和睦相处。靳先生在其参加大陆、台湾、

香港和澳门四地设计师“沟通”海报邀请展作品——《沟通》系列海报中，用石砚、小石山、

试金石等不同的石块和形状来表现四地的地理特征及同源同宗同胞的血脉亲情，表达了靳先

生促进四地文化艺术的沟通与交流，服务于民族的“天和”与“人和”精神。靳先生在进行艺术

创作的同时亦致力于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关注和推动祖国的设计事业与设计教育的发

展，他说：“设计师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地球的一份子，因此，我的工作是有利于人群，亦

常不计利益地做一些关心社会、关心地球和推动文化艺术的设计。” 

 

“心和”，即心灵的和谐，是心与心，心与物，心与道之间的和谐与交融。靳先生在为国际舞

蹈学院舞蹈节(1989)所做的海报中，亦蝶亦舞者的图形，是庄周梦蝶，还是我舞蝶?这其实

是靳先生心中的蝶舞，是他自身的心境写照，是心灵与艺术的和谐。而《自在》系列花纹纸

海报不仅表现了纸与人与自然的和谐，亦表现了心与心、心与自然的和谐，草鞋、山石、落

叶、睡莲……惧为其心的关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自然之中的我心?还是我心中的自

在，亦是亦非，心若行云流水、空灵明觉，表现了靳先生心灵修养的至美境界。 

 

三和实乃宽大心胸所产生的“广大的和谐”。靳先生作品的和谐之美，是靳先生以中国人文精

神观照宇宙，获得“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方师东美《中国人生哲

学》)其墨与色、黑与白、拙与巧、实与虚等的交融与和谐，使观者感受到靳先生艺术精神

与心灵的浸润。“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  



2.静虚之气 

 

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原则；道家亦有“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之论。

要求克服杂念，排除外界干扰，保持清明平和状态，惟此，才能悟道，产生出超常的智慧，

使心灵无拘无束，逍遥自在。靳埭强先生的海报作品中大量余白所产生的恬淡虚静，亦符合

道家此至高之境界。 

 

白色通常是靳先生海报的底色，不但充满了诗意，而且凸显了主题，充盈着一种独特的艺术

魅力。在靳埭强 1993台北设计讲座海报中大片的余白中便是如此。以形而论，余白为海洋，

石与纸间为海峡；以意而论，余白为空间、为意念，石与纸间为交流、为沟通；而沟通系列

海报，更是将这一空白的创意发挥的淋漓尽致。 

 

以静凸现动，以余白凸现主题，是靳先生海报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大量的余白使观者

产生一种沉静空灵之感，以凸显主题之凝重强烈，使之产生出一种对比与和谐。同时，靳先

生“用墨以啬”使主题“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获得夺目之感。《香港艺术家年奖》海报(199

1)便是如此，以大片余白凸显试剑石的刚劲强烈，而使用压裁手法使石断开，凸现“成功之

前，必磨剑练功……试剑石断，锋芒显现。”的强烈视觉效果，令人拍案叫绝。 

 

靳先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行设计教学活动的海报《勇破成规》(1992)，则以余白中潜藏

活力，静中寓动，契合图中的“圆分尺断”，重新构成了破旧立新之后的新篇章。静而非空，

“余白中充满了气的流动，是天地万物中潜藏的一种动力。”(杉浦康平语)虚中有实，静中有

动，无为而无不为。故靳先生的作品充盈着淡泊恬静的哲学精神而又散发着盎然四射的生命

活力。 

3.性灵之眼 

 

在靳埭强先生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元素——红点，一个朱红而鲜亮的红点。他

说“红点是我在八十年代开始衍生的一个视觉元素，也是精神元素，它可以融汇我的设计意

念，有生命地传递着丰富的讯息。” 

 

如同他说的那样，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红点成为了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视觉元素和精神元

素。靳先生在不同的作品中奇妙地将红点融入，成为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既令人惊讶，又

令人叹服。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红点反复进入他的作品，作为一个视觉元素，红点其实是艺



术家作品中的一个中心和焦点；作为一个精神元素，红点是艺术家精神在作品中的凝聚和爆

发。 

 

红点本身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但它与作品中的其他元素在一起时，却能产生无限的联系和

非同寻常的深刻含义。艺术家在此即为红点，红点即为艺术家，这是一种艺术家心灵与物的

契合，是艺术家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契合点。如靳先生《爱护自然》海报(1992)中，

层层包裹石块的宣纸之中的红点，在此既为自然之伤口，警示人们，又可做为人类良知之眼，

正视自身，以保护环境，保护自然。 

 

而在《日本 IDEA杂志专题评介靳埭强作品》(1999)海报中，红点则“化物为意，点出创意

的精神”，同时红点作为日本国旗图案的主要元素而象征杂志的日本概念，亦点出杂志是以

日本人的视觉来评价靳埭强先生作品的。同样，《名古屋香港著名画家十三人展》海报亦表

达了此种创意精神。 

 

《香港佛教周》(1989)海报中的红点，则既是佛法，又是我心，表现了佛法与人常在，佛法

与我心常在，我心即佛法，佛法即我心的“知心见性”之禅宗精神。 

 

除此之外，靳先生的红点亦是一种神秘感，“这种特质会令人惊叹、令人沉思……这种特质

蕴含丰富的感情，能诱发观赏者的思索、联想，从而把观赏者带进作品的思想领域中。”(美

国—Ivan Chermayeff语)透过靳先生这美丽而神秘的红点——性灵之眼，我体会到它具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  

4.大巧之拙 

 

老子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讷。”

而靳埭强先生的海报作品中若缺、若拙、若讷之水墨笔意则呈现其人生智慧的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辨也。 

 

看靳先生之海报作品，往往夺目而来的是那气贯长虹的灵韵水墨，或如蛟龙，破纸欲出，或

如处子，意守静笃。“笔和墨描画出来的不是甚么绘画，也不一定是字，只不过是饱蘸墨液

的毛笔在运走时表现出优美的轨迹来，那些由黑色到灰色以至呈现奇妙的浓淡度，使人感到

东方心魂的跃动，靳埭强那简洁的画幅，以蜿蜒游动的造型设计成的海报，虽并不奇拔，却

有一种魂萦梦绕，需要发倍投问的依依之感。”(田中一光语)水墨成为靳先生海报创作的最为



重要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 

 

把水墨融入设计是靳先生的独创，而水墨所承载的东方神韵更是靳先生性灵之所依也。从早

期的《一画会会展》海报(1979和 1983)到近年的《汉字》系列(1995)、《自在》系列(199

6)和《九九归一》(1999)无不渗透先生对水墨的钟爱与不舍。若说先生 1977年《集一画院

设计课程》海报和 1979《一画会会展》海报表现得“不缺”与“不拙”的话，那么后来与《自在》

系列则为一种“大缺”与“大拙。” 

 

台湾印象海报展邀请参展作品《汉字》系列中饱含浓情的“山”、“水”、“风”、“云”磅礴大气让

人心仪，使人深感山之“伟岸博大”、风之“骤动无影”、云之“飘逸非凡”、“水之灵动幽远”，以

及其中天地万物潜藏的天人合一的阴阳脉动，可谓将水墨的性灵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以为此

系列乃先生之“大巧”作品也。 

 

而在为日本特种制纸“自在”花纹纸设计的海报《自在》系列中，饱含靳先生人生哲学思想的

浓墨榜字，或行云流水，或憨态可掬，或自由自在，或木讷若拙，无不契合“行”、“坐”、“睡”、

“吃”、“玩”等的生之真谛：行在乎于神之逍遥而不在乎鞋履之间；坐在乎于思辨而不在于庙

堂市井；睡在于物我两忘而不在乎床塌木瓦；吃在乎于心无旁骛而不在乎于酒肉草木；玩在

乎自由自在而不在乎得失输赢……其形之缺、之拙、之讷让观者感受先生创意的大盈、大直

与大辩。是谓之先生之“大拙”精品也。 

 

其实“水墨和色彩，本身并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给予它们的意念，而又能运用它们传

递讯息。”靳先生道出个中真谛，形与色在乎于创作者之心与神也。也只有像靳先生这样“一

位来如云、清逸的得道者。一位真真正正的中国人，一位懂笔墨的亚洲设计师，一个以颤动

的点滴交融感情的人”(安尚秀语)才能创造如斯之境界。 

  

5.天成之韵 

 

“我常常玩物，不论古今，志在欣赏、学习、拥有，偶然用于设计，则视乎如何化物为意，

点出创意的精神”这是靳先生在自己“玩物”的总结，而“化物为意，点出创意的精神”则是靳先

生海报创作中的神来之处。 

 

在《世界 33人双海报邀请展作品》、《勇破成规》、《1997亚太海报展》、《靳埭强台



北设计讲座》、《沟通》、《香港艺术家年奖 1991》、《爱护自然》等许多海报作品中，

石块、尺子、砚台、毛笔等中国传统器物成为海报主要的创作要素，而无论做何种出现都以

其所蕴含的强烈、神秘、极致、文化、典雅的气度使观者感受到不同海报主题所表达的不同

的震撼。 

 

《世界 33人双海报邀请展》(1997)海报中，器物中不仅有先生惯用的传统形象——古籍，

而且又有极为现代的科技象征——光碟。这一古一今的两件器物在此成为古今之资讯不断衍

进的象征，成为先生心中“道生一、一生二、再衍生万物”的道家不老思想之象征。 

 

在《亚太海报展》海报(1997)中，先生钟爱的尺子成为主体，五把不同单位、刻度、长短的

尺子代表了五位不同风格与观点的评委，“很多尺的长短尺度都不同，好象人的观点都有一

些差异”。在尺子那光洁、严谨、古香古色耐人寻味的外在形象里被注入了理性的、独特的

创意和思想。而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学活动海报《勇破成规》(1992)中，同样的尺子，则

被靳先生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尺子的另一面——规矩、守旧——被提炼出来，破尺——成为

破旧的象征，表达了先生对青年学生“不要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殷切希望与鼓励。如果说

这两幅海报中的尺子是靳先生对同一类器物的不同应用中“点石成金”的魔棒，不如说是先生

“胸中自有丘壑”，只是信手拈来而已。 

 

《沟通》海报中“绿端砚、小石山、试金石……每一片石都有它的特点，也有各自不同的背

景，就象每一地区有不一样的社会发展”，如靳先生所说，这四块石块不仅以其形状象征大

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块的地理特征，而且更以石的同质来象征同源同宗的同胞亲情。这

恰如天成的石块应是靳先生化物为意的经典之作。 

 

“我爱自然，也喜欢自然的一石一木，甚至一片字纸，自然的美应可表现自然的心思。”器物

的应用基于先生对自然一石一木的挚爱。唯有对自然、对器物的挚爱，“不计较技法的巧拙，

器物的贵贱，以物寄情”，才能顺手拈来“化物为意”，自然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