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位學生將科技結合創意，呈現水墨藝術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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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Taylor形容，跨媒介的創作很有
興趣，有很大發揮空間。

水墨畫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水墨畫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風格獨特風格獨特，，在世界各在世界各
地廣受歡迎地廣受歡迎。。由藝育菁英基金會由藝育菁英基金會主主辦的辦的「「 全球水墨畫全球水墨畫
大展大展20212021 」，」，展出來自世界各地的水墨畫佳作展出來自世界各地的水墨畫佳作，，向公向公
眾推廣水墨畫藝術眾推廣水墨畫藝術。。會方是次會方是次再度與香港都會大學再度與香港都會大學
（（都大都大））合作合作，，邀請邀請十四十四名學生參與展覽名學生參與展覽，，其中四位其中四位
學生學生利用數碼與多媒體技術利用數碼與多媒體技術，，透過動畫透過動畫、、擴增實境擴增實境
（（ARAR））及水墨填色的嶄新方式呈現傳統水墨作品及水墨填色的嶄新方式呈現傳統水墨作品，，充充
分展現其創意和想像力分展現其創意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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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墨畫大展2021簡介
由藝育菁英基金會主辦的全球水墨畫大展於2017年首

次舉辦，廣受歡迎。主辦單位於今屆展覽徵集了近3,000

幅來自全球逾15個國家及城市的水墨畫作品，再從中精

選500幅佳作展出。作品題材分為人物、花鳥、山水、動

物和當代五大類，各有特色，呈現不同風格。都大學生

的作品在多媒體藝術區展出，將傳統水墨畫融合現代科

技，令水墨藝術跨越既有界限，營造出具互動性的水墨

藝術體驗。展覽並設有多場水墨藝術講座及示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到展覽會面參觀都大學生的作品

都會大學學生參與藝壇盛事都會大學學生參與藝壇盛事

以創新科技呈現水墨藝術

漫畫大師作品營造新感覺
邱凱瑜（Crystal）和許焯詠（Janice）是都大動畫及視覺特效

榮譽藝術學士課程三年級學生，兩人都熱愛創作平面動畫，更多

次合作參加校外比賽，堪稱最佳拍擋。她們獲導師推薦，參加這

個藝壇盛事，感到非常興奮。兩人以本地漫畫大師黃玉郎的作品

為藍本，製作平面電腦動畫，過程既新奇又充滿挑戰。Crystal

指，原作是以漫畫角色的眼部特寫剪影為基礎設計，再於剪影上

繪畫多名經典漫畫人物角色。她們保留原作的精髓，利用電腦特

效令角色按先後次序在剪影登場，四周還有其他漫畫角色作為襯

托，令構圖更豐富。

Janice補充說：「 以往創作平面動畫都是由零開始繪製角色和

場景，今次卻要化整為零，將一幅完成畫作分拆成不同部分，再

重新組合，與以往的創作很不一樣。 」為了讓人物出場更有動

感，兩人特別為不同角色加入動作。這個效果要將角色各個部位

分拆為不同圖層，再按動作姿態整合，工序非常耗時和花工夫。

「 我們最初打算讓所有角色逐個出現，但考慮到箇中程序極為繁

複，最終聽從導師的意見，作出取捨，只有核心角色才逐個出

場，其他角色則以幾個為一組，讓作品的焦點更集中。 」Crystal

稱，導師的意見非常寶貴，而且具參考價值和啟發性。兩人笑

言，經過這次創作，大家對後期製作技巧和相關軟件的操作更為

純熟。她們期望畢業後學以致用，從事插畫設計的工作。

立體動畫令金魚栩栩如生
張嘉慧（Taylor）同樣是動畫

及視覺特效榮譽藝術學士課程

三年級學生，相對於平面動

畫，她更擅長製作3D立體動

畫。今次展覽讓她有機會作新

嘗試，挑戰自己，以水墨畫家

林瑞庭的《金魚畫》為藍本，

將平面的水墨畫加入AR立體效

果，畫中金魚就像有生命般從

畫中游出來，予人活靈活現

的感覺。觀眾更可以透過

AR技術與金魚合照，猶如置

身畫中。

為力求完美，Taylor花了一個

月創作，由繪製金魚的電腦立體

模型開始，按照原作將金魚製成

電腦立體模型，再組合成一條條

金魚。然而，過程並不輕鬆，

「 由於原畫中只畫出金魚的正面，我需要額外製作金魚的背

面及側面等不同部位的細節。另

外，為了令畫面更有動感，我最初

打算模擬金魚游動時轉圈，惟因電

腦技術的限制，令金魚在轉圈時出

現變形的情況，所以最終只可在其

中一條金魚加入魚尾擺動。 」她感

激導師給予許多建議，助其修正技

術上的疑難。「 在創作過程中遇到

許多從未預計的難題，導師提供了

很多意見，經驗相當寶貴。 」更重

要的是讓Taylor發現跨媒介創作有

很多可行性，激發她今後嘗試更多

跨媒介的創作，亦令她下定決心以

3D動畫作畢業作品。

跨媒介創作增添觀賞性
劉雅艷（Tina）現修讀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藝術榮譽藝術學士

四年級，平日熱愛拍照及拍攝視像影片，對風景題目特別感興

趣。她今次從參展的內地著名水墨畫家吳占春三張作品中選取

《夢中江南》作為創作題材，她先從畫中選取合適的部分，再以

電腦技術將畫作數碼化，把房屋、樹木和山丘等加工褪色和留

白，讓觀眾在欣賞的同時，利用數碼畫筆在留白之處，填上喜歡

的顏色，體驗繪畫水墨畫的樂趣，增添互動性之餘，亦可推廣水

墨藝術。

「 最初看到畫作時以為很簡單，細看才發現畫作中每間屋、每

棵樹的線條和紋理都是獨一無二的，必須用心觀察每項細節，才

能準確地還原作品，確保數碼化的過程不會影響作品原貌，同時

又可以讓觀賞者發揮創意。 」Tina明白到欣賞藝術作品時不但要

看整體構圖，還要了解作品背後的心思、想法和希望傳遞的信

息。「 幸好導師在思想創作方面給予我很多寶貴意見，加強了我

對藝術閱讀及創作的能力。 」是次展覽讓她體會到藝術與不同媒

介結合，可發揮意想不到效果，更加深她對數碼藝術的興趣，打

算今後深入鑽研相關範疇，作更多嘗試。

▲▶參與展覽的都大學生作品

◀Janice（左一）和Crystal（左二）的創作，
得到原作者黃玉郎（中）讚賞。

▲Tina指，觀眾欣賞畫作之餘，可利用數碼畫筆在留白之處，填上喜歡
的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