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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主辦的知名

連環畫家盛亮賢先生作品回顧展將於

2024年8月10日至20日在悉尼中華

文化中心隆重舉辦，開幕式定於8月

10日（星期六）下午2時。我們誠摯

邀請您前來參觀盛亮賢先生的作品回

顧展，共同感受這位連環畫家的藝術

魅力。

盛亮賢先生（1919年7月-2008

年2月）出生於上海。早年加入中國動

畫創始人萬籟鳴創立的中國聯合影業

公司，創作了首部動畫電影《鐵扇公

主》。後任職中學美術教員。最後他

加入了新美術出版社（即上海人民美

術出版社前身），歷任科長等職。

盛亮賢先生一生致力於連環畫和

中國畫創作，一生共創作連環畫70多

部連環畫，其中《木匠迎親》在1961

年第一次全國美術展上獲得優秀作品

三等獎。其他代表作品包括《枯木逢

春》、《林家鋪子》、《白求恩》、

《攻克水下堡壘》和《紅色宣傳員》

等。此外，他還在其他省市的出版社

出版了20餘部作品，如北京人民美術

出版社的《林家鋪子》、四川人民美

術出版社的《鐵扇公主》、福建少兒

出版社的《太湖傳奇》和上海教育出

版社的《中國歷代大畫家的故事》等

等。

1990年，盛亮賢為新加坡出版

社創作連環畫《三字經》，該書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為品德教科

書。1993年，他為日本一株式會社創

作了20多幅三國人物造型（中國畫）

。退休後的30年間，他創作了大量中

國傳統水墨畫，包括人物，山水，花

卉等，尤其擅長人物畫的線條勾畫。

盛先生的作品既體現了中國傳統

藝術的精髓，又充滿了個人獨特的藝

術風格。無論是《鐵扇公主》中的生

動畫面，還是《木匠迎親》中細膩的

筆觸，每一幅作品都蘊含著濃厚的文

初 次 見 到 梁 先 生 ，

是在悉尼文人的一次晚宴

上 。 聽 說 他 曾 經 是 香 港

的實業大佬，如今退休，

安度晚年。梁先生比較清

瘦，表情有些嚴肅，知性裡面帶著一股威嚴。簡簡單單的

一件藍色襯衫，披著一件西裝。我之前不認識他，他很低

調的樣子，那天沒有過多交流和留意。經過文友介紹，交

換了聯繫方式。那天正好悉尼雨軒詩社的現代詩歌新書發

布，作為作者之一，我送了他一本詩集。

再一次見到梁先生，是在他做東和宴請的悉尼文人晚

餐會上。記得在《有本事》中，馮唐這樣寫道：“判斷一

個人是否靠譜，不是看權勢、地位，最靠譜的方式是讓這

個人請一次客、吃一次飯……”馮唐在書中舉了一個親身

經歷過的故事，他曾經組過一個朋友局，叫了十個交往比

較好的朋友吃飯，挑選了一家高檔的餐廳，提前預定好了

菜品和包廂。為了不出差錯，馮唐當天又去廚房巡視了一

圈，確保食材是最新鮮的。在馮唐滿心歡喜等著朋友們到

來時，他接連收到了六個朋友的爽約電話。主廚得知後，

急了：“食材都是按人數買的，他們怎麼能這麼做！”馮

唐沒有生氣，笑著說道：“沒事，還是按照原來預定的人

數做，等會兒就把錢結了。多出來的菜幫我送給今天在店

裡的顧客。”

那天的晚宴也有三位出了點情況，一個臨時有事情沒

有來，一個搞錯日期沒有來，一個遲到很久才出席。梁先

生表現得“寬以待人，嚴於律己”，他自己早早到達，對

別人的缺席或者遲到絲毫沒有生氣，等眾人來齊了笑著點

餐，那晚點的菜肴都是時鮮的美味，盡顯請客方的誠意。

那天的晚宴讓我意外的是他帶一本我想看的書，之前我

只是隨口一說，有一本想讀沒有買到的書，說了書名後，

他說他家有那本書。一

個曾經事業叱詫風雲的

人物，居然一點架子也

沒有，小事都記得清清

楚楚，既“隨和”又“

真誠”，一下子讓我對他刮目相看。靠譜的人，凡事有交

代、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人的一生，能與靠譜的人

在一起做朋友，就是最大的福氣。

後來梁先生委托我買一本202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新書：《發現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李莊是

一個西南邊陲小鎮，卻與重慶、成都、昆明並稱為“抗戰時

期四大文化中心”；如果你讀過岳南的《南渡北歸》就會知

道，抗戰期間，這個長江邊的四川古村落，匯集了國立中央

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一批國內

一流的文化機構。梁思成與林徽因是一對著名的學術夫妻，

中國建築界最輝煌的一部著作《中國建築史》，就是他們在

李莊花了整整六年功夫(1940年-1946年)完成的。

梁先生說：“以後有機會，我會去李莊看看。因為文

化是李莊的魂，是李莊的根。我感慨過去的艱苦歲月已經

成為歷史，但這段歲月裡在抗戰時期以文抗戰的事跡，卻

繼續向新時代的我們娓娓訴說著那個年代的家國情懷，教

育我們不忘初心，傳承美好品格。期待有一天可以走過古

鎮小巷，感受一眾大師在這個小鎮潛心鑽研的足跡。”

聽說梁先生一直非常尊重文化和知識，為了家國情

懷默默做一些文化界的捐助工作。家國情懷是對國家認同

感、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彙和系統集成，是

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密碼。歲月不居，時光流轉。魯迅先

生說過：“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

國才有真進步。”梁先生用他的“隨和真誠”和“家國情

懷”美好著這個世界。

隨和真誠 家國情懷
陳昆西

西方知識分子創造了左派、烏托邦和社會主義。馬

克思、恩格斯都是其中一員。馬克思是一個相當聰明的

人，他巧妙地繼承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又與黑格爾的辯證

法結合，形成了唯物辯證法，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三大

支柱”之一：從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中，發展出《資

本論》形成了政治經濟學，也是他理論的第二大支柱；又

從16世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從流行於19

世紀初期的西歐，代表人物為羅伯特·歐文、聖西門和夏

爾·傅立葉，主張建立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弊端的理想社會

的構想中，建立了他社會主義的理論，成為他理論體係的

第三根支柱。

何與懷博士的藝術評論《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

的揭示》一文中，通過對著名畫家沈嘉蔚的巨幅油畫《巴

別塔》創作背景和過程的描述，揭示了共產烏托邦的終極

歸宿。同時也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系統性的歸納和總結。

據何博士描述“巴別塔”出自《聖經‧舊約》記載的

一個典故。故事這麼說：洪水過後，挪亞後人興旺發達，

遂造通天塔欲揚名天下。上帝深為人類的虛榮與傲慢而震

怒，遂一夜間改變他們的語言，使之互相不能溝通，人群

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廢。“Babel”來源於動詞“balal”

，在希伯來語中意為“使困惑”或“使混亂”，這個字也

可說來源於阿卡德語“bab-ilu”，意為“神之門”。對許

多無神論者中國人來說，他們注意到《聖經》這個典故，

倒是通過中共新華社主管主辦的《瞭望》周刊1984年第

1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國的“通天塔”》。“

通天塔”就是指“巴別塔”。文章報道胡耀邦總書記在

1982年4月1日給數學家華羅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古代

巴比倫人建造通天塔後說：“現在，中國人接過了巴比倫

人沒有實現的理想。那個愚弄巴比倫人

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

們能不能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地為這個

工程而英勇獻身呢？如果能，我以為，

它的成功，是可以計日而就的。”

著名畫家沈嘉蔚當年第一次注意

到“巴別塔”這個詞，據他回憶，也是

因為胡耀邦這封信這段話。後來他在澳

洲閱讀了巴別塔的故事，認為這是一個

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深刻隱喻。通過了二

十年的創作和不斷反思，終於完成了巨

幅油畫《巴別塔》系列組畫。以此作為

他，一位前共產黨人，對徹底埋葬共產

主義的一種情懷和表徵。

以下是何與博士在該文中所表達的

觀點：

1，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來社會

是自由人聯合體，可以說是他們對共產

主義的修正。

2，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

18日政變》一書中的“階級的存在僅

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是對《共產黨宣言》的斷言“至今一

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

修正。這個修正非常重要，馬克思把階

級和階級鬥爭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

段，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

3，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的肯定，

是他們對公有制的修正，對剩餘價值學說和剝削論的修

正。

4，馬克思晚年提出社會發展階段論，提出無產階級

必須通過競選和平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

主義，是他們對階級鬥爭、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論的

修正。

5，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主制，提倡個人的自由發

展，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論的修正。

馬克思也曾經說過，他“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確實，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馬克思並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

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對社會客觀實踐的研究，

逐步看出問題的所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學說，其晚年的

思想已經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

晚年的恩格斯，親眼目睹了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思

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幡然悔悟寫道：“老的政黨注定要滅

亡，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

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

必須開辟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

道路。”（《工人政黨》）

馬克思本人的確在其晚年的著述中，公開表明他不

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在晚年逐漸地開始回歸雖

然沒有完全去極端化，但與早期的思想相比，已經平緩了

許多。是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在他的名

著《國家與革命》中，他把無產階級專政無限地擴大化，

並且竭盡全力地運用到社會實踐中。列寧主義讓共產主義

的思想實驗，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實驗。而許多不幸的

人，無辜地成為了這種社會實驗的犧牲品。蘇聯作家索爾

仁尼琴的小說《古拉格群島》正是這些悲劇的文學再現，

類似的作品也是汗牛充棟，記錄了列寧主義對人類社會和

文明的侵害和滔天罪行。

人類社會迄今為止，除了社會主義共產社會是由人為

設計的，其他所有的社會形態都是自然形成的。放棄了自

然之手，想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

弊端，其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也反映了人類的狂妄和無

知。人類的智慧有限，根本無法達到神的境界，往往會出

現更多的弊端，甚至災難。科幻電影《朱羅紀公園》正是

表達了這種演繹和最終引發的災害，是一種人類自以為是

的一個例證。人們為恐龍設計了一個完美的生態環境，讓

恐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一個不起眼的偶然因素，

引發事故乃至演變成巨大災難。縱觀人類歷史，任何人為

設計的項目，沒有不出錯不發生事故的，無論是核電站還

是航天飛機。人類設計的社會形態又怎能逃脫出錯命運？

何博士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撰

寫的《共產黨宣言》明確宣佈：“共產

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

來：消滅私有制。”如研究者指出，自

從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基本上就一直

是私產社會，主張共產無異於從根本上

顛覆文明，因此，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認

定共產主義是人類文明的大敵而堅決反

對之。但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不

少人認定共產主義是打開一個嶄新世界

大門的鑰匙。他們發現當今生活其中的

私產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

罪惡來源於私產制度本身，以為一旦實

行共產，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

就滿是和睦與情誼。這是共產主義最吸

引人或最迷惑人的一點。但這只代表馬

恩早期的思想，要知道馬克思在寫《共

產黨宣言》時，只有二十多歲，本身的

思想也並不成熟。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思

想理論體系，人們覺得其中一些觀點可

以研究可以借鑒。馬克思主義人道主

義或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

思主義異化論，就使世界上很多學者非

常著謎。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修正”

，讓一些人找到為馬克思主義爭辯維護

的理由。他們指出，恩格斯說過這樣的

話：“歷史證明我們曾經錯了。”馬克

思、恩格斯根據對社會客觀實踐的研究，逐步看出問題的

所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學說，其晚年的思想已經走向

了“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進步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

著人類思想認知的不斷完善和提高，社會弊端也會不斷地

被清除和改革。當然新的問題新的弊端也會不斷湧現。人

類知識分子的美好願望，就是通過一次人為設計的方案，

快速地解決人類的問題。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實驗和列

寧主義的社會實踐，證明了這種想法的幼稚和危害性。

社會發展本身有其內在的規律，有那看不見的“上帝

之手”在背後操縱。但人類是否會不斷地建造新的“巴別

塔”呢？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們正在創

造歷史，但什麼是歷史呢？歷史是活著的人，為了活著的

人，所再現的死者的生活。

從巴比塔的啟示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修正
——讀何與懷《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聞  濤

■沈嘉蔚和他的巨幅系列油畫《
巴別塔》之二《英特納雄奈爾》。

悉尼東海岸的波坦尼灣(Botany 

Bay)，有個風景優美的岬角拉珀魯斯

(La Perouse)，這是一個以十八世紀

法國航海探險家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二十多年前我移居澳洲有幸坐飛機而

不是坐船抵達，初到悉尼時租住在

Randwick，居所離波坦尼灣拉珀魯斯

不遠。記得剛到的某個周末，朋友開

車經過那兒指點了一下，說此地是歐

洲白人最早的登陸地。我當時初來乍

到，反應有一點點好奇，因為這地名

聽上去不是英語也不是土著語。

後來在大學課堂上聽老師講法國

繪畫史，講到一幅畫，畫面表現的是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授意航海探險家La 

Perouse尋找南大陸。拉珀魯斯率領的

船隊於1788年1月26日進入了澳洲東

海岸的波坦尼灣，登陸了後來以他名

字命名的岬角，未曾想英國第一艦隊

早他們幾天就已在此登陸。法國船隊

只好做短暫停留，補充給養後離開。

當時老師拿這幅油畫說事，最後來了

一句：假設法國人比英國人早登陸幾

天會是怎樣？如果假設成立，我們澳

洲人現在都要說法語而不是英語了。

聽者會心一笑。其實，我不太在

乎我們這些後來登陸的移民會不會說

法語，而是非常好奇假設法國人登陸

了並宣佈是法國殖民地，那法國人會

在這塊大陸上做些什麼呢？我們這些

移民，多半是在1788年歐洲白人登

陸澳洲二百年後陸續到來的；於我而

言，既然選擇了在這塊土地上生活，

自然會對這個地方發生的傳奇故事格

外感興趣。比如波坦尼灣這個拉珀魯

斯岬角，我曾幾次去到那兒，站在岩

石上近觀遠望，在滿眼藍天白雲沙灘

海水的自然美景中，歷史紀錄片的鏡

頭也仿佛慢慢地從遠處搖近。

早在1770年，大名鼎鼎的英國

航海家制圖測繪師庫克船長在澳洲東

海岸登陸，因發現登陸地的植物種類

很特別，便命名其為Botany Bay（又

譯植物學灣），並宣佈澳洲東海岸為

英國所有。不過，澳洲真正成為英國

囚犯流放地是在1788年，當時，英國

菲力普船長指揮的第一艦隊11艘船，

載著一千四百餘人包括七百餘囚犯，

歷經八個月的海上顛簸，於1788年

1月18日在波坦尼灣登陸。然而登陸

之後，菲力普發現那兒缺少淡水，且

開闊的海灣也不利於船隻的停泊，於

是第一艦隊就駛去了悉尼灣(Sydney 

Cove)。八天後的1月26日，在悉尼正

式建立起第一個英國殖民區，菲力普

也就職成為首任總督。

也 許 ， 歷 史 有 它 魔 幻 的 一 面 ，

因為幾乎在那同一時間，當英國第一

艦隊的船隻駛離波坦尼灣時，拉珀魯

斯率領的法國船隊正駛進同一海灣。

一進一出地迎面相遇，動靜不會太

小。拉珀魯斯當時心裡是怎麼想的

呢？他在1788年1月的航海日誌中寫

道：“24日，我們看到一支英國艦

隊停泊在波坦尼灣內，我們可以看到

其中的旗幟和三角旗。歐洲人都是同

胞，相隔這麼遠，我們最迫不及待的

事就是想到達錨泊之地。但是，第二

天天氣大霧，看不清陸地。26日早上

九點才到達錨地。”

就 這 麼 幾 天 之 遙 ， 登 陸 澳 洲 這

個載入史冊的歷史性時刻，法國人可

謂是失之交臂了。想當初法王路易十

六受英國庫克船長航海探險測繪的啟

發，親自任命經驗豐富的海軍軍官航

海探險家拉珀魯斯環游世界並探索太

平洋地區。1785年，拉珀魯斯率領“

布索爾號”和“星盤號”啟航，他的

船上配備了當時先進的計時器和導航

設備，還有植物學家、天文學家、水

文學家和自然歷史學家隨船做科學考

察，目標是探索太平洋地區的南美、

亞洲、澳洲，完成庫克船長開始繪制

但未完成的地圖，發現並建立新貿易

的海上路線；同時，法國人也想尋求

開拓新的領土。

多 麼 遺 憾 ， 拉 珀 魯 斯 率 領 的 法

國船隊明明在1788年1月24日已抵

達澳洲東海岸，但是，直到1月26日

才進入波坦尼灣。而就在同一天，菲

力普開始將整個英國第一艦隊轉移到

了更適宜定居的悉尼灣，並在那裡為

英國王陛下插上了一面旗幟，進而接

管了這片殖民地。一個星期後，身為

總督的菲力普請他手下的一個中尉去

波坦尼灣，參觀仍停泊在那兒的法國

船隊。只是沒想到，中尉並不是登上

法國船只的第一個英國人，因為在他

之前，有一些英國囚犯捷足先登，他

們從悉尼灣徒步十餘公里來到法國船

上，希望獲得逃跑的機會。

當 時 法 國 船 隊 和 英 國 船 隊 一 進

一出地駛過波坦尼灣時，有些動了心

思的英國囚犯大概是看到了逃跑的希

望，或把法國船隊當成了救星。雖然

那些英國逃犯最後的命運不得而知，

但是，英國中尉奉菲力普總督之命友

好會見並款待了法國船上的人員，他

還瞭解到法國船隊一路航海探險，到

過阿拉斯加、智利、復活節島、菲律

東海岸的拉珀魯斯

■油畫，法王路易十六授意拉珀
魯斯尋找南大陸，1785年

■波坦尼灣拉珀魯斯岬角遠眺。

海曙紅

賓、桑威奇群島、諾福克島等不少地

方。後來，法國船隊在波坦尼灣短暫

停留了幾周，補充了給養物資，船員

獲得了休息。在此期間，手下人員辦

事禮尚往來，只是拉珀魯斯與菲力普

這兩位有來頭的大人物從未見過面。

好像十八世紀的這些航海家、船長、

探險家之類的大人物頗有紳士風度，

沒有為了爭搶新地盤大打出手。

拉 珀 魯 斯 率 領 的 法 國 船 隊 於

1788年3月10日離開波坦尼灣，離

開之前還曾把當時的航海日誌以及要

寄往歐洲的信件轉交英國“天狼星

號”帶回。可悲的是，法國船隊很快

與外界失聯，船上二百餘名法國人再

也沒有回到巴黎。船隊的失蹤在當時

一直是個謎，牽動了法國社會各界的

關注。甚至到了1793年1月21日，

法王路易十六在被送往斷頭台的途中

還在問，“有拉珀魯斯的消息嗎？”

而船隻失蹤的真相要到若干年後才會

浮出水面。1964年，兩艘法國船隻

的殘骸最終在所羅門群島附近被打撈

上來，原來法國船隊在當年離開澳洲

東海岸後不久，就不幸遭遇風暴觸礁

沉沒了。

就那個時代而言，法國航海探

險家拉珀魯斯所做的一切，其影響

僅次於英國航海家製圖測繪師庫克

船長。1785年，拉珀魯斯在法王路

易十六授意下遠航太平洋尋找南大

陸，當時是有人畫了巨幅油畫作為見

證的。我曾經去悉尼新州圖書館觀賞

過這幅油畫，在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之

餘，感慨歷史和人生一樣有太多的偶

然性。假設法國人比英國人早登陸幾

天，澳洲的歷史會改寫嗎？可惜沒有

假設，只有命運捉弄。

陳玉明
陳張會長澳洲行，開拓漢詩七載情。

總會繁榮非易事，和之貢獻顯威名。

弘揚國粹全身勁，培訓精英竭力拼。

播種開花迎碩果，環球共享古文明。

王香谷
丁酉潮州初識君，雪梨一別幾多春。

長存友誼長流水，不老青松不染塵。

風雨五湖承泰運，詩書萬卷樹賢臣。

琴心劍膽人中傑，賦筆吟腸格外珍。

   全球漢詩總會澳洲分會設宴歡迎陳
小明副會長兼秘書長。

重逢陳慧教授見贈
暑日重逢乍似初，筵迎澳國女相如。

家珍娓娓如珠數，腹有華章態自徐。

重登悉尼塔
雲彩海鷗繞塔身，物華依舊感懷新。

天長水闊凝眸辨，何處河山不染塵。

赴澳洲機上
堯封酷暑悉尼冬，鐵翼穿雲朔氣濃。

機上添衣迎降落，大洋彼岸印鴻蹤。

黃金海岸酒店晨起
一路驅馳夢亦陶，鼾聲夜比浪聲高。

推窗忽迸驚奇景，偌大金輪托海濤。

七律．贈全球漢詩總會陳小明副會長兼秘書長

▲

甲辰仲夏夜觀雨隨寄
異態無常夜不眠，道是人心未應天。

雨雪傾城悲時令，風雷動地競瘋癲。

狂奴飽食追淫湎，夾腦空前頌聖賢。

夏破山河依舊綠，秋深草木自凄然。

甲辰仲夏習畫隨筆
筆作鋤頭紙為田，心中弱水遠三千。

揮毫冷對殘陽劍，吮墨悲思半月泉。

孤燭蹉跎愁病篤，雙門濁濊禍黎玄。

硃箋潑出風和日，留予來人共細研。

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陳小明詩七首 晤漢詩總會澳洲諸同仁
騁目蒼穹雲像幻，重洋遠蹈赴南灜。

劫前植桂花初發，別後呵園景更明。

為有唐音傳四境，何辭鷺足走千城。

同祈自此天晴好，吟侶詩田共奮耕。

與鎮雄、東風相聚於澳洲黃金海岸
異域圖如對鏡妝，情難淡泊聚難常。

黃金海岸相逢日，喜把他鄉作故鄉。

自悉尼飛布里斯本俯見
躍上雲端眼界寬，銀麟白絮融成團。

娑婆世界多奇趣，偶在高天得大觀。

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
 張鐵釗詩兩首

■陳玉明會長贈送陳小明副會長白
居易琵琶行長卷書法。

知名連環畫家盛亮賢作品回顧展即將開幕知名連環畫家盛亮賢作品回顧展即將開幕

■ 盛 亮 賢
先 生 作 品 《 喜
臨門》

化底蘊和深刻的人文關懷。

盛亮賢被收入《中國當代美術

家人名錄》（1992年版）。其作品

在上海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

長期展出。

我們希望通過此次展覽，讓更

多的人瞭解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感受到藝術的無窮魅力。歡迎各位

前來觀展，共同領略這場視覺與心

靈的盛宴。

畫 展 地 址 ： G r o u n d  F l o o r , 

Tower B, 799 Pacific  Highway, 

Chatswood, NSW 2067。

展出時間：2024年8月10日

至20日(周一到周六，周日閉館)

，10:00-13:00, 13:30-16:00 

聯繫人: 盛希羅 （盛亮賢之子）

手機： 0478 383 298 or 

0403 108 948

郵箱：emilysheng730@hot-

mail.com ■盛亮賢先生作品《濟公活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