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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    

一双不一样的手 画出心灵的平静 
    

陈 思薇，一位画者，如她的名片所看到的。她的名片很简单，只有她的名

字、两个网址，还有一幅作品图片，整张卡片就是那么乾净，资料少得让人想

要多了解这个人 都难。当你看到思薇时，你并不会觉得她和一般人有什么不

同，但是思薇把她的双手摆在我的面前，於是她让我知道了，是她那双与众不

同的手，构成了她的作画生 涯，她的人生。。。。。。 

思薇，1969年出生於槟城，一个华人人口比例在马来西亚可算是最高的州

府。思薇从小就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里长大，在她 5、6岁开始要学写字时，

她的右手 根本没有力气捉住笔杆，所以她用左手写字。母亲并不了解思薇的

手其实是有问题的，思薇的右手比左手来得瘦弱，而且有一些扭曲，不能正常

运作。在传统的观念 上，母亲认为写字当然是用右手的，因此她用塑胶袋绑

著思薇的手和笔学写字，就这样不断学习、练习。思薇现在两只手都能运用。

但是思薇说，在作画时，如果是 需要画比较细腻的部份，她会用右手：相反

的，如果需要画一些比较大幅度，需要以比较快的速度来画画时，她还是得用

左手。 

认同自己是自闭儿童 

从小，思薇因为这双手而常被同学嘲笑，甚至老师也不能谅解，拿她来开玩笑。思薇本来就文静，

也因为这样，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她认同自己当时其实是一个自闭 儿童。至於她从小如何被人嘲

笑、欺负，她的家人也不知道。思薇不说话，甚至造成她曾经有段时间是有点口吃的，所以她画，

她用画抒发自己的情感，她承认她没 有画画的天份，往往一幅画的构图，她可以花很长的时间，

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来思考。但是她就是爱画，惟有画画，她才能找到自己。 

思 薇说，她的画可以分为三类，那就是街景、莲花以及佛像。我问她，只画这三种画，对自己不

算是一种局限吗?她说，其实要在这个局限之中，找到一个属於自己的 空间，也是一种挑战。就好

像她的手一样，她如果没有这样的手，她也不会作画了。因此，局限里也有一个空间等待著你去开

发。 思薇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思薇表示，小时候每逢周日，母亲都会带著思薇去听经，思薇

当时还小，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有一种压迫感，因为做这些 事情只是为了顺从她母

亲的意愿。但是渐渐的，思薇喜欢听别人诵经，听到诵经的声音，她觉得心里很平静、很祥和，而

她自己身体不好，中气不足，所以本身并不 热衷去诵经。 

记得中学时代，她学会了骑摩托车，於是一有兴致，她趁天还未亮，4、5点的时候，她就起身，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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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摩托车，坐在寺院门口听别人诵经。听完经後，她就去走走，看看晨运的人，吃个早餐，又回到

家里，继续会周公。她笑说，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只知道她早早出过门而已。  

 

扮演接引的角色 

思薇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好的佛教徒，也希望她的画扮演一些接引的角色，让看她画的人来认识佛

教。她说： "我的画就好像一本书的封面，我把封面设计得吸引人，让看到的人都会想翻一翻这本

书。但是，我只能引导他们来看这本书，而书里的内容就得靠他们自己去阅 读，去了解了。" 

为 了画莲花，思薇听人家说怡保般若岩有很多莲花，就跑去那里挂单了两个月。去到那里才知道

有莲花的地方其实是在般若岩隔壁的净宗学会，和附近的一些洞穴。她 由素描开始，尝试去捕捉

莲花的韵味。过後，以岭南派的方式画莲花；早期，这种方法也曾被竺摩长老运用在作画上。岭南

派是一种彩墨绘画，水彩的韵味，加上水 墨画的精神，而用墨的成份就依个人的爱好而定。 

刚开始思薇就以传统的方式画很传统的莲花。可是， 画了很久，也不觉得有什么进展。於是，她

放弃了用墨，也不画莲花的任何陪衬，比如莲花的叶，茎等。她只画"莲花"，再配合她个人的感受

及构想，形成具有个 人风格的莲花画作。她的其中一幅作品就把银河系及莲花组合在一起，以莲

花取代银河系里的无数的星体。 

画里她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些体验，她觉得要成就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很多的助缘，而银

河系里就是由无数的星体组成，而她用莲花取代这些星体，以莲花来代表一切助缘。 

她 说，她自己遇到困难也不会主动去找人来帮忙，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去解决，弄得自己焦头

烂额。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她本来有机会去上海大学读美术的，但是当 时遇到 1997年经济风暴，

家里也没办法资助她，她去新加坡打工，早上上班，晚上帮人捧菜、洗碗，还是凑不到足够的数

目，在种种不能配合的因缘下，她只好 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她深深觉得要成就一件事是必须

依靠许多的助缘。 

去到新加坡，也算打开了她 的眼界，她能接触的更多，看到更多国际的画作展览，对她也起了一

定的启发。接著，她采用了"压克力"来作画，压克力间於水彩和油画之间，乾得快，加水就有 水

彩的效果：加油就有油彩的效果，但颜色比油彩更艳丽。她也从画许多莲花，发展到只画一朵莲

花，加上创作的概念，让她画的莲花也越来越有个人的风格。 

思 薇说，她小时候是住在战前留下的排屋，她对古旧的建筑都有一份不舍的情怀。所以，刚开始

画画时，她在槟城时喜欢四处走走，去看看一些古建筑，宗祠、寺院 等。她喜欢研究在寺院或宗

祠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词句，所以她也自己找一些经典来阅读，遇到幽美的词句，也记起来，运用

在她的画上。 

此 外，去到寺院，她喜欢看著佛像，看著佛像让她感觉平静、安宁。於是，她也著手画佛像。但

是，她觉得相由心生，自己学佛的体验也不多，也谈不上有什么修行， 所以她不想画那些让人供

奉的佛像画，她也觉得受不起别人对她的画的如此恭敬。再加上，佛陀在世时也不赞成画他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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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思薇把佛陀生活化，把他融入在一些 街景中，接合两者，再从这样的意境中，传达一些佛法

的讯息，给人一种短暂的宁静和欢喜。 

有趣的是，思薇说她的街景画一定会尽量塞一部三轮车在里头。她小时候就是坐三轮车上学的，所

以三轮车对她来说有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怀，就和她画街景的情感是一样的。 

思 薇说： "艺术是一种工巧明，以佛教的五明来讲五明可以摄受，并接引众生。"甚么是五明呢?"

五明"为梵文 Pancavidya 的意译，原为印度佛教教授徒众的五种学问。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内

明，是自心明白的佛学；第二是因明，这是一种考证学，可以用科学的考证，依照逻辑学证明 来

源及成效，是由理念去讨论及考证的学问：第三，是声明，这是一种文字语言之明，可以向人们宣

说佛音、妙音，又有多种语言的造诣，度化不同种族的众生：第 四，就是医方明，是用医术来引

度众生：第五，就是工巧明，例如建筑、音乐、设计、制作、美术等等。 思薇通过画画来表达心

情，并且希望她的画能接引一些人来认识佛教。从画里，她得到了平静；从画里，她找到了自己。

她相信每一种逆境都有存在的因缘，就像她 的双手：她相信虽然她在佛法上的体验不够深入，但

那不是一种局限。因此，思薇用一双手画出了自己的天空，希望大家在看到她的画时，也能感觉那

一份平静、安 详与自在。 

 

陈思薇的作品 
  

 
 

一朵莲 A Lotus 50cm X 50cm  

  

 
 

宇宙运转 Orbit 60cm X 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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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思、修 Heard, Thought, Practice  

50cm X 70cm 

 
 

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shining through  

60cm X 60cm 

 

采访、惟珍 

图、陈思薇  

法露缘佛教人文艺术杂志 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