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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展
作品介紹之三

這次提倡棄物循環再用的藝術計
劃在由屠房搖身一變成藝術部落的
牛棚藝術村舉行，別具意義。10多
位藝術家包括郭孟浩、李慧嫻、林
玉蓮、朱卓慧、甘志強、賴雅如、
劉學成、施德燕、王天仁等，發揮
創意把環保與美感融合為藝術品，
同場還有展示徵集中小學生的心意
的「給地球的聖誕卡」展區及「綠
色聖誕禮品攤」，由創意工作者展出
各式環保概念禮品，例如肥皂、拖
鞋、手袋等，讓你全情投入綠色美
感生活中。

創作物料源自生活
從入口內進，最為搶眼的肯定是

由蛙王郭孟浩手製的環保聖誕樹
《蛙蛙樹》。他利用收集得來的木
條、木板和地氈製成聖誕樹支架，
又以綠色的漁網營造樹托的氣氛，配上紅布條和由紅膠袋做成
的膠袋花，一株紅綠色鮮艷奪目的環保聖誕樹就這樣誕生在村
內的廣場上。樹上當然少不了他的個人特色—蛙王的「笑口
常開」標誌和照片，樹身還掛滿了碎石和衫紐。「小朋友可以
拿來玩，我也會在場拍照，跟他們互動交流。」參與行為藝術
的蛙王跟觀賞者玩些小遊戲，讓他們帶上蛙王特製眼鏡，在樹
前拍照留念。

早在70年代蛙王已開始循環再用舊物，包括膠樽、膠袋和舊
報紙等。「當然，創作時候要加點變化，例如把膠袋摺出膠袋
花。未必每種物料都能做到好的創作，所以事前要思考，這是
對物料的探索，就像做實驗，了解物料的特性，然後再化為創
意。」

在這物質富裕的年代，蛙王認為循環利用棄物，是對現有生
活的重新檢視。「大家不妨多些投入生活，親身接觸環境，以
珍惜和自律的態度來生活，像這次展覽那樣，身體力行去創
作，精神和身體都取得平衡，而不只單單在電腦前埋首苦
幹。」

物料運用反映修為
同在戶外展出的還有朱卓慧的作品《彩虹變灰滾雪球》，她

把回收得到的舊筲箕、布料和磚製成色彩繽紛的大型球狀作
品。這個高度及腰的彩雪球，朱卓慧說構思源於她在小時候對
下雪的想像，以及因氣候暖化而泛起對冬天的緬懷。正因顧及
帶出環保的訊息，所以沒有再購買其他物料。「這次所用的物
料都是來自舊作，循環再用。」她還表示有收拾街上的紙皮的
習慣，因此而留意周遭事物，這對藝術家而言，可說是鍛煉觀
察力和發掘題材的訓練。

有別於一般的裝置藝術品，朱卓慧還歡迎觀眾推動彩雪球。
「純粹擺放在這裡就沒多大意思，大家感興趣便不妨齊齊參與
來滾動它，這至少有一個用途—布料能黏 塵，可說是清潔
地方。」說後忍不住莞爾一笑。

早前朱卓慧在「再造藝術」工作坊，以「動物」為主題，激

發社區中心的婦女和中學生的
創意，收集棄置物料來按題創
作。「以動物作主題讓他們自
由發揮，藉 創作，使他們聯
想到環保問題。」她認為利用
棄置物料跟使用一般物料沒有
高低之分，反而是藝術家如何
利用物料來發揮、對物料的敏
感度反映他們的修為。

反映人類消費活動
聖誕節除了令人想起聖誕老

人之外，馴鹿也是主角之一，
在這次環保聖誕藝術展，也能
看到牠們的蹤影，說的是甫進
展場，映入眼簾一黑一白的鹿

《山海經後傳—鹿》。藝術家
林玉蓮表示，作品的構思源於

《山海經》有關白鹿和糜鹿的
記載。她表示《山海經》記錄各種稀奇的動物，可說是古人對
環境意識的描寫。

現時在香港教育學院教授裝置雕塑藝術的林玉蓮，自05年起
以膠袋作藝術裝置，多年來除了專注人類與環境的創作主題之
外，也掌握以膠袋做出立體效果的技巧。這次她以回收塑膠購
物袋來做出兩隻鹿，帶出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訊息，這也是
她在成長期間發覺膠袋使用量大增的反映。「以膠袋作材料源
於消費帶出的膠袋污染問題，我最初是因為塑膠購物袋的設計
而有儲膠袋的習慣，後來才因為環保創作而收集膠袋。」這次
麋鹿所用的膠袋，就是5年來收集的膠袋所做出來，「膠袋記
錄了人的消費行為，這次創作都有 我過去消費的印記。」林
玉蓮說環保藝術在教學上也給學生多一層體會，就是藝術創作
不一定很昂貴。她還透過早前「再造藝術」工作坊，激發學生
利用棄物做出聖誕主題的創作呢。

啟發更多的可能性
在旁展出的還有一隻龐然大「襪」，說的是陶藝家李慧嫻按
大會主題——表現聖誕氣氛和物件回收再用——收集各色各

樣多達200隻的襪來做出大襪子《襪集》。藝術家的靈感來源有
多種途徑，她笑說源於諧音——聖誕禮物的「物」與「襪」同
音，所以在兩個多月前透過瑪利曼中學、朗思國際學校等多間
中學，以及從朋友裡收集各種襪子來做出這隻大襪子。「由於
是回收襪子再用，可說是零消費，所用的都是二手和早已穿破
了的襪子。」李慧嫻貫徹循環再用的原則，把作品分開兩大部
分來縫紉——襪管和襪底，以便在展出過後，可作梳化鋪墊之
用。

從事陶瓷創作的李慧嫻，坦言平日喜歡透過參與其他創作來
作新嘗試。「在這次收集縫製大襪子的過程中，有 社區的參
與，自己也多了機會跟別人溝通，亦因此引發更多的可能性，
嘗試運用不同媒介，而所需的材料甚至不用花錢買。跟陶瓷創
作相比，這次利用回收襪子來創作，實驗意味更重，也延伸創
作意念發展，思考如何利用不同的物料來創作藝術品。」

說到香港的本地文化，你會否感到無從
說起、難以言傳？即使是從一本書或者是
一部電影說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許聽過學者的分享，能夠令你對本地文
化有更全面的認識。說的正是在本周五及
周六舉行的「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
國際學術研討會，身為搞手之一的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陳平原談到
本地文化傳承時，坦言單靠一兩位學者傳
承香港文化的力量不足夠，還需要本地政
府在背後多加支持。

「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
術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
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聯合策劃，並由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匯聚中
國、香港、台灣、韓國、東南亞及美加等
地不同領域的學者，堪稱城中學術界與文
化界的盛事。主題演講嘉賓包括有陳平原
稱之為「東歸學者」的李歐梵和王德威教
授，他們一直為香港文化撰寫了不少文
章，亦受本地學界及大眾所關注。陳平原
認為這可說是繼50、60年代的「南來文人」
現象後，為本地文化注入生機。香港的包
容，在學術及文化層面可見一斑。

專注文學研究的陳平原說香港在1997年前
後，因為主權移交與文化認同的關係，出
現比以往較多的關注於香港文學的研究。

「近幾年比較沉悶，沒有多少關注，縱然
有，但都是各個學院分開研究。」這次名
為「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題
目，而不是純粹的文學研究，內容涵括文
學、電影、建築等，邀請的嘉賓也超出文

學範疇，來自不同界別，
「焦點是香港，不純為文
學。希望有更多關注，擴
大視野。」他認為研討會
不單止增加與會者對這片
土地的認識，更了解這都市的前世今生。

承先啟後的關鍵
陳平原負責的工作不只限於這個研討

會，還特地在研討會前「預熱」—完成策
劃《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的出版，
內裡21則文章，內容從晚清文人生活到當
下的創作潮流、從中國文學史裡的香港文
學到小說家筆下的「歷史記憶」與「身份
書寫」都一一談及，「那是一個總結，然
後再出發，看看現在的水平達到甚麼地
步，並且反省思考。」

「都市想像
與 文 化 記 憶 」
系列已不是第
一屆，早前曾
在北京、西安

舉行，今屆的地點在香港，
明年的則已決定在開封舉
行。他透露開封政府的有關
部門，早已跟他聯絡，向他
交待了接待嘉賓的安排，負
責照料來賓的所需，他坦言
跟這次在香港的情況有很大
的差距，尤其是香港有 中
西文化融合的獨特地位，就
更加可惜。「特區政府對文
化學術的支持和投入都比不
上上海和廣州。中國政府重
視文化這股軟實力，起碼也
表示一種姿態。其實香港政
府有能力去做，只是政府不

支持。」
陳平原在這個學期教授「都市與文學」

一科，在課堂裡跟學生談論「香港記憶」。
「年輕人在成長階段，很多都是向前看，較
少向後看，而我就是要年輕人提前早熟。
對過去重新整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他還說會把學生的分享結集成書，派發給
與會者，讓他們了解年輕一代的想法。

「所說的都是現在的香港，而不是老一輩眼
中的香港。以往的論述多，但較分散，更
多大學合作就更好，對視野的擴闊和學生
都有正面影響。」 ■文、攝：林意生

歷史背景：
2002年11月廣東佛山發現第一起非典

病例。2003年2月廣東發病進入高峰。
隨後山西、北京等地也陸續發現非典病
人，且有蔓延趨勢。4月20日中共中
央、國務院明確提出要及時發現、報告
和公布疫情，決不允許緩報、漏報和瞞
報，非典被列入我國法定傳染病，非典
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6月24日世界
衛生組織將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
除。中國人民在控制非典大規模流行這
一戰鬥中取得勝利。

欣賞品評：
趙振華以畫筆表達對英勇的醫務人員的崇敬，展現中國人民抗擊非典的信心和力量。

醫務人員的樣貌和動態細緻傳神，白袍與暗黑環境形成強烈對比，更突顯醫務人員那份
關懷救助的鮮明形象。無論在造型、色彩、構圖等各方面足見他的畫功及藝術造詣。

「歷史與藝術——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香港展」，定於2010年12月18
日至2011年1月3日在香港展覽中心（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3樓）展出。

《抗擊非典》，油畫，180厘米 ×520厘米，作者：趙振華

想像與記憶間 尋香港文化

「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12月17及18日
地點：（12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鄭棟材樓1號演講室；

（12月18日）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D座

循環再創
藝術家的環保聖誕

近年流行手作，用不同物料做出別致的創作，但你有沒有想過，即使被棄置的東西，也可轉化成藝術創作的材料？為推廣再用及保護地球生

態的觀念，藝術公社聯同環保團體、社區組織及學校合作舉辦「再造聖誕@牛棚藝術村」環保社區藝術計劃，這裡展出的藝術品由十多位藝術

家以日常廢物做出新穎作品，相信可作為應節兼環保的最佳示範。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意生

■把棄物直接作原料，做成手袋。

■李慧嫻收集舊襪做出《襪集》。

■蛙王手製環保聖誕樹《蛙蛙樹》。

■朱卓慧收集舊物做出《彩虹變灰滾雪
球》。

■利用舊物做出來的拖鞋款式新穎。

■一張張聖誕卡都表達了中小學生對環保
的心意。

■朱卓慧在工作坊裡啟發學生以不同物料
做出各種動物。

■甘志強《聖誕竹》以舊竹堆砌出聖誕樹
模樣

■林玉蓮啟發學生利用棄物表達聖誕氣氛
和環保訊息。

再造聖誕@牛棚藝術村
展期：即日起至1月5日（逢星期一休息）
地點：牛棚藝術村（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

■林玉蓮以膠袋做出作品《山海經後傳——鹿》。

■陳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