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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術品收藏訊息敏銳的藝術愛好者們，對de Sarthe Fine Art自然熟悉
不過，這間以買賣19至20世紀大師繪畫及雕塑藝術品而聞名的國際著名藝
術畫廊，將於本月18日正式進駐香港，選址最繁華的中環商業地段，建構
起一處具備國際視野的成熟藝術交流平台。國際知名畫廊來到本土落地生
根，已成近年來藝展領域的一種趨勢。這不僅能反映出本地藝術市場需求
的不斷擴闊，也折射了香港作為亞洲區內藝術發展的優勢地域，在藝術營
商層面對世界的巨大吸引力。

香港藝術市場作為區內樞紐
在亞洲擁有超過30年的藝術品收藏經驗的de Sarthe Fine Art，在區內私

人收藏家眼中極具聲望。這次決定在香港開設其第一間亞洲分店，則出於
對這一區內樞紐市場的垂青。畫廊創辦人Pascal de Sarthe表示：「我們看
準香港作為區內的中心這個優勢，這將會為畫廊未來發展帶來莫大益處。
隨 亞洲藝術市場的持續發展，香港亦為全球性的藝術交流提供了一個理
想平台，我們在這裡可與區內的藝術收藏家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香港在現代藝術領域內高度開放、自由的交流平台身份，使之同時成為
藝術投資者和大量優秀藝術家們的雙向互動之所。近年，本地多間畫廊都
發掘出了許多創意新銳的內地與外籍畫家前來香港舉辦個展，更引入了多

個序列式的、有歷史脈絡貫穿的精選主題
展。這種市場潛力被國際各路業界人士看
在眼裡，故而他們能判斷出這個城市背後
的巨大市場潛力。香港亦並非文化藝術的
沙漠，它的高度經濟化、市場化反而為它
孕育了一種更契合現代藝術營商理念的樞
紐地位。

攝影大師聯動繪畫珍藏
de Sarthe Fine Art的展覽領域包括印象

派、現代藝術、抽象表現派及流行藝術，所服務的收藏家遍布歐美以及亞
洲，此前在紐約曾展出包括畢加索、莫奈、羅丹、米羅等一系列大師作
品，在彰顯現代藝術氣質的同時，也擁抱傳統精品。

未來數月，畫廊將為一眾本土藝術愛好者帶來兩個重要展覽：由畫廊獨
家珍藏的當代中國藝術家趙無極先生早期畫作，以及攝影大師David
LaChapelle 的一系列最新作品，攝影與畫作聯動，古典與現代兼容。

在本月首先展出的10幅上世紀50至60年代期間、趙無極創作的繪畫傑
作，其中有一半，都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問世展出的罕有之作。其中

又以他於1958年在香港旅
遊期間完成的一幅作品最
為珍貴。儘管經過歲月洗

禮，大部分畫作至今已有不同程度破損，但畫作的絕倫價值仍瑕
不掩瑜。

Pascal表示：「不論從量或質來看，這次所展出的趙無極作品，
將會是過去十年來，藝術家最為重要的展覽。」

而5月至6月期間，畫廊帶來的David LaChapelle最新作品系列，
則是對去年藝術家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世界巡迴亞洲首展的延
續。這位曾尖銳指出「末世的意識是電視賣給我們的」、創作主題

充分諷刺當下消費品時代物質氾濫弊端的著名時裝攝影師，將以他充滿批
判性的嚴肅視角，為本土藝術愛好者呈獻一系列鮮明而富張力的佳作。

■文：賈選凝

世界級畫廊「駐港」瞄準地域優勢

de Sarthe Fine Art
地址：香港中環雪廠街16號西洋會所大廈8樓
網址：www.desarthe.com

從伴舞到真正喜歡表演藝術
2005年中五畢業後入讀演藝學院的紀舒，自小在香港長大，卻因父

母都是上海人，講得一口流利普通話，更因此得過朗誦比賽冠軍。但
與劇場結緣的第一次演出，還是在入學後學校為華人戲劇節蒞臨香港
所製作的《取西經》中擔任伴舞。話劇演出所帶來的新鮮感，使她萌
生了想進一步探索這門表演藝術的興趣。

「演話劇首先要了解自己，起初上課做表演練習時，自己做得不完
美就會不開心，後來讀到第四年才開始開竅，不理條條框框，去做自
己，反而能釋放出好的表演。」

而與她一起就讀演藝學院的澳門女孩楊螢映，則是已在加拿大獲得
主修舞台製作的藝術學士後，卻發現自己最鍾情的是幕前工作，故而
前來香港專門修讀演藝學位。她表示：「入行前對自己就有信心，因
為我能確定自己是真正愛這一行。」

想像跟現實總有落差
去年5月，兩人正式畢業後，對未來戲途都有所憧憬，但成為一位正

式劇場演員的浪漫想像，卻與現實狀況存有落差。「首先要有人來找
你演戲。」兩人都未正式簽約劇團，而是零散接戲進行短期演出。楊
螢映同時兼任電台主持人和廣告模特等多份兼職，紀舒亦需靠教中小
學表演課程增加收入。「演員」這份職業雖是她們全情投入的「正
職」，卻無法給予她們一種尋常「正職」所滿足的安穩生活。

她們並無太多挑選角色的餘地，楊螢映說：「像春天實驗劇團面試
我去做伴舞，本來我不太會跳舞，但接這個角色，逼我必須去花大量
時間練舞。」

而紀舒則時常要這樣度過一天——早上七點出門，隨當下排戲的劇
團去做巡迴演出，之後拉 沉重的服裝道具箱去西環教書，夜裡再趕
到旺角去排練。她戲稱自己常常這樣一個人「港島一日遊」，但當被問
及是否太過辛苦，她的回答卻是：「只要進入排練的狀況，站在舞台
上，就會感到自己在發光發熱。」

朝九晚五工作更辛苦
通往夢想的途徑雖然艱辛，但她們異口同聲：「如果放棄演戲，真

的去做一份朝九晚五工作，可能是件更辛苦的事。」兩人也都屬幸
運，家中都無負擔壓力、且給予她們充分的空間去追尋自己所想，平
均每月做不同兼職的收入也有1萬左右。「我們可以完全獨立養活自
己。」無論是做台詞極少的配角，抑或辛苦輾轉排練，紀舒覺得「有
角色做，便是enjoy，便帶來成功感。」，通過參與不同劇團演出，能和
圈內一些學長學姐合作，也是極好的經歷。

但是否真有撐不下去的時候？她表示：「去年9月份一度真想去找份
普通工作，那時畢業已經好幾個月，卻沒有劇團邀請去演出，就很焦
慮，恐懼時間就這樣過去，到了下個月、再下個月自己仍無事可做，
很崩潰的時候會給同學打電話訴苦，同學安慰我說下個月、下個月就
會好的。」一個月一個月就這樣過去，就在紀舒幾乎堅持不下去的時
候，《我愛黑膠好年華》找到她，飾演其中一個主要角色。

在這部充滿懷念80年代「好年華」情愫的話劇中，她投身於一個時
空交錯的故事之中、更同年少時的「小小男友」偶遇並重修舊好。參
演這部劇，給了她作為演員相對充分的發揮空間，於她的事業而言，
亦是種嶄新轉機。「在香港演出結束後，4月份會去北京、上海和深圳
巡迴演出。」做完這齣劇，她則將開始排演舞台劇《金鎖記》、飾演其
中的「大奶奶」。即使不是守得雲開，也算是可見「月明」，功夫終不
會負有心人。

她們的可貴堅持，只為 年輕夢想的亮麗無畏。楊螢映堅定表示
「想一世做stage。」儘管她許多演藝學院的同學都已轉行去做表演教
職，或是徹底從事與表演無關的工作，而她的朋友們亦不理解已拿到
後台製作學位的她，為何要從頭來過、過上四處奔波的劇場演員生

活。但她堅定的眼神中則透出對舞台無限的深情。「電影、電視無法
做到同觀眾全無距離的感情交流，但舞台可以。」

我們並非「玩」話劇
「這個環境對香港舞台劇演員而言，不夠公平。」楊螢映表示，人

心浮動的嘈雜劇場環境，導致許多人並不理解她們的舞台劇追求，而
誤以為她們不過是在「玩」話劇。「我希望人們會認可我們的專業能
力，劇場演員就和醫生、社工一樣，是一種專才。」業界整體表演質
素的提升，亦有賴於人們首先該了解舞台劇演員並非都是業餘玩票，
而的確有這些從演藝學院科班畢業後，並未選擇去全職拍廣告電影的
一群人，執 地在這個行業中打拚，渴望通過舞台上的演技，與觀眾
進行深入交流與對話。

「香港觀眾會很重視娛樂行先，相比起來澳門的環境可能會稍好，
純粹的藝術性生存空間更大些。」楊螢映表示：「像之前在澳門演出
契訶夫的《櫻桃園》很受歡迎，但香港就很難接受這種先鋒實驗的劇
目。」

紀舒也表示，內地的劇場文化相比香港更為蓬勃而流行。「在上海
前幾年開始，便可以見到很多話劇海報，而香港這幾年才開始百花齊
放，facebook上出現各種新劇團的消息。」但劇團增多的同時，也帶來
了作品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許多剛剛接觸舞台劇的觀眾，在沒有深
入了解這門藝術的情況下，如果看到一些水平不夠優秀的劇目，亦會
降低他們對劇場的認受度。

對這些舞台演員而言，劇場相比電影、電視的最大吸引力是同觀眾
的深度交互性，但表演本身，對演員的考驗則是相同的。楊螢映認
為：「其實所有的表演藝術，歸根結底，都是要設想自己怎樣感動觀
眾，舞台的特點決定了它對於肢體動作的要求更為嚴格。」而紀舒則
認為，「劇場表演中，最令人享受的過程不是做大明星光芒萬丈、人
人都關注你，而是一種前後台共同配合協作的努力成果。」至於是否
會考慮轉型去做影視演員，她謙虛地說：「我自己的底尚未打好，做
演員最重要的是首先完善自己的功底。」

走不完的舞台劇之路
儘管這些80後劇場人的演藝心路負載了辛苦，卻也有全情投入的喜

樂。紀舒表示，其實現在舞台的機會是在不斷增多，楊螢映也認為，
雖然會面對困局、發展事業面
臨種種挑戰，但仍可以進一步
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走好
自己的路，做好每一場演
出」，這便是為了夢想與愛－
她們的真摯心聲。

同時，舞台劇也有其他表演
藝術不可取代的優勢：「我們
這個行業，與其他演員可能很
不同，不見得50歲就要退休，
更不是吃青春飯，60歲以上的
演員在舞台上依舊有用武之
地。」也許眼下的種種歷練都
只是一個開始，她們未來的舞
台生命是綿長的、不斷積累不
斷豐厚的，這不能不說是愛上
劇場、為之付出青春歲月的最
好回贈。

夢 想 與 堅 持

香港的劇場表演環境，不能不說是活躍蓬勃的，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等較為知名的大型劇團平均每年都會出品5至

6部舞台劇，康文署的精選文化節目中，每季度亦會通過「場地伙伴計劃」為多個劇團提供表演場地支持，使更多優秀

劇目與觀眾見面。全年至終，人們只要願意走入劇場，都有多部舞台劇可供選擇。然而，在業績整體環境的和諧表象

之下，卻少有人真正了解從事劇場演出的演員們的生存狀況。他們自然不似電影電視演員般享盡聲名榮寵，舞台劇工

作本身亦不會帶來過多經濟收益。但又的確有這樣一批年輕的80後劇場人——他們出身演藝學院，畢業後決心投身劇

場，他們努力上進，勤於研習表演技藝，但舞台劇演員的職業現實又會令風華正茂的他們感覺迷茫，迷茫之後，他們

仍有夢想，他們仍在堅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愛黑膠好年華》
時間：3月18日至20日（每日）下午8時至11時
地點：北區大會堂演奏廳（香港上水龍運街2號）

■紀舒參演
焦媛實驗劇
場《情場如
戰場》

■楊螢映參
演香港演藝
學院《女人
大作戰》

■紀舒參演春天實驗劇團的
《虎度門》

■楊螢映參演Theatre π派劇場《作死Death》

■紀舒參演香港演藝學院《我的
殺人故事》

■楊螢映參
演105劇團

《布萊希特
節：措施．
告密．布萊
希特》

■紀舒參演
香港演藝學
院《一拍兩
散偷錯情》

■紀舒參演
M e t r o —
HoliK Studio

《 縛 ． 愛 》
三度公演

■紀舒參演香港演藝學院《深閨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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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黑膠好年華》海報

■當代中國藝
術家趙無極

■趙無極的罕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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