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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環保的重要樞紐
獨立非牟利組織「健康空氣行動」行政總裁Joanne Ooi認

為，文化推動力是力行環保的重要樞紐。此前，為能在香港
舉辦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環保活動，Joanne利用網上社交媒體
為「健康空氣行動」作宣傳，創下亞洲區內獨立非牟利組織
的先河。

Joanne再三強調：「空氣污染的重要性和其帶來的惡劣影
響，許多人們並未有清晰認識。」而通過精選出與本土藝術
脈搏息息相關的藝術作品，令更多民眾參與到這一嚴峻問題
的認識與討論中，則是是次活動希望起到的切實凝聚力。

「大家知道污染的問題，和大家知道污染對自身造成的危
害，始終是不同的。」這次凝聚本土與國際藝術家環保創作
的拍賣活動，則用各種意向，架構起人們對空氣問題不得不
重視的緊迫呼喚。無論是以燃燒中的塑膠花為象徵，揭示香
港塑膠污染對空氣的重創，抑或從汶川地震災害中生發出的
順應自然的啟示，再或非洲生態景觀化為荒地、隱喻全球環
境退化的嚴峻——這些生動情態的背後，是穿越邊界的環保
文化認同。Joanne認為，環保絕非老生常談，但將之通過文
化紐帶貫穿延續進生活的不同層面，卻是必須的，也是最具
力量的。

追求環保背後的複雜性
黃國才的作品《歎息》，乍看之下有㠥極為精緻、近乎珠寶

式的美感——兩把彩色玻璃槍裝置相互對峙，外形卻又呈現
為極精美的半透明。「當光從燈箱後面打出來，就會感覺似
乎有血紅色的液體正流出來」。他一語便道出作品十足反思性
的沉重主題。「槍是用來流血的，而無論文明進化到何種程
度，我們卻仍需要軍隊。」作品試圖傳達的正是這樣一種複
雜性——追求空氣質素的背後，又要求生活無時不刻的高效
率。「我們希望巴士班次再多些、再方便些，但勢必會以更
多巴士排放出更多廢氣為高昂代價。」他認為，這正是在當
下社會推行環保理念必須面對的衝突謎團。

「人們追求高生產力、興建更多加工廠，同時也在製造㠥
更多毒氣。」作品中所象徵的戰爭的嚴峻性，正是香港必須
面對的複雜取捨。「香港的空氣如果想好些，所牽涉到的企
業、政策等各方面支持，本身已形同一場戰爭。」

「難道人們真的可以放棄乘巴士，每天踩單車上下班嗎？」
對置身於這悖論中的人們而言，他們需要對抗的正是自己。
環保的複雜性源於人們的知而不明。香港看似已是全球國際
大都會的樣板城市，但其中究竟人與空間、環境的關係為
何？黃國才的作品，亦正恰恰試圖從側面批判香港都市人對
空間與效率瘋狂的病態追求。

將作品命名《歎息》的意
義，正是創作者渴望呼喚人們
良知的一種表達。「空氣是人
們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東西，
甚至比水更重要，但因為人們
看不到空氣，所以他們不多加
理會。」而他在作品中對衝突
的強調，正想昭示空氣問題的
重要意義。

「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問題，
人們會病會死，但如果可以處
理好，槍也可以被分解為各種
有用的零件。」但首先是要從
整體去認知這一問題。「個人
的力量其實很有限。就算我們
可以不搭巴士，巴士公司又為
空氣保育身體力行了多少？」
這種現實中解不開的對決謎團，正是推行環保始終在面臨的
局限性。

黃國才認為，藝術家為環保所做出的努力不該只局限於政
治正確地使用環保物料。「物料是最基本的，小朋友也都會
做，但藝術家需承擔的深層使命是如何通過作品，去感動社
會、啟發人們作出真正反思。」藝術家的作品在拍賣後，除
去裝飾品用途，應實現的更高層次價值是啟迪。環保藝術的
精髓是讓人們意識到，環保是普通人都在時刻參與的行為。

「不該去考慮環保的概念老套與否，重要的是去做。比如廢舊
木頭就可以專門想辦法去將之變為作品。」要讓人們看到、
刺激他們的視覺，才能帶來衝擊。

「藝術始終是一個相對有保護性的易接受的場所，當人們
在這裡看到一些環保概念，並真的在他們內心發生作用時，
藝術家所創造的價值，便遠比使用環保物料本身更具意義。」

大眾媒體應普及環保理念
早在2007年，林東鵬便已開始構思這幅結合塑膠彩、布料

及鉛筆布本的《孤寂星球》。不斷暖化的北極大陸上，置身僅
存的海水中眼神絕望的北極熊，是他希望帶給世人的警醒。

「我希望大眾傳媒能從中讀出一種訊息——人必須先關注起環
保問題的嚴峻性。」這當然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全球都必須
面對人與環境衝撞所帶來的破壞。而大眾媒體責無旁貸以不
同方式去為人們普及這一思考。

林東鵬格外強調媒介與藝術家相輔相成的力量。「平面具
有改變人心感受的力量，很多時候雖然人們理性上知道環保
的重要，但和直觀感受之間仍有差距。」故而，為了強化這

種視覺感染力，他嘗試使用了不
同物料，去疊加、豐厚作品帶來
的直觀衝擊。「這次拍賣活動本
身的最大意義，正是用這種直觀
感受去影響人們、令他們醒覺，
再去潛移默化影響身邊人。」

「我對空氣質素好敏感」。林
東鵬說：「其實這種對環保的追
求，我身邊許多80後都有。他們
會去行山。但一樣有很多人整天
呆在空調房中、不會有這種對空
氣的敏感。」他試圖喚起人們強
烈敏感的方式，便是通過《孤寂
星球》這種大眾媒體已使用過的
相片，去加強人們的印象。不同
物料的組合，可以令原本過目即
忘的速食訊息帶來更為久長的震

蕩。
林東鵬更坦言，這件作品本身便是希望令觀者油然而生同

情心。北極熊在生存環境中眼含絕望掙扎的眼神，是最形象
化的一種表達。強化細部表情，也是他最為鍾情的主要創作
方式。「既然活動主旨是為能令大家對空氣問題更多留意，
就該首先讓他們親眼見到當下所造成的破壞慘狀。」

林東鵬認為，大眾媒介需要承擔的責任正是「行多一步」。
他表示：「不同的approach方式，可以通過不同階層的力量
去為環保投入。」而只有全面地將訊息發放給不同受眾層
面，才能發揮更大力量。「其實這次參加活動的許多國際藝
術家的作品，就令人非常欣賞。他們的創作主題可能看似並
不與空氣議題直接相關，但從中我們能看到一種渴望改變的
推動力。」

因此，本地觀眾們在聚焦本土藝術家作品的同時，亦可放
眼這些優秀的國際創作，體味其中不同形式的訊息傳達。

當瀟灑飄逸的琵琶古樂與靈動有神的書法結合一處，
會碰撞出怎樣的精彩？「逸筆草草——琵琶與書法的默
契神會」上演的，就是這種別樣接觸。古風藝術在當下
社會早已十分流行，但跨媒介的交互表演外，回歸文化
意味本身的演出仍令人耳目一新。所謂跨界融合，其實
更是在體現中國傳統智慧中的以動治靜。無論是轉軸撥
弦、絲絲入扣的琵琶音律，抑或紙上筆墨風起雲湧的書
法創作，都是在㞫靜與悸動間尋求一種中庸的平衡。這
平衡之美，是中國式的審美情懷，更是心境的通達清
明。仿佛一念之間，音符上下游走的，更是貫穿儒釋道
的思想珍寶。

㞫靜與悸動，是一個覺者自省後奏出的清響。在2007
年的獨奏音樂會後，香港中樂團琵琶首席王梓靜便閉關
3年，思考音樂表現力可以到達怎樣更上一層的精彩。
因而時隔3年的這場音樂會，與其說是她以其精湛的演
出宴饗樂迷，不如說是她已洞悉了如何超越語言界限，
用音樂融入書法的強烈表現力，故而更渴望與觀眾分享
她心靈深處對生命的追求。

年少時的王梓靜每天苦練琴技，便有位成就卓越的前
輩音樂家問她：「你甚麼時候可把你彈琵琶的技術扔掉

呢？」當時的她並不明白這點撥——自己技
術尚未達完善，怎可扔掉？直到技術終於趨
近爐火純青，她才明白演繹音樂重要的是把
握精神要領，如今，琵琶已成為她與自我心
靈對話的橋樑，習琴成為她對生命的一種觀
照，在音符間觀察心境，方為等而上之的演
奏情懷。「逸筆草草」，就是從她的心靈開
始展開旅程，選曲跨度之大——從「古」開
始，再與「今」融會，演奏本身已是自省的
過程。

樂與書的默契神會
王梓靜並非想嫁接書法與琵琶兩種藝術間

的形，而是期望將其中的神貫穿。本場音樂
會的點題作《逸筆草草》，由本地作曲家一
人劇場（羅永暉）譜曲，結構精簡凝練，將
音樂與書法氣韻與神韻貫通的一面盡數展示。瀟灑的音
符裡既有對書法藝術形而上的靈動詮釋，也有透過音韻
去捕捉書法風骨的靜默觀照，動靜相宜、游走於豐厚文
化內涵與音樂之美中的演奏者，亦以自身智慧，注入了

對這首作品的心靈感悟。
整場音樂會便在這樣的古風氣氛中鋪展。浸潤古人文

氣與儒雅的古曲《月兒高》，展現出宇宙天際寧靜、優
雅、宏偉的畫面，寄託了對無垠蒼穹的敬意，言志出對
人生精神境界的追求。《塞上曲》則描述王昭君痛恨國

力薄弱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青春去和番的悲憤心情以及
對祖國河山的依戀。程大兆改編的古曲《十面埋伏》，
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北派琵琶曲，王梓靜表示：「彈奏此
曲，腦子裡有佛家對戰爭的看法、儒家的仁義、道家的
瀟灑，各家對愛恨慾望的觀點，透過作品都會體現出
來，要掌握歷史事件的神韻，才能彈得深刻、能感動自
己、感動別人。」這種樂與書的默契神會是對演奏者的
考驗，卻也是對知音聽眾的最好饋贈。

音樂會的另一大亮點是古今結連——以十足古人的精
神演繹現代曲目，力求通過現代手法，把古典氣韻表達
得淋漓盡致。屆時將重演劉天華20年代的作品《虛
籟》，通過琵琶的悵惋，表現夜闌人靜時靜思人生，其
意識流色彩濃重，更透露隱隱禪意。而本地作曲家一人
劇場的另首《一指禪》，長達十分鐘，卻只用一隻手指
彈撥，則是由「點」及「面」表現萬物的變化及心靈的
狂舞，將中庸的禪機與智慧獻給聽眾。作為一種體驗現
代琵琶演奏魅力的獨特體驗，人們從中不只可以得到音
韻享受，更可勾連出萬千思緒，在樂曲中為心靈尋到一
處平靜之所。 文：賈選凝

㞫靜與悸動的樂與書 「逸筆草草——琵琶與書法的默契神會」
時間：4月1日至2日 晚上8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創作之源是現實
環保與藝術珠聯璧合

每年全港都會舉行眾多慈善拍賣活動，但以環境議題、關注空氣污染問題為主題的藝術拍賣，卻堪稱首創。將於下月初隆重舉行的本港首個空氣污染主

題藝術品拍賣會，由健康空氣行動（CAN）發起、匯聚30幅由本地以及國際知名的當代藝術家所捐贈的藝術拍品，其中包括畫作、攝影、裝置及跨媒介等

多元作品形式。這次活動不但為了籌得空氣污染研究及教育項目經費，更希望通過其耳目一新的形式，凝聚所有視香港為家、以環保為創作主題的頂尖藝

術家力量，為人們普及空氣質素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認識。而這些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們，也希望能以創作者的身份、通過作品貫徹對環境的關愛，促使

觀者能引申出環保行動的深入思考，身體力行從身邊做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本港首次空氣污染主題藝術品拍賣會
時間：4月4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號展館
網上競投亦會同時於蘇富比網站（www.sothebys.com）展開

■夏碧泉裝置作品《無題》

■馬㞇《呼吸系統——肺部》■杜可風拼貼畫作品《三個遺失景觀的人》

■黃國才的作品《歎息》，乍看之下有
㠥極為精緻、近乎珠寶式的美感。

■ 逸 筆 草 草
—琵琶與書
法的默契神會

■琵琶演奏
家王梓靜

■林東鵬結合塑膠彩、布料及鉛筆布本的《孤寂星
球》。

■「健康空氣行動」行政總裁Joanne
Oo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