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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瓷器，人們印象中大
多會將之定位為國粹。誠
然，瓷器發源於1,300年前的
中國，直到千年後才出現在
西方。然而白瓷王沈亨榮卻
指出，當代在國際上被廣泛
認可、高價銷售的瓷器，卻
基本都是西洋製品，而中國
瓷器的價值則大多限於古
董，這致使中國雖為瓷器誕
生地，卻難以在現代市場流
通中佔據優勢。「我們雖然號稱瓷器
大國，瓷製品卻停留在仿古和幫西方
做大量代工的層面，缺乏創新。」他
認為這主要由於中國曾經受常年動
亂、在手工藝的開拓上一度停滯不
前，故在瓷器創造上競爭力不足。

讓白瓷站起來
「中國清朝時的青花瓷和宋朝青

瓷，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都十足不可替
代。但縱覽近年來瓷器，主題都恪守
傳統，做法也很保守。」做法保守其
實是當下瓷器做工的通病，不只東
方，西洋瓷器亦如是——一件作品定要
有基座支撐。

但沈亨榮卻嘗試打破這一傳統概
念，用獨家鑽研的「720度無角圓
雕」，令白瓷作品「站起來」。實現這
一突破遠比聽起來困難幾十倍，去除
基座，意味 作品的底部細節（腳
掌、服飾等）必須雕刻得非常完整，
才不至被燒裂。「這一形式在中西瓷
藝中都從未出現過。過去的唐三彩，
一定是馬站在基座的板上，但我們則
令馬用 地的3隻腳直接站穩。」720
度的意涵即是「從前到後、由上至
下」，縱橫兩個360度平面的立體空間
內都可供觀賞，使作品的生命力表露
無遺。這一風格突破既顛覆了西洋浮
雕式的垂直平面構成，又體現了近似

商周銅器時代細緻雕工設計的東方式
美學。

曾在美國生活了18年的沈亨榮，雖
然受西方美學影響，骨子裡仍依循
濃重的東方式思考。他說過去人們難
以想像瓷器可以「無底」，更想不到一
件瓷藝可以「四通八達」以這樣大的
面積呈現，但於他而言，儘管這是挑
戰，卻亦只是順應自己心底想做的形
式，令其自然發生。所謂老子的「無
為而治」，超越前輩智慧是形式，最深
處的精神則是隨心變通、賦予作品四
面八方的美感。

實際操作的難度自然不言而喻。沈
亨榮和他的團隊，前後整整6年才打開
局面。首當其衝的問題便是製模，模
具必須打破傳統的「上小底大」形
式，令作品的平衡感「從左至右」展
開。無基座後，支架承重問題也令人
苦惱，先天性的難度決定了一個「整
體」要被細分為更多「局部」，從而增
加了燒製難度。

「一件獅子作品可能要被分解為500
個零碎部件，就意味 會有500個結
點、500次風險。而每個部件的大小不
一，因而乾燥用時相差很遠。必須細
心觀察，過程非常繁複。」但這位白
瓷王，恰恰實現了這種西洋瓷藝難以
企及的繁複，將固有瓷器依循的形
態、形式全然打破，如今燒製的成品
率已可達50%以上。獨創而非模仿，

是沈亨榮的堅持，而更深一層，他希
望「站起來」的瓷器，能促使世界重
新珍視1,300年前中國輝煌的瓷之緣
起。

以當下媒介創造當下文化
「中國瓷器源遠流長的歷史價值，

是西洋瓷器無法替代的。」沈亨榮認
為，中國與西洋瓷器各有千秋，而中
式瓷藝中一脈貫穿的山水道家精髓，
是西方製瓷所沒有的人文基礎。他之
所以在超高難度下仍堅持打破原有瓷
器製作形態，走出一條中西方瓷藝都
不曾走過的路，正是希望世界能重新
檢視中華土地上孕育過的瓷之瑰麗。

「畢竟China的另一個含義就是瓷器，
這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驕傲。」

1300年前，中國瓷器可以透過絲路
前往歐洲、令所有貴族以擁有其中一
件為無上榮光，那麼當代中國白瓷，
又為何不能如是？「讓我們先在我們
自己的土地上，重新認識我們的國
粹。」這次前來香港，也是為 發揚
這樣的文化。在當今以文化藝術推動
發展商業的國際主流趨勢下，瓷藝創
新正契合了文化創意產業的主張。

藝術創作在沈亨榮看來，是一種普
世概念。而他所做的，則是以瓷器為
一種創造時代文化的媒介。「它是這
個時代的原創。」事實上，當我們回

顧人類歷史時不難發現，東西方每個
時代都有其自身獨創的風格藝術，中
式的銅器、青瓷、唐三彩與古希臘式
的俊美雕塑互為映照，每個時代都會
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因而
白瓷王也只是在藝術與工藝的雙重層
面上，實踐了這種創意追求。「在我
們的時代，所需要的是以當下的一種
媒介，既去展示藝術價值，又能與人
產生交集。」

與民眾發生共鳴
這些精美白瓷藝術品乍看之下，會

讓人覺得美輪美奐，再細看之下，其
中的完整細緻更令有心人驚豔。對於
只有製陶而沒有原創瓷藝的本土環境
而言，近距離觀看這些作品，是欣
賞，更能形構出一種啟發—不是複製
做瓷，而是我們的本土藝術家亦可創
造出這種同時顛覆東西方審美形態的
風格。

顛覆，卻又結連中式和西洋文化中
的精華意念。白瓷王認為，手工藝畢
竟不同於純藝術。「純藝術無法親
近，但我們的瓷器，融合了一般民眾
都會有所共鳴的細節。」像「如意」
這種所有華人都鍾愛其吉祥意味的裝
飾品，就可以做得既東方又西方——
讓兔子站在「如意」之上，通過簡潔
線條，就能傳達出文化內部的深層傳
統關聯，而以這種令本土觀眾熟悉的
意象呈現，對我們而言，也增添了幾
分親切感。

也許這場展覽，可以令我們對瓷器
這種生活中雖常見、作為藝術形態又
與我們有所距離的工藝品有些嶄新認
識。而觀乎其形之上，則是領略創意
流動的豐厚。白瓷王為我們做出了文
化生機與已近衰微之國粹結連的一種
範式，從中我們得以延伸更多對創意
與超越傳統的進一步思考。

即將到來的復活節，不但將令我們迎來愉快的短暫
假期，也令復活節彩蛋成為了近期人們關注的關鍵
詞。象徵重生的節日，與破繭而出之蛋的意象完美契
合，而更有趣之處則是在「蛋」上也可以作出千變萬
化的創意。全美天才蛋雕藝術大師Alan的首個亞洲巡
迴展，便於今日起同我們見面。Alan更為香港觀眾度
身訂造了近20件作品，形態雖然都遵循「蛋」的原
型，其間意涵卻千變萬化、妙趣叢生，我們既可以從
中感受到西方復活節文化，也能體味到純粹的藝術作
品美感。

超過百件由美國天才蛋雕藝術大師Alan W. Rabon主
理的作品，首次衝出美國，以香港為起點，開始舉行
全球首個亞洲巡迴展。最吸引本土觀眾的，除去首度
公開收藏於白宮的藝術家作品，更有為香港精心打
造、以展示亞洲當紅話題的蛋雕系列。多項蛋雕絕技
一一在現場由Alan親自展示，讓人不禁為之讚嘆。

展場在這個復活節之際，化身為當代藝術館，以裝
置藝術形式展示Alan精挑細選的最為特色細緻之過百
件珍藏蛋雕。為隆重其事，還有專門為配合展覽打造

的多張特別設計的蛋椅，令參觀者彷彿
正置身藝術館當中。被譽為美國首屈一
指蛋雕大師的Alan，擅長多項不同的精
湛雕刻技術，其中包括影雕、鏤雕及浮
雕。從事蛋雕之前，他在裝飾藝術領域
有長達20年的創作經驗，同時亦擅長畫
畫及珠寶設計。

美國蛋業協會每年都會在美國52個州
選出代表每個州的復活蛋雕，送進白宮
作為永久收藏，而Alan的作品分別於
2005及2007年兩度從數以百計的參加者
中脫穎而出，被業內人士一致推舉，選為「White
House Easter Eggs」。其中一件他最受注目、一直被收
藏於白宮、是次首度曝光的作品，極具創意——旨在
代表喬治亞州的創作主題，與蛋的表面所雕刻的喬治
亞州標記相映成趣。

Alan又在2006年，受美國蛋業委員會委任，特別設計
一隻復活蛋於2007年贈送給「美國第一夫人Laura
Bush」。將創作方向改為主力從事蛋雕藝術，全賴他的

一雙巧手及穩固的繪畫根基。

蛋雕融入亞洲文化
有鑒於這次展覽是Alan的亞

洲巡迴展的首站，Alan為香港
訂造的近20件作品中，也充分
融合了亞洲文化創意中的靈動
細節。其中包括仍在日本建設
中的世界最高鐵塔Tokyo Sky
Tree（天空樹）——預計在
2012年春天開幕的這座鐵塔，

將以634米的塔高獨享全世界「最高」殊榮，而
我們則可以透過Alan的作品，先睹為快欣賞全貌。

中國國寶「熊貓」作為我們的心頭好，自然也不可
或缺於創意大師的視野。他將香港現存的四隻可愛熊
貓之一，特別雕刻在蛋上，與香港市民同慶復活節的
美好寓意；而四月英國王室威廉王子大婚盛事，也成
為Alan的素材，他特別以蛋藝展示威廉王子和未婚妻
結婚肖像，恭賀新人之喜。

據悉，為準備這次特別的
展覽，Alan及其團隊在運送作
品過程中，將展出的多件作
品分批包裝，力求不令作品
有任何差池。由於這些體積
龐大的「蛋」十分易碎，每
件蛋雕均需以薄薄棉紙包
裹，再以氣泡膠小心翼翼包
上約十數層厚作防震用途，
其後放進特別訂製的紙盒，
旁邊加上加固膠狀物質，再
放進木盒才完成，包裝一絲

不苟。因而，近距離與這些保險費總值達七位數字的
珍寶面對面，定是難忘的精彩復活節記憶。

文：賈選凝

「擁抱藝術．齊捧蛋藝」蛋雕技藝展
時間：4月14日至30日
地點：九龍德福廣場

蛋雕藝術 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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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當代「白瓷王」的沈亨榮，以突破傳統西洋瓷藝的製作技藝及色彩，創造出無死角的「720度無角圓雕」觀賞角度，其手筆

下的白瓷藝術珍品，堪稱全球獨一無二，成為少數能在外國藝術界取得突破的華人瓷藝家。沈亨榮最近首度來港舉行個展，不但能令

我們近距離欣賞這糅合東西方傳統、創作手法嶄新的純手工藝術，更具意義的則是透過美輪美奐的作品，去領會其背後的一番文化創

意。在沈亨榮心目中，白瓷不僅是作品物料，更是一種媒介、一種發揮創意的靈感源泉、一種有責任傳承下去的文化精粹，故而他打

破了東西方瓷製品的慣常思路，讓瓷器能「站起來」。而從單純視覺觀感而言，他亦精選了包括全球獨有的3米高「飛天巨兔」在內之

最具代表性作品，令大家感受白瓷栩栩如生的獨特魅力。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潤白之美．瓷雕藝術展」
時間：即日起至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地點：新界上水廣場二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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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功為創意 魅力作傳承

■「站起來」的瓷器，能促使世界
重新珍視1,300年前中國輝煌的瓷之
緣起。

■沈亨榮的「白．金十二生肖」

■「讓我們先在我們自己的土地
上，重新認識我們的國粹。」

■白瓷作品美輪美奐

■「白瓷王」沈亨榮

■讓兔子站在「如意」之上，傳達
出文化內部的深層傳統關聯

■ 沈 亨 榮 作 品
「花之女神」

■代表喬治亞州的創作主
題，與蛋的表面所雕刻的喬
治亞州標記相映成趣。

■Alan將香港現存的四隻可
愛熊貓之一，特別雕刻在蛋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