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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九
龍
皇
帝
的
文
字
樂
園
﹂
展
覽
由
太
古
港
島
東
和
香
港
創
造

合
辦
，
當
中
分
主
題
展
覽
和
學
生
創
作
展
兩
大
部
分
。
前
者
除
了

介
紹
曾
灶
財
的
生
平
事
蹟
和
展
出
近
三
百
件
九
龍
皇
帝
的
真
跡
之

外
，
還
有
本
地
及
國
際
藝
術
家
向
他
致
敬
的
作
品
，
後
者
則
展
示

了
五
間
學
校
約
四
十
位
學
生
受
他
筆
跡
而
啟
發
的
作
品
。
展
出
的

作
品
既
向
曾
灶
財
致
敬
，
也
隱
然
帶
㠥
傳
承
的
味
道
，
更
令
人
反

思
公
共
空
間
與
藝
術
創
作
的
關
係
。

不
斷
堅
持
帶
來
驚
喜

以
往
曾
灶
財
多
年
來
堅
持
走
到
街
上
書
寫
，
給
藝
術
工
作
者
張

卓
︵D

anc
C
heung

︶
一
個
很
大
的
啟
發
，
創
作
出
作
品
︽
云
唔

云
︾
向
他
致
敬
。D

anc
把
取
材
自
雲
的
自
家
設
計
角
色
，
融
入
在

像
竹
簡
般
的
木
板
上
。
﹁
不
是
表
達
特
別
字
義
，
正
如
財
叔
不
是

以
寫
書
法
的
角
度
來
完
成
作
品
。
觀
賞
者
看
他
的
作
品
，
不
應
像

看
詩
那
樣
觀
看
他
的
內
容
，
反
而
當
他
的
作
品
像
一
幅
畫
，
所
以

有
些
人
看
他
的
作
品
會
覺
得
他
是
瘋
的
原
因
，
是
觀
賞
角
度
的
問

題
，
這
也
是
不
同
人
看
後
有
不
同
得
㠥
的
原
因
。
﹂

D
anc

同
樣
用
上
中
國
元
素
，
把
木
條
整
齊
排
列
像
古
時
的
竹

簡
，
再
把
自
己
設
計
的
角
色
拼
湊
出
不
同
符
號
。
﹁
我
沒
有
想
每

個
符
號
代
表
甚
麼
，
只
是
想
到
不
同
的
組
合
便
把
它
畫
下
來
，
整

件
事
就
像
象
形
文
字
寫
在
竹
簡
上
那
樣
。
﹂
他
說
畫
不
難
，
難
在

事
前
的
準
備
。
﹁
寬
的
窄
的
、
磨
滑
與
粗
糙
的
木
條
都
試
過
，
最

後
選
用
人
家
載
貨
的
卡
板
木
，
發
覺
保
留
圖
案
大
小
，
看
起
來
也

最
舒
服
，
呈
現
出
小
朋
友
畫
畫
的
質
感
。
﹂

對
曾
灶
財
的
深
刻
印
象
，
是
他
的
筆
跡
成
為
本
地
的
標
誌
之

一
。
﹁
他
真
正
創
作
了
屬
於
香
港
的
元
素
，
把
藝
術
印
記
留
在
市

民
和
藝
術
工
作
者
心
中
。
你
不
容
易
在
香
港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當

中
，
找
到
令
你
覺
得
﹃
很
香
港
﹄
的
作
品
，
這
是
現
時
沒
有
一
位

本
地
藝
術
家
可
以
取
代
的
。
﹂

多
年
來
執
筆
的
那
份
堅
持
，
對D

anc

啟
發
更
多
。
﹁
他
很
執

㠥
，
做
一
樣
事
情
做
了
那
麼
多
年
，
他
寫
完
之
後
，
從
不
計
較
結

果
是
怎
樣
，
他
的
精
神
和
創
作
手
法
對
我
都
有
啟
發
：
不
斷
去

做
，
思
考
過
程
帶
給
自
己
甚
麼
新
驚
喜
，
對
下
次
創
作
會
有
甚
麼

啟
發
等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
而
不
是
在
未
畫
前
已
預
期
自
己
會
畫

甚
麼
。
若
然
你
在
未
做
之
前
已
能
預
計
結
果
會
是
怎
樣
，
這
樣
很

難
會
有
突
破
。
﹂
這
次
他
對
自
己
角
色
的
效
果
和
作
品
沒
有
任
何

期
望
，
反
而
使
他
在
完
成
作
品
後
把
創
意
延
伸
，
在
報
紙
上
畫
㠥

自
己
設
計
的
角
色
，
圖
案
做
出
更
多
的
變
化
。

字
形
跨
越
不
同
媒
介

曾
灶
財
筆
下
字
形
獨
特
，
吸
引
過
不
少
人
的
注
目
，
當
中
包
括

香
港
兆
基
創
意
書
院
中
七
學
生
黎
加
行
，
把
心
中
印
記
轉
化
成
作

品
︽
留
痕
︾，
表
達
曾
灶
財
的
存
在
感
。
﹁
以
凹
字
效
果
表
達
他

的
字
像
是
注
入
在
我
們
的
心
裡
。
每
看
到
他
的
字
，
便
會
想
起
財

叔
。
﹂

早
於
七
歲
時
在
街
上
看
過
財
叔
的
字
體
，
她
坦
言
很
吸
引
。

﹁
能
以
看
圖
畫
的
方
法
來
看
他
的
字
，
不
是
逐
個
字
來
看
，
可
看

出
當
中
的
美
感
。
﹂
在
中
三
時
便
曾
以
財
叔
的
字
體
用
於
壁
報
設

計
上
，
把
同
學
的
名
字
寫
上
壁
報
板
。
以
往
作
品
常
用
抽
象
手
法

來
表
達
，
黎
加
行
說
這
次
罕
有
地
以
文
字
直
接
呈
現
作
品
的
主

題
，
並
在
物
料
上
鑽
研
，
達
到
想
要
的
效
果
。
﹁
他
的
字
跟
傳
統

的
字
體
很
不
同
，
像
是
很
隨
意
，
但
一
看
就
知
道
是
他
所
寫
的
，

我
覺
得
在
這
方
面
他
是
個
成
功
的artist

。
我
也
希
望
能
像
他
那

樣
，
有
㠥
自
己
的
風
格
。
﹂

站
在
︽
留
痕
︾
面
前
，
看
上
去
儼
然
﹁
御
賜
筆
跡
﹂，
但
筆
跡

不
是
落
在
牆
上
，
而
是
在
紙
皮
上
。
黎
加
行
說
搜
集
資
料
時
得
知

曾
灶
財
的
家
裡
原
有
很
多
紙
皮
，
即
使
工
作
㟜
塗
污
了
，
也
會
多

蓋
一
層
紙
皮
。
所
以
她
選
用
了
紙
皮
，
希
望
更
接
近
他
以
往
日
常

生
活
所
接
觸
的
事
物
。
因
此
她
在
街
邊
收
集
紙
皮
然
後
攪
碎
，
分

為
三
層
，
乾
了
後
，
用
電
腦laser

cut

把
字
形
顯
露
出
來
。
她
笑
言

做
這
個
創
作
也
得
面
對
壓
力
：
﹁
畢
竟
在
街
邊
拾
得
的
紙
皮
都
有

點
髒
，
有
點
臭
味
，
加
上
紙
皮
挺
大
，
佔
了
不
少
空
間
，
家
人
都

對
我
說
希
望
我
能
盡
快
完
成
。
﹂

拍
下
消
逝
中
的
珍
物

展
覽
展
出
的
還
有
攝
影
師
捕
捉
墨
寶
的
照
片
，
當
中
有
兩
幅
是

出
自
攝
影
師
馮
漢
柱
的
手
筆
，
分
別
是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在
柴
灣
拍

下
的
照
片
，
另
一
幀
則
是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於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拍
攝

的
。
在
馮
漢
柱
眼
中
，
曾
灶
財
的
落
筆
處
都
有
深
思
。
﹁
在
刻
上

英
皇
徽
號
紅
色
郵
筒
後
的
牆
寫
字
宣
示
不
滿
，
兩
者
成
了
強
烈
的

對
比
。
畢
竟
可
寫
的
牆
有
那
麼
多
，
為
何
偏
偏
選
擇
在
郵
筒
背
後

的
牆
來
寫
？
又
不
寫
在
郵
筒
上
？
那
自
有
他
的
動
機
，
我
相
信
他

是
思
考
過
的
。
﹂
另
一
幅
作
品
則
是
字
跡
落
在
議
員
的
廣
告
板

上
，
﹁
中
環
是
一
個
充
滿
殖
民
地
色
彩
的
地
方
，
廣
告
板
正
正
在

立
法
會
和
㟱
豐
銀
行
對
面
，
他
的
字
反
映
的
不
滿
，
在
這
環
境
裡

最
為
明
顯
。
﹂
馮
漢
柱
說
曾
灶
財
以
往
很
少
會
寫
上
電
話
，
但
那

次
他
則
寫
了
，
只
是
電
話
號
碼
卻
有
一
字
不
同
。

從
事
新
聞
攝
影
工
作
近
二
十
年
的
馮
漢
柱
說
在
小
時
候
已
在
街

上
看
過
他
的
筆
跡
，
後
來
身
為
攝
影
記
者
的
他
，
在
街
上
發
掘
題

材
時
總
會
看
到
財
叔
的
筆
跡
。
﹁
以
往
在
燈
箱
、
電
燈
柱
都
可
看

到
他
的
字
，
你
要
行
街
才
會
留
意
到
，
坐
車
時
看
未
必
會
留

意
。
﹂

即
使
以
往
看
到
曾
灶
財
的
筆
跡
，
他
坦
言
如
一
般
人
那
樣
，
未

必
仔
細
看
當
中
的
內
容
，
但
會
逗
留
一
會
看
看
，
﹁
儘
管
在
你
的

視
線
範
圍
內
，
你
在
街
上
可
能
不
會
留
意
，
但
其
實
是
我
們
生
活

的
社
區
的
一
部
分
。
他
的
字
形
很
特
別
，
一
看
就
知
是
他
寫
的
，

有
幾
個
字
特
別
有
印
象
，
﹃
國
皇
﹄、
﹃
十
七
世
、
十
八
世
﹄

等
。
財
叔
的
文
字
的
出
現
，
令
環
境
變
得
吸
引
，
排
列
方
式
有
其

獨
特
之
處
，
有
點
設
計
的
味
道
。
無
論
你
怎
樣
拍
，
總
看
到
他
的

獨
特
風
格
。
我
不
曉
得
其
他
人
是
否
欣
賞
，
但
我
至
少
會
停
下
來

看
一
看
。
﹂
馮
漢
柱
說
一
樣
東
西
能
夠
令
人
在
繁
忙
的
環
境
裡
駐

足
留
意
，
已
是
成
功
。

﹁
它
的
存
在
令
我
有
點
啟
發
，
吸
引
㠥
我
：
每
處
都
有
他
的
足

跡—
—

你
看
到
他
的
字
，
就
知
道
他
曾
來
過
這
裡
。
他
很
落
力
做

一
件
事
，
這
份
堅
持
，
我
是
很
欣
賞
的
，
但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能
接

受
。
我
覺
得
他
的
字
令
我
的
作
品
有
吸
引
之
處
。
﹂
馮
漢
柱
形
容

曾
灶
財
的
筆
跡
是
﹁
土
炮
塗
鴉
﹂。

不
論
是
年
老
的
，
還
是
年
青
的
，
大
眾
對
墨
寶
都
甚
為
關
心
，

馮
漢
柱
認
為
這
跟
不
少
珍
貴
文
物
及
建
築
在
社
區
發
展
中
消
失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
其
實
他
的
字
只
是
其
中
一
小
部
分
，
其
他
的
還

有
建
築
物
。
早
前
常
說
集
體
回
憶
，
若
我
對
這
事
沒
有
回
憶
，
這

事
對
我
來
說
可
能
只
是
一
件
很
普
通
的
事
情
。
但
假
若
我
對
這
事

沒
回
憶
也
能
吸
引
到
我
，
這
事
自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
如
天
星
、
牛

下
，
有
很
多
人
都
沒
到
過
那
裡
，
香
港
人
那
麼
維
護
，
源
於
香
港

發
展
太
快
，
舊
的
東
西
﹃
買
少
見
少
﹄。
轉
變
不
是
不
好
，
但
有

些
東
西
是
值
得
保
留
。
若
然
他
的
字
跡
能
繼
續
保
留
，
那
會
是
本

地
的
標
誌
。
﹂

「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展覽
展期：即日起至5月31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免費入場
地點：主題展覽（㢺魚涌太古坊康和大廈1樓ArtisTree）

學生創作展（太古坊林肯大廈有蓋行人天橋）
展覽另設免費導賞團，於星期六、日舉行，可即場報名參

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詳情可致電2284 4877，或瀏覽：www.islandeast.com.hk

說到台灣，必然想起當地的美食，同樣愛
吃兼喜歡畫畫的老吳（吳鎮生），因滷蛋這食
物而得到靈感催生「米滷蛋」角色，衍生出
活潑趣怪的表情符號，在網絡上大熱。時至
今日，米滷蛋已有不少「朋友」——都是台
灣特色小吃如水煮蛋、豆乾，更變成卡通人
物。創作人老吳早前來港參與本地商場開設
以台灣美食為主題的夜市的活動，他坦言這
個熱心助人、看起來有點笨的米滷蛋跟自己
多少有點相似，而且他也喜愛這個角色的朋
友：「全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搞笑發放正能量
在網絡上即時通訊，必定會想起老吳在

2006年創作的米滷蛋表情符號，讓你在打字
之外，也容易表達更多情感。其實這個創作
也改變了老吳的人生，使他由在遊戲公司工
作的打工一族，變成台灣當紅的網絡圖文作

家。「那是從吃麵線而想到靈感。之前我也
曾創作不同東西，但被大家接受、真正跑出
來的就只有米滷蛋。一開始的時候只是試㠥
畫畫，覺得好玩嘛，那時還是要回公司上
班，下班時才試㠥畫。」老吳說以往從事遊
戲工作的經驗，對他在角色創作有一定的幫
助。他說隨時隨地都在想題材，觀察生活中
的小趣味：「有時候跟我老婆和女兒談，覺
得蠻有趣，便會想能不能用來作為題材。」
米滷蛋喜歡助人，卻又經常幫倒忙，老吳

說他的搞笑故事希望能傳遞正面力量，給大
家歡樂。現時他全情投入自家角色的創作，
回想當初決定，也曾有不少顧慮。「剛開始
也有想過做不行該怎麼辦，那時是一個時
機，剛好我要換工作，那就決定試試看，做
起來就做，做不起來就繼續找工作，這一做
便做了五六年了。」當中他也經歷過不少創
作人都要面對的壓力問題。「網絡上的評

價，當你遇到不喜歡的
評價，可能要調整方
向，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個角色。而且，我都
是一個人在做，有時候
會想不出怎麼畫，或者
受情緒影響，在情緒低
落時畫不出來。由下班後的興趣，現在變成
我主要的工作，一點點的包袱，多少會有。」

創作毋須想太多
由一筆一劃的試㠥畫，到現在以此為全職

工作，老吳認為過分憂慮或想得太多，如擔
心外間的競爭等，反而令創作倍添困難。
「該做的就去做，做一個你喜歡的東西。做好
自己的事情就好，不用太在意別人畫得比我
好，喜歡的人自然都會喜歡，想得太多有時
候反而會綁手綁腳，創作就變得不順暢。像

米滷蛋，我當初只是覺得
它好玩而已，沒有想太
多，只是自己在畫，它是
自由發展，像是一個有生
命的東西，由一個變成現
在十個的角色，我一開始
也沒有預設這麼多。若果

市場上的人喜歡，自然會有潛力。」從表情
符號到漫畫再發展至動畫，老吳希望能夠在
明年完成製作動畫，一步步完成手上的發展
藍圖。
想感受老吳筆下台灣美食的魅力，不一定

要到台灣，荃灣廣場內的「米滷蛋搗蛋夜市」
相信能替你紓解對台灣美食的愁思。場內除
了售賣台灣美食，還有老吳所繪的四格漫
畫，以及由米滷蛋教你台灣地道潮語，讓你
一同體驗視覺和味覺的享受。

■文：盧寶迪

爆紅米滷蛋來港賀復活節

■在場除了能夠看到米滷蛋的可愛
造型，還有各式台灣美食。

■老吳替他的米滷蛋穿上應節的兔
仔裝束。 記者盧寶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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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攝
：
盧
寶
迪

■黃佩雯《My
Toys》以12張即
影即有照片向曾
灶財致敬。

■阿根廷藝術
家 G a s t o n
Caba利用水
墨 把 靈 感 呈
現。

■張卓完成作品《云唔云》後，把概念延伸至報紙上。 ■黎加行與作品《留痕》。

■資深攝影師馮漢柱。 ■馮漢柱於1996年在柴灣拍下曾灶財的筆跡。 ■中環德輔道中的筆跡亦被馮漢柱在2002年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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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展出曾
灶財的墨寶。

■練錦順的《對倒》
表達把顛倒的社會
價值還原。

■張卓完成作品《云唔云》後，把概念延伸至報紙上。

■中環德輔道中的筆跡亦被馮漢柱在2002年拍下。

米滷蛋搗蛋夜市
日期：即日起至4月25日
地點：荃灣廣場1樓展覽長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