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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展覽作品集結成冊，僅一個「序」便反映四地不同的特點，台灣前言要用序以及
館長的話加上館長簽名，香港習慣只用序，澳門的序後要放目錄。四地藝術家組合長達
數月的交流，也成為觀察四地藝術家不同特點的窗口，讓人看到香港藝術家的貼近生
活，台灣藝術家長於採用先鋒試驗技術抽象表達，內地藝術家傾向於宏大敘事，其中港
澳台藝術家的合作性更強，而大陸藝術家則更為個人化。

適應群體創意　港台藝術家易合作
港澳台地區藝術家的合作性從配對的過程就迅速展現出來，策展人馮博一注意到，港

澳台藝術家之間很快達成了默契，尋找到「心儀」的異地合作夥伴，內地藝術家就顯得
有些懈怠或不甚積極，甚至出現了白小刺和梁遠葦兩個都是大陸藝術家的「近親」組
合。
在來自香港的策展人梁展峰看來，港澳台藝術家較為習慣創意群體的產物，如電影的

創作，哪怕最後一兩個人出名，但整件事依賴整個團隊完成。香港人在生活和工作上，
也經常和別人溝通配合，所以藝術家很快適應合作的過程。典型的例子就是來自台灣的
何明桂和澳門的蘇約翰。兩者都是比較個人化創作的藝術家，何明桂擅長於運用無知的
詼諧感呈現生活異象複合媒材，而蘇約翰學的是建築，在各自都難以介入對方創作的情
況下，兩人很快找了一種策略，通過對記憶的物象做出文字描述，然後讓對方根據這些
描述進行自由創作。
此外，香港藝術家喜歡跨媒介創作，如此次參與的藝術家魂遊既做行為藝術，又做攝

影；黃卓軒讀建築，又做動畫，其整體作品更加多元化，往往也更易接受新事物。

作品主題宏大　內地藝術家傾向個人英雄
在對黃卓軒和劉俐蘊這個組合的採訪中，不同於黃卓軒對香港社會的侃侃而談，內地

藝術家劉俐蘊的關注點多在個人的體驗，作品中以輕飄飄的人偶像徵人在社會中的角
色，這也是內地藝術家在四地中呈現出來的最大特點。
策展人馮博一指出，內地藝術家比較高調、自我與大陸文化環境有 直接的關係。從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文化的主流一直是一種文化激進主義，主張「為人生而藝
術」，雖然一度被官方異化為帶有政治權利的意識形態，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前衛藝
術仍以此為標榜，這使得內地藝術家往往帶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梁展鋒則認為，內地的作品文化內容強，也傾向於宏大敘事，從大的文化內容上尋找

啟發。如白小刺的作品《巨人》，雖講城市發展，但是會借用文化經典《小人國歷險
記》，以巨人被綁代表龐大的社會力量的衰弱，隱喻了在中國城市化背景下，特別是近
幾年以土地經濟涸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方式，原本壯碩的社會能量在與體制的對抗中逐漸
枯竭。相比之下，港澳台藝術家的作品則顯得更為生活化，「從日常生活見到、體驗到
的事情中尋找靈感，如魂遊和台灣藝術家陳志建用真空攝影機拍攝廣場，對象都是日常
見到的事物，容易引起共鳴。」

1+1交流　效果是否＞2？
對於「1+1」模式，人們直觀的想法就是結果是否＞2？馮博一認為，不同地域，乃至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都具有三種基本形態，包括交流順暢、愉快，相互妥協地尷
尬，企圖交流而又難以交流。台灣行為藝術家單凱悌，赴北京和搭檔趙趙交流一行，反
而使得兩人關係破裂，分室展出，也僅是呈現合作產生的多種不同結果的樣態。但這種
交流讓彼此直接進入對方的生活以及創作過程中，創作理念的拓展、社會網絡的擴大、
對異地文化的了解，對兩岸四地藝術家的影響更為深遠。
黃卓軒在與劉俐蘊的合作中則重新審視了自己新近創作的作品。「原來都是直接地去

表達直觀的社會事物，現在會思考如何抽離出來，更加留意它昇華的狀態。」最讓策展
人們意外的是，通過香港搭檔許雅舒的介紹，台灣的姚仲涵成功跨出台灣在香港舉行了
個人展覽。

藝術關乎內容，也須關心市場。內地經濟社會迅速發展，香港各行各
業陸續北上神州，藝術的交流也有 迫切的需要。梁展鋒指出，雖然香
港的市場仍有自己的優勢，但北上交流勢在必行，希望政府能夠設立專
項交流基金，為香港藝術家提供更多的北上交流機會，也讓內地了解香
港藝術市場。
梁展鋒認為，香港藝術市場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吸引內地藝術家南

下。香港的買賣市場較為活躍，如佳士得、蘇富比拍賣仍是亞洲活動的
一個重點，吸引很多海外買家。其次，愈來愈多西方的畫廊會進駐香
港，再進入內地，令香港藝術市場增加新的活力。但儘管吸引大陸的藝
術家來港展覽增多，往往僅有作品展示，很少進入較深的交流階段。
而香港藝術界北上卻舉步維艱，「心境上一直是預備交流的，但機遇

並不是想就有」。兩地交流的資源和平台缺乏，更沒有基金會的鼓勵，實
踐上仍存在許多困難。梁展鋒指出，目前內地策展人主要還是透過大型
展覽認識香港藝術家，但只有少部分香港藝術家會參與內地策展的展
覽。一方面在因為香港藝術家比較少那種大議題、大文化作為基調，所
以對大部分內地策展人來說，很難配合他要的主題。
他認為，目前內地一些藝術雜誌報道香港藝術發展的訊息變多了，說

明內地對香港也愈來愈關注，但個人的資源有限，應當依靠政府或者機
構的推動，希望政府有一些專項的補助，並出台一些指導性的制度，推
動長遠持續的交流。「這類交流在經濟層面比較多，但在文化層面，尤
其是藝術方面很少。」

籲政府設立交流專項基金

梁展鋒指出，97年前很多四地的交流都是在香港發
生，因為交通方便。但是隨 台灣和大陸在交通、通
商方面關係日益緊密，四地集中一起交流逐漸減少，
香港的中心作用隨之弱化。隨 大陸藝術逐漸成為焦
點，香港藝術界甚至流傳 一句話：「以前香港藝術
是國際藝術的甜品或是春卷，現在香港藝術是中國當
代藝術的甜品或是春卷。」 反映藝術界對現狀的焦
慮。
除了藝術方面，在採訪中，香港藝術家也不約而同

表現出一種社會身份的焦慮感。如黃卓軒所說，香港
的殖民地教育從小開始，香港人習慣了按部就班幫助
外國人在中國賺錢。回歸後，香港是一個金融基地，
但隨 內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香港今後要扮演一個甚
麼樣的角色？」
另一名香港藝術家魂遊則用一組廣場的針孔攝像作

品反映了中港融合過程中的焦慮。「在象徵香港新生
的金紫荊廣場，如今都是說普通話的遊客以及招徠生
意的商人，每天都有人跑過來讓我幫忙拍照留念，但
他們對香港真正了解多少？」

香港社會的身份焦慮

1. 介．乎．之．間
黃卓軒（香港）+ 劉俐蘊（內地）

「介乎」與「之間」不僅意味 地理的「間隔」，
也是文化環境與個人境遇的「隔膜」；「懸空的人
偶，由輕的外表，沉重的內在構成。」象徵 文化、
政治的負累與沉重，而來自深圳、香港、台北三地的
沙子在三地公共空間的巡展，不間斷地細細流沙隱喻
出歷史與現實的流光碎影。
2. 記憶的轉譯──我最喜歡單獨空間
何明桂（台灣）+ 蘇約翰（澳門）

何明桂和蘇約翰都是比較個人化創作的藝術家。他
們選擇了一種彼此都能接受的交流策略，分別對五種
記憶的物象做出文字描述，然後讓對方根據這些描述
進行自由創作。例如蘇約翰描述了他早上醒過來突然
看到蝴蝶在自己的枕頭上飛。何明桂就做了一個假的
蝴蝶，並創造了一個動態的影相，重現當時他看到的
景象。

既互不干預創作又達成互動，這也不失為一種很好
的策略性交流。
3. 廣場
陳志建（台灣）+魂遊（香港）

金紫荊廣場，建於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自由廣
場，紀念蔣中正遷都台北。這兩個地方對於當地都是
具有時代性意義的地方。如今，兩地每天都迎接 熱
情高漲的大陸遊客。

針孔攝像，每一次快門記錄 廣場不同時段的某個
部分，最終形成的環場圖，展示了廣場一天的景象，

「迷走在/紀念那曾經一度的/或死而後生的榮譽地/統
治的幽魂與觀光客遇 了」

部分作品解讀

對於富人之後，自古有訓言：創業難，守業更
難，但對於名人之後，不知又有何訓言？對於名人
之女，更不知有何訓言？
報業家與小說家金庸（查良鏞）的幼女查傳訥最

近舉行畫展，名稱是「子非余，焉知余之樂」，並以
「人類眼中和魚族眼中的世情是否相同」為主題。生
於書香世家的查傳訥，自小已喜愛夢境、幻想，相
信三千世界，如同一寐，紅塵天眼，法相千般。據
她表示，因為在街市中見到魚被困在魚缸中，所以
就變換視角，藉畫作幻想魚眼中的世界，探討人類
眼中的世界，與水族眼中的世情，當大家看過其畫
作的名稱，或者可以領會一二，如《愉悅 憂鬱 奢華
儉樸 甚麼叫輕狂 甚麼叫求存 最終路也相同》、《時
髦 守舊 沒有新鮮事 只有無知 愚智》、《繁拙的歲月
真正觸到他的心》、《那些年輕的痛苦 都淡忘了》
等。
查傳訥在1963年生於香港，家中排行第四，父親查

良鏞博士，著名武俠小說家及明報創辦人，而母親
朱玫在生前鼓勵她丹青習事，以畫娛己。她在1975年

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成為最年幼的入室弟子，
學習國畫基本功，後來丁衍庸大師辭世後就無另拜
師學藝，只閒來家閨戲筆。1995年，跟隨同門師兄關
紹彬學習工筆和大寫意，臨摹古人作品。2007年與陳
楚文老師結緣，初涉足塑彩及油畫，到2009年參加陳
楚文老師舉辦的西洋畫聯展，今年才正式舉辦個
展。
童年時，查傳訥常問父親：「可以送一支能施予

生命的魔法畫筆給我當生日禮物嗎？」其時尚在稚
齡，只希望憑童話的一根魔杖繪造，而未始知藝海
的遠航，俯仰日月，得失存乎一心。人的成長歷程
都不一樣，所以沒有一模一樣的藝術家。每個人渴
望的都不一樣，畫家希望突破極限，挑戰昨日的
我，忍把浮生閒夢，轉化為理想中的悲憫靜恤之
境。
查傳訥治畫用料，不限畫布，也延伸至木板和金

屬，盛載冰海鮮的發泡膠盒及捕魚網，均圖點成
金，在所不棄。顏料方面，除一般塑膠彩或油彩，
還交替使用日本本土的天然及人造顏粉，歐洲蛋

彩，亦涉嘗試，但求在探索中窺嘗天趣，得道與
否，交付靈運之鐘，尚未可知。
在開幕禮中，除了父親查良鏞，還有其他名人前

來支持，包括李純恩、吳維昌醫生等，而主持人指
自己妒忌查傳訥，原因有三：一是查傳訥有個會講
精彩故事的名人爸爸；二是查傳訥有支持她習畫並
鼓勵她開辦作品展的好丈夫；三是查傳訥作畫觀察
細緻，常有不尋常的藝術表達。

藝術是屬於大眾欣賞的精品，不止少數人享有的
奇珍。人選擇怎樣生活，本身已是藝術機緣，在流
水般的生命裡，相濡以沫，色空相忘於江湖，在刀
俎鼎鑊的亂世，善惡無道，悲歡無常，人乎，魚
乎？
查傳訥的畫展只賣畫冊，限量發售，扣除成本

後，收益全數撥捐幫助香港貧窮弱聽小童，購買助
聽器。 文：阿卡比

「子非余，焉知余之樂」畫展
展期：即日起至5月26日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香港堅尼地道7A）子非魚　焉知查傳訥之樂 ■幼女查傳訥（右）開畫展，

父親查良鏞（中）當然親身支
持，左為吳維昌醫生。

■查傳訥個展以「子非余，
焉知余之樂」為主題。

兩岸四地藝術家組合配對

「1+1」模式，香港俗稱「Crossover」，在時尚界和設計界這種合作

式創作十分流行。但兩岸四地藝術界的交流則多局限於將作品集合於同

一個展覽中，crossover更加少見。深圳何香凝美術館、香港藝術中心以

及台北關渡美術館舉辦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劃，讓四地14位參展藝術家

和2組設計師共17位藝術家，進行兩人組合創作，將「交流」的過程與

結果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

這也是首度兩岸四地藝術家共同創作作品，經過數月磨合，當中既有

和諧順暢的例子，如內地的劉俐蘊與香港的黃卓軒合作默契，其作品

《介．乎．之．間》不僅融入各自的創作特色，亦充分體現對交流的思

考。交流難以為繼的狀況也時有發生，來自內地的趙趙與台灣的單凱悌

選擇分開完成展示各自作品，香港和內地設計師組合的配對中，甚至有

一方最終選擇退出。這種別樣的交流創作，既展示了不同地區藝術家的

特質，也為兩岸四地藝術家的交流邁出了新一步。展覽將於19日起在香

港藝術中心展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實習記者 王悅、熊麗芳

■魂遊（左）及陳志建（右）以
針孔攝像分別拍下金紫荊廣場和
中正廣場的全景。 李望賢 攝

「1+1」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劃
香港巡迴展覽

時間：5月19日至6月12日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查詢：2582 0200

■黃卓軒和劉俐蘊的作品《介．乎．之．間》，
以灌滿沉重的沙的人偶象徵文化和政治的沉重。　

李望賢 攝

■白小刺的作品《巨人》，隱喻了在中國城市化背景下，原本壯碩的社會
能量在與體制的對抗中逐漸枯竭。

■在拍攝這組作品的同時，香港
藝術家魂遊也反映了中港融合過
程中的焦慮。

■何明桂針對蘇約翰描述的路橋
進行創作，鏡面是與路有相似作
用的媒介，連接了這裡和那裡。

李望賢 攝

1+1創作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