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製造》全國巡展（香港站）
由英國文化協會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合

作籌劃的「英國製造——英國文化協會當

代藝術展1980-2010」，精選了35個英國

藝術家於1980至2010年間近150件的真

跡，包括多位英國「特納獎」(Turner

Prize) （於1984年設立，首個給當代年輕

藝術家設立的獎項）獲提名或得獎的藝

術家，如Gilbert and George、Damien

Hirst、Mark Wallinger等，是親身感受近30

年英國當代藝術創作歷程的難得良機。

今周是與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畢業展artist的最後一次
對談。我們的主角是馮穎恩。我們曾經通過「80後」對
自我和身邊親人的觀察，來理解他們的創作世界。而馮
穎恩這次的創作主題則更具有社會的群體面向感，她將
視野對準「肥」一族，以這一字創作出了虛構的「肥
野」。這一形象來自於她觀察大眾審美中對肥瘦的討
論，也來源於她內心認為肥瘦盡皆平等的美好思想。不
同媒介在畫面中碰撞出了童趣、輕鬆和令人感到無距離
的親切。我們看到畫面中這個可愛的「肥野」，不禁會
猜測，是怎樣一位創作者會有這樣的獨特思考？畫面背
後又是否有更多想表述的空間？其實通過和這些可愛的
「80後」們對談，我們早已發現他們的思想總能給我們
驚喜、令我們對他們所關注的世界情不自禁有種感同身
受。讓我們走近馮穎恩的「肥」世界，聽聽她對創作
「肥野」有哪些心得與動人記憶。

個人作品的idea以及主要內容？
馮：作品意念來自自身對肥的偏好，一直根深

蒂固地認為肥人是友善的，易相處的。如
果食物可以滿足到一個人，這個人也不會
壞到哪裡。然後發現沒有人不喜歡一個肥
寶寶，也沒有專為寶寶訂造的瘦身奶粉，
很好奇也不忿為甚麼人大了就要迎合特定
身形標準來生存。然後創造了這個長不大
的「肥野」。「肥野」外形像寶寶，但行為
跟一般人無異。她是善良的，中立的，而且好喜歡
吃。然後再引申問題，如果衣服代表身份，為甚麼
寶寶可以不穿衣服？為甚麼會計較一個人有沒有穿
衣服？為什麼衣服可以控制一個人的等級？如果人
是倚靠食物維持生命，那麼人應該是平等的。

希望觀眾如何理解你的作品？
馮：其實在這次作品中，我嘗試去表達肥人如何自得其

樂，讓大家知道，肥也有肥的好處。「肥野」在三
年前就出現了，這幾年我不斷改善她的外形和外
貌，嘗試賦予她性格和生命，現階段我還想繼續發
展「肥野」，豐富畫面，亦想嘗試將不同的媒介加

入畫面，發掘更多技術上以及內容上的可能性。

未來的創作方向會是甚麼？
馮：畢業展只是一個階段，我不敢保證之後會從事甚

麼，有時間讓我畫畫就好了。

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周光蓁博士：
香港2011指揮家節壓軸音樂會

時間：即日起10月9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
時 (逢星期二休館)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2樓
專題展覽館六

查詢：2913 5215

名家推介

浸大《八十：視覺藝術院畢業展2011》
時間：即日起至7月16日

地點：浸大視覺藝術院啟德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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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李斯特誕生二百周年紀念音樂會
作為紀念李斯特誕生二百周年的敬禮，這場音樂會突顯李斯特多方

面創作才華，所選曲目既彰顯李斯特的作品在技巧上極高的要求，亦
同時展現他音樂的抒情和思考性的內涵。他的藝術歌曲和室樂作品，
更是在香港難得一遇的精品。

時間：7月9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6976 2877

展覽：《不知道如何停止》
在《不知道如何停止》這件裝置作品中，藝術家試圖將他對人類種

種掙扎的看法展現在觀眾眼前。這件帶有激烈情感的作品由300個正在
攀爬的人物組成，它們強烈有力的形體輪廓散發出濃濃的生命力。

時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上午8時至晚上11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3樓至4樓
查詢：2582 0280

戲曲：中國戲曲節2011：新版《西廂記》
《西廂記》文辭之美在中國文學創作上具一定地位。為接近元雜劇

原著精髓，劇本根據元大都人王實甫所著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唱
腔則根據清代著名曲家葉懷庭所作清乾隆版《納書楹西廂記曲譜》，務
求具備正宗「葉氏唱口」的特點。且看此回西廂內的絢麗情緣，能否
與香港年青觀眾接通浪漫觸覺。

時間：7月8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查詢：2268 7325

工作坊：「城市外的歌．說故事的人」
這計劃旨在讓年青一代創作人，重新檢視城市發展與土地和自然的

關係。他們將透過參與於8月舉行的講座媒體工作坊及在隨後4個月走
訪香港僅存的農村及漁村，從舊村民及漁民身上收集他們的老故事及
老歌謠，更將素材整理發展為創作，於明年1月與公眾分享他們的作
品。

參加資格：熱衷於不同媒體創作的本地高中及大專學生
報名截止時間：7月15日
網上報名：
http://www.creativehk.edu.hk/event/1011event004/addmem.php 
查詢：2339 7348

編輯推介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香港藝術發展
局審批員、《亞洲週刊》音樂欄主）

「這場音樂會有兩個方面值得關

注。首先是湯沐海作為指揮大師卡

拉揚的入室弟子、這次是首度和香

港中樂團合作，他有指揮包括柏林

愛樂在內的許多西洋樂團之豐富經

驗，今次來港則將把中樂指揮節推

上高峰。而演出的4首作品也都各

具特色，其中香港作曲家陳錦標的

《小小山貝河》，我自己也未聽過，

這次很想聽。嗩吶協奏曲《大漠長

河》是中樂團委約的中樂版世界首演，我個人則很有興趣聽郭雅志的

嗩吶協奏，他在中樂團擔任嗩吶首席10年，這場演出也是他的告別演

出，他不但演奏樂器更是一位改造樂器的工程師，通過對嗩吶的技術

改良還獲得了專利。另首大提琴與民樂作品《逝去的時光》，是陳其

鋼的名作，湯沐海特邀來比利時皇家樂團前大提琴首席高學文來演

奏。最後一首《滇西土風》，雖然只演第二、三樂章，但也是整套作

品中最好聽的部分，郭文景的作曲風格非常嚴謹，要求樂隊聲部的連

接非常緊密，我相信湯沐海的指揮，則能更多發揮作品內在的管弦效

果。」

被操控因而漠然
盛夏劇團的藝術總監鄭國政，談到這部劇是以一種另類方式記錄斷臂者、以一種新的

概念去透視這些聚集在旺角的表演者背後的諸多社會問題。「12個不同階層的創作者，
扮演不同的斷臂角色，他們以不同方向將他們的感受，呈現在舞台上。」斷臂的背後，
卻不只是肢體傷殘這樣簡單，而有各種不同情態的深層次矛盾值得人們認真去考慮、去
關注。原來許多斷臂者是被集團操控、由內地帶來香港賣藝賺錢，倘若他們沒有實現賺
錢工具的價值——無人捐錢，回去很可能就面臨 毒打。但當我們穿行旺角西洋菜街、
經過他們身邊時，卻只能從一張張面目上看到驚人的平靜。
正如鄭國政所說：「我們很小就知道有些人失去手臂，可以用腳寫字，但當我們真正

在街上看到這些用腳寫字的人們時，卻也看得到他們面目上的漠然，對於生命，他們了
無熱情，這只是他們維生的方式。」
他認為這種漠然也可以被引申為反映香港的生活狀態，許多人們在這個商業社會中行

走，早已喪失熱情、只是在無奈做事。「就像街上賣寬頻的人，我們從角色中會去思
考，如果不這樣為了錢生存，他們是否會活得更好？」大家都必須在生命中作出選擇，
而這些斷臂者，又可否有其它路可選？12個人在集體創作時，其中一人所講的話令鄭國
政感到深深觸動。「這些人其實不該存在，他們是被操控，他們的存在本身是為了迫使
大家因同情而捐錢。」
此種話題牽連起的社會層面討論，就和毒奶粉、內地拐童販賣等事件一樣——為了金

錢，居然會有人使用這樣劇烈的傷害方式，創作者們陷入了更沉重的思考：斷臂表演者
們該存在嗎？他們希望通過演出帶動不同地區人士，對於內地的貧窮問題、對於道德層
面上「斷臂」給人心造成的巨大衝擊，產生共同的關注與思考。再講多一層，鄭國政
說：「因為我們也是表演者，或許某種程度我們也被操控，這是否又是我們該選的路？」

與觀眾一起反思「斷臂者」
演出地點所在的文娛廳，是用四面敞開的開放方式，因而是重在和觀眾一起經歷的一

場表演。舞台上做的，不是1個故事，而是12個人的12個故事，他們在台上用第三身方
式，去討論斷臂表演與自身的關係，而台下的觀眾也可以相應反思，日常走在街上的我
們，該如何去看待這些表演者。「他們看起來好可憐，可他們背後又有不同的故事。」
捐錢是助長他們背後的惡勢力，而不捐錢他們可能會更遭毒打，因而鄭國政認為，真的
是時候認真反思為何會有這種事存在，且就在我們最熟悉的旺角地段，6到7位表演者盤
踞在一條街上司空見慣。
藝術創作者該有勇氣去正視和面對這些現象，轉化為創作之力，而我們作為觀眾、作

為見證這些現象的一分子，也該有反思之動力，去思考這樣不正常的事為何長期存在。
沉痛的議題，總需要心懷光明與堅持的人們去討論，以求獲得改善。這是創作者心中愛
與質詢凝結成的演出，相信你一定不願輕易錯過。

《我活 為了咬 一枝筆在旺角街頭寫字》
時間：7月9至10日 晚上8時
地點：九龍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
查詢：info@shinghatheatre.com

時間：7月15至16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3185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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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穎恩作品「肥野」

「八十：視覺」之「肥」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