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味．中環」攝影展
活動巧妙地融合了令人垂涎的美饌、秀色

可餐的攝影作品和一個讓人發揮無限創意的

食譜創作比賽。國際著名攝影師Rya n

Matthew Smith的攝影展將為「品味‧中環」

揭開序幕，16幅攝影佳作將於遮打橋及東橋

展出，帶觀眾的眼睛穿梭於美食世界，雪

白的冰塊上放冰凍的鮮橙，與墨綠色的薄

荷葉相映成趣。其後亦會有一個食譜創作比

賽，各烹飪愛好者可發揮創意，結合烹調技

巧與攝影作品的視覺效果，以攝影作品中的

食材（紅菜頭、鱈魚、雞、鵝肝等）創作一

個嶄新獨特的食譜。

上周我們與大家分享了「捉跡六億年」壁畫創作展藝術家Rita的「恐龍時代」，那
些不同顏色、表情多多的恐龍形態，以輕鬆頑皮基調令我們觀後心情也變得愉快輕
鬆。今次，我們將繼續與大家分享這一系列展覽對遠古地球生命形態的想像與創
作。史前的海洋生物在我們的印象中該是怎樣的？想來大家對此概念都未必鮮明，
而其實那一時代的海洋生物十分博大豐富，Sindy就為我們帶來了三葉蟲、水母、水
盤車、環節動物等許多靈動的形象，讓我們來聽一聽Sindy與她的「史前海洋生物」
們的故事，看一看她心目中的史前海洋世界是否一如你所想。

在這次壁畫創作展中參與了哪些創作？
Sindy：「捉跡六億年」壁畫創作展，6位插畫師分別在中環街市行人走廊的六道拱門

上進行現場壁畫創作，建構一條地球生命演化的時光隧道。我負責創作的是
第一道拱門——海洋生物。我在三幅3呎8吋×9呎8吋的柱身上繪上菊石、三
葉蟲、水母、水盤車、環節動物、節肢動物、鸚鵡螺、筆石蟲、海蝎和魚類
等地球最早的海洋生物。我用了較濃和厚重的顏色來描繪牠們奇特的樣子和
深藍的海水，幻想牠們獵食的情景，感覺有點神秘、深沉。我還在最頂部寫
上了一段文字，想帶出的訊息是地球生命演化到今天，一些物種已經消失，
但其他的物種卻得以繁衍及變得多樣性。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地球
環境、氣候不斷惡化，現在卻多了很多人為的因數，人類會否學懂與大自然
和諧共處？在拱門末端最後那幅牆是6人的集體創作——未來生活，我畫了對
未來生活的超現實聯想，包括人、空間、海洋、企鵝等，色彩鮮明，配合其
餘5位插畫師的圖像，融為一個和諧的畫面，亦代表我們對未來的盼望。這次
的壁畫創作最頂處我需站上7呎的鋁梯繪畫，雖然有點畏高但也逐漸適應下
來。日間人潮洶湧，我會稍為晚一點才去繪畫，這裡午夜後的時段有如「包

場」，我十分享受這個有如大畫室的公共空間
和無人的寧靜境界。

如何看待自然文明與創作的關聯？
Sindy：自然是地球上珍貴的資源，孕育萬物包括人

類。文明構成人類的社會，改善人類的生活。
但人類無休止的慾望、過度的活動卻會令宇宙
萬物失去平衡，面臨危機。我們可以透過創作
去傳遞訊息、表達態度，而今次「捉跡六億年」
的壁畫創作更想讓熙來攘往的途人停下腳步，
重新反思和檢視人與自然的關係。

希望觀眾從展覽中得到怎樣的感受？
Sindy：綠洲藝廊是位於中區商業中心的一個公共空

間，每天經過的市民和上班一族見證 壁畫由
零開始，到完成的創作過程，感受到我們日以
繼夜、汗流浹背的堅毅。希望觀眾除了停下來
觀賞及拍照外，亦細心了解一下壁畫背後的訊
息，地球環境生態並不是必然，我們要好好珍
惜。在繪畫期間，根據市民大眾的反應，他們
都非常接受及讚歎我們在這公共空間的壁畫創
作，也讓繁忙的都市人得以舒緩一下壓力，希
望今後有更多的公共空間給予藝術家去發揮。

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周光蓁博士：
「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決賽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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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音樂會的意義非常獨特，是香港有史以來

第一次舉行國際指揮大賽。總共有超過百餘位世界

各地的指揮人才申請參與，55位正式獲得參賽資

格，17位參賽者從初賽中脫穎而出，進入複賽和準

決賽。最終選出的三強，將參與這場決賽音樂會，

競逐冠、亞、季軍，以及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等獎

項。上半場中，參加決賽的3位選手每人都需要指

揮香港中樂團演繹兩首曲子，一首是香港作曲家林

樂培難度非常高的作品《秋決》選段，另一首是趙

季平的《古槐尋根》全曲。下半場將陸續宣布賽

果，冠軍得獎者和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得獎者，將

分別指揮中樂團演奏《黃河暢想》和《星河潑墨》

兩首曲目。值得觀眾特別注意的是，最終賽果不只

有閻惠昌、湯沐海等評委決定，中場休息時每位觀

眾可以一人一票，投給自己心目中的冠軍和最佳演

繹，選舉非常民主，因而中場時大家也正可以思量

一番，該將珍貴的選票投給哪位參賽選手。」

時間：7月25日至8月14日
上午11時至下午9時

地點：中環置地廣場
查詢：2801 5311

名家推介

「捉跡六億年」大型壁畫創作展
時間：即日起至12月31日

地點：中環街市綠洲藝廊（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查詢：9644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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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上海評彈團「吳音風韻」
評彈是評話和彈詞的合稱，起源於風景秀麗的蘇州，盛行於江南一帶，以蘇

州方言演唱，吳儂軟語，令人回味。簡單的一桌兩椅、一塊醒木、一把折扇、
一個三弦、一個琵琶，就能說道千軍萬馬，唱出萬世情緣。中篇評彈《白蛇
傳．大生堂》和多齣折子戲這次便能為我們展示其中魅力。

時間及地點：
7月22日至24日 晚上7時30分 香港大會堂劇院
7月23日 中午12時及下午3時 茶具文物館
7月24日 下午2時30分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查詢：2268 7325

展覽：「夏日玻璃畫藏物語」
展覽除展出中國八大內畫藝術大師之一張鐵山30年來的代表作外，更在港破

格以各具歷史之汽水瓶試行內畫創作，透過格調典雅、筆觸精妙的傳統內畫技
術，重新演繹不同國家、人物的典故。本地人氣漫畫家梁進亦會以輕鬆有趣的
漫畫，跟市民一同合力在巨型瓶內畫出香港人回憶中的冰涼夏日。

時間：7月23日至8月31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上水廣場二樓中庭
查詢：2811 4900

戲劇：《相約啡音棧》
這齣百分百本地原創的百老匯式歌舞劇，於2003年初演時已場場爆滿，更獲

各大傳媒、媒體一致好評。這次重演，除了保留原有的精彩故事、歌舞和鋼琴
現場伴奏外，編劇更精益求精地改寫故事的結局，配上重新編製的歌曲，務求
帶領觀眾進入劇中主角的世界，以探索人生真義，進入心靈的感性之旅。

時間：7月22日至24日 晚上7時30分
7月23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網頁：http://www.actinginn.com/coffee2011

工作坊：兒童粵劇培訓課程
計劃在三區各招募30名6歲至15歲的學童，接受以培訓排演粵劇折子戲為主的

課程。課程讓學童循序漸進地認識粵劇中唱、做、唸、打四功的表演程式。為
提供更適合學童演出的戲碼，特別委約周嘉儀編撰四齣以「孝道」為題的折子
戲，除教授粵劇藝術外，藉「孝道」觀念的傳遞，亦希望加深他們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識。

時間：2011年8月初至明年2月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高山劇場及大埔文娛中心三區練習室
報名查詢：2722 1630

編輯推介

散居五大洲、七大洋的海外華人，當年有不同的背井離鄉原因，
故事太多，結局也太不同。不一樣的腳印，編織出不同的結局。生
於50年代的劉博智懷 這份飲水思源的情懷，曾先後走訪了35個國
家的海外華僑生活。他最初對古巴唐人的印象，完全來源於讀到的
資料。他從資料中了解到60年代之前的古巴唐人社會十分富足、以
客家人為主，盛行粵曲，早年許多華人在古巴從最底層開始謀生，
像是為人洗衣。全盛時期的20萬華人，如今所剩竟只有200人左
右。政治背景的更迭孕育無窮的民生疾苦，2009年，劉博智第一次
踏上古巴土地，他最初在唐人街遊走了3日，才敲開一扇華人的
門。少而又少的僅存華人，褶皺已被年月熬歷至稀聲。與生命相依
為伴的貧窮，仍是這些海外華僑們今日的現實處境。
第二代古巴華僑平均年齡都已在80歲。而年輕時因戰亂、政局動

盪等原因來到古巴做工的一代移民大多有 極為艱苦的經歷，他們
做苦勞力養家餬口，卻將中國文化的印記連同青春一起留在了古
巴，像作為他們唯一精神食糧的粵劇和看戲時嘴裡要嚼的雪花梅，
幾十年下來，仍是今日古巴唐人街中一道懷念故國的印記。劉博智
感慨道：「在我們的茶樓裡，可能根本不吃的話梅，他們能吃到，
卻那麼開心。」他帶了30公斤話梅給當地老華僑，老人家們無不喜
出望外，吃上一個鐘都捨不得吐掉。「他們的生活沒有我們那樣富
裕，但他們對中國的感情，卻重過我們。」
在當地華人對劉博智口述歷史的過程中，他遇到當年被華僑從大

街上撿回來收養的古巴裔女子何秋蘭，8歲時她便隨養父登台表演
粵劇，廣東話流利。養父過世多年後，她仍堅持要到「故鄉」開平
祖墳拜山祭祖，劉博智帶她回到中國得償所願，當何秋蘭在祖墳前
唱出粵曲時，一幕「回家」的錯置的時空，完成了她尋根的路途、
確認了她堅定視自己為華人的身份。

我的工具是語言
而不是相機

作為一位攝影師，劉博智卻表
示：「我的工具是語言，而不是相
機。」他的眼睛不是冰冷的鏡頭，
他的語言，是為古巴唐人們帶來家
鄉記憶的溫潤光亮。他說，有言語
有對話，他才有拍攝的動力。他認

為一張照片能讓人們了解的其實極為少，唯有語言才能使人真的敞
開內心。而拍攝這組鮮為人知的相片，則是為 心底那份對華人祖
先的感恩和掛念。
「上一代人受的那些苦，我們不能想像。他們無法像今日的我們

這樣去買樓炒股，但他們真的捱得。」中國的移民歷史，從清朝政
府遺留下的棄民，到解放前期政局不穩大批逃往外鄉的僑民，遍佈
世界南北，而其中廣東客家人又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
粵港失落的文化，也是中國行將被人們忽略的歷史。劉博智是一位
藝術工作者，但他卻有 史學工作者的考據情懷，他用鏡頭捕捉下
面孔背後的歷史痕跡，也希望藉此讓更多國人懂得流落在海外的華
人們的那些好、那些苦。如這樣的相片能對你有那麼一絲觸動，不
妨前來展場細睹究竟。

有些影像，是為 紀錄，更是為 莫失莫忘，將早已被世人忘卻的心酸歷史保存下來。移居美國多年的紀實

攝影師劉博智，便為我們帶來了這樣一些照片——他的鏡頭記述下古巴的唐人街生活，以最為樸實的人像一點

一滴去勾畫中國與華人流動的沉重命題。這場名為《中國．流動——古巴唐人記》的攝影個展，不只是完成一

份他跨越半個地球目睹那個遙遠的海外中國之紀錄，也是一份對歲月輾轉中被漸趨遺忘的海外華僑之致敬。古

巴唐人照片，是第一次在港展出，而入鏡的那些人與事也似乎與我們相隔甚遠，但我們身為中國人，卻無論如

何不該忘記這些面容。當年的文革時代洪流、窘困的歷史命運之下，遠渡古巴的老華僑們不辭辛苦，以一己之

力支持國內親人的生計。而今日，他們在中國沒有了家，在古巴的群落也行將消失。忘記或許是這世上最殘忍

的事，因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先人的恩和他們吃過的苦。我們今日的飽足生活不該是心安理得，而要心懷感

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捉跡六億年」之Sindy與「史前海洋生物」

時間：7月24日 晚上7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查詢：3185 1600

《中國．流動——古巴唐人記》劉博智個人攝影展
時間：即日起至8月14日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星期一閉館）
地點：光影作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10）
查詢：3177 9159

古巴華人的流動紀錄

Sindy與「史
前海洋生物」

▲

菊石、三
葉虫、環節
動物、節肢
動物、海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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