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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批評，不會建設；不會尊重，只知
反對；不思進取，自我為中心⋯⋯對於經
常被批評的80後，他們不經不覺已成為社
會的新動力，只要大家數算一下，所謂的
80後，他們已20多30歲了，如果他們仍不
算是社會的新動力，難道我們還要倚賴50
後、60後？他們理應享受之前所努力付出
的成果。

不過，對於一眾剛從大學藝術系畢業的
80後而言，或許在他們畢業之前，已開始
盤算究竟自己會不會走上藝術家之路，又
或者是現實容不容許他們走這條路。「出
爐2011」藝術系畢業生聯展在上星期正式
開幕，有來自中文大學藝術系、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院及香港藝術學院學士課程的30
位應屆畢業生參展。整個展覽除在同一空
間展現不同院校的藝術教學傳統及理念
外，亦可讓觀眾窺探本地藝術潮流及藝術
生態的發展。參展作品精彩多元，作品亦
反映了不少80後的創作特色，例如當中不
乏涉及社會時事的主題，也有探討自我身
份的創作，有的利用網絡作為創作元素。

開幕當天還舉辦了一場「盤點80後」研
討會，與會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
授陳育強、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以
及嘉圖現代藝術董事歐陽憲。或者如陳育
強所言，相對於60後、70後，80後或者處
於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也沒有所謂的政治
包袱，而且有網絡等的協助，但不代表80
後不會遇到問題—不代表80後的藝術創
作空間、社會認受、藝術基建等方面，都
到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程度，讓他們無憂地
從事藝術創作。但情況又不是如此悲觀，

鄧海超以近年入選香港藝術雙年展的80後
藝術創作者為例，如徐沛之、黃慧妍、周
俊輝、鄧國騫、賴筠婷等，說明80後藝術
創作者也有不少獲得認同的人，並
非完全無路可走。

一條疤痕的無限延伸
另外，為加強推廣新晉藝術家，

展覽會更特別選出4位優秀參展者頒
發「傑出藝術新秀獎」，鼓勵年輕藝

術創作者持續創作，今年的得獎者就是陳
翊朗（浸大）、江耀榮（中大）、蔡德怡

（中大）及王玲（浸大）。陳翊朗（Oscar）
的展品名為《疤痕》，包括了一套錄像片
段、X光片及陶瓷公仔。

「我小時候因為血管瘤，所以曾在頭上
動手術，因而留下一條很清晰的疤痕。」
Oscar介紹他的作品時，低下頭來，撥一下
頭髮，但由於燈光太暗，筆者其實看不清
楚疤痕有多長，但可以想像有多深—身
上多了一條如此明顯的疤痕，會令孩子覺
得不同，這種不同未必是出於他自己，是
其他人看到這疤痕，覺得奇怪，孩子未必
會故意視之為怪異，但這種「差異」會被
無意識地誇大，最後變成為了傷害人的工
具。或許傷害會因為長大而淡化，但不會
完全消失。

在公仔頭上做手術的錄像、頭部的X光
片，以及一些有㠥不同缺憾的陶瓷公仔，
其實如Oscar所言：「這作品希望利用不同
的媒體及角度，去探討及了解自己的疤
痕，也是一種認識自己的過程，也從身體
出發，延伸至先天與後天、缺憾與完美等
問題。」回顧自己的過去，也是對未來的
展望。

對於80後，畢業就要立即被「盤點」，好
像是快了點，藝術創作是很
長的路。

文、攝：曾家輝

如果你問香港人：「香港究竟是怎麼樣的？」不知道大
家會如何回答—很多人？很嘈雜？很多車？很多大廈？
還是不知道呢？對於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根本沒有花時
間去觀察及注意自己身處的香港，因為大家好像從來都沒
有時間，年少時就忙㠥應付功課，長大了就忙㠥工作。不
過，大家是不是真的這樣忙呢？

楊東龍在1956年生於中國福建，1973年移居香港。他在
1986年舉辦了他的首次個人畫展，此後一直參加聯合展
示。在潛心作畫的同時，他也是一位壁畫藝術家、佈景畫
家、攝影家和電影導演。他將會舉行首個畫展。在選擇10
年獨處於狹小的畫室，反覆為堆積如山的畫布苦思冥想
後，他決定為自己的人生翻開嶄新的一頁。

他的舊作曾經獲得很多關注，即使長期離開了人們的視
線，也依然不被遺忘。同樣，他也從未停止過以其犀利的
眼光觀察香港的日常生活，並將之記錄在畫布上。揶揄的
目光，往往憤世嫉俗，但卻無比精準，催生出精益求精的
細節。楊東龍從福建抵達香港的初期，就在畫布上捕捉到
了他所移居的這個城市的靈魂。

當香港的其他藝術家熱衷於實驗和發展波普藝術漫畫、
裝置藝術、照片拼貼或抽象藝術時，楊東龍執㠥於自己所
選擇的道路—以他特立獨行的風格和他自己的速度。

楊東龍筆下的人物和背景是真實可辨認的。他們是我們
這個時代難以忘懷的記錄，是香港近代歷史演變的案卷。
以誠實而果斷的筆觸，楊東龍不是單純捕捉普通香港人的
普通生活。就好像《地鐵》（2011），身體擠在一起，思想
遙不可及，接受私人空間的重疊是一天生活的一部分。在
地鐵幽長的車廂深處，羽毛神秘地到處飛舞，暗示㠥另一
個現實的存在。 文：阿卡比

《家，心靈，香港——一段跨越10年的旅程》
展期：9月2日至9月24日
時間：早上11時至下午7時（星期一至六）
地點：DeeM（香港上環荷李活道252號）

香港，
楊東龍心中的家

80後盤點後 藝術創作路漫漫

展期：即日起至9月18日
地點：藝術公社（土瓜灣

馬頭角道63號牛棚
藝術村12號）

■陳翊朗及其《疤痕》。

■王玲的《An i mo》

■ 楊 東 龍 的 《 地 鐵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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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曾想像過在黑暗中生活？有指人們太依賴眼睛，我們只相信自己看見

的東西，外表已決定了一切，我們不能理解及接受看不到的東西，甚至是視覺

大於其他感官，包括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有研究更發現，我們會因為看

到某種食物，便已認為是某種味道，卻不是用舌頭來定奪。如果我們看不見的

話，是不是代表某種程度的死亡？這好像很誇張，但如果大家思考一下，自己

是不是這樣過日子，就會明白眼睛其實主宰了你的一切。

由「黑暗中對話」（DiD）及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聯同人山人海聯合製作的

《暗中作樂2011》，在後天正式開幕。這是全球首個由視障人士參與管理完全黑

暗中的聲演會，以一個共融舞台，帶來了視野革命，去年空前成功，今年重

臨，並移師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展貿廳舉行，地方更大，場數也由去年的五場

加至十場，讓更多人可以暗中作樂。

筆者在暗中作樂之前，先跟「黑暗中對話」（香港）基金會主席莊陳有，以及

人山人海的蔡德才（Jason）分享舉行這聲演會的點點滴滴。「現在很多人去演

唱會，都不是去聽歌的，是去睇衫，去睇特效，我想大家給自己一個機會，用

耳朵，用心去聽。」莊陳有就是要告訴大家，不要害怕黑暗，因為音樂本來就

是用耳朵去聽，用心去感受。

看得見的，不代表只可以看。 文、攝（部分）：曾家輝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6樓展貿廳3
日期：8月25至28日（演出時間約75分鐘，共10場）
網上訂票：www.concert-in-the-dark.hk（網上訂票後需親身前

往DID體驗館取票）或前往HMV全線分店購買。
查詢熱線：6824 3613／6824 3237

不 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去年的《暗中作
樂》，如果有的話，你可能有從未試過的

音樂體驗—在漆黑之中，甚麼也看不到，只是
聽到各種樂器的演奏、不同歌手的歌唱，以及聲
演人士的說話，在不同方向播出來，視覺不會再

發揮作用，因為只可以用聽覺。其實，這不單是對聽眾，
對台上的歌手及樂手，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幫助與受助者角色對調
今年的《暗中作樂》除了黃耀明會率領盧凱彤及人山人

海原班人馬外，還會加入容祖兒、鍾舒漫、吳雨霏及周國
賢，聯同視障人士與田北俊、李樂詩博士、周華健、鍾景
輝及其他神秘聲演嘉賓，帶領大家以全身心感官觸覺周遊
列國，在完全黑暗的世界中衝破視覺限制。

「我是希望多些人參加，去年的反應很好，今年場地大
了，場數也多了，而且有更多主流的歌手參加。」莊陳有
說，雖然自己看不見，但也能感受到去年台上台下不同人
士的反應。「對台下的人來說，這是很不同的經驗，從來
看演唱會都是目不暇給的，舞台有很多搞作，有煙花及很
多其他特別效果，又可以看到很多美麗的服裝，又會有很
多舞蹈，但在視覺上實在太豐富了，分了心，大家都不能
也不會用耳朵去聽歌。」

他又期望聽眾可以不用那麼緊張，或者《暗中作樂》聲
演會對他們來說，也是很與別不同的經驗，在完全漆黑的
環境中，猶如失去視覺，但也充滿啟發性。「我希望台上
台下可以有多些互動，反應會更好。」

對於參與台前幕後工作的視障人士，同樣是一個全新挑
戰，通過與健視人士的合作，不但讓他們有機會展示才華
和潛能，更造就了黑暗中的舞台管理這嶄新的專業。「現
在很多人仍以為視障就是一個問題，視障人士需要別人的
幫助，但在《暗中作樂》之中，情況是完全不同，視障人
士是提供者，需要協助的是健視人士，因為他們就是因為
自己看得見，所以在不需要視覺的環境中，就是看不見的
人。」

共融世界中的反思
「如果你有來過『黑暗中對話體驗館』，也是這個道理

—在黑暗中特設公園、渡輪、市場、戲院和咖啡室等五
個場景，每處都讓你感受其獨特的質感、聲音、氣味和味
道，你在黑暗裡善用其他感官去好好過生活。」如莊陳有
所言，經專業培訓的視障導賞員會帶大家走過黑暗旅程的
每一步，而在一片漆黑中，大家的身份對調了，因為視障
導賞員會對環境了如指掌，參觀者反而要靠㠥他們。」

視覺是我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感官，但同時我們很難想
像生活在黑暗中是怎樣的滋味。無論是《暗中作樂》也
好，還是「黑暗中對話體驗館」也好，都是讓大家反思生
活，並改變對視障人士的看法。

《暗中作樂》之所以引起巨大迴響，不只是在黑暗中的
聲演會這麼簡單，是因為讓大家了解視障人士的能力，反
思固有的成見及角色定型—由視障人士參與全黑的專業
舞台管理，首次由視障與健視音樂人一同於完全黑暗的環
境中合作。

黑暗中對話（DiD）概念在1986年由德國人Andreas
Heinecke創立，至今已擴展至全球超過34個國家及164個城
市。2000年首個永久體驗館在漢堡落成，館內設有公園、
碼頭、市集、咖啡室等不同場景，由視障導賞員帶領健視
人「暗中作樂」。DiD是個社企，透過健視者和視障者的角
色互換，給前者全新體驗外，更重要是給後者提供就業機
會，改變「受助者」的形象。

暗中遨遊大同世界
對台下的聽眾，黑暗中聽音樂已是如此「不同凡響」，

那對於台上的歌手及樂手們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筆者當
然要問問人山人海的蔡德才（Jason）。

「去年的經驗其實很寶貴，因為是第一次舉辦在黑暗中
的演唱會，我們學習到很多東西，其中一樣就是原來我們
也是很依賴視覺，因為我們習慣了看譜，又或是用眼睛去
思考，但其實是歌手也好，或是樂手也好，視覺並不是最
重要的，我們不是用眼睛去唱或奏樂器。」

也如莊陳有所說，因為我們以為所有東西都是靠眼睛去
看，所以歌手才如此想表現台風，如果我們都不看的話，
歌手便可以全心全意去唱了。

「今年，我們定了主題—用耳朵去旅行，讓大家以音
樂聽見世界。旅行不是用眼睛的，我們以多國的音樂，配
上聲效，以及特殊的環境設計，加上幾位特別的聲演嘉
賓，在這種互動演出中，帶大家周遊列國，展開七十五分
鐘的音樂旅程。」

「我們已經編好rundown了，在選曲及編曲方面，希望
可以colourful一些，而且加多些音速裝置，既增強音樂的
複雜性，也同時加強現場感，令整件事更立體，令聽眾可
以被音樂所包圍，就好像真的去旅行一樣，去感受身邊不
同方向及位置的人和事。」

「今年我們請來的幾位聲演嘉賓都很有代表性，包括
King Sir（鍾景輝）、李樂詩、田北俊等，King Sir的聲音
應該很多人都會認出，而李樂詩也提供了不少input，令整
件事更有深層意義。」

筆者也在資料中看到內地視障詩人歌手周雲蓬的名字。
周雲蓬70年生於瀋陽，9歲失明，15歲彈結他，他後來進
入盲人學校讀書，94年在長春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翌年隻
身闖進北京圓明園，開始了超過1年的賣唱生涯，後來輾
轉到雲南、昆明、貴州，在中國各地展開流浪。「周雲蓬
曾來港舉行演唱會，他很有自己的風格，偏於民歌形式，
他的表演部分會以solo方式處理。」

■Jason在去
年 表 演 的 情
況

■ 內 地 視 障
歌 手 周 雲 蓬
今 年 也 會 參
加 「 暗 中 作
樂」。

■今年有更多
主流歌手參加

「暗中作樂」。

黑暗中作樂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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