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3

二○一一年十月一日（星期六）辛卯年九月初五

人物副刊
策　　劃：曾家輝　責任編輯：伍麗微　版面設計：謝錦輝

本版逢周六刊出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作為中國最引人注目的雕塑藝術家之一，李紅軍有 比
較不尋常的藝術經歷——在90年代初便創作裝置藝術，與方
立鈞、徐冰等藝術家一起參加國際性展覽，但為了病重的
妻子，他選擇隱居在陝西的鄉間照顧妻子，所以96年到06年
這十年間，李紅軍的藝術活動幾乎一片空白，直到06年中央
美術學院實驗藝術招收他為碩士研究生，他才繼續進行藝
術創作。

筆者最近跟來港舉行展覽會的內地藝術家李紅軍訪談
後，從其以紙為材料的作品，如《自己》、《膨脹的紙片》、

《游離》等，得知他通過紙張的偏移、旋轉等方式，融匯東
西方不同的剪紙藝術，砌出一個個大小、比例不同的人
頭，表達了人類自身的價值取向在面對社會現實後的偏
移、扭曲等現狀。

問：為甚麼要以紙為材料？

李：紙是最普通不過的材料，但充滿無限可能性。你可以看
到我的作品，一層層的紙，剪裁成不同的形狀，再疊起
來，便成了一個個人頭，但過程是複雜的——先想好一
個立體人頭的形狀及比例，之後在一張張紙上畫好要裁
剪的形狀，之後再疊起來，就好像是將人頭的一層層Ｘ
光圖重疊起來，成為一個立體人頭一樣。
在這些作品中，我將突破點放在如何將立體實物從平
面剪紙的分層製作中完整地轉換出來，嘗試用立體掃
描、電腦分析、打印出圖、激光雕刻、手工製作相結
合的方法進行創作。各步驟看似很簡單，但要花很多
時間，單是裁剪也用上好幾個星期。而且，因為要做
出效果，所以我在置紙的時候，將紙轉動，或抽走，
這就可以形成扭曲、壓扁等效果。

問：但紙和你的經歷有關係嗎？

李：用紙來創作是很傳統的一件事，而且中國民間也有很多

以紙為媒體的藝術創作，所以我覺得紙很樸實，也很能
配合我用單一的色調和無寓意的表情表現出內在的情
感。例如，農村過節、結婚或其他活動都用剪紙，而我
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剪紙改變了我對傳統民間
美術的態度，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對民間美術的研究。
從對剪紙、皮影、刺繡等藝術形式的思維方式、語言運
用的探究中，我了解了更多中國傳統藝術的智慧。

問：用紙和你之前的創作有很大不同嗎？

李：我認為，在語言形式的探索中，甚麼形象都不重要，關
鍵是如何用視覺語言去表達我的思想。自92年起，我就
開始創作裝置藝術。如在《紅蜘蛛》系列裝置作品中，
我運用了土、冰、草、魚、蜘蛛等材質語言，從西方精
神中的物質、生命、財富、理想、現實等概念出發，來
描述我的精神與生活的現實困境。95年的《道．器》系
列則讓最低級的生活器物變成了最高級的文化，通過這
種框架，一種器的外形呈現出一種道的力量。06年後，
我創作了一系列紙的作品，這些作品都圍繞 一個紙人
頭，而這個紙人頭，實際上是現實中的自己與虛擬的自
己之間的討論、對比和交流。

問：我想問這些是誰的人頭？

李：都是我自己的人頭，而且都是合上眼，沒有表情，這是
故意的，因為我希望觀眾看到這些人頭時，不是被其表
情所吸引，而是讓大家代入人頭之中，想成是自己的人
頭，之後思考人頭被拉長、壓扁、扭曲，甚至合併，是
不是代表了某種我想表達的情懷，甚至是某種社會狀
況。

問：但為何都沒有頭髮呢？

李：我可以加入頭髮、睫毛等，用紙剪成很幼細圖案，再一

層層疊上去，比較複雜及花時間。而且，也可以用不同
的紙，在紙上染不同的顏色。另外，我也想過用紙疊出
整個身體，這系列都只是人頭，這本書有我之前的作
品，裡面也有用紙做出手，而身體也是我想做的，當然
更花時間及精神，我或者會先以自己為模特兒，因為比
較方便。

問：收藏紙作品會不會很難？

李：存放這些作品也沒有很大問題，因為它們就好像書一
樣，都是一疊紙，所以只要不太潮濕，不要放在太陽下
曬就可以了。

對於用紙來創作，很多人只認識剪紙、摺紙。不知是不是

大家在四周都可以找到紙，反而小看了紙在藝術創作上的可

能性及重要性。李紅軍以紙為媒體，創作出一系列表現了自

己情懷及現實狀況的人頭作品，延伸了中國民間的紙藝術。

筆者覺得溫文內儉的藝術家，有 很多沒有說出來的話，卻

以沒有寫上文字的紙張，構建出一個個思想空間。

■文、攝（部分）：曾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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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軍「紙」在人頭以外的世界

李紅軍「出走」展覽
展期：即日起至10月29日
地點：香港半島維畫廊

問：為何會特別推出這批宋瓷限量版系列？

羅：很多人都不了解白瓷的美，但我覺得白瓷很美，而宋代更是白瓷工藝
鼎盛時期，日本人和北歐人反而很「識貨」。
大家或者只記得宋代國力弱，武功及不上唐代，但陶瓷製造業在宋代
反而有顯著的發展，而且貴族及士大夫也改變了推崇金銀器的思想，
改為欣賞瓷器，更將它視為可供鑑賞的藝術品。
這批限量版的出現，其實是早前香港理工大學Hotel Icon找我設計餐
具，所以我就設計了時代宋瓷。對我而言，白瓷代表了高品位的藝術
文化和手工藝，連陸羽也說白瓷「邢瓷類銀」、「邢瓷類雪」，所以能
讓大家在生活中使用到一些可供鑑賞的工藝品，這是一種對藝術的追
求，也是一種對歷史文化的吸收，正如我對這批限量版的定位：生活
的道具，也是美的印記。

問：這系列有甚麼特點？

羅：我不是要去重做白瓷，而是在詮釋宋白瓷精緻之神韻之餘，更要融入
當代西方的藝術元素，你看這些碟上的一點及一撇，是從西班牙藝術
家Joan Miro的作品中得到靈感，而碟和瓶邊又加入了美國藝術家Cy
Twombly的藝術元素，因為我不是要造一批有宋瓷外形的東西，而是
在延伸宋瓷神韻以外，更要有時代感、生活感，所以要有我自己的想
法，加上中西文化融合的藝術元素。

問：這跟你一直的研究及收藏有何關係？

羅：對我來說，是從形態設計出發，繼而研究背後的社會環境與人民的生
活風尚，以我最欣賞的明式傢具為例，明快的線條與簡約設計最引人
入勝。而我第一件明式傢具，就是購於1989年。之後我多次遠赴不同
地方，搜尋明式傢具，以徽州令我最依戀。傢具形態固然是吸引我的
主要因素，但背後的歷史令我更好奇，促使我從最初的美學角度，轉
移至學術角度去探討中國文化。我認為，藝術品之所以令我 迷，不
單單是因為外在的美，以及高超的手工，而是背後的人文元素——為

何明式傢具會這樣設計，我要研究的不是用了甚麼名貴的木材，尺寸
比例是如何，而是當時的人如何生活，而這種生活又如何連繫到中國
的傳統及哲學思想。這些都是我希望知道的。
在98年，我就出版了《中國古典家具與生活環境》一書，是首本將古
典硬木與民間軟木傢具相提並論的著作，探索傢具、家居、建築與生
活環境四者之間的關係。在我的研究範疇內，一切都與生活息息相
關，所以特別愛收藏平民百姓的家具，雖不是王族官員的名貴物品，
但一椅一桌都具有生命力，正是生活的最好見證。

問：那麼跟你的珠寶設計又有沒有關係？

羅：我在英國劍橋及倫敦大學唸歷史系，讀歷史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一向
有收集小件和玉器的習慣，但覺得放在家中有點可惜，所以我嘗試把
小件組成項鏈佩戴，線條簡單，古人戴的玉珮也是如此。我未受過正
規珠寶設計訓練，70年代在美國《時代》雜誌任公關，每天會經過
Cartier名店。美國名店每周有一天是開放日，收集民間的設計品，我
帶 自己的作品進去，被卡地亞賞識，買下首批首飾設計，之後被邀
為卡地亞設計兩個珠寶系列。

當時巿場上只有鑽石和假首飾，沒有中間路線的珠寶材料，而我認為
珠寶首飾也應該融入生活，在日常打扮中配襯不同的衣飾，因為貴重
首飾須存放保管箱，處處小心提防，因此我提倡半寶石設計，在珍貴
首飾和裝飾性首飾之間，開拓出新的時尚珠寶領域。就是這樣，我在
83年經營起個人設計的珠寶品牌。
我認為，古玉也好，珠寶也好，白瓷也好，我都是被其背後的歷史文
化所吸引，而且藝術品從來都和人們的生活相關，以前的人會用玉來
做衣服的裝飾品，白瓷就是家中的日常用具。因此，我這批限量版宋
瓷，從來都不會跟生活脫離。

在羅啟妍家中，四周都是藝術品，以及很多書，但不是胡亂混在一

起，而是各司其職，古玉、白瓷，加上當代書畫、雕塑，就是這樣拼湊

出一種藝術生活。筆者想：如果我買了這套限量版的時代宋瓷系列，當

朋友來訪我家時，拿出來盛 不同的食物，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討論這碟

上的一點有 Joan Miro的味道，又或碟邊的「龍泉綠」原來是受Cy

Twombly所啟發⋯⋯一切都令人有一種忘記自己身在煩囂香港的感覺。

不過，作品底部有羅啟妍的簽名才是真貨！

是銀也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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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界及藝術界，羅啟妍（Kai-Yin Lo）這個名字應該無人

不識，但很多人認識她是因為她著名珠寶設計師的身份，又或是

看過由她設計及以英文名「Kai-inLo」為名的首飾系列品牌。畢

業於英國劍橋及倫敦大學歐洲歷史系的羅啟妍，令筆者佩服的，

是她多年來醉心研究中國藝術文化的態度，除了珠寶、古玉、中

國古代傢具外，還有白瓷。

在早前舉行的Fine Art Asia預覽會中，看到羅啟妍今屆也有參

加，而她展示的是一系列由她設計的「時代宋瓷」。之後筆者也

到她家做訪問，在滿屋都是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及藏品的環境中，

和她探討藝術收藏，並談到最新設計的限量版白瓷系列。「我讀

歷史出身，一直對中西文化交流都很有興趣，所以我對我喜歡的

東西都會深入研究，就好像白瓷，我一直覺得它很美，98年我已

在美國丹佛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展示我收藏的白瓷及青白瓷器

皿，也出版了《如銀似雪——中國晚唐至元代白瓷賞析》一書。

而我特別設計出限量版的白瓷系列，不只侷限於現代化，更是生

活化，因為我想讓更多人認識及明白白瓷的美。」就是這樣，羅

啟妍邊解釋她的設計，邊帶我在她家中走來走去，欣賞她的收

藏，目不暇給，令人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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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軍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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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啟妍編的《如銀似雪
—中國晚唐至元代白瓷賞
析》。

■這批限量版白瓷融入了東
西方文化元素，當中更從
Joan Miro及Cy Twombly等
西方藝術家的作品中得到靈
感。

■在這批限量版白瓷的底部
都可以找到羅啟妍的簽名。

羅啟妍在這時代的宋瓷行動

■羅啟妍設計的限量版「時代宋
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