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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聖誕馬槽雕塑展
日期︰即日起至12月29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地點︰Landmark North上水廣場

還有不到一個月便是聖誕節，各商場已開始佈置聖誕場
景，大型聖誕裝飾、聖誕老人等現身街頭，準備與市民歡度
佳節。今年各種裝飾品中有一樣特別叫人側目，波蘭裔美籍
雕塑家大衛慕德(David J. Motak)帶來他為香港設計的聖誕馬槽
雕塑，與市民同賀聖誕。大衛被譽為「馬槽雕塑之父」，他一
直致力推廣馬槽雕塑這種具歷史價值的藝術文化，最近更獲
得美國匹茲堡Pittsburgh City Council頒發獎項，並將當地11月
10日定名為「David Motak Day」。

聖誕馬槽雕塑（Szopka）是波蘭經典的聖誕節工藝品，已有
600年歷史，雕塑源於波蘭古城克拉科夫的教堂建築物。當時
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將天主教傳入波蘭，並以流
動舞台及人偶於不同地方演繹耶穌降生的情節，促成馬槽雕
塑這種獨特的工藝得以萌芽。當地市民會自製屬於自己家庭
的馬槽雕塑，使之逐漸成為每年家家戶戶不可或缺的聖誕佈
置。1918年波蘭獨立後，民眾開始將馬槽雕塑作為紀念品出
售，並且於1937年起舉辦第一次馬槽雕塑巡遊及比賽，使馬
槽雕塑成為波蘭的象徵之一。時至今日，克拉科夫馬槽雕塑
的主題已由過往純宗教式進展至現今包含歷史人物、寓言故

事，以至現代流行文化，如樂隊、足球明星等，可謂百花齊
放。馬槽製作材料則以閃爍紙料或薄木為主，個別雕塑更會
因應個人喜好及家庭收入配以琥珀、寶石等名貴素材，演變
成藝術及價值不菲的收藏。

大衛在過去三十多年一直醉心鑽研及製作馬槽雕塑，是首
位以馬槽雕塑藝術作為教學課題的學者，將這種瑰麗而極具
文化色彩的藝術推廣至波蘭以外的地方。他多次在Szopka製作
比賽中獲獎，其獲獎的作品更曾於克拉科夫歷史博物館展
出。「我本身是天主教徒，對聖經故事也相當熟悉，而Szopka
最重要是表達耶穌誕生的情景。」教徒身份使大衛不斷發掘
馬槽雕塑的可塑性，創作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馬槽這個物件含有濃郁的宗教色彩，然而藝術本身卻不牽
涉任何宗教儀式，就只是以馬槽作為藝術的載體而已。與其
他雕塑不一樣，製作馬槽雕塑需要慎重挑選題材及考慮主題
的連貫性。大衛表示：「要創作出具個人風格的Szopka，必須
要考慮整體感覺及想表達的主題，而且要參考實體的建築
物，如現有的教堂建築或波蘭其他地方的主題建築，再美化
或聯想建築物。」因此，馬槽雕塑不只呈現一個馬槽，而是

結合建築等美學元素的藝術。
而大衛在香港展出的雕塑則加入不少香港獨特的元素，以

香港著名的建築物作為雕塑主題，帶出香港的地域色彩。以
往的聖誕馬槽皆從波蘭建築中取材，而這次大衛則選擇了尖
沙咀鐘樓等建築作為創作的藍本。「這些建築不但有其代表
性，更有見證歷史發展的含義，而且外形十分配合Szopka。我
在第一層放上香港夜景的照片裝置，這樣更能表達香港版
Szopka的特殊意義。」香港版的Szopka打破傳統，給大衛更多
創作靈感，讓他知道原來藝術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希望
到其他國家推廣這門藝術，將更多地標融合到雕塑中，如馬
來西亞的雙子塔、杜拜的帆船酒店等，這些將是我未來的目
標。」

如今的聖誕節瀰漫㠥濃郁的商業氛圍，這個普天同慶的節
日已慢慢成為商人賺錢的工具，甚少人注意到節日背後的意
義。聖誕馬槽雕塑除了是一項工藝外，亦提醒人們不要忘記
聖誕節真正紀念的是耶穌。即使沒有宗教信仰，亦不妨去看
看雕塑大師的作品，感受一下前所未有的波蘭情懷。

文：蘇葉

香港夜空下尋找聖誕馬槽雕塑

很多設計師被問到設計與實用之間的取捨時，都會答希望可以平
衡兩者，既可以反映物件的設計感，又具備實用的功能，然而

Nosigner卻一反常態，毫不猶豫地說：「物件的實用性絕對比
較重要。」他認為設計並非建基在個體上，而是可以被無

限放大。對他來說，設計不過是讓生活更為便利的一種
工具。

這位年紀輕輕的設計師在2008年已建立自己的工作
室，以簡樸、創新的風格蜚聲設計界，其天馬行空
的設計品在國際間贏得讚譽，並榮獲三十多個設
計大獎。Nosigner的作品有點抽象，但只要細看
不難發現他的設計很實在，很有生活的氣息，
有時會從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件取材，如熒光
燈、中國米粉和作為包裝材料的泡紙，都被
他用於設計之中，有時亦將環境及社會議題
融入設計中，引發人們去思考。

設計可以很廣泛
他一直不肯透露自己真正的名字，僅以

「Nosigner」自稱。他認為物件的內容與人有
互相對應的關係，「美是一種追尋，而非刻
意營造出來的效果，Nosigner可以理解為無
形，即無形的設計。」因此他特別注重設計
與自然的關係，因為自然可以總結物件與所
有事物的關係，從中可以歸納出設計的特定

形式與節奏，如樹木的結構與血管中血的流動
其實很相似。他對美的見解亦超越一般人，成

為其設計不可或缺的概念。「去理解美是生物賴
以維生的關鍵，如人們覺得花很美麗，但其實對

昆蟲來說花亦很美，所以牠們喜歡流連花叢間，可
見昆蟲對美亦有認知。」
Nosigner從宏觀的角度去探討事物、去理解美，亦將

這些套用到設計上，所以才會說設計並不限於個人。他在
日本地震後立刻架設網站，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讓人們提供

自救資訊。這些自救資訊背後都帶有一點創意，只要抓住創
意，人人都是設計師。

任何人都是設計師
這個名叫「Olive」的自救項目很成功，網頁在一個月內有超過一百

萬人瀏覽。「除了捐款外，我們還可以做更多，創造可以改變周遭的
環境。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設計師，因為大家都以本能反應去改
變現存的環境。」

Olive網站類似維基百科，可以自由編輯內容，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
的生活小智慧公諸於世。有人分享如何建設臨時洗手間、如何將單車
呔變成包包紮用繃帶、如何利用水樽飲食等。這些所謂的生活小智慧
需要創意，亦是一種設計，而這個平台無形中讓許多人成為了設計
師。

「設計師往往要配合顧客，設計出他們想要的物件，但我希望將來
可以以設計服務大眾，正如Olive的自救項目一樣，這不是一件商品，
而是一個提供服務的工具，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

不只㝴茂與Nosigner，日本設計師大多有使命感及社會責任感，他
們將設計落實到生活中，縮短設計與大眾的距離。Nosigner說：「日
本設計大多很簡約，因為有時少就是多。」日本人將少就是多的精神
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己之力去成就更多的人。

㝴茂是著名美國建築師John Hejduk（1929-2000）
的學生，設計遍佈全球。除了一般建築外，他一
直參與世界各地的救災工作，如日本阪神大地
震、盧旺達戰後重建、斯里蘭卡地震重建、四
川、海地地震重建等。他曾說：「二十世紀的建
築大師為大眾建造公共建築，而冷戰後的建築師
應為少數人服務，如戰爭受難者或因災難而無家
可歸的人。」此亦是其建築的方向：從人道立場
出發，不僅以紙、木等素材作為建築的材料，更針
對不同地方的特點，設計出別具特色的避難房
屋，表現其對弱勢社群的關注。

他從事建築相關工作二十多年，去過不同的
地方，每一個地方都能給予他創作的靈感。法
國梅斯龐畢度中心的創作靈感源於他多年前
買回來的一頂中國斗笠，台灣南投埔里的紙
教堂是神戶大地震的伸延，因為台灣亦曾發
生過地震，而紙教堂有撫慰人心的作用，紙
教堂橢圓形屋頂篷幕的靈感來自羅馬教堂的
設計。

一切從紙開始
㝴茂以簡單的素材作為其設計的核心，是

少數用紙板作為主要建築材料的人。在大部
分人眼中，紙是很脆弱的材料，其承受力
低，如何能遮風擋雨？事實上，建築的承受力
與建材的承受力沒有關係，至於防水，㝴茂則
指出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現象，紙杯能夠用來裝
水，那紙當然可以用作建築材料。提到紙的設計
風格，㝴茂說：「紙是一種很簡單的材料，隨處可
見，與木材一樣，都是很普遍的素材。」

自1986年開始，他一直用紙來蓋房子，這種簡潔優雅
的設計使他備受讚賞，外界指其紙建築隱含對社會的關
懷與責任。然而㝴茂並不是如輿論所言，在創作之初便有
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那個年代沒有人說可持續發展，我會用
紙純粹是因為用一種隨處可見的材料很有趣。」經過數年試驗
後，他成功以紙建造了第一幢建築──名古屋設計博覽會館，外牆以
蠟紙防水加工的紙管鋪設而成，白天，光線可透過紙管間的空隙照射入
內，入夜後，建築物則朝四方八面射出光束，是一幢環保與設計感並重的建
築物。

如果可以，為甚麼不做？
1995年，他開始參與各類型救災項目，驅動他一直做下去的原因不

是甚麼偉大的情操，而是最簡單的一個信念：「如果建築能夠幫助到
災民，那為甚麼不做？」這些救災項目不能用價值來衡量，因為對他
來說，建築便是為了服務人而存在的。

在災區建房子並不簡單，需考慮各方面的限制。「每一個地方的氣
候、生活習慣、經濟發展等都不一樣，要考慮得很周詳。」因此，㝴
茂雖然參與不同地方的救災工作，但蓋的避難所都不一樣。日本阪神
地震後，由於災民在公園露宿，引起附近居民不滿，㝴茂請啤酒商捐
出啤酒箱作地基，用紙筒作牆壁。而在印度沒有啤酒箱，㝴茂則改用
可樂汽水箱作地基。日本東北地震，㝴茂為顧及災民的生活隱私，用硬紙板做成的
紙管作支柱，以白布作為建築隔牆，提供臨時庇護所的同時，亦保障了災民的隱
私。

他一直總結過去的救災經驗，以其專長幫助災民，為他們提供一個臨時的「家」。

日本設計師從心出發

災區的「家」折射出人道關懷
設計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種抽象及難以捉摸的玩意，甚麼概念、理論、風格，很多人都不太懂。因而與設計師本身有一定的距離感；然

而兩位來自日本的設計師卻告訴我們，設計原來可以很簡單、很生活化。今年三月，日本東北地震震驚全球，人們一方面為這場大災難

帶來的傷亡感到難過，另一方面卻對日本人在災難中的表現讚不絕口。當輿論聚焦在日本災情多麼嚴重的時候，㝴茂與Nosigner兩位設

計師已經「動起來」：一個帶領團隊為災民建設避難所，一個則架設網站，上傳自救資訊。他們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他人，亦讓人知

道設計師不是高高在上的職業，它與生活其實很接近。兩位設計師將在十二月初來港參與「設計營商周」，在這之前副刊記者訪問了他

們，談談他們對設計、救災的一些看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部分）：受訪者提供

㝴茂與Nosigner的行動看似特別，在國際社會並不常見，但在日本卻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日本人對災難很敏感，往往傾己所長、落手落腳去幫助有需要的人。㝴茂在
過去二十年多次參與救災工作，Nosigner在日本地震14天後便展開救災項目，很多設計師以不同方式表現其對社會民生的關注，透過設計改善社會。這不是突如其來的
關愛情懷作祟，亦不是為了彰顯自己的能力，而是從一開始他們已將人道關懷這一目標融入其設計理念中。

─㝴茂 ─Nosigner
新一代的建築師應該服務弱勢社群。 實用性比一切都重要。

■台灣埔里紙教堂。
攝：Yen Hsin-Chu

■作品「The Moon」代表希
望，寄託了Nosigner對日本災
民的祝福。 攝：Nosigner

■Nosigner

■ 㝴茂

■在香港展出的馬槽雕塑將融入香
港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