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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李嘉欣御用婚紗設計師的張潔雯，作為該次展覽的主
要策劃者，在其中付出了極大心力，從上海到香港，多辛苦都
值得，是因為她認為香港自六七十年代服裝設計興起後，這麼
多年來本土都鮮有一場綜合、全面、從不同角度引領人們了解
香港設計歷史、欣賞原汁原味香港創意的活動。「怎樣延續舊
日光輝，迎接未來的嶄新挑戰？」她相信令人們重新認識、注
意本地設計，至關重要。她說：「香港時裝真的很出色，我們
一早就已做到了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而儘管大環
境的改變、租金與人力的變化，都對本土設計產業提出了更高
要求，而太過方便的批量化服飾潮流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衝
擊，但在這種快餐式的服裝消費之下，重溫真正的獨立設計，
反而更有意義。

「如果消費者想要找一件特別的、真正耐穿的衣服，儘管貴
一些，但設計師們的精心設計，一定會勝於399元一件的批量消
費。」這就是所謂建構「穿衣服文化」的重要性。做一個展覽
或許未必能改變整個氛圍，但至少可以讓人們了解，本土原來

蘊藏了這麼多優秀的設計師，只要稍稍
有心，便可以看到他們所付出的心血。
因而聚攏50幾位設計師的這次活動，從
最初組織文字、資料直到聚集作品，大
家都細緻地希望做出一趟時裝之旅的感
受。張潔雯說「展覽的不同區域帶來不
同的體驗。」第一區是前衛的藝術家，
第二區偏向街頭風格，三區是一些偏大
師風格的作品，最後一區則是新晉的有
潛力的新銳設計師們。

香港的時裝產業如此蓬勃，而至今為
止卻並無一本本土的時裝設計雜誌。不
能不說是整個業界的遺憾。但按張潔雯
的話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又其實正是為了扭轉這種局面。」
這僅僅是個開始，卻令人充滿嚮往。香港時裝的多元力量，必
將以此為契機，精彩綻放。

近年香港保育風十分強烈，無論是政府部門、教育機
構、文化藝術團體，甚至私人公司，都舉辦了大大小小
的活動，因為香港地方雖然小，卻藏㠥很多人平時不為
所知的故事，或者那條小巷和某個歷史人物有關，某座
舊樓是二戰僅存的遺跡，某個人仍然幹㠥大家以為已式
微的行業⋯⋯有太多東西等㠥我們去發掘，如果我們作
為香港人也不去珍惜及處理這麼多的香港故事，所有東
西就會因為歲月而真的消逝了。最近，香港電台推出新
的一輯《香港故事》，筆者跟監製唐敏明（Anita）及主持
梁祖堯（阿祖）談了一場，究竟這次如何和大家搵古
仔。

「跟上一輯不同，這輯每集以一區為內容。這輯有一
個總的主題是到處留情，探討每個地方的歷史、特色及
人情故事，透過街坊的故事及經歷，拼湊出那區的風物
人情和集體回憶。」Anita說，香港很多地方都在重建，
每天都有很多事物在消失，所以《香港故事》其實有㠥
記錄正在消失中的人和事的作用，也讓大家去認識你們以為平時根本
沒有細心留意的地方。「做資料搜索時，也讓我可以重新認識香港不
同的地方，當我看到舊照片時，就會說原來當時是這樣的，又或是我
以前也看過，非常有趣。」

這輯《香港故事》會包括的地方有銅鑼灣、荃灣、北角、香港仔、
鑽石山、觀塘、西貢、沙田、太古及旺角。以銅鑼灣為例，銅鑼灣如
何在英資怡和洋行手上由荒蕪地之地變成倉庫區？如何在利希慎手上

由倉庫區變成娛樂消費
熱點？因此，除了有阿
祖帶大家在區內和老街
坊分享故事，節目還會
訪問一些和銅鑼灣有
關，而又可以分享到一
些口述歷史的名人，包
括利希慎孫女利德蕙、
歷史博物館前館長丁新

豹、粵劇名伶阮兆輝等。「說到銅鑼灣，如果沒有利氏家族，實在說
不過去，所以最後決定一定要到加拿大訪問利德蕙。」

走到山腳尋找山寨廠
身為主持人，阿祖也說這節目也令他明白到一點，就是原來自己以

為認識的地方，其實是不認識的，有更多地方是自己根本完全不知道
的。「我自己也不時到北角春秧街買食材，但原來那一帶在上世紀50

年代有小上海之稱，之後有愈來愈多
福建人及祖籍福建的東南亞華僑移
居，所以變成了小福建，那裡販賣的
阿姐就好像有兩個身份似的，她們既
是香港人，又是外省人。」

「現在只是拍了幾集，雖然我並非
會走到所有地方及訪問那些名人，但

其中有些故事我也很有印象，好像有次到荃灣的山寨廠訪問，是在大
帽山腳的光板田村，他們還是用鐵軌運送貨物的。我們又到了荃灣的
侯王廟，一棟六層高的唐樓上的露台竟有塊牌匾寫㠥『洪侯古廟』，原
來這幢樓叫石壁新村，村長說他們原是大嶼山石壁的原居民，後來要
建石壁水塘，政府將全村人遷來荃灣。這些故事若我不做這個節目，
是不會認識到的。」

「我最近到台灣演出舞台劇，認識了一些原住民朋友，他們很友
善，同時讓我認識到他們很看重自己的當地文化及口述歷史，令我反
省到我應該以同樣的態度去處理自己香港的故事。」阿祖又說，很多
香港人都以為認識自己生活或工作的地方，但其實一點也不認識。

文、攝（部分）：曾家輝

時裝是香港創意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真正談到本土的時裝設計，除去業內人士之外，普羅大眾卻似乎並不真正深入了

解。由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舉辦的「時裝．視野」展覽，作為特區政府去年於上海世博2010的重點項目之延續，今次將由香港

文化博物館與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合辦，把綻放在滬上的時裝精彩帶給香港本土觀眾。展覽中不但將展出香港具代表性的設計

師、時裝攝影師、插畫師、新晉設計師的作品，更將藉本土展品所煥發的立體視野，回顧香港時裝設計界發展歷程，令人們感

受到本土時裝視野的活力，以及香港設計師們究竟在為時裝付出㠥怎樣深厚的努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曾慶威（部分）

香港故事 就在你我的身邊

《香港故事》「到處留情」
播出日期：2011年12月12日起（逢星期一），晚上7時30分，亞洲

電視本港台
港台網站tv.rthk.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溫節目 〈共十集〉

「時裝．視野」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2012年3月12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專題展覽館(三)及(四) 查詢：2330 1738

時裝新視野
本土多元綻放

現為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副主席的馬偉明，是為香港時裝界奠下良
好根基的那一班設計師之一，當年的他們不甘於香港只做一個廉價成
衣工業中心，因而多年來一直致力將其打造為設計高級時裝的大都
會。平素風格西化的馬生，今次帶來的展品則較多融合了中國元素。
他做晚裝，最擅根據不同活動的環境、性質，去彰顯女性的美感。

「有些時候要突出女性作全場主角，有些時候又要含蓄些」。多年生意
做下來，早已是靠口碑贏人。他笑言自己到了退休年齡，如今的香港
時裝，更多要靠新生力量去拓寬視野。

「這次活動的最大意義是聚集群體力量，注重參與，不同風格的新
老設計師互相學習。」政府口頭上重視創意產業，卻其實對時裝業的
扶持少之又少，最基本而言，新設計師開舖，場地就是最大難題。時
裝到底是商業和藝術的結合，所以要「不停地去盡力推動這個行
業」，群體的力量無疑十分關鍵。「辦講座、做展覽會等都好，關鍵
是要讓更多人留意。」馬偉明也常鼓勵年輕設計師要更投入訓練，設
計知識與熱情都仍需要提升。「有些剛畢業的學生只懂些理論，但你
問他一個系列要做多少件衣服，卻都未必答得出。」設計專業的學生
需要與產業接軌的更豐富訓練，也需要更多的經驗去支撐他們誕生創
作靈感。「天份是幫助，但最重要的仍是勤力」。

著名設計師張路路的女裝，簡潔素凈而又令人
過目難忘。今次她帶來的展品其實是延續去年上
海系列中的個性展示。她說自己想帶出懷舊和少
許文藝氣息。「飄落的花枝、悠閒的生態」都是
她冬裝系列的核心靈感。她的設計是針對於對生
活有要求而自信的職業女性，因而尤其考究於天
然質料，主要使用棉、混紡、羊毛等。「香港女
性的特點，其實是具有一種獨特的剛柔並進的柔
和，我希望能表現出她們源於內的溫柔。」含蓄
卻又有硬朗線條，正正切合香港女性的品味與特
質。

豐富的內地市場工作經驗，令她敏銳捕捉到香
港與內地市場的各自優勢。「香港適合發展創
意，因為融匯了東
西方最濃縮的最新
潮流，資訊又很發
達。」她笑說自己
很天真，過去以為
創立一個牌子已可

以走遍天下，但原來其實需要大量市場經驗和crossover，
「需要大群體的配合，才能實現品牌的延伸。」本土沒有製
造業，而政府投放資源又相對有限，因而像今次活動所創
造的的凝聚力，便顯得更為重要。「內地市場很廣，」而
她個人也很注重在內地市場獲得經驗積累。她相信，流行
趨勢終究是不斷循環的，而對生活美感的真正捕捉一定還
需要從內在出發整體提升設計力量。

本土新銳設計師
盧聲前07年創立自
己的品牌PLOTZ，
主打28至40歲區間
女性所追求的個性
女裝。他所帶來的
展品也是自家品牌
的作品系列，運用
了絲紡等質料營造
河流的柔和意境。

「是09年設計的冬
裝，當時正開始做
自 己 的 第 二 個
collection。」他形容
當時的自己會直接
地從設計師角度去
表現想法，而如今
則已更為成熟，也
更願擴大自己的顧
客群。這樣的轉變中是否有所妥協？在他看來其實仍是堅
持自己，但已相應提高設計的成熟度和控制力。「更多地
從人出發去設計服裝。」

在香港做設計究竟有多難？盧聲前認為香港是個太快的
城市，無論是衣服的元素還是人的認同，都面臨㠥很快過
時的危機。消費者隨時能掌握到國外的最新時裝資訊，
style時刻在變，故而其實他也從來未想過要走在時代前端
迎合潮流，反而更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關注織物的紋
理。身處一個便於獲得潮流資訊的城市內做時裝，儘管在
設計觸覺上會有優勢，但長遠來講卻也未必是好。而身為
地道的本土設計師，他認為本土教育仍存在很大問題，

「太過規範而缺少新意，不像日本的時裝工業會教立體剪
裁等最新工藝。」但能在這次的活動中見到不同年代、款
式的前輩，更理解香港設計多年積澱下的能量，仍將成為
愈加成熟的年輕設計師的生命滋養。

馬偉明：
「盡力推動這個行業」

盧聲前：
「堅持自己 但更成熟」

張路路：
「需要大群體的配合」

張潔雯：「延續光輝 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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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路路參展作品

■設計師張路路

■設計師張潔雯

■張潔雯參展作品

■馬偉明參展作品

■《香港故事》蒐集資料過
程中，流動錄影車駛至地區
搜集社區口述歷史。

■梁祖堯正在觀塘物華街
臨時街市拍攝。

■梁祖堯與北角春
秧街小販傾談。

■設計師盧聲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