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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依的作品是對超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探索，
其中結合了想像、文學、 神話、哲學和新技術的複雜
綜合且瀰漫 中國和地中海文化的氣息。她在運用無
意識的象徵性語言之同時，也體現了超自然特質令人
不安的魔力及生命力——愛和死亡轉瞬即逝，這是她
永恆的主題。目前在巴黎和上海兩個城市居住及創作
的她，很難被用一個標籤去界定。她的多媒體藝術，
充分使用了跨界嘗試，大理石雕塑和35毫米膠片可以
相融，古老的表現手法與三維動畫並無衝突，如果說
中國血液在這個輾轉於西方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女孩體
內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氣質，那便一定是融會貫通。
她的作品常常展現出帶有嘲諷和風趣意味的超越時

空的人生觀。今次的《迷宮》也是她首次嘗試重新演
繹十年來的不同作品。周依將為動畫所製作的雕塑作
品以及動畫3D模型再進行研究，並將其抽象化製成新
動畫。《迷宮》（Labyrinth）便是在這樣的概念之上誕
生。她於東西方不同國家游走，各種不同的東西方元
素與象徵，便無意識地在作品中展現出來。因而當3D
鏡頭從一個固定點圍繞 逐漸增強的軌道開始旋轉，
我們便宛如進入一個迷宮。畫面一次次旋轉，觀眾也

越來越難控制自己的感官。星星點點的火，海洋生
物，以及人類存在的各種元素匯聚一起，象徵 希
望，同時卻又像是在對人類的信念提出質疑。
周依動畫中的人物、場景、建築都是她與團隊的共

同研究、探索、創造出來的。他們從各個檔案、書
籍、旅行筆記中獲得視覺研究，再加入藝術家本人不
斷持續變化的情緒色彩。如果說之前的十年，周依的
創作主要以動畫和數碼電影為主，那麼接下來的十
年，她希望自己能用一種批評而又懷舊的方式進入未
來。

在威尼斯雙年展中舉辦平行個展、四次提名聖丹斯
電影節、作品展出於世界各大畫廊，周依是國際上備
受關注的中國面孔，但另方面她又是個沉溺於自己想
像世界的樸素創作者。她醉心虛擬，因而所有動畫中
的鏡頭、3D，一切皆為虛擬。她說：「一些創作意象
是建立在自己的夢境之上，關於城市的虛擬夢境。」
對於虛擬的感情投射，幾乎像一種執念，反而裝置、
雕塑等形式於她而言太過現實，因而影像便是她留給

自己的發夢空間。也唯有這樣跨界，靈感才會源源不
斷持續下去。
「很多人對藝術家有一個既定的認識，認為他們應

該是怎樣怎樣，也有很多人希望成為藝術家。」但對
周依來說，藝術並不需要明確的標籤與界限。「因為
藝術不是產品，它不能被界定。」創造想像是個複雜
過程，所有的元素也正是在她的想像之下，才會煥發
出不同。一張椅子可以成為變幻莫測的符號，一隻花
瓶可以被設想成一張面容，她的雕塑裝置，不只因為
糅合了鏡頭的創作嘗試而不同，更因為所有的元素背
後都有 屬於藝術家的一份暢想。

「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2」將
於1月7至8日及14至15日連續兩個周
末，於火炭工業區舉行。今年開放日，
將有約300位藝術家及80個工作室參
與，帶領各位觀眾走進藝術家最私密的
工作空間。活動包括藝術導賞團、工作
坊、藝術家分享會、座談會等，今次特
別為大家帶來其中一些重點活動的訊
息。

究竟火炭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伙炭又
是甚麼組織？人仔叔叔會以講故事的方
式告訴你。

畫家谷敏昭去年於台灣創立了「高
雄．香港藝術村」，讓香港藝術家進
駐。該藝術村的博物館館長，將在分享
會中與藝術家一起介紹這個另類藝術空
間。

對於藝術的定義，被掌握在社會少數
的藝術工作者、藝評人、策展人手上，
還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其獨特的看法？ 周
耀輝、何建宗、梁美萍三位多元的文化
工作者，將會和大家分享他們的看法。

《二手料、原創料》放映一批利用現
成符號、片段去創作的實驗短片，其創
作風格不只是風行一時的惡搞類型政治
諷刺作品，亦包含了其他藝術取向以至
文化討論。移師伙炭的今次論壇，將繼
續討論公眾如何看待作為藝術的二次創
作。

來自珠三角17所大學畢業的新晉藝術家，在藝術交流活動「銳角：珠
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2011」中，充分展現了他們作為新晉藝術家的創
意及熱誠，從中國水墨畫到銅版畫，從聲音裝置到實驗短片，甚至裝置
藝術等，各種題材中的共同點，是新銳藝術家對自身、家庭與社會的反
思。而展覽也同時是一個令本土藝文愛好者認識中國內地藝術力量的平
台。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來自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藝術家趙志勇
參展的作品《九流》。這部紀錄短片在內地影像圈中十分有名，作品紀
錄了一班來到廣州，在街邊演出的大齡豫劇愛好者的日常生活。傳統戲
劇的沒落及其出現大城市中的格格不入，令我們看到一個百感交集的悲
喜故事。

趙：人們過去稱唱戲這份職業為「九流」，所以我希望通過紀錄一群來
到廣州、在路邊演出豫劇的人們的真實生活，講出中國傳統文化在
當今社會的沒落。他們在路邊很仔細地化妝、唱戲，每天很辛苦地
換很多地方去演，但實際上卻與大城市的環境形成了很強烈對比—
這種戲，不該出現在這樣的環境和場景下，我希望從中反映出，實
際上中國當下很多戲種都處於式微的狀態，不只豫劇，還包括粵劇

等其他一些地方戲。年輕人能看懂他們在演
甚麼、願意去欣賞的，很少。因而「紅
袍」、「綠袍」、「濃妝」出現在廣州大街
上，就令人有種突兀的感覺。

趙：這是我的畢業作品，因為我本身一直在關注
「難民」和「傳統文化保育」這兩個方面的
題材，因而一開始見到他們在街邊唱戲，就覺得很有意思，想去
探討這背後所反映出的傳統文化在當下的發展情況，以及未來又
何去何從。雖然他們並不是專業演員，而是一批五六十歲的豫劇
愛好者，在跟他們聊的過程中得知，豫劇在河南除了本省的專業
劇團，許多二線劇團同樣面臨困境。他們雖然上了年紀，但非常
樂觀，不管多累多辛苦，他們那份最本質的熱愛，仍非常頑強。
在傳統文化這種沒落的背景下，他們卻有一種精神，一種對生
活、對自己所愛的戲曲的積極樂觀態度。廣州相比其他大城市而
言，對他們也更包容，他們從河南前來，只是想看一看想像中的
南方究竟是怎樣。這種熱忱會令人在因戲曲沒落而難過的同時，

內心感動。

趙：視野不能夠只局限在一個地區，
對藝術創作而言非常有幫助。這
次有深圳、香港的很多年齡相仿
的同輩一起交流，思維上會帶來
開拓，儘管不同地域，創作想法
上可能會有所差距，但無論是題
材，還是操作方式上，都能受到
啟發。看了香港浸會大學林思捷
的《貳拾蚊》，印象非常深刻，
感覺香港那邊會更不受創作局
限，因而發揮空間也更大。另
外，也和這次幾個同樣做戲曲題
材短片的藝術家交流了看待傳統
文化的一些看法。

銳角: 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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