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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二、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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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內容極為廣泛
瓷器、木雕、石雕等，今次展覽的

作品，材料的來源既是大自然的恩
賜，也是人力的打造，有台灣國畫大
師陳士侯的瓷畫、陶瓷大師黃正南的
瓷器作品、工藝名家劉錫堂的銅雕畫
及石刻、銅雕大師蕭任能的絕版「二
十四節氣」及多個其餘絕版雕塑、南
投工藝名家林昭發之鐵丸石雕塑、蔡
志忠的瓷器系列、台灣名窯台華窯、
台灣京瓷、安達窯、漢聲窯、煥臣陶
瓷、乾唐軒、新竹縣的琉璃、三義縣
的木雕、故宮黃金畫，還有花蓮縣原
住民太魯閣族的手織飾物等等。
這次參展的物件，幾乎全部由裕華

國貨直接從台灣購買而來，足見其對
藝術的重視，其董事長余國春在開幕
禮中提到，此次展品之所以能夠如此
珍貴和精緻，與台灣藝術家的奉獻分
不開，正是台灣民間及工藝師長期以
來承先啟後的卓越表現，才能夠在保
持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發掘傳統
藝術的新題材與高超的技藝。

台北故宮授權的黃金畫
參加今次「台灣文創藝品展」的台

北故宮黃金畫系列作品，色彩的亮度
與物件的價值幾乎幅幅正比。無需離
開香港，便能夠領略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藝術寶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的很多畫作均是

孤本式的精品，基於典籍保存的需
要，很少有機會能夠搬離故宮進行公
開展覽。為了讓館藏的藝術品為世人
所了解，也為了讓尋常大眾能夠理解
中華傳統繪畫的內涵，每一幅選取出
來、並以黃金複製的藏品，幾乎都是
萬眾取一、精挑細選，如《富春山居
圖》、清代郎世寧的《錦春圖》藏傳佛
教密宗的唐卡畫《釋迦牟尼佛》、顯宗
的《無量壽佛》等。
據獲得台北故宮授權製作黃金畫的

台灣禾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鈺珊介
紹，以黃金畫形式仿製珍藏古典名
畫，是一種古典結合現代的藝術表現

形式，仿製的類別也不限於東方古典
精品，還包括西方國家的美術經典。
黃金，從藝術角度去解釋，代表 長
壽與富貴；複製故宮博物院珍藏繪畫
的黃金，全部是用99點9的黃金製作，
為了色彩的豐富，黃金的使用有嚴格
的標準，需要將金液體化，才能夠上
色。複製品與原畫的比例為一比一，
以便讓複製品長期保存。

佛道是石雕與木雕的親賴
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可在今次參

展的石雕與木雕兩個系列作品中尋覓
其蹤跡。台灣人對佛教和道教的鍾
情，若以雕刻作品的形體語言來講
述，就是幻化出心中不同的神佛景
象。
佛教中的藝術，除了佛祖釋迦牟

尼、彌勒佛等傳統形象外，小沙彌的
刻畫也是藝術家極為鍾情的一個領
域。今次參展的「小沙彌」系列，創
作人是台灣的林昭發。所謂「沙彌」，
就是指未受戒的小孩，他們潛心向
佛，在童真的映襯下，倍顯可愛與淘
氣—「純真的天性，自在的無憂無
慮，築夢的希望⋯⋯安靜此息雜念」，
這就是這次展覽中，「小沙彌」呈現
給觀眾的情感寫照。無論是「純真」
的冥想、「無塵」的深邃、「瑜伽」
功夫的起勁，還是「歡喜」的傲然、
「蓄勢待發」的機警與「平步青雲」的
輕盈，這些從小沙彌姿勢中歸納出的
主題，其實都是我們童年時的一剎
那。我們逐漸長大了，但是又有幾分
兒時的天真，在人與人相互設防的今
日，小沙彌的面孔，似乎是一個丟失
已久卻又能夠隨時找回的鑰匙。
中國傳統的道家，則在木雕展品中

大放異彩。看過《三國演義》，諸葛亮
的羽扇綸巾；劉備、關羽、張飛的桃
園結義—劉玄德是大哥、正襟危坐，
小弟手執鋼刀矗立兩側，既是結拜文
化的寫實，也是日後君臣關係確立的
一個伏筆。據介紹，石雕與木雕都是
用純天然材料製作而成，木雕的香味
是台灣土地的風韻之氣，而每一個石

雕都用雲南大理石製成，成本之昂
貴，可見一斑。

普及文化意象
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在曆法的

運用上，除了陽曆以外，亦會使用陰
曆。以「二十四節氣」為主題的木
雕，將傳統中國的文化意象推向藝術
的彼岸。此外，孔子、文曲星等中華
民間信仰諸神，也是藝術家創作的素
材。佛道之「神」，幾乎成為今次展覽
的重頭戲，可能是因為藝術家將高雅
的古典藝術，與民間心理相適應，力
圖以民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去理解自己
對信仰與人生的感悟。由此觀之，文
化意象的普及，將是這次展覽可能收
到的效果。
一般來看，隨 台灣對自身文化領

域整理工作的系統化，對文化成就的
意象表達將可能成為未來的一個趨
勢，現代科技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也
將越來越明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將會是古典文明延續的新途徑。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認為，
文化創意產品包括商貿與文化兩大層
面，產品本身，能夠賦予文化創意新
的內涵。他覺得台灣的手工藝品不僅
手工精巧，而且造型優美，工藝師在

題材發掘、技術運用以及材料等各方
面也不斷突破與進步，原住民藝術品
更是台灣獨具特色的藝術風華。
從今次展覽來看，文創產業需要各

界攜手合作才可以蓬勃發展，需要政
府的協助與支援、工商界的資金支
持，更重要的是民間社團的熱情參
與，才能將市場與文化的軌道在並存
不悖的前提下緊密結合。但最重要的
是人才培養，如何塑造出熱愛文化且
具備市場意識與行銷觀念的知識分子
是一個關鍵。社會整體文化的改進與
提高，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文創產
業才能夠有新的開始。

台灣的文化推廣活動是本港近年來文化
交流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活動打開了了
解寶島的大門，也帶來了對本港文化的思
考。
其實早在日據時期，為了延續傳統的漢

人文化，以林獻堂為首的知識分子就組織
了「台灣文化協會」。到了上世紀七十年
代，特殊的社會與兩岸局勢，使當時的台
灣文人對自我的文化使命開始反思與探
索，而「鄉土文學論戰」便是這其中的高
潮。
文學究竟是為家國立命，還是關注小人

物的生活？余光中與陳映真，這兩位當時
處在論戰對立陣營的鼓手，列舉了大量理
由，為自己的文學立場尋求支持。從後來
的歷史發展來看，贏得這場文學論戰的，
既非余、也非陳，而是生活在鄉土中的小
市民。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持續效應
使知識分子的文化視角更加廣闊，開始關
注日常生活的細節，而非遙不可及的夢幻
謠籃曲。小市民的身影登上文人的案台；

小人物的生活成為描寫的對象；小群體的
觀念成為分析的方法；小家庭的生活也成
為社會的生活。餘波盪漾至上世紀八十年
代，台灣的客家族群，其文化危機意識在
鄉土思潮的推動下，終於為客家話的公共
地位尋求一個說法。可以說，是「鄉土」
一語本身，帶來了邊緣人群對自己社會位
置的反思與奮發。
從此以後，台灣文化的躍步式發展都令

人驚歎。因為，文化已不再是「精英規劃
叫賣、大眾賞臉收貨」的二元互動。每個
族群、每個階層、每個人，只要有自己的
文化創意，都能夠得到尊重和發揚。大量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參與民間文化活
動已成為常態，官方對文化建構的角色轉
為行政輔導與支援。但最重要的是，社會
成員在一個公共的文化平台中，得到了闡
述自我文化理念與對話的機會：例如，苗
栗的客家男兒，也會去欣賞閩南的歌仔
戲；歌仔戲的編劇，也能夠鍾情眷村的美
食；電影導演的目光，能夠察覺百多年前

的原住民史詩。經歷了社
會大變局的美麗寶島，文
化已經是「傾聽——對話」
的舞台—真我的自覺，帶
來對他者的包容。
這當然是一種成功。但

歷史卻無法強人所難式地
複製。一個不爭的事實
是，與台灣屢次在歷史轉
折的文化對撞不同，香港
的經驗，未曾出現台灣式
的自我體察與價值挖掘。
相反，「盎格魯—薩克遜」
文明中的lady-gentleman性格，讓幾代人淹
沒在賽馬、交際舞與六合彩的玄妙中，自
得其樂—精英的過客心態加上平民的自保
心理，文化守護的警惕性漸漸消失。最令
人憂慮的是「文化」一詞本身所需的思維
與心理特質也漸趨模糊。近年來，本港文
化藝術事業發展迅速，逐漸擺脫了南來文
人口中「文化沙漠」的惡名，但是文化轉

型的前景為何，則沒有確定的方向。香港
文化特質的培養、文化氛圍的奠定，都還
是一個長期的工程。
文化究竟是甚麼？這個題目確實太大。

但至少對當前的香港來說，應當是一種全
民性的美學鑒賞力；是一種大眾性的思維
創造力；是一種普及性的生活思辨力；是
一種日常性的價值判斷力。例如，政府公

共政策制定者，可以不知道一
百年前的音樂家、五十年前的
作家、三十年前的畫家；但
是，應當在人文情懷下，知道
自己的一個決定，可能會影響
到三十年後的自己、五十年後
的兒女、一百年後的孫輩——
即長遠世界的規劃能力，這就
是文化培養的至高境界。
畢竟，文化不僅僅是多幾個

藝術團體、多幾個藝人、多幾
個舞台或者影視劇目、多幾個
藝術表演場地而已，文化不來

自於表演，也不來自於硬件。跳出這個思
維的誤區，本港文化的發展，才能夠在
「找到自我」的路標中，尋得寬闊的大
道。近年來，本港熱衷於談論「本土」一
詞，但若無法定義何為「香港」，則空洞
的本土化口號，只會淪為膚淺的聲光；香
港的多元，也只是街市的嘈雜與喧囂。

文、攝：徐全

文化，不是表演和硬件的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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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瑰寶有哪些？除了鳳梨酥等美味

的小食，除了日月潭的碧波蕩漾，除了

101大樓的偉岸騎士，更多的精華，是在

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工藝之

魂的藝術家們。日前，由台北貿易中心、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台灣

文創藝品展」在香港佐敦裕華國貨公司五

樓展廳正式開幕，讓市民一覽台灣藝術家

的別樣風采。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文創藝術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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