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環境保護署最新的統計數字，2009
年港人丟棄在堆填區的膠樽多達56,000公
噸，只有少於5%膠樽被回收循環再造，
這成為了破壞環境的主要源頭之一。因而
當龍年將至，市民在歡度新春佳節時，或
許也該共同關心一下如何為下一代締造美
好環境。於農曆新年期間舉辦的這場「綠
意『龍』情桃花園」賀歲活動，將展出由
本地著名生態藝術家黃國忠利用舊膠樽精
心製作的環保桃花樹，他將環保藝術與傳
統春節元素糅合在一起，讓我們在欣賞年
花之餘，也充分感受到環保訊息。
黃國忠今次由本港的玻璃藝術始祖，再

晉身為生態藝術家，他用回收膠樽拼砌成
的桃花樹，不但創作意念嶄新，製作手法
一樣別具心思，可媲美一件極具欣賞價值
的藝術品。對處理舊膠樽，他自有其獨特
的個人技巧。原來平平無奇的廢棄膠樽，
在他天馬行空的破格思維下，頓時被賦予
了嶄新生命，幻變成為一棵繁花盛放的桃
花王。
桃花樹幹配有燈光效果點綴，數百朵同

樣以膠樽物料製成的粉紅色花蕾，閃耀奪
目，有恭賀花開富貴之意。而響應世界環
保生活潮流，我們更可以從廢物回收再利
用這種日常行為做起，因而為鼓勵市民身

體力行支持環保，翔龍灣廣場
亦於新春期間在商場內設立
「利是封回收站」，收集市民曾
經使用但完好的利是封，轉送
給有需要家庭再用，並鼓勵小
朋友從小培養環保意識。
生態藝術的巧妙構思，正

是從生活觀察中不斷啟發而
獲得。膠樽與玻璃雖然是截
然不同的物料，但兩者性質
相近，均透明透光，而且能循環再用，最
適合用來作為藝術作品，展現愛護環境的
意念。今次製作環保桃花樹，對藝術家而

言的最大挑戰，其實是將玻璃藝術概念注
入作品中，令每個膠樽可發出玻璃般的閃
亮通透效果，展現其本身的藝術美感。
環保桃花樹中傳達的，是珍惜地球寶貴

資源的新春寄願，當市民在欣賞形象的藝
術作品時，循環再用之重要性便也不難被
理解。其實，我們只要細心觀察，再加諸
一點點創意，新的一年中，我們身邊的許
多舊物也都可以成為藝術創作的絕佳材
料。 文：J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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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藝術 閃耀龍年新春

我們不必將藝術視為精英的專利，定義「高雅」的權

利，屬於每一個人。在僻靜的社群中，哪怕是最不引人

注目的平民區，藝術的光輝也從不會因為階層或者身

份的不同而有所偏好，這是造物主賦予每一個人的

選擇。在本港北區，一位年輕的

女畫家，她以自己的作品服務社

區與基層市民；她與母親的完美

親子組合，帶動了藝術對家庭心

理輔導的熱潮。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葉」

之綠
「祉」

之情
「君」

之愛
走入太和的一間公屋之中，一個名叫葉祉君的少女用她的畫筆，將

平凡人對藝術的氣象賦予彩虹般的觸覺。如同她的名字一樣，哀婉中
多一分剛毅，平實中多一分綺麗—這也是她：葉祉君的作品主題：
「有思想，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葉祉君的眼中，綠色的絢美在秋季更有意義：「那時的葉子，雖然
外表已變為金黃色，但是裡邊都是綠色的，不會因為四季的交替而有
所改變。」這就是她在繪畫中的精神創意。祉君認為自己也是一片葉
子，落下時分，圖景便在畫板中浮現，所以她特別喜歡畫植物—它們
沒有聲音，不喊不叫，不哭不鬧，但是你無法忽略它的存在，這就是
視覺藝術的魅力。
綠色的另一層含義是在多姿多彩的環境中傲立獨行—一棵綠色的參

天大樹，五彩的花朵必不可少，但也無掩偉綠的蒼穹。如同祉君的才
華，她的鋼琴、舞蹈甚至正在學習的影視表演水平都非常高，但最為
喜愛的還是畫畫。從小喜歡用樹枝、黏土塑形的她，已經在多個本港
的美術賽事中取得獎項。但她的主要工作，卻是用畫筆服務社區、關
愛基層。
綠色的本質是寬容、廣博。祉君筆下的白楊，幅幅都有意義，她的

心中沒有廢棄的畫板。在學習水墨畫的過程中，如果是有污濁的墨跡
出現，她一定會將這個污點變為畫中的風景。她認為教導學生學習畫
畫以及做人也是如此，要用平等和欣賞的眼光去看待別人的不同。

母親將祉君七歲以來完成的所有作品收集在一起。沒有母親，祉
君無法在繪畫的事業上有巨大的發展。對色彩敏感的祉君，在母親
的幫助下，從對植物的描摹漸漸轉移到對人物的寫生。為㠥順利完
成這一跨越，母親親自當起了女兒的模特，兩人也一起拜師學畫，
互相配合。因此，「親子主題」是祉君作品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
節。
女兒的風格隨㠥年齡的增長，必然與母親的「情感導向」風格產

生差異。母親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明顯而立即的溫馨，帶有強烈的救
贖、捨棄與奉獻語調。在《救主耶穌》這幅作品中，代表㠥道路、
生命與真理的救世主，深深藏於人的軀幹中，比簡單的心靈表達還
要悲情，人子的神性與人性借助一個普通人的雙眼啟示萬民—不失
溫馨的主題。
但是女兒在筆法上已經與母親有了巨大的差異。女兒筆下的母親

並無笑容，但卻是用目光在注視㠥慢慢長大的女兒，有一份犀厲，
有一份警示。
母女情，用「無私」一詞概括最為恰當。一起學習繪畫，隨㠥女

兒的畫工的進步，老師已經逐漸「讚女不讚母」。換作是別人，一
定會有嫉妒之心，但母愛的本質讓祉君能夠在母親的鼓勵中不斷修
正自己。如今，當二人一起為公益團體舉辦親子關係的展覽時，人
人都會羨慕這對在繪畫路上亦師亦友的母女。

祉君有愛，不過這些愛在畫板上，與苦難、饑餓、剝削、壓迫結
為伴侶。記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她筆下的少數族裔兒童，孤獨地
抓住最後的樹枝，身後是大海和波濤—那時，求生已經不再是本
能，千鈞一髮之際，抓住救命的依靠就是一切。這是控訴嗎？也不
盡然。弱者從不需要向強者訴說不幸，否則更加羸弱。是什麼讓這
些剛剛邁入生命起點的健兒即刻就一腳踏入深淵般的輪回—自然災
害的侵蝕以及背後的不公義的現實。
不完美的時代，用情感去解釋現實，或許能夠更加動人，超越財

富與名利對人的定格，便是完美。因此，童年不一定是純真，祉君
眼中的兒童其實活在憂鬱、危機和掙扎中。在她看來，不反思現
實，不對自私與慾望的性格進行解剖，不對踐踏公義自由的行為加
以撻伐，無需等待成年，少年時分，人就會與墮落相伴。因此，冷
峻和凝練的繪畫風格並不代表祉君的作品中沒有愛—相反，這是一
種尊嚴、平等的人文之愛、對普世受難者的博愛。兒童是讓這種大
愛光輝四海的最佳載體。
鍾情祉君的作品，你要拒絕那些所謂學院派的技巧至上立場，更

要仔細思考你在她作品中的地位。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畫板中找到
自己的色彩。祉君喜愛畫畫、教導別人畫畫，也在讓大家思考：年
輕人究竟怎樣走一條成功的路—警惕那種扼殺天性自由的現實。
祉君的愛，是用「不」來書寫的—佔盡一切的強者不公平、不正

義、不道德；失去所有的弱者的不屈服、不放棄、不低頭。年輕人
怎樣選擇自己的道路？欣賞祉君的作品，你當捫心自問，也會有一

個清晰的答案：與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在
一起、還是與偏愛貧苦的孤獨在一起，因
為真理面前沒有第三條道路。在一個以
「搵食」、「自保」為主題的時代中，一個
十八歲的港女，用自己的畫筆與「八十
後」、「九十後」一起向這個讓人覺得理
所當然的世界呼喊：告訴你吧，我不相
信！
這是本港的成功之處。一個來自基層的

女孩子，終於發出了自己的藝術之聲。有
無他人聆聽並不重要，關鍵是，弱者終於
有了自己的價值，而這份價值來自於對自
己身份的自覺。從此，所謂的強者將不能
夠再對他們的存在視而不見。這就是藝術
的魅力。在寫實與表現之間，祉君選擇了
寫實。生活需要藝術的真實記錄，也需要

藝術的另一種刻畫。在香港，或許有㠥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未曾
在鎂光燈前擺姿，未曾走上國際大獎的星光大道，但他們用手中的
筆，更是用自己的心，留下了對香港、對生活的一份思考。

■葉祉君與母親的合影。 ■葉祉君獲得的眾多獎項。

■葉祉君筆下的兒童，沒有童真。

■葉祉君筆下的半臉人。

■葉祉君認為，

培養人的藝術，

需要自由發揮。

■本土生態藝術

家黃國忠。

■綠意「龍」

情桃花園。

■女性的形象，

有無限遐想。

綠意「龍」情桃花園
時間：即日起至2月6日

地點：九龍土瓜灣翔龍灣廣場地下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