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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推介

「港澳雙拼藝術展」完結篇：
三種主題的碰撞

A31 2012年5月1日(星期二)

淡出新聞工作，是想爭取更多時間去做
自己喜歡的事。在放鬆的狀態下享受生
活、接送孩子放學等細節觸發了拍生活中
尋常日子的靈感。不需顧及任何商業、市
場因素，而是記錄最純粹的生活，帶㠥這
樣的心態去探索人們在如何「過日子」，
對王身敦而言，更是親身經歷中國改革開
放後真實處境的一種方式。他說：「從前
在教科書上看到中國20世紀初的改革，很
失敗，但如今已是21世紀初，內地的改革
也正如火如荼。」

見證一個時代的改變，是令人心思神往
的大前提。他想要親身記錄下改革對內地
平民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自身在英國與中國內地兩種制度背景下
生活的經歷，是王身敦身為攝影創作者的
幸運之處。也許兩種生活中的人們彼此有
誤解，不夠了解對方，「始終西方並不真
的那麼了解中國，就像中國也沒那麼了解
西方。」他的英美朋友們一來到內地就感
到現實與想像完全不同，這不禁激發他深
入思考下去，人們以往所認為的中西相互
了解，是真的「了解」嗎？而誤讀又和新
聞媒體在其中發生的作用有無關係。傳統
媒體大多是以揭示出負面信息以收穫巨大
的新聞價值，那麼在21世紀，互聯網這樣
發達、世界變為平面的時代，他想自己沒
有理由不來到內地，做個第一手的見證
者。

用個人目光，凝視平淡生活
王身敦很喜歡看19世紀末到民國初期

時，那些洋人在中國拍下的照片，因為其
中的視角，不是新聞式的刻板記錄，也沒
有功利市場等因素的考慮，而是讓人看到
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因而他也想用這樣
的個人目光，去凝視與記錄平淡生活。

「其中很多的拍攝場景，都是我自己過日
子所看到的生活、接送孩子放學、出門買
菜途中見到有趣的，便拍下來。」攝影對
於他來說，已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為未
來的人們，記錄現在當下。

2009年之後，他的足跡遍佈北京、南
京、蘇州、杭州、揚州等地，並不急於環
遊中國，他想做的是細心咀嚼，而未來幾
年，也會持續進行這樣的攝影記錄。他想

讓西方人看到一個和新聞呈現中不同的真
實中國，有血有肉，平和自若，而非媒體
有時獵奇到的那些負面印象。改革開放已
過去這麼多年，那麼在王身敦看來，難道
中國與西方仍舊了解得不足？他笑道當
然，這道相互理解的鴻溝仍在。「因為意
識形態不同，人們對彼此生活的認知完全
不在同情況中。」而縱使他已長居北京10
年，都未敢說自己真的了解北京。「西方
對中國的了解始終像瞎子摸象，摸到的都
只是大象的一部分，卻誤以為那就是全
部。」

整組展覽作品中，最有趣的正是那幅獨
特的主題作品——曠野中孤零零的一張沙

發，絕非擺拍，而是王身敦無意中在家附
近發現的，背景就位於飛機場與市中心中
間，後邊是綿長的火車軌，他一見到這張
沙發就為它本身所可能承載的歷史而吸
引，會有多少代人曾經坐過它，而它當下
被棄置的地理位置，又恰恰透過城市化進
程，微妙表現出了北京的變化、進而讓人
體味到中國所面臨的變化。

去了這麼多內地高速發展中的城市，他
獨愛揚州，那座出乎意料乾淨舒服的城
市，樓房最高只有6層，路寬車少人也
少，相對比蘇杭等大城市安逸平和許多，
可能從城市發展上是相對慢了些，但這種
小康狀態卻讓他㠥迷。「市民都很守規

矩，空氣清新，就像是歐洲的某個小城
市。」場景跳躍得幾乎令人有些難以詳
列，車窗可以微微搖下，看到城中不高但
卻讓人舒心的建築、廣告招牌的乾淨利
落。如果這裡的經濟發展略微平緩，那麼
王身敦反而認為這是因禍得福。「揚州就
像其他城市可以用來參考對比的借鏡。」
從這座城市的好，反而可以看到其他地區
在城市化進程中種種擾攘自身、難以令生
活平衡的問題。

而這恰恰是他來到內地，用鏡頭凝視生活
的最大意義所在。無意間捕捉到的那些視覺
衝擊、那些可以深入讀解的隱喻，或可令世
人更了解中國，也讓國人更了解自身。

《過日子》王身敦攝影個展
時間：即日起至5月27日　地點：光影作坊（深水㝸白田街30號L2-10） 查詢：3177 9159

谷歌（Google）向來有無數新奇點子，2011年所推出的「Art Project藝術計劃」
就讓人眼前一亮。依靠Google整合資訊的強大力量，大家足不出戶就能瀏覽全
球知名博物館，更能把自己喜歡的藝術品收藏到線上的My Gallery，或和全世界
的藝術愛好者一同分享賞析。2011年2月的第一波計劃，網羅了全球17間美術
館、486位藝術家的超過1000件藝術品。今年4月3日的第二波計劃，除了收入來
自全球40個國家逾30000件藝術作品外，亦邀請香港藝術館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加
入，使得香港成為唯一一個有兩間文化機構加入的地區。

香港藝術館精心挑選90件藝術精品供網友欣賞，既有珍貴的特色文物，又有
富傳統韻味的藝術創作，更有十分富有香港本地色彩的當代作品。如「高浮雕
九龍紋犀角杯」、庭呱的歷史繪畫「關聯昌畫室」、吳冠中的「雙燕」、本地藝術
家朱興華的「我在廟街的日子」等。香港文化博物館的97件藝術品則以攝影作
品、海報設計為重點，包括黃炳培（又一山人）的「無處不在曾灶財。無處不
在紅白藍。曾灶財密碼。」海報作品，以及王禾璧的「荔園遊樂場1997」攝影
作品等。借助網站的高清攝影及細節檢閱等功能，觀眾可以細緻觀察藝術品的
每個部位，甚至可以比親身逛美術館看得更仔細。

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與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分別表示，參與谷
歌「Art Project藝術計劃」有助
於將香港的藝術品與全球的觀
眾分享，而將互聯網及新的資
訊科技運用到展示中，也讓博
物館迸發出新的活力。二人亦
表示不擔心網上欣賞的便利會
減少大家逛實體博物館的興
趣，相反，可能會吸引更多人
前往博物館親身體驗作品魅
力。 ■文：草草

「神秘」

來自香港的Diana Law和澳門的Alice作品

「味道」

來自香港的Miloza Ma和澳門的Natalie Sou作品

「過日子」
看中國百姓的生活變化

日子每天都在過，百姓的生活不知不覺間就已在歲月中發生了他們自己都未

曾想見的變化。《過日子》就是這樣一個生活味道十足的展覽，前路透社北京

代表處首席攝影記者王身敦（Andrew S.T.Wong）以新聞攝影為職業二十多

年，由於主要工作重點在中華地區，因而他對北京、對中國內地的觀察，在鏡

頭中早已持續多年。2008年淡出新聞圈後，他並未停止對他生活環境的繼續

記錄——只不過變得更真實、隨意、質樸、有趣。他護照上的身份是英籍華

人，但其實是香港人，又從上世紀末，便長期居住在內地，見證百姓的生活起

居。而當不再為工作而執起相機時，他的照片，更回歸生活本身，在「過日子」

中，捕捉到內地那些微妙而真實的變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光影作坊提供

谷歌「Art Project藝術計劃」
登陸香港

今次是「港澳雙拼藝術展」的最後一
期，而今次將為大家帶來一個特別篇的
作品欣賞——特別邀請組中，來自港澳
兩地不同地方、階層、文化的創作人及
愛好者，分別以神秘、誘惑、味道、經
典、Hea五大主題，各自創作一張平面
或半立體作品，再合拼成一幅大牆展
出。而我們則精選了六位藝術家以三大
主題為靈感創作的作品與讀者分享。

■江蘇省揚州市老城區，一名老

人在公共熱水站喝茶。

■江蘇省南京市，遊客於大

雨中抵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

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北京三里屯購物區，一位傷殘乞丐

在地產廣告前行乞。

■北京市郊鄉村，一個男人在蒸饅

頭。

■湖北省武漢市長江沿岸，一個女孩

在放風箏，兩對新婚夫婦於蘆葦田前

拍婚紗照。

■山西省晉中市，一個婦女在扶父親

走過榆次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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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個公園，一個小孩在正

在午睡的男人旁跑過。

「誘惑」

來自香港的Ana Quirino和澳門的Natalie Pun作品

■Natalie 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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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Quirino

■Natalie Pun

■Alice

■Diana Law■Miloza Ma

■左起：Google香港總經理陳浩昌、香港藝術

館總館長譚美兒與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黃秀

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