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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J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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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讓我們向上看
曾家偉很年輕，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出身的他，有
新一代本土年輕攝影師所具有的敏銳創意。正因

如此，他才靈機一動，用鏡頭向上的角度，拍下城
中那些著名地標的另一「面」。
這是一種觀看建築的全新經驗，按他的話說，以

這樣的視角去看那些建築後，它們便好像變了樣
子。半島酒店不再是人們所熟悉的那座奢侈建築，
而看上去像個花園平台。他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全新
角度去望，而非像平時那樣直接注視，而人們隨他
的鏡頭一起向上看時，也隨之發現：「原來還可以
這樣看！」
這其實是帶實驗性的一種對人們習以為常的建築

所作出的個性記錄。在一個與過往認知經驗不同的
角度下，一路看、一路觀察，便會發現，眼中不止
看到那些屬於香港的著名地標，更看到了想像。
但曾家偉用了非常樸素的方法去面對這種想像
—他沒有將這些作品的名字改為想像中的那些意
象，因為他並不想限制屬於觀眾自己的想像空間。
「他們有理由在其中看到他們自己想到的。」

這一輯完成於2010至2011年間的作品，其實從一
開始，概念便未限於一定要拍香港的著名地標，而
他本人過去也拍過包括唐樓與大廈在內不同形式的
建築。打破我們通常對這座城市中建築物的單一認
知，他挖掘到了其間的全新對比。「現在的香港越
來越向高空發展，樓蓋得越來越高。而當我們向上
望時就會發現，那些很高的大廈像一條路，而較矮
的則看起來是一片平地。」
這樣獨特的「向上」角度可以讓人想到些甚麼？

曾家偉認為，重要的首先是發現這種對比。他有興
趣通過屬於自己的面向，去「看」到建築中潛藏的

新舊差異，而他更不介意這樣的嘗試會令人們乍看
之下感到好奇：「咦？怎麼這些照片看上去一點都
不像建築？」像與不像並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
們看過之後會在心底聯想到甚麼。

《熟識的陌生》：
家已不是從前那個家

90年代屢獲新聞大獎的陳廣源，曾在多份中文報
章工作，也曾在東南亞進行過以社會和環保問題為
題材的攝影創作。這樣的背景經歷，使他看待鏡頭
中的建築時，更善於嘗試去捕捉其中所透露出的社
會性訊息。
他作品中出現的地點，其實就是如彩虹這樣最平

常的本土地方，但整個社區中的樓群在他的全景捕
捉下，原本垂直的線條會變為弧線，整張照片看上
去便有了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氣質。
香港近年來的發展令他感到有趣——「去許多熟

悉的地方都會產生陌生的感覺，社區中過去的那份
凝聚感越來越少。」舊時之所以稱為社區，便是因
為居住其中的人們大多熟絡親密。陳廣源認為，儘
管從外表來看，城中的標誌性建築增多了，建築外
表光鮮了，但建築之間曾營造出的那份生活氛圍卻
漸趨消逝。
所以他將他眼中的一些社區建築，在影像中處

理得使人感到陌生。地產主導的現實環境令人們

早已習慣以居所作為人生中最重要的財產，財產
可以不斷變賣升值，但家卻已不再是從前的那個
家——社區街坊間彼此情深意重的厚意愈加減少，
而這種改變，從建築物的表象而言，也影響了我
們的城市景觀。「過去那種舖頭、街市中建立起
的人情與互動，今天已很難找到。」如今的人
們，在衛星城大環境下的商場、連鎖店中購物
時，彼此之間互不相關，與店員間也絕少會建立
起熱絡聯繫。
這便是陌生，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建築與建築之

間的疏離。
每個攝影藝術家都希望觀眾能透過照片產生自我

思考，陳氏也不例外。他希望看完這輯作品，人們
能更多思考一些屬於金錢和物質之外的問題。透過
他的照片，現代城市在城市化之後產生的弊端便浮
現出來，而建築密度極高的香港，所面對的困境更
為嚴峻。他相信，建築面貌的轉化，確實會為生活
帶來改善，但也確實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和對所
生活的社區、所擁有的家的看法及態度。
所以他的手法看似是以新聞攝影式的平鋪直敘去

直接對準這個城市，其中卻更有令人反思這些建築
之真實與虛假間的強大張力。事實上，「三面」本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現建築，用不同的視角去看
待建築在人類發展中的軌跡。透過展覽，我們才會
看到建築的更多面向。

今次繼續為大家帶來抽象藝術展《憶原》中六位受訪藝術家的創作思
考。
中國當代抽象繪畫藝術的發展，離不開藝術家們前往西方進修後所吸

收到的創作理念，但如果你細心留意，就會發現他們在西方深造後，幾
乎都不約而同地更為關注如何將傳統中式材料，在發掘出現代美感的同
時，彰顯其本身的獨特特色、發掘最地道的中國魅力。
以漆為創作媒介的蘇笑柏，也是這樣一位接受過西方藝術教育浸染，

終而回歸傳統材料的創作者。中國漆在他的世界中，不只代表了華麗、
純淨及原色質感，更成為了一種有趣的文化實驗。
蘇笑柏1949年在湖北武漢出生，1969年於武漢藝術設計學院畢

業，並於1986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生課程進修。1987年他
赴德國深造，自1992年開始於德國生活及專注其藝術創作。
蘇笑柏的作品一方面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強調形式和材料現

代性，另一方面，亦深受中國文化薰陶。因他早期曾接受工業藝
術教育及訓練，因而對中國漆一直有特別喜好。他認為中國漆的
傳統技術偉大而細緻，同時具有質感和重量。他將中國漆的技術
運用於他的作品中，獨特的製作過程為中國漆增添了一種文人繪
畫的美學，移除了傳統漆純淨及華麗的特質，從而展示出一份現
代美。蘇笑柏最關注的，是如何將物質的美感轉化成更深層次的
文化意蘊。換句話說，他的 眼點是發揮物質本身的魅力，即材
料的想像空間。

您在《憶原》中怎樣展現您的創作主題？
蘇：當我由德國回到中國，開始用大漆作為繪畫的媒介時，繪畫技術及方式受到顛覆、繪畫媒介本身變成了

材料。這是一種奇妙的轉換。這種轉換使我覺得格外有趣。這種有趣所產生出來的有意味的形式，幾乎
成為了作品內容的全部。傳統生漆的質感、層次感以及工藝感，在我的創作過程中成為一種文化實驗，

實驗結果是作品在視覺上、觸覺上和心理上都非常豐富。我故意選擇任意一種冥想對象，來作我的創作
主題，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力淨化描繪對象，於是製作手段及技巧反倒成為作品的主題內容。

您自身的經歷背景，對您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蘇：我所居住的城市與我所從事的創作，其實沒有任何關聯，以前如此現在也是。有些藝術家是生活在過去

與未來的，反倒對當下有種隔裂。我以前在德國住過一個小村莊，只有二百個居民，可我從沒覺得那裡
小，那時我剛從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畢業，藝術學院的經歷成為我的過去，我就一直生活在那裡，一住
就十多年。後來到了上海，小村莊又成為了我的過去。所幸杜塞爾多夫和小村莊都是好地方，說它對我
潛移默化，我不反對。

您如何看如今的中國當代抽象藝術發展？
蘇：我認為當今中國抽象藝術不太可能有特別出色的發展。中國當代藝術在一個特別短的時間段裡，經歷了

藝術發展史中的各個階段。等明白過來，又趕回去匆匆補課。其實不光光是抽象藝術，別的學術學科也
有相似的毛病。都太 急。想變，想有特色，想要有民族性，什麼都想要有，不一定是好事。

中國抽象藝術，80年代至今：憶原
時間：即日起至7月20日

地點：藝術門（畢打街12號畢打行6樓601-605室）中國漆：魅力不只是華麗

據悉，近日，內蒙古自治區著名攝影家任志明的專題攝影展《動感草原》在北京798藝術區展

出。

本次共有22幅巨幅照片展出，展示的錫林郭勒大草原奔騰的駿馬，受到中外遊客的好評。據了

解，2010年至今，每年夏天任志明都要到錫林郭勒大草原，深入牧場拍攝駿馬，兩年多來，他用

慢鏡頭捕捉了多幅草原上奔騰的駿馬身影，用寫意的手法展示了氣勢恢宏的意境。

文：香港文匯報駐內蒙古實習記者楊紅玲

專題攝影展《動感草原》
走進北京798藝術區

藝訊

透過「三面」
看到建築的無數「面」

建築，是我們所生活的城市中隨處可見又對我們生活帶來最深影響的景觀。它早已在城市化進程中，融為當代都市的一部分。但建築在城市裡所

扮演的角色，是否只如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繁華的地標、必不可少的居屋或是具功能性的工廠大廈？以建築攝影為主題的攝影展這些年來雖

不少見，但像「三面——建築攝影」這種連命名都直接、簡潔而令人毫無距離感的展覽，卻是少數。三位藝術家以他們各自眼中所觀察到建築所表

現出的面向，組成了展覽中的三種不同維度。修讀電影出身的Peter Margonelli來自美國，而陳廣源及曾家偉（EasonPage）則來自香港。今次，便

讓我們透過展覽中兩位本土藝術家的作品，去理解建築究竟有多少「面」我們並不知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刺點畫廊提供

「三面——建築攝影」
時間：即日起至7月7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七時（周二至六）

地點：刺點畫廊（中環鴨巴甸街廿四至廿六號A） 查詢：2517 6238

參展藝術家曾家偉（EasonPage）個人網站EasonPage Photography：http://easonpage.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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