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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辛亥革命之後，隨㠥中華民國的建立，政治的開化革
新與進步，也帶來了藝術領域的變化。以象徵中國藝術
國粹的瓷器而言，民國初年流行的瓷器作品，相當多數
以培養共和民國的政治認同為首要目標，而且形式甚
多，有的則溫馨而親切，有了尋常百姓的感情色調。從
中，也反襯了辛亥武昌第一槍，確實是不同於以往改朝
換代的一次政治革命。

雙旗交叉，強化認同

在紅樓常設展出的瓷器中，大多數都有「雙旗交叉」
的圖案。所謂「雙旗交叉」，就是指武昌起義時期的革
命軍軍旗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的紅、黃、藍、白、
黑五色國旗交叉以刻畫於瓷器之上。因為，這兩面旗幟
在當時的歷史格局中，確實是共和主義精神的象徵。
記者看到的粉彩雙旗九子碟、粉彩雙旗瓷茶壺、甚至

紀念瓷器之杯，全部都刻畫上了雙旗圖案。香港一位研
究辛亥革命的歷史專家對記者表示，1912年民國成立之
後，不少生活日用品、藝術作品例如茶具、年曆、甚至
繡花布，都會刻畫上雙旗幟交叉的圖案。因為武昌革命
軍的軍旗，代表㠥辛亥革命的開始；而五色旗幟，則是
代表辛亥革命的具體成果。這二者對當時的社會影響非
常之大。
專家介紹說，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戰事激烈緊張。與

武昌一江之隔的漢陽甚至被馮國璋下轄的軍隊佔領。而
江浙地區此時也爆發了反對清廷的戰爭。江浙兩省的革
命黨人組織了江浙聯軍，不但光復了兩省土地，而且面
對來勢洶洶、由張勳統領的北洋軍，同仇敵愾，成功將
其擊潰在南京城外。南京之役鼓舞人心，讓虎踞龍盤之
地成為共和聖地。而江浙聯軍的主要旗幟之一，就是這
面五色旗。當革命黨人面對建立新政權的棘手難題之
時，最大的課題就是定都。一個是首義之區，一個是共
和聖地。武昌南京各不相讓，最後以南京為首都，五色
旗成為國旗，但同時也將武昌革命軍的軍旗，定為全國
陸軍軍旗。
據了解，正是因為以上的歷史背景，當時的一些物

件，若是以紀念為目的製作的藝術品和收藏品，多會以

「雙旗交叉」作為主要圖案，以尊重武昌首義和南京定
都的歷史事實；如果是實際運用層面的一些物品，則只
會用五色圖案描繪。例如，武昌起義紀念館中所藏的革
命軍統帥熊秉坤五位章、向海潛的三等文虎勳章，都只
有五色色調，以表示全國革命的成功與新政權的合法
性。專家說，這就是一種融匯於藝術形式中的政治認同
強化方式。
展品中，有這樣一件瓷器，圖案是：一個平凡而普通

的母親，帶㠥兩個孩子，手中抱㠥弟弟，身後跟㠥哥
哥；哥哥的手上拿㠥一面象徵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幟，向
弟弟揮舞；而弟弟則很急切的想要拿到這面旗幟；而在
圖案的背景部分，也陳設了旗幟作烘托。從瓷器的藝術
角度看，這是一種非常傳神的在創作手法上採取小寫
意、但是在主題上採取放大化透視，並以實體背景突出
畫面思想層次感的做法。

樸實色調背後的歷史溫馨

在今日看來，這種構圖設計，並沒有什麼稀奇。但是
據專家介紹，這種構思在當時，實質上起到的是轉型正
義和樹立民權的作用。因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藝術作品
中，平民形象較少甚至幾乎不太可能和具有國家意識形
態和權力性質的圖案結合在一起。因為君主制時代的中
國，禮教等級遍佈於服飾、建築、甚至工藝品的設計
中。等級秩序既是一種道德倫理，也是一種國家道統。

其實不止是瓷器，當時繡花布、廣告牌、床單、被

套、甚至香煙盒上，從高雅藝術品到生活日用品，辛亥

革命之後都會印上國家象徵、精神口號以及革命理念的

圖案。這種將政治、社會事務日常化、生活化的做法，

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以往，政治並非眾人之

事，而是由天子皇權及其僕從——公卿士大夫去執掌、

實施的。政治是帝王術，普通百姓、升斗小民，何以有

參與政治的權利呢？以愚民手法讓百姓不了解、不知道

政治為何物，成為君主專制皇權的重要治國手段之一。
但是辛亥革命打破了這一切。等級制度在法律上的非

常，讓普通人也得以能夠使用諸如國旗之類的國家象
徵。藝術作品中，平民形象登堂入室，平民主義不但是
藝術家從事創作時的思想理念，也成為了一種創作手
法。美感，線條，花紋，不再是華而不實的矯揉造作，
而是人人可以欣賞和明白的大眾情趣。因此，辛亥革
命，對中國藝術史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瓷鑒：辛亥之後，吾國才是中國

瓷器，稱之為china。這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識。

但是較為警醒的是，東鄰日本，則一直以「清國」稱呼
清代中國。據學者介紹，日本和朝鮮的官方和士大夫階
層，在潛意識中並不將滿清視為華夏道統的代表，而是
將其視之為蠻夷。因此，甲午戰爭，在日本被統稱為清
日戰爭。而在清代，在統治者眼中，「華」、「漢」、
「夏」等字眼，都是極為敏感的政治詞彙。因為不僅僅
是日本，連當時中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也是
以這種視角看待清政府的。因此，辛亥革命，尤其是武
昌起義，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光復漢族、恢復中華的反
滿革命。
因此也就不奇怪，為何在武昌紅樓的瓷器展品中，

例如粉彩雙旗九子碟，會有「光復大漢」的橫書字
樣。與這些瓷器展品配套的，是當年湖北軍政府發佈
的文書、公告，其內容幾乎都提及，革命的目的是為
了使漢族獲得新生。故而，本港專家解釋道，不少辛
亥革命成功之後製作的紀念瓷器，在文字配套上，都
會有「光復」、「恢復」、「重光」等詞彙的使用，這
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得中國能夠真正成為中國。
因為在傳統意義上，清代的中國，英文使用會在一些
領域用Sino這個來自拉丁語的單詞。但是辛亥革命之
後，革命黨人開始全部使用China作為國家的稱呼，
類似於「清」這樣的國號已經廢棄不用。中國也真正
從清國變成了中國。
從反滿革命、光復大漢，到最後實現五族共和，這就

是辛亥革命的滄桑歷史。回看這些瓷器，其中的武昌革
命軍圖案——九角十八星，就是象徵漢族聚居的九州大
地關內十八省；而五色旗則代表㠥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
的共和精神。
這種看似矛盾的兩種設計，總是出現在當時的瓷器

之上，其實也昭示㠥：辛亥革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不
同——不報復、不殺戮、不清洗。漫步在武昌的紅樓之
中，回溯武昌起義時的吶喊與槍聲，再看這些在當時只
是普通工藝品、生活品的瓷器物件，她們今日的珍貴無
價，證明了歷史的可親可敬。從這些瓷器的花紋構型，
我們感受到了共和紀元開創時曾經的那麼一絲動人、溫
馨和深沉。

編按：香 港 藝 術 家 陳 麗 雲 （ Movana Chen） 即 將 舉 辦 個 人 藝 術 展

「KNITerature」。從2004年開始，Movana將時裝、行為藝術、裝置及

雕塑等不同媒介相融合進行創作，這次展覽將展出其過去十年的

重要作品，重點作品包括錄像《「身體軀殼」遊閱香港》，以及長

達十五米的作品《編織對話》。

Movana曾穿上以旅遊地圖編織而成的行為雕塑，以不同的角度遊閱首
爾、巴黎和倫敦，錄像《「身體軀殼」遊閱香港》則記錄了她今年年初穿
上「身體軀殼」於香港街頭的互動實驗。《編織對話》則是一個為期兩
年，由超過150人共同參與編織而成的作品。Movana邀請了家人、來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陌生人和學生，選取對他們別具意義及思憶的書，碎
成紙條，然後一同參與編織創作，再把來自不同地方參與者的作品結合
成一個大型裝置藝術。本版請來Movana對談，說說她的創作理念。

問：在這十年的創作歷程中，你感覺到自己的創作方向、創作媒介，以

及創作主題有甚麼變化嗎？

Movana：於過去的十年間，我一直以編織書藉或雜誌作為創作媒介，但
我所創作的作品主題卻因應我對事物的看法而起了不少變化。
由於早年我曾修讀時裝設計課程，所以我早期的作品大多與時
裝有關，近年我主要以Communications（溝通）為作品主題。
早於數年前，我開始邀請朋友從他們的書架上挑選書籍，從而
分享每個人內心的想法及情感，就成了《遊閱你的書架》這個
作品；後來，藉㠥最新作品《編織對話》，我邀請了來自世界
各地、欣賞過我的藝術品及對之感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我這個
大型裝置藝術。我的創作因而由早年的個人創作，演變成大眾
參與，而這些作品更會於九月在ArtisTree舉辦的個人展覽中展
出。

問：可否介紹一下《編織對話》這作品背後

的創作理念？

Movana：《編織對話》這個作品早於兩年
前便開始，由我其中一位韓國友
人參與編織，時至今天已有多達
150人與我一同進行這個藝術計
劃。這兩年間，我邀請了家人、
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陌生人和
學生，選取對他們別具意義及思
憶的書籍，在我與他們一起了解
箇中的情感後，使將其碎成紙
條，然後一同參與編織創作，最
後由我來把不同地方參與者的作
品結合成一個藝術裝置。這項共
同合作計劃將所有參與者聯繫起
來，使我能夠跨越國家和文化的
屏障與他們溝通。這種共同創作的形式令我的藝術和參與者的
日常生活深深交織在一起。我早於一年半前便接觸太古地產尋
求贊助，為今次展覽作準備。位於太古坊的ArtisTree面積達二
萬平方呎，正好讓我能全面地展出這個長達十五米的作品，而
這個空間更令我能靈活有效地展現自己的創作世界。

問：可以談談「身體軀殼」的創作理念？你曾穿上這個作品於香港及多

個城市作行為藝術，過程當中你有感覺到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觀眾

的反應也有所不同嗎？而當中的經歷有否為你最新的創作帶來靈

感？

Movana：「身體軀殼」是我較早期開始創作的作品，第一個「身體軀殼」
早於2005年便完成。今次展覽將會展出一共十個「身體軀

殼」，而每一個「身體軀殼」均由不同的書籍編織，各自
包含㠥不同的意義。早期製作的「身體軀殼」大多為我喜
愛的雜誌或書籍，而最新的作品則以於法國居住的朋友送
贈的旅遊地圖編織而成，因此這作品所藏㠥的意義比任何
禮物更來得珍貴。藉㠥穿上這個行為雕塑，我於首爾、倫
敦、西西里等不同的城市，與不同國籍的人進行互動實
驗。當我抵達不同的地方穿梭遊歷時，我體驗到不同地方

的人對我這次的行為藝術有㠥不同的反應。例如，當我身處法
國時，當地的人會好奇地對我作出提問：「你從哪個國家來
的？你正在進行行為藝術嗎？我在哪裡可以觀賞你的作品呢？
你的作品想帶出甚麼主題呢？」而當我身處香港時，人們會偏
向被動，可能只會遠距離為我拍照或放慢腳步觀看我的動靜。　
從體驗不同的文化、歷史、社區和生活方式，我希望能將

「編織對話」和「遊閱你的書架」延伸下去，繼續與不同地方
的人們從閱讀書籍中進行交流，藉此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陳麗雲：編織溝通的橋樑

陳麗雲個人藝術展「KNITerature」

日期：9月20日至10月19日

地址：香港港島東太古坊康和大廈一樓ArtisTree 免費入場

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
—探尋武昌紅樓中的辛亥紀念瓷器

武昌紅樓，如今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

念館。1911年，這裡是革命黨人的湖北

軍政府所在地，是中國帝制的終結點，是

共和紀元的新開端。紅樓造就了首義之

區，打開了民國之門。在這裡，中國傳統

的瓷器，其藝術的美感和歷史的內涵，也

與瓷器密不可分。中國的英文名稱為

CHINA，原本代表瓷器。但也正是在辛亥

革命之後，CHINA一詞才有了真正的國族

內涵和身份意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粉彩雙旗瓷茶壺

■母子圖案瓷器。

■武昌紅樓中

常設瓷器展。

■粉彩雙旗九子碟。

共和紀元的藝術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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