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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藝術的發展由最早期平實、粗糙、簡單及功能性開始而成；幾千年
來的發展，陶瓷現已進化為在當代藝術及裝飾藝術中的一種主要媒介。這
種經歷幾千年的媒介，不斷被製造者推陳出新、跨越界限、挑戰固有對它
的認知。
六位參與今次《熱度》展覽的陶藝創作人，來自不同背景、地域。去年

一月他們因一個共同目標「進修陶瓷藝術」而不約而同報讀了香港藝術學
院的課程。今次展覽推動了他們追求與探索對於當代陶藝的思考，他們各
自以不同主題、手法與技巧去表達。我們將由本期開始，從中挑選三位創
作人的作品，介紹給大家。
今次首先會帶來曹如燕的作品《是，不是》——Moore的悖論曾提出事
實與期望之間的謬誤。曹如燕的作品嘗試把玩這個謬誤對比，跟觀眾的認
知與視覺玩玩遊戲，給他們創造想像的空間。

作品《是，不是》的創作概念是?
曹：《是，不是》的靈感來自「矛盾(CONTRADICTION)」這個課題。
我回顧在香港藝術學院修讀藝術學位課程的過往一年，我發覺自己是
一個經常自相矛盾的人；尤其是在構思意念時，我總喜歡把「不可
能」的元素嘗試拉攏放一起，去追來及創造各種不協調但有趣的新元
素。在研究這個課題時，認識到Moore的悖論，其中他提到「事實
與我們所相信的雖然互相矛盾，但這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例如：天
在下雨，但我可以相信沒有下雨。這句子雖然很奇怪，但是它並沒有
問題。於是我嘗試透過《是，不是》去探討這種有趣的矛盾，利用陶
瓷物料的模仿特性讓作品看上去好像是什麼，卻又不像什麼！

作品在材質選擇上有怎樣的考慮?
曹：陶泥是物料的统稱，其實陶泥有很多種類；特性、顏

色及所需的燒製温度亦各異。我每次創作時皆會因應
不同概念做些試驗品，經檢討後才決定選用哪一種陶
泥。至於今次作品的材質選擇，我主要考慮陶泥的特
質如何可幫助我去表現《是，不是》的概念和形態。
這個作品，我需要以一些「縐褶」以及「破口」的視
覺效果與質感去表達，而「模仿」正是陶泥的其中强
項；其次的考慮是作品的顏色，我選擇以白色陶泥去
幫助作品凝聚一個强烈的整體性，如使用帶有色彩的
陶泥反而會引起觀眾多餘的聯想，分散注意力。我希望觀眾能把注意
力放在作品的形態上。所以我沒有上任何釉藥。

想給觀眾創造一個怎樣的想像空間?
曹：今次作品的主題是要玩味矛盾的關係及其所帶出的效應，所以我不是
追求創造一種「美」感。反之，想給觀眾一種「不容易」、「反
感」，甚至「不安」的感覺。藉此，希望觀眾能從這些負面的感覺中
回味與思考。究竟是什麼令他們感到不安？是作品的外形讓他們聯想
到惡心的事物？還是只因為它是一件不明的物件？答案於每人心中，
各自不同。另外，作品中那些看似被撕去的裂口，帶有不完整的意
味，更能增加一份混沌、無奈感，觀眾此時可能會隨着自己天馬行空
的幻想去重置欠缺的部分。換句話說，作品所創造的想像空間正是在

觀眾看見的物件以外的無限聯想！

參加《熱度》陶藝展覽的感受是?
曹：《熱度》是我第一次參展的展覽。很感激張煒詩(Rachel)老師給予這
次機會，為我們籌辦這個展覽。我起初信心不大，對自己的能力有一
份存疑，畢竟知道自己接觸藝術創作只有短短一年時間，正在學習如
何成為一個優秀藝術創作者。《熱度》是個非常好的年度記錄，我們
透過陶藝作品與大家分享，展覽彷彿見證了我們六位同學一整年的學
習過程，當中可感受到我們創作路上走過的每一步，見證我們所想所
說。我相信每次的創作經驗都是了解自己的一個過程。今次是我一個
很有意義的開始及為自己增添信心，希望以後的陶藝創作能更有力、
更自如地表達與發揮自己的情感與信念。

從一個泰半局限在台北的藝評人角度來說，要談論「身是客」這個從香
港來的展覽，就像一個漫不經心的遊客，任意地揀選旅途印象，再憑

着印象書寫所謂「遊記」——如果能不流於泛泛之談，最理想的情況只能
是因為他早有準備，在這迥異於熟悉的陌生地方，將無法看透的距離轉化
為某種感性的抑或思考性的距離——然而，也正因為這些準備只能在他身
上發生，遊記所試圖逼近的他方就將疊加上一層陰影，一個更是與生俱來
的陰影：如同我們總會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遭遇熟悉，在最靠近以至狎暱的
城市卻倍感疏離。
「身是客」對我來說也是一層陰影，一種雙重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感性。
一方面，是作為異地藝評人那遊客般的感性；另一方面，卻也是一種嫁接
在兩座城市間不無差異卻又像共同經歷的熟悉。既熟悉又陌生，固然來自
共同的華人文化傳統或港台共享的流行文化，卻也源自某種「前」殖民地
經驗——倘若陰影恰恰是藝術試圖揭露的東西，現在疊加在兩座城市的這
層陰影，卻意外地貫穿了我們的差異，自華人飽受帝國主義侵擾的近代歷
史以來，這兩座城市，竟會因為共同的殖民地創傷，深深感受到彼此命運
竟是如此交纏。

《鄉關何處》：影像通道中的流變
先是一種底層伏流般的熟悉：如同梁美萍自2005年開始的《鄉關何
處》，在這件特定場域錄像裝置中，播放的是藝術家「跟蹤」亞洲各城市
遊民的影像，由於是手持攝影機，晃動不已的影像不僅同步了拍攝者與不
知情被攝者的身體感，展場的投影布幕也因特意設置了電風扇而微微搖
晃，於是在這晃動中的影像通道，對遊民行走路線的跟蹤，就會忽然流變
成一個得以捕獲城市陰影的輪廓
線——遊民的路線雖也是城市居民的
路線，卻又多出了一點攸關生存、而
非慾望的剩餘況味，梁美萍彷彿要帶
領我們感受一個不為人知的、恰恰毗
鄰着城市現代性的陰暗處所，但我們
卻又會在端詳各個錄像時發現，這些
影像極其相似，作為現代性剩餘的城
市風景如今貫穿了我們生活其中的底
層連結；實則，就標題而言，《鄉關
何處》也看似要我們回到那早已不復
追憶的起源，但亞洲不正作為那現代
性起源的「西方」剩餘？一道為了照
耀出（西方）現代性主體，不得不以

副產品之姿所投射出的陰影。
相較於梁美萍藉由紀實影像呈顯出城市的不可見陰影，周俊輝的《複製

「香港：樂在此，愛在此！」》則直接地問題化這層陰影：他以油畫技法
「仿製」香港官方為招攬觀光客所拍攝的宣傳短片，並將這些繪畫串接成
一部低科技影像串流——如此不僅阻斷了在原版影像那裡至為流暢、訴諸
感官的敘事節奏，由於藝術家的繪畫也不是那種老練的寫實主義風格，於
是對照着宣傳片拍攝的那些香港最美好的地方，像是分鏡草圖的手繪筆觸
竟也將這些地方「再次」轉化為一道模棱兩可的表面——當官方版宣傳片
不可避免地將香港自我客體化為誘惑他者的「景觀」，這已然是一種表面
化，周俊輝的圖像實踐卻以支撐着該景觀的表面為師法對象，零落潦草的
圖像形式描繪的是一個景觀化的景觀、表面化的表面，但也正是在這像是
宣稱「我們擁有的僅有表面」的當代陳述中，我們不禁察覺這如同皮膚的
表面所透出的隱隱刺痛，「樂在此，愛在此」此地無銀三百両指陳了城市
的空缺：它展示了多少富饒，也就掩埋了多少荒涼被棄。

《區區肥皂》：
將「陽光」重新引入陰影處

另一方面，不同於梁美萍和周俊輝透過某種「身體」——無論是被攝者
或攝影者的身體、臨摹熒幕的畫家身體——所連結的城市暗面，由肥皂師
葉子僑（「好好地））和設計師林偉雄暨余志光成立之CoLAB共同合作的
《區区肥皂》，則透過社群創作的參與性形式，將「陽光」重新引入這塊
陰影處。一方面，由於《區区肥皂》的產品是由外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系統
的「素人」勞動身體所製作完成，再者，這些家庭手工製作的肥皂，又極

具寓言意味地以消費者的身體為終點，所謂
的陽光或許就是一種連接着某種共同體想像
的「淨滌」（catharsis）作用，就如同《區区
肥皂》在官網中的理念宣示：「我們希望成
為一個民主決策、共享成果的共同體」。也
因此，《區区肥皂》絕非一條另類的民生用
品生產線而已，它延展出的社會性就顯現在
這具寓言性的身體上，既是「身是客」那身
處現代性城市情境下踽踽而行的身體，卻也
是行動者的身體。
身為遊客，我一直在想何以《區区肥皂》
要將「區」以繁簡字體併置呈現？或許，正
是在這意義等同然而其感性有別的縫隙中，
故事才成為故事。在「區」與「区」之間劃

分出一條不可見的社會性疆界：當我們揮別了前殖民地的悲戚歷史，祖國
卻也今非昔比——或許這正是特定於我們的現代性，當殖民地經驗以一種
猶勝昔日祖國的懷舊傷感突兀地出現在社會現場，所謂的城市暗面、剩餘
或陽光，不過是歷史幽靈在我們生活其間城市最後的殘餘物，這也是為什
麼「身是客」要召喚那具仍在他方的身體的真實原因，我自己的城市又怎
麼不是如此？

是？不是？ 《熱度》陶藝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1月 26日
地點：Unit Gallery（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523室）

「「身是客身是客」」：：

編按編按：《：《身是客身是客》》是此前是此前「「香港週香港週」」帶到台北華山文創園區的展覽之一帶到台北華山文創園區的展覽之一。。展覽通過三組不同形式的作品展覽通過三組不同形式的作品，，檢檢

視自身與城市的互動及個中的權力結構視自身與城市的互動及個中的權力結構，，回應當代社會複雜多變的主客關係回應當代社會複雜多變的主客關係。。同時同時，，展覽亦展示已故展覽亦展示已故

香港詩人也斯香港詩人也斯（（梁秉鈞梁秉鈞））回應展品而創作的新詩回應展品而創作的新詩，，玩味於影像與文字之中玩味於影像與文字之中，，從文學的層面擴展觀眾的從文學的層面擴展觀眾的

想像空間想像空間，，叫人思辨究竟誰是主叫人思辨究竟誰是主、、誰是客誰是客？？

台北藝評人簡子傑在觀看這個來自香港的展覽後台北藝評人簡子傑在觀看這個來自香港的展覽後，，記錄了自己的獨特感受記錄了自己的獨特感受。。對他而言對他而言，《，《身是客身是客》》

是一層陰影是一層陰影，，也是一份熟悉而又陌生的感性也是一份熟悉而又陌生的感性。。他所感受到的他所感受到的「「陰影陰影」，」，同時疊加在香港與台北兩座城同時疊加在香港與台北兩座城

市市。。這兩地這兩地，，如他所說如他所說，，竟會因為共同的殖民地創傷竟會因為共同的殖民地創傷，，深深感受到彼此命運的交纏深深感受到彼此命運的交纏——而這種互文的思而這種互文的思

考考，，難道不正是難道不正是「「香港週香港週」」希望帶去台北的一點點激盪嗎希望帶去台北的一點點激盪嗎？？ 文文：：簡子傑簡子傑

那些昔日殖民地城市的陰暗投影那些昔日殖民地城市的陰暗投影

■■「「區區區區肥皂肥皂」」在展區附近讓台北當地人試用肥皂在展區附近讓台北當地人試用肥皂。。 ■■兩地藝術家交流講座兩地藝術家交流講座「「城市主客城市主客」」。。

■■曹如燕作品曹如燕作品《《是是，，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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