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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第一反應是什麽？
盧健英答說：「Surprise!」

她說她想自己當時一定是驚訝的，因為沒想到會來到香港做長期工作。
首先是要思考自己的母親能否適應這個事情，其次，手上和另一個編舞家
一起在做的「鈕扣計劃」已經執行到第三年。「我就想怎麼辦呢？如果斷
掉就很可惜，我透過那個計劃看到了很多台灣很棒的舞蹈，所以要找到一
個對的人，把計劃執行下去。」她這個年紀的台灣文化工作者會很擔心文
化後續的問題。但與此同時，香港工作對她的意義，是可以依然延續去做
傳播和媒介的工作，她思考到，很多台灣的經驗，或許可以延續到香港。
盧健英笑說她接任後的感受是自己在做一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職
位。「這麼多台灣優秀的文化界人才已經做了很多，我真的覺得歷任裡
面，我是在光華一個最穩定的狀態裡頭。當然也可以說，這裡面挑戰很
多，因為從零分進步到六十幾分比較容易，可八十幾分進步到九十幾分其
實難度就比較高。」

那麼她最想要「光華」做到的事情是甚麼？
「生根」。

人文精神不能照搬
如果一直較為關注歷年台灣月活動，就會發現2013年的最明顯改變是繼
續把台灣文化藝術引介到香港的同時，也已不只是在片面地export——活
動設計上已出現了很多對話。這是台灣月第一次廣泛與香港去進行在地合
作。盧健英特別強調了今年台灣月的戶外經驗。「光華可以把台灣的作品
搬到這邊來，但是台灣的戶外經驗是我無法複製的，這部分真的是要跟香
港民眾產生一些熟悉和互動之後才會有。我不能用台灣的經驗套在這邊，
而應該在這裡去創造香港經驗。」
2013年台灣月之前，包括香港劇場界朋友在內的很多人都問她說，你知
不知道自己在做一個挑戰？我們香港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大型一個戶外活
動。盧健英聽得詫異，難道香港沒有戶外表演麼？後來又有人告訴她：
「你不要以為在這裡會遇到台灣那樣的觀眾，因為尖沙咀都是觀光客，演
出途中不能拍照講電話走來走去，那是不可能的，而香港本地人也不會去
尖沙咀。」
「所以我除了擔心會不會下雨之外，還要擔心這裡不是中正紀念堂，他
們不會三萬五萬人坐在那不動，去看現代舞，所以有一陣子我很着急，後
來我自己重新消化了一下這些事情之後，認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有禮貌絕
對我不會擔心，那我需要擔心的，是香港人不去那裡，去的都是觀光
客——但老實說我不知道能多做些什麽。」然而六場演出，隨着一場一場
進行，用她的話說：「每一場中觀眾的變化也慢慢長出來。第一場朱宗
慶，開場時有二三十個觀眾，但第二天就已有五十多個去搶位子。等到了
紙風車，一開始就有兩百個觀眾，那我知道這一定是本地觀眾。」
到了最後一場「雲門2」，因為白天是陰雨天，盧健英和她同仁的心揪

了一整天。「但一開場就已經坐滿了。那天，我覺得觀光客消失了，香港
人重新回到他們的尖沙咀，那天也沒有人走。其實那天所有現場的香港朋
友都體驗了台灣戶外演出文化。」
盧健英說：「而且雲門2那天，一開始沒有音樂，不像紙風車、朱宗慶
那麼熱鬧，長達一分多鐘，只有一個舞者在舞台上，燈又爆掉。」她當時
很感動。「因為香港人看精緻藝術的經驗很多，但我們台灣的戶外演出經
驗，重點不是台上演出，而是台下。那天我看到大家耐心地在等待工作人
員清理，他們覺得這也是他們自己的場子，不是只有台上那群人的場
子。」
香港人常常會說喜歡台灣的人文精神、人情味。那這些要怎麼搬過來
呢？盧健英認為：「人文精神不能照搬，只能產生它的在地經驗。」她相
信，香港觀眾和來參與的朋友，與其說是滿足台灣的節目，不如說是在看
的過程中，反映出他們自己的渴望。「渴望在香港我們也能有個打破界限
的文化氛圍。所以那個舞台已經不只是表演藝術，而是公民社會的表
現。」

有同理心才會有更多包容
表演藝術團體來港的規模已做到高點，那麼新一年，該做些甚麽？盧健

英表示：「可能不會再這麼大張旗鼓用表演藝術做主軸，其實去年台灣月
結束之後，我們還做了紀錄片展，我後來也知道說，2013年是台灣紀錄片
非常豐收的一年，量和質都到了一個高峰期。」
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在兩岸四地的工作條件可謂最好，且近年誕生了不少

一反人們對紀錄片那種艱澀、批判、苦楚的刻板印象的紀錄片。盧健英認
為：「這幾年的紀錄片非常善於說故事，但又不是捏造出來，而是真情流
露。我覺得紀錄片像顯微鏡，某些議題上，可能不同社會可以有些有趣
的經驗值交換。」

去年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部《一首搖滾上月球》，導演黃嘉俊當年
在挑選題材上挑得很好，但他並不是刻意去選擇罕病這個題材，也
並不知要耗費自己六年時間去完成整套紀錄片，更不知道會與戲中
的六個爸爸相處交往長達六年。「題材選得好，是因為非常極端
性，不得不讓人在裡面哭、在裡面笑，但他並沒有上山入海去尋
找這個題材，而是因為在他罕病基金會當志工，而自然知道了這
些故事。」
盧健英分享了一段很久以前屬於自己的經驗。因為認識社福
界工作的朋友。有一年，她去參加台灣一個專門為燒燙傷的傷

者提供服務的基金會跟雲門舞集教室的合作。
「你知道，燒燙傷在療愈過程中很難克服的一件事，就是照鏡子，以及

動身體。為什麽身體要動？裡面要長，可皮肉不讓他長，你就知道皮和肉
之間如何在fight。所以傷者它必須不斷不斷按摩、拉開……也希望能透過
舞蹈教室教他們去用自己的身體，最後能夠面對自己。所以有一年我就參
加了這樣一個工作。結束之後，我去跟自己的內地朋友說，說我當時面對
燒燙傷傷者的臉孔這麼近，即便我已經很熟悉很經常在看那些相片，但當
他們這麼近距離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必須承認自己內心有shock。」
可盧健英的那位內地朋友回應她：「他們（燒燙傷者）為甚麼要出

來？」
於是那是她第一次發現，原來不同的社會是有落差的。她一直認為既然
是她的朋友，那麼對文化的想法都應該差不多，可是原來並不是的。「原
來這些事是需要經過學習的。原來不同的社會是有不同差距的。」
將這份經驗帶到今天，盧健英認為：「所以我會去思考光華要做的事，

應是不斷和本地對話，而作為台灣的『文化部』，最希望光華能夠扮演的
角色，也是持續和香港互相交換兩地的社會經驗和文化想法，所以我明年
會從這個角度思考——哪些東西是我們不要只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想的？對
我們來講，文化的互相理解最終不在於互相抄襲、拷貝、把你的期望值丟
到我身上。文化最終在於同理心。」理解才能擁有更多包容。
所以，設計今年光華活動的想像背後那個思考主軸，在於怎樣讓台與港

互相理解彼此的文化，盧健英認為，這份理解應該也會踩在一些社會脈絡
上。「台灣很注重社區營造。譬如我來香港沒多久，就切身感受到地價有
多貴，我自己也有一些香港的親戚，他們會告訴我，香港的很多東西正在
消失當中，這消失會洗掉很多記憶，而台灣過去二十年一直在通過社造
（社區再造），讓記憶消失得慢一點。而我也嗅到了香港自己對自己文化
的渴望。所以大概會從這角度做。」
社區和社群的大的方向，是她希望能多加着墨的主題。其次，她從台灣
「八零後」年輕人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中看到很多蓬勃創意。「而且他們
會善用網絡，又通過網絡產生新的力量。我也會希望他們和香港的年輕
generation有些經驗的交換。」

PopCorn今個新春將繼續打造獨特的潮
流藝術天空，與台灣知名新銳藝術家吳耿
禎破天荒合作。吳耿禎首度來港，帶來他
親自設計的新派剪紙藝術作品，以其嶄新
意念交匯傳統手藝和多種素材、將新派藝
術思維運用於打造「飛馬藝術花園」，擴
闊香港人的藝術視野。

最初為何會走上設計之路？
吳：我在高中時代就算有文藝氣息吧，那時開始寫詩。接着也在台南接
觸了婚紗攝影的工作，不過那並無法滿足我內心創作的渴望，於是
就考入了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畢業後更走上藝術創作之路。

民間藝術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吳：我在大學之前從沒剪過紙，就算小時候的美勞課也沒接觸過。一直
到24歲大二那年，有次學校泳池的雨後漣漪光影讓我大為驚艷，因

此抓起剪刀、拿起海報紙開始剪，想把腦海中的印象留
下來，宛若某種神秘召喚。

剪紙藝術作品對你來說可以怎樣發揮創意？
吳：對很多人來說，剪紙是純粹2D的平面民間藝術，代表着

傳統與農村社會。但是對我來說，剪紙能與光影、複合
媒材結合，玩出許多趣味，因此絕對富有3D立體美感。
透過剪紙藝術創作，紙與紙的縫隙間所透露的明暗陰
影，還能訴說許多深藏腦海的記憶。

這次為何會來到PopCorn展出？
吳：豐文創為台灣藝術經紀公司，而我作為他們旗下合作的藝術家之
一，是由豐文創推薦給香港PopCorn商場的。可以成功獲得商場青
睞，主要在於他們也認為我的剪紙藝術作品不僅具備傳統的華人文
化，藉由當代藝術的創作形式，更兼具了強烈的個人色彩。

是次展覽的作品有何特色？
吳：這次香港民眾可同時看見我的平面剪紙作品，以及轉換到其他材質
上的裝置藝術與陳列，利用膠片及不鏽鋼等非一般紙藝物料打造獨
特裝置藝術，讓人感受到嶄新巨型剪紙藝術的震撼。例如巨型鋼雕
「名駿躍動彩雲走馬燈」，以不鏽鋼雕塑而成的走馬燈罩為重心化

成走馬燈展出，七彩光芒
從內部8大燈軸射出，賀馬
年的來臨。另外「金蝶迎
春吉祥滿屋」兩邊以大型
剪紙蝴蝶裝飾，可穿透看
到對面，屋內萬蝶齊飛，
色彩繽紛亮麗令人眼花繚
亂，每隻蝴蝶上都寫上了
不同祝福的字句，讓人同
時撲到喜樂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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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家吳耿禎首度來港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盧健英盧健英：：

台灣女性在推動台灣文化層面上的魅力，對於香港而言，

早不陌生。而深耕表演藝術領域二十餘年、曾協助掀開台灣

舞蹈史研究新頁的資深藝評家盧健英，在來到香港接任光華

文化中心主任的短短半年中，向我們展現的，依然是這份將

台灣經驗以最好方式呈現給香港的思考。上一年的台灣月

中，引介表演藝術團體前來的規模達到史上最高，然而不斷

尋求突破其實意味着更大挑戰。新一年，盧健英心目中對光

華所扮演的角色，有哪些目標與寄望？半年前臨時受命來到

香港的她，對這座城市又有了怎樣的切身感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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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最終在於同理心文化最終在於同理心

問：對香港的感受，是否會通過這半年的接觸發生變化？
盧健英：有很大變化，剛來時，對我來講，我沒想過我要離開台

灣，我在台灣手上的project面臨中斷，必須很快交到適合
的人的手上。我回過頭去看自己離開家時會覺得自己家好
像遭小偷搶劫過了一樣，是一個倉皇逃出的畫面。而我一
開始對香港的想像是很「快」、很有效率。但在去年台灣
月結束之後，我有了很多機會，可以閱讀，可以去很多地
方。我覺得我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當你在香港住下來之
後，不要只跟着這個城市的電梯跑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個
不同的香港，譬如我去薄扶林村，那可能是一般電視不會
告訴你的東西。我相信香港的多元性不亞於台灣，因為移
民非常多，同時還有國際化的色彩。所以我想花更多的時
間去了解和認識香港。

■■來自台灣的剪紙藝術家吳耿禎醉心來自台灣的剪紙藝術家吳耿禎醉心
設計設計

■■吳耿禎於吳耿禎於PopCornPopCorn展的作品走馬燈展的作品走馬燈
及飛馬燈箱及飛馬燈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