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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m space藝廊呈獻之《舞到哀切：蘇匯宇的彩色電視機》，展出蘇匯宇歷年來的錄像精選作品，
其中包括獲邀參展盧森堡城市電影節的《稍待片刻》以及入圍台新藝術獎年度五大視覺藝術的《使蒂
諾斯家庭實境秀：午夜時刻》等。無論是短短片刻的循環播放、扮裝假性的再演出 (forgery)，影像中
的「無限續命」，蘇匯宇除了有意去濃縮所有影視的敘事元素所帶給我們視覺經驗與認知規則，亦創
造出一份屬於這個視覺世代的電視簡史。
時間：即日起至3月7日
地點：am space（中環鴨巴甸街24-26號興揚大廈1樓C室）

Artify Gallery 誠意呈獻匈牙利新晉藝術家 Bence Bakonyi 香港首個個人藝術展覽：《存在》（The Pres-
ence），展覽會展出一系列名為《認知》（“Cognition”）的全新攝影作品，作品均是 Bence Bakonyi 去年在敦
煌和張掖丹霞逗留時拍攝，展覽同時亦會展出另一輯名為《尊嚴》（“Dignity”）的作品，反映藝術家在創作過
程中的內心掙扎和經歷。展覽將於2月13日至3月20日舉行。
Bence Bakonyi 的作品象徵自由、解放和變質的意義。事實上，作品的當代視覺美學底下隱藏着多層更深入的
詮釋，那就是探討人類的存在、身體和思想的關係，以及人類的生命如何融入自然景觀中。Bakonyi作品中的影
像看似充滿戲劇性，甚至予人一種超脫塵俗、超越肉體的感覺，完全反映了藝術家努力探究的意念。Bakonyi的
作品有一種融合現實和幻想、虛無和實際，以及把不安感和安寧混和一起的能力。
時間：即日起至 3月20日
地點：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 10樓 Artify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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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代錄像藝術家蘇匯宇首度來港

匈牙利藝術家BENCE BAKONYI
香港首個個展「THE PRESENCE 存在」

藝訊

展覽其實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又一山人
與蘇秀儀過去二十年在香港游走時拍下的

照片。香港是他們的家，兩人都對這座城市有着
自己的情意結，而他們也同樣喜歡在街上隨性而
不帶特別目的地拍攝，以街頭快拍的形式記錄
「我城」。展覽的第二部分則以美國紐約世貿中
心為主題。蘇秀儀曾於當地居住，並用數年時間
從不同角落捕捉世貿中心的面貌，而又一山人則
在「九一一」襲擊後一年拍攝該遺址。同一個地
標，承載了兩人截然不同的情感……

「立體」與「變焦」的對話
其實「光影作坊」今年已是第四次舉辦這種攝
影與攝影之間的對話展覽。蘇秀儀原先絕少參加
這類活動，她說自己作為創作者，潛意識中不太
熱衷於參加這種預先確定主題去表達對同一種藝
術形式不同取態的展覽。今次會和又一山人以攝
影進行對話，其實也是巧合。兩個人都做了很多
年攝影創作，都喜歡出街拍攝下香港的面貌，卻
又都極少專門將這些作品拿出來公之於眾。
蘇秀儀過去在美國讀書，一走千里，離開香港
十幾年，故而她總覺得自己對這城市的感情可能
比純粹土生土長從未離開過的本地人要複雜些。
她說：「我想是態度有些不同，我在香港長大，
之後離開，然後再回來，我是個insider，又是個
outsider。」所以她能留意到許多港人見怪不怪的
有趣細節，加上觀察力敏銳，便會看到很多人們

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而又一山人與她有很多近似之處。蘇秀儀說：

「他也是中學年代就開始出街影相，而那些作品
也從沒拿出來發表過。」又一山人的正職是從事
平面設計，所以拍照也並非為了專門搞展覽，而
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蘇秀儀雖然是一路讀攝影
出身，卻難得一直將攝影創作當成是自己的純粹
進行記錄和觀察的一種方式。她說得直白：「拍
照不是為了展覽、出書，甚至都不是為了同人分
享。」
攝影是為了甚麼呢？為了自己吧。那純粹就是自

己觀看、認受世界的方式。所以其實蘇秀儀直到
2010年才展出自己拍攝的紐約世貿中心的作品。
而這次她在《倆睇》中展出的作品，最早的是
早在1994年拍攝，作品的時間跨度長達20年。
其實選照片的過程是最花時間精力的。又一山人
的許多作品是平面的、較為近距離的拍攝，蘇秀
儀拍的香港則有許多是遠景。她說：「我看着他
的作品，有時就會想到自己在同個場景下也拍過
的某張。」於是就看着對方的作品，慢慢從自己
拍過的所有菲林裡選出哪些可以與之相配合，再
逐步篩減——從60張到30張到20張直到最後展
出的13張，一張一張去配對、去展開對話。
「挑相片的時候可能會發現大家作品裡的某種

元素相關聯，擺在一起就很像是那種立體相
片——一部相機兩個鏡頭，因為兩張相片彼此相
關，所以內容可以融合在一起，還會產生有趣的

視覺錯覺。」又因為蘇秀儀喜歡拍遠景，又一山
人則常拍近景，所以兩人的作品又往往會碰撞出
一組變焦鏡頭的效果，一遠一近，兩種觀看同個
城市的視角，彼此深化，彼此對話。
蘇秀儀說她在看每組「倆睇」作品時真的會有

思考——除去當時挑選相片時的思考之外，還會
真切感受到那種「一邊是聚焦景物，另一邊是放
大景物」的景觀與景觀之間的對話。也有些藝術
家在看完她的作品後，會告訴她，她鏡頭裡所拍
攝的香港，讓他們感到那麼熟悉，卻又其實陌
生。「就像他們會告訴我從沒見過我相片裡那個
空無一人的天星碼頭，環境是熟悉的環境，可其
實又是陌生的。」
二十年過去，香港的變化足夠大，所以蘇秀儀
作品裡也會有當年仍在填海的西九。她說自己過
去喜歡爬上樓宇天台從高處向下去俯拍。「但當
初很多去過的大廈天台都已上鎖。」舊時光回不
去，惟有靠視覺的記憶，連接起已逝的時空。
而另個無形之中的有趣巧合是以一系列紅白藍

尼龍帆布藝術作品而廣為人知的又一山人，曾說
過「紅白藍」其實並不屬於具體哪個設計師，而
是屬於整個香港。蘇秀儀深以為然，她說在這座
城市裡出街拍攝相片，紅白藍三色是避不過的，
從手提袋到帳篷到各種布料，可謂無處不在——
或許原來，大家從不同角度觀察到的香港，始終
具有某種共通之處。「倆睇」的動人，在於對
照、在於對話、也在於對記憶的深深懷戀。

《倆睇》又一山人與蘇秀儀對談展
時間：即日起至3月16日
地點：「光影作坊」（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樓10室）

《《倆睇倆睇》：》：
超過廿載的菲林故事超過廿載的菲林故事

兩位背景各異的攝影師在過去半年中通過多次對談 、分享創作心得，重新去檢視個人對攝影的熱誠，也為對方的攝影歷程進

行了一次回顧。又一山人與蘇秀儀——他們的共同點是都認同拍攝的動機是源自個人對身邊事物的關注，且都有超過廿載攝影

生涯。在這場展覽的介紹中，記者注意到這樣一句話：「他們的得着就是一大堆原封未動的菲林底片……」微微心酸，又覺得

感動。原來深愛攝影的人，所求的無非就是拍攝。

兩位攝影師在「睇」過對方封存已久的菲林底片後，從茫茫的映像中找到共鳴，然後用自己的作品回應，以配對方式展示。

每組照片看起來貌似，底蘊卻是二人不同的構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圖片及藝術家自述由「光影作坊」提供

■■蘇秀儀蘇秀儀：：元朗八鄉元朗八鄉，，19971997。。又一山人又一山人：：觀塘觀塘，，20042004。。 ■■蘇秀儀蘇秀儀：：上環干諾道西上環干諾道西，，19971997 。。又一山人又一山人：：沙田沙田，，20042004

■蘇秀儀：紐約世貿中心， 1990年代初 。又一山人：紐約世貿中
心， 2002。

■■蘇秀儀蘇秀儀：：薄扶林置富花園薄扶林置富花園，，19981998。。又一又一
山人山人：：長洲長洲，，20012001。。

■■蘇秀儀蘇秀儀：：灣仔太原街灣仔太原街，，20012001。。又一又一
山人山人：：九龍城九龍城，，20022002。。

■蘇匯宇作品
《稍待片刻》

天意吧，一而再，「放下」這課題活生生的擺在眼前。回頭看着自
己，拍過的菲林、照片，真的是個人的寶？個人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次與不稔熟的蘇秀儀對話，都引發出一個強烈的共同點：拍攝按了

快門，留下來的照片還重要嗎？我一箱二箱的日常生活拍的、旅行拍的
菲林，試問有幾多我還記得？還會用得上啊？真的再看它們？蘇也是差
不多，回流香港時，也沒有將她的菲林帶在身邊，在L.A.貨倉靜靜的
「等着」。
在我第一本攝影集《油街結業》的後記這樣寫：
還記得家母在生時，每遇席上有雞吃的時候，她必先夾起一粒比雞心

小和圓一點的內狀物體，然後對我們說：「這叫雞忘記，吃了會沒記性
的……」我想她是為了我們姊弟不會吃錯對腦袋無益，總會隨口就把它
吞進肚裡去……
吃「雞忘記」會忘記事、情和人，對我來說有些像古龍小說裡的仙藥

毒丹那般匪夷所思。再說，我也不覺得媽吃了這麼多「雞忘記」，她的
記性壞了去哪裡。
記憶，我想是選擇性的，也相等於我對拍照的邏輯一樣：眼前消失並

不代表再不存在，又或者；有些事、情或人，未曾成為過去又不表示它
是存在着吧。
將事、情、人拍在菲林膠片上，不是選擇性的記憶行為，也不是記

錄、緬懷甚至印證它的意義和價值。拍照……是一些我和鏡頭前的事、
情、人的一些感想上的聯想；感情上的牽連和瓜葛。
我想就是這樣吧……
人生中，腦裡留得下來，想得起來的，都是個緣分和運氣了吧。

又一山人自述：
《過去．成為過去。》（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