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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位擁護毛澤東思想的社會
主義先鋒最近逝世。他從政五十
年，影響英國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
代的重要決策，是近代重量級政治
人物。他的離世，讓英人重新檢討
那些令民眾又愛又恨的日子。
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曾任職三屆工黨政府的內
閣大臣及黨主席，上月逝世，享年
八十八歲。在政壇叱咤風雲的日子
裡，他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
大的人物，但是，他在一九七八年
擔任能源大臣期間，卻向政府施
壓，禁止出售鷂式垂直升降戰鬥機
（Harrier）給毛澤東的中國。
鷂式戰機由英國研製，可用作短

距離空中支援和戰術偵察，去年底
已退役。中國僅有一架，是一九九
六年從英國戰爭博物館作交換機，
現放在北京航空博物館，這是後
話。
彭東尼出身貴族家庭，牛津大學

畢業，他二十五歲參政，任國會議
員近半世紀，曾任郵政總局局長、
技術部長、工業大臣和能源大臣。
彭東尼是虔誠的社會主義者，他

希望二戰後的英國成為福利國家，
鼓吹工業國有化、工人階級要奪取
富人財權、廢除皇室、設立免費醫
療和教育……他曾發動全國煤礦工
人大罷工，為工人爭取權益。
彭東尼的極左思想，刺激了工黨
政府及工會內的過激行動，曾令英
國陷入一個無法控制的災難性局

面。一九七九
年彭東尼任能
源大臣時，出
現了英國歷史
上著名的「不
滿 的 冬 天 」
（Winter of
Discontent）。
一月初，首

先是福特汽車廠工人成功爭取到加
薪百分之十七，觸發全國各行業基
層職工爭取加薪工潮，部分行業更
要求加幅達兩成半。
到一月底，全國四大公營機構逾

一百五十萬工人參與罷工，令醫
院、學校、機場、垃圾場、墳場，
全部陷於癱瘓，造成垃圾堆積如
山、屍體無人處理，連麵包工人也
罷工，出現恐慌性搶購麵包的情
況。這場大罷工，嚴重影響民生，
導致民怨沸騰。
該年的一月份，剛好錄得連續四

星期氣溫持續低於攝氏零度紀錄，
是十六年來最寒冷的冬天，「不滿
的冬天」成為這次大災難的代名
詞。全國罷工浪潮到二月底才逐漸
平息。到五月，盡失民心的工黨政
府在大選中落台，從此在野十八
年。
彭東尼上月逝世，各傳媒替他

「蓋棺定論」時，均將「不滿的冬
天」算入他的帳目內。《獨立報》
譏諷彭東尼說，右派人士愈來愈
「愛」他，因為他的所作所為，盡

顯得左派的無知和幼稚。
彭東尼屬於左翼中的文鬥派，無

巧不成話，英國左翼武鬥派勇士克
勞（Robert Crow）正好和彭東尼同
一星期逝世，《星期》周刊以「最
後的左派」為題，批評克勞的行
為。
克勞自二零零二年起擔任英國倫

敦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的總書
記，在他領導下，倫敦地鐵工人不
斷要求加薪和罷工。《每日郵報》
指出，訓練一個半文盲者擔任地鐵
司機，只需數天，但司機的年薪如
今可高達四萬五千英鎊至六萬鎊，
相當於一個飽讀詩書的中學副校長
或醫務處管理層的年薪。
克勞發動的地鐵連年罷工，令數

以百萬計的上班族苦不堪言，而地
鐵員工的高薪厚職，卻導致地鐵年
年加價。媒體抨擊他恐嚇和掠奪納
稅人的錢包，以滿足工會員工的私
慾。
兩位左派同時逝世，英國媒體慶

幸他們生前的社會主義理想沒有完
全達到。

一個小小的黑盒，匯聚六台戲
劇，而所謂的「黑盒」，正是大家
對小劇場的暱稱。廣州大劇院的小
劇場將在四、五月正式推出「小戲
園子蛋」系列演出季，無論是酸甜
苦辣的人生百態，還是古裝現代的
思想衝突，或是濃妝艷抹的品味時
尚，來自台北、北京、香港和長沙
的六台小劇場作品十一場演出將讓
觀眾輕鬆找到合口味的小戲劇。
早前，北京明戲坊戲劇工作室
《我這一輩子》、《貓城記》、
《離婚》的編劇兼主演方旭，及香
港黑目鳥劇團的創始人、《去你的
愛情》導演鄧世昌率先來到廣州和
當地戲迷探討北京和香港的劇團發
展狀況，以及分享兩地劇團的創意
來源。
作為在「小戲園子蛋」中唯一的本土粵語話劇，五月

十六、十七日的《去你的愛情》由香港黑目鳥劇團以天
馬行空的想像力，將當代港男港女的生活觀、戀愛觀呈
現出來。
導演鄧世昌說，香港的戲劇能帶給廣東觀眾一種新鮮

感，這次的劇作有別於傳統話劇，會用片段的方式來呈
現演員的心理狀態。正因為相信廣州觀眾能像香港觀眾
一樣，可以感受這種先鋒、實驗性的話劇，才把這部劇

帶來廣州，要是帶這部戲去北京演
出，估計台下的觀眾會吵退票。
這是香港黑目鳥劇團第一次隨潮

流北上，鄧世昌認為，內地這個演
出市場會是香港劇團的另外一條出
路，但絕不是唯一的出路。相較之
下，內地演員表演功力雖然紮實、
穩定，可表演形式過於裝腔作勢，
放不開身段來表演，在劇本創作方
面又喜歡向經典致敬，缺乏原創作
品。而香港演員接地氣的表演方
式，在極具想像力的空間中總能激
發出優秀的原創作品。
而內地的戲劇市場和香港非常不

一樣，內地是由演出商來決定哪些
作品可以上演，香港卻是政府間接
建立起一個戲劇環境，不會干預創
作的題材是否有商業價值，更給予

一定的經費和場地支持，讓團體找到自己的路。鄧世昌
感慨，作為戲劇工作者的他可以不用像內地的工作者一
樣，急切地告訴大家一部戲的商業賣點在哪，也不需要
近乎絕望地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取得最大化的成功。所
以，對於內地這兩年的明星參與話劇演出的浪潮，他坦
言在一味注重明星效益的前提下，也要理性認識這種內
在的機制制約。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胡若璋

在剛揭曉的第十一屆全國微型小說（小小說）年度評
選中，《天池小小說》獲優秀組織獎。
全國微型小說（小小說）年度評選是內地微型小說界

一項權威賽事，至今已成功舉辦了十一屆，在內地以至
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評選委員會認為，

延邊的《天池小小說》注重反映當下人們生存狀態和精
神追求的原創作品，洋溢濃郁的東北風情和民族風
情，又不失清新、時尚的現代氣息，在中國小小說界獨
樹一幟，成為內地了解延邊文化的一個窗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艷利

又愛又恨
文：余綺平

港式戲劇往北闖

《天池小小說》獲微型小說年度獎

三年前，創新中心的設計市集上
出現了幾頂趣怪的「頭盔帽」，而
阿虫與Mic組成的Stickyline也第一
次現身。這幾頂帽子的玩味之處在
於套用了香港的建築物，如文化中
心、ifc、太空館等，入場人士可以
戴帽子擺pose，拍下一張張搞鬼
的照片。照片在網上傳開了，之後
Stickyline以同樣的方式，在設計市
集上再玩一次，結果，竟收集了過
千張照片。
頭盔帽的成功，為Stickyline迎來

了第一個邀約──以紙為基礎，為
Pixel Toy 的音樂會做了一頂紙帽
子。過了不久，另一個朋友竟邀請
他們為王菀之的演唱會設計兩套
「紙衣服」。
兩次服裝設計的成功，開始讓他

們思考紙這個載體。「當初會以紙
為材料，純粹是因為我們沒錢，但
原來紙的可能性很大。」阿虫說，
每個人的強項，同時也是他的限
制，但慶幸的是紙是很自由的媒
介，能夠做的花樣、形式非常多。
記者不禁想起剛得到普利茲克建築
獎的日本著名建築師坂茂，他也是
一個「用紙奇才」，設計出紙木
宅、紙教堂等地標。
Stickyline後來項目愈接愈多，幫
時裝店Daydream Nation設計了一
個「半馬」裝置；為髮型屋設計了
兩盞燈；為一個服裝品牌的活動做
了一條鯊魚；去年更受連卡佛之
邀，做了幾個項目。
Stickyline成立之初，阿虫辭掉做
了五年的包裝設計工作，那時沒有
收入，出去吃飯配凍飲要加兩元，
阿虫窮到連兩元都不浪費，「我終
於明白點解壓力可以迫到人去跳

樓。」Mic則一直維持原來的玩具
設計工作，Stickyline有項目也照做
不誤，最誇張的是前一天去澳門
做準備工作，做到第二天早上七
點，Mic 趕船回香港上班。兩個
人，一個收入不穩，一個日日捱
夜，拍拍膊頭死頂下去。「我們
不太考慮價錢，只希望可以做得
好玩一點。」
生活入不敷支，捱下捱下倒也捱

過最辛苦的日子，有一天，阿虫赫
然發現自己不再抱怨，「原來我已
經過了最辛苦的階段。」去年，除
了接到連卡佛的項目外，兩人膽粗
粗試報德國的設計師交流計劃，最
後入選了，得到獎金，前往德國參
展。設計的竹林燈作品竟被畫廊的
負責人看中了，買了回去。
一起去德國的還有幾個本地創

作隊伍，不打不相識，之後遇上
其他活動、比賽，阿虫都叫大家
一起報名。「香港做創作的人不
夠團結，大家都收收埋埋，做起
來很吃力，如果香港人可以一齊
向前行就好！」阿虫說，香港設
計比不過外國，而人才又不夠內
地多，處於很尷尬的位置。「比
賽很公開，我收收埋埋，贏了也
沒意思，大家一起比，失敗了可
以促進我進步，改善自己的不
足，得益反而更大。」
他笑分享之前玩online遊戲組

隊時，贏了大家反而把打下來的武
器讓給最弱的他，「不是將最好的
留給自己就一定會更強，身邊的人
好對大家都好，這樣香港的設計環
境才會更好，你叻咪即係等於我
叻！」
良性競爭，輸贏又何妨。

不諳設計者，大概會覺得設計
師這個頭銜有型有格，起碼不像
其他職業般顯得俗套。但在香港
這個商業城市，設計這種「食
腦」的行業，也免不了與「商業
化」三個字掛鈎，學院出來的設
計學生很快就在「大染缸」裡磨
蝕了理想。
張瑋晉是一個例外。
這年頭，很少人會將學校、老
師教的東西掛在嘴邊，但張瑋晉
偏偏會說，「學校是這樣教
的。」理論與現實總是有距離，
讀產品設計出身的他，畢業後在
一家電池公司做設計工作，做了
一年，受不了，毅然辭職。他對
於公司只變換物件的外殼，便以
「新產品」的名義推出市場這種
做法存疑，而設計師的工作就是
不斷畫「新的外殼」，「原來我
們的行業是這樣的！」張瑋晉恍
然大悟。
適逢當時大家都為堆填區的問
題吵得沸沸揚揚，張瑋晉轉而一
想，「我們這麼多垃圾，有沒有
辦法可以把其中一部分轉化成產

品？」
他發現舊公司附近的糧油廠每

周都會丟四個白膠樽，就把這些
搬回家，動動腦，動動手，加個
喇叭、接上線，竟成為一個設計
感十足的擴音器。興致勃勃下，
他參加了一些手作市集，又報名
參加香港設計大使舉辦的 De-
tour，帶膠樽周圍走。幾個月
後，他被選去德國設計周交流，
「我揹八個樽，就這樣飛去德
國。」後來德國那邊有人希望他
大量生產擴音器，但礙於價錢被
壓得低，而張瑋晉一個人也沒法
大量生產，所以拒絕了這個邀
請，這是後話。
「手作市集、Detour這些都是
很好的平台，讓你的作品可以曝
光，我經常鼓勵師弟妹多利用這
些渠道去展示自己的作品。」之
後首爾藝術博物館又邀請他去那
邊參展，策展人在香港看過他的
作品，覺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
去年，一個在Detour認識的新加
坡朋友找他過去參展，「他是自
己想搞一個展覽，剛好有個空出
來的空間，位置挺好的，下面有

一些酒吧，上面就用來做展
覽。」當地設計學院的學生都來
參觀，反應不俗。
除了膠樽擴音器，他後來又設

計了文件夾播放器、牆紙錢包、
車胎吊燈等產品。每一件產品的
「面世」都是機緣巧合，因為剛
好「遇上」了適合的廢料，又剛
好找到廢料供應者，才能做出一
式一樣的產品。「有些事很講緣
份的！」張瑋晉笑言。
後來為了大量生產，他嘗試找

深圳的工廠幫忙製作，但他要想
辦法把膠樽運回深圳，那邊反倒
跟他說，「你不用那麼辛苦，我
們這裡的膠樽一個才兩塊。」用
錢買，事情就變質了，不再是
「善用」廢料，反而變成了垃圾
「製造者」。張瑋晉拒絕了，這
時聖雅各福群會庇護工場的經理
找上他，與他洽談合作，讓他有
一個固定的地方設計、研發產品
之餘，產品又可以讓庇護工場一
百多個的學員幫他大量生產。
從在家裡默默做，到工場大量

生產，張瑋晉是少數自立門戶、
冒升得很快的設計師，但他還是
那句：「讀書時老師教我們設計
要幫到人。」標準的理想主義
者。不過他也用行動告訴大家，
理想不一定觸不可及。

香港設計變不停（二）垃圾堆裡尋寶 紙張玩出新意

設計讓生活更好

四年前，張瑋晉（Kevin）離開大公司，那時大家為堆填區快滿了而

爭論不休，他卻靈機一觸，利用膠樽做了一個擴音器。口耳相傳下，這

個環保設計竟被「相中了」，拿去德國、新加坡、首爾展覽。

三年前，阿虫與大學同學Mic偶然成立了Stickyline，玩票性質地設計

了幾頂「頭盔帽」，參加設計市集，沒想到反應超好，後來竟得到為獨

立樂隊Pixel Toy及王菀之設計演唱會服裝的機會。隨後工作愈接愈

多，打響了知名度。

兩人今年同時獲邀參與即將舉行的米蘭設計周，作品在設計之都亮

相。一個是理想主義者，一個是打不死的鐵人，到底他們堅持甚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圖：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良性競爭推動行業

■■利用牆紙製作而成的錢包利用牆紙製作而成的錢包。。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張瑋晉與其得意之作張瑋晉與其得意之作「「車胎車胎
吊燈吊燈」。」。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文件夾在文件夾在KevinKevin的創意下的創意下，，
化身成喇叭化身成喇叭。。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這是這是KevinKevin的第一個的第一個

作品作品──膠樽擴音器膠樽擴音器。。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三年前三年前，，StickylineStickyline第一次參加設計市集第一次參加設計市集，，其紙製作品其紙製作品「「頭盔頭盔
帽帽」」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Stickyline繼續發掘紙的可
能性，為Daydream Nation
的服裝櫥窗設計了一件裝置
品。

■Stickyline 其中一位成員阿
虫。 伍麗微攝

■去年Stickyline參加德國設
計大使交流計劃的竹林燈。

■彭東尼（右）和克勞出發去示威遊行。

■■香港黑目鳥劇團導演鄧世昌香港黑目鳥劇團導演鄧世昌。。

年輕設計師闖米蘭年輕設計師闖米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