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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雕藝術作品，在方寸之間，詮釋出了歡樂的內心情
感與對未來的無限期盼和祝福。而異國他鄉的微雕藝術
作品，則更是能夠為2015年帶來更多的祥瑞。為了慶
祝2014年聖誕以及歡慶2015年的到來，微縮藝術以其
特有的精緻美巧走入了本港市民的視野之中。日前，大
埔超級城舉辦了「聖誕仙子屋微雕展」，香港民眾展示
了十六件來自日本的微雕藝術作品，堪稱一次豐富的跨
國視覺文化盛宴。
香港本地素來有鍾愛微縮藝術的傳統。故而，今次前
來香港展覽的微雕藝術，頗受本港市民的歡迎。據悉，
今次展覽的十六件日本微型雕塑藝術品，乃是以聖誕仙
子的童話夢境作為藝術主題基調，其作品的風格能夠將
參觀者的思緒和視野帶入到無盡的童話想像與超凡脫俗
的美好願景之中。這些微雕藝術作品，出自於日本著名
的微雕藝術達人Bambini之手，有着極為豐富的微雕藝
術品製作經驗。今次也是其本人第一次來香港進行個人
微雕藝術作品的展覽。
今次展覽的微雕藝術作品，帶有濃厚的童話味，其代
表作品包括「平安夜浪漫水晶球」、「仙子工作部
屋」、「戀上威尼斯面具」、「路地里之奇跡」等。這
些作品將夢境意義的藝術美感，借助聖誕以及新年的歡
樂氛圍，內化為觀賞者的心中想像，從而奠定了作品極

高的藝術價值。參展的作品，除了有微雕童話般的樂趣
之外，其物件意象的組合與構造，也帶有濃厚的古典主
義莊嚴色彩。童話不再僅僅只是一個個故事，而是成為
參觀者對生活的美好祈願，這也能夠看作是微雕藝術帶
來的心靈震撼。
微雕藝術向來是以小巧來吸引觀眾

的目光。有參觀微雕展覽的市民表
示，微雕藝術的美感，不單單是在燈
光下襯托出的亮麗，而是在於微和雕
的完美結合。因為雕刻本身是一項極
為複雜和難以學習的工藝，需要全面
的知識以及良好的手力與臂力，更要
有創造性的思維。而從「微」的層面
來看，細小物件的雕刻，簡直是難上
加難。因為物件的細小，實際上促使
雕刻者必須要全身心沉浸在雕刻之
中，專心致志、不可分神。故而，統
合言之，微雕藝術在某個意義上，是
對人腦力、體力、眼力的三合一的考
驗，其藝術價值和真正的美感，也就
在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微雕藝術
所培養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藝術態

度，其實更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好方式。
亦有參觀的市民表示，日本的微雕藝術，和

香港的微縮藝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今次
來港展覽的微雕藝術，以童話感烘托作品的歡

樂基調，帶有非常強烈的日
本漫畫色彩。而日本漫畫產
業的發達則是有目共睹。所
以，雖然童話夢境的感覺極
為強烈，但是不同年齡層次的人都
會對這種微雕藝術背後的美感讚不
絕口。香港的微雕藝術或是微縮藝
術，更加側重的是對現實的刻畫與
描繪，其真實感、寫實色彩更加強
烈。此外，香港的微縮藝術，有時
更加體現為是一種對文化與時代的
懷舊。例如，不少微縮藝術作品是
以舊香港的風土人情、節慶面貌為
主題的。雖然日本的微雕與香港的
微縮藝術有差別，但也有着較為明
顯的共同之處：對細節的刻畫極為
深入。童話的夢幻，也來自於生活
的寫照，其生活物件、場景的刻

畫，都會與真實生活的表現如出一轍。同樣，較為寫實
的香港微縮藝術更是將細緻之處的完整與全面作為作品
價值和藝術內涵的重要方面。
寫實與童話夢境，雖然在微型藝術的形構上，是兩種

不同的方式，但卻都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期盼。有文
化學者認為，跨地域的微雕或微縮藝術作品交流，能夠
更好地汲取他者更加嫺熟的製作工藝與創作思維。這對
長遠的藝術發展大有裨益。香港的微縮藝術作品，凝結
的是對傳統文化、生活習俗、當下面貌的思考和描繪，
而今次來港進行的微雕藝術展覽，大受參觀市民的喜
愛，很大程度上源自於民眾對新年到來的歡樂以及未來
生活的美好祝福。童話，無論是故事、動漫抑或微雕作
品，都是一種大眾的美學期待。今次在香港舉行的展覽
也不例外。 文、攝：徐全

文化展覽與時代的旋律緊密相連，也與
時事脈動甚為相關。2014年的香港文化展
覽，不僅僅帶有強烈的歷史與現實的交錯
疊映，同時也是對未來生活思索的一種文
化解讀。在藝術層面而言，文化展覽是推
動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如何不斷推
陳出新、持續符合業界的期待，也將是香
港文化展覽界特別是官方值得思考的一個
重要問題。

對戰爭與和平的文化探討
2014年的香港展覽中，一個非常值得關
注的內容，便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探
討。2014年，對中國而言，其特殊意義在
於，乃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的紀念年份。
加之中日兩國之間的島嶼爭端不斷升級，
從歷史的角度去反思戰爭與和平、看待中
日爭端的歷史起源，成為了文化界的一個
重要方向。此外，在2014年，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公祭日第一次成為國家層面的追
思活動，也在香港舉行了相應的紀念儀
式，則配合及輔助的文化活動也相應展
開。文化展覽的一個重要作用，便是以圖
文和實物再現歷史的滄桑，而這一點在
2014年的展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香港與戰爭有關的展覽，最為重要的地
點，便是位於筲箕灣的海防博物館。這裡
已經舉行了多次有關戰爭議題的展覽。
2013年時，海防博物館曾經舉行過有關東
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戰文物的展覽，以

展現香港在日佔淪陷歲月中的抵抗歷史。
而在2014年，適逢甲午戰爭120周年的紀
念，其與內地方面合作舉辦的以甲午戰爭
為題材的展覽，則特別引人矚目。
有參觀展覽的市民曾表示，甲午戰爭爆

發時，香港島與九龍已經處於英治狀態。
這使得一些人對甲午戰爭的認識尚不清
晰，對歷史的細節了解也需要加強。故
而，展覽能夠從較為直觀的角度帶給香港
市民對中國近代滄桑史有深入認識。另一
方面，亦有文化學者認為，有關甲午戰爭
的歷史文物展覽，具有極為強烈的現實意
義，能夠使本港市民對中日當前的關係具
有更加歷史的和全面的理解，概括言之：
展覽是對現實的歷史注解和詮釋。故而，
深受市民的歡迎和好評。
2014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成為國家層
面的公祭日。香港也相應舉行了紀念活
動。除了官方的哀悼儀式之外，比較值得
關注的，是這一歷史事件的圖片展。展覽
不僅僅對當年的日軍暴行進行了再現，更
為關鍵的是，展覽也對國際和平主義力
量、特別是日本的和平力量對歷史與真相
進行守護的努力，進行了翔實的呈現。戰
爭的殘酷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和平的無
價，透過展覽一一彰顯。一些參觀展覽的
民眾對記者表示，未來的展覽，應當更多
具有歷史的反思意義，則能夠讓本港民眾
對歷史的思維更加辯證、更加全面。這在
文化的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香港是多元社會。多元
文化的近距離賞析，對於
酷愛旅行的香港人而言，
似乎是出遊的副產品。不
過，也有一些人認為，出遊時顯得來去匆
匆、走馬觀花，其實未必能夠真正領略到
不同地域的文化風貌和內涵。故而，讓中
國內地以及其他國家的文化藝術瑰寶走進
香港，在博物館的展廳中呈現給市民，其
實更是值得推廣的文化交流方式和手段。

多元文化的近距離賞析
基於歷史的緣故，香港本地民眾更多了

解的，乃是西歐或美國的文化較多。不
過，對於文化與文明的大國、古國俄羅
斯，不少人其實知之甚少。俄羅斯是橫跨
歐亞的大國，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對中國以
及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在文化方
面，俄羅斯的文學、藝術、音樂都是世界
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傳統精英
社會的俄羅斯，文化的發展和皇權有着密
切的關係。香港歷史博物館和俄羅斯方面
合作舉辦的皇村文物展覽，頗受市民的歡
迎。一些參觀者對展覽進行總結時對記者
表示，一直以來，都認為俄國是一個非常
神秘的國家，對其歷史文化的了解也不是
非常多，但是透過展覽，對俄國滄桑的歷
史與豐富的文化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堪
稱是活教材。
而在中國史的文化展覽方面，較為受到

矚目的乃是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
物館舉行的敦煌藝術展。除了來
自敦煌的文物之外，光電與數碼
技術的運用，使得香港的參觀者
可以在最為真實的環境中感受到
敦煌藝術的宏大和深邃。有論者
認為，現代技術對於傳統型藝術
品或是文物的展覽，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為文物的展示及其
價值體現，需要在視覺上穿透時
間的阻隔，為現代的大眾人士所
認識，而大眾往往在文物鑒賞方
面並不是非常專業，所以，光、
電、數碼、新材料輔助技術的運
用，將會在未來的古物展覽中，

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是傳統藝術與
現代科技結合的一個重要方式。

展覽應以文化發展為目標
回顧2014年的展覽，展望2015年以及

將來的香港文物展覽界，則不少專家以及
文化界人士多帶有非常強烈的期待和願
望。這些人認為，官方舉辦的展覽，應該
以推動文化發展為最終的目標，這其中也
包括提升市民大眾對文化藝術的鑒賞和認
識水平。
香港著名篆刻家區大為在接受記者訪問

時便認為，以篆刻為例，未來，香港政府
在舉辦展覽時，應該多與內地方面合作，
將好的篆刻藝術品帶來香港，讓大眾欣
賞，並藉此提高市民大眾對篆刻藝術的認
識。畢竟，任何展覽的舉行，都應該以文
化的發展為最終目標。
亦有參觀官方博物館的市民對記者表

示，香港的展覽藝術可以更加多元和開
闊，讓市民足不出戶，便能夠領略到世界
各地——包括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文化風
貌和歷史人文風情。畢竟，忙碌於工作的
香港人，很多時候，將展覽當作是另一種
旅行，是對疲憊生活的一種調劑。展覽的
價值能夠為大眾所賞析、認識和接受，則
是展覽本身最大的意義。
另一方面，針對香港未來的文化展覽發

展方式，有市民及文化學者認為，不同的
人、不同的階層或是不同年齡層次甚至不
同族群的人，對文化的理解和喜好都有不
同。未來，可以由官方領銜，鼓勵並支持
成立更多的民間非牟利、公益性質的策展
機構，並與大專院校合作培養具體門類或
藝術領域的策展人，以持續豐富和完善香
港的文化展覽結構。同時，亦可活化更多
的藝術空間，交由民間或是NGO營運非
官方博物館、展覽館，再由官方協助進行
好的策展佈置和聯絡，構建多元和良性的
官民文化互動，將是值得思考的方向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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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香港文史展覽，既有歷史的滄桑，也有藝術的瑰麗，不同的展覽所折射出的，是

市民大眾對人文欣賞層次的不斷提升和需求。回看2014年的香港展覽與文史藝術之關聯，是

文化啟蒙意識的熏陶與歷史主義的興起，是突破淺表賞析的深度體驗。踏入2015年，不少人

都對未來的香港文博界提出了自己的期望。香港的文化博物博覽事業，在新的一年中，也將會

承載更多創新與融合的文化內涵和價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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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微縮藝術來港 盡顯新年歡樂風 ■■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推行的軍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推行的軍票

■今次展出的微雕藝術，具有濃
厚的童話風。

■俄國皇村珍寶展，讓本港
市民逐漸了解俄國的歷史與
文化。

■甲午戰爭中香港人編寫的
《中日戰輯》，也是展品，
凸顯本地歷史思考。

■■參觀展覽參觀展覽，，已成為本港市民的精神旅行已成為本港市民的精神旅行。。

■來港展出的甲午戰爭中的
日軍畫報

■有觀點認為，政府應在未來多幫助民間展
覽機構進行高層次策展，實現互動。

■■傳統藝術的展覽傳統藝術的展覽，，現代技術的運用已經成為潮流現代技術的運用已經成為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