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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病逝的德國億萬富翁扎普夫（Klaus Zapf），生前經營歐洲著
名的物流公司Umzuge，他身為老闆，每月支薪僅三百英鎊（約三千
九百港元），過着簡樸生活。他租住小屋，衣着隨便，夜間去垃圾桶
撿拾玻璃瓶以換取按金。扎普夫說：「我不需要錢，錢令人不平
等。」他慷慨地將資產全數捐贈慈善機構。
歐洲媒體稱讚他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扎普夫是身體力行社會主義者。他在柏林的物流公司總部庭園，豎
立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雕像。他將公司的收益，全部和六百名
員工分享。他的客人上至醫生律師，下至街頭流浪漢；他收取客人的
搬運費，是根據所住的貧富區域而定──平民區收費額外便宜，甚至
容許拖賬不還。
1952年扎普夫出生於德國西南部格平根縣，年輕時為逃避兵役，搬
至分裂的冷戰城市西柏林（當地容許青年拒參軍），其間上大學讀法
律。1975年他退學創業，開辦了一家廉價搬屋公司；可笑的是，這位
老闆不懂得駕駛，須聘請司機。
扎普夫獨具慧眼、洞悉先機，預料德國將來定必遷都──由波恩遷

往柏林。他決定在西柏林興建倉庫，率先佔據龐大的搬運市場。
東西德統一後，一如扎普夫所料，定都柏林。他的Umzuge物流公
司應運而生，包攬了將東德政府和公務員遷至西柏林的生意。如今他
的公司遍佈歐洲，Umzuge的黃底藍字貨運車在各國的馬路飛馳，每
年顧客逾六萬，扎普夫個人資產逾億英鎊。
扎普夫揚言，物流公司的真正老闆是員工；所有收益，全與員工分
享。他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上電視接受訪問時，穿短褲和運動

衣，頭戴波帽，像一個搬運工人。他專門去廉價超市購物；他反對置
業，認為人人都買屋的話，會扯高樓價，令普通市民負擔不起。
扎普夫的工人階級行為和打扮，媒體認為與他早年的政治信仰有

關。上世紀六十年代，扎普夫打扮像嬉皮士，是激進左傾分子，反傳
統、反憲制、愛抗爭。他留了一大把如馬克思一樣濃厚的白鬍子，他
戴的眼鏡鏡片，厚如玻璃杯底。看起來，他又像一位大詩人。這個形
象，至死未變。
基於曾經攻讀法律，加上反憲制的性格，扎普夫後期喜歡和「資本

家」打官司搞抗爭。英國《每日郵報》引述德國傳媒的話：「扎普夫
成為『職業起訴人』了。」他控告過十至三十間公司的股東，爭訟期
間，經常刻意延長法律程序，希望藉此獲得更好、更實質的收購價。
這位行為怪異的億萬富豪，近十年過着隱居式生活。月前第三次結

婚，度蜜月時心臟病發逝世，享年六十二歲。
日前細讀「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扎普夫的訃聞時，正值新聞報道

「中國辦案人員打開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的二千平方米豪宅地下
室，發現了重逾一噸的現金，和不可勝數的金銀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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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由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設
計師協會合作舉辦，今次已是第五屆。據悉，展覽一共
匯集了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1556件作品，經過嚴格
的評審程序之後，共有222件作品入選及獲獎。在作品
主題上，圍繞「意識形態」、「文化活動推廣」、「商
業及廣告」和「專題─盲點」四個領域，多角度、多層
次闡釋海報的文化意義。

本土生活的關注和思索
海報三年展，香港本土的文化、社會、生活是當中非
常重要的領域。今次展覽的四個領域，匯聚了大量本土
作品，其中不少是對本地生活與文化的思考。另一方
面，隨着香港設計專業領域的人才不斷發展，前來參觀
展覽的本地青年設計人員、藝術家也非常多，希望能夠
從展覽中獲得靈感和動力。
香港的生活，是在繁榮與打拚中前行，發現身邊的小
人物、需要關懷的弱勢者，成為設計師的一項使命和觸
覺。今次獲獎的本地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設計師
蔡楚堅的作品《街頭露宿者》。這一作品映射了香港街
頭露宿者生活艱辛的現實，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隱約帶
出居住、養老和社會福利保障等問題。而在蔡楚堅設計
的海報中，出現了街頭露宿者極為蒼涼和憔悴的面龐，
這種目光視野的衝擊，能夠使人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直觀
認識。
有參觀展覽的設計學生對記者表示，今次《街頭露宿
者》在展覽被歸入於「專題─盲點」中，確實恰到好
處。因為，從現實的角度看，當不少人執着於上樓、上
車盤等問題，卻潛意識忽略了另一群生活得更為艱辛的
人，如街頭露宿者。對於他們而言，或許從未想過應該
在哪間屋或哪層樓居住，而是有一個可以閉眼瞓覺的地
方即可。然而，即便是這種卑微的生活請求，有時也會
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在作品介紹中可以得知：目前香港
至少有三千名無家可歸的街頭露宿者，而他們某種意義
上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個盲點。因此，海報的設
計，專注於本土的細微和人文關懷，是本地設計師們的
堅定「視野」。

來自域外的思想省悟
展覽邀請了來自美國、日本、英國等一大批傑出設計
師作為是次活動的評審，同時也將他們的作品引介到香
港展覽，讓本港設計人士能夠和設計大師、其作品有一
次零距離的交流和學習機會。一些參觀展覽的人士表
示，外國設計師的作品對核能、戰爭、男女平等等議題
的刻畫極為深入，這些域外的思想省悟，既是值得借鑒
的藝術創作手法，同時也是思想的省悟。
今次的評審及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美國的Lu-

ba-Lukova。她本人在保加利亞出生，1991年移民美
國，目前在紐約工作。另外，Luba-Lukova也是「社會
公義」海報的創始人，針對不少當下和潛在的時事、社

會爭議與焦點，以海報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從而引起和帶動社會的關注與思考。
歐美社會雖然繁榮，但是繁榮背後的貧富差距也是社

會頑疾之一，並因此引起過一波波社會動盪和爭議。
Luba-Lukova對貧富差距的理解，是從人的基本需要角
度出發。貧富差距這一概念，在她的設計海報中，變成
了收入差距。這二者之間，既有相同之處，也
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
收入直接決定着人的生活甚
至溫飽。Luba-Lukova的海
報《收入差距》，便是以蛋
糕分配的不均衡，來凸顯貧
富階層的差異：很多隻叉，
每隻只能分一小塊蛋糕；而一
隻叉，卻可以分得蛋糕的大部
分；而蛋糕及其代表的食物，
對人而言，是每日生活的必需
品。所以，在Luba-Lukova的
作品中，收入差距，實質上就
是人生活必須之間的差距。

圖像與文字的疊加組合
一位參觀展覽的設計學生在現

場告訴記者，尤其是海報設計，
最為重要的元素是圖像和文字。
二者之間實際上有相互解釋的功
能。圖像是以目光的視覺、文字則
是以大腦的思考，來立體化構成海報的信息傳遞。例
如，Luba-Lukova 的另一幅作品《教育與戰爭的抗
衡》，頗有時代感。戰爭起源於利益的爭奪，在貧困地
區和國家，戰爭與愚昧、思想不開化有着巨大關聯。而
一切問題的根源，與教育有關。Luba-Lukova設計的作
品，一大特色便是將生活場景以藝術手法擴大。海報中
的炸彈，代表戰爭；而鉛筆代表教育。當炸彈遭遇到鉛
筆時，炸彈不但無法發揮威力，反而會變成鉛筆刀，讓
教育更加堅毅和有力。這也與獲得2014諾貝爾和平獎

的馬拉拉所倡導的精神不謀而
合。
當然，圖像與文字直接疊加在一起，也是一種較為普
遍的方式，在此種狀態下，文字本身也要具備藝術感。
來自中國內地的藝術家李朝勝的入圍作品 《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紀念》，便是將「辛亥百年」幾個字，和孫中

山先生的肖像組合起來，從而一方面體現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
也將海報所具備的時代感、時代意義，
以文字加上圖片的形式加以表達，畫面
的整體感更加強烈。
不少參觀者以「視野打開了」來形容
在今次展覽中所獲得的感受。對本地文
化界而言，這毫無疑問是一次難得的
盛事，必會對設計領域的發展產生更
多的推動作用。

「視野」，
又一次打開

現正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香港國際海

報三年展」頗為矚目。今次的展覽主題是「視

野」。視野，是海報創作與設計的核心精神，

同時也是海報創作者、觀看者傳遞和讀取海報

信息的一種能力與態度。因而，今次海報展

覽，傳遞出一個信息：以目光的視野，帶動心

靈的視野，將成為未來海報設計的一個趨勢和

潮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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