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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外聯局局長助理李立言早前表示，由中國文
化部和美國探索頻道合製，首部單獨介紹中國文化的
大型全景紀錄片《中國文化之旅》（Passage to
China）第一集，將於農曆年初三，以15種語言在37
個國家和地區播出。該片向全球觀眾全面介紹中國文
化在不同層面的傳承、發展以及與世界文化的交流、
融合。隨後，還將以新媒體的形式向全球觀眾推送。
該片使用國際非虛構類節目通用的帶入體驗式製片

方法，通過具有華裔血統的主持人丹尼絲．凱勒生動

有趣的「尋根之旅」，向全球觀眾全面介紹中國文
化，體現中華文明開放、包容、改革、創新的傳統特
質和時代風尚。
李立言表示，中華文化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走出

去」，持續得到國外受眾的接納或喜愛，還需要借助
海內外傳媒機構的力量和渠道，讓獨具魅力的中華文
化插上國際傳播的翅膀，使中國故事講述得更生動、
傳播得更廣泛、影響得更久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為了聚焦雕塑藝術、發掘新銳雕塑家，香港公共藝
術、香港藝術中心聯同港鐵物業發展（深圳）有限公
司舉辦「港鐵．天頌雕塑藝術大賞」，讓深圳、香港
兩地雕塑家有一個實現創意、鍛煉技藝的舞台。而香
港藝術中心早前亦分別與兩位年輕本地藝術家陳百堅
及陳柏熹，合作拍攝宣傳短片：前者以工廠區的廢棄
卡板塑造出精緻的小木椅，而後者則以摺紙藝術摺出
生動的雕塑作品，展現了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是次比賽的評審團包括香港藝術中心榮譽主席及藝

術節目委員會主席、香港公共藝術藝術總監及董事會
主席包陪麗女士，港鐵公司物業工程主管楊思偉先
生，AFSO設計事務所創辦人André FU，台灣藝術家
黃沛瀅及法國藝術家Nathalie Decoster。
評審團早前從眾多參賽者中選出九位得獎者，得獎

者經歷初審及複審，並參考評審團的意見將作品加以
改良，榮獲金獎之作品「無界限」由本地藝術家梁肇
麟及單芷琪合力創作，設計以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形成的無限符號「∞」為構思，寓意人與人之
間不分界限的尊重和愛。
此外，九件得獎作品之原型即日起於深圳天頌營銷

中心之「港鐵．天頌雕塑大賞原型展覽」中展出，作
品稍後更將由港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製成實體雕塑，
於港鐵在內地首個「鐵路加物業」項目「港鐵．天
頌」展示。

「你可能沒聽過此人名字，但看完這本書
後，你會慶幸自己從不認識此人 。」英國
《每日電訊報》形容他是令人厭惡的政治人
物。
二零一二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時，利莫諾夫
（Edward Limonov）被西方視為最威脅普京
的競選對手。事實上，他是無賴之徒，利用
俄羅斯的熱血青年上街抗議政府，令他們入
獄，甚至犧牲性命，自己卻贏得「普京最著
名的反對者」的政治本錢。
西方社會對利莫諾夫的認識其實不多。法
國作家卡雷爾（Emmanuel Carrere）最近完
成類似傳記的《利莫諾夫》（Limonov）一書，介紹
他的出身背景和從政經過。書中對他褒貶不一，既批
評他思想怪誕，行為粗暴，又讚賞他敢於抗爭。
利莫諾夫是無賴？是英雄？《每日電訊報》說：

「幸好不認識此人。」因為他無恥自私，神憎鬼厭，
看完《利》書，你會怒火中燒。
今年七十二歲的利莫諾夫出生於烏克蘭一工人階級
家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他是莫斯科著名詩人，
經常以尖銳筆法抨擊政府。一九七四年利莫諾夫被驅
逐出國，流浪紐約和巴黎。
在紐約時，利莫諾夫像搖滾青年，與一些落魄藝術
家鬼混。據他的回憶錄《是我，艾迪》描述，他曾經
和一名黑人流浪漢有同性戀關係。此書引起轟動，後
來被翻譯成十五種語言出版。
利莫諾夫後來入了法國籍，繼續寫詩，出版了多部
詩集和政論集。不久，蘇聯解體，他返回俄羅斯組織
極右國家布爾什維克黨，活躍於政治舞台。該黨公然
擁護「斯大林、Beria（前蘇聯秘密警察局局長）和前
蘇聯勞改營古拉格」。英媒體曾譴責利莫諾夫不知廉
恥。
利莫諾夫最臭名遠播的行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東歐局勢動盪時，他在薩拉熱窩圍攻波黑塞爾維亞總
統卡拉季奇。當時卡拉季奇聲譽極高，在他調解下，
波黑內戰得以結束。
而利莫諾夫所組的國家布爾什維克黨，黨旗印有類

似納粹黨標誌，俄羅斯媒體曾批評該黨的暴力手法有
「黑手黨」傾向。晚年的利莫諾夫長年穿黑衣，灰白
鬍子，戴眼鏡，外形極像俄國作家托爾斯泰，他的確
吸引了一大班反普京的追隨者。
二零零一年利莫諾夫在哈薩克斯坦組織武裝民兵。

他因派人去莫斯科買槍而被捕，判入獄四年。翌年，
普京認為國家布爾什維克黨帶有「恐怖色彩」，下令
取締。
二零一二年俄國總統大選，利莫諾夫被視為熱門人

選。同年除夕夜，他策劃非法集會，再度被判監十五
日。
把無賴、惡棍、作家、社會學家、囚犯和政治家等
角色集於一身的利莫諾夫，令《利》作者卡雷爾無法
對他的真正身份下定義，更無法斷定他是魔鬼抑或天
使。不過，英國書評家認為，你讀完此書後或會「怒
火中燒」，或覺得「幸好不認識此人」，但此書始終
有好處──它讓讀者了解到俄羅斯的貪污現象，以及
為何誕生了像利莫諾夫這樣一個善惡難分的人。

無賴無賴？？英雄英雄？？
文：余綺平

《中國文化之旅》
春節全球首播

本地藝術家獲金獎
雕塑原型深圳展出

工廈一向予人陳舊、簡陋的感覺，很難想像有
人會感興趣，甚至充分運用其空間，打造成另類
文藝娛樂場所，但香港就是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
地方，租金高到離譜，無可奈何之下大家惟有另
謀生機。位於偉業街的依時工業大廈便是其中一
幢較早發展成藝術聚落的工廈，一樓由建築及室
內設計公司租用，二樓是業主、亦即李氏家族經
營的依時包裝製品有限公司，三、四、五樓則改
建為藝術空間，分拆成十多個單位，由樂隊、設
計、文創工作者租用。
依時算是一個「半透明」的藝術聚落，不像
PMQ、JCCAC等政府主導的藝術空間般為人熟
知，並隨時打開大門歡迎大家參觀，它反而很
「私人」，只有熟門熟路的行內人才知其存在。

自由度大
依時本身只是一幢殘舊的工廈，三、四、五樓
丟空多時，直至2008年，業主兒子Aidian在澳洲
讀完藝術回港，心生翻新念頭，才演變至今時今
日的面貌。Momo是依時的首個租客，一待就是
幾年，其設立的皮革工作室Butcher Lab位於大廈
五樓，以開班教學為主。八百呎的工作室說大不
大，中間放置一張超大木枱，左邊放置各種皮
革，右邊則掛着一些裝飾品及皮革製成品，頗有
復古味道。待過三、四、五樓的Momo，工作室
愈搬愈大，他坦言這裡租金不算便宜，但自由度
大，一班藝術家聚在一起有講有笑，有一份其他
地方買不到的情感。「大家年輕人聚在一起，氣

氛很好，這裡給了我很多
其他工廈給不到的東
西。」
他提到JCCAC藝術村，

那裡格局不俗，多元發展
路線凝聚很多中小藝團、
藝術家，更集設計小店、
展覽場地、Cafe等市集於
一身，定時定候舉辦大型
活動吸引人流，但缺點是
限制太多，全面開放的政
策也讓部分藝術家吃不
消。「雖然這裡大部分時
間也開放，但我就是不喜
歡JCCAC規定要在特定時
間 開 放 。 」 至 於
InnoCentre，也是條件多
多，會在特定時間關冷
氣，變相迫藝術家走，畢
竟許多藝術家本身都有一
份工作，晚上才有時間創
作。「依時租金不是特別
便宜，但這裡給到我們的

東西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Momo特別喜歡這裡既
獨立又親密的氛圍，幾年前整幢大廈的租戶更試過一齊
參加Detour，每個單位負責不同的項目，一起交流、分
享，「搬進來的人很少會搬出去。」

聚散有時
Phil也是依時的租客，他跟Aidian在澳洲相識，當

Aidian銳意翻新依時時，Phil拍心口簽下租約，並幫忙
管理三樓的單位。他將三樓整層承包下來，再分割成幾
個大小不一的單位，然後找租客。「做了五年，開始穩
定下來，終於可以做一些個人的創作。」
三樓的租客主要是樂隊、製作人和設計工作者，像

Bitetone、Sublime、荔枝王等都聚居於此。值得一提的
是與Phil相隔一道趟門的Bitetone，它是一個網上音樂
平台，由Edwin於2010年創立，專介紹中國內地及港台
的獨立音樂。本來這個大空間由Phil一人獨霸，但後來
他發現地方太大，於是便找人進駐、分擔租金。因而趟
門一拉開，兩個單位合併成一，超寬敞，間中甚至借予
網台作錄音室，而趟門一關，則可以埋頭創作、不受打
擾。如此靈活的空間，外面少見。
觀塘工廈引人入勝之處便在於此，租金平、開放自
主，最適合日頭返工、晚上創作的「夜貓」。但政府的
介入，就像計時炸彈般，平靜的藝術村因活化工廈項目

被推高租金而泛起漣漪。
不可否認的是，不少藝術家認為政府政策有幫倒忙之
嫌，Phil便說，觀塘以前有很多藝術家聚集，如今因為
租金上漲紛紛離開。「政府政策某程度鼓勵業主單一收
購成幢物業，低價買高價放，業主見有利可圖，紛紛加
租，變相推高租金。」Phil頗為無奈，政府無形中破壞
了一個自發性形成的生態環境，藝術家無法支付昂貴租
金，惟有搬到葵涌、荃灣、荔枝角等地區。「這區搞音
樂的朋友特別多，他們往往只能負擔一個三百至四百
呎、大概四千元左右的單位，再加價，他們可能會走、
會散。」
「有送終的感覺，現在整個社區都不一樣了。」他不

無感嘆。

另類用途
工廈加租，不少藝術家另尋出路，另一邊廂，亦有人
因工廈樓底高、空間夠實用而發展另類娛樂。位於鴻圖
道的宏光工業大廈，最近便有人租起一層，將空間切割
成三四百呎的單位，稍作裝飾，讓大家租來開主題派
對。行過少少的嘉士亞洲工業大廈，有人豪擲千金自置
兩萬呎單位，並將之打造成「遊樂場」，裡面有滑雪
場、小型棒球場等，讓人大開眼界。同區類似的「遊樂
場」不在少數，將工廈空間利用至此，叫人始料未及。

發展工廈是好是壞發展工廈是好是壞？？
近年，工廈的用途愈來愈耐人尋味。

以往的工廠大廈，隨着製造業衰落而被

丟空，傳統工業一個接一個消失，但工

廈本身卻迎來「第二春」。因其租金平

空間大的特質，不少藝術家進駐其中，

畫廊、band房、工作室等落戶其中，政

府亦插一腳，推出多個活化項目，銳意

打造工廈藝術聚落。

觀塘是其中一個發展成熟的工廠區，

觀塘港鐵站對出沿開源道到偉業街、海

濱道，工廈林立，如果了解這邊生態的

話，便知道裡面別有洞天，與街道的人

跡罕至形成強烈對比。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依時工業大廈天台翻新成一依時工業大廈天台翻新成一
個簡潔的戶外空間個簡潔的戶外空間，，不時舉辦不時舉辦
文藝活動文藝活動。。

■■荔枝王荔枝王、、BitetoneBitetone等藝術團體都藏身於工廈裡等藝術團體都藏身於工廈裡。。■■皮革工作室皮革工作室Butcher LabButcher Lab

■Momo 是 Butcher Lab 的主
理人，強調私人工廈限制少、
自由度大，即使近年租金上漲
亦不打算另覓他處。

■Butcher Lab■Butcher Lab以經營皮革教學為主以經營皮革教學為主。。■■皮革工作室擺設了多款皮革及皮革用皮革工作室擺設了多款皮革及皮革用具具，，方便學生上堂方便學生上堂。。

■■每個工作室的佔地不盡相同每個工作室的佔地不盡相同，，有的是獨立的房間有的是獨立的房間，，有的走合夥路線有的走合夥路線，，幾個單位租用一個大空間幾個單位租用一個大空間。。

■依時三、四、五樓被切割成
多個空間，藝術家、band友紛
紛進駐。

■無賴之徒利莫諾夫。

■金丶銀丶銅
獎得獎作品設
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