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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唯一集合多種數位製造的多媒體展覽暨實驗室
《ART.FAB.LAB 藝術．製造所》以實驗製造所作為

展覽，帶領公眾接觸數位製造技術，主要包括數位雕塑
（Digital Sculpture）、大數據雕塑 （Big Data Physi-
calization） 、互動雕塑 (Interactive Fabrication)及穿戴
雕塑（Wearable Fabrication）四大領域。
《ART.FAB.LAB 藝術．製造所》前部分是展覽，展

出10位來自香港、法國、英國、西班牙、奧地利、韓
國及台灣的藝術家及其數位製造作品及儀器，及後是
FAB LAB製造所，設有雷射切割機（Laser Cutter）及
3D 打印機 （3D Printer），供公眾就地創作，當中更
開放了某些藝術家的設計供改良或重新創作，貫徹「開
放公間」的理念。
3D打印技術愈來愈普及，隨着技術日漸成熟，以往

同以製造模型為主的技術，發展至今已可直接製造產
品；而雷射切割機以激光切割，準確度高，運作過程中
無需移動材料，也不會直接按壓到材料，可以令激光束
準確對準材料，也可做到激光雕刻（Laser Engrav-
ing），在材料表面雕刻形成永久性標記。整個計劃包
含除了有展覽及講座外，每日更有工作坊，於周末期間
更會有駐場藝術家主持，讓參加者一嘗雷射切割及3D
打印的數位製造，一同「Made in Hong Kong」。場內
亦設有「World FAB MAP」，展示全球的Fab Lab相
關實驗室及其作品，讓有更深入的了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黃炳培 (又一山人)為客席策展人，聯同六位本
地著名設計師，區德誠、陳幼堅、蔡楚堅、韓秉華、靳埭強博士及劉
小康，呈獻「帶回家 － 香港文化、藝術與設計故事」紀念品設計系
列。設計師以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藝術館或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藏品
為藍本，或以香港的集體回憶作素材，設計多款饒富創意兼具本地色
彩的紀念品。例如區德誠擷取上世紀二十年代長衫的花紋，創作古雅
的「拼布」雨傘；陳幼堅以丁衍庸的著名水墨作品《青草池塘處處
蛙》為題材，創作生氣盎然的「青蛙」書籤。
是次展覽除了展示參與設計師的構思藍圖外，更會展示部分生產製

成品，讓大眾可了解到背後的設計靈感。這些紀念品將會公開發售，
希望大眾欣賞博物館展覽之餘，
還可以將特色的博物館紀念品
「帶回家」，仔細玩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當你環遊世界，會被怎樣的美
景吸引，歸家後仍魂牽夢縈念念不忘？藝術家曾皿堅於2013年
完成了308天的世界之旅，走遍各地見盡奇境的他，卻對旅途
中冰島的奇特冰川最是着迷，回港即着手以油畫表達內心感
受。走進他的展覽，滿目都是深淺各異的藍，不同的顏色將
「冰川靈魂」系列油畫作品分成了三個主題：初生的純潔靈
魂、成長的殘酷，以及對未來的盼望。
「冰島是一個夢幻的國度，當我乘船進入冰川河，看到那些

晶瑩剔透的冰塊，幾千萬年的沉積使它們富含礦物質，所以當
陽光照射在冰川上，會反射出各色藍光，這種神秘的感覺這使
我聯想到靈魂，並開始反思人生。」曾皿堅解釋說：「而每過
幾分鐘，就有些冰塊跌落，我意識到全球暖化正在發生。」
「從初生孩童的天真無邪，明亮純淨的靈魂如剔透的冰川，
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而之後我們會經歷成長的殘酷、與家
人的分離，我們的心有了不可為人知的陰暗面，如同
被黑色火山灰覆蓋的冰川，陽光無法再照射進去；日
積月累，黑色部分愈來愈多，但溫暖的陽光會漸漸將
黑灰融化，象徵未來的希望從不曾消失。」在短暫的
一生之中，或許可以不止走別人指定的路，曾皿堅期
望自己有足夠時間慢慢沉澱，看到生命的本質。

上世紀七十年代，胡作人作為閩南新
移民來到香港定居。藝術生涯已歷半個
世紀的他對色彩的執着卻從未改變。泉
州是胡作人的故鄉，他用自己的畫筆留
住的歷史與人文，是閩南文化的雋美。同時他亦告訴記
者，閩南文化也已經成為了香港在地文化的一部分，所
以，自己從事的視野，也是在留下香港多元的本地文化
史。

髮飾的細緻考究
要想留住原鄉的風俗與文化景象，則閩南題材的人物
刻畫顯得非常重要。胡作人說，在鄉土的情感凝聚之
下，人物打扮的地域性具有特別深厚的文化與歷史意
義。這其中，閩南女性的髮飾成為了胡作人進行藝術考
究的一個重點。
人皆有愛美之心，女性更是如此。閩南地域的女性向
來以愛美和純樸而著稱。故而她們對髮飾的精細裝扮，
也構成了泉州乃至閩南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胡作
人告訴記者，以泉州為例，閩南的女性在過去多以簪花
圍頭作為一種美麗的髮飾來點綴自己。這種髮飾乃是古
代的阿拉伯人到中國來經商時帶入中國的。這些外來商
賈在泉州定居，故而這種風俗便保留了下來。胡作人表
示，簪花圍頭是非常別致的，將含苞待放或是初放的玉
蘭花、茉莉花、素馨花等，綴成三環圍在髮簪周圍。另
一方面，簪花圍頭的顏色也非常講究搭配，通常有淺黃
色配紫藍色和橙色、白色配紫紅色和中黃色等。
時代的變化令不少傳統的風俗與景象漸漸消失了，這
令胡作人非常惋惜。以簪花圍頭為例，他表示，名為
「粗腳頭」的簪花圍頭已經成為了歷史；目前依然存在
的簪花圍頭，是名為「蟳埔女」的髮飾。胡作人透露，
兒時曾見到過很多簪花圍頭的髮飾，但是在1991年回
鄉探親時，已經感到簪花圍頭消失了，而且青年一代人
對這一藝術髮飾毫無認識，中年一代的人也僅僅只是有

一個模糊的記憶。所以，從那時起，胡作人開始以原鄉
的風土人情為創作題材，希望留住故鄉的原風景。

記錄建築之美
閩南的建築是胡作人一直觀察的另一個藝術創作重

點。建築，在胡作人的創作中，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以
背景的形式出現的，但是他認為即便是畫面的背景，也
應當具有鮮明的本土情懷，所以記錄建築之美，是胡作
人在創作時特別留心和着力表現的一個重要領域。
胡作人怎樣在畫面上記錄閩南建築的風格與特色，是

記者比較關心的問題。他表示，閩南的建築多以紅磚修
造而成。這種紅磚的出現，乃是與閩南地區自身的土地
含鐵量具有很大的關係，故而燒製出來的磚便是紅色。
在閩南，無論是傳統式的民居，抑或是開放通商時代之
後形成的洋樓，紅磚都成為了一個極具特色的地域風
貌。
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畫筆之下，閩南建築的另一個有

趣的地方是屋頂的犄角。胡作人解釋道，上至大型宅
院，小到一般的民居，屋頂都呈現出了雙燕尾犄角。這
是一個非常具有在地特徵的建築形態。在背景畫面中，
閩南建築具有某種宮廷建築的色彩，胡作人以一則典故
詮釋了其中的緣由。曾經有一個泉州女子，嫁給了當時
的閩越王。出嫁之後的女子極為思念自己的故鄉，故而
閩越王便允許她修建此種類似宮廷的建築，以表思鄉之
情。久而久之，這樣的建築風貌便在當地逐漸流行起
來。
閩南建築的另一個代表性特徵便是其細膩的石雕。創

作中的胡作人不僅僅要以雙眼去觀察這些石雕，同時也
要發掘這些石雕的歷史價值以及閩南石雕在中國建築史
中的地位，如此才能夠讓自己的創作變得更加生動。胡
作人認為，區別於北方石雕的粗獷，閩南的石雕具有細
膩的特徵，上世紀二十年代，甚至連中山陵的石雕也是

由泉州的工匠所打造。在胡作人看來，這是畫家必須記
錄的藝術史訊和意義，責任重大。

香港視角的深度思索
文化是生活方式，文化也可能是非物質的遺產，所以
文化是藝術家最為重要的外在世界。基於這樣的觀念，
胡作人一直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以畫筆留下不同的文化
形態和歷史。不僅僅是髮飾、建築這樣具有視覺效果的
文化特徵被記錄在畫板上，胡作人說，甚至曾作為宮廷
音樂、帶有哀婉風格的泉州南音，也將會被留在自己的
畫冊之中。畢竟，南音被看作是中國音樂的活化石。故
而，有別於視覺的那些以聽覺感知的文化形式，其所蘊
含的價值在他看來同樣不能被忽視。
閩南的文化已經不僅僅福建南部的地域文化，它早已

隨着早期移民的開拓而散播至台灣、新加坡、海外華人
社區，當然也影響了包括港澳在內的嶺南地區。胡作人
提及，澳門非常吸引各地遊客的媽閣廟，供奉的便是海
神媽祖。這便是閩粵文化交融與影響的體現。而在香
港，天后寶誕、普渡等風俗形式，亦是說明 ，閩南文
化已經是香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本土生活與
價值的重要一環。如果再將飲食文化計入，則文化的多
元事例不勝枚舉。所以，胡作人認為，留住閩南文化的
珍貴影像，某種意義上也是留下香港本土的多元文化發
展史。
時代不同，尋找素材的困難也會有所差別，而這一切
對素材的理解更是具有極大的差異。這是胡作人的慨
歎。他說，今天的很多藝術家並不願意創作以原鄉為題
材的藝術作品，其原因在於無法立即獲得經濟上的效
益，但藝術家有責任留住這些歷史和人文，特別是它們
行將消失或有可能消失的時候。

藝訊

「「冰川靈魂冰川靈魂」」
畫展透視生命本質畫展透視生命本質

日期：即日起至4月19日
地點：中環鴨巴甸街35號PMQ元創方Block A，4樓 S401室 《ART.FAB.LAB 藝術．製造所》

日期：即日起至5月17日
地點：K11購物藝術館K11 art space (B207)

K11 《ART.FAB.LAB 藝術．製造所》

時間：4月18日至5月31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一樓特設館

「帶回家－香港文化、藝術與設計故事」展覽

■作品《純凈》。

■曾皿堅以冰川系列作品闡釋對靈魂的理解。

2015年度的紐約國際藝術博

覽會即將開幕。參與今次盛會的

本港知名藝術家胡作人行前接受

記者訪問時表示，若能留住曾經

存在的原鄉文化，則藝術本身就

是一個恢弘的人文歷史博物館。

的確，現代化令不少傳統氣息的

風俗與文化漸漸消失了，對美的

理解和評價也愈來愈趨向於單一

化。在香港，胡作人用自己的方

式去留住故鄉的美麗景象。原鄉

精神的藝術展現，既是中國文化

源遠流長的象徵，同時也是香港

在前行過程中不斷吸納多元人文

的地域樣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留住鄉土文化的美麗影像留住鄉土文化的美麗影像
胡作人胡作人：：

■《花季》中的紅磚建築

■胡作人

■《望子成龍》中的龍柱

■《香火繁衍》中的粗腳頭

■蟳埔女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