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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有很多以藝術為名在社區舉辦的活動，有
些屬於教育範疇，部分以服務為目的，其中有個別活
動融入了政治元素，亦有改造社區為終極目標的，看
似生機勃勃，而香港著名多棲藝術家鄧凝姿卻反問：
「仔細反思，這些活動有多少是社區自發的呢？」上
世紀90年代曾投身社區藝術工作，為社區更新努力的
鄧凝姿，現已跳出框框，她稱自己現階段的繪畫為有
社區元素的作品，畫面中既有我們每天匆匆走過的街
道，也有街道上的可愛行人，鄧凝姿用畫筆記錄香港
的點滴、香港的變化，甚至是一些社會問題。
鄧凝姿認為社區藝術的精神在於追求平等的關係，

她發現自己並不喜歡由上至下的啟動關係。「我不喜
歡作為藝術家進入社區，來改變居民生活。我自己也
只是一個普通人，街頭阿伯『能量』可能比我大很
多。我不應該以為自己多讀些書，或是個文化人，就
比他高尚、聰明，有資格去教他。我不喜歡拯救，我
的角色最多只是去引導。所以現在我反而會參加一些
社區裡小型的，不是我自己大量投入的活動。」

別太嚴肅 開心就好
去年底，鄧凝姿和大量灣仔居民一起在「Living it

up in Wan Chai!」自助繪畫活動(Art Jamming)中享受
色彩，為十八米長繪有銅鑼灣至灣仔沿途風景的白色
畫布填色，抒發對灣仔區的感情及回憶。鄧凝姿也承
認該活動確實在創造性方面對參與者要求不高，但她
表示：「這是個很基本的藝術活動，可以隨意使用繽
紛色彩是非常快樂的，能夠給人們帶來美好的回憶。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社區藝術都很有創意，就算市民
將它當成遊戲，根本沒有傳遞什麼意念，但他們願意
和家人、朋友、街坊一起主動來玩，在上色的過程中
聊聊天也是好的。」
「何必要求臨時興起的人思考那麼多，令人開心也

算是藝術的一種功能。藝術圈太小，『接地氣』的社
區渠道會提高居民的參與積極性，不同形式的藝術創
作，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現象。」在鄧凝姿心目中，用
自由的平台去表達比規範人們應該怎麼去做藝術更重
要。據鄧凝姿觀察，香港民間和她一樣愛藝術，堅持
藝術創作的人多如繁星，即便缺少資助，他們也絕不
會放棄。

社區藝術近年來在香港悄悄遍地開花，藝發局
為了促進扎根社區的藝術發展，推出了「社區文
化藝術深化及推廣計劃」以及上海街視藝空間策
展及管理計劃；康文署也在北角油街十二號的
「油街實現」設立站點，活化藝術空間的同時推
廣社區藝術；「香港故事館」則以組織灣仔、中
環社區導賞，舉辦傳統工藝師傅、年輕藝術家、
有機農夫、家庭主婦工作坊，各類展覽等多元方
式傳承舊社區生活文化及技藝；而最新加入社區
藝術發展大家庭的「土家」——「土瓜灣故事
館」，則為了守護土瓜灣昔日的精彩故事發起了
為期一年的「社區達人計劃」，期望以土瓜灣社
區為本位，招攬各路「高手」，以不同藝術媒介
探索社區脈絡，在地創作，連結社群。實際上，
香港現有的社區藝術計劃、活動種類豐富、數量
繁多，不勝枚舉。不過，身在其中的人如何看待
自己正為之努力的事業呢？

「笑女」也心驚
許芷盈是一名視覺藝術科小學教師，也是曾獲
得新鴻基地產「新地開心閱讀計劃」與香港三聯
書店攜手舉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美女作
家，更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區藝術工作者。而
許芷盈卻笑稱自己是「笑女」。的確，她的笑顏
如陽光可令人無所顧忌地高興起來。許芷盈最有
影響力且與社區相關的創作，便是助她得到「年
輕作家創作比賽」資助的報告文學《重見．重
建》。該書記錄了深水埗重建區的「人」與
「物」面對城市變遷時的真實反應，許芷盈希望
用有趣的小故事打破人們對舊區的成見——舊區
並非像表面一樣破敗落後，其間閃爍着它獨有的
溫柔和值得珍惜的價值。
而這位看似大大咧咧的「笑女」卻坦言自己首
次獨自深入深水埗採訪時其實害怕又緊張。「我
和大家一樣對舊區有着『刻板印象』，傳統花牌
紮作師黃先生是我的第一個受訪者，我以為搭花
牌的師傅應該是渾身肌肉，上面佈滿紋身，是那
種面相兇惡的男人，萬萬沒想到在閣樓裡見到了
一個文質彬彬的男子。」繼黃師傅後，許芷盈又
在深水埗採訪了老字號「醬園」傳人、蔬果店老
闆娘、樓梯間報紙檔檔主，前舖後居的汽車維修
公司負責人等舊區居民，他們無一不「身懷絕
技」且人情味十足。

臥虎藏龍的舊社區
許芷盈說：「在深水埗觀察、拍照、訪問的一
年間，我發現街坊們的生活模式，生活網絡很有
意思，從此改變我看世界的方法。原來我們的鄰
里中臥虎藏龍，不乏『能人』：街面店舖主人兼
職『看更』，更勝屋苑的保安；不少家庭主婦空
閒時喜歡聚在一起做手工編織，她們的『作品』
絢麗多彩；一些南亞裔的婦女做薄餅真的很厲
害，平常我們戴着有色眼鏡，甚至不敢和她們交
流，其實她們廣東話格外流利。社會裡有很多的
分歧和誤解，藝術是一個可以化解誤會的媒

介。」
透過藝術去融合社區內外的居民，令文化氣息

充滿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引發群眾對藝術的興
趣，加深市民對社區的文化認同自然是支持許芷
盈參與社區藝術工作的主要動力。但許芷盈認為
更重要的是，舊區居民自身能夠認識且認可自己
和所處社區的價值。許芷盈表示：「訪問中，好
多街坊的論述都是：我們的舊區就是應該拆的，
舊了沒用了，花牌等手工藝也過時沒用了。」可
許芷盈並不認同此觀點，她提出了新的思考角
度：或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被忽略了，
而非一無是處。

展開想像的翅膀
以花牌師傅黃先生為例，《重見．重建》面世

後，開始有中小學校和黃先生聯繫，請他於校園
內教授手工技藝。在花牌搭建日益式微的今天，
黃先生成功轉型為駐校工藝師，走出閣樓擁抱更
廣闊的天地。日前讓許芷盈更意外的是，在香港
城市大學與新鴻基地產共同舉辦的關於城市可持
續發展的座談會上，她發現一名環保建築師竟然
將《重見．重建》列入參考書錄。許芷盈驚嘆：
「建築師在《重見．重建》基礎上，提出在屋苑
設計時首先要研究當地居民的習慣、需要和現存
的模式。我覺得我的作品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
用，見證了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態發展。」所以
說傳統事物未必不具價值，只是暫時沒有找到
「正確的使用方式」。
許芷盈亦強調：「我們不是說城市重建或發展

不好，這絕非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有的社區確
實很陳舊，樓道昏暗，樓梯缺角，大家有權改善
甚至是離開該社區。但也可以考慮用藝術形式去
裝飾和美化它；或在原址上建新樓，維繫原有鄰
里關係。社區藝術就是要為大家帶去更多想像及

思考，將原本只有A與B的選項拓展為26個英文
字母。」

「社區達人」引發思考
2014年6月，「土瓜灣故事館」正式對公眾開

放，許芷盈成為了「土家」的一分子，參與到同
時啟動的「社區達人」計劃中來。該計劃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社區文化藝術工作者以講座方
式與參與者分享了社區藝術實踐的經驗。第二階
段開始，年輕藝術工作者、學生或對社區藝術有
興趣的朋友被邀一同走進土瓜灣，認識社區的歷
史，通過田野考察、訪談等方式去了解該區居民
的生活形態，感受並記錄社區經驗。最後的集體
創作與分享階段，參與者將與受訪者一起自由創
作，以藝術營造社區。
據社區達人計劃統籌林翠賢介紹，投入到該計

劃中來的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既有社工、記
者、攝影師，也有作家和學生，二十多人為了進
入社區感受人文生活，以「土家」作為大本營，
慢慢凝聚成一個特別的「家」。「大半年的時
間，成員們一起『洗樓』、做田野考察和口述歷
史，目前計劃剛剛進入集體創作階段，開始有人
因為工作繁忙無法抽身；有人住得太遠如住在天
水圍要過來土瓜灣參加活動就很難堅持，所以固
定成員僅剩14人。我們也在不斷思考以總結經
驗，明年或許應研究、創作同時進行，縮短進程
減少成員流失。」林翠賢說。
除成員流失外，年度計劃之間的運營資金銜接

可能斷裂也令林翠賢感到擔心，她說：「『達人
計劃』預計今年6月舉行展覽，6月底活動結束
後，我們希望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延續整個計
劃。但目前的社區藝術活動，基本上在資金申請
上都是『funding駁 funding』，來源其實不太穩
定，所以我們正在努力爭取。也希望有更多機
構，如電影中心可以和我們合作。」

理想的高度
在採訪過程中，許芷盈與林翠賢均提到業內發

展現有「消費舊區符號」情況出現。許芷盈指
出：「藝術創作者如不深入社區，只是找個晴朗
的日子，拍兩張舊樓相便大肆創作，可能就欠缺
深度，作品可能很吸引，卻流於表面。但為了了
解社區故事要請街坊參與訪談，也應該抱有尊重
的態度。組織者最好能將採訪人集中在一起做群
訪，過分分散會打擾街坊的日常生活，他們畢竟
不是旅遊景區的工作人員。」許芷盈亦建議政府
及商家出資在公共空間置入藝術品前，應事先考
慮附近居民的習慣與需求，永久的裝置極有可能
會長期影響周邊民眾的生活。
林翠賢回應道：「社區達人計劃旨在讓藝術工

作者和社區居民之間產生有情感鏈結。我們期待
所展出的作品不是純粹裝飾性或者功能性的，藝
術品能夠在展覽期間引起一些回響，令居民產生
一些想法，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或思考。這是我們
心目中理想而完美的社區藝術創作。」

在一些並不易引人注目的角落與縫隙，形態各異的社區藝術正在發酵與生長，甚至出現了頗受關注的作品。

然而，是否所有的作品都能夠達到社區藝術工作者心中的理想標準？在實施計劃的過程中，組織者、藝術家、

社區居民會遇到哪些問題？他們又為何要選擇這種「非主流」的創作模式？藝術教育工作者許芷盈、「土家」

社區達人計劃統籌林翠賢與香港著名多棲藝術家鄧凝姿，日前分享了她們曾經或「在路上」走過的社區藝術之

旅，讀者或許在當中能夠找到答案。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社區藝術在香港社區藝術在香港社區藝術在香港

■土瓜灣一帶家庭婦女們親手打造的手工編織。 ■香港故事館門前擺放街坊小朋友的作品。

■香港故事館每周都會舉辦不同內容的趣味活
動。

■許芷盈（左）和林翠賢於「土瓜灣故事館」。

現實的追擊

■鄧凝姿作品。 （由受訪者提供）

■■笑望黃師傅所製作的花牌
笑望黃師傅所製作的花牌，，許芷許芷盈思考社區藝術的未來

盈思考社區藝術的未來。。

■■香港著名多棲藝術家鄧凝姿香港著名多棲藝術家鄧凝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