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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8小時赴法旅行，還是1秒置身
里昂？泛海控股聯合法國大使館、法
國駐武漢總領事館舉辦的2015中法文
化之春——「法國Extra polis智能交
互式城市體驗展」早前在武漢啟幕，
帶觀眾走進一座永遠處於變動中的城
市。

來自法國里昂的藝術家帶來的Extra
Polis，所表現的是一座虛擬城市，參
觀者可以與之對話，並以此完成混合了繪
畫與動畫視頻的增強現實繪畫的技術，賦
予原初手繪作品新的生命力。

這幅畫的前半部分是矮小的房屋和廢棄
的機器，而後半部分則是林立的高樓大
廈，好比新舊兩個時代的奇妙融合。當參
觀者走到畫面前欣賞的時候，他們的身影
被投射到圖像的街道之中，漫步於新舊兩
個時代之間，形成一種奇妙的互動。

法國藝術家Raphael Dupont說，人類建
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人類。Extra Polis

打破了不同圖像載體之間的邊界，在這
裡，觀眾固有的認知被打亂，取而代之的
是感覺所帶來的全新體驗。

據了解，「中法文化之春」活動是中國
與法國之間舉辦的一項經常性的文化交流
活動。該活動於2006年由法國駐中國大使
館和北京法國文化中心共同推出，旨在通
過視覺藝術和舞台藝術等表現形式全面推
進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互動。2015中法文化
之春在全國20多個城市接連上演，此次的
法國Extra polis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
夢幻、趣味、創意、魅力將是關鍵詞。

今年的法國康城影展上，華裔女星出盡
風頭，鞏俐、范冰冰和李冰冰的華衣美
服、綽約丰姿，格外搶眼。還有被網民嘲
笑為「東北大媽」的張馨予，穿着大紅大
綠花布棉長裙，昂首挺胸踏上紅地毯，照
片刊登在報紙顯眼位置。

華裔女星風光無限。另一邊廂，卻有幾
位穿平底鞋的外國女嘉賓被指打扮過於隨
便，被保安員禁止進入展場。事後，歐洲
激發一場反高跟鞋浪潮，一些專欄女作家
在報紙指出，高跟鞋是男性設計的，目的
是約束女性，將她們變成男性的從屬物，
所以，但凡女性主義者都應該從此拒穿高
跟鞋。

首先向《獨立報》訴苦的是女製片人
Valeria Richter。她走在那不算很長的紅地
毯上，卻被保安員截停四次。「他揮舞手
指，指着我的平底鞋，說鞋子不夠體面，
建議我回家換鞋。」 她說：「不穿高跟
鞋，犯法了嗎？」原來Valeria Richter的
左腳大腳趾曾做截肢手術，若穿高跟鞋，
身體難以平衡。保安員後來接受她的解

釋，讓她進場。她依然一肚子
氣。

後來證實，因穿平底鞋而被拒
入場的，不止 Valeria Richter 一
人。大部分被截停的女嘉賓，都
是出席電影《卡蘿》（Carol）的首映禮。
剛巧這部電影講述女同性戀者爭取平等的
故事。女嘉賓被截停後，大多數掉頭便
走，拒絕費唇舌解釋，當然更不會回家換
上「折磨」人的高跟鞋。事後，她們紛紛
向媒體投訴，揭開這場反高跟鞋風波。

《衛報》評論文章認為，電影界一向公
然歧視女性。出席影展的女嘉賓通常穿着
緊身低胸衣，閃閃生輝地在紅地毯橫行，
像一隻耀眼的「蟹王」。她們施盡渾身解
數誘人（男人），不惜穿着那雙令人受苦
受難、舉步維艱、隨時扭傷足踝的高跟
鞋。穿者偶一失足絆倒，會兩腳朝天出
醜，會令足踝永遠變形。

但凡是婦解分子，都不應該穿着高跟鞋
去討好男人。評論文章說。

高跟鞋能夠令女性步幅減少，重心後

移，腿部挺直，臀部收縮，挺胸昂首，走
起路來，婀娜多姿。《紐約時報》認為，
高跟鞋是女性色情力量的象徵，同時，也
表現了女人的輕浮和虛榮。

高跟鞋源於十六世紀的歐洲，當時是為
波斯戰士騎馬打仗而設計。戰士穿上了高
跟鞋，雙腳能夠扣緊馬鐙，方便策騎。後
來高跟鞋成為歐洲貴族玩意，他們明知高
跟鞋令人蹣跚而行，但為了追求時尚和顧
及貴族身份，仍然熱衷穿上。其中法國路
易十四更是高跟鞋的狂熱者，他身材矮
小，穿上四吋高跟鞋後可以「高大威
猛」。他甚至為自己設計高跟鞋，鞋頭打
上蝴蝶結和釘滿彩珠。

直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歐洲男人才
放棄穿高跟鞋，留給女人受苦受難。

推動藝術教育最常見的方式是透過講座、工
作坊、導賞等活動，請君入甕，帶大家了

解不同類型的藝術品。這是很好的切入點，卻治
標不治本，是針對特定背景或單一展覽而設的，
觀眾所吸收的也只是片段式的資訊，成效成疑。
而且這類活動往往是一次性的，沒有下文，並且
與個人生活經驗脫離，除非對個別題目感興趣，
否則難以吸引人參與。

誤解藝術教育工作
鍾玉文指出，香港藝術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不持

續，沒想過要如何配合整個藝術系統，「配合系
統有幾方面，一來要持續，二來不同機構之間可
以合作，第三是學術方面。香港有人讀藝術，有
人讀教育，但沒有人讀藝術教育，當然香港教育
學院有藝術教育這門課，但他們都只教課堂上的
東西，而不是說在整個藝術生態裡，教育飾演甚
麼樣的角色。」反觀外國，藝術學院有一個教育
部門，學生修讀藝術的同時，也會牽涉到藝術的
社會及教育功能。

此外，藝術教育不止是「學校的工作」，很多
人有錯覺，認為藝術教育便是指中學的視藝科或
大專院校的藝術課程，「如果今日我選了藝術作
為選修科，那麼藝術教育去到中三就完結，除非
以後我有興趣再去博物館看展覽，否則我的藝術
教育便停下來了。」因而藝術教育不應局限於課
室裡，而是通過政府、公營及私營機構的配合，
讓不同年齡的人都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而最為人忽略的便是藝術教育的對象，教育需
要學生、老師共同參與，但鍾玉文發現，很多老
師不懂得教當代藝術。「一方面是他們欠缺材料
去教，另一方面他們是舊學制培養出來的老師，
當然教統局亦有一些培訓讓他們適應新高中課程
的轉變，但始終欠缺當代藝術知識。」所以藝術
教育不應只以學生為對象，同時亦要兼顧老師的

不足，雙管齊下，才能事半功倍。

海外取經開拓觀眾
鍾玉文加入AAA超過十年，最初AAA以建立

亞洲當代藝術館藏為目標，當時受資源所限，只
能將目光放在研究、學術方面。「2005年加入
時，只有四個同事，那時關於當代藝術的討論並
不多。」後來在有心人捐贈書籍及與各機構建立
起關係後，館藏愈來愈豐富，AAA亦開始拓展教
育工作。「現在多了很多展覽，但幾年前只有一
年一度的Art fair，而Art fair又與商業掛鈎，那
時我們就想作為一個文獻庫、一個獨立的空間、
非政府非商業的機構，可以做些甚麼事。」從
2008年開始，他們一群人試驗了很多活動，譬如
讓老師、學生即時回應新高中課程，開設論壇討
論廿一世紀博物館的生態，籌備「夢．想．繆思
庵（What is your Dream Museum?）」項目等。
更因為「夢．想．繆思庵」項目，她得到倫敦泰
特美術館的賞識，獲邀前往考察及參觀其教育部
門，短短十天讓她了解到原來做藝術教育工作要
「target oriented」。「香港大部分博物館都面向
公眾，因為它們都是公營博物館，但在歐美有很
多私營博物館或獨立空間，可以面對特定的對象
（specific target ordinance）。」這也啟發 AAA
開啟老師、學生等教育工作。

其後在2010年，鍾玉文以「考察美國藝術教育
及觀眾拓展」為題，申請了亞洲文化協會的獎
金，前往美國考察當地著名的博物館及藝術空
間，而這三個月的考察亦讓她進一步思考藝術與
社區、觀眾的關係。她走過十多個城市，發現每
個地方的藝術空間都有不一樣的氛圍，譬如紐約
的曼克頓第五大街，很熱鬧、有很多遊客，那裡
的博物館不存在觀眾拓展問題；但紐約的布魯克
林區則不一樣，是多元文化種族聚居的地方，
「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有很好

的館藏，卻不像市中心的博物館有那麼多觀眾，
所以他們要想辦法提升人流。」博物館在每個月
的第一個星期六都舉辦活動，短短幾小時竟吸引
了一萬四千人參與，「他們每個月都設定一個題
目，如南美女性，而這個主題恰恰又回應區內的
居民，並透過電影放映、講座、表演、舞蹈派對
等帶出討論。你想想，一個博物館聚集這麼多人
其實有很大風險，就像人們擠在一個舞池裡狂
歡，而旁邊正好又有一件藝術品。」這次的體驗
也讓她意識到以主題連繫觀眾的重要性，「找相
關的人來做講座、做讀書會，找當地的藝術家來
表演，更要想辦法將館藏與活動連上關係。」

馬會M+凝聚力量
得益於這些海外經驗，AAA在活動設計上更為

靈活，並有針對性地為不同年齡層、不同身份的
人設計活動，如每年三至七月專為老師籌備的
「教學實驗室」、專題工作坊等；今年更增設了
「再見藝術退修日」，老師與幾位藝術家一同遠
離繁囂，重新審視和探討藝術與教學之間的關
係。學生方面，除了每年定期舉辦「藝術夏令
營」及「實驗課堂」外，早前主辦方亦針對藝術
就業前景而舉辦了「青年藝術從業沙龍」，讓應
屆藝術系畢業生與從業員交流分享。值得一提的
是下周六舉行的《開放周末》，以上環社區面貌
的轉變為主題，活動涵蓋電台廣播、手造書、限
時店、電影放映會、演出等，形式有點像布魯克
林博物館的活動，相信能凝聚不少上環居民。

鍾玉文強調，藝術教育非一朝一夕可完成，也
並非一人之事，需要公私營組織、政府、學校的
配合，才可以愈做愈好。「我們只是一個催化
劑，帶動大家去做更多事情。」賽馬會文物保育
有限公司即將成立文物部及當代藝術部、M+開
始搞夏令營，意味着愈來愈多機構願意擔起藝術
教育使命，但路還很長。

高跟鞋風波
文：余綺平

交互式城市體驗展交互式城市體驗展
穿越法國穿越法國 迷失里昂迷失里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珊珊

暑假將至，父母心思思要為
子女報興趣班，與其學畫畫、
樂器、語言等「悶到爆」的課
程，不如讓他們輕鬆學習，享
受假期。有見及此，一向致力
推動藝術發展的K11，今夏便
推出一個全方位的Art Infinity
藝術課程，讓小朋友、中學
生、大學生開啟藝術之旅。

有別於坊間講求實用性的興
趣班，Art Infinity重視體驗，
學員可透過創作、導賞、參
觀、工作坊等，接觸藝術，擴闊視野。課程分四部分，包括為四至九
歲兒童而設的Art Lab、適合十四至十七歲青少年的Art Keen、以大
學生為對象的Art Internship，及為熱愛藝術、文化的人而設的Art
Docent。

Art Lab以工作坊為主，鼓勵小朋友與家長一同參與；而Art Keen則
邀請中文大學藝術文學碩士總監陳育強擔任顧問，設計出理論與實踐
並重的課程，參加者可透過實地參觀、親身交流等，了解藝術家的工
作；至於Art Internship顧名思義是實習計劃，有志從事文化工作的大
學生可申請，而錄取者將可在K11藝術空間工作，與策展團隊合作策
展，了解藝術機構的日常運作；而適合廣大市民的Art Docent則提供
導賞培訓，參加者完成培訓後可在K11舉辦的展覽、工作坊中為公眾
提供導賞服務，非常實用。

K11香港區營運董事胡玉君說，香港家長要求子女讀很多課程，小
朋友學畫畫不是為了提升藝術涵養，而是要畫得似，變相扼殺孩子的
創意，今次推出的課程便是希望滿足家長要求之餘，亦可讓孩子發展
興趣，啟發創意。

陳育強則言，香港的藝術生態在2000年後變化很大，政府與商業機
構着力推廣藝術，藝博會愈來愈多，選讀藝術設計的學生也多了，他
甚至直言，如今藝術、設計類課程的選修生分分鐘是所有科目裡最多

的，「香港藝術處於從
未見過的高點。」他期
望K11的課程能讓更多
人了解本地藝術生態，
而他也很欣賞K11以商
業營運模式回饋藝術
圈，因為「如果只是藝
術家支持藝術家，情況
會很慘淡。」

文：伍麗微

K11推藝術課程

豐富館藏豐富館藏 回應社區回應社區
藝術教育變奏曲藝術教育變奏曲
每當談到香港藝術發展時，論者一定拋出本地藝術教育不足，需要加把勁培養觀眾問題。到底藝術教育意味着甚麼？香港

需要甚麼模式的藝術教育？怎樣推廣、誰需要被教育？這些問題很容易被淺化成搞多幾場展覽、做多幾個講座、開多幾個課

程便可解決，藝術教育的本質往往被忽略了。

香港不乏藝術教育工作者，但缺乏政策的支持及長期的方案，以至未能有效地培養觀眾，讓大眾喜愛當代藝術。有見及

此，記者邀來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超過十年、現於亞洲藝術文獻庫擔任教育及參與策劃的鍾玉文（Susanna）解畫，並以亞洲

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簡稱AAA）作為例子，剖析藝術教育應該怎麼做才可滿足大眾的需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鍾玉文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超過十年鍾玉文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超過十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每年每年AAAAAA均舉辦連串活動
均舉辦連串活動，，包括藝術退修

包括藝術退修

日日、、藝術從業沙龍藝術從業沙龍、、開放周末等開放周末等，，讓不同人士參讓不同人士參

與藝術討論與藝術討論。。

■AAA■AAA於於20002000年成立年成立，，從書架開始從書架開始，，建立當代建立當代
藝術館藏藝術館藏。。

■■藝術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
藝術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持之以恒才見

要持之以恒才見
成效成效。。

■K11今夏亦開設藝術課程，讓不
同年齡層的人嘗試藝術創作、學習
藝術知識。

■K■K1111亦推出藝術導賞員計劃亦推出藝術導賞員計劃，，
通過培訓讓參加者了解基本的藝通過培訓讓參加者了解基本的藝
術歷史術歷史，，提供導覽服務提供導覽服務。。

■■法國法國Extra polisExtra polis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
梁珊珊梁珊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