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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參賽十周年，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饒宗
頤文化館、文學之星香港賽區籌備委員
會特於饒宗頤文化館舉辦為期兩日一夜
的文學營，並為其冠上文學味道十足的
名字：「筆影翩翩──蝴蝶谷」。是次
文學營凝聚了來自41所學校60位熱愛
文學的青年人，他們日前在優雅恬靜的
饒宗頤文化館中學習，就個人作品進行

修訂，並由作家作即時回饋與評點。聖
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中四級黃思
敏同學表示，當別人看愛情小說的時
候，自己卻愛看《官場現形記》、《中
國錢幣圖鑑》等書籍，與同齡人難有共
鳴。而文學營，不但令她對新詩有了全
新體會，還認識了來自各校喜愛文學的
同學，彷彿找到一個溫暖的「家」，更
意識到喜愛文學原來絕不孤單。

過程之前是什麼？之後
又是什麼？「前」、
「後」可否互為因果？還
是一個永沒終結的探求？
董永康、楊嘉輝和團隊
「L+」將油街實現轉化成
獨特的場所，在「前後」
展覽計劃中通過展示他們
的創作概念，嘗試與觀眾
一起思考自身、歷史、環
境和社會價值的衝激。幾位術家的創作
靈感皆受到生活及環境啟發，而觀眾的
參與也會為作品賦予新生命。董永康從
個人的感知體驗出發，其作品《切身》
透過空間設置和動態裝置，改變觀眾視
覺主導下常態的觀看經驗，讓觀眾切身
介入作品的軌跡和空間。將身體的經驗
及感知，轉化為藝術裝置。觀眾可以穿
梭在特定設計的空間裡，探索各種感
官，藉此塑造自身對身體的經驗以及自
主意識。楊嘉輝藉多媒體裝置《史丹
利》，透過印刷畫、霓虹燈、場景設

置，以及現場表演，探究戰爭的意義與
無奈。作品與戰爭歷史及油街實現所在
地的歷史背景相互呼應。「L+」成員包
括白雙全、李淳朗、胡敏儀及嚴瑞芳，
他們的《黑》遊走於公開與私密、官方
與非官方、可見與不可見的相對概念之
中，衍生出一個由參加者與公眾共同見
證的藝術項目。他們於空間內進行的介
入與協商行動，留下了與空間交疊的軌
跡，試圖重整油街實現的記憶。

日期：即日起至3月28日
地點：油街實現

日前「飛天離地絕技團」一連十
二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上演技驚四
座的玩命絕技。「飛天離地絕技
團」中五十位身懷絕技的個中好手
分別來自十七個國家，其中更有不
少表演者是現任或前任太陽劇團的
原班演員。今次帶來香港的15個節
目中最驚心動魄的重點節目非「魔
幻巨輪」莫屬。出生於馬戲世家的
Angelo Rodriguez 和 Carlos
Mayorga同時站在距離舞台70呎的
巨型迴旋軸兩端，以超乎想像的默契，
在以每小時25英里的速度轉動的巨輪內
外上下翻飛，並作出叫人歎為觀止的高
難度動作。除此以外「雙人飛仙」、
「空中天琴座」、「絕技飛車隊」、

「極限火焰」等表演也使現觀眾的腎上
腺激素紛紛快速上升，叫好不斷。「飛
天離地絕技團監製」創作總監Simon
Painter表示：「演出所需的道具和器材
來自美國、俄羅斯、南非、巴西、西班
牙眾多國家。在吊頂上，我們設置
了十二個位置均供『空中飛人』，
並在香港還特意定製了五十個，每
個重一噸的集裝箱用於興建後台，
同時為演員預留了日常訓練的空
間。他們每天需要至少兩小時的熱
身訓練才能保證在表演時能夠無間
配合。」此外，為了進一步烘托驚
險刺激的演出氛圍，「飛天離地絕
技團」還設計了引人入勝且現代感
十足的燈光與聲效，讓觀眾屏住呼
吸體驗創新極限的馬戲表演。

新華社電中國首個以「北茶馬古道」的歷史遺存和文物為主題的博物館日前
在甘肅省隴南市康縣建成開館，其中近千件文物和遺存展示了鮮為人知的「北
茶馬古道」歷史文化。說起「茶馬古道」，人們多半會首先想到西南地區的
「茶馬互市」，但相關文物佐證西北也存有這一遺存。一塊由考古人員發現於
2009年的石碑上刻有「茶馬販通番捷路」字樣，康縣由此成為發現有碑刻佐證
的茶馬古道途經之地。
康縣「茶馬古道」歷史文化博覽館館長楊清軍說，2013年康縣茶馬古道被列

入國家文物部門「十二五」重要大遺產保護項目庫以後，眾多「北茶馬古道」
文化遺存得到修繕保護。該石碑的發現使得中國「茶馬古道」的概念也發生改
變。「茶馬古道」不僅存在於此前為公眾所熟知的雲南、貴州、四川等西南地
區，西北地區甘肅、陝西和青海一帶也存在「以茶馬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古老商
貿通道」。根據考證，「北茶馬古道」的線路從四川、陝西進入甘肅，最遠可
達青海和西藏。康縣境內的茶馬古道始於漢唐，盛於明清，而發現石碑的康縣
望關鎮，恰好為古代中原地區前往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要津。此外，該博物館
還展示了當地「男嫁女娶」的婚俗、流傳於茶馬古道沿線的「毛山歌」等獨特
民俗文化。

甘肅建成博物館
展示鮮為人知的「北茶馬古道」

饒宗頤文化館
凝聚青年文藝力量

好去處：

「前後」交疊時間
重整油街記憶

「飛天離地絕技團」
本港上演頂尖特技

《工廠妹萬歲》在大街小巷廣為傳唱的年
代，紡織業曾經是香港的經

濟命脈。紡紗、織布、針織、漂染和成衣，是製衣生產中重要的五大
環節，據統計1950年香港仍只有41間製衣廠，針織廠和紡織廠的經
營模式也多以「山寨」為主，但香港製衣業卻藉從內地流入的大量
資金、人才與廉價勞動力，飛速發展。上世紀六十年代，製衣業逐漸
為製造業中僱員最多的行業，紡織及製衣出口貿易高踞世界首位，香
港三大紗廠之一的南豐紗廠亦於1954初在荃灣建立。

紡織記憶再度回歸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紡織與製衣業蓬勃發展，南豐集團創辦人

陳廷驊於牛仔布熱潮席捲全球之際，在1973年率先引進氣流紡紗技
術，帶來了香港的紡織技術革命。高品質低成本的牛仔布，使得香港
成為世界第一大牛仔成衣生產基地。1987年，香港製衣廠數目攀至頂
峰，當時共有10556間製衣廠在業內共同競爭。然而，隨香港經濟
的轉型，多數廠商將勞動密集型工序移至內地，香港僅保留設計、推
銷、品質控制等支援服務。南豐紗廠也未能逆時代潮流而動，十數年
前，陳廷驊當初所創辦的六間紗廠中有三間被改造成為住宅項目，其
餘幾間在停止生產後也一度改作貨倉。
南豐六廠總監李安琪表示，儘管本地紡織業現已式微，然而在「人

人都是工廠妹」的年代，荃灣相當一部分社區居民一家大小全都在紗
廠工作，他們的生命軌跡和南豐緊密相連。哪怕現下的年輕一輩未必
了解這段歷史，可是紗廠中存留太多港人的記憶，同時蘊含多勞多
得、奮力拚搏的精神文化。為了保育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南
豐集團第三代傳人於2014年即南豐創建60周年之際，宣佈保留四、
五、六號廠房建築原貌，成為本港首個由私人機構支持的時裝紡織業
及其歷史的推廣保育項目。2015年，南豐六廠亦以非牟利藝術空間身
份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藝術能量多面來襲
實際上位於荃灣白田壩街的南豐六廠要在2018年才能全面投入使
用。李安琪強調施工時長之所以會需要約三年，是因為南豐志在保育
而非重建。所謂的保育即保留建築的建構及其風貌，既包括曾經的間
隔，樓底，還有1970及80年代的舊式招牌等等。但以南豐六廠為
名，聚焦紡織藝術的跨界別創意平台早已率先啟動，開始透過不同的
互動計劃，凝聚國內外藝術家、本地
社群一同探索紡織藝術鮮為人知的一
面，同時宣揚香港引以為傲的文化價
值。李安琪說：「南豐六廠將較為開
放地對待藝術，我們希望未來能有很
多不同的媒介和藝術形式走進六廠為
大家講故事。而這些『故事』旨在令
觀眾對紡織藝術產生好奇，有好奇，
就有參與，有參與就有發現，紡織藝
術一旦引起人們對社區的關注，就會
引發自身文化價值的思考。」
去年南豐六廠所開展先導項目包

括，邀請日本當代藝術先鋒六人藝術組合「Chim↑Pom」來港收集
系列拼圖牆身；葡萄牙藝術家Vhils的大型戶外創作；以及本港藝術
家梁志和個展「那時那處」等。「Chim↑Pom」自2014年起開始從
世界各地的製衣廠、舊衣店，甚至屠宰場切割拼圖形狀的牆壁與各大
博物館的牆面碎片做交換，今次他們在南豐六廠相中了辦公室大門、
男廁大門和天台一處牆體，這些牆壁將會被運至倫敦薩奇畫廊展出，
向全世界講述南豐紗廠的歷史故事。而Vhils則在嚴謹的歷史考察與
研究後，選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工人為主角，在廠房外牆上進行繪
畫創作。梁志和以個人回憶和家庭歷史為脈絡，改裝一架幾經周折尋
到的「兄弟」牌衣車，並用衣車針刺穿人造花膠卷底片，從側面反映
紡織業的發展軌跡。

本地文化四海為家
李安琪認為藝術家是敏感的，可以在紡紗廠的空間獲取特殊能量，

激發普通民眾對歷史記憶的敏感度。她說：「我們所邀請的藝術家部
分可能與自身的成長背景、家庭成員和紡織業有關係，或是自身正在
從事相關的研究，他們在研究香港歷史、香港價值的過程中，用藝術
作品去傾談，再為香港的藝術家、社區中的朋友帶去一些新想法。當
他們離開香港，又會把自身在香港學到的東西，香港的文化價值帶出
去，和他的朋友描述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哪怕是呼吸到了不同氣味的
空氣。」
南豐六廠未來的發展方向將涉及展覽、社區參與計劃、學習活動、

藝術家駐場、表演藝術及流動影像等面向，這個不少於三萬平方呎的
私營非牟利藝術空間也會從荃灣出發，連結不同社區與群體，除南豐
六廠外，五廠的南豐作坊是培育中心，四廠主力推動社區藝術。只是
萬事開頭難，李安琪坦言，計劃起步階段處處充滿挑戰。其中一件令
她頭疼的事情，便是在2018年入駐南豐六廠前，需要不時物色適合
的活動場地，以及將其轉化為符合南豐理念又有特色的展覽空間。但
李安琪亦表示，目前各項籌備工作均較為順利，半年後快速實現了多
個項目，基金會的運營模式及高效是私營機構的重要優勢。

南豐六廠南豐六廠：：
用紡織藝術講故事用紡織藝術講故事
全港最大的私營非牟利藝術空間——南豐六廠將在2018年正式

完工，而其旗下致力於歷史建築保育以及推動紡織、藝術及文化間

對話的先導項目已於2015年全面啟航，以跨界別合作形式孕育創

意，促進多元文化的互動與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為了烘托演出氛圍，「飛天離地絕技
團」設計了現代感十足的燈光與聲效。

■「魔幻巨輪」。

■南豐六廠邀資深音樂人龔志成策劃，莫均傑
進行服裝設計的全新音樂舞蹈表演。

■南豐六廠落成
後將成為全港最
大的私營非牟利
藝術空間。

■《It，s the wall world》是「Chim↑Pom」持
續創作的裝置藝術項目。

■從左至右分別是本土知名藝術家梁志和、香港
著名策展人張頌仁與南豐六廠總監李安琪。

■2013年康縣茶馬古道被列入國家文物部門「十二五」
重要大遺產保護項目庫。

■■楊嘉輝油街作品楊嘉輝油街作品。。

■■南豐紗廠舊照南豐紗廠舊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