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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行的WMA大師攝影獎(前身為WYNG大師攝影獎)都以香港為基
地，從社會議題出發，現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攝影師提交作品。今年攝影
獎以「動」為主題，提交的作品必須與此主題及香港息息相關。提交作品
的截止日期為2016年9月30日。入圍作品將由國際評判小組挑選，並於
2017年春季舉行的展覽展出。入選作品會付梓結集，相片集會與展覽同步
發行。展覽期間，WMA大師攝影獎將會舉行連串講座、研討會、工作
坊，以推動社會討論該議題。WMA大師攝影獎得主可獲得現金獎港幣
250,000元，其餘入圍攝影師將會獲得港幣1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WMA大師攝影獎的香港區參賽者將有機會參加明年FORMAT國際攝
影展的專業攝影師留駐計劃，優勝者將獲邀出席FORMAT國際攝影展的
展覽及活動，讓專家評閱個人作品集，而作品亦會在FORMAT節目手冊
中刊出。
評判小組來自世界各地，成員包括國際知名攝影師、藝術家、出版業及

非政府機構的傑出人士：譚崇翰 (Zoher Abdoolcarim)、Mary Ann
Camilleri、陳暢、Louise Clements、李偉業、梁寶山及Christopher Phillips
等。詳情可瀏覽以下網站︰http://masters.wyngmedia.hk。 文：Kat

現今手作市集遍地開
花，而麥田捕手就破格
地以傳統中式婚禮作為
主題，於上周六及日
（9、 10 日）假觀塘
Food N' More食民營舉
行了集本地手作及婚宴
元素於一身的「麥田捕
手——龍鳳市集」，現
場集合了逾70個手作
攤檔，當中包括集現代
與傳統設計的手作婚宴
頭飾、迷你磁石揮春
等，每款均是獨一無
二。現場就以中式婚宴
主題作為佈置主調，並
設有一個中式花轎攝影
區，讓大眾穿起中式喜
宴服飾，踏進花轎拍照
留念。被問到今次市集
為何會選址觀塘舉行
時，市集負責人Kitty
表示：「以往我們都有
舉辦過很多不同主題的
市集，今次就以婚宴為主題，之前的市集就以佈景為主，例如櫻花、
威尼斯面具及楓糖等，上一次就舉辦了夜光市集，今次會在觀塘舉行
主要是由於這裡有很多樓上工作室，亦聚集了不少化妝師及婚宴公
司，而且很多人結婚印帖都會選擇到觀塘的工業區，因為這裡有不少

印刷廠及印刷公司，我們覺得這個地方匯聚了不少婚宴元素，
而且這個地方除了可以行市集，又可以吃東西，是一個很便利
的地方。」
據悉，今次「麥田捕手——龍鳳市集」是全港首個以婚宴作
為主題的市集，為何又會想到以此為主題呢？Kitty解釋道：
「因為暑假會有很多結婚的展覽，但這類型的展覽大多在會
展，又或大型的會議廳進行，然而通常能進駐的參展商都是已
經發展得甚具規模。麥田捕手一直舉辦很多手作市集，留意到
不少攤檔檔主亦有設計婚宴頭飾、掛飾及小回禮，而這批手作
人未必有很強大的資金或集團支持，希望今次的主題可以貼合

他們的需要，並為一批剛創業的人提供一個起步點。」
另外，設計婚宴頭飾攤檔負責人Sandy的飾品就混合了傳統及現代

元素，她指傳統的飾品色調都以紅色及金色為主，而她就會添加一些
較為新穎的色彩，如粉紫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嘉嘉

麥田捕手—龍鳳市集
讓手作人創意「囍」步

WMA大師攝影獎啟「動」

提到大角咀，你第一時間會想到什麼？是代表上世紀
5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的船塢車場及五金工坊

嗎？還是舌尖上難以忘懷的集體回憶——傳統港式美食
油渣麵與花樣百出的火鍋店？抑或是因香港運動員取得
奧運金牌而得名的東涌線奧運站？甚至可能是福全街那
棟集街市、熟食中心、圖書館、游泳池、遊戲室於一
身，功能多到「匪夷所思」的市政大廈？只要稍稍將上
述影像組合一下，大角咀工業住宅混合，交通飲食便
利，多面一體的形象便浮現眼前。坐在親自設計的巨型
「麻雀」牌上，陳麗喬望着不斷走入大志工廠的人潮
說，一個活動想要盡可能吸引人流，就要兼備各類不同
的元素。而大角咀正好是個古舊與新潮交錯的大集合。

傳統文化與中產品味共存
自稱「港島人」的陳麗喬十分坦率地告訴記者，在籌
辦「新舊咀咀碰」前，她對大角咀的歷史及現狀均並不
十分了解。為了加深自己對大角咀的認識，陳麗喬特意
下了一番苦功，即針對不同階段的大角咀地圖進行對比
研究。現在她已儼然是一位「社區小史講師」，可開辦
「迷你講座」，自豪且流暢地介紹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
歷程。據陳麗喬了解，大角咀原是西九龍半島的一個海
岬，利得街、福澤街、櫻桃街填海前都曾經是海灣。上
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工業北遷以前，該區工廠、五金舖和
住宅三足鼎立。然而，隨着工業的式微，多數工廈都改
建成商業大廈。再加上1998年奧運站投入使用，以及
其後匯豐中心和中銀中心陸續「入伙」，越來越多年輕
中產隨之遷入。漸漸地，大角咀從一個人們心目中的
「舊區」，變成了傳統文化與中產品味和諧共處的複合
型社區。
曾出版過食譜的資深煮食人石浩東，亦從尋覓美食的
角度出發佐證了陳麗喬所提及的「大角咀之變」，他
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大角咀的餐飲業基本以酒
樓、冰室、麵攤等中式食肆為主，後來才慢慢有一些新
式的西餐出現。由於可以在路邊停車，埃華街逐步成為
大角咀的食街，吸引了大量食客。或許是因為交通便利
兼租金較旺角、太子等地稍低，不少新開張的餐廳也都

選擇在大角咀試業。各式各樣的火鍋店是大角咀美食最
大特點之一，三四年前由澳門傳入的骨煲王亦是在大角
咀才發揚光大。中產比例增加後，為迎合其愛嚐鮮的心
理，各國菜餚愈發豐富起來，現在可以說只要是你能想
到的，這裡一應俱全。」

刷爆人情卡聚集「入世藝術」
為能將大角咀「既舊且新」的特色體現在為期三天的
活動中，陳麗喬笑稱自己幾度「刷爆」人情卡。一是邀
請了三位有意開辦攝影展卻苦於沒有平台的新聞攝影記
者（曾憲宗、黃志明、梁志永）加入，為他們提供展覽
空間。三位攝影師分別以不同的顏色為主題，篩選出近
年的得意之作，為觀眾展示他們用鏡頭記錄的港人港
事。工廈一角中一張張相片是我們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和
面孔。二是，找到有心在街頭推廣古典音樂的社區藝術
家管弦樂團進駐大志工廈，令觀眾在視覺得到享受的同
時，聽覺也得到滿足。三是，呼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吹糖技藝傳承者鍾彩雲師傅示範吹糖技巧，與麻省
理工留學生3D吹糖機研發者梁博然較較勁，進行手工
與科技「一新一舊」的現場對抗。

除上述室內活動外，「新舊咀咀碰」還請到了創意活
動團體「Nonmoi」，以「時空穿越」為背景帶領參與
者走出日常狹小的生活圈，走入大角咀實地感受社區的
多元文化。現場更有五六十位手工達人和近四十位科技
創客組成的小型集市。陳麗喬身為策劃人也就地取材，
創作了數件藝術裝置。她將廣告公司棄用的橫幅製成油
彩造型的燈具，懸於屋頂為活動照明；又買來一支新掃
把掛在工廠原有的舊掃把旁邊以假亂真，陳麗喬表示：
「現場每件作品都是循環再用的，我們希望可以減少浪
費。而我喜歡的藝術又是『入世』的。曲高和寡，讓觀
眾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欣賞或看不懂，並非我的追求。藝
術應該是雅俗共賞的。」

自行設計冷氣的「策展人」
盛夏的工廠內人人都汗流浹背，有限的風扇和製冷設

備顯然無法令偌大的空間徹底涼爽下來，陳麗喬在接受
採訪時，仍不忘安排送冰的師傅將冰塊放置到指定地
點。可酷熱之下，前來參與活動的民眾卻持續增多，並
興致不減。記者不禁好奇，陳麗喬為何要選擇炎炎夏日
挑戰沒有中央空調，沒有固定人流，沒有時尚裝修的陳

舊工廠作為活動地點。陳麗
喬給出了意料之外但在情理
之中的回答，她說：「如果
這個項目很容易上手，也就
輪不到我們來做了。我曾經
做過建築師也做過發展商，
亦在 PMQ 擁有自己的舖
頭，所以很明白空間是限制

初創企業、藝術工作者自我發展的門檻。既然空間不
足，我們就要想辦法『精用』如商場的中庭、周末的寫
字樓、待租商舖、舊工廠等閒置空間，幫助年輕的小企
業、藝術家或團體做一些新嘗試。」
經過近一年的游說，終於有人認同了陳麗喬的理念，

雖然她沒有透露這位支持者的身份，但陳麗喬所爭取到
的「閒置空間」就是大志工廠大廈。「這個空間的優勢
在於不會給身在其中的人帶來心理壓力，它夠『接地
氣』。」儘管陳麗喬對工廈內的氛圍頗為滿意，但排山
倒海而來的種種困難也曾令她動搖，甚至一度打算放
棄，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冷氣。「因為工廈內沒有電，
所以我們要自己設計電路，差點自行設計一部適用於特
大空間的冷氣。」每當放棄的念頭湧上心頭，陳麗喬就
激勵自己，如果這次失敗了，以後也不可能成功，方才
咬緊牙關堅持下來，然而經此一役，陳麗喬對未來充滿
信心，她認為連這樣的條件她及「一鳴空間」都能應
付，接下來無論何種程度的挑戰都不在話下。希望能通
過舉辦文化活動將更多不同領域的創意人聚集在一起，
共同探索及宣揚香港的可愛之處。

大角咀之變大角咀之變
舊工廈成藝術基地舊工廈成藝術基地

■■資深煮食人石資深煮食人石
浩東為參與者梳浩東為參與者梳
理大角咀的美食理大角咀的美食
脈絡脈絡。。

■陳麗喬就地取材為工廈增添藝術氣息。

■部分港味
濃郁的攝影
作品。

■麻省理工留學生梁博然所研發的3D吹糖機。

■■「「新舊咀咀碰新舊咀咀碰」」活動現場活動現場。。

■■知名建築師知名建築師，，

「「一鳴空間一鳴空間」」首首

席執行官陳麗喬
席執行官陳麗喬

（（左左）。）。

■吹糖技藝傳承者鍾彩
雲師傅示範吹糖技巧。

■■集現代與傳統設計的手作婚宴飾品集現代與傳統設計的手作婚宴飾品。。

■■「「麥田捕手麥田捕手——龍鳳市集龍鳳市集」」集合了逾集合了逾7070個手作個手作
攤檔攤檔。。

■■現場擺放了真花轎讓市民拍照留念現場擺放了真花轎讓市民拍照留念。。

■■WMAWMA大師攝影獎今年以大師攝影獎今年以「「動動」」為主題為主題。。

經過本港知名建築師，「一鳴空間」首

席執行官陳麗喬兩個多月的努力，位於大

角咀角祥街正等待重建的大志工廠大廈，日

前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春。一座空蕩蕩猶如廢

墟的舊廠房，因「新舊咀咀碰」創意市集的

出現，搖身一變成為了手藝人、管弦樂團、

攝影師、科技創客等各路「潮人」的「展

演」基地。在此，大角咀新舊混雜的複合魅力

展露無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