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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常是個美麗又嚴肅的話題，本地藝術家、香
港藝術學院講師香建峰聯手兩位校友為展覽創作，在與樓盤展示廳相結合
的綠色展場中，藉梅花鹿、雀鳥等野生動物的眼睛，看這個人類痕跡無處
不在的現代自然。
是次展覽為會德豐地產與藝術夥伴香港藝術中心及香港公共藝術
(PAHK)聯手打造嶄新藝術項目Urban Serenity：The House Of Nature，
同時呼應One Homantin發展項目「Luxury．Art．Garden」的設計概
念，以「豐盛的愉悅帶來豐盛的生命」為主題，展覽中香建峰與兩位畢業
於香港藝術學院的藝術家馮家暉及姚志良的作品交織成一個關於自我尋索
的故事，引領觀者踏上藝術融和生命態度的奇妙旅程，展期由即日起至
10月5日。

新作再反思人與自然
據香建峰介紹，這次展覽展出的八幅作品其中兩幅是今年新作，「在
《通往他方的門》中有一隻戴着headphone的雀仔，暗示人類的文明在某
些程度上影響了動物的生活，牠們只能透過那扇門回望自己的生活環境，
若想回到真正的自然中卻是困難的。」而《窗》則源於他對動物園的看
法，他去年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做駐校藝術家，「一個人在異鄉喜歡周
圍行，行到動物園，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墨爾本有很多郊外空間，但原
來我們已經在原本動物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城市，所謂的郊外空間不過是城
市的邊緣。我們模仿北極熊和長頸鹿原本居住的環境，為牠們建地方居
住，其實都是在動物園內虛構的大自然。所以我畫了一個很自然的環境，
鹿仔在裡面好像自由地生活，鹿仔的原型來自Melbourne Museum的標
本，但在牠的頭頂我強加了一扇窗，提醒觀者人工元素的無處不在，從而
反思人與自然空間的關係。」在他看來，人類將動物捉到動物園關起來，
再創造一個還原度高的生活環境給牠們，美好的外表下，隱藏着對自然環
境無情掠奪的事實。

畫作保留設計元素
香建峰曾於設計公司任職設計總監，作品屢次入選香港設計師協會之環

球設計大獎，從設計走到藝術，他坦言十年設計師生涯的影響對自己初期

創作影響很大，常被同學說他的畫「充滿幾何式的
分隔結構，很有設計的風格」，「當時我認為藝術
和設計應該完全分開，所以很害怕自己無法擺脫設
計的影響，會特意多畫一些抽象作品。」
畢業之後，畫的畫也愈來愈多，他體會到藝術是

要為展現更真實的自己而存在，設計元素和設計師
的思考方法已經留在他的腦海中，刻意將痕跡抹去
反而變成了虛假的呈現。於是，圓點、方格、直線
這些元素還是會出現在他的作品中，沒有突兀，無
需解釋，而是自然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初靈感來自寵物貓
香建峰的作品素來以對人、城市和自然的詩意詮釋著稱，當中動物角色

往往帶有人的特性，從對比引出對生命之源的反思。常以動物做畫中主角
的原因？「可能因為多年前我養了一隻貓，每天望着牠開始思考：如果用
動物的角度去看，人是怎樣對待牠們的？牠們眼中的城市又是什麼模樣？
我筆下表現的多是野生動物，牠們對這個世界應該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而不會像人養的寵物已經融入了人類的生活，可能我的貓已經把自己當成
了人。」他笑說。
用畫筆講動物的故事六年有餘，其實他近年已將眼光轉到新聞時事和日

常生活上，從複製羊Dolly入手
探討複製科技的道德問題，或從
書本內容、與身邊朋友的閒談中
得到靈感。平時的創作習慣是怎
樣的？他表示：「在這個世界很
難呆坐等靈感到來，我會強迫自
己一有時間就去studio，不會理
會那時是否有靈感去畫畫，可能
是在那裡收拾東西或者清洗畫
筆，或者翻看相簿、讀書或聽
歌，那時反而很容易從中找到些
什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圖：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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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此次帶着《美麗的權利》和《傾聽》兩本
關於幸福的書來到香港書展，前者是她早年以

筆名胡美麗寫的探討兩性關係的作品，是「女生為
了個人幸福一定要讀的書」，後者則是她30多年演
講的精選，涉及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社會等
諸多議題，可以「為了城市、社會和國家的幸福而
讀」。

幸福定義各不同
龍應台說自己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在歐洲旅行，
試圖以旅途中拍到的相片透視幸福的定義。她在法蘭克
福的應用美術館見到以1至10編號的管裝糖果，編號
「1-10」代表「你現在的幸福指數」，「大部分人拿的是
8號糖果，菲利普（次子）選的10號，我拿的是8號，我
們對望了一眼，我說：『菲利普你知道嗎？如果不是我
腳痛，我會選10。』這說明，幸福和快樂是可以用指數
來衡量的。」她說。
在她看來，每個地區和國家的人幸福的方式並不一
樣。在歐洲，在八萬人的球場釋放情感盡情吶喊是幸
福；在環境優美的公園池塘旁和朋友野餐看天鵝戲水是
幸福；和路上的海鷗一起等魚舖開門也是幸福。「在香
港，雖然沒有天鵝從你身邊游過，但卻有其他幸福的方
式，特色食物對我來說是一種幸福。昨天我下飛機因為
時差還處於暈眩中，但無論如何還是離開了酒店，找了
一家粉麵店吃了一碗米線，就覺得很幸福。再比如說，
走過天橋到書展聽演講也是幸福。」她笑說。

幸福需努力維繫
幸福是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理所當然的東西？幸福可
以透過個人努力達成，還是固然存在無法改變？她還是
用自己的旅行經歷來回答這個問題，她說：「我曾在法
蘭克福住過11年，這次旅行再回去，讓兒子『閃到一
邊』，獨自一人再去探索，試圖從老城中心走回酒店，
老城已經過了許多修繕和改進，我在刻在廣場圓盤的文
字中讀到1933年學生燒書事件。隨後我走上了一條從未
走過的路，看到一棟漂亮的花園洋房，留心讀了刻在地
上的文字，記錄的是瓦格納夫婦、賓夫婦及母親1941年
在此被驅逐之後遇害的事情。讀完後再抬頭，卻發現四
周的景物很陌生—我迷路了，拐來拐去走到一條有很多

人的街，很多人吸毒，有一種無法自控的『崩壞』狀
態，也是所有人類社會都有的殘酷現實，是一種往下墜
的力量，難以自拔。」
這迷路的偶然經歷使她想到，廣場和洋樓前銘刻的記

憶是努力向上提升的維繫價值的能量，而崩壞的人群則
是現實中往下墜的力量，這兩種力量同時存在。換句話
說，幸福是對於某種價值的維繫，例如對於某種記憶緊
抓不放的執着，或者在橄欖樹下曬太陽的閒適，這都需
要經過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和維繫，同時也要不斷對抗
着那些下墜的力量。「回想這一個月間在歐洲發生的事
件，便可以發現幸福的脆弱。在法國里昂歐洲杯足球賽
期間，軍力和警力無處不在，總算無驚恐地落幕。在尼
斯，人們習慣夜晚聚集在廣場上看大銀幕轉播球賽，警
察從下午開始搜尋廣場附近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棵灌木
排除危險爆炸物，由此可見，在球賽90分鐘的幸福時光
背後，需要多大的力量去維繫，快樂人群的背後永遠有
全神戒備的警力。」

幸福是什麼？
原來龍應台早在2005年便寫了文章解釋這個問題，她

節選了七個段落，請現場觀眾分別用廣東話、閩南話、

湖南話、浙江話、四川話、福州話以及客家話
朗讀。在她看來，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時時
恐懼。開店舖的人天亮時打開大門，不會想到
是否有政府軍或叛軍或飢餓的難民來搶劫」，
是「尋常的人兒依舊。在晚餐的燈下，一樣的
人坐在一樣的位子上，講一樣的話題。年少的
仍舊嘰嘰喳喳談自己的學校，年老的仍舊嘮嘮
叨叨談自己的假牙」，也是「早上揮手說『再
見』的人，晚上又回來了，書包丟在同一個角

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張椅下」。由此，她聯想到慕
尼黑恐襲案發地雖然擺滿了鮮花，但那些早晨上學
的孩子卻再也不會回家了，「對於那些受害者，幸
福十分脆弱，無法被當成理所當然。」
她又講到閨蜜的故事：「我去歐洲下飛機第一件事就

是去見閨蜜—83歲的德國人瑪格特，相處的幾天中，我
們從她在波蘭Lodz的小時候談起，那時Lodz是普魯士
的一部分，大量德國人和猶太人在那裡生根。她記得父
親曾經天沒亮就把一家人叫起來，要大家在窗邊目睹德
國士兵搜查猶太人的過程，隔壁一家猶太人的祖母因動
作太慢被從三樓拋了出去，父親讓他們銘記這件事。另
一件事是他們家開的照相館生意變得很好，無論是德國
人、猶太人還是波蘭人，都覺得生離死別的時候到了，
紛紛來拍全家福相片，排隊的德國人認為自己理應排在
最前，而她的父親走出去讓他們遵守秩序，她目睹了整
個過程。最後她對我說，關於幸福，她不相信個人沒有
責任，因為在最小的例子中她的父親都可以教他們銘
記，也可以決定排隊的次序。」所以，關於幸福，我們
每個人都有地位和決定權，雖然可能很渺小，
但也會是對抗下墜崩壞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講座中留有大段的問答環節時間，熱烈的
氛圍中來自各地的書迷們紛紛踴躍提問，當
被問到「自我奮鬥」和「歷史進程」分別對
幸福和命運的影響時，龍應台表示：「從全
球化到文化衝突，歷史進程發展到現在，矛
盾對立愈來愈尖銳，也讓不安全感漸升。在
這樣的環境下，個人當然不能只是聽天由
命，而是應該堅信個人有改變歷史進程及發
揮上升力量的可能。」
關於香港，龍應台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當一位本地女性讀者稱她看到香港的尖銳矛
盾和荒漠狀態時感到絕望，問及如何給予香
港年輕人鼓勵時，她回答道：「在這個全球
化的時代，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焦慮感，和
年輕人本身的茫然失落感，我們是否應該將
這些放在一個更大的光譜裡去看？」她說，
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達40%，他們的茫
然、失落感是否應該更深？當拉長光譜時，
他們就會認清自己目前的苦悶哪一部分是社
會獨有的問題，哪一部分是因為時代變遷造
成的全體痛苦，將事情性質分析清楚而不是
沉溺於個人情感，是年輕人首要應該做的
事。而關於香港社會獨有的身份認同問題造
成的焦慮和痛苦，她將話題講回到「傾聽」
上面，鼓勵年輕人用共同價值而非地域概念
劃分，尋找共同奮鬥的對象。
有位來到現場的母親替正在讀大學的女兒

問了一個問題：「我為什麼感到孤獨？我怎
樣才能不孤獨？我在看一部劇的時候，想和
身邊人分享台詞和人物性格而不是演員的樣
貌，我想獨自對星空沉思而不是討論衣服的

價錢……」龍應台先是
笑說，女兒肯和母親討
論孤獨的話題，做母親
的已經很幸福，隨即回
答道：「無論處在哪個
年齡階段，人都是孤獨
的。但當你深入文學領
域的時候，你便會找到
孤獨的意義，也會更加
了 解 如 何 與 孤 獨 共
處。」

答書迷問答書迷問
談身份認同談身份認同

幸福是什麼幸福是什麼？？幸福可以透過個人努力達成幸福可以透過個人努力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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