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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了意大利、日本、緬甸、孟加拉、尼泊
爾、泰國、韓國、朝鮮、馬來西亞、印度、保
加利亞、英國、美國、台灣等14個國家和地區
的141件雕塑作品，日前亮相於雲南的「2018
中國．南亞東南亞國際美術作品（雕塑）
展」，拉開了中國．南亞東南亞藝術周暨瀾湄
藝術節的序曲。雲南美術家協會主席羅江稱，
展覽涵蓋了國際雕塑界重量級藝術家以及年輕
的新銳藝術家。
此次與第五屆中國．南亞博覽會同期舉辦的藝

術節系列活動，以「共築新絲路，相約彩雲南」
為主題，重點突出南博會「融入『一帶一路』、
促進合作共贏」主旨，注重國際性、開放性、藝
術性。系列活動還包括中國．南亞東南亞舞台藝
術展演、國際舞蹈發展論壇、國際攝影展、民間
工藝大師手工技藝展。
雕塑展覽籌備歷時一年多，展覽作品從14個

國家和地區230位作者的308件投稿作品中遴選
而出。作品題材風格多樣，推崇雕塑的藝術語
言、形式、材料以多元化探索為主，涉及青銅、
陶瓷、木雕、石雕、玉雕、軟雕、綜合材料的運
用，內容極為豐富。

雕塑展負責人、雲南藝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張吉
洪介紹時稱，它是國際雕塑藝術界的又一次盛
會，是中國與東南亞雕塑藝術之間進行的一次力
與美的對話。雲南藝術學院院長郭浩讚揚此次展
覽是「藝術文化領域的精神共聯」。
展覽作品涵蓋多地，從而形成一種生發於雲
南昆明、架構在亞洲和歐洲板塊上的國際藝術
交流活動。參展作品的差異性構建了展覽的多
樣性，多樣性中又包含着藝術家的個性和生活
認知，也包含着雕塑家所屬國家和地區的現實
與歷史文化，從而形成以藝術形態所呈現的異
國文化碰撞與交融。
馬來西亞藝術評論家、梅德順博士評價，雕塑

作品充分體現出雕塑藝術的精神，尤其在視覺中
表現了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形象、優美的形
體，在限定的空間與環境中有序地組合。具有國
際水平的每一件雕塑作品，彷彿正在構造着雕塑
藝術獨有的特徵，通過誇張、抽象、變化等多種
多樣表現手法，讓觀眾耳目一新，享受各種雕塑
風格的表現方式，喚醒了現代雕塑審美的新感
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 雲南報道

瀾湄藝術節雕塑展
力與美的對話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日前宣佈成立「粵劇傳承研究中
心」（中心），展示中心連結粵劇與科技的研究成果——
「粵劇身段評估研究系統」和「虛擬實境粵劇體驗」。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由教大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主任梁寶華

教授擔任總監，透過有系統的學術研究、嶄新數碼科技及粵
劇藝術家和學校組成的緊密網絡，致力以嶄新角度推廣粵劇
文化及知識傳承，目標是發展成為本地以至國際間具代表性
的粵劇研究中心。
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教授表示︰「在『教育

為本．超越教育』的願景下，教大致力拓展多元學科。透過
成立粵劇傳承研究中心，我們期望進一步促進知識轉移，與
社會各界分享有關的知識及研究成果。」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總監梁寶華教授表示：「粵劇傳承研究

中心着重粵劇的教與學，長遠而言，希望能發展為現代化、
有系統及有認可性的教育模式。中心亦會定期舉辦有關粵劇
的公眾活動，結合科技、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讓粵劇活潑起
來，讓更多人喜歡粵劇，達到傳承的宗旨。」
粵劇名伶阮兆輝先生則表示：「從前學習粵劇以師徒制為

主，因此能面對面教授及即時糾正；時至今日以先進科技配
合粵劇學習，讓我們可以錄影表演再重播學習，亦可錄下自
己的身段動作，即時重播查看是否正確。故『粵劇身段評估
研究系統』可謂開創先河，定立標準輔助粵劇教學及評
估。」
從文化角度出發，「戲曲動感體驗展」也展出極具歷史價
值的珍貴粵劇藏品，展品包括多產曲譜作家沈允升的著作
《絃歌中西合譜》。該書在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出
版，書中內容豐富，包括當時一些著名的粵曲或粵劇的劇本
曲詞，是研究香港早期粵曲的珍貴資料。書中附有工尺譜和
簡譜，讓讀者可了解當年表演者演唱曲目的風格。另一件展
品《白雪遺音》同樣年代久遠，當中記載了1947年首演的
《情僧偷到瀟湘館》曲譜，亦有粵樂著名人物的題字及樂器
的演奏圖解，欣賞與研究價值兼備。
在互動體驗中，出現了以3D視覺立體畫方式展示粵劇

《獅吼記》的經典場面「跪池」及演員後台的化妝間，使公
眾恍如置身真實場景。另外亦展出一系列精巧細緻的Foto-
mo立體攝影模型，層次分明地呈現折子戲《鳳儀亭》及
《夢會楊貴妃》的場面。可以說，用科技化手段傳承粵劇，
是一個極大的創新和突破。 文：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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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討《《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的
作品意韻作品意韻。。

■陳加寬、黃劉婧合
力製作的《凝望》，
主要材料為瑪瑙。

■李慧星的《大圓
鏡智》，用上不銹
鋼和樹脂製作。

■■由朱發東製作的由朱發東製作的《《此人出此人出
售售》，》，材料為玻璃鋼着色材料為玻璃鋼着色。。

不久前，大館開幕了，萬眾歡騰。
從歷史建築到活化後的新平台、

新場地，大館給香港人帶來了期待、
希望和夢想。當它正式投入使用時，
社會將賦予它何種意義，才更值得思
考和討論。

記錄香港社會發展
建築保育、利益博弈、輿論鬥爭、
相互叫陣、集體回憶的興起和失落，
已經成為近年來歷史記憶維護或祛除
的互動模式。僅以港島為例，從皇都
戲院到堅尼地道的佑寧堂，如何思考
歷史建築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和意
義、如何在歷史實體中強化新的在地
意識與本土精神，是不少長年投入保
育事業人士關注的話題。大館，至少
在建築保育層面，是少有的成功項
目。一方面，一些早期涉及大館的活
化發展方案，因為有改變歷史原貌和
過度商業化的憂慮而被擱置；另一方
面，作為曾經的香港警署、監獄建
築，大館在記錄香港社會發展史的功
能上價值頗大，因而令社會給予了非
常高的關注。
在早期討論有關大館未來活化方案
和功能的過程中，市民團體起到非常
關鍵和重要的作用。他們集結自己的
觀察、智慧和心力，透過專業人士評
估，對各種各樣的活化計劃進行全面
評估，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在活化整
修的過程中，市民團體也同樣給予了
高度關注。可以說，大館的開放，是

在民間社會的矚目中完成的。
這便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人們對集

體回憶和歷史價值的追尋，在情感深
處是展現對土地的愛和執着。有人對
「集體回憶」的概念不以為然，認為
「你的回憶並非我的回憶，所以不能
用『集體』一詞去概括。」這種看法
顯然有失公允。集體回憶並非個體回
憶的疊加，而是對過往社群生活的整
理與呈現。因此，集體回憶的最大價
值乃是對生活方式的探討，而非僅僅
去復古或保留舊有的建築、產業。講
得再具體一點，集體回憶其實就是探
討過往時代的生活中，人與人是怎樣
互動。因此，活化之後的大館，若真
要發揮出它的最大功能，則是要立足
在互動上，讓集體回憶的價值呈現在
這座保育建築中。

讓民間草根獲機會
相當程度上，未來的大館將成為新

的藝術場地，而與藝術活動相關的城
市售票網絡也將大館納入到其體系
中。如未來的大館僅僅只是一個新增
加的藝術場地，那麼就顯得太過單一
了。從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到西九、
到港九新界的諸多各大劇場，香港真
是一個缺乏表演場地的城市嗎？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為何人們總是抱怨香
港的人文空間不夠？
長期以來，香港是一個崇尚專業和

學院派的城市。這種思維延伸到文化
藝術領域，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

立足於藝術表演且專業化的藝術團體
和個人，能夠在香港獲得更多、更大
的資源。這種思維帶來兩個非常深遠
的影響，首先是在公共資源的分配
上，已成名或具有水準地位的藝術團
體能獲得更多優待；其次是表演或展
示藝術精英化，與社會民間文化之間
的距離愈來愈遠。
在一個社會中，當精英和大眾擁有

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時，某
種程度上是社會斷裂的象徵。具體而
言，我們在評述香港文化時，話語對
象究竟為何？不少人將香港文化視為
經典的文學、分佈在中上環的畫廊、
硬體設備先進的各類表演場地、令人
稱羨的知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毫無
疑問，這些元素是構成香港文化的重
要組成部分，然而我們不能夠對市民
社會、社區生活、草根體系中的文化
視而不見。因為恰恰是市民社會、社
區生活、草根體系，在影響最多數量
的、日常為生活奔波忙碌的香港人。
市民社會、社區生活、草根體系的
活躍，是公民社會完善與進步的符
號，也是讓整個社會結構更加合理、
更加公平、更加充滿人情味的基礎。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在香港這樣一個
以商業、地產、專業和時間效率為優
先的城市中，市民社會與草根的文化
符號、元素難以登大雅之堂。社區居
民自己釀造的酒、傳統的民間手工
藝、強化社區人與人之間互動互助的
諸多活動與文化創意設計，似乎都是

在偏僻、邊緣的狀態中存在。而不少
初創類型的文化從業人士，也無法擁
有一個加速發展的展示平台。這不得
不說是香港的遺憾，也在某種程度上
埋下了隱憂。
大館的開放，應當讓公民社會團體

和草根、社區文化人士積極參與進
來。只有讓市民團體和民間、草根的
文化從業人士獲得機會，香港新一代
人、新生文化甚至整個社會的未來才
會有希望。將公民社會的活力與文化
發展相結合，不僅是合乎文化本質的
思考，同時也會讓文化成為一種普及
於大眾的審美參與，更加貼地、更加
與公正、平等的理念相契合。

不能只是一個硬件
未來的大館，不能只是一個硬件。

它應該成為市民社會分享文化、社區
生活經驗的平台；應當成為進步主義
文化的新場域。瀰漫於香港社會的集
體回憶思潮，並非以「懷舊」二字可
以總結。人們所期待的，無非是適合
基層氣質的生活；人們所希望的，無
非是滿足草根需要的文化；人們所需
要的，無非是一個少一些貴族氣息、
多一些平民精神的大館。畢竟，在今
天的香港，當人們在高昂物價與消費
的壓力中前行時，對社會正義與美好
的追尋，會透過文化載體去表達，這
其中必然有藝術的表演、展示、表達
與傳播。期待未來的大館，能夠成為
承載這種文化的先鋒。

冀冀大館大館成民間文化新契機成民間文化新契機
大館活化成功並投入使用，令各界歡欣鼓舞。作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保育活化項目，社會對大館未來功能的期待也非常之高。在本港文化發展的現

實環境中，投入使用的大館不能夠僅僅是一座新的表演場地或展覽館，如何讓

它與民間文化、社區精神、草根創意相結合並帶來新契機，或許是更加合乎民

眾預期的呈現方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教大推數碼科技融入粵劇
令其生動活潑利傳承

■大館的表演活動。■承載歷史滄桑。

■■大館外景大館外景。。

■早期的活化工程。

■■活化設計融匯傳統與現代活化設計融匯傳統與現代。。

■大館效果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