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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伊始，羅啟妍便取來了自
己常讀的絲綢之路相關書

籍，每本書都貼滿了記號標識，是
屬於文化學者沉甸甸的筆記。再看
她編寫及合作編寫的書籍《中國古
典傢具與生活環境：羅啟妍收藏精
選》、《如銀似雪：中國晚唐至元
代白瓷賞析》、《古承今襲：中國
民間生活方式》、《家：中國人的
居家文化》及《香港：創意生態——設計文化的塑造》等，涉獵之廣
足以見她的博學多聞，從歷史的角度展現藝術、設計與文化的演繹。
早前她又出了本新書，卻並非研究講學之集，而是對自己大半生跨
文化之旅的回顧。這本《羅啟妍的設計人生》中細述的，是她於堅尼
地道大宅的童年生活，歷經英國留學、家庭巨變、重回香港再前往紐
約打拚至創業揚名的成長故事，亦有她關於傢具與居家環境、宋瓷及
創意設計方面的研究與理念。「在我的故事裡，事業成功並不是最重
要的；獨立、走一條少人走的路才是重點：選一條自己的路，大步向
前，找一些與眾不同的搭配，創作一些能啟發新觀念的作品，開創一
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有意義的新潮流。這樣的嘗試本身就有其價
值，與賺不賺到錢一點關係都沒有。」她在書中這樣寫道。
總是充滿熱情的羅啟妍，近年從打拚珠寶生意的前線逐漸退了下
來，將重心放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之上，她細數自己曾任清華大學和中
央美院的設計系教授，其中最重視的，莫過於自己是全球首位獲倫敦
設計名校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委任的跨文化客席教授，「學校
認為我有能力做這件事，我很感動，而這也是我現在想做的事。」她
說。

劍橋主修中世紀歷史
羅啟妍憶起當年孤身求學，離鄉別井，辛苦而彷徨，幸得當時教歷
史的教授的安慰與鼓勵，使她跟隨這位老師繼續學習歐洲中世紀歷
史，繼而於劍橋主修中世紀、文藝復興和歐洲歷史，原因是當時劍橋
歷史總教授是歐洲中世紀歷史的權威，「年輕時，總想要追隨這樣的
人。」她笑說。殊不知，這些「冷門」的歷史科目拓闊了她的眼界，
在幾十年的融會貫通中使她深受啟發，令她對中國歷史、對文明的發
展乃至跨文化的交流，能以更廣闊的視角去審視。
畢業不久遭遇家道中落，逼她自強成為事業女性，在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先後成為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和美國《時代》雜誌公關，屢屢與強
者交手之餘，也將自己收集的中國及中亞文物結合在歷史科浸淫多年
所得化為可佩戴的珠寶，糅合中國古董珠子與奇珍異寶的首系列其中
十條項鏈即獲得卡地亞（Cartier）的賞識，「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
勵，不然我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怎麼敢入珠寶這行。」
古董文物飾品無疑是羅啟妍傾注最多心力與熱情的設計，她流連於

香港摩羅街和荷里活道尋寶，重拾那些意義深遠卻逐漸被人遺忘的古
董文物，將它們再度演繹和重新組合，使其具有現代感且適於佩戴，
持續煥發生命力。「這是戰國時期的水晶，我浸了一年洗去污糟；這
是晉代掛馬頸的飾物；這是明代的琥珀……」她將展櫃中的文物飾品
一一取出講解，眉眼間難掩驕傲之情，續說：「我識得這些古老物
件，將它們收集回來，最初我對中國歷史文化見識淺，便去跟隨收藏
家學習，連結這些古董的繩結，是我自創的。」這些古董文物飾品若
放在現時，自然引起收藏和關
注，她不忍精心設計被破壞而
拒絕售予古董商，多是留給真
正欣賞自己設計的人。但當年
這些飾品的昂貴價格卻使它們
乏人問津，她遂將注意力放在
紐約都市職場女性之上，她們
無心佩戴名貴珠寶，也並不會
選擇平價飾品，「我們需要一
個位於這兩者之間的，橋樑性
的存在。」一系列色彩豐富且
並不昂貴的顏色寶石飾品就此
誕生，拉近了名貴和時尚珠寶
的距離。
無論是古董還是顏色寶石飾
品，都是羅啟妍堅守的信念，
深信自己的設計在生命中的璀
璨價值。而另一面，是她對文
化根源執着的探索。

羅啟妍在書中回憶起當年在東京西武百貨初
遇畫家吳冠中，對方提出請她幫忙在巴黎辦
展，正忙於珠寶事業的她被吳冠中打動而答
允，先後跑了全球20間博物館、美術館和藝
術機構，最後因緣際會與大英博物館成功聯
絡，於1993年3月成功籌備了「吳冠中——一
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展覽，那也是大英博
物館第一次為在世現代藝術家舉行展覽。其後
2012年中國概念藝術家徐冰在該館展出《背
後的故事7》藝術裝置，她同樣功不可沒。
自2004年起，她於紐約及香港亞洲協會舉

行「羅啟妍亞洲藝術和文化專題系列講座」，
邀請全球知名藝術家、音樂家、建築師、設計
師等，根據每年的不同主題進行講座和對談，
講座由2014年起延續至香港舉行。她同樣擔
任西九文化區M+購藏委員會成員及M+董事
局成員，與眾人共同推動M+展示更多香港的
設計與流行文化，眼見西九日益成長，她倍感
欣慰。「設計對於香港十分重要，設計在香港
也會有更多建設性的發展空間。」

將歷史與珠寶巧妙結合將歷史與珠寶巧妙結合

羅啟妍羅啟妍：：
塑造塑造「「可佩戴的歷史可佩戴的歷史」」

繩結演繹當代設計
繩結，是羅啟妍作品中聯繫古董文物或顏色

寶石的主題圖案，是她個人風格的獨特彰顯，
更與她沉迷的絲綢之路歷史息息相關。繩結早
見於戰國時期的服飾鈎，這種獨特的符號傳遍
了整個中亞地區以至地中海，而絲綢之路繩結
源於公元1世紀的敘利亞，於現存敘利亞大馬
士革博物館的馬賽克瓷磚中也可見到。同樣被
她演繹而化為可佩戴的現代飾物的，還有源於
印度、佛教八個標誌中象徵永生的吉祥結，它
的線條首尾相連，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代表
超越空間和時間，「人們對這款吉祥結很熟
悉，卻常忽略背後的重要性和涵義。」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3000多年來互動的象

徵，也是她設計知識和靈感的源泉。她陸續走
遍絲路國家，從中國至印度，再到中東伊朗、
敘利亞直至威尼斯，從伊朗16世紀的大理石
修飾線條，到威尼斯道濟公爵的皇宮窗口，她
沿途看到的標誌、雕刻和符號，既和佛教有
關，亦不乏伊斯蘭教的影響。對她而言，繩結
的故事見證了中國和周邊文化的交流，而這種
交流和影響可跨越時空和信仰，又化為當代設
計的獨特表達。「符號的交流是次要的，我看
重的是絲路的文化交流。」她的《絲綢之路文

化交流至一帶一路演繹》系列作品更於2017
年參與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全球巡迴展覽，
展現創意生態理念主題。

收藏傢具研究居家文化
羅啟妍的涉獵當然不止珠寶，她的家宛如一

座博物館，陳列着她設計的珠寶及周遊各國收
集的古董文物，古樸的木櫃中是她醉心的宋
瓷，客廳裡擺放着 Thomas Heatherwick、
Hans Wegner等大師設計的後現代傢具。每一
樣物什的故事，她都娓娓道來，傢具尤甚。原
來她對中國傢具一直很有興趣，不是為了投
資，而是從設計、社會學和文化的角度去了
解，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開始收藏，且開始
研究傢具在傳統中國居家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再延伸至中國房舍結構及功能以及中國民間生
活方式。
而她開始對現代北歐傢具感興趣的契機，源

自設計師Hans Wegner的1943年的作品「中
國椅」（China Chair），她邊介紹邊興奮地
搬來一張張椅子，「Hans Wegner對中國座椅
產生興趣，設計了這款坐得舒適的『中國
椅』。」這些傢具吸引她的不僅是本身，更多
的是背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她收藏了很
多，同樣捐贈了很多予博物館。

■■羅啟妍深信自己的設計在生命中的價值羅啟妍深信自己的設計在生命中的價值。。

■■羅啟妍家中隨處可見她的收藏羅啟妍家中隨處可見她的收藏。。

■■木櫃中皆是羅啟妍收藏的宋代白瓷木櫃中皆是羅啟妍收藏的宋代白瓷。。

■■羅啟妍涉獵甚廣羅啟妍涉獵甚廣，，著作頗豐著作頗豐。。

■■羅啟妍視絲綢之路為設計知識和靈感的源泉羅啟妍視絲綢之路為設計知識和靈感的源泉。。

■1993年，吳冠中在羅啟妍的幫助下
於大英博物館開畫展。 受訪者提供

■■「「平價奢華平價奢華」」的顏色寶石飾品的顏色寶石飾品。。

■■羅啟妍設計的古董飾品被稱為羅啟妍設計的古董飾品被稱為
「「可佩戴的歷史可佩戴的歷史」。」。

■■《《羅啟妍的設羅啟妍的設

計人生計人生》》細道她細道她

的跨文化之旅的跨文化之旅。。

■■羅啟妍家中不乏大師設計的後現代傢俬羅啟妍家中不乏大師設計的後現代傢俬。。

中西文化交流的推手

珠寶設計師羅啟妍（Kai-Yin Lo）總是在路上，從前遊走於各時尚

之都推廣自己的珠寶品牌，如今她更多的是穿梭於文化重鎮間講學研

究，闡述歷史文化沉澱的精華和跨文化理念。腳上一對鴛鴦鞋，頸上

一條被稱為「可佩戴的歷史」的古董文物項鏈，指戴的耳墜皆是顏色

寶石飾品，這些是她呈於人前的既定形象，背後詮釋的是她在珠寶設

計上的成就，以及對不對稱和諧美的探索和追求。在她心中，設計不

是工藝，而是思想和潮流的匯集，更是對歷史和文化傳承的活化過

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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