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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在公共空間見到馬賽克裝飾的牆
面，也會在朋友家中見到馬賽克鑲嵌的相
框、杯墊和首飾盒等。曾裝飾2,000年前
古羅馬人家居空間的馬賽克，也在悄悄扮
靚你我的日常生活呢。
藝術解毒與花意工作室創辦人、馬賽克
藝術家洪捷合作，開設「馬賽克鑲嵌藝術

工作坊」，約你細味古老技藝的魅力與樂
趣。洪捷是城中為數極少的全職馬賽克創
作人，曾在威尼斯和拉文納等馬賽克名城
學藝，獲邀參與法國舉辦的國際馬賽克藝
術展，現時為國際當代馬賽克藝術家協會
（AIMC）會員。兩堂Zoom課程中，洪
捷將概述馬賽克藝術的歷史沿革，詳細介

紹工具和材料，並帶領學員學習構圖、切
割、黏合、鑲嵌和填縫等全套馬賽克藝術
技巧。課程成品是一隻精美藝術杯墊，自
用或贈送友人，都是理想選擇！參與工作
坊的朋友可從四款馬賽克藝術杯墊（紅日
烈焰、粉色緋緋、黃橙香甜以及藍調爵
士）中挑選一款。此次初階課程面向零基

礎學員，兩堂課程後，下一位馬賽克手作
達人，或許就是你！
馬賽克鑲嵌藝術工作坊（初階，共兩

堂）將於10月11日及10月18日下午3時
至4時30分通過Zoom網絡舉行。詳情可
登上藝術解毒或花意工作室臉色書專頁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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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節香港藝術節@@大館大館 免費網上放送免費網上放送

因應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本來定於今年2月開

始在大館舉行的「香港藝術節@大館」將轉為於網上平

台舉行。屆時，原本要在大館特殊場域中上演的七個製

作將結合拍攝進行全新製作，免費放送給觀眾。在表演

藝術艱困的當下，探索表演藝術創作的新途徑，也邀請

大家一起相遇、共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大館

數碼融入創作數碼融入創作
表演藝術覓新機表演藝術覓新機

「以前只道是『砌』一個藝術節是多麼
難，現在則發現『拆』一個藝術節

也很難！」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坤笑
道。因為疫情原因，「香港藝術節@大館」
的節目經歷過數次確定、推遲、取消，最後
團隊毅然轉向，決定將節目轉為網絡放送。
屆時，七個節目，《尋窿探罅》、《倒行逆
「思」》、《人圖》、《米羅實驗室》、
《小心輕放 創作進行中》、《音域沐
浴》、《卡》，有演出、裝置展覽、創意工
作坊及另類導賞等，將以全新的樣貌呈現在
觀眾面前。
這次放上網的節目，不是簡單地將節目錄
像再播放，而是藝術家與拍攝團隊合作，將
作品或拍攝，或重組，或融入講解等，某種
意義上，是將數碼技術融入創作過程，重構
作品。「也許互動沒有現場那麼強，但是藝
術家可以分享自己的心聲，也希望觀眾看到仍
覺親切，有可以投入的地方。」何嘉坤說。

拍？不拍？怎麼拍？
藝術家各取其道

本來計劃的現場演出與大館的古蹟空間緊
密相連，現在突然轉變為拍攝影片於網上播
出，對藝術家來說不啻於重組作品。「香港
藝術節@大館」的項目經理鄺為立介紹道，
每個藝術家面對「拍片」都有不同的選擇。
「比如《人圖》，一年前和Chloe（編舞
黃靜婷）談的時候，想把所有銀色的球都擺
在大館，讓大家可以進去玩。現在變成拍
片，她的想法其實也轉了很多次，最後還是

決定要拍。其實她也可以
不拍新的，比如用上之前
已經有的片段再加上一些
講解。但這樣好像只是在
重複原本的東西，於是她還
是決定要把所有的東西砌出
來，讓看片子的人知道她的創作
初衷是什麼。如果有時間，我們甚至
還能試試VR，但這次時間太緊迫了。」
另一個本地作品《音域沐浴》，則由音域

藝術家及靜觀音療師葉破，帶領觀眾進入一
次療癒的內觀之旅。演出的本意是結合投影
與音域，打造一個充滿儀式感的空間，令觀
眾沉浸其中。轉為拍片後無法得到現場環境
的加持，作品也需要有較大的改變。例如如
何能夠捕捉聲音的微小震動，令人能被聲音
的共振所引領，斂神沉靜，對藝術家及拍攝
團隊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尋窿探罅》則是另一種選擇，這個作品

是比利時藝團「現場作業」的兩位核心創作
人海涅．阿弗達爾和篠崎由紀子為大館所度
身打造的。去年5月，兩位主創曾先後訪港
兩次，與本地演員探索大館最隱秘的角落，
來建構作品。這次轉為線上，藝術家卻並未
選擇用雲端的方式來進行最後的遠程排練。
「他們其實到最後一秒仍然希望來香港做現
場演出，甚至不介意被隔離。但我們覺得
不確定因素太多了。」鄺為立說，「他們之
前曾來港，已經排了十幾天，只差幾天就可
以完成作品。對一個首演的作品來說，最後
的幾天很重要，他們認為很難用online的方

法交給別人去代勞。所以我們也希望，看到
片子的觀眾能明白，不同的藝術家有不同的
取捨和選擇。」
也有作品在拍攝中呈現出意外的驚喜，例

如《卡》。這原本是一個快閃演出，兩個大
男孩抬着一張桌子在大館中走來走去，突然
放下桌子，就可以舞動起來。按照原本的設
計，一桌兩人在大館中遊走，會不時與其他
演出和觀眾相遇，觸發碰撞和即興的可能。
現在變成拍片，人群缺席，卻意外有了另外
的質感。「他們去大館拍的時候，很有趣。
我見到很多意大利新寫實電影的感覺，很多
勞動人民做很平常的動作，放在電影中，可
能就會看到一對戀人擁抱時有些工人走過。
《卡》拍片時也會有這樣的moment，讓人
期待會否有另外的可能性。」鄺為立說。

面對？拒絕？
數碼技術融入創作

一場疫情，將表演藝術推入新的軌道。以
往數碼技術多作為輔助手段，藝團放在網絡

平台上的作品多為舊作的
錄影，但現在，新技術卻
必須融入到創作的過程
中。藝術家難免手足無
措，但新的大門後也充滿了
刺激的吸引力。
何嘉坤認為，網上演出和現場

演出並非對立的二者，後者不會消
失，前者則是打開一扇新大門，多開闢出一
條路。「（香港）藝術節一直希望是多元化
的，那現在這個不就正正是加多了一樣東西
嗎？現場演出是不會消失的，因為演員與觀
眾之間的現場溝通是一種很特別的關係。而
現在的這個，則是很新的東西。」
她興奮地說，在創作的層面上，思考如何

運用新的媒介和探索其可能「好好玩！」
「我之前看到現場做的Zoom的話劇，實時
有互動的。大家都在摸索、嘗試，以後的可
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真的可以利用科技來幫
我們，就有可能打破現場演出的種種規限，
比如語言，也許可以即時翻譯，或是出字
幕。又或者是，有時我覺得看演出，又要留
意場刊，又要看台上，幾件事情跳來跳去，
簡直是multitask，那如果有方法可以讓你一
邊看節目一邊就拿到這些資訊，豈不是有很
多的可能？我們現在才是剛剛開始探索，對
此我是很有期望的。」
她認為亦不用擔心現在的演出直播或是創

作拍片呈現得不盡如人意，「就像錄像片剛
開始出現時，畫面嘁嘁喳喳，是不靚的。我
們（網上演出）現在玩得還不是很靚，但不

是很靚也意味着有很多可以嘗試的空間。有
時想想，一生人一世，做了那麼多年，突然
碰上Covid-19，那個打擊感很大的，但是打
擊之餘，是一個新的空間正在打開。這個空
間是十分未知的，仍然未能處理得很靚，但
是好玩！」
正如鄺為立所說，世界已經改變，觀眾接

觸藝術家的平台也悄然轉變，作為創作者，
藝術家難以迴避這些狀況，需要面對與回
應。「有些藝術家是拒絕數碼平台的，他們
有這個自由；但也有一些藝術家願意去溝
通，去找新的可能性，這就是新的發展。」
他認為，當現場表演轉為網上，藝術家需要
尋找另外一個媒介的創作者來幫忙，這其實
也是一種跨界的融合與碰撞。「例如（藝術
家們）會發現，拍片的人對燈光的看法和要
求很不同，和舞台演出完全不一樣。我們見
到每個藝術家都有苦惱期的，因為他們平時
依賴的那些錦囊，突然之間不行了。我覺得
（這次的嘗試）是好的，世界變了，未來你
們很可能要做digital的東西，數碼平台不能
再被忽視，現在是很好的機會去拓寬創作人
的可能性。哦，原來燈可以這樣打，原來鏡
頭可以這樣捕捉、呈現這樣的時刻——因為
原來我的視角一直是觀眾的視角，而現在改
變了。這些我都是看着每個藝術家不停在變
的。」他覺得未來還可以探索VR技術的運
用，「那又是另一個世界，這些可能性都可
以融入創作。其實藝術家創作時是信手拈來
的，什麼適合我的創作我就可以去用。」創
作無邊界，非此即彼的邊界並無必要。

「香港藝術節@大館『網上見』」將於10月10日及11日在「香港藝術節@
大館」的Facebook專頁上舉行。節目詳情及時間表請參考https://taikwun.
artsfestival.org/

網上演出還有另一效應，便是有
助於觀眾的拓展。何嘉坤說，做演
藝，要做作品，做營銷，更要培養
觀眾的習慣和興趣。現在將作品放
到網上，觀眾可以更容易接觸到，
看完如果有興趣，未來就有可能入
劇場。「第一是我們做的東西可以
多些人受惠，不管他是只看5分鐘
還是10分鐘，又或者是很喜歡看了
5遍，都是好事。第二，如果他看
完覺得有興趣，想去現場看下，也
很好。某程度上，最初我們做『@
大館』，就是希望在藝術節期間有
些東西不是平常藝術節慣常的節
目。你來了，在大館逛一下，看到
一些東西，就嘗試下，如果覺得好
玩，就可能去嘗試下其他藝術節的
東西。這就是開了一扇門，而在網
上，這道門可以開得更闊。」
「業界很多人其實都當這個（網
上節目）是很好的宣傳機會。」鄺
為立說，「我在網上就曾看到過有
人在評論中說，從來沒有看過雲門
的，因為它有線上免費就去看，結
果好喜歡，覺得哎呀好可惜林懷民

已經退休了，但下次有機會都要再
去看雲門。我覺得對藝團來說，雖
然收不到什麼錢，但卻有拓展觀眾
的效果。」他說現在甚至有專門的
宣傳公司教藝術家如何拍片「入
室」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還有人
專門整理每日全球有多少線上節目
可以觀看，如同藝術頻道，很有
趣。
他亦預測，未來全球的表演藝術
節很可能都會出現關於數碼與藝術
聯動的新板塊。哪怕疫情過去，這
個空間也會被留下，讓藝術家繼續
嘗試新創作。「我和藝術家們溝通
的時候，發現有時情況是調轉的。
有些藝術家是玩開數碼藝術的，反
而會希望知道他們是否肯來和我們
表演藝術的藝術家合作，很想進入
他們的思維模式，來思考怎麼合
作。因為數碼藝術是比較前衛的，
很難明白；而表演藝術則很多時候
很想和觀眾溝通，那這些碰撞都很
有趣。其實大家都在不斷拉近，希
望之後可以有更多雙贏的方式，讓
整件事更加豐富和多元。」

數碼技術對創作的影響，鄺為
立一點不擔心，「我最擔心的其
實是票房。」他笑道。
演出轉為線上進行，盈利模式
與線下演出截然不同。實體演出
有座次限制，是此時此地限量
「賞味」；網上演出則無封頂，
以流量與點擊率「話事」。「現
在香港很多團的雙線模式（線上
與線下演出並軌進行）是有一定
的問題的，比如一張240元的普
通門票，劇場開的話就可以入場
看，劇場不開的話就給你一個碼
到網上看。但大家總覺得網上的
演出應該要比現場便宜，就始終
會去計。網絡世界講究『量』，
量多的話哪怕一人一塊錢我也賺
到，很多時候網絡的生意是這樣
做的。但是我們做藝術節這一類
就不是走這個market的，這個要
去想，邏輯是完全不同的。」
何嘉坤則指出，雖然以往觀眾
習慣了網上資源多是免費，現在
隨着網上演出越來越多，不少演
出開始收費，相信觀眾也會漸漸
習慣付費模式。「剛開始的時
候，大家推出一輪的（網上放

映）多是舊作，現在則漸漸出現
新作，並開始收費。但是怎麼收
費，用什麼平台，是定價購買，
還是以自定價捐款的方式購票，
其實大家都在摸索。觀眾也在慢
慢習慣，如果是新的作品或者是
特別為網上平台做的作品，大家
都接受的。我就有新加坡的朋友
做了作品用捐款的方式來收費，
收入比預期多了幾倍。所以也不
是都是壞消息，也有好消息。」
她又指出，除了票房，網上演

出模式對藝術節或藝團提出的新
問題其實還涉及到更多方面，例
如贊助模式。「如果是現場的演
出，可以邀請看演出，場刊可以
植入logo等；但是如果做網上，
怎麼給回一些東西，或者怎麼來
做branding呢？這又是要大家去
摸索的。我想，如果是有前瞻性
地考慮，也會有贊助商願意做，
因為比起劇場突然開不了，網上
演出某程度上風險比較低。如果
願意去嘗試，會有新的模式、新
的夥伴方式，我是這麼希望
的。」她又笑嘆道，「很多東西
要學啊現在！」

網上演出
盈利模式待探索

網上演出助拓展觀眾

■■《《米羅實驗室米羅實驗室》》
攝影攝影：：Artfusion MacauArtfusion Macau

■■《《人圖人圖》》中不乏人與球的互動中不乏人與球的互動。。
攝影攝影：：Dicky WongDicky Wong

■■攝影師為網上版攝影師為網上版《《人圖人圖》》
做拍攝做拍攝。。 攝影攝影：：Wind YeungWind Yeung

■■《《卡卡》》的原本設計是要在大館中遊走的原本設計是要在大館中遊走，，與周圍的觀眾或者其與周圍的觀眾或者其
他作品相遇他作品相遇、、互動互動。。 攝影攝影：：AlikAlik

■■「「香港藝術節香港藝術節
@@大館大館」」項目經項目經
理鄺為立理鄺為立

■■《《尋窿探罅尋窿探罅》》攝影攝影：：FieldworksFieldworks

■■香港藝術節行政香港藝術節行政
總監何嘉坤總監何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