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視野——八、九⚪年代香港藝術新
象」聚焦 7 組當年具代表性的作品及藝術空
間，客席策展人方敏兒大學畢業後投身當代
藝術界，她對記者表示，策劃展覽的原因是
本次參展的藝術家，曾培養出香港第一代當
代藝術家，她自己也是受益於該年代的藝術
發展而進入當代藝術領域。

美景與藝術相融
翻新後的香港藝術館 5 樓新空間，設有三

面落地玻璃，可以觀賞維港對岸景色，陽光
穿透玻璃，映照出藝術品的另一個面貌，將
藝術、空間及自然互相結合，交織成獨特的
展覽場地。是次展覽，蔡仞姿的作品《殘陽
如血，蝶夢如煙》放置在落地玻璃窗邊，展
品附有薄紗，隨風飄蕩，使窗外維多利亞港
景色若隱若現，唯美夢幻。展品是蔡仞姿重
新演繹自己 30 多年前創作的《山中拾掇》，
香港藝術中心於 1985 年為蔡仞姿舉辦的本地
首個裝置藝術展「空間內外」，《山中拾
掇》是展品之一，意義重大。展品的薄紗上
印有藝術家的回憶圖片和文字，詩意地回應
時代的變化。配合現場音樂，穿梭其中，帶
來嶄新觀展體驗。

重現藝術空間
展覽另一特別之處是策展團隊以實景再現

的方式，重現上世紀 90 年代的 Para Site 藝術
空間策劃的專題展覽「咖啡店」及「女那禾
多」當代攝影中心。「女那禾多」當代攝影
中心在1997至1999年間獲香港藝發局資助建
立，攝影中心由攝影特刊《女那禾多》延伸

發展而成，書中主要展示本地的當代攝影作
品，是次重現空間面貌，能欣賞到當時具前
瞻性的影像作品。

走出「攝影中心」，映入眼簾的是資深攝
影師馮漢紀的作品，他是改革開放後首批進
入內地的香港攝影師，展品包括他 1982 年的
黑白作品《深圳》、在世界各國拍攝的彩色
和黑白攝影作品《東西對幅》等。方敏兒介
紹，馮漢紀在 90 年代便將數碼攝影運用於教
學之中，是香港攝影的先驅：「展覽同時呈
現他於 90 年代的數碼攝影作品，藝術館特地
以該年代的電腦配合展出，模擬當年藝術家
的教學情景，還原當時的數碼照片。」

復刻經典藝術品
展場不乏復刻藝術品，當中陳育強的《垂

直的麥田》最讓筆者印象深刻，因作品與香
港寸金尺土的空間有關。香港不單住屋面積
細小，就連藝術家的創作空間也格外狹窄，
陳育強卻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創作大型的裝置
藝術品。「陳育強 90 年代從美國學成歸來，
他帶回融和混合媒介和概念藝術的創作方
法，應用於藝術教育上。1996 年他參加澳洲
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製作出混合媒體裝置
《垂直的麥田》，當時他將藝術品放進背
包，到達澳洲後用螺絲再組裝，變成一件大
型作品，砌出港式空間感。」方敏兒認為，
這件作品彰顯本地藝術家如何在有限環境
中，完成一件巨型藝術品。時至今日，組成
這件展品的材料與當年已全然不同，但它所
表達的觀念仍未過時，充滿調侃和對現實的
無奈，流露出本地當代藝術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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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詳情
日期：即日起至2022年4月24日
時間：星期一至三、五至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星期四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香港藝術館5樓新空間

責任編輯 胡茵 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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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Janice 攝影：崔俊良懷舊藝術

收藏琪觀．蕭芬琪

社區藝術

蕭芬琪，中國美協會員、美術理論家、畫家、

香港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系哲學博士，為廣東省嶺

東美術館總館長、《嶺東》雜誌社社長兼主編、

中國藝苑研究學會副主席、海外中國美術家協會

秘書長、香港美協創會秘書長等。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經
歷了晚清和民國兩個時期。期間，無
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形態都經過史
無前例的變革，而與之相應的文化藝
術 亦 產 生 了 重 大 的 變 更 。 王 一 亭
（1867-1938，王震，字一亭，號梅華
館主和海雲樓主。四十歲後，又以白
龍山人為號。祖籍浙江吳興，即今湖
州）個人的經歷，正正是兩個時代交
匯變遷的反映；他在藝壇的活動，也
恰恰是海上畫派發展的推動力；而他
在藝術上的成就及貢獻，更是近代中
國藝術史不容忽視的一部分。

王一亭作為海上畫派代表人物之
一，擅寫花果、鳥獸、山水、人物、
佛像，技法純熟，揮灑自如，大幅小
幀，或天真爛漫，或雄健渾厚，自成
一家。《薄暮納涼》為其晚年佳作，
畫中表現了夏日傍晚時分，一戶普通
人家在門前瓜棚下納涼，近賞池邊蓮

香，遠觀平崗山色的景象。畫中近處
野塘邊老樹斜立，池中蓮花綻放，遠
送清香；稍遠處可見茅屋中有一長
者，屋前坐着一對夫婦與兩個孩童，
正於瓜棚下乘涼；更遠處洲渚參差，
與遠山相接，山不甚高，卻頗奇崛，
山側鄰水益顯幽雅。此畫筆墨蒼勁，
看似粗服亂頭，不事修飾，實則遺貌
取神，氣韻自然生動。畫中物象如近
處的蓮花、稍遠處的人物、遠處的山
峰等，均略略數筆便交代清楚，顯得
非常生動形象。尤其是畫中幾個人
物，雖只略作勾勒，卻栩栩如生，其
中兩個孩童也各不相同，其一還需大
人抱，另一孩童則單獨坐於長櫈一
側，且身無片物，更見酷暑之熱。

王一亭的一生，不拘是商業上或藝
術上、社會上，均成就卓越。其畫風
獨具一格，在清末民初海上畫派的影
響更是僅次於吳昌碩的第二人。但由

於其大買辦的特殊身份與經歷，在其
逝世之後數十年間，始終未能給予他
在藝術地位上的合適評價。明珠蒙
塵，實在令人遺憾！縱觀其繪畫作品
與其藝術成就，將其與吳昌碩合稱為
海派後期「雙璧」，可說是合乎事實
的評價。

暮年佳構 天真爛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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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外人眼中，深水埗也許是一個品流複雜的地
方。事實是，該區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社區，近
年更在「全球最具型格及人情味社區投選榜」中
位列三甲，排名僅次西班牙巴塞隆拿街區與洛杉
磯市中心。

為了透過公眾參與達至促進社區共融的願景，
香港設計中心在 2018 年策劃了一個為期 3 年的區
域深度旅遊項目「#ddHK 設計#香港地」（De-
sign District Hong Kong），計劃踏入最後一年，
今年以「蛻變」為主題，將深水埗區打造成為露
天「城區設計廊」，用美術設計為街坊熟悉的公
園、街道帶來蛻變。其中一件在地設計作品，是
在區內大南街垃圾收集站的建築物外牆，繪畫一
幅長逾 20 米的壁畫《人人和喵 dd》。畫作以貓為
主題，是因為區內有數百間舊式商店均在店內飼
養貓隻作為「貓店長」，幫忙招待顧客，本土藝
術家 Kristopher Ho 捕捉此一社區特色，聯同非牟
利組織「城市的盼望（Hope of the City）」及一
班義工青年，合作繪製這幅黑白巨型壁畫，畫作
背景中的棉花，更呼應了深水埗盛極一時的布料
行業。

項目的其他設計作品包括南昌街休憩處內的兩
組裝置《人人鬆 dd》；視覺藝術家顧沛然並於休
憩處內設計了一系列立體卡通人像，人像以李小
龍、葉問、黃霑、許冠傑等與深水埗甚有淵源的
香港名人為主題，充滿港式情懷。 文：熙

廿米壁畫 活化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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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藝術與櫻花
治療心靈

不一定是藝術館展覽或音樂廳內的表演，
才稱得上藝術，其實藝術可以很貼地。例如
apm「快樂開箱」大型互動裝置，用長達 20
呎的貨櫃箱，以鬼馬熊貓為主角，數碼化演
繹一系列世界經典名畫，例如達文西的《蒙
娜麗莎的微笑》、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
生》等，以搞笑幽默的造型融入名畫之中，
跳脫可愛而不失藝術氣息，觀者看後定必會
心一笑，體驗藝術帶來的治癒感。商場並推
出熊貓版限量時尚藝術保溫杯，顧客憑指定
積分換領便可帶熊貓杯回家。

場內化身為櫻花園，15 呎櫻花大道滿足
「櫻花迷」賞花心願。遊玩各個打卡位後，
可逛逛手作工藝市集，聚集多個特色手作品
牌，如設計獨特的首飾、皮藝、服飾、裝飾
擺設及手作保鮮花製品等，貨品種類多達
1000 種，亦有多個手藝工作坊，適合文青盡
情消費，彌補無法出外旅行的購物空虛感。

文：Ruth

為答謝香港商報讀者支持，現送出由
apm提供的「復活節美酒花茶套裝」共5
份 ， 讀 者 只 須 將 姓 名 、 電 話 電 郵 至
zk@hkcd.com.hk，來郵註明「換領 apm
禮品」，就有機會獲得一份，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apm「快樂開箱」互動裝置，
加入藝術、科技及玩樂等元素。

重溫八九十年代香港當代藝術

上世紀 80、90 年代是香港的黃
金年代，造就不少經典電影及文
化潮流，當時亦是香港當代藝術
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到今日回看
當年的藝術品仍不覺過時。香港
藝術館現正舉辦的展覽「多元視
野——八、九⚪年代香港藝術新
象」，將帶觀者「重返」黃金年
代，重溫那些年的當代藝術創作
新潮。

香港藝術館在場內重香港藝術館在場內重
現現「「女那禾多女那禾多」。「」。「女女
那禾多那禾多」」當代攝影中心當代攝影中心
是九十年代重要的是九十年代重要的展覽展覽
場地場地，，具歷史意義具歷史意義。。

馮漢紀的攝影與數碼影像作品，跟90
年代的懷舊電腦並置展出。

馮美華作品《她說為何是我》。兩段影片以背
對背自動旋轉方式呈現，觀者須跟隨移動觀看。

陳育強重造1996年版本的作品《垂直的
麥田》，以回應香港的空間問題。

蔡仞姿《殘陽如血，蝶夢如煙》，2021年。

藝術館重現Para Site藝術空間的展覽
「咖啡店」，展場布置得如咖啡店一樣。

20米巨型壁畫《人人和喵dd》，為街頭添上
藝術氣息。

▶掃描二維碼，
觀看採訪視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