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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文匯副刊

漢雅軒於1983年成立，迄今已經歷三十個年
頭。三十年來，兩岸四地共同經歷了國際風雲的
奇詭變幻——冷戰的終結、去殖民的浪潮、全球
資本主義的展開。而三十年來，當代藝術也在中
國社會的種種變革中發生與發展，從八十年代初
的死水微瀾到八五後的波瀾壯闊，直至今日的蔚
然大觀，許多事物已經改變。
值漢雅軒成立三十周年之際，策展人從漢雅軒收藏中遴選出一百件中國現代藝術史
中的藝術「物」（Art Object）——從于右任的書法到黃賓虹的山水，從文革宣傳畫到
政治波普，再到目前最為市場追捧的當代作品，藉以展現20世紀中國藝術的複雜歷
程，探討「中國當代」的歷史性結構。
過去的一百年間，中國人所經歷的不只是空間上的「區隔」和政體上的「分
殊」，同時也是歷史的「分斷」與命運的「離散」。這種「分斷」與「離散」折射
到我們對於藝術的現代經驗中，則喚起一種複雜糾結、一言難盡的現實感。從這種
現實感覺出發，「漢雅一百」意欲呈現的，是「中國當代」中潛在的「三個世
界」：當代藝術的全球化世界（被認為是唯一的國際藝術平台）、文人的藝術世
界（被建構為「傳統」的往日雲煙），以及社會主義藝術世界（被告知已經終
結）。
通過20世紀百年中的這一百件藝術「物」，策展人試圖再次聆聽來自這「三

個藝術世界」的歷史消息，在當代中國的藝術狀況中梳理這三個世界的現實
性，發掘其歷史勢能與潛能。
展覽期間將舉辦三場論壇，二十多位來自歐美中港的與會學者將分別聚焦於三
個命題（「三個藝術世界」、「三個三十年」、「分斷與離散」）進行討論。

今天是今年的最後一天，跨年在即。在對每位讀者道一句新年快樂的同時，本版更希望為大家精選一

些開年的精彩展覽，作為送給視覺藝術愛好者的禮物。2014年就這麼悄無聲息地來到了，但城中

的一些精彩展覽卻絕對不是默默無聲，既有M+的首個建築展，也有漢雅軒三十周年的

「漢雅一百：偏好」展；文化博物館和港大美術館則會分別帶領觀眾進入古琴的

世界和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中；更有本土媒體藝術家帶來的

跨界裝置藝術展「瞇」。

想看甚麼，任君選擇。而我們想做的，便是

先來告訴大家，有哪些可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新年伊始新年伊始

有有哪些展覽哪些展覽可看可看

「針情線韻：中國少數民族服飾與背帶」將展出李美賢庋藏的中國傳
統服飾、銀飾及背帶，無論是其色彩之豐富、技藝之精湛、風格之獨特，展品
均體現出中國少數民族傳承至今於服飾工藝的巧奪天工。展覽亦配以精美圖
錄。
苗、侗、水、壯這些源自貴州、雲南和廣西等中國西南

省份的少數民族，其服裝和背帶均繡以色彩絢爛、針工
細膩的刺繡，有時甚至附以銀飾點綴，反映出當地悠久
而別具特色的傳統文化。由於部分少數民族缺乏文字紀
錄，其織品展示的象徵涵義和色彩寓意，形成一種視覺語言，
使之成為人類文化和文物遺產發展至今的重要基礎。
而展覽同時配套兩場李美賢講座，在第一場的「中國民族概論」

中，她將會告訴聽眾，古時居住在中原華夏族四周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是什麼
民族，以及他們與現今少數民族的關
係。在第二場的「針情線韻」中，她將
會繼續帶領大家進一步認識各民族及理
解她們服飾傑作的內涵——少數民族婦
女的高超刺繡技術，一針一線交織成一
幅幅豐富多姿的圖畫，這些圖畫，不但
表現了精湛的工藝，還記錄了她們民族
的歷史與文化，及反映了他們生活的智
慧。

本土媒體藝術團體「錄映太奇」將舉辦黃智銓（Kenny WONG）
的展覽《瞇》。藝術家黃智銓着迷於日光在建築物間的跳躍反射，因
而創造出一件包含五十面鏡子的光影裝置作品。而當觀眾穿過展廳
時，不時會被鏡面的反光捕捉，便可以在這遊戲中探索光的種種屬
性。
《瞇》是日常經驗的一種抽象表達。每一天，當我們在城市中匆忙

穿行的時候，日光不停在高樓大廈之間折返。我們每行一步，所見到
的光線的強度、圖案和紋理都不盡相同。這種變幻為藝術家帶來靈感

──光的不同屬性和城市的不同景
觀相互作用產生的各種感知。在展
廳中，鏡子依據特定程式追蹤光源
並將光線反射於觀眾的面上。在鏡
面反光掃過視野的瞬間，強光和圖像相疊加，帶給觀眾特殊的視覺體驗。
配合Kenny的光影裝置，實驗電子及聲音創作人黃仲輝（Dennis WONG）將於重重鏡影中繪刻九龍
城區的都市聲音。 Dennis 於馬頭角十三街的十三個特定「觀聲點」採集音頻，而十三個聲體化的「觀
聲點」，被實驗電音蒸餾過濾，復以光影折射串連起來，變成一條聲行道，一步步叩出馬頭角十三街
的光影交響曲。時空光影的移換交錯間，觀眾會聽到喃呢着的故事，還是被廢棄的歲月哼着的一曲茫
然的未來，又或者甚麼都不是的蒼白的無根的鄉愁？便唯有親自來體驗感知了。

？
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展覽，因為它是M+的第一個建築展。
眾所周知M+是本土一所全新的視覺文化博物館，將重點展出二十世紀和二十

一世紀的藝術、設計與建築及影像。而本展覽則是M+所策劃的第五個「游擊」展
覽。
透過「構。建M+：博物館設計方案及建築藏品」展，公眾可細賞由世界知名的

瑞士建築師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聯同香港TFP Farrells和香港奧雅納工程
顧問公司的M+大樓設計，展覽將回顧國際評審團對M+大樓設計方案的評選過程，
包括簡要介紹其他入圍設計方案，並進一步揭示60,000平方米的M+大樓怎樣逐步
發展完善、直至預計在2017年年底完工。
這場展覽由M+及Herzog & de Meuron聯合策劃，採用模型、圖解、效果圖和投

影的方式，呈現M+大樓的亮點，其中包括毗連公園和海濱以及藝術廣場的地面公共
入口處，一個專門展示影像藏品的展區及咖啡館；一個可放置大型藝術裝置展的地

下展區，以及一
個提供多樣化展覽空間的展
廳——其中包括展示當代水墨藝術的
專區和一個可直通所有展區的中央廣場。
展覽也將展示亞洲地區首個建築藏品系列──M+建築

藏品所挑選出的100多件作品，其中很多是首次面世。這些展品來
自香港、中國內地、亞洲及其他地區的35位建築師、事務所與藝術家，貫穿
1920年代至今的建築歷史。通過這些展品，觀眾可以體會M+如何用突破傳統的方

式來收藏、理解和思考建築。參展作品出自多名舉足
輕重的香港、中國內地及國際建築師之手。而為體現
M+的「跨界」特質，展覽還將展出一些異曲同工的
視覺藝術藏品，包括曹斐、「又一山人」等藝術家的
作品。
M+行政總監李立偉博士表示：「本展覽具有里程

碑意義，一方面把優勝設計團隊的傑出M+大樓設計
呈現給公眾，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們的策展人正在如
何構建全球最重要的建築設計藏品組合之一。在亞
洲，這無疑是一個創舉。」
展覽期間也將舉辦一系列免費活動，包括導賞團、

講座、工作坊等，旨在加深公眾對這項盛事的理解。

M+！M+！

「構。建M+：博物館設計方案及建築藏品」
時間：1月10日至2月9日
地點：香港港島東太古坊康和大廈一樓ArtisTree

漢雅軒30周年：
何為「中國當代」？

「漢雅一百：偏好」展覽
時間：1月18日至2月3日
地點：包氏畫廊及香港藝術中心

「漢雅一百：偏好」學術架構
時間：1月17日至2月15日
地點：漢雅軒畫廊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針情線韻針情線韻」」

「針情線韻：中國少數民族服飾與背帶」
時間：即日起至2月9日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瞇》：日常經驗的抽象表達

「瞇」多媒體展覽及聲光藝術表演
時間：1月4日至31日（聲光藝術表演：1月18日晚七時十五分）
地點：「錄映太奇」（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13室）

「琴」是
中國最早的
彈撥樂器之
一，歷史可追
溯至三千多年
前，現在通稱「古
琴」。傳統文人多通
曉「琴、棋、書、
畫」，琴居此「四藝」之首，在中國文化具特殊地位。2003
年，古琴藝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
表作」，成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欣賞古琴藝術時，除了可研究琴人技巧與演繹，更不可忽略斲
（「斲」音琢，是「劈、削」的意思，古人慣稱造琴為斲琴）琴的
藝術本身即是一種集木藝、漆藝、書法、音樂的傳統造琴藝術，製
作出的琴器都是精緻的藝術品。在香港，一直有琴人將「斲
琴」和「彈琴」藝術傳承，不但將兩者結合，親手斲琴給自己
彈奏，而且將斲琴本身視為一種藝術創作。當中一位將畢生的
熱誠貫注於宏揚古琴藝術的琴人蔡昌壽，除了成立蔡昌壽斲琴
學會外，更在年屆八十歲仍然堅持每周親自將畢生所學「口傳
心授」予一眾本地琴人，培養斲琴人才，薪傳古琴文化。
這場展覽的主題圍繞斲琴和彈琴藝術，以「傳統手工藝」和
「表演藝術」兩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合為切入點，貫串琴
人、琴器、琴絃、琴曲、琴譜，把古琴的結構、彈奏特色，以
及在現今社會的傳承都一一羅列，帶大家走進清幽淡雅的古琴
世界。展覽的其中一個亮點是重構的斲琴工作間，觀眾可以從
重構的斲琴工作間，認識製造古琴的主要工序和技巧，感受清
音背後斲琴人的靈心巧手。

文化博物館：
「香江琴緣」

「香江琴緣」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3月10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專題展覽館（五）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M+■M+建築藏品建築藏品：：太平山頂老襯亭展示太平山頂老襯亭展示
模型照片模型照片（（山頂纜車山頂總站山頂纜車山頂總站))，，中中
國國，，香港香港，，19671967-- 19721972。。

■M+■M+獲選設計獲選設計：：Found SpaceFound Space（（圖片由圖片由
Herzog & de MeuronHerzog & de Meuron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及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提供局提供））

■M+■M+建築藏品建築藏品：：九龍寨城西南部鳥瞰圖九龍寨城西南部鳥瞰圖，，中國中國，，香港香港。（。（噴墨印刷噴墨印刷
紙本紙本））

■■曾梵志作品曾梵志作品《《內傷內傷》》
（（圖片由漢雅軒提供圖片由漢雅軒提供））

■■《《今天今天》》文學雙月刊文學雙月刊（（創刊創刊
號號）） （（圖片由漢雅軒提供圖片由漢雅軒提供））

■■黃智銓黃智銓（（Kenny WONGKenny WONG））
■■黃仲輝黃仲輝
（（Dennis WONGDennis WONG））

■■苗族花蝶紋刺繡背帶苗族花蝶紋刺繡背帶

■■彝族女裝彝族女裝

■■侗族女裝侗族女裝

■■琴人彈奏自己斲製的古琴琴人彈奏自己斲製的古琴。。

■■老三泰回回堂琴絃老三泰回回堂琴絃
（（民國初年製造民國初年製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