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港鐵尖沙咀站和尖東站交匯處的鐵尖沙咀站和尖東站交匯處的KK1111
購物藝術館外每天都熙熙攘攘購物藝術館外每天都熙熙攘攘，，相相

信途人不難被早前的信途人不難被早前的「「賽馬會賽馬會『『傳傳．．
創創』』非遺教育計劃非遺教育計劃」」周年展覽所吸引周年展覽所吸引。。
展覽展出由香港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員創展覽展出由香港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員創
作的逾作的逾500500件本土作品件本土作品，，它們都糅合了它們都糅合了
研究研究、、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延續了香延續了香
港其中九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奇港其中九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奇，，當當
中一項就包括了廣彩製作技藝中一項就包括了廣彩製作技藝。。從上而從上而
下下、、從左至右從左至右，，廣彩瓷器整齊地排列於廣彩瓷器整齊地排列於
展廳一邊的牆上展廳一邊的牆上，，前來的人能夠一睹以前來的人能夠一睹以
傳統廣彩技藝作為基礎傳統廣彩技藝作為基礎，，同時注入當代同時注入當代
藝術元素的廣彩瓷碟和瓷勺藝術元素的廣彩瓷碟和瓷勺，，比如是當比如是當
今為人熟悉的風景今為人熟悉的風景、、事物事物、、語句語句，，甚至甚至
也有動畫故事的情節也有動畫故事的情節。。有別於傳統的廣有別於傳統的廣
彩瓷器彩瓷器，，本次展覽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本次展覽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
化化。。

靈活性帶動廣彩變「潮」
廣彩製作技藝大師何廖綺玲（Betty）

在這個計劃中夥拍當代藝術家嚴惠蕙
（Florence），帶領一些中學生，穿梭
於昔日傳統廣彩製作與當今世代，不單
單將工藝的知識與技巧傳授，同時也在
過程中，讓學員認識廣彩的歷史背景，
一同為廣彩的未來尋覓新的路向，創作
出帶有個人風格和特色的廣彩瓷器。
「很多人覺得廣彩製作是夕陽行業，逐
漸式微。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認為，因
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靈活變通的能力。」
Florence舉例，過去因為廣彩的物料，
而再無法出口的一些器皿，後來成功被
轉換成花瓶或者燈座出口出售。同樣，
本次帶着學員一起創作，為廣彩找到了
突破口，不但沒有收窄廣彩的可能性，
甚至帶動廣彩這個手工工業變得越來越
「潮」。
Betty和Florence各自帶着不同的原因

迷上了廣彩製作技藝，也因為它而遇上
了彼此。作為活躍於彩瓷界的畫家Betty
分享到自己在鄉村長大，本身就鍾情於
色彩和陶泥，對顏色既敏感也執着，所
以廣彩的製作就自然滿足到她對這方面
的追求和慾望。Florence是香港陶瓷研
究會的創會會長，同樣對藝術和陶藝教
育工作相當投入，因此在整理有關陶藝
的口述歷史、資料和文物的時候，對廣
彩產生了興趣，也逐漸投放更多的心力
在廣彩之中。

廣彩聯繫時代與生活脈搏
「最吸引我的是廣彩和香港的關

係。」Florence發現廣彩的內涵分別來
自不同方面，它的藝術形式和傳統固然
重要，她還提到，隨着歷史的長河一路
流動，上世紀的人口也在變化，部分內
地的廣彩師傅遷到香港，然後落地生
根。他們在廣彩製作的時候，慢慢將眼
前香港的特色、元素和生活細節滲透在
瓷器之中。「我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
從中我更深入了解到自己出生的地
方。」Florence認為英

治時期的香港有很多帶本土特色的生活
和文化，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歷史，所以
香港的廣彩很容易讓人找到共鳴感。
不少人對廣彩的背景並不陌生。內地

景德鎮自十八世紀初已經開始有瓷器，
後來輾轉帶來香港，業界承載了一股
「中國熱」，深受當時來自西方國家的
人歡迎。彩瓷不但是當時的貢品，也成
為出售到其他地方的外銷瓷。Betty提
到，過去很多外國人喜歡訂製廣彩瓷
器，當中的「紋章瓷」能夠表現家族地
位和身份；「觀賞瓷」較多刻畫風景和
宗教信仰的象徵，往往跟生活息息相
關；「嘜頭瓷」大多用來紀念當時所發
生的事情。「用廣彩的風格和技巧去畫
香港彩瓷的時候，廣彩的用途被發揮得
淋漓盡致。」Betty續以實用的「嘜頭
瓷」為例，它經常被餐館、酒店和茶樓
所訂購，因為瓷器上會畫有一個地方或
者機構的商標，便於辨別性質和品牌。
而這個概念後來亦被一些商業機構所採
納，例如是迴轉壽司的餐廳，裏面的碟
都用顏色來區分價錢，這種做法對於人
們來說都是熟悉的日常。「但凡與生活
同步的工藝品才能吸引人，才能有感
情。」Betty認為這種從實用的價值延伸
出來的工藝品特別容易勾起人們的回憶
與情感。

包容精神是廣彩的DNA
近幾年Betty到一間設計學院任教，學

生的畫風也很貼近現代的生活狀態。她
舉例，有同學在瓷器上畫長洲的搶包
山、麻雀的牌局、飛行器等，將生活精
彩的部分透過廣彩表達，無論是觀賞還
是使用彩瓷的人，都能通過觸感和視覺
觀感跟畫家形成交流。
而在本次的展覽中，前來的人都能在

廣彩瓷器中欣賞到學員在日本旅行時看
見的風景、電影的主角、寵物以及其
他生活中經常忽略的美，這些都展
現在瓷器有限且無限的空間裏
面。「這個空間不單單是
裝飾，而每個人都可
以視它為一個
表達的

場 域 。 」
Florence認為除去廣彩實際的
用途，它還可以是跨越時空的
通道、歷史場景的描繪，同時也
是個人慾望、想法、夢境、抽象
的表達，甚至是一種身份的展
示。
「包容的精神是廣彩的DNA。」

Florence提到廣彩當年出海到商埠的
時候都是在回應世界各地的需求，到
了今天廣彩吸納和迎合新事物的胸襟
依然存在。被問到傳統和當代之間應
如何取捨，Betty雖然相當贊同Flor-
ence的見解，卻提醒喜歡學習廣彩技
藝的人即使刻畫的內容能夠貼近生
活，也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但不能
「無根」地去做。「我怕年輕人飛得
太快，我要讓他們必須打好廣彩技藝
的根基。」Betty提到廣彩裏面有一個
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因為它是科技
無法替代的，而且它屬於人與人之間
的傳承，她希望學員可以在廣彩技
藝中首先體驗到這種精神。「藝術
創意是沒有界線的，但是觸及到傳
統技藝，就一定要把握好當中的基
礎和技巧。」Betty盼學員接觸廣
彩以後，能夠拿捏好這門工藝的
規範，緊握着它的根去發揮，
她相信學員學習到某個階段就
會將技巧內化，再從成熟的
階段開始創新。與此同時，
Betty亦希望學員能夠肩負
傳承的責任。「廣彩不
應停留於一個階段，我
們能夠將技藝交給另
一個人，再接着傳
下去，這樣才能
變得精彩。」
Betty說。

廣彩工藝師將未經上色及繪畫的素色瓷器稱為廣彩工藝師將未經上色及繪畫的素色瓷器稱為「「白胎白胎」，」，經過經過

清洗以及底部磨光的過程清洗以及底部磨光的過程，，猶如白紙一張猶如白紙一張，，任由工藝師利用色任由工藝師利用色

彩給瓷器賦予靈魂彩給瓷器賦予靈魂、、陶造新生命陶造新生命。。廣彩既用於實用的器皿廣彩既用於實用的器皿，，

也是一件件藝術品也是一件件藝術品，，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師傅親手在白胎不同的師傅親手在白胎

中刻畫中刻畫、、記錄屬於記錄屬於「「當下當下」」的故事的故事，，尤其值得被珍重尤其值得被珍重。。

即使廣彩製作技藝於即使廣彩製作技藝於20082008年被列入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錄化遺產名錄」，」，但它在香港並沒有高傲的姿態但它在香港並沒有高傲的姿態，，反而繼反而繼

續平實地活在大眾的生活當中續平實地活在大眾的生活當中。。然而然而，，即使廣彩的技藝即使廣彩的技藝

找到最佳接棒人找到最佳接棒人，，還是要面臨失傳的命運還是要面臨失傳的命運。。而所謂承傳而所謂承傳

能否抓到廣彩的痛點能否抓到廣彩的痛點，，在它面臨在它面臨「「命危命危」」的時候給它適時的時候給它適時

「「輸血輸血」」呢呢？？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陳苡楠

對於廣彩製作技藝的命途，Flor-
ence和Betty都一致認為，想要延續
它們的壽命，除了是廣彩師傅以及
愛好者行內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
外，大眾和政府對這些技藝更多的
認同、尊重，更有助它們在社會上
穩固發展。「廣彩的存亡很在乎社
會對一個文化價值是否有心和重
視。」Florence覺得傳統手藝的師
傅營營役役一輩子，很多都是夾在
平凡人中的奇才，可是到了他們退
休或者技藝的式微，都沒有被大眾
去珍惜或者重視表揚。親眼看見一
些廣彩師傅後來轉向看更、地盤等

行業，不免令人感到心酸。她建議
政府能夠參考日本或者德國等國
家，給傳統工藝師提供晉陞的階
梯，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對他
們畢生的付出一種最好的回饋。
Betty則建議，有別於一般的商業

模式，廣彩今後可以嘗試走精品的
路線。現今的物質生活豐富是源於
科技不斷發展，Betty認為，正是因
為這樣，人對高品質和品味生活更
有追求。「廣彩瓷器是有人性的作
品，因為它是人手親自描繪，賦有
獨特性，即使瓷器上有瑕疵，當中
的人性是其他物質無法媲美的。」

Betty期待將來有針對廣彩瓷器的一
套新的營運手法，先保障師傅的知
識產權，同時保留着廣彩瓷器的靈
魂。另外，Betty坦言明白香港人即
使有心想推動廣彩的傳承和發展，
很多時候也會因為工作、家庭的因
素佔據大量的時間而有心無力。她
提出廣彩或許能夠推及至香港各個
展能學校，因為裏面的學生往往有
更強的專注力，而且他們在藝術、
工藝方面大多更有優勢，也有足夠
的空間去探索與發展。「我相信他
們可以製作出很好的作品。」Betty
說。

先不提平日的
工作坊、課程、
展覽或者其他宣
傳報道，單看本
次參與計劃的學
員人數，香港顯
然不缺對廣彩感
興 趣 的 人 。 然
而，廣彩仍然有
傳承的迫切性，不
但是因為行內的師
傅很多都步入晚
年，剩下很少有資
歷的師傅繼續製作廣
彩。更重要的是廣彩
技藝最關鍵性的物料
也快要失傳。「香港的
廣彩現在面臨的困境還
是蠻嚴峻的。」根據Betty
形容，廣彩師傅一直以來
都是依賴廣州供港的色粉，
而當地的色粉則是早一代所做
的，做完以後就一瓶瓶被存起
來，但存了一段時間被不同的廣
彩師傅用着用着就很快用完。
「你或許會問，色粉用完不是再做
就可以了嗎？」Betty透露調教色粉
其實需要很多技巧，當中還涉及到很多
商業秘密，僅是這個原因很多調配色粉
的公式都不會被公開。
除此以外，Betty還提到即使有色粉可以購

買，過去大部分
時候廣彩師傅都
是特意到內地一趟將它們運回香港，所以一
次運輸的存量並不會很多。疫情關係師傅無
法到內地去，加上色粉的公式逐漸消逝，相
比起缺廣彩的接班人，香港廣彩師傅缺乏更
多是色粉的承傳。作為廣彩技藝師傅之一的
Betty，在不斷跟其他更資深、更有經驗的大
師學習的過程中就深深感受到色粉承傳刻不
容緩。「唯一將傳統廣彩的色調保存的方法
就是抓緊現在還在的師傅，因為只有他們試
過動手開粉。現在真的只靠口耳相傳。」Bet-
ty希望早日能夠找到最合適的公式，將色粉
給學員繼續練習，因為這是談廣彩的傳承、
創新的大前提。

珍惜平凡人中的奇才珍惜平凡人中的奇才 防技藝失傳防技藝失傳

勿遺忘傳統手工藝之二
在既講求迎合科技的速度，同時又着重放慢腳步的年

代，就像菲林相機雙重曝光的功能一樣，出現了重影、兩
個主題交疊微妙的視覺效果。要是將身處的這個時代幻化
成一張照片，或許能捕捉到因為時代更迭而產生新舊交替
的「瞬間」。擁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似從老化到活化之
間的瓶頸中漸漸找到出口，無論參與者或者是感興趣的
人，應該怎樣為逐漸被遺忘或者淘汰的日常，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如何為這些產物製造更豐富的未來？漁網編織、
金屬工藝、廣彩工藝、紮作、剪紙、吹糖、麵塑、蒸籠製
作等都因為工藝師退休和轉行，傳統技藝面臨失存的危
機，大眾要珍惜和重視一些平凡人中的奇才。

列入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國家級非遺名錄」」的廣彩製作的廣彩製作

●廣彩製作技
藝大師何廖綺
玲（左）和當
代藝術家嚴惠
蕙。

●Betty（右二）、Florence（左一）
以及計劃中學員的合照。

傳承廣彩色粉面臨困境

●Betty提到
行內急需要
調教廣彩色
粉的公式。

人手親自描繪的瓷器有靈魂

●●廣彩的色粉面臨着失傳的危機廣彩的色粉面臨着失傳的危機。。

●Betty認為要抓緊時間向廣彩師傅學習技
藝。

●除了一般的廣彩瓷碟，展覽還展出了學員創

作的瓷勺。

●以「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為主題的廣彩瓷器。

●有別於傳統的廣彩瓷器，本次展覽
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化。

●Betty廣彩瓷器的作品。

◀◀計劃帶動廣彩技計劃帶動廣彩技
藝此手工工業變得藝此手工工業變得
越來越越來越「「潮潮」。」。

●●BettyBetty認為在扎認為在扎
實的基礎下實的基礎下，，廣廣
彩有很大的自由彩有很大的自由
度和發揮空間度和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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