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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月港鐵
找到我的時候，我過來看

了這個地方，覺得很震撼，
因為從來沒看過香港有一個在我
面前的考古挖掘。那種震撼的感
覺是像此時此地是2014年，卻在
這裏發現了差不多 900 年前的事
物，所以我覺得它是港鐵站裏面歷
史感最重的一個。」資深陶藝家黃麗
貞多年來鑽研陶藝與箇中歷史，頭一
眼見到這個奇妙的場景，創作的念頭
便源源不絕地開始。
宋皇臺這個站本身因為考古發現，
自帶歷史光環，黃麗貞知道自己的設
計不會展示在大堂，也不會是一個大
面積的設計，因為不能搶了文物本身
的風頭，與此同時更要作為一個拋磚
引玉的「前菜」，讓觀者欣賞該站
出土的宋代出土文物並仰望中國歷
史文化的輝煌。「當時我想了很多
方案，最後決定用一個比較傳統
的方法去展示。」她說道。
在最終的呈現中，這個名為
《大地陶詞》的作品佔據了月
台中央的部分位置，主要以
圓柱為中心展開。黃麗貞
以當代手法呈
現宋代

美學，利用陶瓷浮雕重新詮釋宋代的畫
作，展示春季冬季更迭和日與夜輪轉的
美境。
這個設計作品有幾個重要元素，其中

一個是歷史。「雖然我不是歷史學家，
但普遍市民也不是，所以那個歷史感比
真實的歷史事件更吸引人，那是一種想
像的能力。當中有一些時光的流逝的概
念。」黃麗貞介紹，四條柱子分別屬於
兩組概念，其中一對是四季的更替，兩
個極端，一個是冬、一個是春；而另一
對則是朝暮的對仗。「我希望通過這個
對比能讓人感受到時間的流逝。香港人
很忙碌，所以我希望當人坐在這裏，至
少有幾秒鐘可以抬頭看看，就可以稍微
喘息一下。」
而另一個元素則是藝術。此前，宋皇

臺最重要的出土物是陶瓷，另外便是古
井和城市的結構。「這些器物本來是日
常生活中的，但我就想，那藝術呢？藝
術是怎麼樣的呢？」黃麗貞發出了疑
問，「我想如果對中國藝術史有一些認
識的話，就會知道宋代的藝術史是中國
歷史上的一個高峰，陶瓷和繪畫在當中
屬於比較視覺呈現的，我就希望能夠將
這兩樣放在一起。所以這四個柱子的視
覺效果其實是有宋代繪畫的概念的，而

宋代的繪畫對日本的浮世繪影響
是很大的，我覺得很摩
登。」由此，呈現出來藝
術這個環節。
最後一個元素是陶

瓷。黃麗貞自己本身是陶藝家，她對陶
瓷有一種天然的愛好，除了宋代本身的
陶瓷藝術引人入勝，她覺得宋皇臺這個
位置本身也具有陶瓷的遺留感。「這件
作品在這一刻的出現，也會成為一種歷
史。」900年前在這裏發生的一切為今日
的這份作品造成了影響，而這種影響對
900年後，也必定成為一種聯動，「我自
己很喜歡去做資料搜集，查閱歷史，但
我覺得真正的歷史固然重要，但更有意
義的是用藝術作品呈現時間的流逝，同
時感動人，然後讓個人理解到時間是怎
麼樣過去的。」黃麗貞說道。

觀者與作品的緣分都是歷史
時光與歷史本身已經能賦予作品天然

的藝術概念，但黃麗貞覺得並不需要強
調一個作品由創作者釋放的「意義」，
「大家來去匆匆，我希望整個給觀者的
感受是簡潔的。做公共藝術和做私人創
作不一樣，中間有很多妥協。好的作品
是可以有很多的解讀的，我雖然出發點
可能比較『深』，但更好的是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觀感和共鳴。」她說。
「無論是地鐵還是市民對公共藝術的要

求都越來越高，這當然是一個進步，我希
望這種事會繼續發生。」通常觀者只會看
到呈現的作品，但是在宋皇臺站，卻將整
個創作的過程和資料都呈現了出來，在大
堂到出口那條路。「但我覺得不要強調，
因為歷史事件的發生本來就是偶然的，所
以觀者對它的關注也是一種緣分，這也是
我所強調的歷史感。」

「當我再一次站到紅磡站的站台上，走到那個
偌大的候車廣場中，我彷彿能夠看到多年前的那個
12歲的自己。」站在屯馬線最新啟用的紅磡站站台
上，藝術作品《失而復得》的創作者林嵐便如此感
慨道。
《失而復得》的創作初因很有趣，據林嵐說，她對

一個站台中最有興趣的空間便是失物認領，「這個空
間讓人覺得很奇妙，但同時也很震撼。」林嵐將這些
個人物品與社會歷史進行關聯，分別用石材、金屬做
成雕塑，穿梭在車站各個地方。擺放在月台盡頭的，
是幾塊「望夫石」，「這是我記憶中的一段旅程，所
以這個創作項目在我心裏已經很久很久。它講的是當
你剛剛踏進這個月台，一下車，便可以看到這些石
頭，同時當你離開這個站的時候，你也是坐在這裏等
車，它在歡迎你，也是跟你告別，既是起點，也是一
個終點。」石像在此等待，存在冀望，也有離別的溫
柔。
「而當你離開這個地方往上走的時候，你可以見到

一些紅白黑的圖案——這些紅白黑代表的那種特定的
袋子，在我記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因為我就是
拿着這種尼龍袋裝着行李來到這裏，我想把我記憶中
的這個袋子拿出來。」林嵐用紅白黑的色調做出混合
媒體作品，讓觀者感受到，當被這種有時代印記的圖
案包裹的時候，就好像去了另一個時空。
「我自己很經常來往紅磡站（東鐵），但我發現自

己很容易迷路，搞不清楚這個車站的方向，所以這次
的設計，我特意將紅白黑圖案的清晰度用以分辨方
向——越來越清晰的那邊就是車頭的方向，這是有實
際的作用的，也是為了我自己。」林嵐笑說。

「千千萬萬個『我』在這裏散落」
而散落在地面、椅子底下等各處的「失物」，則懷

舊意味更強烈一些，「凳子下面會有一些零散的物
件，這些物件是你存在過在這裏的印記。」林嵐說
道，「這個項目很寬闊地去講了港鐵是一個在城市之
內的交通工具，但是它既可以小到是一個很私人化，
譬如是我很個人的一些內心世界——事實上，現在所
能看到散落地上的物件，都是我曾經遺落的東西；同
時，它又可以廣闊到是千千萬萬個人的記憶。」
屯馬線紅磡站的藝術作品和大部分的站台有別——

它沒有一個特別大型的、標誌性的作品，幾乎是散落
在各個角落、各種維度和空間，這和「我們」很相
似，「這是一個聚腳點，因為這個站台就是由很多不
同目的、不同來龍去脈的人組成的，他們是他們，也
都是『我』。」林嵐說道。由此，分別放置在月台兩

側的行李箱亦透露着時光的秘密——它們屬於
創作者林嵐，亦是每個時代的變幻，它們既
私人，又是時光的縮影。

公共藝術中的公眾與個人
「公共藝術作品一定考慮很多，因為它

一定不能成為妨礙乘客的一件刻意之作，
所以太過大型的話，就本末倒置了。這些
物件雖然散落在地上，但其實都存在於行
人不會經過的位置。不過，這個作品在目前
來說還是算非常突破的設計。」而公共藝
術，尤以地鐵為主，考慮的更多便是物料、材
質，「我當時的主要物料是取材於可回收物
料，比如木材、布料，但是木和布在地鐵站都不
可以用，必須要使用不可燃的材質。」林嵐說。
「另一件很奇妙的相遇是這些物件所使用的物料

都是一些可回收、二手的鋁，其實這位鑄鋁的師傅
起初是完全不願意的，因為他覺得是上不了枱面的
物料，但我覺得這才是這個作品的意義，最終我說
服了他。」而那些物件的倒模，很多使用的則是
這位80歲的鑄鋁師傅的私人物品，既有他的手
錶，也有他孫兒的玩物，林嵐覺得這種投
射十分有趣，「往大了說，作品有城市
的歷史，往小的說就是每個人的故
事。」

宋皇臺的《大地陶詞》土瓜灣的《家》

由藝術家梁美萍及社區共同創作，並於車站大堂
玻璃板上展示逾100位街坊提供家中物件的照片和
背後的故事，把車站打造成時光錦囊，成就了一份
超然的藝術作品——《家》。
屯馬線的落成和啟用對於土瓜灣這個舊社區來說

可謂一份翻天覆地的變化，創作者梁美萍在收到創
作邀請的時候便去土瓜灣站附近觀察，她發現這個
地鐵站的特別之處在於每個出口幾乎都是社區、居
民。她開始思考，城市的更新與變遷對於眼下的這
些舊居民來說，意味着什麼？「我想知道這個答
案，但是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這種表達是很難
的，我希望能夠有更加實在的表現方式，看到他們
的想法。」她說。

創作時間長達4年，27組居民物品的照片，
伴着手寫的描述，這些平凡的物件，背後卻
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用沉甸甸的歲月

勾勒出的故事與情感，細細品味，
件件動人。「其中有一位婆

婆，她拿了一個假

髮出來。這個假髮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她原來
是在一間律師樓裏做清潔工作，而她覺得這是一個
體面的地方，雖然她在一個最低的職位，但仍然要
注重儀容。她總共有八個假髮，而這八個假髮則養大
了她的一家人。」梁美萍覺得這個故事當然算不上偉
大，或許不值得載入史冊，但這讓一個車站，一個遼
闊的公共空間，一下子與所有平凡的人間煙火連接了
起來。「其實很多舊的東西，你去文化博物館看也
會有，但是他們會很注重『罕有』這個角度，沒有
個別的人的故事，沒有背後的情感。」她說。
梁美萍說：「當開幕的時

候，真的有很多人在那
裏很緩慢地、仔細地
在看，我想其中一個
原因是因為他們熟悉
那些東西，也有可
能是那些故事讓他
們 可 以 投 射 自
己。」

藝術創作者將生活情懷傾注屯馬線
林嵐與林嵐與紅磡站紅磡站：：
是起點也是終點是起點也是終點

黃麗貞與黃麗貞與宋皇臺站宋皇臺站：：
當歷史那天照進今天當歷史那天照進今天

梁美萍梁美萍、、社區與社區與土瓜灣站土瓜灣站：：
逾逾100100街坊提供家中物件街坊提供家中物件

●●梁美萍用四年時間與社梁美萍用四年時間與社
區共同打造這件作品區共同打造這件作品。。

●●創作者林嵐幾乎每創作者林嵐幾乎每
日在此地經過日在此地經過，，與作與作
品情感共融品情感共融。。

●●行李箱既代表私人物品行李箱既代表私人物品，，
亦是時代變遷的印記亦是時代變遷的印記。。

●●公共藝術對於作品的呈公共藝術對於作品的呈
現相當謹慎現相當謹慎，，絕不能阻礙絕不能阻礙
乘客乘客，，因而設於椅下因而設於椅下。。

●●《《大地陶詞大地陶詞》》以當代以當代

手法呈現宋代美學手法呈現宋代美學。。

●●宋皇臺自帶文物光環
宋皇臺自帶文物光環，，至今仍吸引不少人特地前來站內參觀

至今仍吸引不少人特地前來站內參觀。。

●●黃麗貞提議將創作過程展示出黃麗貞提議將創作過程展示出
來來，，認為能夠相遇是一種緣分認為能夠相遇是一種緣分。。

●●黃麗貞利用陶瓷浮雕展示春季黃麗貞利用陶瓷浮雕展示春季
冬季更迭和日與夜輪轉的美境冬季更迭和日與夜輪轉的美境。。

●●假髮與婆假髮與婆
婆的故事令婆的故事令
梁美萍印象梁美萍印象
深刻深刻。。

●●土瓜灣站展示逾土瓜灣站展示逾100100位街坊的物件與位街坊的物件與
故事故事，，組成這件名為組成這件名為《《家家》》的藝術品的藝術品。。

對於公共藝術的創作者來說，作品

有別於自己的私密創作，除了要考慮符合空

間的結構與氣質，更要關乎安全、防護與公眾反

響。但是，若然創作者毫無個人情感，塑造的作品

便容易了無生趣，不飽含感情，無法打動觀者。2021

年6月甫開始運營的香港屯馬線二期，由於選址經過

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地標，當中三個站台，包括土

瓜灣、宋皇臺及紅磡，都在藝術創作上格外用心。

使得乘客除了享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外，更能充分

了解該區的文化和歷史。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黃麗貞利用陶瓷浮雕重新詮釋宋代黃麗貞利用陶瓷浮雕重新詮釋宋代
的畫作的畫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物件都由居於社區的老人提供不少物件都由居於社區的老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