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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前代以前，，香港本地木工業曾香港本地木工業曾

經歷過一段風光時期經歷過一段風光時期，，可惜後來經濟轉可惜後來經濟轉

型型，，對木工業的需求逐漸下降對木工業的需求逐漸下降，，傳統工藝亦隨之逐漸失傳統工藝亦隨之逐漸失

傳傳。。不過不過，，這個沉寂多年的行業這個沉寂多年的行業，，近年卻挾帶創新的元素捲土重來近年卻挾帶創新的元素捲土重來，，

以別的形式在社區不同角落重生以別的形式在社區不同角落重生。。最近最近，，由南豐集團策劃的由南豐集團策劃的「「世界之約世界之約」」便舉辦便舉辦

名為名為《《不是玩玩下不是玩玩下：：香港木工展香港木工展》，》，展出香港不同木工團體的木工作品展出香港不同木工團體的木工作品。。既展現既展現

了本地木工業行業發展的面貌了本地木工業行業發展的面貌，，同時亦探索回收木材多變的可能性同時亦探索回收木材多變的可能性。。一些看似一些看似

毫不起眼的木材毫不起眼的木材，，經過工匠一雙巧手改造後經過工匠一雙巧手改造後，，被賦予新生命被賦予新生命。。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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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眾教育着手認識木工價值

Bespecial Wood Carv-
ing&Woodcraft與一木合作完

成了名為《特洛伊木馬騎行車》的作
品，木馬不但可以觀賞，也能供小朋
友 騎 。 Bespecial Wood Carv-
ing&Woodcraft 負責人之一 Vivian 表
示，選擇以「木馬屠城記」中的木馬
為創作主題，是希望觀眾了解木藝曾
經在歷史上擔任重要角色。製作過程
中，兩個團體需要計算木馬的內部木
工結構，以寄細木中的直榫榫接方
法，組合頭、身、腳部位完成整體結
構，再以減法進行人手雕刻。為重現
歷史感，並增加儲物的實用性，馬肚
位置被掏空，由馬尾機關拉開抽屜，
會發現內藏很多小士兵。這隻雕工精
細的木馬的誕生殊不簡單，據Vivian
憶述，經歷了十多天整天的埋首製
作，才由普通的松木搖身一變成為眼
前的小木馬。

香港木工藝遜台灣日本
Bespecial Wood Carving&Woodcraft
由Vivian及Justin二人創立，旨在推廣
木雕藝術。Vivian及Justin皆對木雕很
有興趣，並希望深入鑽研。奈何香港
沒有專門教授木雕的課程，因此，兩
人不約而同到了台灣學師，並因此相
識。回港後，兩人希望以此為志業，
便成立工作室，進行木雕創作，並開
班教學。Vivian表示，香港缺乏相關
的課程，既然他們在外地學成歸來，
希望能把這些知識及技藝與本地有志
學習木雕的市民大眾分享。Justin與
Vivian飄洋過海學習木雕，是對藝術
的執着追求，而他們深明未必每個來
參與課程的人都渴望成為雕刻家，因
此，他們希望每位參與者能透過雕刻
的過程，學懂放慢生活的腳步，享受
當刻。
雖然香港的木工藝發展仍遠遜鄰近
的地區如台灣、日本，但Vivian亦喜
見近年本地越來越多人對這種手藝有
更深入的認識。「以前的人分不清木
雕及木工，我們會向對方解釋清楚。

後來他們開始知道自己在學習什麼，
或者此前已經嘗試過數種木工工藝，
我覺得香港（木工藝發展）是在逐漸
成長的。」有些木工團體的風格會以
實用為主，例如為客人製造傢具，實
實在在，睇得又用得。那麼木雕的價
值又何在呢？Justin形容，雕刻是一個
減法的過程，雕刻時手上的木頭一路
減少，把最重要的部分保留下來，透
過進行減法的過程，是自我療癒的極
佳方法。香港人出名追求快靚正，但
木雕創作則是漫長的修煉過程，Justin
說：「我們一直堅持這個概
念，相信很多人都需要
這樣的過程。」

木雕亦可治癒心靈

●Vivian與Justin認為雕木的過程就
如經歷一場心靈治療。

●●《《特洛伊木馬騎行車特洛伊木馬騎行車》》

●Gou-Gea表示希望更
多人認識木藝的價值。

● 盧 樂 謙
（左）與袁
嘉駿希望大
眾透過展覽
認識木工的
價值。

●●木工也可以很有趣木工也可以很有趣。。

●●作品作品《《無題無題》。》。

●作品《RE：ROLDABLE》。

▶《藝術品運動機》

▶《手把運動機》

▼《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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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木工團體展創意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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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Workshop與makeitwork studio合作完
成了一件名為《排排坐》的長椅，在D2
Workshop負責人Dou-Gea的「操控」下，這
件長椅神奇得有如變形金剛——前一分鐘仍
是一張可容納三人同時坐着的椅子，下一分
鐘就變身成為一塊搖搖板；把中間一個有扶
手的兒童櫈拆下來後，又成為可容納四人坐
下的長椅。作品實用之餘又帶點玩味性質，
難怪在展出期間頗受小朋友歡迎。
「因為makeitwork以製作玩具為背景，我

則以傢具為背景，在此情況下，我們就想到
以家庭作為主題。現在的家庭普遍以三人為
一單位，我們就構想製作出一張能讓三人同
時坐下的椅子。」Gou-Gea解釋《排排坐》
的創作理念。這張體積不算太大的木椅，擁
有多重功能，既可以讓一家人親密坐下，又
可以化身兒童玩樂裝置，方便收納，適合香
港寸金尺土的生活環境。
D2 Workshop成立於2015年，由Dou-Gea

一人負責打理，現時於火炭設有工場，主力
負責木傢具的設計及生產。Dou-Gea原本從
事平面設計的工作，其間發現自己很着迷
「落手落腳」製作一些物件。及後在投身展
覽布置工作的過程中，學習到處理及製作木
材的技能。「當時的想法是，希望能做得精
品一些。」如是者，Gou-Gea便索性開設工
作室，創立自己的品牌，如今已走到第六個
年頭。

對香港木工業發展感樂觀
儘管香港木工行業的盛世日子已隨着本地
經濟轉型而成為過眼雲煙，但談起現時本地
木工行業的發展，Gou-Gea卻依然感到樂
觀：「我很幸運能成立自己的品牌，可以接
到一些項目，自己又享受其中。我覺得香港
仍然有很多機會，我看好當中的多變性發
展，像今次展覽的作品中，既有展現藝術性
為主的，也有以功能性為主的。」現時本地

約有數十
個木工製作單
位，各單位的
風格又不盡相同，若
能在各自的領域探索，
或許能令木工業以另一種形
態重生，並開創另一個黃金時代。
投身這個行業的人大概有幾分浪漫
的理想，不過，又是否有那麼多人懂得欣
賞？「像我的客源就是本地為主。（香港）
都很多人喜歡，但需要由客人教育着手。很
多時別人不明白當中價值何在。他們會覺得
木頭是唾手可得的東西，卻不明白製作時是
需要融合技藝、知識、意念，才可以生產出
一件作品。」Dou-Gea表示，自己會充
當「教育大使」，讓市民大眾認
識木藝的價值。

如今計劃走到第六部曲，集團邀來17個
本地木工團體齊齊展示創意與玩味兼備

的木工作品。南豐集團「世界之約」策劃人
盧樂謙表示，木工在不同年代經歷不同演
變，在戰後時期，主要集中在生活所需上，
例如三行。來到今天，不同風格的木工團體
漸漸冒起，工匠多數較為年輕，對工藝有更
為執着的追求。透過展覽，希望觀眾在與作
品互動的同時，亦能從中深思木頭之於我們
的用處及價值，並且認識樹木與人類的關
係，學會愛惜木材資源，提高環保意識。

玩味木工作品可供觀眾玩樂
展覽根據不同主題分成三個區域，
包括「挑戰區」、「想像區」及

「休憩區」，有不少都是可供
觀眾玩樂。「不是玩玩
下：香港木工展」策
展人袁嘉駿表
示，雖然現場
不少是趣
味十足的

木頭裝置，但策展團隊希望透過這些充滿玩味
的木工作品，帶出本地木工業在發展過程中面
臨的不同阻力及困難。盧樂謙則表示，希望透
過這些具玩味性的裝置及有趣的工作坊，讓市
民在參觀展覽時更為容易投入之餘，亦能多了
解展覽背後帶出的信息，例如木工行業的發
展、木頭回收行業的現狀、從事木工業的藝術
家的想法等等。

踏入展場，首先迎接觀眾的是在
「挑戰區」展出的作品之一《無

題》。這是由木工團體「六
木」設計的木製波子滑道
裝置，滑道上有各種
各樣的關卡，讓觀
眾「關關難過

關關過」。據設
計者介紹，以這
樣的關卡比喻本地工
匠在創作木工時的經
歷。「起初一帆風
順，但在探索新事物
的過程中難免要面對沿途的變數，要成功克服
障礙，才能製作出優秀的作品。在「想像區」
中，觀眾可以透過使用各類型回收木升級再造
的小型作品，了解木材的可塑性，引發自己對
與樹木關係和實踐環保升級再造的反思。團體
之一「木碎好少年」展出三件運動機，包括
《土炮》、《手把運動機》及《藝術品運動
機》。三件作品均把藝術品與運動機結合，觀
眾可探索以「木」作為機械組件的應用。至於
在「休憩區」中，一系列混合家居和玩味元素
的作品則呈現在觀眾眼前。Zou-mat和道具所
共同製作的《Re：ROLDABLE》，以香港常
見的傢具摺櫈為靈感，用上不同木種製成樂
器。觀眾可以通過敲擊櫈面來玩耍，探索
不同木材所發出的音調，引起人們對於
日常生活的好奇心，重新思考如何創
新地為尋常日用品注入新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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