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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死而復生」者眼中的世界是
怎樣的？近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堂展覽場E2館
舉辦了「生之讚」攝影展，作品來自「同心行攝
影會」的一群癌症康復者。經過漫長治療、對生
的苦苦渴求，重生後，他們細味人生的每一𣊬 、
每一景，藉鏡頭歌讚生命可貴。
「同心行攝影會」由一名癌症患者的丈夫Pat-

rick Kwan成立，他深深體會到癌症病人在治療
期間的不安和恐懼，越是專注病情，越是對生命
失望。他希望以個人所長助病患以攝影去追尋
美、感受美、活出精彩人生。該會目前共有104
個會員，大部分為癌症病人。其中一位會員患第
四期淋巴癌，同時面對親人離世、丈夫急病、兒
子年幼、再次病發等長期壓力，多年後獲合配對
的骨髓移植。她說：「攝影令我改變人生態度，
懂得放慢腳步，靜心欣賞和觀察周圍美麗景物，
學習到轉換角度看事物，不再將焦點集中在癌症
的影響上，用鏡頭去捕捉最美麗的光景，活在當
下，令人生下半場活得更精彩！」

「藝術是與大眾的對話，對生活的感悟，
在心靈上的共鳴。」本地雕塑家潘星瑋說。
為呈現年輕藝術家的多元創意，V54特邀

專注於雕塑工藝的本地藝術家潘星瑋（An-
ton）舉行網上藝展，運用近百年歷史的法
式大宅作為展示空間，以十件平面與立體的
原創視覺藝術品，鋪陳出藝術家對城市建築
與身份回憶的探索與想像。
九十後的Anton於香港出生，並在澳洲學

習與工作逾十七年，一直透過雕塑向普羅大
眾傳遞他的想法，創作多與公共領域相關，
並喜歡以比喻手法反映社區的文化歷史，同
時為觀眾留有反思的空間。創作以外，An-
ton亦肯定藝術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積極投入教育工作，今年更首次擔任V54的
藝術導師，為6至12歲兒童帶領工作坊，以
自由繪畫與紙皮拼貼等素材讓小朋友體驗工
藝結構與色彩美學，進一步推廣社區藝術。
「城。塑——潘星瑋雕塑展」將從藝術家

曾於異鄉生活的背景出發，並以幾何形狀與
多角度構成的雕塑創作，探求香港或澳洲兩
地與自身的聯繫，而這些啟蒙意念的城市建
築與景象，映照在平面拼貼與立體雕塑等作
品中，是次展覽將包括以亞加力膠板與多種
色彩創作的「重新探索系列——香港建
築」，以及需要經過多種打磨與雕刻工序、
全新打造的「中庸系列」將首次登場，讓大
眾欣賞既獨特又具啟發性的創作。網上藝展
將於即日起至27日舉行，不設現場參觀，
詳情請留意V54的facebook專頁公布。

●文：Vivian 圖片由V54提供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介紹，今次展覽展品眾多且複
雜，僅用了三個月籌備，時間非常緊張。對他而言，

籌備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在大學時讀中國歷
史，都是以清代及之前的歷史為主，對於近代史接觸得比
較少，今次展覽中有很多人物，我都是第一次聽說。」為
此，他特別感謝了今次擔任策展顧問的許禮平、許樂心
父女：「許先生對於展品如數家珍，為展覽提供了許
多趣致動人的故事。」楊春棠相信今次展覽可從一個
新鮮維度和視角，令觀眾透過名人志士相關的文物，
去還原出波瀾壯闊的歷史。

展覽激發港人對近代史興趣
出自1912年至1999年間共計91組展品，涉及人物包括李大
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鄧中夏、鄒韜奮、趙延年、傅抱
石、陶行知、郭沫若等二十世紀與黨史相關的人物，呼應「共載
風華，匯聚當時同志」的主題，不論地位顯達與否，只要是當時
在學界、文化界、政界領域發光發熱的愛國志士手澤，此次均有
展出。楊春棠表示，今次展覽和一新以往的展覽有很大不同：
「之前都是藝術品、個人作品，但今次是雜錦式展品，我們就以
人物背後的故事來包裝。」他坦言此次展品雖不足以完整地講述
黨史，但可清晰照見當年革命志士的愛國精神。「我們不應忘記
他們的故事，因為有他們才有我們現在的生活。希望這次展覽可
以彌補教材少講近代史的缺憾，激發香港人對近代史的興趣。」

看調解陳獨秀胡適爭執信件
甫入展廳，映入眼簾的便是李大釗、周作人為調停陳獨秀、胡
適之間爭執而書寫的信札。1920年末陳獨秀赴廣東出任教育委員
會委員長，擬將《新青年》遷移至廣東辦，而胡適堅持留在北京
辦，兩人互不相讓，李、周之調停信件即是這段歷史的佐證。楊
春棠認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的分歧不過是革命年代的一個「小
插曲」，可以看出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堅持，但不
掩他們相通的革命決心。
另有一些展品則出自香港觀眾或許沒有那麼熟悉的志士，比如
由《新華日報》華北版編輯黃祖雄手書的對聯。1942年5月日軍
重點掃蕩太行地區，集中進攻《新華日報》編輯部所在地麻田
鎮，華北版社長何雲堅持在戰區出報直至犧牲，寫得一手好書法
的黃祖雄亦是當時犧牲的報社人員之一。楊春棠說：「我們不應
遺漏和忘記那些為革命犧牲，而未有留下姓名的志士，他們的故
事都是一個時代的側影。」

V54「城。塑」潘星瑋網上雕塑展
探索城市建築與身份回憶

癌症康復者攝影展「生之讚」
藉鏡頭頌讚生命可貴

●Patrick Kwan的作品。

●會員作品中透露對生的頌讚。

●雕塑家
潘星瑋

●潘星瑋作
品《曖昧》

●潘星瑋作品「重新探索系列」

百件革命志士手澤「共載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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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致梁寒操夫人信函

●陶行知致張一渠
手札（部分）

●沈振黃、郭弼昌、楊治明所創
作的《大家看報》

●傅抱石所作
《 塔 影 掛 霄
漢》（左）與
《 井 岡 山 》
（右）

●齊燕銘刻「江山如
此多嬌」鈐印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

●●李大釗致胡適手札
李大釗致胡適手札

●陳獨秀手書對聯

●趙延年木刻版畫《抗議》

●楊春棠希
望今次展覽
可以激發觀
眾對近代史
的興趣。

展覽：「共載風華：二十世紀革命志士手澤」
時間：即日起至2022年1月15日
地點：九龍觀塘海濱道165號SML大廈4樓

�

劇集《覺醒年代》的熱播，重現了二十世紀中國歷

經的磨難與轉變，亦將一群革命志士帶入今日觀眾眼

簾。他們的事跡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互動，展現了志士

和國家命運的休戚與共，以及在國家危難和個人窘境

中一直堅守的愛國情操與革命精神。近日，一新美術

館推出展覽「共載風華：二十世紀革命志士手澤」，

透過亢慕軒私人收藏的91組書法、繪畫、信札、手

稿、海報及印章等革命志士留下的真實記錄，讓我們

更加貼近他們的人生與時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