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巴塞爾開展在即，香港家喻戶曉的塗
鴉藝術家「九龍皇帝」曾灶財個展《「九龍
皇帝」物語》將同期在黃竹坑Lucie Chang
Fine Arts畫廊舉辦，是次展覽將以「九龍皇
帝」為主題，展出多件他獨特和充滿傳奇的
文化作品，並希望通過展示其作品來分享背
後鮮為人知的「九龍皇帝」故事和其文化價
值。
曾灶財又名「九龍皇帝」，於1921年出生

於廣州，其後移居到香港，當時的他只是個
貧窮、幾乎不識字的少年，在發現了一些重
要的祖傳文件後，曾灶財聲稱九龍的土地是

他家人所擁有，從而獲得了「九龍皇帝」的
稱號。多年來，其自創的塗鴉式書法，以中
國傳統文房四寶中的筆和墨寫滿香港這個國
際都市中的公共戶外物品如牆壁、橋躉、交
通燈控制箱和燈柱等之上。而他塗鴉書寫的
內容則以反殖民制度的政治控訴為主，呈現
祖先及家族成員的情感表達為副。
曾灶財偶爾會在作品中寫上兩個特大的「國

皇」漢字，他的這些行為，一直被公眾解讀為
精神錯亂的表現，然而經過了這塗鴉式書寫行
為數十年後，他的堅持卻獲得了認同，並成為
數代香港人的共同城市文化回憶，曾灶財通過

文字內容及堅持不懈的行為來傳遞中國人不屈
不撓、愛好和平的訊息。據介紹，家庭成員
在「九龍皇帝」的作品中佔有顯著的地位，
他經常敘述自己的血統，列出祖先的名字，一
直追溯到原來的地主，以證明他對九龍土地的
合法繼承，其妻子文福彩也經常以「皇后」的
身份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不過，據統計，他的公共作品只有三件未
被摧毀、重建、侵蝕或覆蓋，2021年在香港
新開幕的視覺文化博物館M+亦有展出及收
藏他的藝術作品，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中，
他的作品在香港館展出。今次的展覽，是一
次再度解讀這位「九龍皇帝」的好時機。

文：張夢薇

曾灶財個展巴塞爾同期舉辦
再讀「九龍皇帝」物語

展覽日期：5月19日－ 7月下旬 地點：香港黃竹坑道65號志昌行中心12樓 C室（港鐵黃竹坑站A出口）

開放式展覽結構
據本次大展策展人之一比吉特．荷賽亞
（Brigtta.Hosea）女士觀察，來自美國的
利利阿納．康力斯克．加萊戈斯（Lili-
ana ConliskGallegos）的參展作品——名
為《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 2020》
（《The Coyolxauhqui Imperative 2020》）
的VR沉浸式短片中，配樂使用了多種語
言：英語、西班牙語和納瓦特爾語，似乎
故意讓任何參觀者都聽不懂，從而感到自
己是「外國人」或局外人，以此來營造或
傳達一種「疏離感」，並借助這種疏離
感，更為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主人公那種被
邊緣化的感覺。
比吉特．荷賽亞指出，加萊戈斯通過使
用Tiltbrush，得以在虛擬空間中探索這種
混血美學，並創造了跨越邊界的空間與維
度，進入到無意識層次中，講述了被兒子
所殺害的美麗的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的
故事。
記者現場感受，看似色彩繽紛甚至可稱
為蕪雜的素材和貌似混亂的結構，一開始
就給予參觀者類似「半成品」的模糊印
象，一直到參觀者頓悟自己是一個「外國
人」或局外人的明確意識時，不經意間就
參與了這部作品的創作或完成。
這件作品以「半成品」形態或稱開放式
結構出現，利用包括展覽現場空間和這個
空間中的人來幫助其作品的完成，加萊戈
斯的《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2020》並不
是唯一。李勇政、馬占冬的《邊境2激
光》，就把經過光面處理的展場牆面反射
的激光影像作為作品的一部分。顧靜的作
品《百寶箱》，幾乎就是把一個精美的抽
屜式的梳妝匣搬到了現場。上下三層梯次
拉開的抽屜裏是幾可亂真的各種首飾。等
你終於看明白這些首飾不過是堪比高精度
相機拍攝更為逼真的工筆彩繪時，人生無
常或幻滅之感即潛滋暗長並油然而生。這
種幻滅之感，或許也是參與《百寶箱》現
場裝置的「元素」之一。

因古物，不惟古物
饒有趣味的是，這些喧囂的、色彩繽紛
而不乏矛盾衝突的元素，居然就被「裝」
進了這家貌似專司文物展陳的博物館。除
了前述《百寶箱》，顧靜還提供了《盤龍
連枝燈》和《松石圖》兩件裝置作品，一
併被歸入本次大展的「古物新生」單元與
參觀者面對面。
不能說「古物新生」單元的設置，與本
次大展場地乃貴州省博物館無關。但關鍵

還是本次大展一開始就確立的跨界、跨時
空辦展思路。《盤龍連枝燈》創作的緣
起，直接與1987年貴州興仁交樂M6出土
文物「盤龍座跪人連枝銅燈」相關。記者
現場所見，名為《盤龍連枝燈》的這件作
品，其實是一件繪畫裝置，畫面主圖像即
取自該文物。約20米長的淡黃色傳統絹
底繪製的半工半寫水墨畫長卷，輔以暖白
色燈管，用梯次收短的細線懸垂於展場空
間，有意無意地延伸了文物盤龍連枝燈的
關於「龍」的意趣。古物，就是以這樣的
繪畫裝置的方式獲得「新生」，這無疑是
本次大展跨界的細節之一。
來自台灣的林俊廷，借助新媒體技術，

把宋代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變成了會動
的視頻影像現場裝置，命名為「響」。張
小濤的《薩迦》，湯柏華的《莫高霞光》
以及韓國李二男的《2019年重生的光——
松漢芒瀑布》等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源於
或利用了古物。因古物，不惟古物，跨界
和跨時空聚變裂變，正是本次大展予人的
突出印象。

批判現實主義的當下版本
牛或者馬的身體，恐龍的尾巴，前面是

馬面，後面又有龍頭。身上似乎還有拔光
了毛的雞翅膀，這樣一個「四不像」造型
還嫌不夠，作者還賦予了牠鮮紅的顏色，
讓人過目不忘。
這是鄧國源作品《被編輯的花園》現場

裝置的一部分。「四不像」的周邊，是三
塊亞克力鏡面圍成的一個三角形的空間，
亞克力鏡面上滿布閃爍的霓虹燈管，這些
燈管被隨意地捏成了各種奇形怪狀的花
朵，色彩繽紛而炫目。
據展書介紹，《被編輯的花園》系列作

品，探討和強調了生物基因技術的高速發
展與生命、生物本體之間將要面臨不可知
的境遇和矛盾。置身其間，彷彿在基因海
洋裏漂浮，失去了生命本體的自我，沉浸
在類似波德萊爾《惡之花》詩句的情境之
中。而此前大眾媒體上一致聲討的基因編
輯醜聞，此刻得以再度喚醒。
《數位珍》或《我是珍》則是一件裝置
特別簡單的作品。作者曾鈺涓事前發來的
現場裝置提示，特別提到「以相紙沖印，
背面一張輸出黑色厚卡，照片以兩個圖釘
固定」。這件作品其實就是365幅人像照
片的規整排列，來到作品的面前，第一感
覺就是所有相片模糊導致了視覺的嚴重不
適。就是這種嚴重不適，幫助作者完成了
當下個體消失或淹沒於群體的主題。儘管
作品題為「我是珍」，但究竟「珍」是何
人、是什麼模樣？答案或許就是眼前的一
片模糊，以及這一片模糊所激發的關於個
體消失於群體的寓言——其批判現實主義
的銳度和力度，同樣可觸可感。

國際數字藝術家聚貴州國際數字藝術家聚貴州

博物館弄潮展覽新概念博物館弄潮展覽新概念
「「這一次這一次，，博物館要走進元宇宙博物館要走進元宇宙！」！」在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的貴在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的貴

州州，，觀眾可體驗一把觀眾可體驗一把「「元宇宙元宇宙」。」。即日起即日起，《，《裂變裂變——數字藝術數字藝術

的全球化浪潮的全球化浪潮》》大展已經登陸貴州省博物館第大展已經登陸貴州省博物館第66、、77號共計號共計22,,200200平米展平米展

廳廳，，還將持續至還將持續至88月底月底。。在未來四個月的展期中在未來四個月的展期中，，包括包括1717位國際頂級大位國際頂級大

師在內的全球師在內的全球4444位數字藝術家位數字藝術家，，以以5454件各具特色的作品件各具特色的作品，，在古物新在古物新

生生、、後生命意向後生命意向、、合成合成——人間和算法人間和算法「「煉金術煉金術」」四個單元內四個單元內，，正在以沉正在以沉

浸式的通感體驗浸式的通感體驗，，全面全面「「激活激活」」你的視覺你的視覺、、聽覺聽覺、、觸覺甚至嗅覺觸覺甚至嗅覺，，令人令人

腦洞隨之大開腦洞隨之大開。。在你尚且說不清在你尚且說不清、、道不明各種複雜體驗或感悟之際道不明各種複雜體驗或感悟之際，，或或

許許，，就已經成為了這些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就已經成為了這些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關於這次
展覽當中的54
件作品，其中
很多都給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

象，有好幾件都是我非常喜歡
的。比如張小濤的《薩迦》，用
比較宏大的場面，然後三連投
屏，加上了一些裝置，讓現場產
生出了一種充滿幻覺的（感
覺），然後宇宙和人與社會產生
出了一種很奇特的關係，我覺得
在他的這件作品裏面，非常好地
詮釋了藝術家個人所想表達的他
對整個人文的一種關懷。梁紹基
的那個作品呢，我也覺得很有意
思，就是關於禪和八字形無限循
環的這樣一個關係。」2015年
完成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學
業，曾於2017、2018、2021年
分別在北京和上海三次舉辦個展
的藝術家顧靜，還有貴州師範大

學美術學院院長這一身份，正是後者，
讓顧靜服務的單位成為本次大展的承辦
機構之一。她本人，則除了提供上述作
品參展，還臨時承擔了一個特別的任
務，在大展開展前為與會嘉賓充當一次
「導覽」。正是這次「導覽」，直接促
成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和事後對她的
追訪。
記者發函四問：44位藝術家54件作

品中，給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感覺
諸如《被編輯的花園》系列等作品，在
直面現實的同時，又有明顯的批判意
味，您是否有同感？相當多的作品似乎
在等待觀眾的參與，換言之，觀眾的參
與是這些作品最終完成的有機組成部
分，您以為如何？經過兩天時間，顧靜
則以微信語音，一一作答。
顧靜說，很多作品都需要觀者去跟着

一起參與，很多藝術作品，這其實是需
要觀眾自己去體驗和感受的，「我們好
像並不需要太多地去解讀啊。作者有他
自己的認識和他所想要表達的，也許每
一個參與者，每一個體驗者，每一個觀
看者自己內心所產生的觸動，遠遠超越
了這個作品本身所想要傳達給大家
的」，顧靜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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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婭娟韓婭娟 VRVR
作品作品《《失眠者失眠者
之家之家》》截圖截圖。。

◆◆呂連濤作品呂連濤作品《《20202020》，》，藝術家將自己的腿通過藝術家將自己的腿通過33DD製作出來製作出來，，金屬鑄造的右腿反覆金屬鑄造的右腿反覆
踢打着牆壁踢打着牆壁。。

◆翁嘉樂、李家惠
PVC充氣膜裝置作
品《激活》。

◆孫雪怡、石悅洋
穿戴式裝置作品
《親愛的請演奏我
吧》。

◆美加萊戈斯（Liliana ConliskGallegos）
VR沉浸式短片《月亮女神阿茲特克復活
2020》（《The Coyolxauhqui Imperative
2020》）截圖。

◆顧靜繪畫裝置作品
《盤龍連枝燈》正
面。

◆繆曉春作品《從頭再來》動畫截圖。

◆牛艷寒、吳婧悅作
品《一個惶恐不安的
時刻》。尺寸可變、
但需形成狹窄「過
道」的現場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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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曾鈺涓的身後和腳下的圖像模糊的照
片組合，就是她的作品《數位珍》—
不妨這樣看，曾鈺涓就是「珍」，是千
千萬萬面目模糊的人之一。

◆顧靜實物繪畫裝置作品《百寶箱》。

◆鄧國源作品《被編輯的花園》現
場裝置的一部分：「四不像」。

◆曾灶財的自創書法。

◆曾氏曾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九龍皇帝」曾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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