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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規劃議題向來是香港熱話，我們生活於繁忙的都市，社區設施跟隨着

城市發展而不斷改變。最近，有展覽以城市空間為題，製作互動裝置，讓大

眾在展覽中自由砌出心中的理想城市設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部分相片由藝發局提供

市建局於2008年展開上海街保育活化計
劃，項目涉及14幢新舊唐樓，當中10幢更是
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戰前騎樓式唐樓，屬二
級歷史建築，以及4幢建於六十年代的戰後建
築。「618上海街」呈現了10幢戰前唐樓騎
樓、支撐整排騎樓的13條麻石柱以及麻石柱
上的廣告招牌，讓這些極具歷史價值的元素展
現出昔日的情景並呈現在大家眼前。

◆文、圖：香港中通社

今年十一國慶假期，我和大部分在北京生
活的市民都面臨一個選擇，究竟留在北京或
是出外地遊玩呢？思前想後，還是留在北京
過節吧，畢竟去外地一不小心遇到疫情，回
京就麻煩了。9月底大活動基本辦好後，10
月上半月最適合和朋友們喝茶、喝咖啡、飯
局小聚及小會議了，想一想，其實也不耽誤
籌備10月底各種工作。
9月28日，朝陽區海聯會邀請了外交部

前部長李肇星、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會長金
旭及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前司長羅林泉等大
咖，與我們分享「大國外交與文化自
信」。李部長風趣幽默，在對外說好中國
故事方面經驗豐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問我們的常識問題，我也轉問各位讀者：
身為中國人知道天安門嗎？天安門上掛着
誰的照片？這兩個問題比較容易，接下來
就考考大家了，照片左右邊寫的是什麼字
呢？想不出來可以網上查一下答案。
9月底舉辦了國家級及北京市級的國慶
宴會。我有幸參加9月30日北京市主辦的
國慶午宴，疫情防護措施十足，7天體溫
和48小時核酸，前一晚入住酒店統一安
排，晚餐早餐送到房間用餐。午宴在著名
的北京飯店金色大廳舉行，很多高規格的
國家級和北京市級活動都在此舉辦。飯間
基本不走動不到處敬酒，參會嘉賓都很守
規矩。等我老了回想，這午宴一定是人生
中的特別時刻。
今年《內地港人．百人百事》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特輯也順利在10月1
日殺青，正在加緊後期製作並籌備線下首
映活動和宣發等等，期待可以讓更多香港
及海外網友透過此公益系列紀錄短片了解
內地人文生活工作實況。
十一期間，北京的國慶及

文創科創小活動依然多姿多彩。10月1
日，我到宋莊出席文學藝術小沙龍。北京
宋莊是藝術家集中地，各文藝圈大咖經常
互相交流，我也常常參與。這次沙龍由我
的好友藝術家、策展人燕美策劃及召集，
主角嘉賓是衣向東老師和他的文學作品。
文學藝術是神聖而高級的，感謝衣老師送
我的親筆簽名書。
10月3日，北京交叉科學學會舉辦「京

港澳交叉科學領域學術交流」活動，線上
共100多位高校學者嘉賓參加，我在線下
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中心會場致辭
時，分析京港科創文創優勢互補。該學會
由清華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
學及北京聯合大學等高校學者組建。其實
近年來，科學技術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大交
叉時代，學科之間的交叉深度和廣度已成
為影響科技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學科
交叉融合形成前沿研究熱點，進一步更催
生出新興交叉科學領域，成為眾多領域顛
覆性技術重要源頭，各位可以多留意。
10月6日，好友趙川的夫人翟子萱老師

個人畫展「意寫吾心」開幕。翟老師傳承
自齊派即齊白石老先生，以大寫意、花鳥
魚蟲、紅花墨葉等為主。在開幕現場我仔
細欣賞她的作品，她在前人巨人的高度上
作出當代藝術創新，這條路確實不容易，
也看得出她下了不少功夫，在青年畫家裏
實在難得。
內地元宇宙產業高速發展，以元宇宙形

式展示中華文化藝術也在加速推進，期待
更多作品用此新形式去傳播。接下來，最
重要的國家大會即將在10月16日召開，
大家都正滿懷期待，一起喜迎二十大！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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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藝術家曲淵澈，主要以聲音視覺作為創
作媒介，包括聲音視覺現場演出、劇場、電腦動
畫與繪畫。她的視覺作品結合了技術與她的藝術
實踐，以再現和轉換城市景觀為一個集成的虛擬
體驗，引導大眾在符控流域旅行。作品當中的多
重紋理與我們感知的多個感官相連，重新介紹錄
像作為一種媒介的潛力。她的作品注重敘事性，
跨媒介的敘事手法是藝術家表達觀念的重要方
式。尤其是混合出現的圖紙，3D打印物件與計
算機遊戲美學的錄像作品，顯示了藝術家運用的
多種媒介與材料來視覺化她的研究型作品。

藝術家曲淵澈小檔案

藝術家將會帶領大眾體驗展覽，了解其作品背
後的創作靈感，從而探討城市中的社區在持續不
斷的重建與流動之中，那些尚未被定義的「虛空
之地」。
日期： 10月16日、21日及23日
地點： 618上海街地下
時間： 11:00-11:45 或 16:00-16:45
網上報名：https://art-mate.net/doc/63976

「曲淵澈：虛空之地」
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10月24日
地點： 618上海街地下
開放時間：12:00-20:00

藝術家將會分享過往作品創作中以繪畫來記錄
的研究過程，介紹其常用的繪畫工具及使用方
法，並和參加者在旺角一帶觀察及進行速寫，以
填補城市的「虛空」。
日期： 10月16日及23日
地點： 618上海街1樓多用途室
時間： 14:00-17:00
網上報名：https://art-mate.net/doc/63974

「不虛空城市速寫」工作坊
「虛空之地」藝術家導賞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主辦的
本地藝術家曲淵澈個人展覽「虛空

之地」現於618上海街舉行，此為「藝
術．科技」展覽的其中一項活動。策展
人及藝術家曲淵澈說：「過去幾年，香
港多區包括觀塘、北角、九龍城等持續
進行舊區重建，舊有記憶瓦解，讓位於
新的秩序，個體在流動的社區中尋找他
們想要歸屬的群體。期望參觀者可透過
這次展覽及延伸活動，一同遊歷在現代
性建設擠壓下的『虛空之地』，感受固
體與液體、個體與集體、沉重與輕盈之
間的愛恨交織。」
「虛空之地」展覽以「流動性」為關

鍵詞，現場設有多個「海浪」裝置，以
及分別代表不同建築、社區設施與土地
用途的組件，配合投影、移動偵測等裝
置，以科技結合藝術手法，呈現波蘭社
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所提出的液態現代
性。

自由重組城市設施
甫踏入展覽，率先映入眼簾的是地上
放置的50個白色如骰仔般的正方體，每
個正方體上也會印着不同的圖案，有街
市、學校、體育館、教會等各種建築物
或場所。參觀者可於這互動裝置中自由
移動組件，模擬城市景觀的頻繁變動，
體驗永恒不休的現代化建設。現場有5
組感應器，當用家搬動正方
體，電腦便會感應到正方體

的移動，從而在熒幕上改變其
所屬建築物的位置。曲淵澈
說：「我們也測試過很多次感
應器放置的位置，正方體的設
計也由原本以線條勾畫建築物
外形，改成骰仔般的設計。」
正方體上圖案的揀選，也是

曲淵澈花時間篩選出來的，
「起初我是以日常生活中會出
現的建築物為主，思考有何建
築物是大部分人都經常到達
的，再揀選這些建築物；但為
了符合展覽的主題，我也揀選
了一些較少人們接觸的地方，例如農
地、水庫等，因為這些地方對某些人而
言也是十分重要，我亦希望在互動裝置
中呈現這些地方。但經過我一輪思考
後，發現一個城市必要的地方和建築物
實在太多了。」於是她便以近年市民熱
烈討論的建築物和地方入手，「近年我
們因為城市變化、重建而引起很多社會
熱話，有很多議題我們經常討論，例如
土地問題，於是我便印製了公屋、私樓
的圖案在正方體上，把城市中存在矛盾
的建築物在互動裝置上呈現，冀藉此反
思城市空間規劃。」

小販攤檔車供打卡
展覽分為兩大部分，除了互動裝置

外，另設有虛空魚
蛋車。它的外形就

如小販魚蛋攤檔車般，放置在展覽中供
市民打卡。曲淵澈向記者分享到整個展
覽的籌備過程，展覽由今年年初開始策
劃，在整個展覽部分中，魚蛋車是最先
設計的，也是在設計完畢後，幾乎是唯
一一件與最初構思時設計一致的部分，

「而另外一邊的互動部分，在最初我們
構思時已希望擺設一組互動遊戲，互動
的方式我們也構思良久，因為展覽的地
點是大眾日常生活會很容易經過的地
方，因此我們希望展覽可以容易吸引大
眾與展品互動，也不

用消化一輪遊戲規則才能了解互動
方式。期望透過我們設計的互動裝
置，大眾可在遊戲中感受到多重意
義。」
在「虛空之地」創作過程中，曲
淵澈走訪了上海街及周邊社區，以
速寫記錄該區不同景觀，並印製成
明信片免費贈與展覽參觀者。曲淵

澈更特別設計了網上互動多媒體導行，
讓市民可以不受展覽場地的限制，將展
覽的體驗延伸至618上海街周邊的街
道，拿着手機自行探索社區的流動性。
此外，亦會舉行多場免費導賞活動，帶
領大眾走出展覽場地，發掘區內多個尚
未定義的「虛空之地」。

「虛空之地」反思都市土地運用

探索構建理想城市環境

◆展覽現場
◆虛空魚蛋車

◆網上互動多媒體導行可讓市民拿手機自行探索社區。

◆藝術家曲淵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