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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雕塑家黃國忠於近日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展覽廳舉辦以「焦點」為題的玻璃藝術展，探索

物料的本質，在傳統媒介上以非傳統的創作方

法，建構與時空的對話，並將玻璃、琺瑯和金屬

材料的物理變化融入作品中，營造獨特的視覺語

言，為玻璃藝術提供嶄新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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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聲聲，微風徐徐。在西九龍文化區海
旁，我背靠故宮，面朝大海安靜地寫稿。三
年多沒回港，城市的高密度讓我有點不適
應，需要在寬闊的海邊呼吸一下。
浪花在我面前翩翩起舞，此情此景心血來
潮，不如來首詩吧。我打開手機的人工智能
聊天機器人程式ChatGPT並輸入 Prompt
（指令）：「寫一首中國唐代七言律詩，描
寫詩人正面朝大海，作為遊子多年後回到出
生城市，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
數十秒後，屏幕一句句彈出：「海風吹送
故鄉來，遙望故居多舊情。大海前望思難
忘，回首故園舊時顏。陌生街巷熟悉音，熟
悉面孔陌生人。時光流逝真如夢，年華漸遠
心不停。思歸故園漣漪深，遊子回望大海
心。」
時代進步真快！不禁驚嘆人工智能的高速
發展，期待下一個版本GPT4面世，但我
更期待的是華為或百度等大企業，可以早點
推出屬於中國對等的或更高的技術。其實我
對剛才的詩做了些手工潤筆，我認為現階段
的人工智能還是當作靈感參考吧。例如以下
我以飯店比喻北京和香港的城市生活體驗，
現階段是人腦才能寫出來的，沒有這些文字
資料作為數據訓練模型，人工智能是寫不出
來的。
北京城市比例大於香港，在路上蹓躂的感
覺是不一樣的。比較起來，香港是馬路窄、
路網密，而北京是馬路寬、路網疏。記得十
多年前我剛到北京，智能手機仍未普及，出

地鐵站向路人甲問路，他就回答往東走很近
就到了，先不說一開始我連「東南西北」都分
不清，「很近」的結果是走了十多二十分鐘還
未到目的地。原來我和路人甲對「很近」的意
思理解不同，北京地鐵一站距離差不多等於
香港港鐵兩三站，城市比例不一樣啊。
打個比方，北京的城市布局就像一間巨大

的餐廳，各個小區就等於餐廳裏有很多的大
包間，而包間的門也就一兩個，包間之間距
離很遠，從我的包間到你的包間進門也要走
很遠，所以一天最多只能跑兩三個包間，汽
車就是用來代步的，不太算是奢侈品。包間
嘛，在外面也不知道葫蘆裏是賣什麼藥，有
什麼人在裏面，所以必須要認識裏面的人，
才能進去吃飯聊天，門檻比較高。因為到這
吃飯的外地人很多，所以春運期間來回的人
流量是相當驚人的。
而香港的城市布局就像一場晚宴的大宴會

廳，一眼就看見數十數百張桌子，桌子間的
距離很近很熱鬧，所以包間、空間和汽車都
是奢侈品。因為看一眼就知道旁邊桌子上有
什麼菜和有什麼人在吃飯，所以是普通桌或
VIP桌，是不是來蹭飯的，是不是飯托都一
目了然。因為密度高，也容易遇到認識的
人，所以到旁邊一桌又一桌敬酒，一晚走幾
桌聊天是自然和必然的，導致宴會廳裏好消
息會快速傳播，流言和八卦消息也會快速傳
播。密度高的城市確實沒多少私人空間，所
以為什麼香港朋友會相對注重個人信息隱
私，可能也和密度高的地理環境有關吧。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城市裏馬路寬窄和網

格大小，是會影響生活和線下消費的。無論
線上線下，人流多則易聚財，就線下商業而
言，很多人都喜歡飯前後蹓躂一下，轉轉城
市的犄角旮旯，移小步即可換多重小景。北
京的後海、什剎海、五道營胡同、南鑼鼓
巷、三里屯等人氣地方，其實等於在大包間
裏做多重小景聚人氣。 疫情後經濟慢慢復
甦，加上天氣回暖，最近北京開始放開餐飲
外擺，能在街邊擼串喝啤酒，布好更多小
景，醉美人間煙火氣回來了！
我隔海遙望港島的萬家燈火，感到全面通

關正是打通了南北任督二脈，可預見京港更
多人流動會帶來更多機遇，整體經濟也即將
復甦！癸卯兔年得蹦蹦跳跳動起來，祝各位
大展鴻「兔」！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
傳播大使梁家僖

ChatGPT與春節京港生活記

◆不同形態的玻璃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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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忠閉關了一個月去做這次的展
覽，主題定為「焦點」，他說明

道：「焦點是攝影機去找一個好的重
點，而我作為多元藝術創作者，也是想
要幫自己找到一個焦點。」後來，他發
現自己的焦點很多，因此，到了最後，
這種多可能性反而成為了黃國忠特殊的
「焦點」。

以不同物質探索更多可能性
玻璃誕生至今已有3000多年歷史。然
而，玻璃作為承載藝術家靈魂與創造力
的載體，並不是遙遠的事情。玻璃藝術
從西方走到亞洲展露光芒，卻不足50
年。在這短短的數十年間，新一代的玻
璃藝術家促成了亞洲當代玻璃藝術的發
展。玻璃的主要成分是矽砂，是人類文
明發展史上最早誕生的人工材料之一，
為矽酸鹽類的透明物質，具極佳的延展
性及可塑性。

黃國忠是香港玻璃藝術的先
驅，三十多年來不遺餘力，一
邊教授玻璃藝術，一邊進
行創作。黃國忠既是一

名玻璃藝術家，同時亦是默劇演員、木
偶師及環保藝術家，他稱自己的創作為
多元藝術，但最重要的，黃國忠是香港
較早進行玻璃創作的一批人，「六十年
代美國發起『玻璃工作室運動』，各地
都多了人製作玻璃。但香港卻沒有途徑
學習，你對玻璃感興趣，也只能夠自
學」。困難沒有讓他止步於玻璃這門藝
術前，他覺得這種媒介多變且流動性
大，有無窮的可能性，這樣的特質讓他
思維大開。
「玻璃分為冷熱暖加工，每種加工方

法都有很多變化，當然吹製是很多人知
道的，但這次我們集中在暖工和冷
工。」黃國忠解釋道，「玻璃一直在當
代藝術中有一個不同的領域，因為很多
國家都認為玻璃裝飾性較重，而我們就
一直在試圖找很多可能性，但是保留那
種脆弱的感覺。」

「品嘗」玻璃的「味道」
繼2012年亞洲當代玻璃藝術文化交流

計劃及2016年亞洲當代玻璃藝術–台灣
後，是次黃國忠將焦點回歸香港，並試
圖回應世界各地的玻璃藝術發展。黃國
忠將在「焦點—黃國忠玻璃藝術展」
中探索物料的本質，在傳統媒介上以非
傳統的創作方法，建構與時空的對話，
並將玻璃、琺瑯和金屬材料的物理變化
融入作品中，營造獨特的視覺語言，
為玻璃藝術提供嶄新的焦點。

「認識藝術，研究玻璃，了
解人生」是黃國忠的座右
銘—玻璃好像與人生風
馬牛不相及，但黃國
忠認為，玻璃能讓
人 感 受 酸 、

甜、苦、辣，
好的玻璃藝術
品是能感動
人的。
在黃國忠的眼中，玻璃是

有「味道」的，「玻璃的特質是可以
很甜的，比如日本的玻璃，叫做125，
是可以很軟的，也可以變化不同的顏
色，很多和果子的顏色，所以我們形容
它很甜。」他用不同的類型解釋道，
「有些玻璃是很苦的，早期很多酒杯就
用Crystal Glass來製作，但是目前很多
國家已經禁止了，因為當中有一些元素
會致毒，雖然很微量，但是會浸入液體
中。」

思考與大眾藝術的融合
創作思維早已明確且獨立的黃國忠並

沒有停止在自我追問中的成長，單一的
玻璃雕塑藝術滿足不了他，「以往沒有
人會將琺瑯作為畫來創作——首先我會
將金屬鍛打，然後將玻璃的粉末燒上
去，最後再鑲不同的玻璃粒，變成一個
特殊的作品。」黃國忠詳細解釋道，
「融合是一個大方向，這十年我們稱之

為『寶瓶座時
代』，就是一個吸
收的容器，變成一個
相融合的、獨特的出現。
以往不同的玻璃是不能融合
的，琺瑯也是無法融合進去
的。」
黃國忠沒有想過要臣服於大眾藝

術，將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傳遞出來才
是他的創作意識，「不同的玻璃在很高
溫之下可以互相結合，但是一到室溫的
情況下，硬的玻璃和軟的玻璃就會分
開。」他形容玻璃就好像談戀愛一樣，
很熱的時候就在一起，冷的時候自然分
開，「但是琺瑯就會將不同的玻璃去融
合。」
近些年，藝術在公共媒介中越來越得

到重視，這給黃國忠等藝術創作者都帶
來相應的平台，他覺得好，「玻璃的收
藏價值越來越高，因為當藝術進入生活

中後，越來越多人去認識，例如在
韓國，他們建築每一個大廈都規定
要購買藝術作品，並且一定是要當
地的藝術作品，因此推動得很好，
我覺得香港也可以效法。」

「平行時空．共遊天地」展覽近
日於淺水灣舉行。主辦方Artspace
K 邀請知名陶藝家李慧嫻及楊玉勤
聯合展出。
住在不同城市、不同時區、過

不同生活，卻專注在做同一件事
情，就是做陶。陶藝是兩位藝術家
的共同樂趣，在陶藝創作路上各展
所長，也彼此欣賞相惜。兩位陶藝
家無論在造型或題材上都各有千
秋，然而時空與天地間，她們運用
創作想像力把兩個世界連結起來，
借此讓觀眾關注即使身處不同地
方，運用不同的創作手法，仍可找
到一個連繫與交流。
香港本地藝術家李慧嫻的陶偶作

品有質樸的魅力與生活感，處處
表現她的睿智與幽默，讓人從中窺
探到她對社會裏的人和事的敏銳觀
察和觸覺，陶偶靈活地捕捉了社會
百態，維妙維肖的展露生活。李慧
嫻也喜歡搜集現成物品，將其與作
品結合，構成裝置作品。
移居荷蘭的藝術家楊玉勤，受中

西文化薰陶，始終心繫中國文化。
瓷片被她輕巧折疊，以果斷又自然
的手法捕捉白瓷物料輕柔與優雅的

特性，書法的筆跡及線條與瓷作融
合，在對比間尋找平衡，明與暗，
動與靜，虛與實，探索真實與虛幻
之間的張力。她說：「每當面對空
白的紙張或瓷器時，會在默想間讓
直覺帶動，借由筆墨揮灑出內心世
界和思緒，當中最觸動我的是在廣
漠無垠創作思維中的不期而遇。」
展覽中不論是其陶瓷還是繪畫作
品，均可見她以真誠簡直的手法，
去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

Artspace K 淺水灣舉行陶瓷雙人展

名稱：「平行時空．共遊天地」李慧嫻·楊玉勤雙人展
日期：今日起至5月21日（逢星期一休息）
時間：11:00AM-7:00PM
地點：淺水灣道109號The Repulse Bay

◆作者坐在西九文化區海旁，隔海遙望萬
家燈火。

◆李慧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