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們
站 在 維 港
邊，望見兩岸
鱗次櫛比的建築，
它們塑造了城市的景
觀，其實也同時影響着城
市的人文。現代城市為包納
過多的人口，以及更便利的交
通，建造的高樓都是以高密度為
先，在內地，許多城市新區的規劃都陷
入趨同，但馬岩松覺得，這樣的城市少了
人文景觀，無法長久留存。「不管東西方，現
代城市在考慮人的情感或者自然時，作為一種精
神的存在都是缺失的，而是聚焦於物質和現實，可
能這可以向傳統山水學習。」
他在幾年前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認為中國傳統的

山水、庭院其實也是在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建築與自然
的關係，「今天建築界的很多議題，包括節能、綠色環
保、可持續發展等，與傳統中國山水概念相比，其實是太
單一了，那些只是技術層面的東西，而山水談的是精神層
面的東西，而這個『精神性』在現代城市中是缺失的。」
在他的理想中，唯有南京、杭州、北京等有自然景觀包含
在市區之中的城市，才是有所精神性的：「這種景觀不同
於紐約中央公園，它是人造的大園林，是詩意化的自然，
是為了人文的需要而打造，人生活在這裏面，才會有所不
同。」

建築從現代走向未來
「山水城市」是希望在未來城市，既在建築中創造新的

東西，但內在又保留傳統的價值，這不僅在於形式。「很
多時候靠複製傳統來表達尊重，我覺得是不夠的。」馬岩
松說，「如何從現代文明邁向未來，即是我認為的人與自
然相關的城市文明，其實是全世界都面對的困惑。中國現
在也是在文化困惑期，已知自己有五千年歷史，但是如何
創造新的未來，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我希望透過一些項
目，在不同的城市嘗試踐行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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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林春菊覺得人
生裏有幾個跡象和轉折，都
指向了中式時裝設計師這一
職業——幼年愛擺弄些布料
為芭比娃娃做衣裳，受電影
《教父》啟發設計的畢業作
品，以及在TVB高強度且龐

雜的訓練裏夯實的創作基礎。
像一根金線將這些跡象貫穿在一起的，則是設計的故事性。正如去
年她在展覽「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陡然獲
得靈感，以華服為藝術載體，創作場域特定的裝置作品《那時——彼
岸》，在香港藝術館內打造一個連結過去、當下和未來的工作室。
眼下展覽告一段落，林春菊身穿華服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身後掛着
各式糅合傳統與時尚潮流的旗袍。當再提到「故事性」，她眼裏躍動的
光芒與笑意，昭示着她將帶領我們由那一方工作室走入她的華服世界。

為無綫劇集設計古裝
說來幸運，林春菊的創作生涯少有波折。因畢業作品獲TVB服裝主

管青睞而順利入行。那時，她善於爬梳史料從中敏銳捕捉文化特徵的天

賦已逐漸顯露。「在電視台工作很有趣，會接觸到不同的項目，比如為
綜藝節目嘉賓設計衣服、為港姐選拔做旗袍，以及為電視劇設計古裝
等。」這些具挑戰性的工作，在她眼裏都是不可多得發揮創意的機會。
每次收到劇本，林春菊都會仔細研讀，深入了解角色的性格、喜好

和習慣，以及劇情走向等，並在服裝設計的細微之處加以呈現。這當
中，印象最深要數為電視劇《蒲松齡》的角色設計服裝。性格迥異的
人物群像和光怪陸離的神怪傳說，讓她凌波微步般穿梭於一個瑰奇飄
揚的想像世界，並透過手中的一頂帽、一條狐狸尾巴和一件做舊的外
套，將那些星雲旋動、草木蔓發的故事娓娓道來。
在TVB工作的那兩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在林春菊身上留

下了很深的痕跡。「電視台的工作經驗對我之後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我有機會接觸不同款式、不同年代背景的服裝，訓練了我對顏色、布
料質感的敏感度。」

藉擺攤累積經營經驗
那之後，林春菊決定創立自己的服裝品牌。她很清楚，想要在當下競

爭激烈的時裝市場立足甚至脫穎而出，關鍵在於品牌價值與定位。她考
慮良久，最終選擇了「偏門」的中式服裝。「香港是一個中西融合的地
方，擁有時尚觸覺。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願意接觸有中式元素的時

裝，我相信將來會
逐漸普及。」
然而一切也是摸
着石頭過河，林春
菊的創業之路亦非
坦途，她曾拖着行
李箱，裏面裝滿自
己設計的服裝，輾
轉於香港各區的市
集擺攤，有時旁邊
是鹹魚檔，不時傳來陣陣味道，有時碰上風雨交加的壞天氣，只得狼
狽地離開。這些十多年前的事，如今回憶平添了幾分感觸，「其實如
何跟顧客溝通，如何經營一間店舖，如何去推進生產和推廣品牌理
念，都是在那個過程裏，一點一滴累積到的。」
如今位於高山劇場的這間店，彷彿林春菊設計生涯的縮影，一邊是
糅合當代時尚元素的華服，一邊是以剩餘牛仔布料製作的花朵裝飾，
彰顯她一貫秉持的「再生時尚」環保理念，而另一邊則是一張堆滿布
料的工作台，學員們圍桌而坐專注於手中的針線，那是華服文化傳承
不息的見證。 ◆中新社

將於明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深圳灣文化廣

場，坐落於南山區後海，包含攝雲石、懸

雲石等8個石頭形狀建築，如同互相倚靠的

石群向海而生，成為城市的新標誌。建築

為MAD建築事務所作品，其創立人馬岩

松的名字對大眾而言並不陌生，他的作品

哈爾濱大劇院、加拿大夢露大廈以流動線

條與超現實感，喚醒人們對於未來建築的

想像。在他眼中，究竟未來城市是何模

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建築從土地裏
生長出來

「流動的大地」展覽聚焦未來城市面貌

馬岩松：

HKDI Gallery近日舉辦馬岩松首個香港大型個展「馬岩
松：流動的大地」，展出馬岩松領導的
MAD歷來重要城市建築項目。「展名
為『流動的大地』，是因為我覺得建築
就好像土地裏生長出來的自然物。」馬
岩松說。自然，是他介紹作品時提及最
多的詞彙，「我想，未來建築應該是更
自然的、更能體現人與自然的關係，而
非是功能化的、強調技術的建築。」

走上「屋頂」去
即將啟用的浙江衢州體育公園，由幾
座草丘組成，人們可以沿着綿延草丘走
上去，游泳館、籃球館等比賽場館，就
隱身在一片綠意之下。「大部分的體育
建築都顯得很大、很有力量，但我覺得
體育建築不該只是『更高更快更強』，
而是應該更日常。尤其是在城市中的建
築，不應只是比賽空間，而是人們日常
可以帶着家人、孩童和寵物去玩的地
方。」馬岩松說。
馬岩松有不少讓人們走上「屋頂」的
建築作品。北京樂成四合院幼兒園，新
建的空間包圍着 300 多年歷史的四合
院，小朋友們可以走到新空間的屋頂
上，去看那些彷彿觸手可及的舊院子和
參天的樹木。這個設計關聯着馬岩松的
童年記憶：「俗語說『三天不打，上房
揭瓦』，屋頂對於孩童而言充滿魔
力。」在這個四合院空間中，屋頂象徵
着自由、無拘無束和孩童的天性。

新舊共存的空間
如同四合院幼兒園一樣，馬岩松在日本
愛知縣的作品四葉草幼兒園，也是保留了
舊建築的骨架，將新建築「套」在外面，
讓幼兒園的歷史，保留在建築之中。又
及上海張江水泥廠萬米倉，他是在

原本的廠房之上設
計了一個飛船形狀的屋
頂，像一層漂浮在舊建築
上的空間。而舊建築內部的空
曠得以保留，作為市民活動不同
功能的場所。
有所保留，再有所開創，馬岩松打造
出一個個新舊共用的空間。他說：「我的
很多作品看起來很新，與舊建築不同。但
我不想拆除舊建築，或者複製舊建築，而
是以這種方式來尊重舊建築。」

與自然相似但不同
「經常有人說我的建築和現代建築不
一樣，它特別有未來感，像是來自未來
的生物一樣，當周圍全都是現代城市的
建築，就會感到我的作品與現代城市有
些距離。」馬岩松展示了一張洛杉磯盧
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效果圖，這座博物
館將用以展出《星球大戰》導演喬治．
盧卡斯的個人收藏品，它如同一朵漂浮
雲般，坐落在一些現代城市建築中間，
遠處則是山巒。當馬岩松用手遮住遠山
與博物館之間的建築後，剩下的兩者彷
彿渾然一體。「這樣看，你就會發現其
實現代建築才是突兀的。地球原本的樣
子就是自然的，海洋，沙漠，山丘，許
多的自然靈感都可以在建築中體現。」
在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時，馬岩
松帶領團隊打造了「光之隧道」。穿過
700米長的隧道，盡端的一片水面將半
圓形的洞口反射成一個完整圓形，水面
反射了外部的山水與天空，創出真實和
虛幻的交融。「自然很美，而建築應該
創造出與自然相似但又不同的設計，這
就是我想用建築達成的事。流動的大
地，就好像我們想創造出一個第二自
然，我們學習了自然，又希望創造出的
建築，有自然中沒有的獨特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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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設計師林春菊 助華服文化傳承不息

聆
聽

◆

林
春
菊
向
學
員
傳
授
經

驗
。

中
新
社

◆《浮游的大地》

◆浙江衢州體育公園建築在草丘之下。 ◆北京樂成四合院幼兒園。 受訪者供圖

◆馬岩松認為，未來
建築應該是更自然
的。

◆馬岩松
介紹展覽
作品。

◆《魚缸》為
馬岩松早期

作品。

◆林春菊相信，帶有中式元素的時裝在未來將
逐漸普及。 中新社

◆◆光之隧道光之隧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馬岩松馬岩松：：流動的大地流動的大地」」展出展出MADMAD
建築事務所歷來的重要城市建築項目建築事務所歷來的重要城市建築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