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竹）包含多個充氣發光蛋的
「teamLab: 光漣」展覽自亮相添馬公園、中西區海濱長廊
（中環段）及維多利亞港以來，獲得了無數市
民和遊人的熱情反響。作品包含《持續站
立的生命》和《呼應之樹》兩部分。早
前藝術推廣辦事處總監胡佩珊在接受
媒體訪問時透露，「藝術@維港」活
動已獲超200萬人參觀，其中入場
「teamLab：光漣」的人數達 90
萬。展覽亦將延長至6月8日，康
文署亦已取消預約登記模式，以吸
引更多觀眾入場。
2022年，胡佩珊前往日本參加藝術
祭，在與剛結識的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
首席代表交談後，她決定在香港戶外安
置大型沉浸式藝術裝置，於是在機緣巧合下
同有豐富經驗的teamLab團隊達成協作。展覽用時一
年半籌備，胡佩珊表示這是她策展生涯的最大型戶外展
覽，對她來講極具挑戰。團隊為《持續站立的生命》空運
了500隻充氣蛋來港，其中包含備用蛋，另有逾一千盞燈
和一萬多件配件。藝術團隊teamLab也是首次嘗試在海上
設置一米多高的展品，此團隊亦有為添馬公園及其環境
「量身打造」發光蛋，避免造成過度光污染。
胡佩珊表示，添馬公園的草地有幾十厘米深，因此在考

慮豎立擺放展品時，各團隊有許多需要測量和計算的深
度，以在不破壞草坪的同時保證展品的安全性和安穩度。
草地下面亦有樹根等障礙物，這也為展品的安置增加了難
度，團隊還找來創科局的工作人員幫忙用GPS將每隻蛋精
準放置。
展覽實施過程中，各團隊對設計做了多次修改及調整，

不僅要考慮安全問題，還要兼顧展覽的整體美感，如每隻
蛋的底盤都從方形調整為圓形。展區亦包含5米高的蛋，
因此如何高效充氣、將其固定、保證其被風吹動的幅度不
會對遊人造成太大影響等，也是合作團隊反覆測試的重
點。
除在陸地安放展品，海面上的安置工作也是充滿挑戰。

維多利亞港是個繁忙的海港，也不斷有海水湧起，颱風等
惡劣天氣亦是團隊需要考量的問題。胡佩珊表示，她與同
事邀請了青衣船廠熟悉海事工程的資深員工來協助展覽
的布置，也向海事處詢問了維港水深、航道等資
訊。各團隊在進行技術交流的同時，通過不斷研
究與測試，完善了海面展品的平衡和固定。

既是展品也是孩子
網絡訊號是保證整場展覽正常運作的必要
條件之一，胡佩珊介紹，teamLab正在海外採
用一套遙控系統，可遠程監察本次展覽。香港
團隊也會與定期來港的teamLab確認工程事務
及展品位置，「等他們回到日本的時候，他們
就會繼續做程式和設計。」另外，為保證展覽的
整體觀感和觀眾的良好體驗，團隊將控制室、資源

中心、儲物間、設備室等都設在了添馬公園相對隱蔽的
地方。
胡佩珊回憶，展覽開幕時，她和同事都有一種迎接自己

「新生寶寶」的感覺。各年齡段遊人的喜悅、好奇、同展
品的各種互動，都讓他們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她表
示，這次大家都非常團結，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會盡力
想辦法。「一隻『蛋』可以發光發熱，但當一群『蛋』同
心協力、產生共鳴時，也可以觸及人心。」

teamLab：光漣入場人數超預期「造光人」揭秘發光蛋背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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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蛋為香港夜晚添上繽紛色彩。
中通社圖片

▶團隊為斷研究測試，完善海
面展品固定。 康文署供圖

◆◆工程人員正將充氣蛋安置在海面工程人員正將充氣蛋安置在海面。。 康文署供圖康文署供圖

▲發光蛋在夜晚格外絢麗。
政府新聞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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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畫界活躍一批閩籍藝術家，其中有
不少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校友，特殊

的情感紐帶讓本次展覽、交流更加有意義。」在
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羅禮平看來，此次展
覽不僅是一次藝術的盛宴，更是一座跨越地域的
文化橋樑，連接兩地人民的心靈，承載兩地
藝術家的深厚情誼。
香港文學總編輯游江代表表示，福建是山海畫
廊的人間福地，香港是魅力無限的東方之珠，兩
地有特殊的淵源與情緣。這一場閩港藝文書畫
家聯展是兩地情緣、藝緣的最好註腳與最佳詮
釋。本次展覽展出的書畫作品風格多樣，富有時
代精神和人文氣息，展現了藝術家個人的深厚造
詣，也從側面展示了閩港藝術創作的風貌。
是次展覽是海峽文藝出版社和香港文學出版社

2023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的一項成果，也是獻禮
海峽文藝出版社成立40周年、香港文學出版社即
將迎來40周年的活動之一。於開幕式上，香港藝
術家施子清、林天行、秦嶺雪、林墨子、施育
煌、游江及福建的陸永建、何強等書畫家，將參
展作品中的25幅作品正式捐贈給福建省美術館。
羅禮平認為，藝術的力量可以超越言語、觸動人
心，希望以此次展覽為契機，加強與香港書畫界
同行的交流，不斷深化協同合作、增進友誼，共
同推動中華書畫藝術的傳承、創新與發展。

藝文跨界 呈現新時代氣象
本次展覽的作品厚植中華優秀傳統，又呈現出

新時代的氣象。其中，林天行的《春色》《夏
語》《雲起》《清秋》國畫系列作品，以絢爛的
色彩綻放自己的才思與情思；中國書法家協會香
港分會主席施子清的書法作品，線條大膽揮灑，
筆勢遒美健秀，有其個人獨特的風格；福建省人
大書畫院院長葉雙瑜的畫作，以高超的藝術語言
表達自己的古典情思，富有文人情懷；中國美協
副主席、福建省美協主席王來文的書法，則體現
出端正平和的氣息。
林天行以畫荷著稱，執於創新和突破，他筆
下的荷花熱烈、浪漫，綻放出絢爛色彩，更具光
的穿透力，被畫界稱為「天行荷」。「這次展覽
畫作中的荷花，寓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希
望家鄉福州的文化藝術生生不息。」林天行受訪
時表示，他的荷花並不是完全寫實性的枝蔓花朵
的再現，而是希望對畫面結構的大膽經營和筆墨
意境的追求營造，讓觀者在繁複密緻的荷、葉、

莖的交錯中感受獨具韻致的節奏感，更從斑斕熱
烈的色彩中感受生命的光采。
今次展覽的諸多書法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借書寫

中國古代詩人詩句展現個人的藝術駕馭能力，表
達自身人生追求，創作者體現了藝文跨界的水
平。祖籍福建的香港著名詩詞家秦嶺雪，近期以
散文隨筆集《故鄉的小食》受讀者歡迎，此次他
借書寫杜甫、王維、楊萬里、毛澤東的詩詞句文
展示自己的藝術才華，向故鄉匯報。

在林天行看來，藝術是時間長河裏個人經歷
的表白。「這是我的作品第二次在福建省美術
館展出，心情非常激動。」林天行感慨萬千地
回憶道，17歲那年他的作品首次在福建省美術
館展出，「那是我人生中首次參加福建省美術
作品展，至今記憶猶新。」
林天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最愛蓮

荷，蓮荷在他的心中分量很重，其重如山。他
出生於福州北郊一座名叫蓮花峰的山麓下，
「主宅背後就是蓮花峰，所以我對蓮荷有特
殊的情感。」林天行表示，他走遍世界各地，
看到過太多美麗的山叫「蓮花峰」，但是家鄉
的蓮花峰在他心中的位置不可動搖。
距離並不能隔斷林天行與家鄉的情感。林天

行表示，福建豐厚靈秀的文化氛圍與傳統底
蘊，造就了他沉穩雅靜的性情志趣，也使他始
終保有對自然和生活的熱情。而故鄉的「蓮花
峰」則是深植於林天行的藝術初心中的意象。
他說：「蓮花峰的煙雲雨露哺育了我的成長，
使我了解平凡真實的美。」
對於本次展覽，林天行也給予了大力支持與

肯定。「我在現場看到，福建省書畫藝術家參
展作品都非常有特色，既有傳統的意蘊，又有
現代的追求。」林天行表示，「『青山一道同
雲雨』，同一場風可能就沿海岸線，從福建
一路吹到香港，也可能從香港一路吹到福建。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讓閩港兩地的書畫家多
多交流，展現他們蓬勃的創造力，共同推動中
華書畫藝術的傳承。」

青山一道同雲雨青山一道同雲雨

由香港文學出版社、海峽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香港藝術界聯合會、香港美協、福建省中華文化學院

書畫院等單位支持的「派江吻海——閩港藝文書畫家作品展」日前在福建省美術館展出。展覽共展出包

括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香港文學雜誌社副社長兼總編輯游江、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理事施育煌、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林墨子等閩港兩地27位藝術家99幅書畫作品。展覽藝術風格多樣，不僅充分展示

藝術家個人的修為，更體現他們的民族精神和家國情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福建報道

▲香港藝術家馬達為作品
《嘉木芳妍》

「「派江吻海派江吻海」」閩港藝文書畫家聯展閩港藝文書畫家聯展 2525幅作品捐福建省美術館幅作品捐福建省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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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藝術家徐志堅作品福建藝術家徐志堅作品《《天山殊色天山殊色》（》（組畫組畫））

▲福建省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主任石建平與林天
行合影。

◆◆開幕式上嘉賓合影開幕式上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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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趙志軍作品《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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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家陳文岩作品香港藝術家陳文岩作品《《長城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