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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藝術行業的工作
者都有一份熱忱，

希望盡力多為青年藝術家或獨立藝術家
提供幫助，多爭取展示他們作品的機會。新藝潮

博覽會創辦人Mianco（黃白露）、新藝潮顧問鄧海超，就
在為藝術家們發掘更多平台。
新藝潮博覽會（ArtNext Fair，簡稱新藝潮）於2015年創立，
設於PMQ元創方，將全球獨立藝術家、藝術專業人士、收藏家
相聯繫，每年都有約100位通過評審團評審的藝術家參與。每位
藝術家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展位，他們可展示商業性作品，也
可呈現個性化創作。今年十周年，新藝潮將舉辦兩期，為約200
位藝術家提供展示平台，幫助他們找到一點曙光。
Mianco及鄧海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參展藝
術家除可通過博覽會建立自己的藏家群，也可在團隊安排下接受
訪問、提升曝光率，更可獲得品牌合作機會。成功案例有：90
後藝術家許開嬌曾在參加首屆新藝潮後，開始與不同品牌和畫廊
合作，也曾受香港美術館委託創作作品。
Mianco說：「從前很多畫廊都會付給藝術家一定費用，答應
藝術家根據作品數量規劃展覽次數，而現在很多畫廊都不想再作
出太多承諾，不過合作情況也更自如了。」鄧海超也指出，從前
藝術家們簽約畫廊是因為收入更穩定，而現在機會多了，也就不
需要完全依賴畫廊推廣了。新藝潮就有一些藝術家，在受到關注
後從兼職創作轉為了全職。

獨立藝術家缺乏包裝宣傳
鄧海超指出，特區政府現時很重視對年輕一輩的培育。「而因
為參與過香港藝術雙年展的很多人都已出名，所以政府和有關機
構認為他們不再需要太多資源。」他認為政府應在提供機會後，
繼續進一步支援藝術家與藏家、品牌間的互動。「如果把香港的
藝術作品放到全球市場去看，價錢其實是很低的。港藝術家也處
於較為邊緣的地方。」他強調，在提升藝術家國際知名度及香港
藝術地位方面，政府的支持很關鍵。
此外，兩人指出，本港傳媒對港藝術家缺乏包裝及宣傳。「韓
國、日本、美洲、歐洲等，都有專門包裝此類專題的雜誌等，而
香港作為當前全球第三大藝術品市場，宣傳力度還是很弱。」

二人也點明，大多年長的資深
藝術家已經積累了一些人脈和渠
道，因此即便沒有年輕人那樣多
的機會，他們也可通過自己的人
脈發展。但為避免各種機會過度
流向年輕藝術家，新藝潮也曾在
疫情暫停期開設畫廊，與資深獨
立藝術家合作。
兩人表示，現時獨立藝術家的

生存環境比二十年前改善了很多。同時，因火炭、黃竹坑等
區域有許多空置場地，藝術家們也可優惠租用場地並進行
創作。越來越多的地產商亦開始以藝術為品牌加持，因
此藝術家的潛在機會也有所增加。
對於港藝術發展資源增加的原因，兩人說：「從前大
家都想先發展經濟、滿足溫飽，而現在社會富裕起
來，很多年輕人也開始主修藝術。整個社會都對藝
術愈發重視。」鄧海超指出，現時的培優機會也有
所增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浸會大學
的視覺藝術院、香港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院
等，都能助力想將藝術創作發展為職業的人；職
業訓練局也設有視覺藝術與文化等課程。」

非牟利機構供交流平台增曝光
另一平台——HART Haus藝術工作室位於祥
興工業大厦，屬非牟利機構HART旗下，重點項
目是為在港新晉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的「工作室
計劃」。
2018年，創辦人李敬恩、李敬儀注意到在港獨立

藝術家在資源、曝光機會、創作空間等方面的需求，
於是成立HART Haus。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HART Haus
總監Vera（林鈴）、團隊市場推廣及社區教育主管Polly（周
佩利），她們透露工作室每年能容納約30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藝
術家，他們多為獨立藝術家，每位在此都有特定的創作空間。
得益於工作室緊密的「社區」氛圍，藝術家們可合作開展藝術
項目，也能通過交流，擴展探索自己藝術概念等。
工作室每年都會從香港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的本科畢業展挑選三位學生，為他們頒發HART大獎
（設立於2021年），並提供2,500港幣的現金獎勵及為期六個月
的工作室空間。團隊多根據作品的創新性和獨特性評選，包括參
考教授們的意見和學生的創作履歷。在畢業生駐留期間，團隊也
會定期關注他們的發展方向、了解他們的創作思路。六個月期滿
後，團隊還會為這些藝術家策劃新展，並繼續資助部分租金。
去年年初，工作室試驗開啟海外藝術家交流計劃，邀請海外藝術

家來港駐留、分享經驗。這些藝術家通常駐留兩周至三個月不等。
過去在職商業畫廊及M+的Vera指出，現時在港獨立藝術家已比

從前擁有更多機會。「西九文化區、不同發展商、私人藏家、銀行
或基金會，都會以資助方式鼓勵年輕藝術家。香港藝術發展局、香
港巴塞爾藝術展、亞洲文化協會等，也都設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
藝術家的資助計劃，所以資源和條件是比十多年前成熟的。」
不過團隊認為，許多獨立藝術家仍需要更靈活的資助方案和針

對性強的支持計劃。「或許發展商等可以選擇直接與小型機構及
獨立策展人合作，為本土帶來更多藝術曝光機會。也可透過公眾
裝置或雕塑作品、藝術節等，讓不同平台都有同等機會參與。」

工
作室雖有為
藝術家盡力提供資源
與展示機會，但Vera認為還
是要靠商業畫廊帶藝術家參與藝博
會，保證藝術家的持續曝光，「我們是
非牟利機構，能做的有限，他們作品的交
易、推廣及栽培，還是需要靠合適的商業畫廊或
平台；一些海外博物館或藝術年展的委約項目也有助
於提升曝光度。」而當工作室收到政府藝術計劃等的合
作機會，或私人機構邀約時，團隊也會推薦適配的藝術
家。
Vera坦言，政府現時對非牟利機構申請稅務豁免的限制有
些嚴格。「只有滿足條件的慈善組織才可以根據《稅務條例》
豁免向政府繳稅。」這種局限性也對工作室為藝術家們提供更
多支援造成了一定影響。因此團隊希望政策能適當放寬。
未來，HART Haus希望與鄰近城市或海外領先藝術機構合
作，也希望增強與政府資助計劃或私人機構的協作。「我們
也樂意與其他機構共享資源。這樣就比較靈活，可以開展更
大的項目。」Vera說。

來自墨西哥的Ane Alfeirán現於HART Haus
創作。她2017年開始在港從事藝術創作，曾因
疫情回到墨西哥兩年，去年9月剛返港。
她分享，起初她是為了抒發情感而創作，後來
作品漸漸為她帶來穩定收入，於是她辭去之前
的全職工作。「但現在，我賣畫的收入不足以
支撐我養育三個孩子。」她表示自己曾不斷產
出並於線上銷售作品，但熟於銷售並不代表自
己正取得實質性的成長。因此，她有時也會放
棄一些銷售機會，去鑽研自己感興趣的理念。
Ane亦會糾結如何平衡穩定收入與同畫廊合
作，因為當畫作全在出售時，她就無法給畫廊
提供任何可售作品。她希望能與願意陪伴藝術
家成長的畫廊合作，在更加成熟的同時，和畫
廊實現雙贏。
多年來，Ane目睹了香港藝術界的發展與變
化。「香港的藝術環境從以商業和交易為導
向，轉為更接受獨立藝術家或機構去經營空
間。HART Haus這種藝術家能夠擔負起租金
的工作室就是一個例子。」她指出，特區政府
及社會對藝術創作者的資助比從前多了許多，
尤其是對有潛力的新晉藝術家的支持，如香港
藝術發展局2023年設立的「新苗發展資助計
劃」、香港藝術中心自 2020 年 展開的
「HKAC CREATORS FOR TOMOR-
ROW」資助項目。「現在，我能在香港看到
許多具有概念性和趣味性的藝術，而十多年
前，此類活動並不常見。人們開始更願意投資
藝術，香港也在文化性的道路上愈發成熟。」
現於HART Haus 創作的青年畫家Marian

（汪慧華）生於倫敦，現居香港，曾任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顧問。其部分創
作資金來自她平日的寫作及編輯工作。

藝術社區有助接觸業內資訊
Marian當時選擇成為職業藝術家，只是為了
隨心創作。「幸運的是，這些內容也很受商業
市場青睞。」除線下售賣作品，她也常通過社
交媒體Instagram賣畫。截至目前，效率很高。
她指出，加入一個藝術社區的好處，就是能
了解各種業內機會，「現在有關獨立藝術家的
號召越來越多，比如藝術家們會建立社交媒體
群，也有很多為藝術家舉辦的聚會，因此有很
多與圈子聯繫的機會。」她也點明，共享藝術
工作室的缺乏，以及隨之而來的與發展資源的
遠離，還是給不少藝術家帶來了挑戰。「香港
畢竟是一座樞紐城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她點明，巴塞爾展會
為很多藝術家及藏家提供了溝通窗口，因此政
府若能為獨立藝術家提供更多資金及類似的資
源支持，都能幫助大家在文化機會的滋養下提
升創造力。
生於上海的Susanna（虞姝卉）畢業於香
港科技大學，今年2月剛加入HART Haus。
她曾在疫情期間離開打拚多年的金融業，前往
倫敦進修，並在35歲後決定專注藝術創作。
Susanna分享，能在香港這座高租金城市以
與「一個車位」相當的價錢，租到HART
Haus的創作空間，令她感到幸運。
因早年積累了眾多人脈，Susanna的作品基

本都能在個人社交圈中「消化」。不過她也坦
言，對於她這種初期創作者，任何創作邀約她
都願意接受。
她亦提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的「ADC藝術空間

計劃」，表示其以創作為副業的朋友，加入了
此計劃位於黃竹坑Landmark South的藝術工作
室，但每位藝術家只能駐留一至兩年，這令人
侷促。「現在馬上兩年期滿，她就要搬出去
了；一旦搬出，原本的一些東西就沒處放，因
為外面的租金很貴。」而HART Haus接受藝
術家不斷續期的設置，令Susanna安心。她
指出，在港藝術家大多分散，香港
應打造更多為藝術家提供交
流、合作展覽機會的
項目。

全職獨立藝術家
風漸是新藝潮的參與者之
一。在他看來，香港生活成本相
對偏高，若在其他地區生活和創作、在
港銷售，會較為划算。
他指出，香港以商業為主，大眾普遍對藝

術較陌生，藝術屬較小眾門類，所受支援亦
較少。只有從藝術教育開始，建立傳承基
礎，才有長足發展。

獨立藝術家
生 存 博 弈 之四

生存環境勝勝廿廿

立立 正破浪正破浪獨獨

年年

缺乏創作空間、曝光資源不足、缺乏了解業內展覽、交易

機會的窗口……這都是許多在港獨立藝術家正在經歷的挑

戰。而隨着香港藝術文化環境的快速發展，多了機構

組織藝術展覽，獨立藝術家冒出頭的機會亦增多了。新藝潮博覽會、HART Haus藝術

工作室，都在為獨立藝術家盡力提供發展與曝光平台，助力更多有夢想的創作

者被看到。許多藝術家也為能以優惠價格租用到創作空間、在藝術社區獲

取更多發展資訊、被更多機會青睞等而感到幸運，但這也只是一部分

創作者的現狀。因此，很多人正期待香港能夠設身處地地為獨

立藝術家提供更多資金及有力資源支持，為藝術家創造更

多的交流及合作平台，讓香港的藝術不再處於世界

藝術圈的邊緣。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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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風漸藝術家風漸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MarianMarian的作的作
品很受商業市品很受商業市
場青睞場青睞。。

●●藝術家藝術家Sharu Binnong SikdarSharu Binnong Sikdar
的的HART HausHART Haus工作室空間工作室空間。。

●●獨立藝術家獨立藝術家MarianMarian的繪的繪
畫作品畫作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新藝潮每個展位都以藝術家新藝潮每個展位都以藝術家
的名字命名的名字命名。。

▼▼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黃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黃
白露白露（（右右））及顧問鄧海超及顧問鄧海超
▼▼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黃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黃
白露白露（（右右））及顧問鄧海超及顧問鄧海超

▼▼ HART HausHART Haus 藝藝
術工作室總監林鈴術工作室總監林鈴

●●HART HausHART Haus工作工作
室三層的入口室三層的入口
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