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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於威尼斯舉辦的「楊沛鏗：雙附院，香
港在威尼斯」中，藝術家楊沛鏗藉「依附」

的觀念探索情感、慾望和權力關係。而在是次
「楊沛鏗：別離庭」M+回應展中，這位藝術家的
裝置作品繼續透過「別離」的概念，探索人類與
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展現了他對植物生態
和園藝的濃厚興趣。

引觀眾面對不捨情緒
楊沛鏗常在混合媒體作品中布置物件、照片、

動物和植物，表述對人造自然的看法。這位藝術
家於香港成長和生活，習慣從身邊探尋創作靈
感，例如水族店、父親經營的海鮮酒家、公共空
間的噴泉、風水擺設，以及童年養的幾尾小魚。
在「楊沛鏗：別離庭」個展中，他精心建構無魚
的水族世界，隱喻支配生活的社會體制。
楊沛鏗介紹道：「在構思中文名的時候，感覺

比英文更加貼切，『別離庭』其實是含有戀戀不
捨的意思的。我自己的家人是開海鮮酒家的，我
從小就會在海鮮池旁邊打發時間。而到中學的時

候，我就開始有了自己的魚缸，這件事情很影響
我的創作，或者說看世界的方式。」
「希望觀眾可以慢下來，好好去想一下面對將

要離開的東西，應該如何去面對。」他說。
本次展覽由周宛昀策劃，第一部分被粉光籠

罩，猶如一間被棄置的水族店。在作品《（不是
真的）逃避洞》中，魚缸上乾涸的水藻和水痕帶
來蕭瑟之感。走進作品的觀眾倒映於牆上的鏡子
中，化身為魚、顧客或賣家，成為場景的一部
分。第一部分還有一處奇妙設置，那便是添加了
阻攔進入的藍色鎖鏈，觀眾可在外觀賞當中的展
品，猶如日常在海鮮酒家或是水族店因為不許進
入而更為好奇的「禁區」。
層架的後方有另一組孤零零的水族箱，名為

《小小安逸龍捲風（颱風過後）》。其複雜的濾
水系統為魚提供生存所需的精密調控環境。可
是，這裏脆弱的人工生態系統已遭損壞，告誡我
們疏忽所造成的後果。
房間中的其他作品代表了反抗和不屈的力量。

《小氣情人（香港）》有從威尼斯展覽場地的牆

上收集而來的鹽晶，《晚菇群》則有真菌群落，
這些在潮濕環境中產生的物質往往被視為有害。
然而它們亦反映適應惡劣環境的生命力，啟發我
們想像另類的生存模式。

噴泉作品停滯於時空中
展覽第二部分猶如一個威尼斯的庭院，庭院中

布滿奇特的紀念碑和細節，邀請觀眾坐下來休息
和沉思。中央的《永不足夠貪婪池（施工中）》
是一座用木板圍起的噴泉。儘管噴泉在威尼斯曾
運作正常，採用威尼斯大運河的水，但如今已失
去功能，不再有水，停滯於時空之中。
《秒愛之門》狀似水族店內掛塑膠水袋的陳
設，此無魚水族店顛覆了把新寵物帶回家的興奮
心情。楊沛鏗於此房間以攝影作品《沉思池》和
由四件雕塑組成的《已盡力先生》，呈現正在凋
謝的蓮花主題。蓮花即使在最為惡劣的環境中仍
能生長，令人聯想腐朽與重生的循環。
最後走進明亮通透的展覽大廳，以染色白水
晶、加工粉晶、玻璃、黃金治癒者水晶構成的
《財源滾滾泉》，在透明缸中帶來一種獨特的
「財源滾滾」感。楊沛鏗說道：「大家見到黃色
的球狀物品都通常認為是祈求財富的黃金，但實
際上這個作品裏並沒有一個是黃金，這是大家一
貫以來的誤解。」
周宛昀表示：「這個展覽在沉靜中蘊含力量，
並且來得正合時宜。在『別離庭』中，魚缸成為
了缺失的象徵，令人難以忘懷，想到當系統崩潰
或關懷照顧不復見後所遺留的痕跡。然而在這些
空蕩蕩的容器中，生命的痕跡依然存在─提醒觀
眾即使在別離的時刻，我們仍然渴望聯繫。」

德薩畫廊正呈獻駐香港藝術家黃雅珊於
畫廊舉辦的首場個展「1」。藝術家將展
場打造成恍似螞蟻巢穴的沉浸式空間，展
出多個於今年創作的機械聲音裝置、一系
列動態雕塑、互動三維電子遊戲、二維視
覺小說遊戲，以及混合媒介等作品。藝術
家以螞蟻群落為範例，探索「一體」的存
在概念。展覽亦在當代泛神論的脈絡下思
考科技泛靈論（Techno-animism），並假
設所有的意識單元皆屬統一的共同體。展
期直至7月26日。
依本能運作，蟻群成為一體且自我組織
的系統。不同的哲學理念也提出相似觀
點，以看待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無論以
神性、宇宙和諧，亦或單純的自然秩序自
居，所有生物皆被視為統一整體的一部
分。在此框架下，黃雅珊探問：若所有物
件都有靈魂，那科技產物是否也同樣？若
我們都認可科技泛靈論，那該如何於這相
互聯繫的系統中協作？
藝術家的視覺小說遊戲《Antigora》展
開了一段虛擬螞蟻宗教之旅，透過文字敘
述和玩家互動引發的靜態插圖，逐步啟示
螞蟻的教義。遊戲由一系列直覺式產出的
人工智能圖像組成，其中訴說的神話與故
事由Chat GPT及藝術家共同構作。蟻群

中的螞蟻如同身體中的各個細胞，共享一
體內的意識，玩家如同遊戲中的意識，透
過不斷轉換角色，串連遊戲內的各種經
驗。隨着玩家經歷不同章節中相互依存的
故事，更宏觀的畫面會逐漸顯現。
《Ant Mill》是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的
互動電子遊戲，玩家可在不同房間中遊
走，每個房間布滿由Meshy AI生成的超現
實三維模型。作品名稱源於一個自然現
象：當螞蟻與主要覓食隊伍分離並失去訊
息軌跡時，牠們便開始互相追隨，形成不
斷迴旋的圓圈，最終多力竭而亡。在遊戲
中，玩家可進出各種門和隧道，通往看似
不同的地方。當選擇與行動的錯覺並置遊
戲中的封閉循環及非真實環境，玩家或會
深陷其中、有所思忖。
聲音裝置《Chant》以鈴聲喚醒靈性。
以髮辮串連的黃銅鈴懸掛於天花板，猶如
古文明製作的原始樂器。每條髮辮懸掛在
搖擺裝置上，裝置會按特定的時間間隔編
程而移動；每當銅鈴被搖動，便會叮噹作
響。黃雅珊從儀式中常有的聲音汲取靈
感，將作品塑造成其虛擬宗教中的聖物或
圖騰。她將頭髮視為身體與靈魂之延伸，
形似蟻卵的銅鈴則象徵新生命，是生命賜
予者之延伸。

《Still》是由三件雕塑組成的系列作
品，形狀如蟻丘，由一列列轉動的時鐘指
針組成。藝術家從動物的視角重新思考
「時間」這一人造概念對其他生物而言的
無關性。通過移除時鐘的刻度盤，藝術家
將時間結構化為無限循環，其中，個人的
感官體驗成為唯一通用的測量單位。
混合媒介作品《Embryos》由黏土和人

工智能生成的胚胎圖像密集拼貼而成。創
作過程中，藝術家將人工智能比作蟻群中
的蟻后。蟻后產出所有螞蟻，是唯一的生
命來源，藉而孕育並維持這超級有機體。
黃雅珊將人工智能塑造成數十個數位嬰兒
的母親，暗指科技在當今時代的創造手段
中成為日益重要的角色。作品更闡明了蟻
后與人工智能的另一相似之處，即兩者都
由其後代提供服務和養分——前者以食
物，後者則以內容和數據。它在創造的同
時亦獲得滋養，最終形成一個由自主生產
所驅動和延續的反饋循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圖：主辦方供圖

黃雅珊反思當今科技創作
以螞蟻群落呼應一體概念

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
承，今年舉辦首屆「香港非遺月」，其中，文化交流項
目「根與魂——物華天寶 非常客家：江西省非物質文化
遺產展演」正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展期直至7
月1日。
展覽分「客韻流芳」「天工開物」「茶香贛鄱」及
「書香墨韻」四大展區，包含圖文和視像，介紹近40項
江西省非遺項目，當中重點包括贛南客家擂茶製作技藝
等3項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
的非遺項目，以及景德鎮手工製瓷技藝、甲路紙傘製作
技藝、石城燈會及贛南客家服飾等10項國家級非遺代表
性項目。
展覽還邀請了近70位江西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
人、國家一級演員及著名劇團親臨現場，展示贛南客家
擂茶製作、萍鄉耍儺神、湘東皮影戲、萍鄉指掌畫等技
藝。
指掌畫又叫指頭畫、指墨，即用畫家的手指、手掌、
手背、指甲及肘臂代替傳統工具中的毛筆，蘸墨作畫，
是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特殊畫法，始於唐代，興於清代，
後來瀕臨失傳。不過近年來，內地又湧現出一批指掌畫
藝術家。
記者採訪了在現場示範萍鄉指掌畫的雍生，他表示指
掌畫技藝有數百年歷史，據說當年有畫家在河堤寫畫，
因不小心將畫筆掉到水裏，情急之下用手畫，結果創作
出一種技法，自己畫了十多年。
雍生表示，指掌畫都可被保存50至60年，因繪畫時採
用的高級墨汁都由中草藥製作，所用的銅版紙也不易沾
手，但需直接向廠家定製，因不是普通畫紙。對雍生來
講，畫松樹是最有挑戰的，因手力的輕重決定了松樹的濃
淡。他表示，大幅畫作要運用整個手臂，在大尺寸枱面上
畫。他曾畫過最大的作品就長達兩米。好玩的指掌畫也特
別受小朋友喜歡。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焯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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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沛鏗創作中的香港情懷

以生命容器
人與生態映照

藝術家楊沛鏗生於廣

東，長於香港，他的個展「楊沛鏗：

雙附院，香港在威尼斯」去年代表香港參

加第六十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外圍展，這也是

M+與藝發局第六度攜手參與此國際藝壇盛事。本

月，展覽以全新布局移師M+「包陪麗丶渡伸一郎

展廳」，名為「楊沛鏗：別離庭」。所展裝置作品

探索「人類與水生」生態系統的關係，並着眼於

當代社會中的情感疏離和權力關係。展期直至

10月12日。 ●採、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Ant mill》3D 電子遊戲

●《Still II》2025

●《Embryos》2025

●藝術家將展
場打造成恍似
螞蟻巢穴的沉
浸式空間。

●《永不足夠貪婪池（施工中）》暫不運作。

●《秒愛之門》狀似水族店內掛塑膠水袋的陳設。

●雍生表示指掌畫技藝有數百年歷史。

●●楊沛鏗介紹楊沛鏗介紹《《財源滾滾泉財源滾滾泉》》創作立意創作立意。。

●楊沛鏗作品《水泡情人們》

●藝術家楊沛鏗（左）與策展人周宛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