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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就記錄、評論及帶動藝術論述之藝術書寫展開討論。回應藝術作品的創意書寫屬另一討論範疇，

應另文探討。在亞洲藝術文獻庫所觸及之資料素材中，藝術書寫為其中非常重要之內容種類。此等書

寫包括藝術史書籍及展覽目錄內所載之專題文章等後續素材，亦涉及展覽評論原稿、講辭草稿、策展

人序言手稿及私人通信等原始資料。

我們慣常以藝術書寫作為個人論點的佐證，或論述的框架。此舉偶爾犧牲了藝術書寫、其媒介及其流

播背後的故事。亞洲藝術文獻庫每天接觸大量藝術書寫，其形式種類繁多，觸發我們思考以另一角度

對待藝術書寫，將焦點重新對準藝術書寫本身及其流播。特定的空間和時間如何主導一個傳播媒介的

形成？一個藝術書寫媒介又為何及如何誕生？它們又達到了什麼效果？這些書寫傳達了什麼意念？向

誰傳遞？當中有沒有催生一個作者與讀者／觀眾的社群？如有，他們又是誰？

本文嘗試重塑涉及上述問題的三個關鍵時刻，因此倚重敘述。藉著將三個時刻鋪陳並置，及因之而產

生的開放性聯類，本文試圖為後來的研究開闢更廣闊的空間。文中第一個研究的個案為1984至87年

間於中國武漢出版的藝術理論雜誌《美術思潮》；第二個個案是自1992年至1999年初以特刊形式隨香

港沙龍攝影雜誌《攝影畫報》(1964-2005) 刊行的《女那禾多；娜移》；最後一個個案則為亞洲藝術文獻

庫於2007年進行、旨在探討藝術史書寫的「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策展人駐場計劃。

這三個個案並不代表或完全涵蓋亞洲藝術文獻庫目前管有之全部藝術書寫，以及其他藝術史資源，包

括香港藝術博物館和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資源中心、香港大學的香港藝術文獻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

亞學院錢穆圖書館的本地藝術資料。個案亦不涉及歷史線性、系譜或地理位置。它們獲選取的原因，

均在於其冒起及流播的背景情況，可以為後來的研究開闢新範疇及課題。

選擇上述三個個案，亦反映本人在當代藝術研究方面所處於的位置。自本人於倫敦科陶德藝術學院藝

術史學碩士課程畢業以來，《美術思潮》一直是我過去三年集中研究的對象之一。李泳麒於2011年獲

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獎助金而開展有關1960年代香港攝影群體的研究項目，讓我認識到《娜移》，進

一步燃點起我對藝術期刊的興趣。我非常感謝李泳麒，以及我在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同袍陳靜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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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比的關顧和慎密的心思，協助亞洲藝術文獻庫建立和管理資料藏品，其中包括「歷史 — 城香港

藝術史書寫」項目。作為亞洲藝術文獻庫駐港研究員，與香港藝術館合作推行的「香港藝術史先導計

劃」，亦有助確立本文題旨。因此，本文實為一次實習，讓我可將個人興趣嵌入一個涵蓋出版業和建

制的較大系統中，將本文引導至最初的出發點：藝術書寫的流播。

《美術思潮》

1984至87年於湖北武漢出版的《美術思潮》，是專門論述藝術理論的雜誌，內容鮮有夾雜圖像。雜誌

於全國發行，並獲評論廣泛讚賞。它與同期的《中國美術報》（1985年7月創刊）及《江蘇畫刊》（1974

年創刊）同被認為是當時最進取的雜誌。香港出版的雜誌《九十年代》於1986年出版的第九期中，稱

《美術思潮》的創辦為中國藝壇其中一件重要事件（圖一）。1

《美術思潮》的創辦與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結束，及隨後的各級官員復職有莫大關係。《美術思潮》創

圖一
彭德個人文獻。此文件
是兩張圖片拼貼的影印
本。上面是香港《九十
年代》的圖片，下面是

《美術家通訊》引用《中
國美術報》的文章。（鳴
謝彭德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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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周韶華就是其中一位復職官員。他是中國主要的官方文化組織 ─ 「湖北省美術家協會」的主管。2 

1980年代，周年屆五十，被認為是「開明」和「思想進步」的官員，有人更將他譽為「中國畫變革的一

面旗幟」。3

當時，除周韶華外，亦有其他文化官員採取比較放任的編輯管理手法。北京出版的雜誌《美術》於

1976至83年的總編輯何溶，亦同樣因作風開明備受讚頌。《美術》早於1950年創刊，但文革期間一度

停刊；何溶本人除了是雜誌創辦人之一外，亦於雜誌 1976 年復刊後主管編輯工作。江蘇美術出版社

主編索菲，以及《江蘇畫報》編輯劉典章亦於1980年代大力推動新派藝術書。4

原隸屬湖北縣城基層文化組織的彭德，因所寫的文章獲何溶引薦給周韶華而成為《美術思潮》的編輯。5

彭德個人對立足於當代的濃厚興趣，在雜誌的定位和取態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 雜誌不僅成為了

報導藝術新潮的資訊載體，更積極引進可改變整個世代思潮的思想和概念。6 《美術思潮》堅決抓住當

代脈搏的方針，見於它的使命宣言，即是「立足當代，面向未來」。7 相對於建構一個勇敢新世界，《美

術思潮》更「努力探求傳統與變革不發生斷裂的最大張力。」8 雖然雜誌背頁印有宣傳口號，讓人隱約

回想起剛結束的文革歲月，但雜誌整體仍是文化邁向樂觀發展，及經過十年壓制和迫害後，國人渴求

新思維和知識的指標。9 

周韶華起用彭德做一個雜誌，彭德依據美術界渴望變革的思想潮流，創辦了《美術思潮》。皮道堅、

魯虹、嚴善錞成為這個雜誌的骨幹。周韶華未曾參加《美術思潮》和策劃和編輯工作，一切都放手讓

彭德做主，直到停刊。另外，像栗憲庭一樣擔任「責任編輯」的重要人物，還有黃專和楊小彥。10 

一般來說，《美術思潮》每期均設「理論探討」專題，由不同的作者撰寫研究文章，探討一系列廣泛的

議題，內容包括社會現實主義的爭辯，以至黃永砯等新一代藝術家的作品解讀等等。11 雜誌更以大篇

幅轉載「翻譯文本」。刊行三年間，《美術思潮》發表過貢布里希、沙特、亨利摩爾、姜苦樂等名家的

中譯文章。雜誌的其他內容，涵蓋讀者來函、介紹特定藝術家的專題文章，以及展覽評論等，視乎當

期的客席編輯所選方向而定。　　

作為國營雜誌，《美術思潮》的內容須受美協當局監管，同時又要照顧讀者的期望，兩者的要求可能

南轅北轍。12 《美術思潮》編輯部收到的大量讀者來函，反映1980年代中國民間對資訊的熱切渴求。

雜誌迅速流通各地，加上大量的讀者意見，顯示《美術思潮》雖然缺乏圖像內容，仍有大量讀者捧

讀，切中雜誌設定的目標群組，對雜誌內容充分掌握之餘，更懂得作出回應。13 

本文早段提及《美術思潮》涵蓋的內容繁多。以下多個段落將深入剖析《美術思潮》的內容，以及它引

領我們探討哪些議題和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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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思潮》1986年第二期由栗憲庭主編，集中探討雕塑藝術，內容包括英國雕塑藝術家亨利．摩爾

和中國雕塑大師吳少湘；吳少湘的作品更以彩色刊載於雜誌背頁，雖然作品名稱或相關資料闕如，但

版面左下方印有羅馬字「WSXZP」，足夠讓懂得漢語語音的讀者意識到「WSXZP」即「吳少湘作品」的

拼音縮寫。

該期《美術思潮》的其中一篇文章，是名為〈摩爾先生，你好！〉的短篇小說，由司徒常撰寫。英國雕

塑藝術家亨利．摩爾（雜誌另一專題文章誤稱他為法國人）在該虛構故事中前赴中國（廣州）度假，並

跟一位操流利英語的廚師展開對話，交流及論證二人對雕塑美學的不同觀點。14

摩爾和老廚師分別以自己的雕塑作品和盆景闡述觀點，發現當中似乎不乏共通點，就是二人的觀點均

受文化制約。但也許摩爾比較急於尋求「共同藝術語言」，即使中國廚子未有清晰表達箇中意思，摩

爾仍急於同意廚子的說話。15 摩爾一心玩味他認為「抽象手法的起源在中國」這一大發現，以至顧不

得打斷了廚師的說話，更不用說對後者話裡的反諷和機鋒聽而不聞了。

（老廚師說）：「我想[你]的感嘆有點多餘。看來就像汽車和火車那樣，各有各的道。

我習慣喝茶，你愛喝咖啡……。」

「我也愛喝茶。你知道，它可以減肥，降血壓。」摩爾先生興致勃勃。他又以研究

茶道的專家姿態出現了。

「這就是囉，你喝茶是當藥吃的。我喝咖啡也像喝藥那麼苦。生活習慣不同嘛。也

許，也許和習慣了，慢慢就會覺得香的？」16

老廚師這句說話以至整個故事，明顯嘲諷那些急於尋求共通點或找尋「共同藝術語言」的人。

刊於雜誌同一期，緊接〈摩爾先生，你好！〉的是摩爾一篇文章的中譯本，論及雕塑家的目的。此編

輯安排讓讀者自行決定如何理解摩爾的藝術手法和信仰。另一不容忽略的要點是整份雜誌並無任何摩

爾作品的圖像。

這個指涉摩爾的事例，讓人聯想到文獻庫收藏的其他關於亨利．摩爾的物料，如 1964（圖二）及 70

（圖三）年大會堂美術博物館（後易名為香港藝術館）兩個亨利．摩爾個展的目錄和海報。兩個展覽的

策展導言如何揭示摩爾的作品及風格在香港這特定環境中展出的情況？它們與《美術思潮》的分別何

在？若我們繼續將這聯想延伸，可否想像《美術思潮》會如何報導香港藝術館的亨利．摩爾展覽？

總結本個案研究，《美術思潮》也許並非如我們所想般與香港風馬牛不相及 ─ 周韶華曾於1985年獲邀

於中文大學演講，內容刊於1985年第三期《美術思潮》中。

Copyright © 2013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藝術書寫及其流播：香港三個時刻

256 • 257

周氏在講座中不僅介紹其個人作品，更分享其對狹隘的藝術世系無法旁及其他文化和本土環境的看

法。周氏是個畫家；但在《美術思潮》刊載的文本中，並無轉戴演講中出現過的任何幻燈片圖像。周

氏強調開放而批判地評價中國傳統和西方影響的必要性：

我們尤其應當用開闊的視野和現代人的精神去認識和運用傳統，不應以陳腐的觀

念來保守傳統。這其中既有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又有破壞後的建設，不可避免的

要創造新方法、新形式。17

講辭中暗指文革及其後遺的信息明顯，而其後經雜誌整理發表的版本亦顯示《美術思潮》（及中國大

陸）與香港的實質交流。周韶華的演講對香港藝術論述所可能帶來的影響，為相關研究指引方向，是

值得深入探究的。究竟香港觀眾如何看待周氏的演講？它又觸發了什麼樣的回響？

事實上，也有其他來自香港的雜誌，與走出文革陰影的中國大陸積極接觸和交流。與本文第二個個案

研究相關的《攝影畫報》就是其中一例。《攝影畫報》於1980年代開始於中國大陸發行，是少數率先於

剛開放的中國流通的雜誌之一。雜誌在香港、東南亞及中國發行，為後文革時期香港、中國大陸與亞

洲其他地區的交流提供另一個參考事例。

《攝影畫報》 ─ 《娜移》

本文早段已觸及《攝影畫報》的背景資料，這份沙龍攝影雜誌由麥烽、李青及陳復禮於1964年創辦，18

每月第十五日出版，至2005年停刊。四十一年間，《攝影畫報》於香港及東南亞廣泛流播。1980年代，

《攝影畫報》在伍小儀（1981至2005年出任雜誌主編）的領導下躋身改革開放後首批進軍大陸的攝影雜

圖二（左）
「英國近代彫塑展」海
報，1964（圖片承蒙香
港藝術館允許刊登）

圖三（右）
「亨利．摩爾展覽」場
刊，1970（圖片承蒙香
港藝術館允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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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行列。此雜誌雖然一直未被深入研究，實在為一重要個案，能為地區交流、雜誌在傳播沙龍攝影作

品及書寫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以及攝影科技和教學等課題，開闢研究空間。

但本文只集中討論《攝影畫報》於1990年代，特別是1992至98年間的發展。當時，每期《攝影畫報》

中隨報附送一份名為《女那禾多》或《娜移》的特刊（圖四）。在李家昇對伍小儀的提議下，專業攝影

師李家昇、黃楚喬及劉清平開始主理《娜移》的編務。雖然訂戶及讀者可同時閱覽《娜移》和《攝影畫

報》 （兩份刊物被釘裝於一起），《娜移》的編輯方針仍獨立於《攝影畫報》之外，亦擁有自己的訂戶。

兩份雜誌的封面設計顯示兩者各有不同的美學範式和內容，伍小儀於《攝影畫報》第321期（1992年4

月）（圖五）編輯後記中指出了《攝影畫報》對《娜移》看法：

《娜移》這份特刊隨本報發行， 以不同的態度和觀點來介紹另一類的攝影創作觀

念和方法。這是新的嘗試。凡是藝術都是主觀的，攝影藝術也不例外。這份《娜

移》，我們不加按語，只是「陳列」出來，讓各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至於閣下欣

賞與否，則作別論。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早已叫的鎮天價響，我們只

是嘗試在這條路上開步而已。讀者們如有意見，我們是歡迎的。

圖四
《女那禾多》試刊封面
（1992）。封面為李錦輝
作品。圖像版權所有：
李錦輝、李家昇、劉清
平、李筱怡。（鳴謝亞洲
藝術文獻庫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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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口號出自1956年的「百花齊放運動」，當時中國執政共產黨鼓勵人民公開批

評政府。運動於1957年結束，以出爾反爾、打壓自由言論的「反右運動」告終。《攝影畫報》引述這口

號並使用為內地讀者所熟悉的語言，也許反映《攝影畫報》作為文革後其中一份率先於中國大陸正式

刊行的雜誌，與中國內地的緊密關聯。

伍小儀的宣言體現出包容和尊重，亦顯現出對廣闊而不斷演化的攝影藝術領域的關注。於版面上《娜

移》封面佔據右頁位置，同版左頁則為《攝影畫報》編者按語。此版面設計讓《攝影畫報》得以重點介

紹《娜移》的內容。當時《攝影畫報》在香港以至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非常暢銷，版面佈局來得如此慷

慨，其實側寫出《攝影畫報》與《娜移》之間的健康關係。

《攝影畫報》的編者按語同時以《攝影畫報》和《娜移》的讀者為對象，進一步顯示雜誌對其流播規模

及讀者群了解透徹。19 將《娜移》納入其版面，令《攝影畫報》的讀者層面得以擴闊；而兩份本來互不

相干的刊物並置於同一個印刷平台，展現出對二者共存的認同，同時鼓勵兩者交流互動。

李筱怡為《娜移》作者之一，於1992年10月號 (《攝影畫報》第327期) 闡述她對攝影的觀點：

縱觀現代藝術的演變，其背後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就是藝術不必再規限於現實景

物的描繪。超現實主義更進一步提出現實是不可靠的，夢幻狂想可能比眼前的現

實更影響我們的生活。因著這種藝術觀念的發展，攝影創作亦漸漸從純粹性及寫

實性進而追求表達抽象的思想感情。[…] 攝影師應由被動的觀察者進而成為主動的

創作者，直接介入甚至控制攝影主題的構造，將思想理念落實為可拍攝的影像。20

圖五
《攝影畫報》第321期及
《女那禾多》3至4雙號封
面（1992年4月）封面。

《女那禾多》封面為李家
昇拍攝的麥顯揚作品。
圖像版權所有：攝影畫
報有限公司、麥顯揚、
劉清平、李家昇、黃楚
喬。（鳴謝李家昇及亞洲
藝術文獻庫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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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儀對這個大異於《攝影畫報》的觀點，作出如下鋪墊：

今期《娜移》開首有篇李筱怡的短文，用文字具體說明他們的態度。我們基本上同

意這種態度，不過《攝影畫報》本身的用稿及編輯方針仍會保持過往一貫的取向。

藝術表達手法，與一個的地方，一個民族的文化背景及生活水平有不能分割的關

係。《 攝影畫報》是植根於香港和中國大陸，這幅原廣大的地區，一方面，目前的

文化層面與西方社會仍有很大的距離，另方面，這幅原遼闊的土地正進行著歷史

以來最大的變動，我們認為純粹性攝影或反映真實生活的攝影，仍有很大的生存

空間以及存在價值。[…]

《攝影畫報》和《 娜移》 的矛盾統一，完全是客觀實際的具體反映。我們相信這兩

種創作態度取向仍會長時期併存。21

早年的《娜移》每期均向不同的攝影師邀稿，就不同的議題創作，22 包括「瘋狂」（Insanity）、「電子映

像」（Digital Imaging）以至「自助照相館」（Photo booth）等，顯示《娜移》編輯和攝影師關心的題材廣

泛，涵蓋個人、社會政治及技術層面。23 其中，雜誌就部分議題作國際公開徵集，如1992年第七期的

「聲音作品」（Soundworks）即為一例；亦有部分專號由獲邀的策劃人主理，包括1993年第九期由何慶

基策劃的「捏造」（Fabrications）（圖六）。24 除攝影作品外，《娜移》亦有刊載專題文章，如1993年2月

號「大眾與影像」特集刊出由祈大衛撰寫的〈攝影與公共版圖的建構〉（Photograph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Domain）。25

圖六
《女那禾多》封面：
（由左至右：「Soundwork」
（1992年第八期）；
「Fabrication」（1993年第
九期），李家昇作品；

「Photobooth」（1995年第
五期）。鳴謝李家昇及亞
洲藝術文獻庫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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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移》也將實驗延伸至策展方面。1993 年 3 月，「娜移原作展」於石澳村Visage Too舉行 26（圖七）。

（Visage 系列空間的另一化身Visage One，現為髮廊暨週六爵士樂酒吧，位於荷李活道一個僻靜的街

角）。

圖七（上）
「娜移原作展」邀請卡
（1993 年3 月27 日至4 

月24 日）。圖像版權所
有：李家昇、劉清平、
黃楚喬。（鳴謝李家昇及
亞洲藝術文獻庫提供圖
片）

圖八（下）
《女那禾多》（1995 年第
3 期）內頁。該期關於
郭家熾作品的內容被評
定為不適宜出版。《攝
影畫報》及《女那禾多》
編輯室協議，在圖片上
加蓋印有「1995 年3 月
11 日審查」的半透明封
條，以保證能通過書刊
審查。圖像版權所有：
郭家熾、李家昇、劉清
平、黃楚喬。（鳴謝李家
昇及亞洲藝術文獻庫提
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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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2月號的《娜移》裡，李家昇回顧雜誌在過去幾年成長期間所達到的功能：27

《娜移》 也不只是在做整理，我們說的整理也許可以說是有著較闊的層面，至少它

是有「促成」功能。比如我們再回到上面提到的「電子映像」專號，它著實是促使

了一些在數碼科技案頭的映像工作者，為這特別專號做出他的作品。我說這也是

整理，因為它促使了藝術工作者腦子裡或手中遊離的映像或意念具體化起來。[…] 

《娜移》 基本是沒有闊大的使命做基礎。我們較希望它是一件生長的作品，能夠不

斷調整看法多過是一項帶著明顯努力指向的任務。[…]《娜移》原是一個意念、一

個生長的意念。

《娜移》的內容以至它後期與《攝影畫報》的關係還有更多可堪研究的地方。其中，《娜移》第四卷第三

期「論身份」（On Identity）專號，有作品被《攝影畫報》編委評為過於暴力和不雅。經《攝影畫報》及

《娜移》磋商同意後，雜誌最終在相關的圖像上加上印有「1995年3月11日審查」字樣的半透明封條，

以避免抽稿（圖八）。28 

《攝影畫報》及《娜移》事後迅速作出回應，後者更於隨後一期發表「論審查」（On Censorship）專號，

刊載藝術家文晶瑩與伍小儀就審查事件及如何打擦邊球展開的對話錄，探討顛覆性內容的定位。29

箇中情境可供反思的問題，也許在於相關的對話有沒有觸發進一步的討論？97回歸等社會政治事件如

何影響《娜移》的內容和編輯方針，以及它與《攝影畫報》的關係？兩本雜誌與當時的策展機構（如香

港藝術中心及香港藝術館）構成一道甚麼樣的風景？除《攝影畫報》及《娜移》之間摒除隔閡的開放式

交流之外，這些問題都屬可資研究的課題。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

本文探討的最後一個個案為「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由獨立策展人劉建華於2007年在亞

洲藝術文獻庫作駐場計劃時開展。計劃涵蓋三個小型項目，包括一個於亞洲藝術文獻庫舉行的微型展

覽；一個由有志探討藝術史的人士組成的讀書會；以及一個討論香港（缺乏）藝術史的圓桌研討會。

研討會於香港藝術館演講廳舉行，獲十二位香港及駐海外藝術工作者參與。「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

寫」計劃旨在探討藝術書寫，因其衍生的檔案和文獻紀錄成為亞洲藝術文獻庫的館藏，供公眾於網上

閱覽，令計劃本身亦成為藝術書寫的一部分（圖九）。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名下的「藝書港藝史」展覽，由2007年6月15日至10月19日於亞洲

藝術文獻庫舉行。九位獲邀參與的本地藝術家，以大陸藝術史學家朱琦於 2005 年出版的《香港美術

史》為起點，就其文本或更廣泛的香港藝術史進行創作。30《香港美術史》是首本以中文書寫的香港藝

術史，加上朱琦在寫此書前從未論及香港藝術，《香港美術史》一書在香港藝壇掀起了熱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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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朱琦的著作不過鬆散地輯錄了關於香港藝術的二手材料；也有說該書反映香港藝術史材料

有限甚至貧乏。31 但也許香港藝壇普遍的心聲，包括劉建華在內，是《香港藝術史》的論述與香港藝

術工作的認知實在大相徑庭。32

根據亞洲藝術文獻庫收藏的相關文獻紀錄，以專題計劃回應朱琦著作的念頭，早於2005年開始蘊釀，

當時劉建華以mMK (mini Museum von Kaspar) 之名發起

[透過]一個以書本為創作起點的項目，加上讀書會[仍在策劃階段]，以推動各界圍

繞該書內容及香港藝術史書寫作出討論……[有]興趣的藝術家將獲書本兩冊，一冊

供參考和閱讀，另一冊則為用於藝術創作的原材料。33

此計劃背後是一股求知的欲望，意欲了解不同人士 ─ 特別是藝術家 ─ 如何「[代入] 零碎散亂的歷

史」，而不是要求「將 [朱琦文本變成] 一個更好的版本」。34 但一如 Norman Ford 於給劉建華的通信中

所言，「向藝術家送上 [朱琦的] 著作，本身已包含了批判的暗示」。35

事實上，這行動的顛覆性確實啟發了白雙全等藝術家，以作品反思藝術史書寫/建構所牽涉的權力政

治。

>白雙全（2005年9月18日）

Jeff [Leung 梁展峰] 拿了一本《香港美術史》回來畫室，我稍稍看了，看來都幾厚。

[…] 我想了件作品叫「佳梯」Good Ladder, 我在書頁中間切出幾級階梯，把書一反，

階梯就高了一倍 [見圖] ，暗諷藝術史／史家有把藝術家推到另一個位置的權力 [這

未必是針對這本書] 。（圖十）

至 2005 年 9 月 30 日，共有六至九位藝術家表示對計劃感興趣，並獲指示於同一個週末前往牛棚領取

《香港藝術史》。36 計劃之後因劉建華須於年終前赴美國而暫停，於2006年1月再度發酵，並初步決定

於Habitus設計空間展出藝術家的作品。37 

圖九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
書寫」策展人駐場計劃。

（圖像版權及提供：亞洲
藝術文獻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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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
及小型展覽的建議書。

（圖像版權及提供：亞洲
藝術文獻庫）

亞洲藝術文獻庫於 2006 年 8 月 30 日接收劉建華的建議書，內容包括一個於亞洲藝術文獻庫舉行的小

型展覽，以及「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圖十一）。2007年4月，劉建華向有意參與計劃的藝術家致

函，表示「經無限期押後後，[計劃] 終於再次啟動」。計劃將於亞洲藝術文獻庫搬遷後，於新址正式舉

行。38 劉寫道：

圖十
白雙全手繪作品概念。

（圖像版權及提供：亞洲
藝術文獻庫）

Copyright © 2013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藝術書寫及其流播：香港三個時刻

264 • 265

圖十二 a/b/c

讀書會的書單（首三
頁）。（圖像版權及提供：
亞洲藝術文獻庫）

[此] 計劃旨在聚焦於藝術家對藝術史書寫的自省，包括他們對香港藝術史的獨特看

法，以至自身與藝術史或藝術史理論的關係。計劃包括一個匯聚藝術史學家、其

他學者和藝術家的圓桌會議，將於九月底舉行。39

劉建華亦發起每月舉行讀書會，讓從事藝術史工作的業者聚首一堂，討論相關議題。共五次讀書會月

敘分別於2007年6至9月舉行，討論「香港藝術史書寫」、「新藝術史」、「書寫，自省」、「評論家 ─ 史

學家 ─ 美學家Thierry de Duve」、「現代性敘事？」及「視覺藝術至視覺文化」等。讀書會討論的文本

包括香港作者祈大衛、李世莊；以至Hans Belting、Arthur Danto、James Elkins和Nicholas Mirzoeff等海

外作者的著作。

讀書會所羅列的一系列近年就香港藝術和藝術史而撰寫的文章，也許構成更有趣的研究課題。這些文

本分別以中文和英文撰寫，包括書籍合輯、展覽目錄，以至刊載於文集、雜誌、日報、學術期刊及年

鑑的專題文章。40 這些不同形式的藝術書寫均由操中外語言的香港作者撰寫。絕大部分的文本以不同

時段為討論對象，反映不同單位試圖從不同的起點和角度切入，建構香港藝術史的面貌。這些藝術書

寫在形式及定位上也許不同於朱琦的史詩式鉅著，但它們確實是歷來在香港之中建構的各式藝術史。

也許討論的中心不應該圍繞香港沒有（或為什麼沒有）藝術史，而是我們可以如何另這些不同形式而

且聚焦不同時代的藝術史相互嚙合。（圖十二 a/b/c）

在「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讀書會的書單中，有不少寫於 1990 年代的文章。包括祈大衛的 Art 

and Place: Essays on Art from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輯錄寫於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中的文章）、匯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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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評論家的文集《從過渡跨越千禧 ─ 七人視藝評論自選文集》（作者為田邁修、何慶基、李世莊、祈

大衛、梁寶山、黎健強和蕭競聰），以及由何慶基、祈大衛合編的《他人的故事 ─ 我們的註腳　香港

當代藝術研究 (1990-1999)》。此刊物原為一展覽相關刊物，但展覽最後並沒有舉行。香港藝術館亦於

1990年代發行兩本刊物，名為《香港藝術家》第一輯及《香港藝術一九九七 ─ 香港藝術館藏品展．北

京．廣州》，兩者同列於「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書單中。41

這些於1990至2000年代發表的文章和書籍，不僅包含關於當前藝術生態的文本。事實上，大部分文

章均從史學角度切入。李世莊為《從過渡跨越千禧 ─ 七人視藝評論自選文集》匯編的文章，雖然全部

於1990年代寫成，其實泰半關於更早時期活躍於藝壇的藝術家。這些李世莊筆下的人物，包括李秉、

余本和李鐵夫等於 1930 年代開始活躍的藝術家。而香港藝術館的展覽目錄，則透過藏品回溯藝術風

格的發展，構成從建制立場述說的香港藝術史。

這些刊物的其中一個明顯的共通點是已經廣泛流通的敘述繼續重複流播，而素材稀少及論調較冷門及

的論述則在資料累積及作品流播的挑戰中逆流而上。蒐集資料的難度，導致產生論述同樣困難，使其

廣泛流播更是難上加難。此點可能是年鑑被廣泛用作主要的資料載體原因之一。這些編年著作包括

祈大衛的 Art in Hong Kong: A Chronological Guide to Exhibitions (1985-2001) 及與其相應的數據庫 Hong Kong 

Art: A chronological database of art exhibitions in Hong Kong (http://web.hku.hk/kaa/)、黎健強和李世莊

為《左右》期刊創刊號撰寫的文章 A Chronology of Visual Arts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00 -1930 。其他學者

亦肩負起編撰藝術年鑑的責任，包括羅淑敏於2009至2010年編纂，後獲刊載於《香港視覺年鑑2010》

的〈1940至1959香港親中報章刊載的藝術家活動年表〉等等。

若作為完整的文獻而不是持續讓資料累積的載體來看待，年鑑也許不能實現其初衷 ─ 即記錄一事或

一地隨時間推移的發展，以啟迪更多相關的研究。但矛盾地，採取富爭論的立場或書寫形式的藝術史

著作，更能激起討論和相關的論述。與此同時，某些時段或議題的資料確實難以蒐集（原因可能是資

料稀疏、散迭；或擁有相關資料或親身經歷的人士已屆老年甚至亡故），致使年鑑編纂的工作異常艱

辛。 因此，這些包含香港藝術史學資料的不同載體，不僅反映歷史素材不同程度的存取難度，更揭

示某些敘事方式更容易獲注視和流播。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的參考書單展現的百家爭鳴，在2007年9月29日由十二位講者參與的研

討會（圖十三），以及刊登於2008年1月號《藝術》雜誌的研討摘錄中，再次獲得印證。與會的12位講

者分別操英、粵語和普通話，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及英國等海外國家。圓桌會議按講者所操語言分為

兩個環節。42 與會人數、出席者的積極參與及熱烈的現場氣氛，實在反映有心人欲努力營造一個漫談

的場域，以應殷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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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
書寫」研討會。

香港藝術界對香港缺乏藝術史之現象了解猶深，活躍於不同年代的工作者多年來也致力解決此問題。

對於不同甚至來自境外的藝術史觀，香港藝術界是持包容的態度的，而同時又希望能建構屬於自己的

聲音。理論上，這兩股勢力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實際上，朱琦就香港藝術史作出的論述也可被視

為現有眾多論述之一。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朱琦《香港美術史》一書所引起的激烈情感？這點又足

以引導我們回到不同書寫形式所隱含的話語權及被重視的程度的問題（可將史詩式鉅著與年鑑對比為

例）。

擁抱多重聲音與建構本土聲音的張力在「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的策劃導言中充分顯現。導言以「香

港何時出現由本土作者書寫的香港藝術史？」作開端，但筆鋒旋即出現自相矛盾之說：

重要的不是誰來為香港書寫藝術歷史，而是每一部著作呈現香港藝術史哪一方面

的知識及演繹。正當我們不斷要求自身透過不同角度了解歷史之際，香港藝術史

卻缺乏了本土的聲音。

圓桌會議參與者所關注的議題，似乎並非單一及多元角度之間的矛盾。討論的焦點似乎離不開身份這

老問題 ─ 哪一種聲音足以被視為香港的自我再現？我們如何能清楚表達這個自我？

自我再現的建構過程離不開敘述的建立。以香港而言，似乎擁有不少建構敘述的素材。也許更基本的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能更透徹地了解並運用已有的藝術史資源，並在其上建構我們的論述。

透過「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策展人駐場計劃所收集的素材，包括藝術家回應藝術史觀的作品，以

至讀書會研討的藝術史書寫，及講者在研討會中發表的論述。這些文件無疑將成為有助研究香港藝術

史的歷史文獻，同時，它們也是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集體心理的產物，對意欲了解香港藝術生態的人

士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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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的序言指出，文中三個個案之所以獲選取，是因為它們各有冒起和流播的獨特條件。事實上，

《美術思潮》、《攝影畫報》及《娜移》，以及「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是截然不同的藝術書寫例

子，由不同的迫切性所衍生，並傳播不同的意念。三個個案均在藝術生態中留下獨特的影響。作為公

眾可存取的研究素材，它們均可被其他有志藝術史學的人士善加利用，發揮多方面的可能性，為學術

研究、教育、創作及策展等範疇服務。箇中的限制，只在於我們的集體想像力。

這三個個案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它們賴以流播的實體媒介。《美術思潮》於1980年代刊行，是黑白單

色印刷。事實上，其印刷質素被彭德本人形容為地下雜誌。《美術思潮》讀者寄給雜誌編輯部的手寫

信件，印證了當時的一股文化熱潮。

至於1990年代的《攝影畫報》及《娜移》則為彩色印刷。高質素的紙張和印刷，令《娜移》得以利用雜

誌的形式實現展覽場地的功能。兩個編輯團隊和讀者的對話於流播媒介本身之中進行，在作者及對象

之間形成穩定而持續的互動。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的素材體現數碼時代的降臨 ─ 通信以電郵甚至即時短訊形式進

行，可收即時反饋和協調之效，海外藝術家提出的意念，可即時傳達至香港並加以執行。「歷史 ─ 城

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羅列的大量閱讀素材，亦反映出國界對思想流通的限制愈見減少。記錄的形式

亦增加至包括錄像。

但語言仍然在三個個案中形成疆界，限制資料只能在特定的語言群組中流通。我們不應忘記大量關於

香港的藝術史素材只有中文版本。如建構史話的最主要因素在於流播，那麼長足的流播首重於相關素

材隨時可達，因此，翻譯工作有其必要。

這股對翻譯的需求並非為趕上「國際化」的快車，最終無可避免地以歐美的詮釋為終站。對翻譯的需

求促使我們檢視香港內部的多元語系群組，以及城市本身因不同社區帶來的多元角度。它亦促使我們

橫向觀察亞洲其他地區。也許英語將繼續是香港人相互之間及與其他地域溝通的通用語言，但我們無

須以英語作為翻譯工作唯一的目標語言。本文雖然只有中英文版本，我希望此翻譯工作能讓文章接觸

更多讀者。透過不同個案的並置，嘗試呈現其他敘述的可能性，從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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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興的是，]在原有的讀者層面上，本刊有加添了一批新的讀者。我們希望新來的讀者對本刊慢慢的了解，逐
步對本刊習慣刊用的作品風格，有所瞭解及欣賞。」《攝影畫報》第321期，1992年4月 （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
司，1992），頁98；《娜移》雙連號，頁3至4。

20 《娜移》第九期；《攝影畫報》第327期，1992年10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2）。

21 《攝影畫報》第327期，1992年10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2）。

22 「《娜移》從開始編輯至今，都是以邀請作品為主。我們擬定了刊物影響方向和對攝影的態度；可以說，這時主
觀的設定。」 Photo Pictorial, issue 325, August 1992 (Photo Pictorial Limited, Hong Kong); Dislocation issue 7.《攝影
畫報》第325期，1992年8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2）；《娜移》第七期。

23 「瘋狂」特集，《娜移》第二冊，第三期；《攝影畫報》第332期，1993年3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3）；「電
子映像」特集，《娜移》第二冊，第十二期；《攝影畫報》第341期，1993年12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
1993)；「自助照相館」特集，《娜移》第四冊，第二期；《攝影畫報》第355期，1995年2月（香港：攝影畫報有
限公司，1995）。

24 《娜移》第七期；《攝影畫報》第325期，1992年8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2）；及《娜移》第二冊，第九期；
《攝影畫報》第338期，1993年9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3）。

25 《娜移》第二冊，第二期；《攝影畫報》第331期，1993年2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3)。

26 「娜移原作展」請柬，亞洲藝術文獻庫及《娜移》第3冊，第2期；《攝影畫報》第343期1994年2月（香港：攝影
畫報有限公司，1994）。展覽展出《娜移》於1992年刊載的部分原作品，是《娜移》籌辦的少數展覽之一（有多
少籌辦的展覽實際舉行仍有待考證）。此後，《娜移》還於香港理工學院及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舉辦過數次展覽。

27 《娜移》第三冊，第二期；《攝影畫報》第343期，1994年2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4）。

28 《娜移》第四冊，第三期；《攝影畫報》第356期，1995年3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5）。

29 《娜移》第四冊，第四期；《攝影畫報》第357期，1995年4月（香港：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95）。

30 「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獻庫。參與的藝術家包括程展緯、馮美華、羅文樂、李
傑、梁美萍、白雙全、鄧凝姿、曾德平、王銳顯。

31 http://www.inmediahk.net/node/91226。

32 劉建華與 Norman Ford 的電郵通信（2005年9月13日）。「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獻
庫。

33 劉建華「藝書港藝史」，劉建華致藝術家信函，2005年9月11日擬。「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
洲藝術文獻庫。

34 劉建華與 Norman Ford 的電郵通信（2005年9月13日）。「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獻
庫。

35 劉建華與 Norman Ford 的電郵通信（2005年9月15日）。「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
獻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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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至2005年9月30日為止，表示有意參與「藝書港藝史」計劃的藝術家包括梁美萍、白雙全、蕭競聰、魂游、羅
文樂、王銳顯、Rick Yeung、馮美華及謝燕舞。劉建華致函藝術家垂詢參展意向，2005年9月30日。「歷史 ─ 

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獻庫。

37 劉建華致「港書港藝史」參展藝術家信函，2006年1月11日擬。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
文獻庫。Habitus 設計空間是由曾德平於2000年代初創辦和營運至2000年代中葉的展覽空間。

38 劉建華題為「Re: mMK’HK AH art bk project – artists updated」 [2007年] [略加修繕] 的電郵。歷史 ─ 城香港藝術
史書寫」計劃檔案，亞洲藝術文獻庫。

39 同上。

40 http://www.aaa.org.hk/cms/Content/upload/research/rp/HistoriCITY_Reading_Group_Outline.pdf。 

41 同上。

42 http://www.aaa.org.hk/cms/Content/upload/research/rp/HistoriCITY_transcriptsession1_abridged.pdf 及 http://

www.aaa.org.hk/Diaaalogue/Detail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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