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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賞析

文化
Culture

【大公報訊】記者郭雨南報道： 「
Marble，Print & Clay」聯合創辦人、本
地青年藝術家林敬庭個展 「木帛」今日（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在香港視覺藝術
中心開幕。該展覽以木棉為主題，描繪他
對木棉的思量與探索。

林敬庭於個展開幕前接受大公報記者
約訪。他介紹， 「竹帛」是古時以竹製成
書卷來作文字記錄，而此次展覽中 「木帛
」則以木棉樹為元素的版畫製成的圖像記
錄，探究木棉的歷史文化以及當代處境。
他說： 「『木』與 『帛』連結即成棉，我
想通過作品來檢視我與自然之間的區隔，
並探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木棉是一種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生長
的落葉大喬木，樹幹粗大，樹幹基部密生
瘤刺，以防止動物侵入。每年二至四月先
開花，後長葉，花冠五瓣，倒卵形狀。花
後結橢圓形碩果，之後果實會裂開，內裏
的卵圓形種子連同由果皮內壁細胞延伸而
成的白色棉絮會隨風四散。

重塑人們當下心境
林敬庭作品圍繞木棉樹的棉、樹幹瘤

刺、花蕾和花等特徵： 「木棉樹是非常大
的樹種，它有力量，是生命之樹。我希望
透過木棉來追溯過往的文化，重塑人們當
下的心境。對我來說它是一種值得信賴的
存在，我想用作品來傳達這些，將信息表
達出來。」

林敬庭喜歡注視着筆直高大的木棉，
看着它在四季裏的不同變化，因此其生活
的環境就是他的創作靈感。 「我想通過木
棉樹來介紹自己，中學時期，當時我最想
讓人了解的自己與我讓人了解自己的方法
有着很大的落差。雖然我知道人與人之間
要真心才能連繫到愛，不過回想當時我沒
有拿出最真心的狀態與朋友交往。後來經
過在大學的慢慢整理，連結到自己和木棉
樹的所有故事，我知道讓我連繫到愛的方

法就是將我的故事以木棉樹的方式表達。
」而這種想法也反映在他第一展區內以「
木棉說」為主題的系列作品裏，他以平版
畫的形式，描繪了木棉四種不同的形態，
展現四季不同風情，感受其明顯的變化特
徵，表達林敬庭對木棉最美的印象。

邀小朋友想像創作
展廳中第一展區是獨幅平版畫，以木

棉乾花印製，展示出木棉的種種形態。而
第二展區林敬庭於長紙卷上印上木棉形態
，讓小朋友發揮想像，自由創作：「孩子們
與自然的區隔很可能是最少的，他們的夢
就如同他們畫在樹上的圖畫。我希望這些
美夢都能夠由木棉去傳送，最後成真。」

在孩子們的繪畫中，包括拿破侖歷史
，或自然彩虹景色等的創作。這些創作在
木棉老樹倒下後顯得分外重要，寄託對木
棉生生不息的盼望。 「我在後山做老師，
會帶孩子們出去寫生，觀察、感受木棉樹
，並且會告訴他們木棉的特徵、故事。這
次展覽我讓他們自己創作，所以作品中有
很多特別之處，比如木棉很高，所以在其
中畫上蹦床，可以跳到樹的頂部；或我提
到木棉很古老，孩子就會畫恐龍在上面，
想像力非常豐富。」

第三展區以裝置藝術和林敬庭舊作為
主，其中一個系列以 「木帛書」為主題，
林敬庭認為樹可以記錄環境、人際關係和
文化價值，人們可以從對樹的觀察中去感
受身邊的變化。這一系列將其作品繪於圓
柱之上，記錄木棉的形態、狀態。

另一系列的裝置藝術主題為 「回憶的
入口」，二○○九年，全港最大木棉樹王
，大埔的一棵一百三十歲的木棉古樹被砍
，而這也成為描繪木棉系列作品的契機，
「在大埔讓我認識那裏的參天大樹，也看

着當時在運頭里最大的一百三十歲木棉樹
被砍掉，引發我不斷的創作。」這系列作
品將通過視頻等展現於觀者眼前。

林敬庭個展 「木帛」八月二十四至二
十九日在中區堅尼地道7A香港視覺藝術
中心舉行（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展至晚上九
時，二十九日展至晚上八時）。九月一日
至十月二十二日， 「木帛」展品將在大埔
露屏路10號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
學系展覽廳（B2-P-01）繼續展出。查詢
詳情可瀏覽臉譜專頁：www.facebook.
com/events/673222549547518。

（圖片由林敬庭提供）

木帛檢視人與自然的關係

遺產不均遺產不均

《三子》以荒誕手法解決人生困境
佛 琳

《三子》是我第一次觀看年輕編劇鄧世
昌的作品，其風格似實還虛，筆法似曾
相識。

全劇建基於一個簡單的故事框架：母親
死後遺下一千萬元現金，三個兒子思量如何
將遺產分配。該故事有別於現代社會的爭產
或謀奪事件，劇情既不涉及 「爭奪」，亦沒
有 「陰謀詭計」。編劇落筆的着眼點在於三
子在家庭的以往經歷，以及三子與其伴侶所
構成的多角人情關係。人物和語言是全劇的
靈魂所在。

價值觀念南轅北轍
編劇首先賦予三子明顯的性格特徵，大

哥（邱廷輝飾演）是為生活及家庭營役的住
家男人，二哥（劉守正飾演）是拚搏而進取
的金錢追逐者，三弟（歐陽駿飾演）是平實
而感性的新青年。三人性格各異，二哥明顯
地處於較負面的位置，與其兄弟有着南轅北
轍的價值觀，從而引起強烈的戲劇衝突。

一千萬元現金遺產是切入點，所謂 「三
三不盡」，形成了無法公平地滿足三子要求
的人生困境。然而，金錢是眼前的實體，舊
事才是往昔積下的恩怨，編劇很有技巧地逐

步揭開二哥與大哥之間的 「舊仇」，不外是
年輕時二人因為家庭相處和未來發展而產生
鴻溝。這些不大不小的嫌隙，成為了兄弟不
和的原因，逐步發展成現在的矛盾。

三子之外，編劇亦為各人的另一伴侶添
加筆墨，以增色彩。由是，大嫂（黃慧慈飾
演）以家庭主婦的形象為大哥機關算盡；三
弟婦（郭靜雯飾演）從溫婉柔弱而至狂野潑
辣；二哥的內地女友（張雅麗飾演）與前二

者亦生矛盾。三個女角既發揮了輔助角色的
功能，同時亦以女性心思展現金錢如何影響
親情關係，潤飾了全劇的寫實情節。

語言交鋒張力彰顯
鄧世昌建立了六個形象鮮明和目標明確

的角色，彼此交織不同的對手戲或群組戲，
以此闡釋了人性的不同追求。相對於另外兩
對角色，二哥及其女友二人的觀點，雖然被

處於較負面的位置，然而透過二哥的自我描
述，以及其隱晦的行為（例如向大嫂的女兒
贈送生日禮物），顯示了編劇創造的人物不
分正反，只在其價值觀的差異。

雖然人物的觀點有分別，但是彼此沒有
陰謀詭計，也沒有不可逆轉而無法妥協的訴
求，故此劇情不需要現實世界必須要解決的
結局，又或是三兄弟在互相理解之後，沒有
你死我亡的絕對困境。因此，全劇的敘事程

式發展下來，逐漸由寫實而趨向寫意，也就
是所謂 「荒誕」風格。我認為這是編劇有意
識的選擇，但也是該故事唯一所能形成的趨
向。

導演李鎮洲及各位舞美設計師，花盡心
思與劇本作出藝術合成。從開場時三子抬着
既似棺材亦似貯物盒的偌大木箱開始，導演
一直以強烈的形態（Gesture）來表現角色
的外在姿態。在阮漢威設計近乎空洞的場景
之內，角色遊走於不同位置，呈現對立關係
，又或自處於孤獨角落。舞台上只見不同人
物相對而視，甚至背向觀眾而對峙。角色的
語言交鋒流露張力，倔強而刻薄的語調形成
角色之間的疏離。導演着意按捺角色的潛在
不滿，反而更能帶出彼此之間的壓迫感。再
加上陳偉發設計的沉鬱聲調，令全劇最後轉
向的 「荒誕」質感尤其彰顯。

劇末時，三子在隱藏的台階翻出大量 「
陰司紙」，似是最終妥善地安排 「分錢」的
方案，更甚是以此葬送彼此積聚的恩怨。人
生有些事情，確實只能如此處理算了，沒所
謂能否真正解決。就等於將一千萬元分成三
份，永遠也沒辦法得到圓滿答案。
（香港話劇團供圖，攝影：Carmen So）

兄弟鬩牆兄弟鬩牆

▼

莫
家
三
子
的
女
伴
聚
首
一
堂
，
決
定
要
為
另
一
半

表
態
爭
取

▶一份遺產，翻出無數舊事及數不盡
的恩怨，卻是一個血在心內流、淚在
夢中淌的非爭產故事

▲莫大嫂（黃慧慈飾）告知莫大哥（
邱廷輝飾）家中將會有一個新成員

▼兄弟之間的感情，經過年月與成長，撲
朔迷離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龍貫天
指導《燕歸人未歸》晚上七時半於油麻地戲院
公演。

■中英劇團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公演《多
次元戀愛》。

■ 「追夢者：王無邪教授早期作品展」 展覽於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至八月三
十一日（周四休館）。

■春天實驗劇團 「與我一起在片場走過的日子」
節目：《開心鬼》（1984年）晚上八時於屯門
大會堂演奏廳放映。

■ 「傅樹榮佛蘭明高結他講座系列第二講：佛蘭
明高結他演奏家」 晚上七時半於香港太空館演
講廳舉行。

【大公報訊】記者陳惠芳報道：《牡丹亭驚夢
》再度公演，已於上周日（八月二十一日）圓滿落
幕。台柱陳寶珠、梅雪詩（阿嗲）二十一日晚與台
前幕後及逾三百戲迷舉行慶功宴。阿嗲完場後感到
失落而整夜失眠，相反寶珠姐則大快朵頤慰勞自己
。由於師傅白雪仙身在外地度假，故未有出席慶功
，但她們都有舉杯同聲祝福師傅旅途愉快。

《牡丹亭驚夢》於今年五月在灣仔演藝學院公
演二十場，反應熱烈，遂宣布添食於八月尖沙咀文
化中心演出七場，繼續全場爆滿。前後共演了二十
七場，是故於文化中心演出最後一場，數百戲迷在
後台的出口唱歌又送鮮花歡送寶珠及阿嗲離場。二
十一日晚在銅鑼灣舉行的慶功宴，尤聲普、任冰兒
、阮兆輝、廖國森、 「七公主」之一的馮寶寶等都
有出席，寶珠和阿嗲滿場飛敬酒合照，場面熱鬧。

熱鬧之背後，阿嗲感失落， 「我捨不得呀！我
很懷念大家一齊排戲一齊演出的日子，我昨晚還失
眠哩！」而寶珠姐則放縱地吃，她說： 「之前病了
要戒口，演完戲就可盡情吃，我吃了很多，有蟹、
糯米飯、芝麻湯丸、蛋糕，飽到翌日都吃不下東西
。」阿嗲稍後到山西五台山還神。寶珠姐因要捧楊
天經演舞台劇場，十月才去旅行。

寶珠開懷 阿嗲失落

▲林敬庭

◀ 「木棉說」 系
列作品《果》

◀ 「憐憫」 系
列作品《帶着
愛》

▶林敬庭於長紙
卷上印上木棉形
態，邀請小朋友
發揮想像，自由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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