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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的有用論
「藝術有什麼用處？」自十九世紀開始，藝術有 / 無用論一直令無數人費解，

不少藝術家更以此為創作動力，大膽挑戰受眾的接受程度，逾越、橫跨、模糊藝術的界線，

亦有小說家不嫌其煩以文學形式對藝術作出功能性的詰問。那又難怪，如今社會講求的快捷方便，

有效率，資本主義膨脹社會的要求無一與藝術追求配合，除非藝術品轉化成經濟商品，否則它將繼續受到拷問的煎熬。

不過，一項新的藝術形式誕生，似乎循序漸進地將

藝術帶離這個周而復始的迷陣，這項新的藝術概念

稱之為公共藝術，廣義來說，它意指公共空間裡各

種媒體的藝術表現，而李民偉 (Tim Li ) 顯然是在香

港努力推動公共藝術的其中一份子。

蛻變的三個層次

「 我 會 以 蛻 變 來 形 容 自 己 近 來 發 生 的 事。」 他 表

示。蛻變最通俗的聯想可能是羽毛成蝶的生物進

化過程，之於 Tim Li，「蛻變」這字含涵多面向意

思，當中的來龍去脈好比蠶繭般繁複，處處連環相

扣，貴為建築師和藝術家的李民偉倒是講解得頭頭

是 道，「 首 先 我 從『 藝 術 空 間 』(PARA/SiTE ART 

SPACE) 的主席位子退下來，自 03 年到現在，我

在『藝術空間』從事了十四年時間，也是時候讓新

的主席上位。此舉對於『藝術空間』來說也算是

種蛻變，它在成立之初是個 ARTiSTS bASEd 的

機構，這些年間，『藝術空間』更擔任策展人的角

色。另外，『藝術空間』本身是個 SmALL SizE 的

oRgAnizATion， 但 幾 年 來 也 變 成 了 mEdium 

SizE 的 oRgAnizATion。 香 港 一 直 缺 乏 中 型 藝

術機構，因此我希望蛻變後的『藝術空間』得以

填補這個空缺，擴充香港的藝術網絡。」展覽的

規模和大小，從來都是藝術機構最顯眼的成果，

在此方面，『藝術空間』自然不遑多讓，其中，

將 於 11 月 9 號 舉 行 的 PARA/SiTE ART SPACE 

FundRAiSing ACTion 2011 便是鐵証之一，查

看參與是次活動的藝術家不少在國內外都有一定

的知名度，最為港人稱道的應該是艾未未和九龍

皇帝曾灶財。接著 Tim Li 一抹淡淡的微笑，「剛巧

FundRAiSing ACTion 的主題也是蛻變。」

推動公共藝術

先 將「 藝 術 空 間 」 的 行 政 事 務 放 在 一 旁， 蛻 變

的第三個層次，是關於 Tim Li 的近況。「我有感

在『藝術空間』的任務是完成的了，現在 FoCuS

在公共藝術的推廣。」他貫徹始終，一步步地詳

細解釋，「整個推動公共藝術的活動，希望在三

年 會 有 成 果。 第 一 步， 先 做 一 些 SubSTAnTiAL 

RESEARCh，統計一下香港過往公共藝術的歷史。

其實，香港在公共藝術的發展並不發達，相對台灣

和澳洲也較弱。通常香港的公共藝術都是短暫停留

的，例如比賽後的得獎作品放置在公園，卻很少是

REguLAR。」城市規劃和公共藝術息息相關，「如

果香港城市規劃有 1-2 % 考慮到公共藝術的問題，

那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公共藝術是 EngAgEd 

wiTh CommuniTy，它並非單單作為藝術品自身

的存在，這點可說是公共藝術與一般放置在畫廊或

博物館展品的最大分野。在香港，公共藝術的回報

很低，製作的 mATERiAL 不一定是貴的，但問題

是很難將藝術品推廣至受眾層面，納入大家的討論

議題內，讓受眾也有 EnLighTEnEd 的感覺，公

共藝術的發展才會愈趨成熟。這種創造者與觀眾相

向的關係是公共藝術擺脫藝術有 / 無用論的論証之

一，「讓政府了解公共藝術的重要性也是非常重要

的，可透過做 RESEARCh，寫 REPoRT 的正常途

徑，APo (ART PRomoTion CEnTER) 亦會有一

些對 ART woRkS 的 REviEw，透過 dATA bASE

去凝結討論。」Tim Li 提及 2007 年在深水�舉辦

的《活在西九》，他與居民一同以經典的紅白藍摺

床砌成藝術裝置，喻意港人能屈能伸的精神同時亦

象徵溝通的橋樑，「與居民一起製作展品，從教導

他們扎床，到裝置的完成，居民有種 EmPowER

的感覺。」類似的效果也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早前的展覽《mEmoRy FACToRy》出現。如

果公共藝術更深層的意義是令到觀賞者和創造者同

樣得到 EnLighTEnmEnT，我相信 Tim Li 的例子

恰到好處。

樂觀面對西九

談到香港的展望，Tim Li 還是蠻樂觀的，尤其涉

及西九的議題。「自西九的議題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都很樂觀，以往香港的藝術家一直很少機會參與

公共討論，但自西九後，連外國重要的藝術家、建

築師也來香港，唯一懷疑的是有關政府的事宜，因

為每個政治人物背後也有不同的政治目的。」說到

底，公共藝術擁有讓世界變得更好更快樂的熱切渴

望，可能數個座落在火車站大堂的雕塑，在公園玩

味十分的康樂設施和商場牆壁的詩句，就能達至與

眾同樂的佳境，從而改變我們對事物 / 事情的觀賞

角度也說不定，相信藝術的 Tim Li 應該對此也很有

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