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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無 明 盡

「大家認識萊特兄弟嗎？」旁邊傳來導賞員的聲音。「他們是發明

飛機的人！」中學生回答著。「那麼，他們是怎樣想到了飛機的？」

「唔⋯⋯」「不知道⋯⋯」「你猜他看到了什麼？」「他看到⋯⋯鳥

在飛？」「沒錯。萊特兄弟是從觀察身邊的事物開始的。」學生一

邊聽，眼神一邊在這個布滿鏡子的空間四處遊走，抬頭看天、低頭

看地，導賞員洛民接下來卻邀請學生，看看鏡中的自己。幾個男孩

子猶豫著，轉過身面向鏡子耍帥，互相搭肩並拿起手機拍攝鏡中的自

己；有人檢查臉上有沒有髒，擠擠眼睛⋯⋯大概這是個令人很不自

在的活動，直到洛民給了下一個指示：「我們這次試試闔上眼睛照

鏡。」大家再次鼓起一點勇氣面對鏡子，先是瞇眼偷看別人，才陸續

闔上眼睛。微風吹過，一刻靜止，大家又張開了眼。「你看到嗎？」

「嗯。」「如何看？」「用心眼看。」

心 之 導 賞 文、攝影▓溫善婷  設計▓盧其蔚



福智之友 第129期14

曾建華：無 | M+

福智之友 第129期 15

我身處何方？這是香港西九文化區M+

的第一個展館，正在進行藝術展覽「曾

建華：無」，年輕藝術家曾建華運用空

間設計、視覺藝術、錄像、音樂等媒

介，展現他自己對生命的看法，邀請觀

眾一起思考。環觀四周，這是一個四方

的大平臺，天空之下是環繞的步道，四

面是圍著鏡子的牆，當中站立著一棵年

輕的樹。樹有多重的象徵意義，在《聖

經》中是伊甸園的生命樹和分辨善惡

樹，從佛教的意涵看卻會讓人想起惠能

大師的「菩提樹」偈語：「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一切事物皆空，佛陀教人不要

妄想執著，但藝術家似乎更趨向於尼采

的「永劫回歸」1主張，人沒法逃離無窮

無盡的循環，對生命的意義和創造持一

種否定的態度，因此他在「無」加上一

條「刪除線」作為展覽的題目。

沒有出路的生命？

從平臺走進光線微弱的展區，經過重重冰冷的不鏽鋼柱，我們看

到影像中一扇拱門裡的囚犯無止境地環繞步行；轉身走向另一面牆的

投影，一座小山上的孤樹，受著強風吹襲而樹葉四飛。前者是《發條

橙》2 其中一幕，以監獄作為生命的隱喻，人必須接受荒誕的重複及社

會的思想改造；後者則取自電影《都靈之馬》3，反映人無論在動盪或

平靜之中都必須承受著孤獨。隨後進入的小房間，迷矇影像與一連串

充滿情緒的英文字，由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4變奏為九○年代搖滾

樂隊Nirvana充滿壓抑的歌曲，夾雜著具破壞力的一些聲音。我的心起

起伏伏，如驢子般背負著沉重的擔子，從黑暗的展廳重新回到平臺。

藝 文 思 修  A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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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竟有點刺眼。我跟著這位來自生

活書院名導賞員洛民的指示，與學生們

一起靜默著，隨著平臺的迴廊走五圈。

一圈、兩圈、三圈⋯⋯等到最後一位同

學完成，「你們剛才想什麼？」「沒特

別想什麼。」「覺得好虛無。覺得自己

好像是假的，一直重複。」回想一下，

一開始我在學生的最後，中途有些學生

漸漸放慢腳步落後於我；我又檢視到自

己的心情，由緊張到放緩了一點點，由

關顧著自己的步伐，到開始觀察著路上

的沙石。為什麼我有這些轉變？「行第

一個圈跟第五個圈時，您的心念是否不

一樣了？」洛民提醒了我一件事：心的

狀態並沒有一刻是相同的，何以說生命

重複又重複？

我又如何了知自己的「心」確實存

光明的起點

發現心的過程

「最後，我想送一份禮物給您們。」

洛民派給大家一張小小的投影片。放在

光線底下去看，好像沒什麼特別。她再

派另一張投影片，覆蓋在上面的時候，

竟然出現了不同的顏色！「大家可以告

訴我，投影片有多少種顏色嗎？」「四

種。」「五種。」「七種。」「無限

種！」如何看到無限呢？後面的投影片

如外在環境，即使是一動不動，但只要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集藝術、教育及公

共空間於一身。M+是文化區內嶄新的視覺文化博物館，預計於

2019年對外開放。M+展亭的首個展覽為「曾建華：無」。其創

作靈感取自莎士比亞的《馬克白》，透過建構一個讓人沉浸其

中的獨特體驗，探索人生的意義及我們無法逃避的命運。M+這

次展覽邀請了生活書院為學校及長者導賞團加入了互動導賞內

容，讓學生和長者以不同角度了解展覽。

在，並且擁有改變生命的力量？洛民帶

了一個很深刻的「叮叮」遊戲，「叮

叮」是敲鈴的聲音。「當我打一下叮叮

的時候，您可以像靈魂出竅一樣，想像

自己的靈魂站在後面看著自己。到我再

打一下叮叮，您就回去身體裡。」第一

次叮叮的時間很短，比較快的人可能做

得到「靈魂出竅」看著自己，但更多人

說：「我還沒來得及出來！」不過「發

現自己未出來」當然也是證實到「心

的存在」了。「今次我再打叮叮的時

候，你們可以試試飛去自己想去的地

方。」叮叮後，同學說：「我剛剛站在

頭頂。」「我去了以前的家。」「我去

了火星！」我看見同學的眼睛閃著光。

明明我的肉身仍在展覽現場，心卻可以

到很遠的地方。那麼，即使我的身體必

須跟著重複又重複的軌跡走，心靈卻可

以自主。

把前面的投影片-我的心-不停轉動，就

可以換到無限的角度，無限的希望。

「一樣的展覽，如果我們能換個視角，

表面上好像很灰暗、沒有希望，但整個

過程中，我卻感受到藝術家是一個非常

認真思考生命的人，把最深層的思維轉

化成藝術作品與大家交流、自白，想必

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很積極地在找出

路。」洛民說著，學生們若有所思。他

們離開展覽，離開西九文化區，即將又

回到平日的生活，繼續上學、做功課、

考試。或許他們，或者我，記不起展覽

的內容、文學作品的引錄，但至少記得

這一次發現「心」的過程，這是創造意

義的開端。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