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關 魚 塘 源 野 藝 術 節 有 關 大 生 圍

有 關 「 香 港 魚 塘 生 態 保 育 計 劃 」

2 0 1 6 年 1 月，我 們 在 舊 啓 德 舉 辦 了 第 一 次 源 野 生 活 節 
(Sustainable Fest)，剛好碰上香港60年來最冷的一天。在寒
冬下，我們思考如何在日常中實踐永續生活，永續聽起來似是
一門大學問，又或是下個世紀的事，但如果我們把它想像為一
種延續：如何延續資源，延續自然，延續地球本來的面貌，其實
也是源於一份簡單的尊重。若我們用心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善待每一個人、每一種生命，我們自然不會做出傷害大地的
事。
 
2018年1月，我們延續源野生活節的精神，與香港觀鳥會及不
同藝術家走到元朗大生圍，感受這兒的陽光、空氣、溫度，向這
兒的村民、漁民、雀鳥以及一花一草虛心學習。藝術家善用他
們熟悉的藝術語言，與觀眾分享所見所感，一起找回我們跟大
地原始的連結，然後，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是次「魚塘源野藝術節」包括兩個主要部分：魚塘源野藝術展
覽和魚塘源野教室。

六位駐場藝術家：張志平、MUDwork、Ankie AU YEUNG、黎
慧儀、勞麗麗和史嘉茵，自去年十二月起，於大生圍考察、駐
留，圍繞這兒的生態特色、自然環境和當中的生活體驗，進行
創作。六位藝術家的創作媒材和切入點均各有特色。張志平和
MUDwork均在魚塘旁裝置立體雕塑，前者運用建築地盤棄置
的木頭和調皮的視覺形象，幽默地批判人類破壞環境的舉動；
後者則以候鳥飛翔展翅的形態建構屋簷，除了為路人遮陰擋
雨，也是對當代養魚業實行魚鳥共生的讚許，而Ankie的創作
概念亦是源於魚、鳥、人及各物種串聯起來的這個生態網。駐
場期間，Ankie向大生圍村民請教尺網技術，希望傳統手藝得
以傳承，同時借用網中每個環環相扣的結去思考，在物競天擇
之過程中，各物種如何相互依存，身為網中一員的人類，又該
如何學習順自然之道而存活。

黎慧儀(Monti)的創作過程特意邀請學生參與，她在駐場期間
舉辦工作坊，邀約香港觀鳥會義工介紹魚塘生態，自己則帶領
參加者運用大生圍的塘泥，塑造當地常見雀鳥。這些泥塑創作
不會經高溫燒製，在展覽結束後，隨即返回魚塘，回歸自然。音
樂人史嘉茵除了對聲音敏感，也善於聆聽故事。駐場期間，她
聽到不少有關養魚的種種，也學習烹煮魚湯。在藝術節期間，
她會與觀眾分享源自大生圍的音樂和溫暖魚湯。而在歌頌大
生圍魚塘的種種之餘，藝術家勞麗麗也不忘以具批判的眼光
審視四周、回望歷史，以論文式電影與觀眾分享她如何以個人
感知的方法去理解大生圍內各類生物的關係。

另外，我們亦邀請到其他藝術單位，以非駐場形式參與：包括對
「生態及生物多樣性」有深入研究的藝術家柯嘉敏、善長竹編

建築的建築師黎雋維、以及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設計學副學士  
（視覺傳意）的藝術學生，以他們的藝術創作帶領觀眾關懷大

生圍的永續生態。精於水墨畫的柯嘉敏，以寫實方式繪畫在大
生圍記錄到的二十種雀鳥（包括兩種瀕危鳥類）。作品以非傳
統方式展示，配上精美的雀鳥印章，散見於大生圍魚塘，需要
觀眾參與搜尋發掘，大家在參觀藝術展覽的同時，也可上一節
活潑的生物課。此外，從香港專上學院學生踴躍的參與，更可
見香港年青一代對本土的生態議題非常關注，同學們有的以
參與式藝術活動與觀眾交流，有的以環保物料製作互動作品，
是展覽，也是經驗的建構與分享。
 
我們誠邀大家在2018年1月20日至21日，來大生圍參與「魚塘
源野藝術節」，欣賞藝術作品、參與「魚塘源野教室」的工作坊
及導賞團，讓藝術帶動你的身體進入大生圍的生態鏈，與更多
身邊的人一起探索如何共同延續「源野生活」。

約30至40年前，大生圍旁的錦綉花園是魚塘區，因為建築工
程，當地居民被安排至隔壁的大生圍居住，大生圍至今有約
70間居所，老人家亦佔多數。其中從事養魚業的只有3至4戶。
 
大生圍魚塘位於拉姆薩爾公約濕地之內，毗鄰米埔自然保護
區，此地的建築受到政府嚴格規限，政府會經常派員視察，如
養魚戶需要興建新棚屋以存放用具，亦需向政府作出申請，並
受政府嚴格監管。
 
大生圍現今有約40個魚塘，水深約2至6米，后海灣一帶魚塘
的名產為元朗烏頭，佔香港淡水魚市場約5%供應量。早在40
年代，香港養魚業初時多以基圍方式運作，透過引入后海灣帶
有蝦苗和魚苗的海水，將海產養在近岸的基圍。但由於后海灣
水質受污染，養魚戶紛紛轉為以魚塘養魚。魚塘周邊有一些

貨櫃或竹棚，用以存放物資，以前更有不少像在大澳常見的水
棚。在魚塘中，我們可以看見不同的養魚設備，如增氧機、飼料
機、魚網、放置食物的木框等。
 
魚塘定期會有剷塘的工序，以消除在水中和土壤積聚的細菌。
一般於秋冬季收成後，魚塘會進行排水和曬塘，再以推土機剷
塘，候鳥在這段時間便會趁機覓食。隨季節轉變，大生圍經常
有鳥類前來覓食，池鷺和大白鷺便是大生圍常見鳥類。
 
漁民為了提高魚塘經濟效益，還會利用肥沃的塘泥栽種果樹，
如大樹菠蘿、黃皮、桑樹等，用桑葉包裹的茶果，便是大生圍村
民的拿手小吃。

自2012年開始，香港觀鳥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在
新界西北展開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以使人、鳥及其他生物
取得生態平衡為宗旨，與當地養魚戶合作管理超過600公頃
的魚塘，參與計劃的養魚戶在一年內會將漁塘的水位降低並
維持至少7天，提供淺水生境讓水鳥在魚塘內覓食，並不會設
置任何危害雀鳥的裝置，完成協議後養魚戶可取得定額的管
理費用。2017年，計劃得以延續兩年，希望透過加強生態調查
和教育宣傳，為本地生態研究提供資源，亦讓大眾了解本地養
魚業和魚塘生態的重要性，「魚塘源野藝術節」便是觀鳥會與
藝術到家的首度合作。

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網頁：
https://hkbwsfishpond.wordpress.com/

日期
2018.01.20 (六 Sat) – 01.21 (日 Sun)

査詢
www.arttogether.org
www.sustainablefest.org /fishpond
info@arttogether.org
852-5240 8964

地點
元朗大生圍

時間
12:00 nn - 6:00 p.m

魚塘源野藝術家
駐場｜張志平、黎慧儀、Ankie AU YEUNG、勞麗麗、MUDwork、史嘉茵
教室｜慢行團、soundpocket、Mishtar、莫穎詩
參展｜柯嘉敏、黎雋維、李國英*、吳倩瑤*、陳彥霖*、鄧凱文*、李穎康*、余芷晴*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學生

張志平  Ban CHEONG
《 從小《》開始 》

木、樹枝、抽水機
  
鑑於近年大生圍不斷遭受污染，當中不乏隨處拋棄垃圾等人為污染，在捍衛社會上的自然環
境議題之下，借此魚塘藝術節機會以藝術形式喚醒大眾對保育的意識。

作品高2.3米，為了強化所帶出的意義，創作質材選用環保木、樹葉和沙石等天然資源作原
料，以拼貼法結合環保主題，作品運用剪影的形式呈現出一名孩童在湖旁解手，藉此反諷出
社會漠視環境的風氣。

孩童和解手的行為代表無知的我們和破壞環境的舉動。如尿液般的排泄物看似無害，但在積
小成多後卻會帶來深遠影響。

大眾便是忽略到破壞的嚴重性，使魚塘受到慢慢侵蝕。魚塘是地球的縮影，短期間並不會有
異樣，但在時間的洗禮就逐漸浮現，而受影響的正正是我們下一代。

黎雋維  Charles LAI
《 竹編子 》

竹
  
2015年黎雋維曾以竹枝，為尼泊爾大地震的災民搭建臨時居所。今次他繼續以竹枝作為素
材，探索魚塘的水陸交界，以自然的建築材料製作作品，試圖打破城市和鄉郊之間的距離隔
膜。

MUDwork 
《水鳥》  

金屬

許多年前，漁農署帶領漁民在大生圍村製作裝置，趕逐吃魚鳥；今天，保育者與漁民年年降低
塘水水位吸引水鳥停留；我們製作像候鳥飛翔展翅的屋簷，裝置在儲存魚糧的倉庫上，遮陰
擋雨；同時代表保育者的環保意志，也象徵村民從傳統養魚方法轉向魚鳥共生的美好信念。

柯嘉敏  Carmen OR
《魚塘飛羽》

水墨畫

大生圍位於新界西北地區，鄰近后海灣及米埔自然保護區，屬於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作為魚塘為濕地鳥類提供重要的棲息地。由於鳥類是大生圍魚塘的一大成員，因此作品以鳥
類為題材，專注表現香港新界魚塘鳥類之美。透過描繪棲息於魚塘中的鳥類與不同鳥種喜好
的生態環境，從而表達鳥與環境的緊密關係。作者從大生圍記錄的鳥類中挑選了二十種富有
特色的品種，包括兩種受威脅鳥類，並根據牠們的形態、外貌、行為特徵以寫實的方式作畫。

《魚塘飛羽》二十幅作品散落於魚塘周邊，有如找尋野生鳥類，配上精美的雀鳥印章，散見於大生圍魚塘，需要觀
眾參與搜尋發掘，大家在參觀藝術展覽的同時，也可上一節活潑的生物課。

勞麗麗  LO Lai Lai Natalie
《 焉知 》

單頻道錄像 / 雙聲道/ 彩色 / 中文字幕

當你還以為魚塘一片平靜，各方唇齒關連的欲望已連結成一個的關係網，焉知道欲望的創建
跟吞噬成就了甚麼。

水稻遷走，讓戶塘魚，那一片土地早變作索價高昂的歐陸風光，老餮們還有機會繼續飽足⻝
欲。路過的候鳥也收到遠方的信號來覓食，也引來好奇跟貪婪的目光。

史嘉茵  SZE Ka Yan
《魚。香村。籽》

音樂聲音作品、魚湯
20分鐘

大生圍的村民，大多幾代從事養魚業，口耳相傳的去傳授有關魚的種種，每天打理魚務，劏
魚，用不同的方法烹調鮮魚用膳，為辛勞的一日加油：油鹽水煮、蕃茄魚湯，手打烏頭魚旦等，
啊！還要看天氣，北風起時曬咸魚，如果吹東南風，曬咸魚時便會有好多烏蠅，烏蠅一來，咸魚
便會有蟲，不要得了。村民說：「啲魚有泥味喎！唔可以刮魚住！要過塘水，養多一個星期先！」
這些都是來自魚塘的生活智慧。

村民還說漁夫要用好的飼料去養魚，魚才會有鮮味。吃新鮮健康的魚，對身體好，連斑都少
啲﹗你睇下我地條村啲老人家，臉上都無斑㗎！

冬天到來，有些候鳥從西伯利亞到來，暫停大生圍一帶覓食，為繼續往南飛儲好能量。

這個冬天，我們來到漁塘，喝一口由村民教授柴火烹煮的魚湯，聽聽漁民煮魚的秘技。支持本
地魚市場，魚塘才能夠一直經營下去。由大生圍開始，嘗過魚湯的溫暖，大家身體力行，為本
地魚塘儲好能量。

黎慧儀  LAI Wai Yi Monti
《泥鳴》

大生圍塘泥、沙、樹枝、鐵線

新界西北魚塘擁有獨特生態和地理環境，成為很多動物的棲息地。大生圍土地肥沃，每年吸
引不少候鳥來過冬，同時也吸引了前人在此落地生根。由一塊木板挖泥築基壆種水稻開始，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大生圍魚塘一步一步發展起來，養活了眾多從事養魚業的家庭，更保留
了幾代人在資源短缺的環境下努力改善生活的成果。可是，由九十年代開始，魚塘養殖業漸
漸衰退，部分魚塘區被發展商收購，計劃大興土木。今天魚塘的歷史任務是否已完結？這片土
地是否只好在發展中漸漸消逝？雀鳥和其他動植物是否要「與時並進」另覓家園？雀鳥泥塑
由不同朋友以魚塘肥沃土壤創作，大家來到大生圍細聽這裡的故事，用此中的泥土展示這兒
豐富的生命力，一同深思如何守護屬於人類和動物的素樸大地。

Ankie AU YEUNG
《網－從傳統漁網到生態網》

竹、麻繩、刮魚網

以漁網作出發點，思考網的意義。漁網、生果網、遮陰網、學校網、交通網、行業網、社交網、生
活網、生態網……一個個獨立的結或點，環環相扣，連成一張互相支持、縴繫的完整網（絡）。

傳統漁網
傳統漁網由人手編織（音讀：尺），使用竹造的枕（捲繩的尖長片）、鰭（固定網眼尺吋的長片）
兩種工具，以麻繩作網料，尺成一張網，再放入鴨蛋白中浸染來加強靭度。在漁塘經常運用到
的漁網包括撈箕和收取漁穫用的刮魚網。隨着時代發展，今日的漁網均由機器編織而成，網
料已被防水性高的尼龍、魚絲取代。是次展示的麻繩網，是在大生圍村民親自傳授尺網技術
後尺成，寓意傳承。網的用途廣泛，學懂尺網技術後，可按個人需要尺成不同大小的網，應用
到生活上。

人在網內
萬物為生態網的其中一個結（點），由不同線（例如食物鏈）連結，構成一張綿密、複雜而宏偉
的生態網，當生態網的其中一個點遭到破損，便需要一定時間去修復，重新取得平衡。人在生
態網中，任何破損都必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子：人為造成的空氣污染，可導致塘魚缺氧死
亡，直接影響養魚戶的生計，令水鳥和人均無魚可食。

第一日 (2018.01.20 ) 第二日 (2018.01.21 )

日 程 表

12:00 - 01:45 p.m. 12:00 - 01:45 p.m.

12:45 - 01:45 p.m.

12:15 - 01:45 p.m.
02:00 - 03:00 p.m.

02:00 - 03:00 p.m.

02:00 - 03:45 p.m.
02:00 - 03:45 p.m.

02:45 - 03:45 p.m.

03:00 - 04:45 p.m.

02:30 - 04:00 p.m.

04:00 - 05:00 p.m.

02:00 - 02:30 p.m.

03:30 - 04:00 p.m.
04:00 - 04:30 p.m.

03:00 - 04:45 p.m.

04:00 - 05:00 p.m.

藝術生態導賞團 I
張志平 及 生態導賞員

史嘉茵、 雄仔叔叔 
及 生態導賞員

莫穎詩  Vinci

慢行團

慢行團

Ankie AU YEUNG 及 生態導賞員

Mishtar

勞麗麗 及 生態導賞員
MUDwork 及 生態導賞員

莫穎詩 Vinci

藝術到家 Art Together

藝術到家 Art Together

*免費活動，歡迎即場參與。

史嘉茵 及 Nelson HIU

史嘉茵 及 Nelson HIU
史嘉茵 及 雄仔叔叔

黎慧儀 及 生態導賞員

soundpocket

Mishtar

soundpocket

藝術生態導賞團 IV 
暨 魚。香村。籽音樂會 III

「魚耳朵」聲音工作坊 I 

捕夢網工作坊 I
形體工作坊 I

慢行工作坊 I

藝術生態導賞團 II
藝術生態導賞團 V

「魚耳朵」聲音工作坊 II

藝術生態導賞團 III

捕夢網工作坊 II

形體工作坊 II

羽毛筆製作及寫生工作坊*

魚 塘 自 助 工 作 坊

瓦礫擺設製作工作坊*

魚。香村。籽音樂會 I*

魚。香村。籽音樂會 II*
魚。香村。籽音樂會 IV*

藝術生態導賞團 VI

慢行工作坊 II

魚 塘 地 圖

尋鳥挑戰書

魚
塘
邊

黑 臉 琵 鷺

黑 水 雞

金 腰 燕

蒼 鷺

黑 枕 黃 鸝 絲 光 椋 鳥 栗 喉 蜂 虎

小 白 鷺 大 白 鷺 白 頸 鴉

魚 鷹

灰 頭 鷦 鶯

普 通 鸕 鷀

黑翅長腳鷸

普 通 翠 鳥

金 眶 鴴 

藍 翡 翠

小 鸊 鷉

鬚 浮 鷗

燕 鴴

樹
上

＠arttogether_hk

Art Together 藝術到家

陳彥霖
飛鳥集
紙張工作坊
 
大自然與藝術有相輔相成的微妙關係，我們生活在香港，節奏和步伐都太快了，沒時間靜下
來欣賞大自然，種種習慣更使我們難以抽身。當我們嘗試放慢腳步，會發現其實靜止的片刻
也能產生火花，我們靜默下來，就能見到周遭的一切如此生機盎然，以及大自然跟我們的對
話。藝術鳥類書籤工作坊提供機會讓小朋友認識與了解香港魚塘的鳥類，帶領參加者從不同
角度去欣賞和愛護大自然。

吳倩瑤
尋寶地圖
畫布、麻布、塑膠彩
 
我的作品是以地圖方式記錄不同的特殊生物或環境。雖然近年來生態旅遊數目不斷上升，但
香港市民對生態旅遊和香港的特殊生物或環境不了解，甚至認為在香港發展生態旅遊沒有
任何優勢。為了教育下一代的生態旅遊概念，更多地了解香港的特殊生物或環境，我決定在
帆布料上畫上香港地圖，並加上不同的特殊生物或環境在地圖上，模仿尋寶地圖，每一個在
地圖上的寶藏就是香港不同地區擁有的特殊自然生態，比喻自然生態是香港珍貴的寶藏。

李國英
枯木開花
牙籤、竹籤、皺紋膠紙、熱熔膠槍、彩紙、木板、白膠樽、報紙、紙巾、紙黏土、塑膠彩、白線
 
這個作品的主體是用牙籤和竹籤堆砌出的樹，是死去的樹，即是枯木，它死氣沉沉沒有生命
力，代表著人類已經對自然造成了很多不可挽回的破壞，失去的那部分無論怎麼堆砌也不可
能復原了。所以我們更需要珍惜眼前尚還存在的自然中的一切事物，緬懷逝去之物，並且更
加留心當下。

至於如何讓這枯木開花，就要看大家的行動了。當越來越多人在準備好的花瓣心意卡上寫下
自己對大自然的感謝和許諾，並把它們粘在樹上，枯樹上自然就會開滿色彩繽紛的花朵。希
望大家在這個過程中，認真思考，探索自身和大自然的和諧共處之道。

鄧凱文
魚塘中的黑臉琵鷺
裝置藝術（混合媒介）
 
人類一直發展屬於自己的蝸居，與此同時大自然的生態多樣性亦成為了石屎森林的犧牲品，
當中水污染是破壞環境的元兇之一。以香港為例，每個香港人一天則製造300公升污水，相當
於一個雙門雪櫃的容量，數目驚人。另一方面，市民將固體廢物棄置於各個水源，亦是導致水
質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希望透過作品，反映有關水污染帶來的禍害，並強調市民應保護
水源的重要性。

我的作品以一隻黑臉琵鷺作為主題，由於近年來水質污染問題日趨嚴重，導致環境破壞及污
染，讓牠們面臨絕種威脅。而在香港過冬的黑臉琵鷺，則佔全球總數兩成。為了讓他們得以繁
衍後代，我們必須合力保護好水源，免受污染，讓這個美麗的物種繼續繁衍下去。

李穎康
生態磚
樹脂膠，磚頭，大自然原材料
 
我這份作品名為生態磚。我明白到現時很難在我們香港這片石屎森林中找到一點清新氣息，
大眾亦很難在都市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氣，而我希望能夠透過我這份作品讓大眾多關注到大
自然其實能夠跟我們和睦共處，可以在都市中共存，不是單單只能二選其一。另外我希望能
夠把生態磚發展和應用在都市中，在建設中引入大自然的元素為求使兩者能夠共存。我整個
設計意念在於平衡城市和大自然，所以我用了磚頭作為共有媒介，把大自然有可能找到的東
西，例如河水、石頭、花花草草、樹根等等元素合併到磚頭， 每一塊磚被破壞的部位，都會用那
些大自然找尋到的東西去填補當中的不完整， 還原成磚塊。最終可以合併所有磚頭湊成一幅
生態牆，放在已發展城市和郊地之間的分界線，以展現石屎森林和大自然能夠互相平衡。

余芷晴
聽！看見嗎？
混合媒介
 
當聽到它的聲音時，看見它的生命嗎？
 
一些看似無用的舊物加上創意便能成為一件為兒童和家長而設的藝術品。作品利用了小朋
友對「玩」的熱切，善用他們的感觀，如觸覺、視覺等元素，設計出一件「睇得、玩得」的環保藝
術作品。參與者能夠敲打作品上的舊瓶子，發出不同聲效，同時在玩樂過程中提高對環保的
好奇和意識。
 
作品為舊物如車輪子／木板／木梯／舊瓶子等重塑價值，並加上植物美化作品，同時提醒參
加者植物的功用，如舒緩眼睛疲勞、放鬆情緒等。
 
當聽到它的聲音時，看到它的生命嗎？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學生作品

魚
塘
邊 
 
樹
上

不同候鳥遍佈魚塘，參加者若拾得它們的片羽，歡迎拿到
工作坊，一同製作能繪出魚塘風景的畫筆。

瓦礫雖因破碎而失去功能，但若處理得當，亦能獲得第二
次生命，歡迎各參加者把在魚塘拾得的瓦礫帶來，重新轉
化為精美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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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塘 源 野 駐 場 藝 術 家

魚 塘 源 野 參 展 藝 術 家

魚 塘 源 野 教 室

張哲(又名張志平)早年在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時已迷上了雕塑，其後獲得台灣政府的資
助，前往高雄參與「駁二藝術特區」的社區藝術計劃。
 
在駁二之後，已搬進獨立的個人工作室，但他仍偏好集體創作的空間。現在他已進駐石
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成為其中一位藝術家，作品以結合圖像和照片的大型金
屬裝置藝術為主。
 
習慣從城市的經濟和社會變化中尋找創作主題，並且擅長利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材料來
激發人們的情感。由舊工廠大廈改建而成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開幕展上，張哲利用
糾纏在一起的廢棄塑料衣架，探討物質與空間、藝術與工業之間的關係。

勞麗麗是一位「退役」旅遊記者。

現專注於與旅遊及大自然生態有關的藝術創作，卻不斷分心。

麗麗現時在生活館學習務農之餘並探索「半農半X」生活方式，這種生活實踐促使她對
另類生活模式、以及作為一位香港人兼藝術創作者的自主性作出提問。

近期，她成立了漫慢電視，主要硏究課題跟食物、農耕、蘊釀、慢駛、監視、冥想相關。

https://www.lolailai.com/about

慢行團
Slow Tribe
 

「隨緣而行，步步覺知，看見美好，回到當下」

2013年，慢行團開始以慢行分享寧靜，也帶著頌缽四處遊
走，分享美好的頻率。

因著不同機遇，我們慢慢展開各種靜心體驗，一路上結下
不少難得的緣。

我們相信，好好的走，自然會走到要去的地方。
 
http://www.facebook.com/slowslowtribe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黎氏藉作品觀照人與自然的微妙連繫。於芬蘭阿爾託大學藝術及設計系取得碩士學
位，主修環境藝術。

現居於荔枝窩村，主要通過農耕探索上述主題。作品涵蓋在地裝置、繪畫及參與式藝
術，曾於香港、丹麥、芬蘭、北京、德國及愛沙尼亞等地展出。

近年積極推動以藝術為本的環境教育，曾與多個本地與海外非政府組織及學校合作。
由其策劃的「接觸大地-荔枝窩環境藝術工作坊」獲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優異表現獎。並
創立「田邊藝術研究所」，邀請藝術家及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交流，探討藝術如何介入
土地、生態、文化保育等議題，致力推動環境藝術在香港的發展與普及。

香港大學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學系理學士及哲學博士畢業。
 
喜愛繪畫，七歲開始習水墨畫，曾多次於全國及全港國畫比賽中獲獎，
包括愛我中華少兒書畫大賽一等獎及兩度奪得全港青年繪畫比賽中
學組冠軍。
 
愛好觀鳥，現年繪畫題材專注於表現本地生物多樣性，尤其鳥類。

建築及文化評論人。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
系及英國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A)。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及香
港大學SPACE建築系。2016年創辦「aona」建築工作室。現正在香港大
學攻讀博士學位，主修東亞現代建築歷史。

特別鳴謝

（音樂行動者 、 音響設計師 、 「空城計劃」共同創辦人）

香港出生及成長，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響設計及音樂錄音。自2008年參加本地
及海外舞台及藝術工作，作品曾在夏威夷、瑞士、孟加拉 、泰國 、中國及台灣等地展出。
 
為非牟利藝術機構「空城計劃」創辦成員之一，利用香港的廢棄空間去進行文化活動。
於2016年，史氏策劃並製作「香村」大碟：十對香港獨立音樂人、新界東北坪輋、古洞及
馬屎埔的村民互相認識，利用村民的故事去創作音樂，把村落的聲音跟音樂齊奏，以音
樂讓各界去了解來自香港村落的故事。
 

「香村」曾於香港及台灣的音樂節中演出，大獲好評。

2012年首次策劃實驗性的微型社區展覽「蠔涌味影相片展」，以相片及氣味裝置呈現蠔
涌村的生活環境，展覽地點就在村內的一個居住單位。

2015－16年策劃社區藝術計劃「夢飛牆」，與五十個獨立單位攜手合作，當中包括書
店、老屋、咖啡店、老店、文創小店等，將五十種香港蝴蝶以壁畫形式帶入社區，藉此表
達個人對本土文化、自然生態及社區生活的關注。

MUDwork由鍾惠恩和吳家俊成立，以造物作為方法。透過藝術創作動手實踐、思考及提
出另類的生活模式。鍾惠恩，09年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畢業，作品關注事物的本質
和存在狀態，近年試圖以微建築進行雕塑創作。曾參與藝術項目包括「土炮遊樂場」、「公
共藝術計劃2015」、「後桃花園記」、「這麼近那麼遠-香港和英國之間的某處」、印度孟買
藝術家駐留計劃「[en]counters 2013」等。吳家俊，08年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畢
業。他的作品多以雕塑或裝置的方法呈現，除日常物件的重塑再造，也進入到一些社會場
景，探討城市發展、自然環境等題目。近年他參與了多個藝術計劃，包括「坪輋村校展演藝
術節」、「後桃花園記」、「港鐵。藝術」、「M+ Rover」計劃等。

http://www.chungwaiian.com

http://hei-ngkachun.blogspot.hk

Mishtar

莫穎詩
Vinci MOK
 
形藝祭及璃琉舞踏藝術總監，曾為Y-Space舞團二團及不
隨意肌成團主要成員，並曾在2008-2009年發動過跨界
別街頭即興藝術組織ARTWAVE。現為多元創作藝術家，
主要游走於形體、劇場、舞踏、現代舞、民眾劇場、行為藝
術等創作表演平台，並偶作默劇演出、即興演唱、中/小/
大學/長者中心/無障礙機構的肢體或行為藝術導師、電
影/舞台美術或服裝設計、藝文撰文或評論等。莫氏常將
社會、社區、土地、弱勢社群等一些被關注的議題引進演
出，亦期待藝術能有天真正達致無派別分野、無框架、無
障礙、無階層的分享，近年愛以音樂、畫作、文學作為創作
啟蒙。

史 嘉 茵
SZE Ka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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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藝 術 到 家有 關 香 港 觀 鳥 會
「藝術到家」是民間非牟利藝術組織，於2008年成立，現為註冊慈善團體。

 
我們致力在香港的戶外或公共空間策劃藝術活動和展覽，積極地透過流動的方式去接觸不同面向的社羣，於2009
及2010年我們在香港和澳門街頭進行名為《求生術》的藝術裝置巡遊丶2012年在西九海濱長廊舉辦《講三講四》藝
術討論會丶2013年在牛棚藝術村外牆舉行膠紙塗鴉計劃，2014年的巡遊藝術教育計劃：《尋找海岸線》，以及2015
年的《漫話鵝頸》，都是透過與地區文化歷史脈絡緊扣的藝術創作，鼓勵參與者和觀眾探索更多的角度去欣賞身邊
的人與事。「藝術到家」於 2016年舉辦的《源野生活節》，更是希望透過藝術創作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另外，我們也與不同的教育單位合辦藝術課程、工作坊、講座活動，並聯合其他本地藝團、藝術家、社會服務團體等，
推動本地藝術發展，促進藝術融入社區。

魚 塘 源 野 藝 術 節 2 0 1 8 文 獻 展

成立於1957年，2013年成為國際鳥盟的正式成員(Partner)，亦是本港註冊的法定慈善機構。香港觀鳥會宗旨是推
廣欣賞及認識雀鳥、舉辦各項鳥類及生態研究和調查、保育鳥類及其自然生境，達至「人鳥和諧‧自然長存」。 

香港觀鳥會的宗旨包括：

2010年成立的Mishtar，手作製品主要概念來自民族及多
元化的設計融合而產生出來的。
 
Mishtar一詞來自希伯來文，意思解作權力及規則，我們
的信念是希望以特定的規則在創作路上做出無限的可
能，希望透過作品令人更多留意生活中的樂趣，帶出生命
影響生命的可能性。
 
成立初期以遊牧民族風＋皮革為作品主題，直至一次新
彊旅行，遇上了一頭被宰前的羊，眼神的交流加上求助的
悲鳴溝通，令我們開始思考是否有必要繼續造皮革手作，
我們明白造皮革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只是我們明白到可
以選擇（造甚麼），於是我們覺得是時候須要捨棄現有的
元素而另找新的設計方向。

尋找的過程中嘗試過不同物料及設計方向，創作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作品，一次偶然接觸印第安文化，當中捕夢網令我們都一
同愛上，無論是印第安族古老傳說故事，族民對至親的祝福，還有它的民族特色元素物料和配襯，都給予我們設計上的新方
向。
 
我們主要作品為捕夢網和民族風飾物，希望將印第安的祝福文化透過捕夢網傳達及宣揚給大家，也希望令人更多留意生活
中的樂趣和對大自然的感恩，因此在作品中放滿了民族元素和使用了很多天然素材（如飄流木、石頭海珊瑚、樹枝等）。也會
把在去旅行時收集到的有趣事物放入作品中，讓作品呈現出不同國家的特色風格。

聲音掏腰包成立於2008年，致力於聲音藝術與文化的宣
傳、教育、收集和存檔工作；

透過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工作者、企業和社會團體的
夥伴關係，推行跨媒體的創作和活動。

另成立聲音圖書館，旨在與所有對聲音有同樣興趣的人
共享聲音資源，實現更多集體創作的機會。
 
www.soundpocket.org.hk
www.thelibrarybysoundpocket.org.hk

1.      提倡欣賞及認識雀鳥；
2.      推廣鳥類學研究以瞭解鳥類的生態；
3.      推廣鳥類、野生動物及自然生態的保育；
4.      促進市民認識和遵守保護鳥類的法例，特別是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關於香港鳥類生態藝術 
 
香港鳥類生態藝術是香港觀鳥會一項嶄新的保育理念，嘗試把藝術元素融入生態保育，期望透過觀察
自然生態，讓市民運用創意表達對大自然的關愛。近數十年來歐美台灣等地不少愛好藝術創作的人被
自然生態及環境所啟發，創作不少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作品，以藝術方式喚起大
眾對保護自然生態的關注。自上世紀90年代起，歐美國家開始有保育人士與藝術家結合生態系統的
知識，以「生態藝術」為主題連繫藝術與自然生態保育，透過不同藝術媒介包括視覺藝術、裝置藝術、音
樂、表演藝術如舞蹈及戲劇等等，把生態保育訊息結合藝術創作推廣至社會更多不同層面及觀眾。 日期

2018.03.21 (三 Wed) – 04.01 (日 Sun)
地點
香港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平台、L3公共空間
及L7綠色空間

時間
12:00 nn - 7:00 p.m

為了能讓更多的觀眾接觸和認識「魚塘源野藝術節」中的創作，繼而了解當中的理念，我們期望把藝術節的作品紀錄、
文獻資料，在香港市區內再現，文獻展將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公共空間進行，為期約兩星期，令大眾更能關注魚塘
生態保育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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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塘源野藝術節為「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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