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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Workshops

馬智恆 MA Chi Hang
盧韻淇 Wiki LO
田邊藝術研究所 Farm Side Art Research Lab
     ⨀ 郭達麟 Dylan KWOK 
     ⨀ 黎慧儀 Monti LAI Wai Yi
     ⨀ 李美麒 Meiki LEE
何遠良 HO Yuen Leung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慢行團 Slow Tribe
史嘉茵 SZE Ka Yan
柯嘉敏 Carmen OR

郝立仁 Benjamin HAO
黃紹全 Victor WONG
水熊阿蟲 Water Bear Gulu
莫穎詩 Vinci MOK

金甫庚 Bo Kyung KIM （南韓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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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塘 源 野 藝 術 家 導 師 
Fishpond-Diving Artist-Educators

落 塘 源 野 學 生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海 外 駐 場 藝 術 家
Fishpond-Diving Overseas Artist

査 詢

落 塘 源 野 教 室 導 師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Art Teachers

落 塘 參 與 式 創 作 藝 術 家 
Fishpond-Diving Artists for Participatory Projects

香港藝術學院  Hong Kong Art School
劉婉婷 LAU Yuen Ting、陳暖娟 CHAN Nuen Kuen、陳茜珩 CHAN Sin Hang、
彭奕熙 PANG Yik Hei、馮正權 FUNG Ching Kuen、葉嘉芳 YIP Ka Fong Boey、
李佩羲 LI Pui Hei Antonie、黃小玲 WONG Siu Ling June、丘卓妮 YAO Cheuk Ni

列咏虹 LIT Wing Hung、呂祉希 LUI Tze Hei、黃嘉怡 WONG Ka Yi、
鄭凱殷 CHENG Hoi Yan、陳煒彤 CHAN Wai Tung、陳穎思 CHAN Wing Sze、
鍾肇峰 CHUNG Siu Fung、劉菁兒 LAU Cathleen Ching Yee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
Associate in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林熙芝 LIN Hsi Chi、鄺恩彤 KWONG Yan Tung、簡樂芝 KAN Lok Chi、
謝卓軒 TSE Cheuk Hin、李念聰 LEE Nim Chung、鍾曉彤 CHUNG Hiu Tung、
簡卓文 KAN Cheuk Man Raphael、李心悅 LI Sum Yuet、麥詩琦 MAK Sze Kei 、
陳瑋龍 CHAN Wai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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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
代，香港養魚業多以基圍方式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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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生 圍

藝 術 到 家

2012年，香港觀鳥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在新界西北
的魚塘展開自然保育管理協議試驗計劃，透過與當地養魚戶合
作，在超過600公頃的魚塘進行生境管理工作，改善及提高魚塘
的生態價值，維持對野生動物的吸引力，特別是提供更多棲息
地及食物供水鳥使用。

魚塘也是兩棲類、爬行類、哺乳類、昆蟲（如蜻蜓、螢火蟲等）
的繁殖或棲息地，這種有利多樣物種繁衍的魚塘運作方式在生
態上有重要價值。管理協議宗旨是令各方面包括在人、鳥及其
他生物各取所需，達致平衡。

自然保育管理協議計劃得以延續至今，並在2017-19年的兩年計
劃內加設「生態魚」飼養試驗項目，以生態友善方式飼養塘魚，
並進行巿場推廣，希望提高市民對本地塘魚的認識和需求，並
試驗生產及營銷模式。另外，計劃更進行生態調查及教育宣傳
等內容，更舉辦更多以藝術形式切入環境保育工作，以加強公
眾對魚塘和濕地保育的參與和認識，令活動更多元化。

「藝術到家」是一個民間非牟利藝術組織，於2008年成立，現
為註冊慈善團體。
 
我們致力流動地在香港的戶外或公共空間策劃藝術活動和展
覽，將藝術帶入社區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社群。我們曾與多
個教育單位合辦藝術課程、工作坊、講座等，並聯合本地藝
團、藝術家、社會服務團體等推動本地藝術發展。此外我們
亦以藝術角度探討社會形態，讓藝術工作者與公眾人士以緊
扣地區文化歷史脈絡的藝術創作回應身邊的人與事，例如
2009年的香港街頭《求生術》藝術裝置巡遊、2012年的西九海
濱長廊《講三講四》藝術討論會、2013年的牛棚藝術村膠紙塗
鴉計劃、2014年的巡遊藝術教育計劃《尋找海岸線》、2015年

的《漫話鵝頸》橋裝藝術計劃等。近年，我們更舉辦《源野生活
節》、《源野呼吸》大地藝術營及《魚塘源野藝術節》，希望用藝
術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我們也積極與鄰近地區的藝術空間合作，進行社區藝術活動
和交流，例如在澳門牛房的「求生術」當代藝術展覽（2010年）
、尋找社區寶藏之「流動創意車」（2015年）、在台北水谷藝術
的「流動故事車—香港藝術家駐場計劃」（2015年）、跟印度孟
買Art Oxygen合辦的「流動倉庫 @ [En]Counters 2016 ─ 香港 
X 孟買 藝術交流計劃」（2016年）及「日日為食」香港孟買社區
藝術交流計劃（2018年）、在韓國釜山的openspace bae藝術駐
村計劃（2017年及2018年）等。

近 十 年 ， 香 港 鄉 郊 出 現 了 不 少 藝 術 項 目 ， 仿 似 大 家 都
在 爭 取 土 地 話 語 權 。 而 香 港 觀 鳥 會 及 藝 術 到 家 在 大
生 圍 舉 辦 的 魚 塘 源 野 藝 術 節（ 2 0 1 8 ）和 落 塘 源 野 藝 術
節（2019），更像是要替雀鳥去爭取發聲的機會。當然，曾
親臨大生圍的人，必會發現鳥兒比誰都更懂發聲，而且聲
線動人，與大生圍的景緻配合起來，便有足夠力量告訴世
人，這塊土地、這片魚塘需要的，是怎麼樣的面貌！

那麼，在大生圍辦藝術節，所謂何事？

是謙卑地學習、是真摯地欣賞、是仔細地感受、是快樂地
分享⋯⋯

去年的藝術節，邀請了藝術家到魚塘來一起學習、欣賞、
感受和分享，而今年的「落塘」更關注學習：不單是上課時
學習，在課外、「落堂」後也繼續學習，讓身體五官都一起
學習。自2018年秋季開始，香港藝術學院和香港兆基創意
書院的藝術學生及剛剛畢業的同學，與是藝術家也是老師
的何遠良、田邊藝術研究所、馬智恆以及盧韻淇，以駐場
形式「落塘」，在魚塘「落手落腳」在地創作。

過程中，有些同學在參與藝術家的提案創作後，發展到
更多想法，開始個人創作。馬智恆和學生，則在訪問村民
後，一起創作劇本，製作獨立短片。有些同學的創作方
案，也表現了他們對這地方的直覺回應。《歇息的形狀》
除了是指候鳥可來此歇息，會否也點出城市人老遠來到郊
外，不大適應要日曬雨淋、沒位置坐下休息的狀況？

此外，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同學會以生態保育為主題創
作，在村中廣場展區參展。我們今年更特意邀約擅長不同
媒介的藝術家，在藝術節與觀眾一起進行參與式創作，當
中包括立體創作、動畫製作、繪畫寫生、烹飪、聲音、形
體、行為藝術等。從韓國前來參與的金甫庚，計劃以身體
直接「落塘」，邀請觀眾把記憶投進大地母體。

我們期望這些藝術體驗，能讓大家學習以不同的角度去欣
賞、感受，繼而分享和創作！

魚塘，一個充滿故事又獨特的地方！

這裏是人鳥共享的土地，是漁民養殖淡水魚的魚塘，是
候鳥遷徙過境的棲息地，亦是無數人虎視眈眈要發展高
樓大廈的土地。

要保育這片土地，我們必須讓更多人認識這裏獨特而瑰
麗的一面，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在魚塘辦藝術節。

落塘，走進魚塘一同探索這裏的故事，一同進行在地藝
術創作！

今年我們以參與式創作為主軸，由駐場藝術家導師帶領
修讀藝術的學生，一同進行在地創作，旨在透過藝術教
育，為年青藝術家提供平台，發揮所長。

「藝術」不單純是在藝術館、美術館這些白盒子裏出現，
藝術可以是在大地上發生，運用在地素材進行不同形式
的藝術創作。

「 教 育 」不 單 是 指 講 求 背 誦 的 填 鴨 式 教 育 ， 過 去
香 港 的 教 育 制 度 被 人 垢 病 ， 經 過 改 革 變 得 更 加
examinat ion-or iented。若我們只將一大堆資料灌輸給
學 生 ， 要 求 他 們 背 誦 應 付 考 試 ， 那 他 們 與 機 器 無 疑 。

「自然教育」無疑也是將一大堆資料傳達給參加者，導賞
式或科研式的自然教育，缺乏了人與大地的聯繫。

真正的教育應有教授亦有培育，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天
賦及後天發展的興趣，融入藝術創作的自然教育，或許
會令更多人有所感受，從而更主動去關愛大自然。這是
為什麼《落塘源野藝術節》今年的主軸是參與式創作。

放下既有的框框，才能有所突破！

期望您在這裏找到您喜愛的藝術方式，認識這片人鳥共
享而又獨特的土地，並珍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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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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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礫擺設及印章工作坊
C&D Waste Accessories & Stamp DIY Workshop

面對養魚業市場競爭，加上養魚戶年紀漸長，仍然運
作的大生圍魚塘為數不多，部份魚塘已填平作其他用
途。你可以在大生圍塘壆附近收集用作填平魚塘的瓦
礫碎片，將它們磨平修飾，加入你的創意，轉化為吊
飾擺設或精美印章。

拓魚工作坊
Fish Frottage Workshop

參加者將以天然顏料，用來自大生圍的不同魚類製作
拓印畫。

活 動 時 間 表
2019.01.19

2019.01.20

導 賞

導 賞

工 作 坊

工 作 坊

參 與 式 創 作

參 與 式 創 作

落 塘 創 作

落 塘 創 作

關 於 藝 術 節 · 一 關 於 藝 術 節 · 二

文 獻 展

Documentation Exhibition
碧 波 押   九 龍 油 麻 地 上 海 街 4 0 4 號 地 下 

Green Wave Art, G/F, 404 Shanghai Street, Yau Ma Tei, KLN

2019.01.29 - 02.03 01:00 pm - 08:00 pm
二 Tue 日 Sun

《 落 塘 源 野 藝 術 節 》 文 獻 展  
“Fishpond Diving Sustainable Art Festival” Documentation Exhibition 

《落塘源野藝術節》文獻展將於2019年1月29日
至2月3日在油麻地碧波押舉行，公眾身處市區
亦可接觸魚塘保育、自然藝術教育和永續生活
的理念。

藝 術 到 家  藝 術 總 監 
Art Director, Art Together

張嘉莉   Clara CHEUNG

香 港 觀 鳥 會  助 理 經 理 ( 教 育 、 藝 術 發 展 及 傳 訊 )
Assistant Manager 

(Education, Art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陳燕明   Christina YM CHAN

陳凱婷 CHAN Hoi Ting、鍾子怡 CHUNG Tsz Yi、鍾咏琛 CHUNG Wing Sum、
黃日怡 WONG Yat Yi、鍾愛文 CHUNG Oi Man、姜家禧 KEUNG Ka Hei、
聶家裕 NIP Ka Yu、翁愷彤 ONG Hoi Tung、黃鳳湞 WONG Fung Ching、
何潔怡 HO Kit Yee、梁芍嬈 LEUNG Cheuk Yiu、馬敏翹 MA Man Kiu Meko、
黃帝筌 WONG David、陳祉琳 CHAN Tsz Lam、 周泳芝 CHOW Wing Gi、
羅巧怡 LAW Hau Yee Vanessa、 曾䕒潁 TSANG Ka Wing Trinity、
龔諾妍 KUNG Nok In、鄭景城 CHENG King Shing、 李泳詩 LEE Wing Sze、
莊姻雪 CHONG Yan Suet、黃妙映 WONG Miu Ying、賴晉朗 LAI Chun Long、
林可悅 LIM Natalie Rachel、莫瀞雯 MOK Chi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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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會總部及資訊中心
2     工作坊及導賞團報到處 
3     救護站
4     自助工作坊

13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     
       學生作品
14     丘卓妮 《大生鈴》
15     李佩羲《浮動影子》
16     馮正權、劉婉婷《風景幻鏡》
17     黄小玲《漁民》
18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學生 
      《歇息的形狀》（散落魚塘周邊）
19     香港藝術學院學生《澗水印塘》及
       陳穎思《魚塘的聲音》

20   郝立仁《塘泥長凳》
21   水熊阿蟲《水語》

22   大生圍村公所
23   大生圍村民檔攤
24 25 26   公廁  

落塘地點

落塘參與式作品

大生圍設施

落塘藝術作品

落塘學生作品

5     馬智恆《候鳥》放映地點
6     盧韻淇《有時》
7    田邊藝術研究所《如躍出的迴聲》
     「在地詩篇」 （散落魚塘周邊）
8    田邊藝術研究所《如躍出的迴聲》
     「大星形十二面體」
9     何遠良《泡沫居》
10    何遠良《大魚居》
11    何遠良《大生浮島》
12    金甫庚 《在魚塘母體裡重生》

香 港 魚 塘 生 態 保 育 計 劃

香 港 觀 鳥 會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s

Fishpond-Diving Overseas Artist Work

Fishpond-Diving Participatory ProjectsFishpond-Diving Artworks

落 塘 源 野 教 室     

落 塘 學 生 作 品

海
外
駐
場
藝
術
作
品

落 塘 參 與 式 創 作 落 塘 源 野 藝 術 作 品

回應「落塘」，進入「大自然母體」（mother nature’s womb）把
一些與重要情感和記憶有關的物件（objects about emotional 
memory and stories）帶到水中浸洗，然後再帶回岸上還給物
主。把人的情感和記憶與大自然母體作儀式性的連結。

在 魚 塘 母 體 裡 重 生
Rebirth in Mother’s Womb Sanctuary 行為藝術

金 甫 庚   Bo Kyung KIM （南韓 South Korea）

畢業於梨花女子大學藝術系，曾在美國、荷蘭等地
留學及參展，並為2018年openspace bae “Open 
to you AIR” 計劃的駐場藝術家。

由聲音掏腰包設計的「採聲習作」將帶領參加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尋找魚塘
環境中的聲音，把聆聽經驗記錄下來；工作坊導師亦會透過小遊戲讓參
加者嘗試利用身體發聲，共同創作一個屬於他們的聲景。

將遊歷大生圍的記憶放到樽內沉澱，一步一步把青木瓜青蕃茄醃製，享
受當中欲速則不達的過程，再把食物帶回家，好好回味漬物時光，甜甜
酸酸又有印度香料的有機漬物誘發你的冬日胃口：）

食材：
大生圍姨姨自家種有機蕃茄
沙頭角自家種有機青木瓜

靜下，呼吸，

安在自然中。

好好感受，好好存在。

溫柔地走過大地，以沉澱的步伐，慢慢回來，把心帶回當下。

大生圍至后海灣一帶魚塘，因其濕地特質，可吸引超過三百多種的雀鳥
到訪，牠們在魚塘避寒覓食期間，悄悄留下了各種羽毛。

由於鳥類是大生圍魚塘的一大成員，因此在這個工作坊，你可以嘗試在
魚塘尋找掉到地上的羽毛，簡單加工，製成沾墨水的羽毛筆，即場在魚
塘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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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風景、動物、植物都為人所喜愛，

我們亦從中得到不同的啟發和樂趣。

參加者會與藝術家一起製作銅鳥。

銅鳥的造型根據魚塘常見的鳥類而設計。

一起從製作的過程，認識這些鳥類更多，發掘自然中的趣味。

人類的生活和經濟活動是自然生態的一環，每一個決定和活動也影響甚
遠。大生圍的養魚方法是一種與雀鳥、水、魚、土地、人類、其他生命
共生的互惠關係。

漁民使用石灰來調節魚塘的酸鹼度，使塘泥富有石灰，非常適合夯土。
因此，藝術家將在塘壆與參與者用夯土磚砌成長凳，以供別人觀鳥、觀
日落及談心。參與者將在未乾的磚上劃上一句說話給一起看日落的人。

由於這個作品是用土造並暴露在戶外，因此會隨天氣和時間而轉化重歸
魚塘，這正如漁民抽乾塘，推塘，再注塘；候鳥遷徙；幼魚成長，收成
而又再加入新魚苗的循環一樣。

禁語走路禪；大自然發聲區；石頭、身體聊天室；塘畔遺枯舞台設計；
自己漁歌自己唱⋯⋯在透過跟公眾一起於現場環境挖掘、發現、感受、
觀察，並一起去共同建立、建構、創作一個關係於或取材於大生圍魚塘
自然生態與生命的一個旅程，以至小演出，留下自己跟環境共同存在過
的痕跡，讓自己可以在一個本來不屬於自己的空間，提供了多一份可能
只剎那的零距離感覺在地與歸屬。

水養活魚，亦養活漁民。傳統漁民沒有科學儀器測量水質，只會透過觀
察水的顏色、質地及清澈度等，去判斷是否適合養魚。例如酷熱天氣下
突然出現驟雨，不穩定的氣溫與氣壓，會令水色改變；而水質急劇的變
化，則會令魚於短時間內缺氧，造成「翻塘」。

魚塘會透過「水語」告訴漁民水的狀態，故要養出健康的好魚，他們就必
須先養好水，看懂「水語」。漁民會根據水的狀態作出相應的對策，何時
用茶籽、熟石灰，何時禁餵魚等等。平日常用的漁網，就是漁民與水之
間唯一的接觸媒介。

透過抽象定格動畫（Abstract stop motion animation），將「水語」逐一呈
現。於大生圍尋找不同質地丶幾何圖形的微距照片，再利用照片進行
定格動畫後製，結合科學及藝術創作，表達傳統漁民與水的溝通方式。

大生浮島是一個綠色的飄浮小島，以大生圍的名字命名，希望藉
著浮島的建成令到魚塘有更好的生態發展。雀鳥可以逗留覓食、
烏龜上岸休息，島上的植物會吸引昆蟲小生物寄居，有的亦成為
魚的食糧。植物的根部可以發揮有如天然濕地的過濾清潔功能， 
改善水質。整體上是一個有助生物生態發展的環境裝置。

用建造自然土樓的方法，製作一條大生圍塘泥大魚雕塑。雕塑用
的是天然泥土加入植物纖維，牆身的結構可以疏風散熱，驅寒保
暖，如同懂得呼吸。雕塑的尺寸足夠大，又是空心的，觀眾可以
入內感受氣溫冷暖。 是一件可以觀賞也可以遊覽的作品 。

採魚有時，風吹有時，鳥兒低飛有時，
花開有時，除草有時，以草餵魚有時，
曬塘有時，校水有時，塘邊歇歇有時，
魚苗長大有時，候鳥歸來有時，人聲起落有時；
願一切隨自然而生而存。

泡沫居是幾個細小而實心的泡沫小屋，高掛在長竹的末端在空中
搖曳，雀鳥既不能進入屋內亦難以在屋頂停留，情況要視乎當時
的風勢而定。屋是可以遠觀而不可以接近的圖像。創作概念來自
魚塘空曠環境與周邊高樓大廈的對比，令人想起在香港居住的困
難，小鳥和人都難以找到立足的地方。

就這兩天的體驗，我們用從魚塘收集得來的泥土造成的蠟筆，一
起寫在地詩，放輕力度，練習緩緩呼息，當刻傾聽。

從而發現，由心的之於日常。

聚合了空間（竹）環境（塘泥）文字（感應）的一趟旅程。

從一夥星兒降落大生圍，代入鳥群、魚兒的角度，與這片土地，
觀察圍繞著的與自身，如何反映並承，各種存在怎樣和聲。

大生圍是有著辛勤的漁民，候
鳥千里飛來歇息的地方。選修
空間研習的學生，希望研究讓
候鳥，或是讓人去歇息，跟環
境扣連的各樣裝置的可能。

郭 達 麟  Dylan KWOK

熱愛設計、溝通及教育。他曾於香港、加拿大
及芬蘭生活，並因家庭關係，自小深受日本文
化熏陶。多年的跨文化洗禮造就了他對公共空
間設計的興趣。

他熱衷於以務實的手法，創造出既親民、又具
玩味的設計。他曾改構公園櫈、電車、平台花
園、社區廚房、後巷，甚至芬蘭海港城區等不
同類型的空間元素。

黎 慧 儀  Monti LAI Wai Yi

本地環境藝術家黎慧儀藉作品觀照四周，探究
人與自然的微妙連繫。

黎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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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種植水稻等農耕探索有關議題。

李 美 麒  Meiki LEE

一 副 暫 存 於 這 空 間 的 存 有 。 她 以 任 何 形 式 創
造，作為對宇宙與周邊連結的溝通。作品多引
向發現自我，創作作為治療自身與理解原生所
在之潛力。

作品以漁民與自然的密切關係為主題。漁民
使用各種工具介入自然，一方面是為自己
的生計，另一方面為平衡生態扮演重要的角
色。雕塑隨風擺動，好像暗示人與自然的主
次之別。

這是一組以現成物品，配合大生圍魚塘當地
所收集的天然物料做成的裝置藝術品。模仿
一具在觀鳥活動中經常使用到的單筒望遠鏡
的外型。在玻璃樽之中，放入一些小物件或
者在樽底繪畫一些抽象圖案，將藝術家的一
些幻想呈現在觀眾眼前。

一個活動中的漁民被分拆成多個靜止的漁民
並組合成裝置。在魚塘裡，他們被風帶動，
重新組回那一個活動中的漁民，一個變得陌
生的日常動作。

何 遠 良  HO Yuen Leung

何遠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修雕塑。創
作概念多源於生活文化、社會議題和氣候環境變
化。喜歡大自然，享受户外工作和創作。

協作同學
劉婉婷、馮正權、黃小玲、丘卓妮

陳凱婷 CHAN Hoi Ting
鍾子怡 CHUNG Tsz Yi
鍾咏琛 CHUNG Wing Sum
黃日怡 WONG Yat Yi
鍾愛文 CHUNG Oi Man
姜家禧 KEUNG Ka Hei
聶家裕 NIP Ka Yu
翁愷彤 ONG Hoi Tung
黃鳳湞 WONG Fung Ching
何潔怡 HO Kit Yee
梁芍嬈 LEUNG Cheuk Yiu
馬敏翹 MA Man Kiu Meko
黃帝筌 WONG David

丘 卓 妮  YAO Cheuk Ni

馮正權 FUNG Ching Kuen、劉婉婷 LAU Yuen Ting

黄 小 玲  WONG Siu Ling June

「 採 聲 習 作 」 工 作 坊
Sound Fishing Workshop

「 食 得 是 福 」 工 作 坊
Eating is Blessing Workshop

「 純 粹 慢 行 」 工 作 坊
The Gentle Path: 
Slow Walking Workshop

羽 毛 筆 製 作 及 寫 生 工 作 坊
Quill Pen Making and Field Sketch Workshop

銅 鳥 製 作 工 作 坊
Brass Bird Making Workshop

落 日 情 話 ： 塘 泥 長 凳 製 作 工 作 坊
Love Words at the Sunset:
Pond Mud Long Bench Making Workshop

「 零 距 離 歸 屬 大 生 圍 」 環 境 身 聲 共 同 體 驗 與 創 作 工 作 坊
I BELONGED TO TAI SANG WAI? ：
Body, Sound, Land Coexistence & Creative Movement Workshop

「 水 語 」 抽 象 定 格 動 畫 製 作 工 作 坊
The Language of Water:
Abstract Stop Motion Making Workshop

大 生 浮 島
Tai Sang Floating Island

大 魚 居
Big Fish House

有 時
A Time

如 躍 出 的 迴 聲  As If Echoes

大 星 形 十 二 面 體 在 地 詩 篇

歇 息 的 形 狀 
The Forms of Resting

大 生 鈴 
Tai Sang Mobile

風 景 幻 鏡
Scenery Fantascope 

漁 民
Fisherman

聲 音 掏 腰 包  soundp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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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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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slowslowtribe

柯 嘉 敏  Carme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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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立 仁  Benjamin HAO

郝立仁生於香港，2011年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及澳洲皇家墨爾
本理工大學合辦的藝術學士課程（主修繪畫），並於2018年畢
業自美國哈特福藝術學院修讀跨學科藝術碩士。曾於中國、冰
島、馬其頓和美國等地參與駐留計劃，和舉辦展覽及計劃。郝
氏透過他的作品揭示主流文化、機構、意識形態、制度以及教
育如何構建我們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的理解和認知。他亦以他
的藝術實踐作為催化劑與途徑來重新認識和深入探究我們的日
常生活、身處環境、地方、自然的既定認知，以求移去對事物
的偏見和一知半解。並且藉此重建個人與環境和社群的親密關
係。

水 熊 阿 蟲  Water Bear Gulu

水熊阿蟲，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系，主修動畫及數
碼圖像，於2017年創作以微生生物作藍本的筆下角色---水熊
阿蟲，並以南生圍作為靈感主題。日常創作主要為動畫及插
畫，內容多關於作為南生圍居民的生活，以及在社會上作為孤
獨創作人的心路歷程。創作亦包括裝置藝術，多以大自然拾得
物（Found Objects）創作，亦非常強調作品與空間的協調性。曾
於2018年上旬在南生圍舉辦「南生圍桉樹林候鳥展覽：水熊阿
蟲扮候鳥」，以不同媒介藝術方式創作，包括插畫、動畫、裝置
藝術；又以不同素材製作如亁花、昆蟲標本、手工紙、本地植
物、廢棄木材等，希望打破藝術界別的框架。

莫 穎 詩  Vinci MOK

多元創作表演者，現主戰地境舞踏演出和教學，偶作其他舞
蹈、行為藝術呈現、電影/舞台美術、藝術撰文。2005年逐步重
返舞台，曾跟歐亞多個當代/另類/民眾/帳篷/無障礙劇場或舞團
合作，也多次獲邀參與國際性藝術節或巡迴演出。

黃 紹 全  Victor WONG

11年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畢業。他擅長於小型金屬創
作，時而配合身體互動元素，在當代藝術首飾領域，曾參與

「Itami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jewellery exhibition」、「Joya 

Barcelona art jewellery fair」。另外，他以金屬片摺疊的方式，創
作了一系列動物造型的雕塑作品，從拆解各種造型結構，探索
創作的玩味。

史 嘉 茵  SZE Ka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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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界東北坪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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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籌備<有你有我有田有山有水有意>村校校歌展，在失落的
村校校歌中，重尋自然環境中教育的美與意。

  落塘源野教室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落塘源野教室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落塘參與式創作 Fishpond-Diving Participatory Project

  落塘源野教室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落塘源野教室 Fishpond-Diving Classroom

 落塘參與式創作 Fishpond-Diving Participatory Project  落塘參與式創作 Fishpond-Diving Participatory Project

 落塘參與式創作 Fishpond-Diving Participatory Project

銅／鋁

塘泥

定格動畫

環境裝置
泥拌草雕塑

線

環境裝置

竹子、橡筋 塘泥、樹枝、蜂蠟、紙、麻繩

混合媒介

動態雕塑木材、玻璃樽 混合媒介

形體動作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此作品以風箏的原理於魚塘上展示三種大生
圍常見的雀鳥，並以不同姿態的剪影來模擬
牠們在空中不斷交替飛行的情景。

李 佩 羲  LI Pui Hei Antonie

浮 動 影 子 
Floating Shadows

竹、棉線及魚絲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落塘源野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Artwork

協作同學
劉婉婷、陳暖娟、陳茜珩、彭奕熙、馮正權、葉嘉芳、李佩羲、黃小玲、
丘卓妮

盧 韻 淇  Wiki LO

現為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空間研習課程導師及劇場創作人。並為「空城計劃」及「坪輋壁畫村」發起人之一。喜歡探索時間和人之間的關係，及藉創作於我
城生產緩慢和停頓。於2016年成立跨媒界創作團體37°C，作品包括《一步》（劇場）及《迴聲》（裝置），現於富德樓的八樓駐場進行創作及實驗。近期參
與劇場作品包括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會客室》、影畫戲《我的50尺豪華生活》、《看著你》、 西九龍文化區《另一個人》、眾聲喧嘩《Woyzeck 浮城噪響》等。

阿寶申請了一個舞蹈獎學金，成功了便可出國留
學。適逢過年大掃除，她偶拾舊物，憶起童年陰
影。阿寶自父母離異後，便與爺爺相依為命，凝望
爺爺捕魚的動作，才發現他早已年華老去。阿寶生
怕自己離開以後，老人家倍感寂寞。她想在團年飯
時，好好和爺爺談談自己的理想，無奈⋯⋯

協作同學

林熙芝、鄺恩彤、簡樂芝、謝卓軒、李念聰、鍾曉彤、簡卓文、李心悅、麥詩琦、陳瑋龍

協作同學

列咏虹、呂祉希、黃嘉怡、鄭凱殷、陳穎思、陳煒彤、鍾肇峰、劉菁兒

候 鳥
Bird of Passage

短片

馬 智 恆  MA Chi Hang

香港獨立電影導演，畢業於中大藝術系（文學士）及哲學系（文碩士），現職
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以往作品有：《女實Q》、《瑪蓮箂的凝視》、《岸上漁
歌》。 2015年成立「自主映室」以電影為行動，推動本地製作、發行及放映。

田邊藝術研究所  Farm Side Art Research Lab

研究所從「田邊」出發發現生活的美，也邀請藝術家及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進行交流，探討藝術如何介入土地、生態、文化保育等不同議題，亦致
力推動環境藝術在香港發展與普及。三位研究員包括郭達麟、黎慧儀及李美麒。  

贊助 協辦 售票伙伴場地設計及佈置

大生圍村

主辦

統 籌 團 隊

藝
術
到
家

香
港
觀
鳥
會

鳴
謝

藝術總監 
張嘉莉 

助理經理（教育、藝術發展及傳訊）
陳燕明 

行政統籌
王妙允 

項目統籌
張巧玲

技術支援
鄭怡敏（阿金）

行政總監
陳佩玲

高級項目主任 
鍾振傑

教育主任 
勞丕禮

馮香蘭
陳先生
成哥
馮冠今
陳上城

林寶翹
李權峰
梁凱杰
吳紫娟 
譚翠筃

陳燦培
Andrew
陳大娣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導師舒天楚

鄭穎臻@gaau1 up
好姨
大生圍所有村民

節目統籌
曾兆熙

項目主任 
周嘉麗

落塘源野藝術節
為「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劃」之活動

 海外駐場藝術作品 Fishpond-Diving Overseas Artist Work

人、魚塘、鳥居，滋養了年代的生生不息。我們走進大生
圍，在好姨的鐵皮小屋上，畫一幅壁畫聚合人與自然的美
好祝願。

好姨小屋在魚塘的必經之路上，作品輕輕描繪大生圍由基
圍至魚塘的景緻，人因地而至，鳥魚循環不息。同時描繪
漁民刮魚的生活，烏頭豐盛年年。QR Code的印章藏起小
屋主人的回憶，並編載了大生圍的鳥與水的旋律。

記錄在大生圍魚塘的獨有聲音，再配上原創旋律令觀眾有新的聆聽經驗。

在魚塘記錄了雀鳥、水及步行的聲音混入原創旋律中。由時鐘的聲音作開
始，再聽到踏入魚塘的腳步聲，表示已進入大自然環境，漸漸聽到大生圍
獨有的雀鳥叫聲，及魚塘中魚游動的水聲。希望透過音訊重現由城市走進
大生圍魚塘聲音轉變的過程，令觀眾有另一種方式感受魚塘的環境。

澗 水 印 塘
Stamping Tai Sang Wai

魚 塘 的 聲 音
The Sound of Fishpond 

塑膠彩、錄像、音樂

聲音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落塘學生作品 
 Fishpond-Diving Students’ Artwork

陳穎思 CHAN Wing Sze、鍾肇峰 CHUNG Siu Fung、陳煒彤 CHAN Wai Tung、鄭凱殷 CHENG Hoi Yan、
黃嘉怡 WONG Ka Yi、劉菁兒 LAU Cathleen Ching Yee、列咏虹 LIT Wing Hung、呂祉希 LUI Tze Hei

陳穎思 
CHAN Wing Sze 

陳祉琳 CHAN Tsz Lam
周泳芝 CHOW Wing Gi
羅巧怡 LAW Hau Yee Vanessa
曾䕒潁 TSANG Ka Wing Trinity
龔諾妍 KUNG Nok In
鄭景城 CHENG King Shing 
李泳詩 LEE Wing Sze
莊姻雪 CHONG Yan Suet
黃妙映 WONG Miu Ying
賴晉朗 LAI Chun Long
林可悅 LIM Natalie Rachel
莫瀞雯 MOK Ching Man

泡 沫 居 
Foam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