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頁   |   聯絡我們   |   登記電郵   |  English 

 

 最新藝評   |   九大推介   |   藝術網誌   |   藝術情報   |   國際藝壇動向   |   香港藝術連結  

 

 
 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會會員逢每月七日，定期刊登評論近期香港展覽的文章。文章將以作者原文(英文或中文)刊登，本會暫未能提供翻譯服務；但讀者可選擇以英文或中文，於回應欄留言及交流心得。 海島細語 海島細語 海島細語 海島細語 (書評 書評 書評 書評 -《《《《大山與人大山與人大山與人大山與人》 》 》 》 ) 
by 敖樹克 (Gérard Henry) 
at 2:50pm on 14th October 2011 

> 觀看意見         > 發表意見  

 
1. Book cover  

2.- 5. © Photos by Lo Yin Shan  

Photo Courtesy: mccmcreations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nd is a review of the book “Driving Lantau, Whisper 

of an Island”.)  

 八月，香港的mccmcreations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其書名頗奇特亦有些難懂：Driving Lantau, Whisper of an 

Island(《大山與人》)。這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導遊書，它可說是大嶼山的一種奇聞軼事集。作者以一種灑脫、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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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琢的手法敘述島上的故事，圖文並茂地展現了島上居民的動人故事。兩位作者亦不同凡響，其一是盧燕珊，她是香港的記者、攝影師兼錄像創作人，她走遍全球，寫下了精彩的報導和奇特的經歷。另一位則是Anthony McHugh，他是英國廚師、攝影師及木工，偶然的機會踏足該島。在重新登上各自的人生旅途前，他們倆均在大嶼山生活了十幾年。這本書可說是這十年生活的精華，是對大嶼山及島上居民(無論他們來自何方)的一種敬意。  
 這是一本五花八門的選集：有採訪、傳奇故事、會唔、人物肖像、自傳、各種圖像(人、動物、風景)以及一盒DVD錄像。無須介意內容的蕪雜，應該把它視為一種生動的回憶。當你深入閱讀，便會獲得無窮的樂趣。吊詭的是本書以《羅文．科士打爵士非常機場之旅》作開篇，科士打爵士在記者招待會上描繪了赤鱲角機場，這個現代化的巨形島嶼、大嶼山的延伸。也正是由於這，促使盧燕珊在島上住了下來，並蒐集她的故事。  
 其中一章介紹了熙篤會神樂院，由1998年對修道院三位最年長的修士的採訪組成。院長趙本篤神父講述了十八位修士如何在大陸易幟時由河北輾轉南下，並於1951年在大嶼山殖民政府恩賜的一片土地上安置下來。高師謙神父操西班牙語，在渡過了四十年的傳教生活後，於七十高齡抵達修道院，最近以106高壽仙逝，是世上最年老的天主教徒。在他年屆期頤的一次採訪的錄像中，可見他神采奕奕，暢談其淡泊生活，給我們上了睿智的一課。提奧．楊修士管理圖書、電郵和對外溝通，人稱「電郵修士」，講述他在修道院的日常生活。修道院連同它的小教堂、圖書館以及四面圍牆下的花園隱藏在綠叢中，儼然是一個平和、靈性的避風港。  
 還有海盜的故事，那些對歲月的流逝已然無動於衷的嬸嬸婆婆講述的痛苦生活，她們的幼兒相繼夭折的悲慘故事，日佔時期的間諜故事。此外，還有四嬸的故事，她是五十年代的攝影師，有自己的攝影室。她揹着相機，走遍了全島。盧燕珊卜居大嶼山期間，創辦了一份報紙《大嶼山郵報》(Lantau Post)。法國文化協會對她並不陌生，事緣她曾獲協會藝術家基金的資助，拍攝了名為《尋找凌雲》的錄像作品。片中講述她在巴黎尋找中學的舊同學以及邂逅了許多不尋常的人物。這次，她是在大嶼山收集島民的珍貴故事，他們講述已逝的歲月，他們為保住渡輪、保住生存環境而作的鬥爭。書中還講述一些異乎尋常的故事，如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盡情享受的年輕的天體主義者。還有對那些把大嶼山當作自己家園的歐洲人的採訪和攝影。其中有些頗具名氣，如英國的歷史學家和諷刺畫家阿瑟．赫加勳爵(Arthur 

Hacker, MBE)，他以繪畫記述了這個殖民地的重大歷史事件，此外，還有老漁人盧亭的神奇故事，由何慶基講述，我在這裡賣個關子。  
 這是大嶼山的回憶， 其中亦夾雜着盧燕珊和 Anthony McHugh 的個人回憶，書中有他們自傳的片斷， 尤其是
Anthony的一篇《說話的能力》，講述他和癌症搏鬥期間如何喪失後又失而復得說話能力的痛苦經驗。我稱這部著作是原生和生動的回憶，因為它沒有任何分析和嚴謹的佈局，是一些直接的記錄(阿瑟．赫加說是「事實和故事」)，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將更顯彌足珍貴。  
 近些年來，mccmcreations出版社非常着力於香港的活記憶，無論口傳的、視覺的、書寫的，均得以將人類的文明保存下來，免遭湮沒。本書於香港各大書店及歐陸圖書公司(Parenthèses)均有出售。  
 
(Chinese Translation中文翻譯: Yong Yan Tak王人德)  

 

Driving Lantau, Whisper of an Island by Lo Yin Shan & Anthony McHugh  

English/Chinese, 416 pages + DVD,  

Published by MCCM Creations, Hong Ko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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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08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2 of 2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 Hong Kong

2011.10.17http://www.aicahk.org/chi/reviews.asp?id=112&p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