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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银行”是个什么东东？
在一般人看来，艺术属“阳春白雪”，那是文

艺家的事儿；银行则沾染了铜臭气，是资本家的
事儿。当艺术遇到银行并合体，又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呢？

本土艺术的福音

且慢说二者水火不容。艺术家也是人，不但
创作有成本，还要吃饭睡觉租房子。这些开支压
力，在他们能“闲来写幅青山卖”的功成名就之
前，显然是个不小的问题。名满天下的荷兰画家
梵高一生穷困，不得不依靠其弟弟的接济才能勉
强维持生计。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有一
个有钱且愿意接济他们的亲戚。如果能有一种方
式，既可以为刚起步的艺术家提供经济支持，又
可以促进艺术品的流通提振他们的名气，何乐而
不为呢？现在，名为“艺术银行”的福音真的来
了。

过一段时间，台湾的松山机场、桃园机场、
高速公路休息站、台北火车站、港务公司营运大

楼、医院和酒店大堂里，可能出现一批带着台湾
本土艺术气息的作品，并且不断流转、变化。并
非这些公共空间的负责人忽然将预算倒向了艺术
品投资———这些作品很可能是租来的，而且租金
并不太高。因为，这是台湾“艺术银行”计划的
一部分。

说白了，“艺术银行”就是艺术家与市场的
“中介”，而台湾“艺术银行”的“中介”是政府。
“艺术银行”由当局文化部门出面收购本土艺术家
作品，以合适的价格租赁给机关或企业美化空间，
让作品走进大众生活，被更多人看见。这样既鼓
励本土创作，促进艺术品市场流通，也培养民众
的美学修养。

当局支持其来有自

多年前，身为作家的龙应台应邀到一个美国
大使馆参观，一进门便被带到美国艺术家的作品
前欣赏他们的作品。它们在进入龙应台视野之前，
已经被带到全球各地的美国使馆巡回展出过。美
国人推广本土艺术的热情给龙应台留下了深刻印
象。如今，作为台湾当局文化部门负责人，她借
鉴这种做法，在台湾推出了“艺术银行”计划。

艺术银行虽是“外来物种”，但同台湾多年来
“政府扶持艺术”的政策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在
!" 世纪 #" 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文建
会”筹建的“艺术家之屋”，该委员会还给艺术家
进行创作无偿提供了很多场地，较为著名的有台
中 !"号仓库、华山艺文特区、高雄驳二特区等。
当局的支持促进了艺术的繁荣。

但其后嘉士得、苏富比拍卖公司从台湾撤出，
香港变成华人艺术品市场拍卖的总部，再加上近
几年大陆画作市场崛起，台湾画廊渐渐被边缘化，
台当局该如何解决艺术家发展空间被压缩的问题？
龙应台主导的“文化部”调研筹划，最终祭出了“艺
术银行”这一招。此举可以让无名画作进入社会从
而也进入市场，增加曝光度得到“慧眼识珠”的机
会，进而激励创作，发现和培养优秀艺术人才。

让艺术走入生活

根据台“文化部”提供的资讯，“艺术银
行”第一年预计投入 $%"" 万元 （新台币，下
同） 购买台湾艺术家作品，另外 $%"" 万元预
算将用于装潢展示空间和支付相关人事费用。

该项目公开征集台湾本土艺术创作者的艺
术品，并将组建专家评审会，选出有潜力作
品，买断其版权。随后，这些作品“只租不

卖”，提供给有需要的机关、民间企业作空间装饰
用，透过收取租金，回归支付“艺术银行”运作
成本。“艺术银行”的艺术品租金费率为购入价
格的 "&'(，承租费用包含租金、保险费、运输布
卸展费，租期为 $个月至 )年。

与一些美术馆收购艺术品重于“馆内”典藏性
质不同，“艺术银行”不重在囤积赚钱，重在“美学扎
根”，把艺术品置放于公共空间，让更多的普通民众
无需购买门票就可以近距离认识、欣赏。

走在台北一些公共空间、对外开放的一些机
关部门以及企业内，都有艺术品布置。“但好多
都是名品的复制品，为什么我们不用鲜活、有创
作者的手在上面留下真实情感的本土艺术品呢？”
龙应台强调，艺术银行就是把门打开，让艺术可
以进入民众“随时随地呼吸和工作的生活空间”，
从而提高民众的艺术素养。

有些人拥有非凡的视觉艺术创作才能，却因无缘得遇伯乐或无处展示作品而一直藉藉无名；有些人对艺

术品挚爱深切，却苦于囊中羞涩而只能往家里的墙上贴些名作的复制品；有些公共场所，因缺少艺术创意的

点缀而显得苍白寡味让人无心流连……碰到这一切，应该怎么办？且看台湾的解决之道———“艺术银行”。

文化部门出面收购 低价出租普及艺术

“艺术银行”买画来出租
王大可

$月 !%日，台

湾文化部门负责人

龙应台宣布艺术银行成立。

声音

“十几个国家才能办到的事，一个大

陆就搞定了。”

———台湾实验研究院太空中心任务科
学家萧俊杰

神舟十号飞船成功发射，台湾科学家指出，全
球目前仅有一个国际太空站，由美国、欧盟、俄罗
斯、日本等国家共同集资而成。拿天宫一号与国际
太空站相比，天一虽然在规模上“迷你”许多，但
在功能与技术上一点都不逊色。神舟十号将尝试在
太空中与天宫一号“对接”，若整个任务顺利完成，
代表大陆将迈向“太空站时代”。

“年纪大了，渐渐发觉钱赚多了也不

能带走，捐出来，对人对己都有交代。希

望能找到十个八个富豪，各自捐点钱出

来，令社会更和谐。”

———香港富豪李兆基

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日前表示将向港府捐
出一幅香港粉岭土地后，*月初透露还将多捐一幅元
朗区土地。多年热心慈善的李兆基表示，捐地只是慈
善活动的一环，更希望能集合多个城中富豪的力量，
发起更多公益项目，改善香港贫富悬殊情况。

“科大的目标不是争取排名，我们更

着重的是全面实践在教育与研究方面的使

命，让学生得到全人发展，成为具环球视

野的领袖人才，为社会作出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新近出炉的“+,亚洲大学排名”中，香港科
技大第三年蝉联亚洲第一大学。“+, 亚洲大学排
名”对超过 %""所大学进行研究，并在学术界与雇
主进行广泛调查，成立只有短短 !!年历史的科大，
以学术声誉和国际化程度获得高度肯定。科大校长
陈繁昌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比起排名，科大
更看重育人。

“台湾与香港比还是有困难，香港人

口不到 -""万，观光客可能超过 !%""万，

毕竟香港与大陆陆地相连，台湾要过个

海，差蛮远的……香港与大陆接壤，有很

多优势，台湾显然还有很多要向香港学

习，包括黄色小鸭。”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今年 ) 到 $ 月，香港经济成长率 !&-(，位居四
小龙之冠，台湾第二 )&*.(。马英九 )"日会见香港
台湾工商协会访问团时指出，香港因与大陆接壤，不
论是旅游人数或其他经贸投资，都有很多的优势，显
然台湾有很多要向香港学习，包括在维多利亚港停
泊一个多月并引来观光人潮的巨型橡皮鸭子。

“父亲对待子女的方式，十分影响他

们的成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梁振英近日在香港电台节目 《活在有情天》
上，谈起当父亲的心得。他说，小学五年级时，家
中请客，要他到街市买茅台酒。买完后，他不小心
将整瓶酒打破，但父亲没有责骂他，只叫他下次要
小心。梁振英出身平民，他的成长经历被香港人誉
为“狮子山下精神”的最好写照。

（闵 喆编辑）

当下，台湾不
少年轻人把创造性的手工

制作当成工余后的休闲活动，在
练习手艺的过程中得到放松与满
足。台湾现在最小资的礼物是手
工肥皂，亲手制作肥皂也成为流
行的休闲方式。
“下了班我要去上课。”一位

台湾的记者同行说，“什么课？”
“学做手工皂。”台湾有不少这样
的课堂，内容相当专业，包括手
工皂理论、专有名词，各种油
脂、配方、添加物的选用，制造
工具、操作步骤、使用的注意事
项等。上完课，可以去逛专门卖
手工皂原材料的小店，去选自己

需要的工具和材料，然后就可以开工了。记者认识了几个台北的手工皂
迷，想到了北京的十字绣爱好者，很像。

做手工皂先要制碱液，然后混合进油脂，不停搅拌使之起皂化反
应，再加入香料或润肤物，最后倒入模具固化，固化后还要晾很多
天，去除氢氧化钠残留。因为每个人搅拌的手法不同，对不同颜色
的材料混合在一起的审美也不同，所以同样的配方会做出不同花纹
的肥皂，固化后肥皂呈现的花纹与颜色往往出人意料，让制作者
享受小小的成就感。

现在，手工皂在台湾已经变成产业，也有不少名声在外
的牌子，旅游景点也多了手工皂这个新产品。记者在高
速公路的休息站、百货公司、大街小巷的个性小店、
九份等旅游景点，都见到各种手工皂，台湾地图

形、圆形、方型、麻将牌形，引人莞尔；其
标明的材料有薰衣草、玫瑰、羊奶、

香茅、柠檬，给人好感；名称
有松雾、圣殿骑士、

抹 草 平

安 ， 创 意 十
足。手工皂的卖点除了温
馨和艺术感外，是天然油脂与碱
液和手工制造。油脂和碱液起皂化反应
有清洁作用，添加的羊乳、豆浆、精油、花
草、中药、竹炭粉等又有护肤功能。

一位名牌手工皂的打造者表示，之所以投入手工
皂这行是因为自己的小孩，小孩天生过敏体质，对各种现
成的清洁用品都过敏，于是自己动手给孩子做肥皂，他遍访
老师，试验出最适合自己小孩的“黑糖羊奶皂”。之后他把这款
肥皂不断推荐给身边的皮肤敏感者使用，大受欢迎。但有人提出
羊奶味不好闻，他就继续试验不同天然添加物，制造出越来越多款
的肥皂，他的目标是开发 )""种手工皂。

做手工皂不是个轻松活，配制碱液不小心会烫伤，搅拌更是个枯
燥的动作。“但做肥皂令我专注，工作上的事彻底不想了，人也就得
到了休息。而且我学会了一门手艺，做好的肥皂给自己家人用，也可
以作礼物送人，很有成就感，上瘾了。现在我家就像一个小作坊。”热
衷做手工皂的记者同行说。

记者观察，手工皂的流行也缘于台湾近些年环保观念被社
会接受，天然的材料和手工制作都成为最受欢迎
的元素。借由制作一块小小的手
工皂，人们找到了
回 归 传 统
和自然的感
觉。除手工
皂，现在台
湾制作手工
蜡烛、手工眼
镜和手工银饰
的人也多了起
来。手工，渐渐
成为休闲的一项
新活动。

在香港太平山狮子亭附近的芬梨道晨运径，斜坡上刻有各式
符号及文字，包括多个心形图案、简体字“请”字及下方的
/0123456 7381259846等字样。

南京学生在埃及乐蜀神庙留下“丁锦昊到此一游”.个中文
字，引起全国热议。环顾香港，“到此一游”的涂鸦文化也很普
遍。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协会主席吴振扬说，在岩石、景点、古迹
上写上字句，是“涂污”、欠公德心的表现，总结 .年来清洁岩
石的心得，原来港人最喜欢在石头刻画的，除了“到此一游”，
“爱你一生一世”也是首选之一。

香港媒体报道，“涂鸦九成都是中文字，而且繁体字居多，
可能英文字只占一成”，自 !""*年起定期到各郊野公园、离岛清
洗岩石涂鸦的吴振扬说，不少旅游热点惨被“大字”破坏。

他说，若要数“受害”最多的，沙田望夫石必定少不了，
“还有南丫岛的骑楼石、长洲花瓶石等，在前往的路途上远远已
经见到油漆”。
“岩石就好似大自然那样，每一块都有独特面貌”，协会

!""*年组成“洗岩天使”义工队，平均一年 )"次联合学校及市
民清洗岩石涂鸦，透过活动教育市民公民意识。吴振扬笑言，他
们一般只能用沙纸和钢丝刷清洁，单是 '个两吋的中文字，就要
清洗半小时。幸好，近年看到刻意涂污环境的市民没有增加，

“大家意识强了，
自然令其他市民感
受到群众压力。

根据香港 法
律，在任何公众地
方，以雕刻或其他
方式在石头上涂
鸦，即属违法，一
经定罪，可处罚款
%"" 元或监禁 $ 个
月。

（钟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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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手工皂

香港人也爱“到此一游”

太平山狮子亭路边斜坡上的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