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梁志和:《過去的未來》 
 
2023年 5⽉ 23⽇ - 7⽉ 1⽇ 

開幕酒會: 2023 年 5⽉ 20⽇，星期六，下午 4 時⾄ 6 時 30分  
 
地點：刺點畫廊 (香港黃竹坑道 28 號保濟工業大廈 15 樓)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 (星期日及星期一只供預約)；公眾假期休息 
 
 
刺點畫廊榮幸呈現梁志和在畫廊第三次個展《過去的未來》，藝術家繼

續闡述時光流逝中的非常規香港史。梁氏近來對香港殖民歷史研究聚焦

於 1982 年，這一年中英政府就香港回歸開始談判，使得這座城市的未

來變得波譎雲詭。 
 
梁氏審察歷史中隱匿、佚名的面向，建構出任何人都能在過去想像一個

預定的未來而成為歷史一部分的命題。在 1982 年 9 月 22 日一次歷史性

會面，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首次訪華，會晤國家主席鄧小平以談判香港

1997 回歸後的未來。官員指談判無法得出定案，但中英聯合聲明卻在

兩年後簽署。 
 
瀏覽著那些讀起來如同小說般的真實歷史事件，梁氏調查歷史裡具爭議

性的敘事。藝術家不只專注在史實，在研究過程中利用獨特的「自我探

索」方法，提倡改變主體、轉換焦點等手法。截然不同的時間線被拼湊在一起，挪用了戴卓爾夫人的手寫筆記（取材自英國國家

檔案館）、威廉王子誕生後第一張官方發放的照片、以及電視新聞檔案片段。結果是重新排列的一系列往事開啟了詮釋歷史的新

可能，成為對抗既定俗語「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一劑良藥。 
 

《卓越之鏡》、《卓越之陽》、《卓越天天》 和《卓越之星》是四件混合媒介拼貼

作品，用四份 1982 年 7 月 29 日同日刊登的不同報章創作而成。這些報章封面不約而

同展示英國王室第一張家庭照以宣佈威廉王子誕生。作品框的亞加力膠片刻有戴卓爾

夫人手書「非常好」，來自 1982 年同日所寫某份公文，作為中國大使和英方討論香

港回歸的結論。而這事被隱藏在層層慶祝新聞之下。 
 
一組在 1982 年製造或發佈的物品與這件藝術品交織。它們蘊藏建構而成的西方對華

意識形態，以及集體渴慕一個臆測的社會，在那裡東西方能夠共存。這系列物品包括

一套狗年生肖郵票、大衛．霍克尼在中國之行後撰寫的《中國日記》、英國新浪潮搖

滾樂隊「黃鐘」和「中國危機」的專輯、以及大膽地名為「中國症狀」的雅達利電玩

遊戲。各種材料和文化符號並置，體現出藝術家凝思從過去所感受到的未來。 
 
梁志和最新錄像作品《我的混亂日記 0》以及前作《我的混亂日記》（2020），與長

期創作計劃《日誌系列》由 2017 年至今同時期開始創作。《日誌系列》始自梁氏於

五十年後重遊香港六七暴動炸彈襲擊現場。在五十年後同日同地，藝術家將鏡頭轉向

天空以黑白底片拍攝。為《日誌系列》中的照片命名時，梁氏選擇了在暴動同日發生

的民眾和私人事件，強調了同一片天空下並存著短暫而值得紀念的時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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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和，《卓越之陽》，2023，現成物、混合媒介拼貼，

46.8 x 39.8 x 4 厘米（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梁志和，《收集淚珠》，2023，鋁合⾦架、玻璃、美⼯⼑、書籍、譜

架，137 x 62 x 62 厘米（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是一個由多件歷史事件、時間線和地點建構而成的雕塑。中心部件是

一個舊熱水爐，由1967 年成立的本地廠商柏林牌所造，同年爆發香港六七暴

動。當時最著名爆炸案在香港希爾頓酒店發生，而位於柏林的希爾頓酒店亦被

視為 60 年代情報活動主要地點。柏林牌熱水爐被修整得滴答作響，以提醒時間

不斷流逝。 

 

雕塑另一個主要部分是一部名為《共存何價》的書，頁面刺有水晶。此書由前

空軍元帥約翰．斯萊瑟撰寫，在冷戰早期面世。斯萊瑟在書中提出激進政策，

希望將香港如柏林般交由聯合國管治，建議未曾實現過的另類香港未來。圍繞

主部件的是不同現成物，包括一個 1949 年香港五毫硬幣、一朵人造膠花作為

1967 年香港暴動的註腳，因為第一宗暴動衝突正因塑膠花工廠的勞工糾紛引

發、一個 60 年代柏林的泰迪熊玩偶、和一張從柏林希爾頓酒店寄給查爾斯．荷

爾的明信片，他是一名二戰時期在歐州為同盟國作戰的士兵。與《日誌系列》

相似，梁氏呈現兩個平行世界，一個在同一時間卻分處異地，另一個在同一地

點卻年代迥異。 
  
雕塑《收集淚珠》來自於藝術家調查英國國家檔案館的香港殖民報告，以及戴

卓爾夫人官方回憶錄。梁氏觀察並推測香港未來對英國統治者而言不過是滄海

一粟。每一句寫及「香港」的句子被割成一串長條，堆在書本上如同滿頭嚇人

的亂髮。鋁合金冠冕插在回憶錄書頁上，由六把美工刀與兩層晃動的淚滴形玻

璃裝飾而成。 
 
 
《好，有道理》和《那麼如果一無所得？》是兩件畫布作品，從檔案

新聞片段節錄而成，並繪有戴卓爾夫人書寫姿態的手。作品底下角落

是戴卓爾在殖民文件中的評論，原先保密，如今由藝術家以鐳射雕刻

放大並著色。戴卓爾在 1980 年評論道「好，有道理」（”Yes, It is 

reasonable”）回應英軍駐港部隊增援，另一句 1982 年的評論「那麼

如果一無所得？」（”and if they are not obtainable?"）揭示她對香港

回歸後延續英國管治感到懷疑。作為戴卓爾在 1982 年 9 月 22 日訪華

即將會晤鄧小平前的發言，兩番評論都引人注目。 

 

 

關於梁志和 

梁志和（1968年生於香港）透過攝影、文字、現成物、行為及裝置，融合歷史資料搜集及概念化的探究，驅使我們對記憶、權力體系和歷史矛盾

產生懷疑。他還收保和拼合現成舊物、檔案資料和影像，從而將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與政治事件並列和對照。他的研究式創作時常關注歷史編纂

學中的裂隙與曖昧性。對梁氏來說，歷史總是有權力的掌握者所書寫的。他近期的研究和創作以香港殖民歷史及後殖民現實為重點。 

2001年，梁志和與他的長期拍檔黃志恆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此為香港館於威尼斯雙年展的首次呈現。梁志和於2015年在中國深圳OCT當

代藝術中心舉辦回顧展“請按鈕……膽前顧後—梁志和個展”。他的作品曾於多間主要國際博物館及機構展出，包括德國杜塞爾多夫NRW Forum

（2015）、美國紐約國際工作室及策展計劃（ISCP）（2013）、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2010）、巴西聖保羅影像聲音博物館（2008）、及

美國皇后區藝術博物館（2000）。他亦曾參於其他年展包括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2017）、以及英國曼徹斯特亞洲藝術三年展（2014）、

馬拉喀什雙年展（2012）、上海雙年展（2020）、廣州三年展（2008）。此外，梁氏亦於1996年參與創立了香港存在時間最長的獨立藝術機構

Para Site。他現於香港居住和工作。 

關於刺點畫廊  
創辦於 2010 年，刺點畫廊是一間建基於香港的當代藝術畫廊。畫廊初期以當代攝影及影像主導的創作為重點，及後持續發展至 融合各種當代藝

術媒介。畫廊展出新晉和著名藝術家，他們主要是來自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藝術家，但亦有海外的藝術家。 

歡迎媒體預約與藝術家採訪，請致電 25176238 或電郵 helena@blindspotgallery.com 與林小姐聯絡。 

梁志和，《柏林》，電熱⽔爐、書籍、⽔晶、硬幣、明信

片、⽑絨玩具、鋼架，138.5 x 64 x 56 厘米（圖片由藝術家

及刺點畫廊提供。） 

梁志和，《那麼如果⼀無所得？》，2023，激光雕刻、塑膠彩、噴墨打

印布本，32.5 x 59.8 x 2.2 厘米 （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