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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似看山，日常有韻”，一部文學作品的誕生也許離不開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生活中

細節的沉澱。香港浸會大學葛亮副教授正是用文字去表達他對歷史的思考與感受，一

步一步地完成他心目中的構圖。 

 

關於文學作品的誕生 

葛亮老師對永恆主題和日常主題的見解： 

1.永恆主題：愛與和平反映社會共同努力思考問題的結果。 

2.日常主題：葛亮老師把目光聚焦在南京的日常生活中，透過每個塑造的角色以及生活

顯示出他們的價值觀、歷史觀以及人生觀。借助想象力對心目中的家鄉作歷史書寫，

葛亮老師把自己的世界觀和生活的周遭體驗化作養分，結合繪畫、詩詞、飲食、戲曲

等創作出好的文學作品。日常生活中人們的閱歷和城市的發展能引發大家對歷史人物

的想象和思考共鳴。 

這也是很多經典文學作品的靈感源泉。也令我聯想到澳門這座小城的歷史和風土人

情，造就出它獨特且濃郁的文化底蘊。無論是設計師、文學家還是藝術家，他們帶给

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貢獻都是功不可沒的。不論是人文或是歷史，都在影響這個時代

的發展和故事。 

 

葛亮老師課程現場 



 

 

而作為生活美學設計師的我，心裏所想的便是如何用畫面去表達過往在澳門發生的事

情。我希望用線條和圖形設計來表達我對於這個融合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寶地，這亦正

是這堂課程帶給我對於文創和設計的思考。 

 

 

一眾學員課後留影 

 

關於藝術和文學作品的靈感 

葛亮副教授指出，藝術和文學的靈感離不開以下幾點： 

1. 偶然時間的發生與創作理念的結合。 

2. 由某種多年的意象、當下的生活與感受再次激發起的記憶與感受，呈現當下的畫面

和文字。舉例來說，法國文學家雨果 16 歲時在巴黎聖母院的經歷，亦令他在文學上有

更深層的思考，讓他創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巴黎聖母院》。由此不禁令我想起 1835

年澳門大三巴牌坊區域的火災，嚴重燒毀了聖保祿教堂（現大三巴牌坊前身），讓這

些歷史文物未能完整地保留下來，實屬可惜，但所幸的是當年錢纳利先生為歷史留下

了真實的影像，留下了痕跡。作為設計藝術工作者的我，最大的任務是將歷史的發展



 

 

階段呈現出來，讓人們回顧當下的生活和感受歷史的餘韻。因此，畫面的設計是離不

開對歷代文學的靈感，以及對歷史文化的解讀與創新。 

3. 直觀形象的刺激 ：這是指激發感官的基礎，從而進入理性的創作。 

舉例來說，我在澳門文創設計中結合當下的港珠澳大橋和澳門回歸的 20 週年事件，希

望用現在所接觸的時事以及周遭的事物結合藝術流派作為我的靈感，從而設計出富有

澳門人文風情的印花作品。把印花作品融入到口罩及其包裝盒設計，同時亦可以促使

澳門特色文化的傳播。以跨界澳門博企推出澳門回歸 20 週年元素下午茶為例，把在生

活方式上的印花元素融入下午茶。以文創產品呈現當下的生活環境、人們所喜歡的生

活方式是作為設計師最好的動力。利用藝術品和設計去表達當下美好的一刻，並將它

保留下來。 

 

澳門回歸 20 週年元素下午茶 

 

正如歌德把景象和印象套用於文字，又如莫奈的印象派，就是創作直觀形象和刺激感

受最好的例子。在工業革命後，西方出現照相機技術。 在那時，繪畫作品没有因為照

相機革新而停止，反倒革新了繪畫歷史的發展。比如印象派的創立正是對那個時代最

好的藝術結晶，他們的藝術創作是離不開個人感受的。  

 

 

 



 

 

由文學課程影射的文化和建築的交融 

談到文化與建築方面，令我想到葛亮副教授提及的傳统文化遺產—齊芳閣和旁邊的麥

當勞案例。麥當勞出現在老字號旁邊，以促進遊客和維護齊芳閣的經營 。文化的交融

在建築上表露無遺，充滿了歷史感和現實感的有趣反差。 

另一有趣例子則是星巴克：從日本京都榻榻米星巴克到日本江户風情的星巴克；台灣

地區由著名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的集裝箱星巴克；南京老門東木雕星巴克；香港旺角

洗衣街的港式冰室懷舊感星巴克；瑞士蘇黎世星巴克列車，這些都是用文化和歷史去

融入當地的建築，帶出獨特的建築風情。星巴克的建築風格帶出傳統和創新是可以並

存的，獨特的風格更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源，成為遊客必去的旅遊景點。 

 

作為設計師對澳門的解讀 

遊走在澳門的大街小巷，仔細觀察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這對於做時尚和藝術跨界

設計的我來說是最大的樂趣。對於當下的解讀，歷史的融入以及將當地文化融入設

計，這些都化作為我創作的養分。正如葛亮先生的《九歌》，“多看看，多走走， 多

想想”，將對澳門的愛融入藝術設計當中。是次課程令我明白了作為文化工作者與文

化傳播大使，用設計和畫面記錄當下的感受，並從新的角度反觀舊的東西，是宣揚澳

門文化的重要方式。將澳門的歷史文化和藝術設計融合起來，帶给大家更好的生活體

驗。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澳門美學風格和設計，使其能進入國際化的大舞台，是作為

設計師對自己故鄉最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