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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六月五日一個平凡的下午，我走進了位於油麻地的「上海街視藝空

間」，正是林慧潔的《他者》作品展。當我到埸時得到作者熱情的招待，我有點

受寵若驚呢！說實在的，這是我到過的藝術展中得到最好的招待了！主人家對創

作的熱誠和執著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上海街視藝空間」本身是一個長形的空間，作者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的特

點來裝置她的作品。在入口左右兩側牆上，分別掛上兩組相片，每組為五張共十

張相片；而在場館盡處，是她今次作品展的唯一錄像作品。從視覺上，錄像作品

把整個展覽場地分割成兩個空間。在入口右邊的，是作者的自拍照；而左邊的，

則是一組假的自拍照──作者拍攝了一組內容、構圖與右側相片相若，但非作者

本人的假自拍照！整個場地的中間，就如有一面鏡子把左右兩邊分割起來，而分

割面正是放置在展場中間，那接近場地末端的錄像作品。 

 

放置在左右兩面牆上的真假自拍照看來十分相似，令人誤為她們各自把自己

的自拍照相對地擺放在兩面的牆上。但只要細心的察看，你便會感到一點異樣

──原來左面牆上的自拍照是假的！情況有如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般，一面是真

實存在的個體，例如是「你」，而面對面的是假的影像，那就是「不是你」。這

個鏡裏的影像很似「你」，但事實上這個影像又「不是你」，如要給這個影像起

一個名字，可以叫作「他」吧！ 

 

「他」與「你」很相似，但「他」不是「你」。正如兩面牆上的照片，右面

真的自拍照是以紅色為主調，而左邊假的是以藍色為主調；右面相中作者的外表

與氣質跟左邊的相中人也是完全不同。就是這樣，你會發現「你」是真實地存在

於這時空內，即使「你」怎樣苦心的經營，「你」永遠不會是「他」。而「他」

只是活在與「你」相對的地方，是記憶、意識或認知之中，「他」是很像「你」

或理想化的「你」，但永遠也不是「你」。「他」不可能生活在「你」的世界，

因為只有「你」存在於「你」的世界，「他」才存在於「他」的世界。雖然「他」

像是附屬於「你」，但「他」卻可以反過來控制「你」，從記憶、意識到認知甚

至日常生活對「你」有極大的影響。例如「你」每天也會因鏡子裏的「他」的狀

況而緊張，「你」會在團體照片中尋找「他」，朋友要在照片中尋找「你」，「你」

卻希望朋友們在照片中尋找到「他」。不論「你」或別人要拍攝「你」時，「你」

會盡力營造一個「他」，可是「你」只會似「他」，不會是「他」。因為只有分

割「你」與「他」的分割面存在時，你才見到「他」，才知覺「他」，才要經營

「他」的存在。 



 

展場中的錄像和聲音彷彿被參觀者忽略了，其實在整個展覽上，它們有其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的見解中，錄像和聲音就是隔開假的「他」和真的「你」兩

個空間和時間的分割面，有如鏡子一般把左面的「他」和右面的「你」分開了。

「你」只可以在另一邊見到「他」，「你」可以知道「他」的存在，甚至在這兩

個世界的分割面上尋找「他」，有如作者於錄像中在自己的紅色背景內不斷的尋

找，直至發現對面藍色背景的「他」。既然發現了，便乾脆走入藍色背景，但既

找不到「他」的同時，自己也沒有了紅色的背景。也就說明，「他」與「你」，

如藍與紅，永遠也不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時空，「你」只可以知道和見到「他」。

因為「你」是真的，「他」不是真的。「他」不會是「你」，也不能同時存在於

同一時空。因此若沒有了錄像和聲音，這個空間便失去了鏡子的功能，裝置也沒

意思了。 

 

「他」永遠不會是「你」──也許就是這樣，當作者拍攝第一張照片，她要

求模特兒仿照自己的自拍照擺出相同的姿勢後，她便知道無論怎樣刻意經營，

「他」只可以「似」而不可能「是」「你」。就像這樣，作者在創作與展出的過

程中不斷找到新發現，不論在自我尋找和創作技術上也有新的感悟，也體現了藝

術創作的互動性。每個人也有找尋自我的天性，有人希望通過畫自畫像的過程來

找尋真正的自己；有人則透過真實存在的他人來認識自己（所以對於年紀較輕的

人，當未學懂用何種技巧去找尋自己時，便希望得到身邊人的認同，以使找到自

己在世上的身分）；而作者就選擇了以自拍照的方式來尋找自己。除了發現了自

己，也看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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