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節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主辦，
出席開幕式的主禮嘉賓包括：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楊潤雄，立法會議員陳穎欣、霍啟剛，康文署署
長劉明光，以及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

50組海內外歌手獻唱
開幕式上，歌手李幸倪演唱重新編曲的電影歌

曲，配以人工智能時裝表演，展現不一樣的時尚
感。三位武術運動員劉子龍、沈曉榆、許得恩則化
身成金庸小說角色，與其他年輕武術精英在LED漫
畫背景下作武術示範，為經典文學作品注入新活
力。

開幕節目 「天空草地」 在典禮後隨即舉行。這
個大型戶外音樂嘉年華獲 「創意香港」 贊助，於
昨日和今日（4月6日和7日）中午12時至晚上
10時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日間節目包括
「唱作世代音樂會」 ，50組來自不同地

區的唱作歌手輪流獻唱，包括日本音樂
巨匠坂本龍一女兒坂本美雨、來自日本／
澳洲的RHYME SO、韓國的Meaningful
Stone，以及內地的Taiga；還有不同年
代的實力派唱作歌手盧冠廷、林志美、
江海迦、張進翹等，跨代合作突顯流行
音樂薪火相傳的精神。

維多利亞公園內，日間另設 「超時空打
卡廊」 ，以布景、角色扮演及戲服打造，讓
觀眾猶如置身《功夫》、《花樣年華》等經
典電影場景，每個布景內還有演員扮演劇中
經典角色，觀眾可以與 「包租婆」 「周慕
雲」 「蘇麗珍」 等合影打卡。

「藝術部落」 則讓一家大小親身參與有
關音樂、藝術科技、美術工藝的攤位活動。
市民亦可一連兩晚免費進入 「星空電影
院」 ，在綠茵上分別欣賞香港電影資料館精
選的《新蜀山劍俠》（最新4K數碼修復版，1983）
和《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1995）。

除了 「天空草地」 外，第二屆文化節尚有多項
精彩節目，包括以文壇巨匠金庸、著名填詞人黃霑
和作曲家顧嘉煇三位大師為主題的 「俠之大者──

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 、 「文又得武又
得」 經典武俠劇服飾道具展覽、 「滄海一聲笑──
黃霑」 展覽、 「三俠四義」 流行音樂會、 「樂壇教
父貝多 『煇』 」 和 「武俠．英雄」 中樂音樂會，以
及 「顧嘉煇與黃霑音樂文獻選粹」及「俠骨文心──

查良鏞博士藏品展及金庸作品講座」 等，形式涵
蓋舞台節目、專題展覽、電影放映、圖書館活動
及外展活動，內容囊括文學、各式藝術以至武
術，全方位呈現香港活潑多元的流行文化如何能
文能武。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馮自培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第二屆 「香港流行文化節」（文

化節）昨日（4月6日）在維多

利亞公園中央草坪揭幕。開幕式由著

名時裝設計師何國鉦策劃，演出融合

時裝、電影、武術、漫畫、音樂、舞

蹈等元素，配合今年文化節 「也文也

武」的主題，帶領觀眾穿梭古今，縱

橫文武，展示香港流行文化如何傳

承、流轉、融和、突破。



文化A 14 2024年4月7日 星期日
副
刊
fb

如果四季有表情的話，微笑當屬於春天。
3月22日，中國現代文學館一期名為《文

學館的春天來了》的視頻特別好看。文學館院
子裏的玉蘭花和一同入鏡的絲絲垂柳，在藍
天、風中、陽光下笑意盎然，搖曳生姿。

那天，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在微信上一
句 「來看花」 ，我的心先飛回了北京。

我曾經是澳門駐京機構的外派工作人員，
後來在北京安家，做了北京媳婦兒，北京一住
就是十多年。記憶中每年一到三月，家門前那
株玉蘭，如約開花，我形容這是京城早春裏的
第一抹笑容。

春天的北京，成了花海。識花如認人，奈
何我患有 「臉盲症」 ，記不住人臉，也分不清
花容。在我眼裏，唯獨玉蘭，有很高的辨識
度。玉蘭有綽綽仙姿，她的向上生長之態，有
恰到好處的驕傲。對於這個世界，不討好、也
不低就。

今年，是我從北京搬回澳門的第九個年
頭，卻從未停止過對這座城市魂牽夢縈的思
念。這份思念裏有玉蘭花。

一周後，我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不專為
看花而來，卻也為看花而來。

以文學的形式「回家」
3月29日，我們四十三位港澳作家應中國

作家協會之邀，在北京開啟為期三天的 「作家
回家」 活動。加上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
周年紀念， 「回家」 恰逢其時，別具意義。

三天活動行程，盡顯中國作協設計心思。
除六場文學暢談交流外，我們遊故宮、過後
海、穿煙袋斜街而行、賞什剎海夜色；走進天
津，參訪馮驥才文化研究院、梁啟超故居、李
叔同故居，還聆聽了一場82歲高齡的馮驥才
先生講他對民間文化守護歷程的講座。與緊湊
行程並行的是媒體採訪安排，讓我們盡可能地
在媒體上多多宣傳港澳文學的現狀和未來，讓
更多讀者認識港澳文學和作家。

首日活動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進行。文學館
所在路段被命名為 「文學館路」 ，可見這座城
市對文學的尊重。進入文學館，站在灑滿春日
陽光的院落裏迎接我們的中作協全體書記，和
那些早在一周前就隔屏見過的玉蘭花，是映入
眼簾的第一道 「回家」 的風景。

李漁在《閒情偶寄》裏形容玉蘭： 「千幹
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事也。」

我曾無數次回自己在北京的家。這一次，

玉蘭花見證，我們以文學的形式回中國作協大
家庭、中國文學的 「家」 ，殊盛事也，當為盛
事！

高爾基建議把文學叫做 「人學」 。文學是
以人為描寫的中心，探索和表達人性。 「大仁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偉大文學作品，無一
不是以悲憫之心寫人。我們讀過的文學作品，
必然是為細節的描摹而感動、而記得。因文學
之名的 「回家」 活動，同樣是以細節溫暖和感
動着每一個回家的人。

會場內的歡迎儀式，鐵凝主席目含溫情，
走到代表團每一個人面前，親切握手並說
「歡迎回家」 ！我從宏森書記手上接過中國作
協頒發的入會紀念牌，上寫 「今天是您成為會
員的第5031天。您以優秀的作品，點亮萬家
燈火，我們以文學名義，向您致敬！」 我既為
自己是作協大家庭的一員而驕傲，同時又為自
己未能寫出好作品而慚愧。回澳門後，我把這
塊紀念牌放在書桌上，用以時刻提醒自己不辜
負作協會員的身份。文學於我，是閱讀經驗和
寫作經驗疊加成的人生經驗，並成為我的人生
底色，它讓我知道這世上有很多遠比金錢珍貴
的東西。

此次，我們也應中國現代文學館之邀帶來
個人作品入藏，同時帶來了前輩作家們有溫度
的手稿、信劄捐贈給文學館，它們和文學館九
十多萬件藏品團聚，讓澳門文學以回家的形式
匯聚到中國現代文學百年文脈之中。主持澳門
日報副刊多年、也是代表團成員的湯梅笑捐了
前輩魯茂、穆凡中的手稿；八十多歲的李觀鼎
先生也捐出自己的手稿。《澳門日報》兩位老
社長李成俊、李鵬翥的手稿，我多方問道求索
不果。捐贈藏品中如果沒有兩位老社長的手

稿，此次 「回家」 ，終覺遺憾，難稱圓滿。
我想到自己珍藏有兩位老社長的信函，便

詢問王軍副館長文學館是否也收藏信劄，他很
快回覆說 「意義重大」 ，着我一併帶上，並且
建議我向媒體多講講兩封信劄背後的故事。

兩封信
澳門文學特色之一是副刊文學，絕大多數

澳門作家從副刊 「豆腐塊」 寫作起步。《澳門
日報》的文學副刊一辦數十年，培養了眾多作
者。每年報慶日，報社邀約眾多副刊作者餐
敘，是延續至今的傳統，有宴開二十席的壯觀
場面。在紙媒面臨巨大生存壓力的今天，有些
地方紙媒取消了副刊，而《澳門日報》的副刊
仍然是我們發表作品的主要平台。這當居功於
李成俊、李鵬翥兩位老社長開拓性的建樹，也
有現任社長陸波的堅守。此次我們也帶同陸波
社長代表報社向文學館捐贈的澳門回歸祖國當
天的一整套《澳門日報》。

我珍藏的第一封信函，是李鵬翥先生的。
1997年，我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書

《戲筆天地間》。我把新書送到報社樓下轉交
李鵬翥先生。幾天後，我收到先生的回信，很
是驚喜。我沒有想到時任總編輯的先生日理萬
機，會把默默無聞的小輩的書當成一件正事對
待。信中先生稱我為 「欣欣小妹妹」 ，理由是
稱 「欣欣小姐」 太見外。我更沒想到他說書中
文章很多已在報上 「先睹為快」 。那時我爸常
常對我耳提面命： 「文章發表了就會有人讀，
一定要認真對待你寫下的每一個字。」 ──此
言不假。當然， 「文字清新，見解也新」 ──
實在是先生對我的鼓勵和謬讚。他稱讚封面選
畫和設計都好，詢問出自何人手筆，並說：

「竊以為找一個近於米芾風格的更配合文風，
這可能是苛求，或吹毛求疵了。一笑。」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2013年5月21日，落
款人 「李成俊」 。

澳門基金會聯合作家出版社、中華文學基
金會於2014年在內地出版第一套《澳門文學
叢書》，含二十本老中青三代澳門作家文集。
逾九十高齡的李成俊先生委託我從他的三本文
集中精選文章合成一冊，作為《澳門文學叢
書》之一冊。書出版在即，信是回應我索要作
者相和簡介文字等要求。然而，先生在信中特
別說到，要我執筆代寫後記，以便向讀者說明
全書 「裝修」 過程── 「這才恰當」 ；還說
道： 「書名除作者外，還應列明編者欣欣。未
悉以為然否？」 這其中體現了先生對人的尊
重，眼中看到的是我努力的過程；對我未能盡
如人意的編輯水平，卻寬容以待。書出版了，
我沒有遵先生囑咐寫後記，更不敢在作者名之
外加上自己的名字。

在選編文集過程中，我除了擔心自己力有
不逮、達不到先生要求外，這其實是一個非常
愉快的閱讀歷程。先生是老報人，筆下也是現
今難得一見的報人文風。給我的信，通篇以
「弟」 自我謙稱。書名為《待旦集》，因作者
有過東江游擊隊戰鬥經歷、後來又長期從事報
業工作，對 「枕戈待旦」 終生難忘，對 「審稿
待旦」 記憶猶新。憶人、憶事以及戰場上的崢
嶸歲月，經過時間的淘洗沉澱，下筆成文，舉
重若輕，更為澳門新聞、文壇的歷史補白。據
說先生可以背誦《紅樓夢》的章節段落，文集
中收有論及芹翁 「筆誤」 的文章，實可視為
「紅學」 研究成果。

兩位老社長都曾是全國 「兩會」 的代表委
員。每年來京趁開兩會之便，會邀約我夫婦小
聚。有一年，李成俊先生一落座，便念道：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
了……」 然後看着我問： 「我怎麼想不起這幾
句詞曲的出處來？」 先生是有心考我吧？這出
自清孔尚任《桃花扇》劇末套曲《哀江南》，
描摹滄桑興亡，說古，也論今。它和《長生
殿 彈詞》，我視為詞曲雙璧。

文化傳承，重要的是精神的傳承，傳承前
輩作家處世的謙和之心、對人的關愛之情。如
今，這兩封信札被安放在最應該安放的地方，
也是回 「家」 。寫到這裏，我想起回 「家」 之
行在最後一站李叔同故居看到的文字： 「華枝
春滿，天心月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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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京參加 「作家回家」 活動的港澳作家團在故宮合影。

香港流行文化節
融合時裝電影武術漫畫音樂舞蹈

▲眾嘉賓出席第二屆 「香港流行文化
節」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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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香港流行文化節」 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揭幕。

▲開幕式上，三位武術運動員（前排左起）劉子龍、沈曉榆、
許得恩化身成金庸小說角色在LED漫畫背景下示範武術。

▲開幕式上，李幸倪演唱為文
化節重新編曲的電影歌曲。

▲

﹁超
時
空
打
卡
廊
﹂
展
覽
中
展
示
香
港
經
典
電
影

《
花
樣
年
華
》
的
場
景
。

大
公
報
記
者
徐
小
惠
攝

也文也武揭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