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藍松山報
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首度推
出 「中華文化節」 ，其中《鼓博群雄．地動山搖》
絳州大鼓與其承傳者鼓樂演奏會昨日於沙田大會堂
舉辦，一批香港本地鼓手與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共
同演出《滾核桃》《牛鬥虎》《老鼠娶親》《秦王
點兵》等膾炙人口的經典曲目，為觀眾獻上難得的
聽覺盛宴。

《鼓博群雄．地動山搖》絳州大鼓與其承傳者
鼓樂演奏會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主辦，來自香港的 「赤煉鼓樂團」 、 「鼓動」 、
「香港鼓藝團」 、 「英華小學鼓樂英騰隊」 、 「保

良局黃永樹小學鼓藝團」 、 「滬江小學鼓樂團」 、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鼓樂隊」 ，

與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共同參與演出。
山西絳州與中國鼓文化一直有着重要歷史淵

源，是中國鼓文化歷史的重要源頭之一。絳州鼓樂
被錄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2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文化中心列入 「世界人
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其中曲目《關公

頌》中，更邀請了曾參與文旅部2023黃河流域中青
年戲曲演員展演的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趙振飾演關
公，對該曲目的表演起到點睛之筆。

演奏會以一首《普天同慶》完美收尾，該曲由全
體逾百名鼓手同台獻藝，大會主持透露，這是他們
首次合作完成該曲，然而相互間配合默契，把絳州
鼓樂的鼓和香港活力鼓令二十四式巧妙地結合在一
起，濃彩重染，烘托出普天同樂的氣氛，熱情洋溢
的鼓聲表達了兩地民眾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晉港鼓手聯袂演繹 絳州大鼓樂動香江

▲《鼓博群雄．地動山搖》絳州大鼓及其傳承者鼓
樂演奏會昨日在沙田大會堂舉行。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艾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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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期間，第五屆茅盾新人獎得主、作家陳崇正以 「AI、
『新南方』 與家族史詩」 為題目，與觀眾分享《美人城手記》

《香蕉林密室》兩部小說創作背後的故事。在他看來，家鄉潮汕很
有神秘感。

陳崇正寫過詩歌、兒童文學甚至是武俠小說，如今又以科幻小
說為人所知。大公報記者在今次書展上專訪陳崇正，他表示， 「武
俠小說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金庸作品影響了我對世界的諸
多認知。科幻是創作的手段之一，將未來感元素與傳統文化重新嫁
接是我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

陳崇正：金庸影響我對世界的認知
茅盾新人獎得主出席書展 分享小說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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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崇正眼中， 「新南
方」 理念的背後是他親身體驗
過南北差異後的一種思考。以
往大多數文學作品所聚焦的
「南方」 在於江浙一帶，而作

為一個潮州人，在他的觀念
裏，潮州以北都算是北方。

「在潮州的鄉下人，對於
不是講潮汕話的北邊遊客都覺
得是北方的，所以對北邊的概
念我們其實很模糊的。當我重
新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如
果說江南是南方，大灣區可以
說是 『南方之南』 。」 在創作
《美人城手記》時，他再次重
新審視自己的家鄉。 「美人
城」 是上世紀90年代香港商人
投資的一個大型旅遊景區，最
後因遇上金融危機，開發資金
不足而最後被荒廢。

陳崇正回憶當初 「美人
城」 荒廢後，這裏變成了流浪
漢的居所、拍攝婚紗照和開燒
烤派對的地方，並最終被剷平

用以開發房地產。 「美人城」
的變遷帶給他很大觸動，他曾
多次提筆寫下寫作計劃，但並
不順利，直到再次來到北方生
活，審視記憶中的家鄉得到靈
感，用兩個月的時間將記憶中
的 「美人城」 在紙上重建。

展望 「新南方」 的未來，
陳崇正覺得，大灣區應該作為
文學上 「南方」 的腹地而不是
邊緣。大灣區近40多年翻天覆
地的變化吸引了大量的人口遷
入，這與古時候嶺南是 「被貶
謫官員的流放地」 這一刻板印
象截然不同。

無論廣州還是香港都是國
際化大都市，具有廣泛的世界
性。 「新南方」 正是如此，講
究與世界對話，包容不同的文
化。陳崇正透露，接下來他將
再次放眼南方，聚焦更南方的
南海海域，以水上居民的生活
為藍本繼續創作。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兆桐

▲英歌舞是潮汕地區
的傳統舞蹈。

資料圖片

陳崇正的童年在潮汕的田野中度過，是
個不折不扣的鄉村少年。他表示， 「我在很
小的時候就接觸了梁羽生、金庸、古龍這些
武俠前輩的作品。潮汕地區有很多 『講
古』 ，就是把作品改編為潮汕話以說書的形
式呈現。聽這些故事的時候給我很大的衝
擊，可以說是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除了
現實的田園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有武功的
世界。」

「金庸的作品開拓了我的想像」
陳崇正覺得金庸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大。

他表示， 「金庸的作品開拓了我的想像，後
來對金庸作品的閱讀，可以說是對我的講故
事能力的最早啟蒙。所以10年前來香港的時
候，感覺很神奇，就像是看到了金庸先生看
過的風景。」

在陳崇正的心裏，香港是 「武俠小說」
的誕生地。 「來到香港之後，發現這裏沒有
警匪片裏的飆車、槍戰，是一個很美好的城
市。我很驚奇武俠世界為何誕生於這個地
方，上世紀五十年代兩個武師在澳門的一場
比武，傳回香港後成為武俠小說的重要起
點。一些看似荒謬的設定對小說家的創作產
生巨大的影響，這些促使我開始想像，武林
高手是否曾經在樓宇中穿梭，有沒有人會輕

功，而這一系列的想像也重塑了這個城
市。」

被問及自己的創作生涯，陳崇正笑言總
是 「陰差陽錯」 。細看陳崇正的創作經歷，
他曾參加過不少文學比賽，也曾創作過青春
文學，但創作之路並不順利。 「我感覺總是
在自己趕到宴席的時候，發現已經杯盤狼
藉，曲終人散。而命運對我的捉弄並非壞
事，反倒是把我趕向了嚴肅文學的隊伍中。
我開始意識到寫作應該去重新審視人的存
在，我開始凝視恐懼，寫出了《我的恐懼是
一隻黑鳥》，之後的那一批小說慢慢得到文
壇的認可。」

將未來感與傳統文化重新嫁接
2011年，陳崇正的詩歌《鐵器為何如

此安靜》入圍《聯合報》文學獎詩歌決審，
中篇小說入圍《聯合文學》新人獎決審，這
些意外收穫讓他看到了寫作的可能性，慢慢
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在現實與科幻之
間不斷探索。 「《半步村敘事》之後，我就
以 『半步村』 、 『美人城』 這樣的文學地理
來構建出一個世界，很多人對我的作品很感
興趣，彷彿看到了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某
種鏡像，這是我創作歷程中很重要的轉折
點。」

無論是 「半步村」 ，還是 「美人城」 ，
陳崇正虛構的城市中總能看到家鄉潮汕的影
子。在陳崇正看來，潮汕是個很有意思的地
方。 「 『三江出海，一紙還鄉』 ，家家戶戶
都有着催人淚下的華僑故事，危難歲月中展
現潮汕人的家國情懷。越是了解家鄉的歷
史，就越能感受這種了不起的精神。」

而在過去的10多年間，陳崇正的寫作
從未離開過家鄉，他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來
開發這片 「沃土」 。 「我是在不斷遠離它的
過程中重新發現它的價值。南北方巨大的文
化差異、生活中遵循的風俗都成為了一種原
料。科幻是一種手段，我會去想像新技術來
臨時，對生活在半步村中的虛構的人們會有
怎樣的影響，他們會經歷怎樣的痛苦，這些
未來感的東西如何與一個古老的文化重新去
嫁接。」

對於陳崇正而言，科幻小說家僅僅是他
的標籤之一。 「我還寫過武俠小說、兒童文
學，還出過詩集。我一直在變換方式，讓自
己的寫作路徑更多元一些，在開發故鄉的道
路上能夠以更豐富的姿態呈現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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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顏 琨（文）
實習記者 李兆桐（圖）

陳崇正與新南方寫作

▶作家陳崇正攜新
書參加香港書展。

▶陳崇正為小
書迷簽名。

【大公報訊】7月20日上午，香港第一本鄉志《打鼓嶺鄉志》
新書推介會在灣仔會展中心香港書展舉行。

立法會議員、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打鼓嶺鄉志》編
撰發起人及編委會主任陳月明主持此次新書推介會。北部都會區
統籌辦事處主任丘卓恒，立法會議員、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及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為分享嘉賓。一同分享的還有打鼓嶺
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鳳凰湖村原居民代表及《打鼓嶺鄉志》編
委會副主任易渭東，打鼓嶺區鄉事會前主席及《打鼓嶺鄉志》編
委會委員會張伙泰。

陳月明表示，打鼓嶺區位於北部都會區東部，政府規劃即將
出爐，打鼓嶺區將迎來大發展大機遇。因此本書的初衷就是寄望
香港人 「知過去、重今天」 以紀念前人之功業，展望更美好的未
來。鄉村歷史是香港故事重要的一頁，她希望，無論未來城市如
何變化，香港27鄉的歷史與文化傳承都能夠得到妥善的保存。

此前，康文署提出擴建香港歷史博物館，政府可考慮在其中
加入本港的鄉村特色文化。鄉村歷史不僅有助於香港人了解、認
識過往的歷史及文化根源，成為香港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的重要
補充；還可作為宣傳香港的賣點與特色，幫助香港打造一個更多
元、豐富的旅遊城市形象。

香港史專家、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打鼓嶺鄉志》顧
問劉蜀永，香港新青會主席、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顧問張然和
《打鼓嶺鄉志》編委會各位副主任及委員，聯合出版社董事長傅
偉中，三聯書店總經理葉佩珠，總編輯于克凌等出席活動，也有
不少村代表及當區居民到場支持。

【大公報訊】香港書展正在灣仔會展舉
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執委、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吳靜怡建議，
特區政府全額贊助香港書展所有參展出版社攤
位費用，鼓勵更大範圍更多出版社參與書展，
使香港書展成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文化
名片。

吳靜怡指出，香港書展是香港年度文化盛
事之一，也是亞洲最大型的書展之一，至今已
舉辦34屆，為出版社提供推廣新書的平台，為
讀者提供接觸新書的機會。書展現場還舉辦豐
富文化活動，與讀者互動，推廣閱讀文化。近
年香港書展國際影響不斷擴大，每年都吸引大
批香港市民和內地及國際遊客，高峰期入場人
數超過一百萬。

她認為，由於香港的獨特優勢，中國內地
和港澳台地區及海外華文出版社都可同時參加
香港書展，這有利於推動香港成為國際華文出
版發行中心，成為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
推廣中華優秀文化的平台與窗口。

因此，她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周邊地區和國
家通行做法，如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日本，
以及本地疫情期間資助政策，全額贊助香港書
展所有參展出版社攤位費用，以鼓勵更大範圍
更多出版社參與書展，為讀者提供更豐富好書
新書，舉辦更多元化的文化活動，吸引更多市
民和遊客入場，進一步拉動本地消費，提升國
際文化影響，使香港書展成為香港作為亞洲國
際都會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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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周日，第34屆香港書展吸引了大批書迷入場選購心儀的書籍。
中通社

▲香港第一本鄉志《打鼓嶺鄉志》新書推介會在會展中心香港書展舉行。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王俊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