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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漫話
江 恆

黛西札記
李 夢

異化效應
上世紀四十年

代初，柯林斯出版
社推出了名為《圖
說英國》的系列書
籍，內容涉及許多
典型的英國國家主
題，很難想像如此
地道呈現英倫文化

的圖書，竟誕生自歐洲難民之手。
當時的背景是歐洲大部分地區已

被納粹德國佔領，英國處境十分嚴
峻。柯林斯出版社推出這套圖書的目
的，不僅為了鼓舞士氣，也是記錄英
國人的生活方式，以防在德國佔領下
消失。因此，從國際象棋到高爾夫、
從鐘錶到登山、從蝴蝶到農場動物、
從水道和運河到地圖和製圖者，所涉
主題十分廣泛，總共出版了一百三十
二本書。每本書都很薄，封面設計也
很簡單，但作者猛人雲集，包括批判
現實主義作家喬治．奧威爾、二十一
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格雷厄
姆．格林、著名攝影師塞西爾．比
頓、資深體育記者內維爾．卡杜斯，
以及二戰時寫下不朽詩句 「來吧，友
軍的炸彈，落在斯勞」 的詩人約翰．
貝傑曼等等。可以說，在那些黑暗的
戰爭歲月裏，他們作為不同領域的專
家，給予了讀者極大心靈慰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者和文字
之外，《圖說英國》系列書籍幾乎在
各個層面都刻有鮮明的歐洲印記。比
如，圖書的編輯、設計師、印刷工和
出版商團隊等，都是來自遭受法西斯

蹂躪的歐洲國家難民，並且絕大多數
是女性，而她們當中有許多人必須被
英國政府從馬恩島拘留所特赦，才能
從事書籍出版工作。

事實上，這種現象僅是冰山一
角，在二戰前後有大批文化人因政治
或種族迫害原因逃離歐洲大陸，和所
有難民一樣，他們乘坐簡陋的小船跨
越英吉利海峽登陸英國肯特海岸，雖
然有着令人鄙視和抗拒的難民身份，
卻在英倫大地上落地生根並大放異
彩。他們中大多數是政治左派和藝術
先鋒派，共同參與塑造了英國的電
影、藝術、建築、出版、廣播、攝影
和兒童文學等領域的文化，並為英國
大眾提供了諸如皇家節日音樂會、企
鵝圖書和舞台劇《來喝下午茶的老
虎》等經典，包括紐波特市政中心的
巨型壁畫，也是由德國的藝術家創作
的。

但這些為英國文化作出巨大貢獻
的歐洲難民，當初往往沒有得到充分
的重視和認可。英國人對他們的到來
並不熱情，主流《旁觀者》雜誌曾批
評從事電影業的難民人數過多，《每
日郵報》也對來自德國的無國籍猶太
人從英國的各個港口湧入的 「暴行」
進行了猛烈抨擊。一位英國軍方將領
甚至公開表示，應強制歐洲移民們佩
戴識別性臂章，進而引發輿論呼籲關
押 「危險的外國人」 ，最終導致他們
中的一些人被關進條件極其惡劣的拘
留所。與此同時，歐洲難民們對英國
的惡劣天氣、過度烹飪的食物、文化

保守主義和死氣沉沉的街道感到沮
喪。正如有難民感嘆住宿條件極差，
「這些小房子都一模一樣，似乎都是
用泥土匆忙建造起來的。」

儘管如此，這批異鄉人仍選擇了
擁抱英國文化，並且試圖保持自己身
上的社會和藝術激進主義，在看不到
希望的英國土地上重新培養它。在那
些 「歐洲製造」 的英國經典之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左翼色彩的《圖片郵
報》，上面發表的那些震撼人心的照
片，記錄了特權與貧困的對比，描繪
了底層普通人的生活，幫助營造了一
種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輿論氛圍，並促
成了工黨在一九四五年的壓倒性選舉
勝利。除此之外，學者尼古拉斯．佩
夫斯納在他的《英格蘭建築系列》
中，精心編列了英國各郡的建築珍
寶。曾參加兒童運輸計劃的攝影師沃
爾特．拉薩利，則從《蜜的滋味》等
對工人階級生活的粗獷描繪，轉向拍
攝上世紀八十年代墨臣．艾禾里製片
公司電影中的懷舊風格。

英國作家歐文．哈瑟利以 「異化
效應」 （Alienation effect）來形容
歐洲難民在英國的成就，以及他們那
種身在其中的疏離。這個原本由德國
劇作家布萊希特提出的表演藝術概
念，是指觀眾無法簡單地將自己與劇
中的角色聯繫起來，疏遠於戲劇或電
影。對於歐洲難民而言，英國作為異
國他鄉，即熟悉又陌生，那些對他們
所做貢獻的動人讚頌，無疑也是他們
尋求國家認同的重要解藥。

繽紛華夏
周蜜蜜

龐大的旅遊巴士在盤山公路上平穩地行
駛，窗外的山色由青轉黛，雲霧漸濃。同行
的旅伴們早已收起相機，有人閉目養神，有
人則盯着手機屏幕，手指不停地滑動。我望
着窗外，心想：這貴州的山，倒像是從地底
突然長出來的，一座連着一座，沒個盡頭。

「到了！」 導遊一聲喊，眾人如夢初
醒。

下車時，一陣山風迎面撲來，帶着幾分
濕冷。我緊了緊外套，抬頭望去，不由得怔
住了──那橋，竟是從雲霧裏生出來的。

平塘特大橋，當地人喚作 「天空之
橋」 。超高的橋塔刺破雲層，鋼索如琴弦般
繃緊，橋身則消失在遠處的霧靄中。我忽然
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神話故事，那通往天庭的
梯子，大約便是這般模樣。

苗族導遊樂樂操着濃重口音的普通話

說： 「混凝土橋塔世界第一高。」
眾人嘖嘖稱奇，紛紛舉起相機。我卻在

想：若是不慎跌落，怕是連骨頭都找不全。
這念頭剛起，便覺得腳下一陣發虛，忙扶住
了欄杆。

橋畔的觀景台已有不少遊客，爭相拍照
打卡，倒是我這個從沿海城市來的人，望着
腳底下的萬丈深淵，頓時如履薄冰，心上掠
過一絲寒意。

橋上的幾輛大車，剎那間就飛馳過橋
面，一直穿入大橋盡頭的山洞。在這瞬間，
我想起昨日在村超看到的場景。那些皮膚黝
黑的農民，在球場上奔跑如飛，看台上的各
族百姓載歌載舞。足球不再是精英的運動，
而成了全民的狂歡。就像這座橋，它不僅是
工程的奇跡，更是普通人生活的轉折。

我鼓起勇氣，向觀橋台的邊緣走去。雲

霧在腳下翻滾，時而散開，露出深不可測的
峽谷。奇怪的是，恐懼漸漸消散，取而代之
的是一種莫名的感動。

這橋，是工程師們用現代新科技築起的
登天美夢，是建設者們用汗水與生命搭建的
梯。它讓天塹變通途，讓山裏山外不再隔
絕。我眼前不由得浮現起都勻三線博物館裏
那些泛黃的照片，那些從全國各地奔赴貴州
的建設者。六十年前，他們用鐵鎬和籮筐修
築鐵路；六十年後，他們的後輩用鋼筋和混
凝土架設橋樑。時代在變，工具在變，但那
股子不服輸的勁兒，卻一脈相承。

「快看！」 有人驚呼。
一陣大風吹過，雲霧驟然散開。陽光傾

瀉而下，整座大橋金光閃閃，宛如一條巨
龍，橫卧在群山之間。橋下的河谷清晰可
見，細如銀線的小溪蜿蜒流淌。一畦畦黃色

和綠色交錯的田地如畫般美麗。
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何為 「天塹變通

途」 。這橋連接的不僅是兩岸的山，更是山
裏山外的人心。它讓山寨的住民能輕鬆出
遊，讓闢壤裏的孩子能便捷求學，讓貴州
的村超能吸引大灣區的觀光客，讓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的人們，得以看見彼此的生
活。

回程時，我最後望了一眼那座雲中的
橋。它靜靜地矗立在群山之間，不聲不響，
卻勝過千言萬語。科技的力量，國家的決
心，百姓的期盼，都凝結在這一條跨越天塹
的弧線上。

車子啟動，橋影漸遠。但我知道，有些
東西已經永遠地留在了心裏──那是對人類
智慧的驚嘆，對建設者們的敬意，以及對這
片土地未來的無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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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味傳奇
不知不覺，追看

《風味人間》系列紀錄
片，已有七八年了。從
二○一八年第一季播出
到現在，這部美食紀錄
片不單改變觀眾對於電
視美食節目的慣常認
知、構建美食影像的全

新敘事模式，更從煙火與三餐之間，幫助
我們尋覓、探看中華文化的脈絡與依循。

從《風味人間》第二季開始，影片的
敘述和鋪排變得更具日常感，生動、親
切。出現在鏡頭前的，不再只是刀工出神
入化的廚師或技藝天賦非凡的老饕，而多
了不少普通的個體，一日三餐、家長里
短，彷彿就生活在你我身邊。由此，節目
的調性從精研美食的妙處和秘方，漸漸轉
入探尋日常生活與飲食的關聯。南北東
西，山川林海，人們的往來、遷徙和情感
累積，莫不因 「食」 而生，又因 「食」 綿
延。

從第三季到第五季，編導團隊的視野
愈發開闊。他們講述中國美食的方法，不
再囿於地域，而是跳脫出來，將東方飲食
放入東西方對照乃至整個世
界的飲食情境中觀照。當中
國陝北的農夫與意大利的島
民為探索一碗麵條的醬料而
孜孜不倦，當日本與加勒比
的海鮮同時出現在法國人的
餐桌上，人們對於美食的討

論更進一步成為文化交融與往來層面的探
究，美食也因此被賦予更深廣的、文化的
意味。中國古人說： 「民以食為天。」 當
談及文化的交流與文明的遷變，又有什麼
比 「美食」 這個切入點更能吸引人們的目
光呢？

新近播出的《風味人間》第五季，去
繁就簡，走離宏大敘事，由小小香料着
手，從葱蒜、辣椒、茴香等刺激食客味蕾
的佐料講開來，以小見大，用的是當下讀
者最愛的非虛構敘事招數。文案依舊精
彩，讓人眼前一亮的是片中大量超微觀攝
影及顯微攝影的運用。在精細入微的鏡頭
下，觀者能極清楚地看見牛肉風乾、辣椒
煸炒乃至豆腐固結的整個過程。鏡頭語言
時而安靜輕巧，時而肆意張揚，畫面中的
大小香料顆粒，褪去平凡的外表，修煉凝
結成詩。

香港的美食中西合璧、多不勝數。我
總是期待《風味人間》能以香港為主題拍
攝一系列，從中環到深水埗，從上水到鑽
石山，在米芝蓮餐廳，在路邊大牌檔，甚
或在唐樓人家的逼仄廚房中，總會發現香
港飲食的美，香港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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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創產品大熱的深層次原因
姜舜源

（
北
京
篇
）

五一小長假，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
館等內地很多博物館，入場券一票難求，不少
博物館的文化創意產品熱銷，業績表現不俗。
故宮文創在傳統紙質出版物基礎上，推出文
具、玩具、首飾等多品類新產品，文創商店開
到了機場候機廳、大型商場。恭王府的福文化
系列，不但有紙質墨拓本，還適應趨吉、洪福
等民俗，推出紙、絹朱拓本，琺瑯、木雕等各
種名貴製品。首都博物館文創涉及食品、生活
用品、辦公用品等，其中伯矩鬲發光棒棒糖、
首伯牛 「可愛包」 系列產品、館內復古景觀
「景德街」 牌樓文創雪糕、創意橡皮、文物元

素貼紙、景泰藍工藝品等產品，受到大眾喜
愛；研發了數碼技術文創產品，包括郵票、紀
念票和紀念幣等紀念品，以及元青花鳳首扁
壺、雍正珊瑚紅地琺瑯彩花鳥紋瓶、驪山四季
等數字藏品十多款。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天宮
藻井冰箱貼自成一格。國博以明萬曆皇帝定陵
出土孝端皇后鳳冠為原型，研發的紀念款鳳冠
冰箱貼，銷量在三月底已突破百萬件，小長假
繼續火爆。博物館於經典性、代表性藏品之
外，有些文創產品似有成為其另一 「活招牌」
之勢。

近年來博物館文創產品大熱，獲得消費者
追捧，從根本上說，要感恩我們的祖先，留下
如此悠久而燦爛的中華歷史文化遺產，不但令
我們傲然挺立於人類文明之林，而且具有繼
承、發展、創新的無盡源泉，享受先輩的餘
蔭。這是歷史文化底因，是民族自信、文化自
信的底氣所在。

博物館文創產品大熱的現實原因，是中共
十九大制定的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
轉化、創新性發展」 戰略，超越了長期困擾博
物館事業發展的文物保護、利用之間的矛盾。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經濟社會騰飛，博物館展
示、研發快速發展，博物館藏品、文物、古建
築的保護與展示、開放、利用之間的結構性矛
盾日益突出。以古建築為例，觀眾多了勢必加

速文物老化、損毀，最終不堪重負。當形勢嚴
峻時，有專家甚至提出 「吃祖宗飯、造子孫
孽」 的嚴厲指責。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
展」 方針，適應新時代、新的歷史條件，我國
綜合國力提高、數碼科技與人工智能發展，使
我們具備了破解這一對尖銳矛盾的能力。在此
方針下，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政府又提出 「讓
文物活起來」 、 「把博物館帶回家」 等系列工
作目標。不覺之間，博物館文創、文物保護與
利用，已逐漸走出以損害文物為代價的老路，
開始步入 「吃祖宗飯、造子孫福」 的健康發展
之路。以故宮博物院為例，近年與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等機構合作，相繼推出文藝節目《詩畫
中國》、舞蹈詩劇《只此青綠》、沉浸式家庭
音樂劇《甪端》、音樂節目《故宮之聲》等，
根本不勞文物藏品頻頻親自出動、現身說法。

新時期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文創工作，有
時還是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播一體化推進的。
例如故宮《清明上河圖3.0》、 「發現．養心
殿──主題數字體驗展」 等系列數字展覽，突
破實體展覽局限，增強觀眾的參與性、體驗
感，既是博物館主責主業，也是大受歡迎的文

創產品。他們與騰訊聯合主辦 「 『紋』 以載道
──故宮騰訊沉浸式數字體驗展」 ，用五米三
的高裸眼3D文物、倦勤齋VR等展示項目，呈
現宮殿建築、院藏文物紋樣藝術，還建立了
「故宮．騰訊聯合創新實驗室」 。

博物館文創產品大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
大眾文化意識轉變，年輕一代共享理念的助
力。筆者有不少五○後、六○後的文化人朋
友，繼承了中國傳統收藏文化，明明知道收藏
不過是 「暫得於己」 ，卻節衣縮食也要搜購藏
品，樂此不疲， 「快然自足」 。但是這種情況
近年來發生變化：七○後、八○後等現在社會
的中堅力量，九○後、○○後等新生代，已經
不熱衷於收藏，他們更熱衷於 「共享」 。這也
是近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下滑的重要原
因。文創產品既能使人擁有與博物館差不多的
珍貴文物，又能自由自在地觀摩欣賞，而不必
付出很大經濟代價。

實際上，中國的博物館研發文創產品，不
是近年來才有的事情，從國立近代意義的 「博
物館」 出現不久就已開始。一九一四年在北京
故宮三大殿成立的 「古物陳列所」 ，複製、仿

製館藏書畫；在武英殿浴德堂掛上館藏清代戎
裝女子畫像，附會說浴德堂後的土耳其式浴
室，是乾隆時香妃沐浴之所。這與其說是史
跡、文物展示，不如說是投市民社會所好的文
創活動。這也說明當時文創活動已經多樣化。
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六年，挑選院藏秦漢官印
上千件，直接用印泥鈐印，定名《金薤留
珍》，先鈐印二十四本，後陸續限量加印，盈
利不菲。他們那時開創的 「故宮日曆」 品牌，
至今為故宮出版社所繼承，每年帶來大筆收
益，並且引發 「歷」 、 「曆」 是非之辯的社會
討論，最後以 「歷」 是歷史、 「曆」 為日部與
日期相關，正名為《故宮日曆》。討論本身就
加深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其實按東漢許
慎《說文解字》權威解釋，這兩個字在西漢以
前、起碼在西漢是通用的。 「歷，過也，從
止，曆聲。」 歷意為經過，從止就是與足相
關，意為步行經過。 「曆，曆象也，從日，曆
聲。」 曆表示曆象。許慎特別指出：在西漢司
馬遷《史記》中， 「曆」 與 「歷」 通用。人們
之所以傾向用 「曆」 ，因 「曆」 是日部，而
「歷」是止部，屬於腳，好像與天文關係不大。
殊不知，日期不是太陽運行的結果，而是地球
在圍繞太陽公轉的軌道即「黃道」上經過的位
置，古人說的「黃曆」、「黃道吉日」，都是地球
在黃道上經過時的位置；時間才是地球自轉決
定的。比如春分在黃道上經過的確切時間點，
既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晚上。可見用表示足跡
的 「歷」 字更確切。而在漢代之後古籍裏，
歷、曆也有通用的，清代官修實錄也如此。

到改革開放之後，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產品
也較早走出國門，上世紀八十年代，故宮文物
修復廠複製的古代青銅器，銷往英美等國家，
複製品不但器表與原物相同，銅體內部老化、
鏽蝕程度也克肖原件，一時稱絕。而三十年代
出版的《故宮周刊》、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故
宮博物院院刊》第一、二期，在香港等地翻印
再版，成為博物館文創經典。



▲明萬曆皇帝定陵隨葬品孝端皇后鳳冠。

▶明萬曆皇帝定陵隨葬品金絲翼善冠（烏紗帽）。
中國國家博物館

▶《風味人間》第五季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