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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
仕珍 西安報道）「米脂的婆姨綏德
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碳。」
這句朗朗上口的陝北民諺，曾傳遍
神州大地。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陝北民諺的傳承人，出生於米
脂縣的王建領就是從小聽着這些
「妙語金句」長大的。在他看來，
這些口耳相傳，幾乎人人能說的民
諺，不僅是陝北人民的精神財富，
更是中華優秀文化的接續傳承。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王建領表示，希
望通過對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
掘保護，更好地留住祖先的聲音，
講述中國故事，解析中華文明密
碼。
陝北民諺作為一種口頭文學，既
是自然環境孕育的結果，也是陝北
人民在長期勞動生活中集體智慧的
結晶，被譽為陝北人的「生活大百
科全書」，以及道德文明公約。
「『有個千年的鄰家，沒個百年的
父子。』這句廣為流行的陝北民
諺，以淺顯的語言揭示了社會和諧
的大背景。」王建領說，以柔軟的
百姓情懷，倡導一種同舟共濟的生
存意識，這對於曾經地瘠民貧生存
壓力巨大的陝北尤為重要。千年傳
承下來，即便如今社會發展進步
了，這種與人為善的告誡和同舟共
濟的提醒，仍教育人們要當好社會
的和諧成員，溫馨而人性。
2014年，陝北民諺入選第四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王建領亦成

為陝北民諺的省級非遺傳承
人。在王建領看來，在民間自
治方面，陝北民諺從生活細節
出發，為人們提供了道德層面
的柔性約束，往往具有更基
礎、更深遠的意義。

研究並發掘海量民諺
「菜市場買賣雙方的平靜交流，

字裏行間表達的是一種文化匡世的
至理大境。」王建領告訴記者，文
化不是高大上，而是生活細節。
「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民諺，是陝
北人的行為遵循，也是中國人的處
世觀。
「一手遮不住兩耳風」、「眾人

口裏有毒叻」……王建領說，這些
看似信手拈來的陝北民諺，淺顯易
懂，告訴人們一個人或一種無制約
的權力，可能憑一時的實力、權力
做出一些違背規律、違背公德的
事，但公道自在人心，卻無法改變
歷史的評判。
據悉，陝北民諺至今已經傳承了

兩千多年，從語音到詞彙都使用了
陝北方言，別具特色。更為特別的
是，陝北民諺還運用了很多比喻、
擬人、誇張、比興等修辭手法，朗
朗上口，方便傳播。作為陝北民諺
的非遺傳承人，王建領從小就接受
老一輩的耳濡目染，對陝北民諺有
着深刻的感悟。幾十年來，王建領
從事過工、農、商、學、兵各個職

業，在村、鄉、縣、市、省各個崗
位也工作過，從陝北到陝南到關
中，特殊的人生經歷成就了他研究
挖掘陝北民諺的後發優勢。在工作
生活的過程中，他得以接觸到海
量、多彩的陝北民諺，並從中找到
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富礦。

集結成冊讓世界傾聽
據了解，歷經幾十年辛勞，王建

領編撰了第一部陝北方言民諺集大
成之著作——《把根留住．陝北方
言成語3000條》，之後又以《留住
祖先的聲音．陝北方言成語 3000
條》為名再版。同時，他還以總撰
稿組織拍攝了中國第一部方言紀錄
片《陝北話》，編輯出版了《陝西
方言集成》音頻專著。
王建領說，陝北民諺是鄉音鄉

情，是治家格言、人生指南，同時
也是通天接地的智慧和真理。當
前，隨着地方政府對非遺的重視，
陝北民諺也開始走進校園。「未
來，我希望能夠整理出更多的陝北
民諺，以陝北民諺方言解析中華文
明密碼，讓世界傾聽中國聲音。」

發掘非遺陝北民諺
解析中華文明密碼

深度挖掘文化藝術
北大紅樓與文基工程（上）

唯文化藝術和歷史不可辜負！
這期和大家分享這周參觀北大紅
樓的感想及文化科技融合的中華
文明基因物證遴選工程（簡稱：
文基工程）活動。
上周幾晚凌晨整點，我和朋友

都在網上搶參觀名額，自8月1
日北大紅樓對外開放參觀，非常
火爆，最少都要一星期前網上預
約。看《覺醒年代》後，我一直想到北大紅樓
參觀和學習，作為在京港人，這部分歷史，是
我小時候在香港上小學、中學時缺失不全的，
香港的課本只輕輕帶過。成年後，也是自己買
書、翻資料、上網、看影視作品去了解，一直
感覺還是不夠全面。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今
天到了北大紅樓現場，逐個房間按時間線去感
受當年一大批先進分子，先輩李大釗、陳獨秀
等，如何傳播馬克思主義、如何成立共產黨早
期組織、如何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
合、如何貢獻建立全國共產黨組織等等，我在
現場想像百年前的場景，看到五四運動的橫
條，令我相當震撼。我印象最深的是，看見當
年毛澤東負責的圖書館登錄課的具體六條職
責，這細節是我以往在書本上沒留意到的。到
了二樓，跟着偉人的步伐，在郵輪布置的房間
裏感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前輩在當時時代背
景下漂洋過海的不容易，還有回國救國的情
懷。分享一個小細節，在「每周評論」的房間
裏，我們發現了第一號的右上角標示「星星
日」，再仔細翻後幾天，這個應該是「星期
日」，可能當年是不小心的小問題吧，估計背
後是一段有趣的故事，看到當年的報紙真跡，
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我強烈推薦更多港
人、內地港人到北大紅樓參觀，親身感受近百
年無數偉人如何為國家付出和犧牲，我們才會

有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也
提醒我們「不忘初心、方得
始終」，接下來更有力量去
面對各種挑戰！
參觀北大紅樓後，我接到
收藏界張巍師兄的活動邀
請，關於一個對文化產業收
藏界、對經濟內循環激發新
活力非常有意義的大工程，

活動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球財經》雜誌
社主辦，海南旅遊和文化廣電體育廳、中國智
慧工程研究會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工作委員
會、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有限公司等單位牽
頭。從宏觀來看，房子只住不炒後，如能盤活
藝術收藏品這部分資產，促進經濟內循環，必
定大有可為。先了解一下收藏品的存量有多
大，活動上我得知，除港澳台外，全國已調查
登記的可移動文物有1.08億件/套，不可移動文
物76萬處，文物藏品4,138.9萬件/套等等，各
位再想想單件收藏品的價值，總額是天文數
字！
簡單地說，收藏界一直遇到的問題就是大量

藏家的收藏品沒法在市場上有效流通，為什
麼？因為「三確」問題：一、確真，此物是真
品？贗品？有沒有公認？誰能說了算？二、確
權，怎麼證明此物是此物？怎麼證明證書和實
物是一一對上的？怎麼證明此物物權是誰的？
三、確值，有沒有衡量價值的標準？按什麼參
照標準來算？現在此標準是落在國外相關行
業？或是得建立一套中國標準？標準如何建？
這三個「老大難」問題多年來一直沒法有效解
決，俗稱「水太深」。
那如何破局呢？今期版面有限，留待下期分

曉。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

傳播大使梁家僖

中秋活
動

－全民「燈」
月由「GP42」 香

港企業商會主辦，
「GP42」表示，希望可

以藉此機會推廣香港品
牌，並在佳節期間與民同
樂。連場活動將於明日下午2
時起於觀塘發現號舉行，屆時觀
眾將可以見到不同企業攤檔、遊戲
攤位及表演，晚上就有外牆光影騷、
海上發光月亮以及橋底發光兔仔燈飾
等可以欣賞。

參考真實月球表面設計
曾經，弗洛倫泰因．霍夫曼的巨型橡皮

鴨、KAWS充氣公仔「Companion」等一眾
巨型藝術裝置都在香港的海域漂浮過，引發一
波波圍觀與熱議。今次「GP42」決定將壯觀
的裝置與傳統佳節融合，製造出直徑15米巨
型發光「月亮」的打卡位，的確老少咸宜，非
常吸睛。據團隊介紹，他們選用了網格布作為
巨型「月亮」的材料，因為網格布具有較好的
透光性，經手工縫合後，固定在底部的船隻之
上，使「月亮」看起來和漂浮於水面並無差
別，亦幻亦真。「GP42」主席Fred Ying透
露，因為考慮到節日期間可能會有颱風，設計
團隊沒有將外殼做成堅硬質地，而是在「月
亮」底部用空氣泵不斷打氣維持它的圓形形
狀：「這樣一旦打風被吹走，它就變回一塊布
料，不會造成什麼危險。」
為了令直徑15米巨型「月亮」更有真實
感，「GP42」更參考了NASA所拍攝的月球
表面特寫照片，將「月球」表面的隕石坑、光
影與斑駁如數還原呈現。考慮到人流限制，到

時海上巨型「月亮」以及投射大廈外牆的光影
騷都會以直播形式進行，令觀眾無論身處何
地，都能飽覽奇觀。而在發現號1號場，亦會
設置一個直徑5米的月亮給予觀眾近距離接
觸，拍照打卡。

社區藝術接軌不同世代
別出心裁的是，主辦單位今次選擇了與觀塘

發現號一條馬路之隔、位於九龍麵粉廠房旁的
舊工廈外牆作為光影騷的「幕布」，主辦單位
更設立了工作坊讓小朋友參與，一嘗成為設計
師的滋味，參加者可以在發現號的天橋底，即
場畫出他們眼中的香港經典與關於未來的想
像，優秀作品將會被挑選出，投射在大廈外牆
上，這是香港首個以大廈外牆作畫布的即時光
影騷。「GP42」亦邀請到建築師阿Jam，從明
晚開始在光影騷區域舉辦「Art & Architec-
ture Jam」活動，他將帶領小朋友們學習建築
知識，繪製、搭建建築模型，再將畫作投射於
對面大廈外牆上。活動亦會邀請社區的老人一
同參與，令新一代與老一輩碰撞思維，達成互
動、理解與共融。
主辦方表示，希望可以通過工作坊活動增加

小朋友接觸到社區中舊建築物的機會，讓他們
感受到建築中的文化內涵，並從中覓取新的創
意。最終效果就是用小朋友們想像畫出的「未
來」投影，令舊大廈的外牆煥然一新。除了小
朋友們有份參與創作，光影騷的其他動畫則是
由本地青年動畫師繪製，以香港著名地標發揮
想像，構築一幅幅充滿可能性的畫面，比如渡
海小輪成歌劇院、戶戶接通成天台花園等等，
Fred Ying說：「疫情之下相信小朋友們都少
了出街，希望在現在疫情緩和的情況下，讓大
家在中秋暫時拋卻煩憂，享受節日的歡樂，得
到一點正能量之餘，也欣賞和支持下香港青年
動畫師的作品。」

巨型「燈」月登陸觀塘海濱

光影騷展現孩童眼中香港
還有幾日即將迎來中秋佳節還有幾日即將迎來中秋佳節，，想好要在哪裏賞月了想好要在哪裏賞月了

嗎嗎？？古有古有「「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天涯共此時」」的佳句的佳句，，但你有但你有

無想過這種場景可以在現實中被還原出來呢無想過這種場景可以在現實中被還原出來呢？？今年中秋今年中秋

節節，，由由「「GPGP4242」」香港企業商會舉辦的大型活動全民香港企業商會舉辦的大型活動全民

「「燈燈」」月月（（Fly Me To The MoonFly Me To The Moon），），將會把一個直徑將會把一個直徑

1515米的巨型發光米的巨型發光「「月亮月亮」」帶到觀塘海濱海上區域帶到觀塘海濱海上區域，，屆時屆時

香港人不僅可以同時見到香港人不僅可以同時見到「「天上之月天上之月」」與與「「海上之海上之

月月」」遙遙相對遙遙相對、、交相輝映的奇幻浪漫場景交相輝映的奇幻浪漫場景，，更更

有音樂舞蹈表演現場有音樂舞蹈表演現場、、跨代童年遊戲可全跨代童年遊戲可全

家同樂家同樂。。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黃依江

圖圖：：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中秋活動——全民「燈」月
地點：觀塘海濱公園發現號
時間：9月19日—9月22日

●王建領對陝北民諺信手拈來。李陽波攝

●「GP42」近日舉辦的工作坊內，小朋友親手
製作建築模型。 黃依江攝

●直徑15米的巨型發光月亮效果圖。

●發現號1號場的直徑5米月亮。

●光影騷將會在舊工廈外牆進行投影。

●橋底將
會設有發
光兔仔燈
飾。

● 「GP42」
近日舉辦的工
作坊吸引小朋
友參與。

黃依江攝

●●作者作者（（後排後排
左七左七））參觀北參觀北
大紅樓大紅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