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人物A19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99月月242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

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

收購了近30年「老刺繡」的59歲侗
族婦女龍明芬，兩個月前開設了人生
中第一家舖面，把自己近年來積累的
上千件「老刺繡」擺上了桌、掛上了
牆。「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做手工
刺繡的人越來越少，留下來的『老刺
繡』也慢慢變少了。」龍明芬說，開
個舖面，「給這些『老刺繡』找個保
存的好地方，也給自己找個好場
所」，走好未來的「下半場」。

為「老刺繡」尋找留存之地
龍明芬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榕江縣仁里鄉公街村人，她口中
的「老刺繡」，指的是以貴州苗族、
侗族、瑤族、水族等少數民族，遵循
傳統刺繡工藝、紋樣，手工製作並已
使用過的老舊刺繡物品，包括衣帽、
背扇、鞋子等。
30多歲時，龍明芬看到村裏人通過
販賣「老刺繡」掙了錢，於是自己也
加入了這個行業。她走村串寨收購黔
東南州各少數民族群眾的「老刺
繡」，再把這些物品運送到州府凱里
市的一個刺繡集市賣掉。

這個「刺繡集市」，此前已換過兩
個地方，目前匯聚在凱里市一條狹窄
巷子裏。趕集時間為每周五上午，從
貴州各地提前趕來的逾百位像龍明芬
這樣的「收購者」都會到這裏擺攤設
點，靜待四方「淘客」。
80歲的苗族老人楊文斌是凱里市居

民，大半輩子從事民族文化研究，曾
受聘為北京一所大學的民族博物館的
研究員。自2006年退休以來，他一直
忙於寫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並時常
到刺繡集市趕集。他表示，黔東南州
的刺繡集市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
的台江縣施洞鎮一帶，後因交通不
便，被凱里市逐步發展起來的刺繡集
市取代。2000年前後，凱里的刺繡集
市聞名全國，以交易包括雲南、貴
州、四川、廣西等西南和中南地區少
數民族的「老刺繡」為主，並一度吸
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淘
客」。
「由於歷史、交通等原因，相比全
國其他地區，貴州的民族山區保留了
最為完整的傳統刺繡，它們源自古老
時期的紋樣更是以抽象、誇張的造型

風格吸引了來自美國、法國、東南亞
等世界各地的人們。」他說。
龍明芬還清楚地記得，過去她下村

收購「老刺繡」，有時一天就能「收
得好幾擔」，周五到凱里的刺繡集市
一早就能賣完，售價從幾十元至上千
元不等，非常暢銷。但近些年來，伴
隨民族地區做傳統手工刺繡的群眾越
來越少，「老刺繡」也不再那麼容易
購得。

刺繡還靠年輕人傳承推廣
「好在像我母親這樣的『收購
者』，通過自己的行為，讓『老刺
繡』得以保留下來，不然很多『老刺
繡』都會消失。」32歲的潘遠麗跟着
母親龍明芬做了兩年刺繡生意，她認
為，母親那一代人已經完成了他們
「不自知」的使命——以他們的交易
行為保留下了很多有價值的「老刺
繡」。
而未來，則需要靠新一代的年輕

人。
27歲的吳培藝大學時學的是銀飾、

刺繡、蠟染，她在刺繡集市擺攤已有

兩個多月，售賣的手工產品分為女式
包、髮卡、布偶等，並融入了傳統刺
繡或蠟染工藝。她還準備開設個人工
作室，逐步擴大生產規模。
「也許有一天『老刺繡』會消失，

刺繡集市也將不復存在，但只要刺繡
工藝得以傳承和創新發展，我們就沒
什麼可擔心的。」吳培藝說，有越來
越多的年輕人投身到刺繡、蠟染等傳
統工藝的傳承和創新發展中，他們有
信心、有能力做得更好。

●文、圖：新華社

貴州大山刺繡集市裏的守「藝」人們

●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刺繡
集市一角。

●龍明芬在位於凱里刺繡集市的自家舖面裏。

賣旗向來是香港的特色傳統，亦是本地慈善文化源遠流長的一大佐

證，但在人們往籌款袋中放入善款的匆匆一瞬，恐怕未必知道受惠機

構及相關慈善項目的詳情。Visual Media創辦人林志源向來對社會服

務有深切的了解和志向，他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發起「Flag Story

旗中故事」計劃，希望透過免費為團體製作影片，向善心人介紹籌款

機構的故事，從而令市民對他們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加團體透過

賣旗籌募的成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籌募善款固然重要，而
宣揚善行同樣值得重視，
於「Flag Story 旗中故事」
計劃的facebook專頁內，除了
有參與計劃機構的賣旗資訊和
100秒影片外，還會轉載其他媒
體上的好人好事，用影片宣揚助
人精神。所有獲社會福利署發出許
可證可於公眾地方進行賣旗活動的
機構均可向「Flag Story旗中故事」計
劃提交申請，只需將賣旗日許可證或許
可證編號、300字內的機構介紹及負責聯

絡資料傳送至「Flag Story旗中故事」face-
book 專頁，經過審批後，便會正式確立申請。雙
方確認旗貼設計和影片內容後，「Flag Story旗中
故事」計劃便會製作影片，並將二維碼放在旗貼
上，賣旗前會將影片上載到facebook專頁，以便市
民觀看並分享影片。
林志源表示：「Flag Story希望『買旗者』除了

獲贈一支旗外，亦感受到正能量。現時主要依靠機
構主動申請，但團隊正計劃透過不同渠道，主動接
觸更多不同規模的機構，向他們介紹此計劃。而跨
過疫情帶來的考驗，讓我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挑
戰，抱持最專業、最可靠的工作信念，繼續為大大
小小的機構製作感動人心的影片，將他們的信念傳
播開去。」
除了計劃本身之外，林志源還希望能夠走得更遠

一些，「想要和很多大專院校合作，相關專業的同
學都可以以實習的形式來參與到這個活動中，從而
讓學生在出社會之前，便已經接觸到NGO，知道
自己已經生活在一個非常幸福、滿足的環境中，這
個教育意義是不可小覷的。」

買旗可知

賣旗之苦心

林志源拍「旗中故事」喚醒市民關注

香港市民對賣旗這項公益活動絕不
陌生，但恐怕就連土生土長的公

公婆婆，也未必真能細數賣旗的歷
史。賣旗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
三十年代，由於戰爭的關係，香港湧
入大量難民，當時的援助機構便被授
權賣花籌款。由於賣花成本略高，到
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便逐漸轉變
為賣旗，每年能夠獲得賣旗資格的機
構範圍亦越來越寬泛。

山區拍攝影響一生志願
讀工程出身，從事白領工作的林志
源原本和這一切並無任何關係，而故
事開始於1999年，在因緣際會下，愛
好並擅長攝影的他參與了義務拍攝工
作，在沒有任何報酬的情況下前往寧
夏，拍攝當地的居民、學生及環境。
「去之前其實沒有想過，這一趟對自
己的影響這麼大。」在寧夏的林志
源，除了見識山川河流，當地的環境
和生活條件亦給他的觀念帶來了撼
動，「當時已經是1999年，在香港賺
幾千上萬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當地
的人卻告訴我，他們賺800塊，
並且是一年。」即便如此，
在林志源的回憶中，他們並
沒有對生活的抱怨，滿眼
都是知足的快樂。
「我們拍攝的時候正
逢他們吃飯的時間，我
發現他們吃的是土豆
煮土豆粉。」在林

志源的心中，這簡直不算是一餐飯
的種類，「並且有一些學生告訴我
們，一旦下雨就會停課，因為屋頂
有可能會塌。」他才發現到，他們
的「教室」簡陋至此，連個像樣的屋
頂都沒有，全是茅草堆成。然而，食
材的貧瘠和學習條件的艱苦並不曾影
響或阻擾他們對生活的熱情，那一張
張照片中，充滿的都是當地人的樂觀
和滿足。
林志源在第二年接受了同樣的邀請

去了甘肅拍攝，差不多的條件和經歷
再次撼動了他。通過這兩年的短暫造
訪，他突然覺得香港的物質生活並不
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生存模樣，價
值觀產生了非常大的轉變。隨後，林
志源便離開了「辦公室有海景」的大
公司，創業拍片，想自己拍攝一些有
意義的東西。

講賣旗機構溫暖人心的故事
2018年，林志源將心中早已蠢蠢欲

動的為社會服務的願望化為實際行
動，發起「Flag Story 旗中故事」計
劃，免費為賣旗機構製作宣傳影片，
希望以製作影片的專業回饋社會。
「Flag Story旗中故事」計劃以賣旗

籌款的慈善機構為服務對象，透過為
不同大小的合資格機構免費設計旗貼
及製作一段推廣的影片，介紹慈
善機構或分享受助人的故
事，讓買旗

者不只獲得一支旗，亦得到一份感
動。買旗者透過手機掃描旗貼上的二
維碼，即可觀看有關慈善機構服務的
影片，從而更深入認識機構及善款用
途，提高機構的透明度。影片可經社
交媒體與他人分享，亦鼓勵市民點讚
或分享出去，讓愛心溫暖社群。除了
為機構製作一段100秒的影片外，還會
提供旗貼設計服務，更會邀請本地插
畫家或藝術家合作設計旗貼，支持本
地創作。
計劃成立至今，已有多個慈善團體

受惠，例如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及再
生會等，在社交媒體上用影像向大眾
宣揚賣旗機構溫暖人心的故事。在短
片中，訪問不同患者如何在地中海貧
血兒童基金的幫助下重拾笑容，亦協
助再生會拍攝不同名人的呼籲訊息。
不過，林志源表示，需要幫助的團

體很多，無法逐一實現合作，他盡
量去選擇一些小眾卻又資源
貧瘠的團體，「你無法
想像，香港這麼
大，而地

中海貧血兒童基金竟只有兩位職員，
他們網頁也沒有人關注。」他希望自
己的微薄力量能夠給這些小眾團體增
援。

●● 19991999 年的寧年的寧
夏夏，，生活簡單生活簡單、、
物資不豐富物資不豐富。。

●林志源（中）以計劃幫助眾多NGO
製作賣旗視頻。

●林志源鏡
頭下的甘肅
學童。

●林志源盼計劃廣為人知。

●「Flag Story旗中故事」計劃為再
生會做賣旗宣傳。

●林志源的團隊正為NGO
拍攝視頻。

●計劃開
展迄今已
為 多 家
NGO 製
作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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