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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交流紐帶

「老兵你好！」演播廳裏的現場觀眾，對主
舞台上穿軍裝的老兵們熱情地大喊着，這正是
老百姓對「最可愛的人」的問好和敬意！主舞
台的背景大屏上，八一軍旗正迎風飄揚，燈光
照耀在主舞台中央站着的四位老兵。這四位不
是普通的老兵，他們是香港同胞最熟識的老
兵，他們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政權交接
升旗儀式中的總指揮、升旗手和護旗手：總指
揮程志強，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大
隊長；升旗手朱濤，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
儀仗隊外事參謀；海軍護旗手宋月強，曾在儀
仗隊擔任中隊長，執行隊長；空軍護旗手王鵬
輝，曾服役儀仗隊。
接下來燈光全部熄滅，現場漆黑一片，突然
舞台的另一端，側燈和頂燈依次打開，有一束
光正照射在次舞台上單獨站着的我的臉上，美
妙的背景樂曲從鍵盤演奏出，襯托着氣氛。雖
然燈光直照着我的眼睛，但我依然以堅定的眼
神，和主舞台上四位老兵及主持人對望，這一
眼，是穿越了25年的時空對望，雖然那麼遠
卻又感覺這麼近。
25年前的7月1日，我在家裏看電視上回歸
儀式的時候，萬萬沒想到，會在25年後能站

在央視的舞台，可以當面見到總指揮、升旗手
和護旗手！還可以榮幸地代表香港同胞，感謝
老兵們對香港回歸所付出的努力！我也提前準
備了一份特別的紀念品送給他們，並向老兵們
致敬！
我向四位老兵細說了一段作為香港同胞回歸

至今的經歷體悟，而四位老兵則講述了在1997
年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前，他們是如何籌備
和刻苦練習，在儀式當天，現場因為各種原因
導致與排練時有差別，他們又是如何臨場應
變，讓交接儀式圓滿完成等背後的精彩故事。
因為欄目還未播出，內容就先不劇透了。
央視國防軍事頻道CCTV-7《老兵你好》，
是一檔以演播室訪談為主的大型退役軍人情感
類欄目，是中央媒體落實習近平主席「讓軍人
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重要指示的實際舉
措，欄目在4,000萬退役軍人中，選取大時
代、大事件中的老兵，以熱烈鄭重的方式向老
兵致敬。我們這期將於 7月 1 日及 2 日在
CCTV-7頻道、央視網及中國軍視網播出，請
大家收看，點讚轉發留言。
我操盤過文化交流欄目和公益紀錄片項目，

深知道要做好一檔大型欄目有多麼不容易。感

謝《老兵你好》欄目組幕前幕後、前後期的所
有老師們。欄目組製作專業認真、高水準及選
題內容真實感人。感謝製片人張斌、執行總導
演李言軍、編導劉暢、策劃高燕、現場導演馬
迎輝、主持人王室翱、化妝師馬老師、鍵盤手
阿明及各位工作人員，你們辛苦了！
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合夥人周維德先生、中國
國家圖書館阮芳老師、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
峰、朝陽區蘇先生和張女士、香港郭女士、宏
宇、曾昭日、莊敏華、姚明耀、戴靜晴、林軍
等朋友對這次欄目之幫忙。
我們一起向老兵致敬！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
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我在央視《老兵你好》
向1997年回歸儀式軍人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香港故宮館）與太古
地產日前宣布推出「雙城青年
文化人才交流計劃」，藉為期
兩年的交流計劃培育北京和香
港兩地的新一代文化人才。是
次交流項目鼓勵北京與香港兩
地青年透過藝術文化交流，置
身於藝術氛圍當中，激發創意
思維，擴闊視野與見聞。實踐
香港故宮在本地以至世界各地
推廣中華藝術及文化，有助京
港兩地的長遠文化產業發展，
實現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願景。
計劃將於 2022 年下半年啟

動，為期兩年，將提供線上線
下混合模式的學習活動，內容
涵蓋藝術文化的基礎學習、創
新思維及跨界才能等訓練，當
中包括工作實習機會，歡迎來
自香港和北京修讀任何學科的

大學生報名參加。項目首年將
有來自香港和北京最多80位大
學生參與為期四個月的線上交
流之旅，當中會邀請多位文化
藝術行業領袖和學者舉辦網上
研討會和工作坊，讓青年與業
界前輩交流討論。
項目第二年大學生將參與為

期兩個月的暑期計劃，到訪北
京和香港，參加實地考察、講
座和工作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

志華表示：「是次人才交流計
劃別具意義，內容涵蓋傳統藝
術文化和創新科技知識，期望
為京港兩地培育明日文化領
袖，為兩地的文化發展帶來積
極、長遠的影響。」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雙城青

年文化人才交流計劃」詳情，
可於8月中旬瀏覽香港故宮網
頁，報名詳情將於今年稍後時
間公布。

◆和老兵
穿越25年
的時空對
話。

「雙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計劃」
培育京港兩地文化領袖

動漫作為文化的「一面鏡

子」，受到各國民眾尤其青少年

喜愛。《多啦 A 夢》、《男兒當入

樽》、《海賊王》等日本動漫經典之

作，成為不少中國觀眾的童年回憶；

《鐵扇公主》、《大鬧天宮》等優秀中

國作品也對日本動漫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日本

岩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日語系外籍專家馬場公彥接受傳媒專

訪，分享動漫如何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

紐帶。

◆文、圖：綜合中新社報道

中日兩國一衣帶
水，歷史交往

悠久，有相似的文化
價值觀和社會環境，而

歐美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與
東亞地區有很大不同，因此相

較在歐美，日本動漫在中國更受
歡迎。日本岩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

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外籍專家馬場公
彥表示，小學生下午三點放學回家後邊吃
點心邊看動漫，這樣的「童年味道」讓人
既開心又回味，類似情況在中國學生群體中
也非常普遍，「對我這個年代的人來說，日
本漫畫被比喻為『三點鐘的點心』。」在孩子
們的世界裏，愛好、興趣和關心的事物並不因其
民族、國籍的不同而有太大差異。馬場公彥指
出，《多啦A夢》、《海賊王》、《名偵探柯
南》等日本動漫在題材、內容等方面展現了熱
血、可愛、懸疑、有趣等多種元素，這是它們受
到中國小朋友喜歡的原因。
同時，日本動漫也吸引了一些成年人，尤其是
年輕人的喜愛，反映了中日兩國在文化和社會層
面的共通點，而支撐中日文化消費的城市中產階
級在生活方式、消費行為方面也比較接近。兩國
還有相似社會環境，出現了晚婚、單身、不生育
家庭等類似的現象，也都面臨老齡化等問題。
馬場公彥點出，這些共同因素使得兩國年輕
人容易產生共同的動漫「語言」。

中國動漫廣受好評
問及中華傳統文化對日本動漫的影
響？馬場公彥表示日本人必須更加
意識到來自中華文化和中國動漫
的影響，「中日兩國文化淵
源深厚，1983年創作的

日本漫畫《北斗之
拳》明顯受到

1973

年李小龍功夫電影《龍爭虎鬥》的影響。以中國
《三國志》為題材，日本漫畫家橫山光輝創作了漫
畫《三國志》，對中國歷史造詣頗深的漫畫家諸星
大二郎創作了漫畫《西遊妖猿傳》。日本知名動畫
導演宮崎駿曾說，他受到取材自中國傳說故事的動
畫《白蛇傳》的啟蒙。日本漫畫家手塚治虫則深受
中國第一部長篇動畫片《鐵扇公主》的影響，並創
作了以《西遊記》為題材的動畫《悟空大冒
險》。」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動漫有其優秀傳統，
並與西方迪士尼動畫不同，中國很多經典動漫作品
蘊含豐富的傳統文化元素。
他續指，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作品整體而言非

常出色，背景畫和人物造型蘊含水墨畫、剪紙、木
偶、皮影戲等傳統藝術精華，「該廠1963年攝製的
水墨動畫《牧笛》，對農村寧靜的風景進行了細緻
描繪，我第一次看到感覺十分驚艶；該廠1983年製
作的動畫《天書奇譚》，以傳統水墨畫為創作背
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讓人覺得既滑稽又有點超現
實感，奇趣唯美堪稱絕佳；動畫片《大鬧天宮》、
《哪吒鬧海》中亦有大量京劇配樂。」他感嘆這些
作品都代表了中國動漫創作的高峰，是寶貴的歷史
文化「礦藏」。
當前，中國動漫處在急速發展期，市場更加多

元，一些新近作品受到日本觀眾歡迎。中國動畫
《天官賜福》於2021年在日本播出，而中國動畫片
《盜墓筆記》、《一人之下》、《羅小黑戰記》的
日語字幕版、配音版在日本也獲得好評。

負面動漫禁止入校
日本的少年漫畫作品主要由體育類、搞笑類、超

級英雄科幻類三種主題組成，其中體育漫畫是日本
的代表性漫畫。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體育漫畫
的題材逐漸從棒球、足球、籃球轉變為摔跤、拳
擊、空手道等格鬥競技，題材和內容越來越廣泛，
從為團隊勝利而自我犧牲的精神美化，轉向追
求勝者為王的競技精神和英雄主義。比
如，《週刊少年Jump》作為日本發
行量最高的連載漫畫雜誌，

以「友情、努力、勝利」為三原則，通過體育對三
原則進行通俗易懂的描繪，給讀者帶來了很多積極
正面影響，但不容忽視的是，一些漫畫確實存在暴
力、色情等問題。
他指出兩點主要原因，「一是日本文學對性描寫

有着較寬容的傳統，二是缺乏禁止此類漫畫的法律
手段。即便漫畫中有反道德的描寫，除非造成了名
譽損失、個人信息洩露、對特定人物或團體的歧視
助長等侵害，否則禁止的法律手段很少。一些學校
制定了校規，禁止帶此類漫畫進入學校，還有地方
自治體制定了條例，對其進行限制。」他相信，這
類漫畫會給青少年成長帶來不良影響，形成粗暴的
人格，並可能引發犯罪，應當通過更有效手段
予以杜絕。

動漫促進中日交流
在中國大學的日語專業，不少學生因喜歡日本

動漫而有志從事日本研究。馬場公彥表示，在他
任教的北京大學中，一些學生參與了北京冬奧會
日語口譯工作，幫助搭建了中日兩國溝通的橋
樑，「從這些方面講，動漫已經為中日人文交流作
出了很大貢獻。」他指出，未來應更加全面研究漫
畫，「例如，為什麼該漫畫在日本很流行，它的魅
力在哪？為何一些漫畫在日本很流行，但在國外不
流行？這些課題對文化研究十分重要。」以全球化
的眼光看，在很多國家，文化的影響力無法打破國
境、民族、歷史等因素的限制。他相信，應當超越
簡單的個人喜好層面，把漫畫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
現象進行深度探索，「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能成為出現這樣變化的時間節點，中日兩國應共同
推動東方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988年的《不射之射》是中日聯合

拍攝的木偶動畫片，由川本喜八郎親自
製作片中的木偶並擔任導演，屬於中日
合作經典案例。他續指，動漫是多人
參與的集體藝術，中國有很多具備
充足人力、資金和強大組織能
力的公司，日本在動畫製作

方面有豐富經驗和先進技術，兩國應當加強聯合製
作，「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兩國合作的優秀動漫作
品誕生，也希望這些作品受到越來越多國家觀眾的
喜愛。」

◆日本岩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大學外國
語學院日語系外籍專家馬場公彥

◆由上海美術電
影製片廠製作的
動 畫 《 大 鬧 天
宮》。 網上圖片

◆日本動漫《男兒當入樽》

是經典作品之一。 網上圖片

◆日本動漫
《海賊王》

網上圖片

◆日本動漫《多啦A夢》是不少人的回憶。 資料圖片

◆1988年中日聯合拍攝的木偶

動畫片《不射之射》。 網上圖片

◆日本動漫《名
偵探柯南》

網上圖片

◆中國動畫《天官賜福》在日本獲得好評。網上圖片

從動漫世界看東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