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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流行音樂與電影
的黃金時代，記錄的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家國情懷，也為時代
書寫着獨特的註腳。音樂節目《聲生不息．港樂季》及香港電影
《神探大戰》等的播出和上映，更是瞬間引爆了深港乃至全國歌
迷影迷對香港流行文化的熱烈討論，勾起「每個人心中都有着屬
於回憶中的粵語歌以及香港電影」的懷舊情懷。
早前舉行的第23屆深圳讀書月「當奇跡之城遇上東方之珠，
深圳．香港的文化對視」系列對談之「流金歲月」，請來資深
媒體人、深圳特區報文教部副主任、《新閱讀》周刊主編劉憶
斯作為主持人，與國際華語音樂聯盟主席、著名詞作家向雪
懷，前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香港）林雲華，坪山文化
館館長、資深樂評人王俊，資深電影人、文藝批評家王樽一同
對談，從港樂興盛的黃金時代談到如今的《聲生不息》，從香
港老電影談到香港地區與內地影業共通共融背後的故事，帶領
讀者從香港電影、音樂的黃金年代，一起穿越到今天的港風復
古熱潮。
作為深圳音樂人，王俊認為，深圳跟香港的文化對視在各種文
化領域裏，少不了流行文化的對視。今年的熱門節目《聲生不
息》，三分之二的歌手是香港歌手，三分之一是內地歌手，而內
地的5個歌手中，有兩個都是在深圳出生，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經
歷，都離不開香港流行音樂對深圳的影響。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來到深圳土地上的就是港商。擰着雙卡錄音

機播着磁帶在西麗湖香蜜湖大劇院開Party，在那裏誕生深圳第
一批原創音樂歌手，早期出自深圳火遍全國的歌手周峰、陳汝佳
以及後來去香港的何麗鷗，最早都是在深圳的音樂茶座成長起
來，背後離不開香港職業音樂人影響。
林雲華則認為，香港電影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在中西文化夾
縫之間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內地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以
後，香港電影的影響力越來越深，不僅受到國際市場的青睞，並
且因為內地平台的打開，電影人能夠發揮的空間更多。現在的香
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關係，概括來說是「融合」，如今的國產片
中，香港電影人佔據不小的份額。他認為，香港音樂、電影的活
力，在於「貼地」，香港很多電影人從小從基層做起，到拍片時
雖然是一個新人，但經驗累積已經非常豐富了。另外，在題材方
面能把屬於自己的特色表現出來，把生活中令人感動的東西說出
來，有生命力就能感染人。「作為電影人，這是我們要去探索的
東西。」

餐桌上的人間田野

從《廚房裏的人類學
家》、《其實，大家都想
做菜》，到《簡單．豐盛
．美好》，始終鼓勵大家
在家做菜的莊祖宜，在歷
經時局變動、人生起伏的
七年後，這次帶來她家餐
桌的日常實景。書中分享

了二十組套餐，每套三道菜，大體一葷兩素，
是莊祖宜一家四口開飯的基本模式。口味反映
生活的軌跡，祖宜家的餐桌名副其實地「五味
雜陳」，既有兼容大江南北的台式中華胃，也
穿插一些對歐陸和東南亞飲食的依賴，還明顯
帶有北美食材與她上一站居住地川菜碰撞的痕
跡。無論生活如何變動，有多少風雨，只要還
有心情做菜，還有胃口吃飯，對世界就能懷抱
希望！

作者：莊祖宜
出版：新經典文化

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

《六人行》（Friends）
男主角「錢德」馬修·派瑞
的回憶錄，首度公開自己嚴
重酒精中毒和藥物成癮的人
生，與他面對成名與壓力帶
來的心境轉折與改變。對馬
修來說，一夕爆紅的滋味雖
甜美夢幻，卻也近乎壓垮身

心，甚至差點連命都沒了。他坦承因為拍片壓
力而開始酗酒，一旦現場觀眾沒有爆出笑聲都
令他備感受挫，但倚賴酒精的後果，導致大部
分時候在片廠都是處於神志不清、靠意志力撐
完的狀態，也危及健康狀況。一次受傷後，他
又對止痛藥產生依賴，曾每天服用高達55顆
的止痛藥，馬修回憶那段日子幾乎一半時間都
往勒戒所跑，戒毒超過65次，花費超過900
萬美金。書中開誠布公，毫無保留地將真實的
心路歷程全部公開，甚至是那些最糟、最壞、
最難堪的部分。要對自己完全誠實很不容易，
但馬修在訪問中說道，希望自己的自傳可以幫
助與他一樣受苦的人們，為他們帶來一點希望
與慰藉。

作者：Matthew Perry
出版：Flatir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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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博爾赫斯1899年出生於阿根廷
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張喜平1964
年出生於中國的西安市；博爾赫斯
22歲時開始在圖書館工作，一直到
逝世前他的工作範圍都主要集中在
圖書館；張喜平20歲時開始在西
安的回民街上賣雞蛋，如今已經賣
了38年，此後的人生，他還會繼
續在這條街上喊「賣雞蛋唻……」
兩個人不僅差着歲數，也差着文
化，但在閱讀許海濤所著《光明
行——盲人張喜平的一天》這本書
時，我卻時常想起博爾赫斯的名
字。《小徑分岔的花園》使博爾赫
斯名揚天下，賣雞蛋讓張喜平成為
公眾人物。在失明之後博爾赫斯說
「我的失明就像一個漫長的黃
昏」，在黑暗裏摸索了五十八年的
張喜平說「就算提前知道是這樣的
人生，也要來好好走一遭」……人
們普遍覺得盲人的世界如蒼茫黑
夜，但博爾赫斯與張喜平，各自有
他們的光明萬丈與秘密花園。
張喜平成為陝西名人乃至中國名
人，這一經歷與過程頗有戲劇性與

文學性：他看不見秤桿子上的星，
但卻從不缺斤少兩，這是誠信；街
上的店舖老闆們，別人的雞蛋不
買，只等候張喜平的雞蛋，這是善
良；勞累一天，張喜平覺得最重要
也是最開心的事，是推開院門喊一
聲「媽哎！我回來了」，這是孝
順；張喜平收養一名棄嬰並一直撫
育到她大學畢業、出嫁生子，這是
愛心……這麼多優點集中在一名盲
人身上的時候，他身上便有了典範
效應。
寫這樣的人物，對於作家來說，

需要有一定的警惕，因為很容易把
平凡與樸素，寫得僵硬而呆板。
《光明行》作者許海濤為了突破固
有思維，跟着張喜平上街賣了一個
月的雞蛋，最終打動他的，還是張
喜平身上的警惕性——怎麼處理好
外界湧來的名聲與榮譽，包括如何
對待一名每天「尾隨」的採訪者，
以及如何平衡隨時出於失衡狀態的
生活，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挑
戰，「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賣雞
蛋那條街的模樣」——如果張喜平

知道博爾赫斯，他或許會化用那句
名句。
如同圖書館給了博爾赫斯許多一

樣，那條街也給了張喜平許多：從
小處看，人際的溫暖，世間的美
好，都在浸潤着他的生命；往大裏
說，生存的尊嚴，生命的價值，都
有了妥帖的安放。在白天，賣雞蛋
的街，是張喜平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夜晚，有一粥一飯、親人圍繞的
家，為張喜平提供幸福與力量。
「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會
擁有什麼樣的生活」，張喜平一天
當中所說的話，都與那條街、那個
家有關，你和他說別的什麼話，他
能接，但不願意。可是從這不願意
當中，分明能看到他的精神的通透
和內心的定力。
世界不僅是用來看的，更是用來

感受的。《光明行》作者許海濤用
作家的細膩與準確，還原出了張喜
平每天所感受到的世界，那個世界
的風聲與鳥鳴，都有着清晰的軌跡
與方位，那個世界裏藏着張喜平堅
定的信仰。畢飛宇在《推拿》中寫

道，「生活不是象徵。生活是真
的，它是由年、月、日構成的，它
是由小時、分鐘和秒構成的。」
《光明行》的二十個章節，亦是以
「小時、分鐘和秒」的結構，寫出
了張喜平的真實生活。張喜平不是
詩人、作家、翻譯家，但他的日
子，和博爾赫斯曾度過的日子一
樣，在失明中，卻實現了「我走遍
天涯路，用腳步留下鏗鏘的詩。」

深圳讀書月之深港文化對視
港樂港影的流金歲月
是一代人的精神家園

◆《深圳．香港
的文化對視|流
金歲月——深
港流行文化對
談》舉行現場

主辦方供圖

書評走在西安大街上的「博爾赫斯」

《光明行》
作者：許海濤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文：韓浩月

作為享譽全世界的經典童話，《小王子》自
1943年首版以來已被翻譯成260多種語

言，發行超5億冊，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網
絡上有個熱門問題：「如何理解《小王子》這
本書？」一個高讚回答就是：「它是世上每個
人的安慰劑和精神港灣。當你覺得天地遼闊，
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時，《小王子》能打開你
的心結，讓你找回真我。」《小王子》通過孩
子的視角，表現了人類的孤獨和寂寞、盲目和
愚妄，體現出作者對成人世界的批判，對真善
美的謳歌。

一場忠於原著的戰鬥
關於《小王子（圖像小說）》的創作過程，
編者奧本大三郎形容是「一場忠於原著的戰
鬥」。在本版中，編者沒有對原著《小王子》
的內容做任何刪減，而山下浩平將原著作者的
手繪稿進行了100%精確還原，包括星星的位
置、故事中小王子讓飛行員畫的羊，都沒有任
何變動。
法國作家、飛行員安托萬．德．聖修伯里，是

一位用生命經歷、創造偉大作品的作家，也是人
類歷史上第一批夜間航線的開拓者，經歷過數次
墜機並奇跡生還，最後在一次飛行任務中離奇失
蹤。他6歲開始寫詩，並給自己寫的東西配上插圖，
12歲第一次飛上天空。從未有一位作家像他一樣
用飛行員的眼睛俯瞰大地，他被認為是第一個站
在宇宙高度觀察人類的作家。
《小王子》是聖修伯里於1942年花了僅僅3
個月寫完的作品，於1943年美國首版。他不凡
的人生經歷造就了《小王子》，而《小王子》
帶着他的所思所想，給一代又一代人帶來關於
愛與責任，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無限啟迪。
山下浩平尤其看重對原著作者的理解，「這
不僅僅是小王子的故事，還需要更進一步了解
作者，所以我又讀了很多周邊的資料與書籍，
由此熟知原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他為什麼能
寫出這樣的故事。」為了重畫《小王子》，山
下浩平看了很多聖修伯里畫的素描，從中獲取
印象，再畫入作品當中。
由於圖像小說版本的創作需求，山下浩平對
原著的內容進行了延伸，原本2.5萬字、100頁
可以講述的故事，《小王子（圖像小說）》足
足用了260頁。在《小王子（圖像小說）》中，

能讀到更多編者、繪者想要傳達出來的番外細
節。1,000多張插畫分鏡，將小王子、玫瑰、狐
狸等經典形象再塑。比如我們從未看到過的飛
行員形象，在書裏有了生動展現；近景化的狐
狸、麥田裏的哲理對話；從玫瑰到國王，最後
到扳道工不同色調的變換，渲染了不同人物情
感和主題。
山下浩平說：「在漫畫創作中，我會結合聖
修伯里已經給讀者畫出來的內容，延伸出他沒
有畫出來的，而這些正是我最大的挑戰。比如
原文『一個人站在沙漠裏』一句話，我會將這
句話的讀書節奏放緩，增加人物的舞步、眼
淚，或者跨頁，來營造閱讀的情緒。」

將聖修伯里也融入畫中
山下浩平說選擇創作《小王子》插畫完全出

於個人興趣，「我小時候受《小王子》影響很
大，最初讀這部作品的時候還是個少年，到了
成年又讀了。不同年齡段的閱讀所得到的印象
是不一樣的。這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成長與經驗
所致。這本書是一個能夠與每一個人共同成長
的容器，是一本發人深省的書。」
1971年出生的山下浩平畢業於大阪藝術大學

美術系，從小就喜歡畫漫畫，是日本法布爾學
會會員，主要繪本作品有《香蕉老師》、與得
田之久合作的《尋找迷路的恐龍》等，也是
2025大阪世博會官方形象的設計師。
「聖修伯里就等於小王子，這是我們的一個

假設，為此而出版了這本書。」山下浩平認為
書中的一幅畫最能表達這個想法：列車上的少
年是小時候的聖修伯里，他眼睛裏映出的是小
王子，同時也是這個少年，這是一個電影慣用
的手法。「聖修伯里少年時的眼眶有一條黑
紋，這個在他相關的資料裏是有記載的。所以
我把這個放進去了。」山下浩平還搜集了聖修
伯里生前的照片和他父親的照片，並將這些資
料都作為回憶時的素材，畫進了圖像中。

手繪風詮釋詩意文字
最先畫《小王子》樣章時山下浩平畫了很多
形象，但他認為狐狸在《小王子》裏很重要，
創作期間畫了幾個不同類型的狐狸。「整個繪
畫過程，我完全處於自由狀態。我畫了一大堆
狐狸，有實的、有虛的，畫得不厭其煩，一直
畫到讓狐狸變得更可愛的程度」。
山下浩平認為，創作過程中比較難的是原著
裏沒有配畫的地方，「光有字沒有畫，這反倒
讓我覺得最難畫了，但正因如此，此處才是發
揮我對原著想像的地方，也是我最想對原著發
起挑戰的空間。」
「作為我個人來說，只是想盡量多畫，盡量

給讀者多看。」在剛開始畫時山下浩平就定下
來規則：凡是聖修伯里畫過的情景一律都要放
入書中，此外再加入自己的繪畫作品。「比如
在沙漠裏，小王子與飛行員一起看晚霞的情
景，在書中就用了跨頁，這可以讓讀者盡收眼
底。這也是我想讓大家看畫的意圖。」
「這本書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更接近於
一首詩。」山下浩平表示，《小王子（圖像小
說）》另外一個特點是更偏日本漫畫的風格，
並且手繪痕跡很明顯。「這個故事本身很飄
逸，猶如掛在宇宙中的一個架空的世界，對此
如果想任意加上什麼我都覺得不對，除了依據
譯本，但同時也更要尊重對原著的展拓。」
山下浩平說，聖修伯里畫的水彩畫與《小王
子》的搭配很到位，「從這樣的印象當中汲取
了靈感，變成了我現在的畫風。」在繪畫技法
上，他用了很多水彩和水粉，並把原著中的精
彩部分抽取出來。「這部作品的深刻含義雖然
跟歷史有關，其中所具有的永恒的意義是我們
可以共有的，作品讓我們的內心豐富，讓我們
思考自己，從小到大都會陪伴我們。」

專訪山下浩平

以圖畫延展想像以圖畫延展想像
再繪再繪《《小王子小王子》》

2023年是經典童話《小王子》出版80周年，接力出版社帶來《小王子（圖像小

說）》版本，日本著名漫畫家山下浩平藉由1,000餘幅分格插畫，帶讀者再次走入

法國作家聖修伯里所創作的夢幻世界。

「這本書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更接近於一首詩。」山下浩平在充分尊重原創的同

時，也加入了很多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創作《小王子》的插畫過程更像是「一場忠於原著

的戰鬥」，為了讓創作更出彩，從小就喜歡《小王子》的山下浩平搜集了很多原著作者的

資料，並將這些資料作為回憶時的素材畫進了圖像裏，「這部作品的深刻含義雖然跟歷史

有關，但其中所具有的永恒意義是我們可以共有的，讓我們的內心豐富，思考自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北京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小王子（圖像小說）》內頁。

◆《小王子（圖像小說）》繪者山下浩平。

◆《小王子（圖像小說）》書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