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朵綻放的文化奇葩

熱的力量

沈從文幾年來
都是自己一個人
住，一直到唐山
大地震後，家裏

人不放心，要求他搬回沈夫人
處住。
當時，他曾往蘇州走一趟，
回來以後，體力也不行了，才
搬來小羊宜賓胡同，生活上讓
沈夫人多照顧一些，東堂那邊
的小房子就用來放置書籍並讓
兒子居住。
小羊宜賓胡同這邊房子，屋
小且向西，夏天很翳熱。
沈從文便端一張椅子、一塊
麵板（麵團用的木板）和一個
木箱到屋外，把麵板架在木箱
上，坐在椅子上繼續搞他的中
國古代服飾研究。
他的臨時書桌，跟着陽光照
射的角度而移動，他幽默地管
這叫活動辦公室，說活動的空
間是最大、最有彈性的。下雨
天仍堅持在走廊裏工作。
沈從文另一個助手王亞蓉透
露，197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
院院長胡喬木和秘書長劉仰嶠
的關注下，經國家文物局批
准，76歲高齡的沈先生從歷史
博物館正式調入中國社會科學
院。
關於工作、生活，「他只提

出兩個條件：一是調王㐨與我
做助手；二是有個大些的工作
室。時值『文革』末期（剛結
束），社科院的科研條件也困
難，那時候的學術政策是『搶
救絕學』，一些學科連帶頭人
都沒有。古代服飾研究放在歷
史所或者考古所都可以，讓沈
先生選，沈先生因歷史所離家

近，就選擇了歷史所。」（王
亞蓉）
1982年初，王亞蓉和王㐨赴

湖北江陵參加發掘馬山一號楚
墓（戰國中晚期墓葬），此墓
被當地博物館發現，打開槨板
後，發現有完整的絹製棺罩。
王亞蓉說，經過一整夜工作，
在天微微亮時揭開棺蓋，五彩
繽紛的光彩令人眼前一亮。此
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珍稀的絲織
品文物，其中包括紗、絹、
綈、羅、錦、繡、綺、針織等
十餘種，且保存完好。一直到
現在，很多文物不管從藝術、
技術各方面都是之後的同類出
土文物無法超越的。
王亞蓉指出：「受當地博物

館委託，回北京接沈先生至江
陵指導工作。先生個子不高，
近視，但性格倔強。我見過沈
先生第一次給文物『下跪』，
跪在那兒兩手撐地才能看得清
楚。這次重大考古發掘，沈先
生以『戰國絲綢寶庫』為名，
發表在《中國畫報》上，對外
進行了報道。」
沈先生堅持不懈，終於修成

正果，寫成《中國古代服飾研
究》這部巨著，這部巨著成
為他晚年一朵綻放的文化奇
葩！
沈先生仍然有不少他長年在

考古和文物方面積累的心得和
資料，可以整理出版，可惜天
不假於年，否則成果更豐碩。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
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
困而改節」，大可概括沈先生
的一生。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九，完）

初見峰仔時，筆者並不知道他原來是新一代
的電影導演侯楚峰（大家暱稱他為峰仔），多
位傳媒記者和筆者一樣，覺得峰仔長得很帥
氣，加上顏值在線，要成為一線流量明星小鮮

肉，不難！至少已有記者傳媒都被他圈粉了。不斷被稱讚，
峰仔害羞得滿臉通紅傻笑。
有人問峰仔最想跟內地哪位演員合作？他直言是周冬雨和

張子楓，在他心中這兩位女演員演技自然，是天生有演藝細
胞之人，而欣賞的導演有寧浩《瘋狂的石頭》、賈樟柯《三
峽好人》和李楊《盲井》等。
在擔任導演前，峰仔的本科是天文學（銀河系），從事過

天文、金融等行業，在父親侯志強（Tommy ）於1997年香
港回歸祖國，到內地發展電影工作時，峰仔已陪伴在側，也
許在耳濡目染的因素下，成了峰仔的事業方向的轉折點。認
識Tommy的傳媒人都知道，此君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娛
樂圈「金公主影業公司」宣傳部的高層人員，人脈之廣及對
電影製作有着豐富經驗，望子成龍心態當然不在話下，但峰
仔說：「父親對我的事業取向不會有太多的干預，只是在經
驗上作出提點；我自己的性格比較感性，很多事情都較為着
重個人感受和視覺，所以不能
否認的是多年來我看到及感受
到中國不少『真實』存在的文
化及民生，不再是過往那種只
是耳聞的想像狀態，更明白香
港和內地娛樂圈在影視工作
上的操作方式的分別，我喜
歡『親身經歷』的體會，我
會為喝正宗的『雨前龍井』
茶而在當地逗留多幾天，不過
這體驗跟我要創作的影片故事
題材完全無關！」
對於在內娛經常發生的「帶

資入組」情況，峰仔表示理解
這些人的心態，但亦不會任由
「金主」擺布，大家都明白功
利之事也講求合情合理，觀眾
的反應才是主場的軸！

不再是耳聞的想像狀態
最近，全球熱議的話題一

定是「ChatGPT」，這是一
款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
人。它不僅有海量信息的搜

索能力，更能夠和人類語言互動，提供內容
創作產品，因此它可以編程序、寫論文，甚
至寫劇本、寫詩歌等等。這種驚人的內容生
產力，把人工智能的應用又極大地提升到新
的階段，對人類社會是一場全新的科技革
命。ChatGPT問世後的短短幾個月，目前
全球月活躍用戶已經突破1億。
新技術的革命一定給人類生活各個方面

帶來變化和機遇，同時也帶來挑戰，我想從
文化保育的角度談談自己的想法。首先，人
工智能帶來的便利，未來一定會成為人類的
好幫手，人們對於文化的源流、特點、作
品，一定更容易獲取。但是文化保育最核心
的難點在於兩方面，這也是人工智能的難
關。第一，文化藝術的最高境界在於人性深
處對於美的感知，它代表的是人類的創造力
和想像力，因此人工智能或許能完成內容生
產，但要有靈光一現的美感卻還有許多的未
知空間。去年，香港浸會大學推出了全球首
個圖靈人工智能合唱團，這個合唱團能演唱
到的高音，人類都很難完成，但要真正唱出
美麗獨特的歌聲，其實還有很長的科學道路
要繼續探索。
第二， 文化保育最核心的要素或載體離

不開人。人類社會文化藝術的誕生最初就是
人們勞作之餘的自娛自樂，精神寄託。因此
文化保育的過程，本身就是傳統的文化藝
術、經典的作品，經過歷史的沉澱長期流傳
下去，文化保育的生命力離不開對於一代又
一代人的感染和激勵，他們在自覺傳承的過
程中，也不斷賦予文化藝術新的生命力。因
此人工智能可以輔助，但核心的要素，還是
需要人去自我感知，運用創造規則創作文化

藝術產品，享受人類自身的創作力和想像
力，這是在人工智能世紀來臨之時，人類需
要反思和堅持的。
鑒於這兩點，我覺得香港的文化保育未

來在享受科技福利的同時，也需要去堅持一
些文化藝術更深層次的特點。一方面是虛擬
世界的輔助，也是要結合現實世界的時代和
生活。比如，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香港粵劇
和西方弦樂結合起來，香港粵劇是中國嶺南
文化的重要代表，體現出大灣區文化的同根
同源，用中外文化結合的方式創作出新的時
代作品，向海外宣傳中華優秀的嶺南文化，
體現出香港中外融合的獨特風貌，這是我當
前投入文化保育的一個設想。未來，我相信
人工智能的發展對於傳播我們創作的作品一
定有幫助，但是必須看到，我們文化保育並
不會脫離現實的時代生活，同時要真正創作
出好的作品，達成文化保育的目標，也需要
創作者的深入思考，融合創新，這不是人工
智能現階段都能理解達成的。
第二，要堅持文化保育參與者的親身體

驗，尊重文化藝術代表者的創造力，形成生
生不息的傳承力。上周六，我率香港弦樂團
舉辦「弦動新樂章音樂會」，與基層小朋友
們百人共奏《獅子山下》，向去世的作曲大
師顧嘉煇先生致敬。這些小朋友已經不是第
一次演奏這首名曲，但每一次都愈來愈好，
我想親身參與演奏感受經典，隨着時間不斷
加深對於作品的理解和感觸，這就是文化保
育的真正初心。
另外，去年我入選中國郵政紀念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的藝術家郵票系列，精選我
20多張演出照片，製作了特別厚重的一個
收藏版郵票集。我感覺這是國家對於香港、
澳門藝術家的尊重，文化保育最終還是要落
實到以人為本，即使踏入人工智能時代，更
要尊重人類的創造和傳承。

從人工智能談文化保育

因為要幫子女
照顧孩子，同學
把香港的房子賣

掉，移居加拿大多倫多，那是
黑暴之前的事，誰不知就這樣
一直留在那邊，挨3年多才陪伴
老公返港，返港主要是老公要
覆診，她說現在關口全面開通
了，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去，這
幾年她說只能隨天意，反正在
多倫多的生活習慣了，夫妻倆
自己住，子女有需要才請他們
幫忙，儘管及不上香港方便，
但在當地也生活得不錯。
這位老同學很好學，主要是
愛戲曲藝術，於是先找老師學
京劇，那是由愛看京劇開始，
學好一段日子，學會了京劇的
一些基本，跟着自己學化妝、
自己學穿戲服……等待着機會
登台演出。有機會演出了，便
覺得有很大很大的滿足感，而
且認識了不少票友，愈來愈投
入於其中。
到近期又接觸到廣東粵劇，
加拿大那邊也有很多愛粵劇的
香港朋友，她又開始唱粵曲學
粵劇。
今次回來陪
老公，老公也陪
她，因為她學粵

劇學到返廣州演出了，時間都
對得上，那邊的幾位發燒友也
一起到廣州參加演出，她認為
是一次好機會，錯過了便不易
再找到。
她回來這段日子，香港防疫

措施鬆開了，所有處所都開
放，李居明大師、蓋鳴暉終於
可以演新春戲，今年演的是
《相如追夢》。我的師妹彭美
施第二輪組班演粵劇，今次是
王志良、梁非同嶄新配搭《新
胡不歸》和4齣經典折子戲。我
拉着老同學看完一晚又一晚，
她開心極了，邊看邊以半專業
的角度一一分析，我這個只看
戲又不太懂的，只有耐心地聽
講，慢慢地消化。反正我好運
氣，從小到大都有不同的機會
看了很多藝術團的演出，「嘆
戲」便嘆得很滿足了！
咱們看了那麼多戲曲表演，

還有另外一個好機會，老同學
和我遇到心儀的昆劇大師裴艷
玲帶徒弟來西九演出，儘管她
只是研討會的主講，但我們仍
樂於聽聽她豐富的教人神迷的
演出經驗！

「嘆戲」

隨着音樂響起，畫面徐徐展開，
看過《羅曼蒂克消亡史》的人，感
官裏曾經留下的深刻記憶，應該會

即刻在《無名》裏一一復甦。從音樂到畫面，從
風格到質感，從故事的推進迴環閃現，到台詞的
簡潔和意味深長，都是一脈相承的程氏美學。更
為主要的是，這兩部片子都取材於上世紀日軍侵
華前前後後，且都啟幕於上海落畫在香港。
影片的敘事在上海、廣州、重慶、香港之間來

回切換，一群注定了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隱蔽戰
線上的戰士，憑藉高超的個人素質和業務能力，
周旋於心狠手辣又多疑多變的日本人之間，還要
隨時提防叛徒和漢奸的軟弱陰毒。片名叫《無
名》，想是源於此。
殘留在梁朝偉衣袖上的一點血跡，噴濺在王一

博臉上的一抔血液；剛用混凝土活埋了一群無辜
的中國人，就開始把一隻潔白的羔羊煮在鍋裏大
吃大嚼。為躲避空襲，一城人貓在防空洞裏惶恐
忐忑，同來避難的一隻喪家之犬，卻被守在防空
洞口的士兵，用食物誘騙到洞外的滂沱大雨中，
隨後便孤零零倒斃在一片殘垣斷壁上；一隻名叫
「羅斯福」的日本柴犬，威風凜凜地坐在戰機
上，在中國空域上趾高氣揚。一盒盒傳遞在梁朝
偉和周迅之間的拿破崙酥，承載了情報，經歷了
猜忌……影片中無處不在的隱喻、伏筆、閃回，
補充、豐富、延伸着台詞和劇情中間的心領神
會，也在氛圍渲染上，提供了更強烈的觀影感

受。濃郁的程耳式敘述方式，在看得見的地方漫
不經心，在看不見的地方驚心動魄。日本人的殘
暴冷血，便在這些若有若無裏，被襯托得愈發猙
獰可憎。
值得一提的是，梁朝偉和王一博貢獻的那一場

打戲，堪稱完成度很高的一段表演。坐在戲院裏
的時候，看着畫面我腦海裏自然而然生發出的理
解，是導演想讓他們二人在這棟結構對稱的樓宇
裏，互為鏡像照見彼此，既是同路人的肝膽相
照，又要在看似無人監控的相互搏殺中，為對方
留下生機，為各自尋找突圍，雙劍合璧，達成目
標，贏得勝利。
而我最欣賞的，還是讓那個虛偽地說要切腹承

擔責任的戰犯，最終被王一博切腹以幫其兌現諾
言，或者說實現了一個因果報應的讖語。我素來
厭惡所謂的以德報怨。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在
懲處鐵蹄踏碎他國家園的侵略者面前，有仇必報
報必堅決的酣暢淋漓，符合人性，符合這個世界
的運行法則，也更能阻嚇覬覦他國的侵略者，時
不時滋生出的蠢蠢欲動。我從不崇尚暴力，但
《羅曼蒂克消亡史》結局中對於侵略者斬草除根
的懲處，仍然甚合我意。
我花了兩年時間，還未能把顧維鈞回憶錄讀

完。可還是從顧維鈞的視野裏，大致知道了汪精
衛和日本人的意圖，知道了石原莞爾和東條英機
對於中國人犯下的纍纍罪行。惡貫滿盈的東條英
機，最可笑的地方就在於幾次說要切腹謝罪，卻

幾度臨陣怕痛而放棄，最終以甲級戰犯被處以絞
刑。石原莞爾雖得以僥倖逃脫法庭審判，最終還
是難逃癌症折磨，在日本投降4周年當日死於家
中。導演讓影片中石原莞爾的忠實追隨者，在就
要逃過法網時被王一博切腹謝罪，想必表達的也
是同一個信念：決不能放過任何一個人間惡魔。
影片最後定格在抗日戰爭勝利次年的香港，隱

蔽戰線上的無名戰士，潛伏在日本諜報系統中的
無名英雄，以及漢奸的家人，又都以新的身份和
任務匯聚於此。新中國還沒有建立，香港還沒有
回歸。改穿樸素工裝的王一博，卸下衣冠楚楚的
面具，在上環文武廟的香燭前，為失去的愛人留
下一滴清淚。

《無名》裏的香港伏筆

今年央視春晚精彩上演創意歌曲《百
鳥歸巢》，由流行歌手譚維維與閩台南
音演員共同呈現美輪美奐的視聽盛宴，
獲得海內外華人華僑的熱烈討論。享有
中國音樂活化石美譽的福建南音作為閩
南人耳熟能詳的千年古樂，首次榮登春

晚可謂意義非凡，引起旅港鄉親們濃濃的思鄉
念家之情。
此前，央視導演組為廣泛徵求各方專業建

議，同時為深度合作南音各界，筆者榮獲福建
省級南音代表性傳承人、中國台灣籍藝術家卓
聖翔等引薦，有幸作為香港福建南音社團聯會
創會會長受邀參加由春晚導演劉洋組織召開的
作品「作曲溝通會」。福建與港台藝術家與學
者齊聚中國香港參與線上會議，與會嘉賓深深
意識到肩上的責任與使命，因此首先聯合表達
閩港台南音界積極支持南音上春晚的決心與信
心。而後筆者曾多次向歌曲創作者與導演組強
烈建議於現成作品基礎上增加傳統南音元素的
必要性，並指出深刻認識與把握南音在歷史演
進過程中的主要規律的重要性。央視導演組代
表在總結會議時向各位嘉賓表示衷心感謝，同
時期待能夠藉此機會更好地推廣古樂南音。然
而後來因為種種複雜原因，卓聖翔等最終婉拒
此次難得的央視春晚進一步深入合作邀請，一
度令筆者深思。
筆者先後在祖國內地與香港、台灣、韓國高

校求學，長期致力於傳統表演藝術的研究與推
廣，因疫情留港始又聚焦福建南音的傳承與發
展問題。旅港台籍藝人卓聖翔在青少年時曾一
度遷居香港，對香港福建南音界等可謂貢獻卓

越，後輾轉東南亞各地，最終落籍中國台灣。
但由於香港長期對福建南音缺乏重視，相關傳
承人很難獲得政府等支持展開系統的薪傳工
作，導致相關人才外流等問題。2020年起，卓
聖翔以中國台灣籍同胞相繼成功獲評廈門市
級、福建省級南音代表性傳承人，此次受筆者
邀請至港參與香港福建南音系列活動，重點支
持與指導中國香港福建籍南音傳承人向祖國內
地申報南音代表性傳承人等事宜，筆者認為這
是香港福建南音存續與發展的另一種途徑。
中國香港作為福建南音的重要傳播地，香港
福建鄉親為央視春晚此次節目的主要目標受眾
之一，當相關預告一出便迅速在旅港鄉親的各
類社交媒體中積極轉發。據悉，旅居香港的福
建鄉親多達120萬，佔香港總人口的六分之
一，230多個閩籍社團活躍在香港各界。傳統
南音社多在同鄉會一類的支持下成立，但由於
相關活動多為鄉親聯誼的自娛自樂活動，後加
上樂員普遍老齡化等原因，廣大香港市民與國
際遊客很難一飽耳福。因此福建南音在本港的
知名度並不高，更常有觀眾將其與廣東南音混
淆。然在國際南音界，香港福建南音素來享有
盛名，如此便形成了有趣的鮮明反差。近期，
當筆者在香港福建省市縣鄉鎮同鄉會及其南音
社等新春團拜期間，多次與鄉親與弦友們深入
交流。
香港福建南音在海內外南音界享有特殊地

位，不僅傳統南音傳承歷史悠久，而且有關南
音創新與實驗嘗試曾一度引領國際南音界風
潮，知名作曲家李煥之、陳華智等關於南音改
編作品至今膾炙人口。

福建南音早在2009年便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作為聞名
全球的文化瑰寶，福建南音在中國香港的真實
處境卻十分尷尬。福建南音在福建省目前已形
成了較為完善的「世界級、國家級、省級、市
級、縣級」五級非遺名錄體系的保護，中國台
灣等地亦十分重視南音的保存工作，形成了官
方與民間長期共同合作以促進南音傳習的良好
示範。但據在2014年6月公布的香港首份非遺
清單中，福建南音雖與粵劇同為世界級非遺代
表作，竟遺憾意外落選「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令人不解。縱觀榜單中的20項
代表作，以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
為主，如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廣東南音等。香港
長期不重視福建文化藝術現象是由來已久的難
題之一，如何促進香港非遺文化的多元傳承與
發展，亟需社會各界的進一步重視與推動。
香港福建南音擁有輝煌的歷史，但似乎卻看
不到光明的未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
庫」在簡介福建南音時存在表述不嚴謹等諸多
問題。筆者雖曾多次主動溝通上述發現，但遺
憾至今未有明確進展。筆者近年來進一步深入
研究香港福建南音歷史與現況，倡議家族設立
香港福建南音傳承與推廣獎，成功舉辦首屆香
港福建南音大會唱，相關研討會與座談會等系
列活動，重點資助青少年參與南音的傳承等。
未來希望向特區政府建議將福建南音列入香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衷心希望社會各
界積極重視並給予寶貴建議。

（作者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青委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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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之後，經
過拜年，又另一
輪病毒大爆發。

去旅行前，太太和小兒子也
開始流鼻水和喉嚨痛。臨近出
發，當然立刻用不同方式去醫
病。小孩子身體較好，一晚搽精
油及吃中成藥藥粉，已經好了，
只餘幾聲咳。太太因為照顧他一
晚，喉嚨愈來愈痛，後來用薑
貼，更痛！但精神尚算可以。
只不過鼻塞愈來愈嚴重，出
發後雖然沒什麼病徵，但一到
晚上，即使全身包得暖暖的，
還是不能用鼻子呼吸，大大影
響睡眠。加上我們去日本，室
內多有暖氣，空氣非常乾，令
鼻子更難適應。太太久久不能
睡，突然想起帶了不少暖貼
來，於是貼了一個在枕頭上，

敷着頭背風池；另一個敷着鼻
子，不久竟然暢通了，更很快
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們回想之前

一晚也有貼薑貼，但效果沒有
那麼快。薑貼通不了鼻，反而
暖貼十分快。鼻塞最辛苦是令
耳壓不舒服，又要用口呼吸，令
口愈來愈乾。暖貼首先加速了
排毒，先讓鼻流出很濃稠的鼻
水，然後可以保持呼吸通暢。
暖貼是十分安全的支援治

療，亦是令身體最快感到舒服
的醫療方式。只是在家裏多用
暖水袋，很難敷到鼻上去。今
次帶暖貼去旅行，反而提醒了
我們暖貼的用處，明明從前就
常常幫孩子用，用上自己身上
反而忘了，但當然是較不環保
的選擇。

◆侯楚峰與父親侯志強。
作者供圖

◆在戲曲中心
遇到魅力十足
的呂良偉！

作者供圖

◆電影《無名》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