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遊「紅色香山」，沉醉於漢劇的
《貴妃醉酒》，輕觸那些岩畫上的遠古記
憶……「五一」假期，各地文化活動豐富
多彩。一場「五一」文化盛宴已經開場。

北京香山公園推紅色深度遊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市香山公園舉
辦了「我眼中的紅色香山」——香山革命
紀念地（舊址）深度遊活動。孩子們拿着
研學手冊，跟隨公園紅色文化宣教員的腳
步，來到雙清別墅、來青軒等革命舊址，
一邊聆聽講解一邊感受那段崢嶸歲月。
「我從課本上學到過許多紅色歷史故
事，今天來到香山，看到的是真實的『場
景』，老一輩革命家在艱苦的環境中為新
中國奮鬥，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北京
小學學生黃夕顏說。
陪同孩子參加活動的家長張婉文在深度
遊活動的微信群中寫道：一天的紅色之
旅，深度遊名副其實，意猶未盡。

寧夏岩畫 穿越千年的想像
歲月無語，唯有遺蹟記錄着當時人們的

生活場景。在寧夏賀蘭山岩畫遺址公園，
一道綿延800多米的「遠古畫廊」為前來
觀賞的遊客提供一場穿越千年的史前文明

想像。陡峭的山岩崖壁上，刻製着近6,000
幅神秘詭異的岩畫，生動記錄了原始先民
放牧、祭祀、狩獵等場景。
為了豐富遊客的文化體驗，除了觀賞野

外岩畫、遊覽岩畫館，公園還開設了拓
片、徽章製作等項目。記者看到，許多小
朋友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在仿刻有羚
羊、老虎、人像等岩畫圖案的石頭上，噴
水、鋪紙、上墨、晾曬，完成一張岩畫拓
片。

從漢劇中感受傳統文化韻味
漫步在陝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會不時與

身着唐裝漢服的遊客擦身而過。來自河南
的遊客吳先生告訴記者，夜晚在不夜城遊
覽時有一種沉浸感和代入感，自己彷彿成
了「穿越者」，可以跨越時空。
從詩詞歌賦到傳統節日、從歷史典故到

生活常識……為觀眾們打造沉浸式的遊覽
氛圍，讓觀眾零距離體驗到唐朝「大人

物」們的風采和氣度，更加直
觀地感受到盛唐文化的魅力。
光影搖曳的「百花亭」中，

「楊貴妃」雙眸含淚，與「唐
明皇」上演一場一眼萬年的淒
美絕唱……「五一」假期，夜
色中的武漢博物館上演了多場
環境式駐演漢劇《貴妃醉
酒》。今年「五一」假期，武
漢漢劇院把戲曲舞台搬到了博物館內，打
造了一處意境深遠、濃淡相宜的唐代宮廷
花園。該劇的導演劉麗說，希望通過形式
新穎的舞台呈現、短小精悍的演出內容，
讓觀眾親身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古典韻
味。
漢劇唱腔讓人沉醉，傳統曲藝也使人開

懷大笑。
4月28日晚，寧夏青銅峽市黃河奧體中

心熱鬧非凡，由中國曲藝家協會主辦的曲
藝名家新秀「送歡笑」文藝惠民演出在此

上演，中國曲協曲藝名家各展其才，為觀
眾送上相聲小品、口技手影、歌舞說唱、
評書二人轉等笑料十足、誠意滿滿的演
出。
記者從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獲悉，今年

「五一」假期（4月29日至5月3日）期
間，北京市147個演出場館將舉辦293台劇
目1,170場演出。全市各類文藝院團、藝術
機構推出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演出活
動，滿足市民遊客多元化的文化消費需
求。 ◆新華社

「五一」暢遊各地樂享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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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零用自己賺
良仔與明仔，人稱城寨
「雙劍俠」，二人既為同班
同學，亦是好朋友。兩人經
常拍檔進行不同的「小生
意」，為求賺取零用錢後，
可去士多看電視。最近，他
們卻因「生意失敗」，沒錢

進士多看電視，幸得
士多老闆娘「豁免費
用」，盡顯城寨的
人情味。

九龍城九龍城「「聲音故事聲音故事：：回回．．眸寨城眸寨城」」展覽展覽

背水一戰
傑仔每晚6點都乖乖坐在鐵

閘邊，細聽有沒有「管理員」
踢着拖鞋的腳步聲經過（有聲
代表今晚有食水用，沒聲即今
晚要落街排隊「打水」）。今
晚當然也不意外——沒腳步
聲，傑仔與妹妹急急腳跑落大
井街排隊打水，排隊期間遇到
同班同學阿俊，他們取水後邊
走邊玩水。回家後兩桶水只剩
餘半桶，傑仔和妹妹都濕透了
半邊身，雖捱着媽媽的責罵，
卻快樂地笑着。

小童工
阿田及阿蘭兩兄妹經常穿梭

於九龍城寨，處理工廠外發工
的工作。故事圍繞他們於龍津
路和大井街的山寨塑膠花廠、
膠珠廠、製衣廠等進行交貨、
取貨、領錢等日常生活。
出糧後的兩兄妹，翌日早
餐可加餸食炸兩！

另類黑暗
城寨出名多山寨廠，而工廠

經常面對突發性的停電問題。
關老闆在城寨開設玩具廠，於
聖誕前夕趕貨期間，不幸遇上
停電。關老闆和員工們，為了
如期交貨各出奇謀，到底今次
他們能否順利渡過難關？

童年之樂
城寨拆卸後的20年，多公公帶

着孫仔當當去到九龍寨城公園閒
逛。當當突然問起多公公這裏以前
是什麼地方，多公公便開始喃喃地
道出童年住在城寨的一些回憶，憶
述兒時在城寨內的生活片段，一個
永不磨滅的歡樂童年回憶。

安樂窩
如果太多江湖味，人情味就

冇掟企？阿添本身在九龍城寨
工作，後在城寨置業。故事以
阿添及他的前上司光哥在酒樓
中的對話，帶出在城寨買樓的
方式及在當中生活的人情味。
縱使很多人認為九龍寨城是一
個「烏」煙瘴氣的地方，但寨
城內的鄰里關係卻很好，不用
開口拜「託」，鄰居之間都會
主動互相「幫」忙，是阿添眼
中的「烏」「託」「幫」。

插班生
阿山一家搬進城寨後，阿山

也轉到城寨附近的一間私立小
學就讀。某天放學回家，媽媽
見阿山悶悶不樂，於是問及阿
山在學校的情況，居於城寨使
阿山在校受到不一樣的目光。
此外，城寨的衞生環境及火警
頻生一向惹人詬病，在這裏居
住，除了要時刻保持警覺，更
要身懷「對策」。

閒言閒語
四少的母親自小在城寨長大，成

年後輾轉又搬回城寨生活。回來
後，第一件喜事就是四兒子爬頭娶
媳婦，媳婦貴為大學生卻毫不介意
嫁入城寨，面對三姑六婆的質疑，
四少母親對媳婦更為欣賞。各位女
孩，你會願意嫁入城寨做夫人嗎？

有排無牌
星仔患有皮膚病，看過不同醫

生也沒有起色。媽媽聽朋友說城
寨的林醫生不錯，便帶星仔去看
診。星仔聽到媽媽提及林醫生是
無牌醫生，但發覺診所與一般診
所無大分別。看診期間男孩童言
無忌，問林醫生為何無牌。醫生

沒有介懷，道出自己的出
身和來城寨執業的原因。

七月十四
今天是農曆七月十四日盂蘭

節，芳芳一家為潮州人，盂蘭
節是他們最重視的節日之一。
芳芳招待朋友小玲到城寨家中
一起過盂蘭節，並帶小玲在城
寨內街道四處逛，感受潮州人
過盂蘭的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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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負責人伍麗薇（左）及鄭詠恩

香港的都市傳奇眾多，九龍城寨

的「暗黑歲月」早已成為一段回

憶，城寨拆遷後，將原址改建為公

園。懷舊之風加之保育的潮流蔓

延，九龍城當之無愧成為其中一處

被重視的寶地。為了讓更多市民認

識寨城，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由

2018年開始策劃，當中的九龍城主

題步行徑全長6.5公里、分為5個路

段，北端以九龍寨城公園為起點，

途經宋皇臺、土瓜灣，連接至南端

的紅磡聖母堂。而是次，則加入了

AR互動裝置，「聽」說城寨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下稱「步行徑」）一直致力推廣

九龍城區的歷史文化，並透過由下而上
的參與式設計，鼓勵公眾參與，從而改
善及翻新街道設施。

在30周年之際認識寨城公園
以早前舉辦的「聲音故事：回．眸寨

城」活動為例，為了追溯九龍寨城的歷
史及生活點滴，團隊以參與式設計為切
入點，招募一眾參加者透過實地考察、
訪談、文本整理等，以真人真事為依
據，一同創作10個有關九龍寨城的故
事，並錄製成聲音故事，於步行徑路段
一些硬件設施——AR指示牌中呈現。同
名展覽現正於「躍變．龍城體驗館」展
出，展期至5月31日，有興趣的公眾可
入內參觀了解更多。
九龍寨城於1993年清拆後改建為九龍

寨城公園，今年適逢公園建立30周年，
亦是契機認識這個有「三不管」、「黃
賭毒」、「黑暗之城」之稱的傳奇之
地。這個傳奇有不同的論述，有人視之
為都市奇觀，從建築、規劃等角度拆解
人與空間的分布；也有人從歷史入手，
剖析寨城的淵源與地緣政治。但寨城的

生活是怎樣的？居民有什麼感受？城內
城外有什麼分野嗎？

以寨城歷史及生活為切入點
展覽展出的10個聲音故事，以寨城生

活為切入點，主題涵蓋無牌醫生、山寨
廠、買賣房屋、童年玩樂、供水不穩、
潮州人過節等趣事，反映居民苦中帶甜
的草根生活。故事的創作其來有自，全
部來自街坊的親身分享。有人童年時經
常進出寨城，與朋友在裏面玩得不亦樂
乎；有人因工作認識了「發展商」，遂
在城寨置業；有人曾接下山寨廠的外發
工作，賺取零用錢。這些故事不同於史
書記載，全是生活瑣碎之事，卻從另一
角度讓大家了解寨城的過去
這10個故事都在步行徑沿途，市民可

以用手機收聽，圍繞着城寨舊址，回顧
往昔。同時，步行徑現正舉行「聲音故
事：回．眸寨城」有獎問答遊戲，大家
可於九龍城賈炳達道、東正道及東頭村
道上尋找10個AR指示牌，及利用步行
徑手機應用程式，沿路掃描AR指示
牌，解鎖及收聽聲音故事。

尋找尋找ARAR互動互動裝置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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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副 刊 專 題

收聽收聽1010個個寨城故事寨城故事 ◆◆大家可利用步行徑手大家可利用步行徑手
機應用程式機應用程式，，沿路掃描沿路掃描
ARAR指示牌指示牌，，解鎖及收解鎖及收
聽聲音故事聽聲音故事。。

◆在寧夏賀蘭山岩畫遺址公園，小朋友
們體驗製作岩畫拓片。 新華社

1100個個 聲聲音音故故事事 追追溯溯往往昔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