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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師對談師對談》》今個暑假已走到第今個暑假已走到第
六季六季，，邀來香港中文大學中邀來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與香港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與香港
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專任導師李萌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專任導師李萌
一同主持一同主持，，以以「「可以唱的文學作品可以唱的文學作品」」
為題為題，，從解構古典文學的歷史背景從解構古典文學的歷史背景，，
再說到文學與音樂的結合再說到文學與音樂的結合，，1313集節集節
目從目從《《詩經詩經》、《》、《楚辭楚辭》》講起講起，，沿着沿着
文學和時代發展的脈絡走過唐宋元明文學和時代發展的脈絡走過唐宋元明
清清，，再以新詩和時代曲作結再以新詩和時代曲作結，，邀觀眾邀觀眾
暢遊文學與音樂的世界暢遊文學與音樂的世界。。

詩樂分離已久再融合詩樂分離已久再融合
談及談及「「唱詩唱詩」，」，難免會聯想起宗教難免會聯想起宗教

含義含義，，而在陳煒舜看來而在陳煒舜看來，，無論中西無論中西，，
詩歌因其韻律性的特點詩歌因其韻律性的特點，，向來是可以向來是可以
吟唱的吟唱的，「，「當然這些韻律也會造成一當然這些韻律也會造成一
些約束些約束，，近代後大家都開始寫自由近代後大家都開始寫自由
詩詩，，多數已經無法唱出來多數已經無法唱出來。。早年鮑勃早年鮑勃
．．迪倫迪倫（（Bob Dylan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獲得諾貝爾文
學獎學獎，，我感到非常開心我感到非常開心，，詩樂分離已詩樂分離已
久久，，他是將詩樂融合的標杆式人他是將詩樂融合的標杆式人
物物。」。」
李萌則表示李萌則表示，，最初的文學形式都是最初的文學形式都是
用唱來敘事用唱來敘事，，如如《《荷馬史詩荷馬史詩》》等等，，而而
中國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史詩最初也都中國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史詩最初也都
是用唱的方式流傳是用唱的方式流傳，「，「我覺得文學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文學與音樂之間的關係
密切密切，，難以分開難以分開。。古典文學與音樂結合再傳頌古典文學與音樂結合再傳頌，，更加更加
會吸引到年輕觀眾會吸引到年輕觀眾，，將新的感覺帶給現代人將新的感覺帶給現代人，，為為『『沉沉
悶悶』』的內容注入新的想法的內容注入新的想法。。當古典文學到了現代當古典文學到了現代，，改改
變了題材和唱腔變了題材和唱腔，，將會誕生新的魅力將會誕生新的魅力，，這也是一種新這也是一種新
的嘗試的嘗試。」。」
當節目內容追溯至當節目內容追溯至《《詩經詩經》、《》、《楚辭楚辭》，》，當年的樂當年的樂
譜經已在歲月變遷中失傳譜經已在歲月變遷中失傳，，只餘下歷史紀錄證明這些只餘下歷史紀錄證明這些
詩篇曾真正被吟唱過詩篇曾真正被吟唱過。。於是節目邀請了音樂人趙文海於是節目邀請了音樂人趙文海
為選篇重新譜曲為選篇重新譜曲，，眾人也會討論決定以何種風格呈眾人也會討論決定以何種風格呈
現現、、旋律悲壯或婉轉旋律悲壯或婉轉、、選用男聲或女聲選用男聲或女聲、、粵語或普通粵語或普通
話等話等，，令節目融入現代色彩令節目融入現代色彩。。誠然四段四句的詩詞最誠然四段四句的詩詞最
適合譜曲適合譜曲，，但出現於第二集但出現於第二集《《楚辭與楚歌楚辭與楚歌》》中的劉邦中的劉邦
〈〈大風歌大風歌〉〉卻是個例外卻是個例外，，陳煒舜說陳煒舜說：「〈：「〈大風歌大風歌〉〉的的
特別之處是只有三句特別之處是只有三句，，通常我們的詩歌都是雙數句通常我們的詩歌都是雙數句，，
正因為三句或許使人覺得有些古怪正因為三句或許使人覺得有些古怪，，但也是通過這種但也是通過這種
古怪凸顯出悲情的感覺古怪凸顯出悲情的感覺。。我聽過不少粵語或普通話版我聽過不少粵語或普通話版
本的本的〈〈大風歌大風歌〉，〉，都選擇將最後一句重複一次都選擇將最後一句重複一次，，將其將其
變成四句變成四句。。而我希望真的是唱三句而我希望真的是唱三句，，無需重複無需重複，，而趙而趙
老師做出來的感覺也是非常之好老師做出來的感覺也是非常之好。」。」

時代曲部分有驚喜時代曲部分有驚喜
古典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浩如煙海古典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浩如煙海，，如何在每集約如何在每集約3030
分鐘的時長中選定合適的作品分鐘的時長中選定合適的作品？？以第一集以第一集《《風雅話詩風雅話詩
經經》》為例為例，《，《詩經詩經》》是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是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了收錄了
周代詩作三百零五首周代詩作三百零五首，，篇章的原作者上至帝王篇章的原作者上至帝王、、下至下至
平民平民，，內容主題非常豐富內容主題非常豐富。。而二人則從中選擇了而二人則從中選擇了〈〈秦秦
風風．．蒹葭蒹葭〉、〈〉、〈鄭風鄭風．．子衿子衿〉〉及及〈〈陳風陳風．．東門之枌東門之枌〉〉
三篇譜曲及講解三篇譜曲及講解，〈，〈蒹葭蒹葭〉〉和和〈〈子衿子衿〉〉可謂觀眾耳熟可謂觀眾耳熟
能詳的篇目能詳的篇目，〈，〈東門之枌東門之枌〉〉則較為陌生則較為陌生，，對此陳煒舜對此陳煒舜
解釋道解釋道：「：「我們選擇時會考慮大家的熟悉程度我們選擇時會考慮大家的熟悉程度，，以及以及
詩詞本身的篇幅是否適宜詩詞本身的篇幅是否適宜，，可能是兩首比較熟悉的與可能是兩首比較熟悉的與
一首陌生的組合一首陌生的組合，，如果每一首都不熟悉可能有硬銷的如果每一首都不熟悉可能有硬銷的
感覺感覺，，而若都是大家學生時代學過甚至背誦過的作而若都是大家學生時代學過甚至背誦過的作

品品，，就會失去內容方面的新就會失去內容方面的新
鮮感鮮感。。耳熟能詳的詩詞可說耳熟能詳的詩詞可說
是造了一個勢是造了一個勢，，到陌生詩詞到陌生詩詞
時大家更能感受到作品本身時大家更能感受到作品本身
的美好的美好。」。」
當節目所涉獵的詩詞中再當節目所涉獵的詩詞中再

出現出現〈〈木蘭辭木蘭辭〉、〈〉、〈春江花春江花
月夜月夜〉〉等熟悉篇章等熟悉篇章，，或許會或許會
有追看了前幾集的觀眾失望有追看了前幾集的觀眾失望
地提出質疑地提出質疑：「：「這不就是大這不就是大
學裏教的詩歌史課程學裏教的詩歌史課程？」？」陳陳

煒舜笑說煒舜笑說：「：「後面或會有驚喜後面或會有驚喜，，因為有關於時代曲和因為有關於時代曲和
粵語歌的內容粵語歌的內容，，當現代詩大多已無法唱出當現代詩大多已無法唱出，，時代曲的時代曲的
歌詞反而成為了可以唱的文學歌詞反而成為了可以唱的文學，，我們自己也會在節目我們自己也會在節目
中唱上幾句中唱上幾句。」。」李萌則以李萌則以《《詩意紅樓夢詩意紅樓夢》》一集舉例一集舉例
稱稱，，19871987版版《《紅樓夢紅樓夢》》電視劇至今都令觀眾記憶猶電視劇至今都令觀眾記憶猶
新新，，劇中不少曲目既是意境優美的詩詞劇中不少曲目既是意境優美的詩詞，，也可謂時代也可謂時代
流行曲流行曲，，此選題或許更可喚起觀眾的時代記憶和對古此選題或許更可喚起觀眾的時代記憶和對古
典文學的熱愛典文學的熱愛。。

觀眾群比想像中更廣觀眾群比想像中更廣
對年輕的節目編導馬文軒對年輕的節目編導馬文軒（（MarcoMarco））而言而言，，最新一最新一
季的季的《《大師對談大師對談》》可謂可謂「「新人新衝擊新人新衝擊」，」，他之前多做他之前多做
運動類節目運動類節目，，坦言接手時心懷忐忑坦言接手時心懷忐忑，，最初選定較為冷最初選定較為冷
門的元曲作為節目主題門的元曲作為節目主題，，與陳煒舜交流後終決定跟隨與陳煒舜交流後終決定跟隨
歷史順序以獨特角度梳理文學發展史歷史順序以獨特角度梳理文學發展史，，而元散曲和元而元散曲和元
雜劇則化身為其中兩集雜劇則化身為其中兩集，，他說他說：「：「順着元曲可以唱出順着元曲可以唱出
來的思路來的思路，，我們思考有沒有其他文學作品也可以唱出我們思考有沒有其他文學作品也可以唱出
來來？？決定不如從決定不如從《《詩經詩經》》開始講起開始講起，，再以流行曲作再以流行曲作
結結，，以我們的方式呈現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學發展以我們的方式呈現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學發展
史史。」。」他坦言自己如同電視機前的觀眾他坦言自己如同電視機前的觀眾，，在錄影廠一在錄影廠一
邊聽兩位主持講解邊聽兩位主持講解，，一邊有恍然大悟之感一邊有恍然大悟之感，「，「我無論我無論
是前期做資料收集還是後期剪接是前期做資料收集還是後期剪接，，都用觀眾的眼光去都用觀眾的眼光去
看整個節目看整個節目，，原來這樣才更容易吸收原來這樣才更容易吸收，，他們比較他們比較『『生生
鬼鬼』，』，很多人對學者的印象都是學生時代講台上冗長很多人對學者的印象都是學生時代講台上冗長
講書的先生講書的先生，，但聽兩位講文學和歷史我不會有這種感但聽兩位講文學和歷史我不會有這種感
覺覺。」。」
因合作時的愉快體驗和精挑細選的趣味題材因合作時的愉快體驗和精挑細選的趣味題材，，令令

MarcoMarco在拍攝臨近尾聲時頗感不捨在拍攝臨近尾聲時頗感不捨，「，「我不停想將節我不停想將節
目分享給身邊的人聽目分享給身邊的人聽，，收到的反饋也是說一點都不沉收到的反饋也是說一點都不沉
悶悶，，節目上的話題其實對年長的人士比較容易吸收節目上的話題其實對年長的人士比較容易吸收，，
例如我爸媽都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作品例如我爸媽都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同時同時，，我們又我們又
嘗試用現代的編曲演繹裏面的內容嘗試用現代的編曲演繹裏面的內容，，給年輕人聽的時給年輕人聽的時
候又是一種新鮮的吸引候又是一種新鮮的吸引，，所以這個節目其實觀眾群比所以這個節目其實觀眾群比
想像中更廣想像中更廣。」。」他說他說。。

古典文學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價值毋庸置疑，正如《大師
對談》節目過往也邀眾嘉賓暢談《論語》、《莊子》、
《禮記》等經典篇章的現代意義，陳煒舜表示：「如果按
照傳統中國的視角來講，文學可以令人更溫柔敦厚，令世
界更加和睦，這是傳統的說法，文學也是心靈的寄託和審
美的享受。此次選擇詩歌作為載體不僅是因為可以唱，第
三集我們講古逸詩的時候也講到，在沒有文字的時代，傳
授知識用短的、押韻的、可以唱的文字，便可以傳頌得更
久遠。幾千年前產生的詩歌，成為人類共享的智慧，內容
很有用，而且文字很精美，再經過眾多人的傳頌和修改變
得更精美。粵語中的幾個帶韻諺語也是這樣，如『側側
膊，扮唔覺』、『眼瞏瞏，扮純情』等，這些都是傳了很
多代之後才變得更靚，而且引起聽者的興趣，從而在生活
中使用這些句子。」
拍攝過程已作結，節目正於逢星期一夜晚8時持續更新

中，眾人皆希望藉此將古典文學之種再播撒得更多更廣
些，正如李萌所言：「我們已經習慣以現代人的方式去思
考，看了古典文學、讀了歷史之後，我的思考方式和看問
題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我是做性別研究的，很多時候會以
女性角度去看問題，而這種思考方式放到古代的背景中並
不現實，而是要學會用那個時代的女性角度去思考，從而
理解當時的現象和思想。作為學者，無論是在歷史還是社
會階級層面，我們都要時刻保持客觀的態度，這是更為理
想的狀態。」她透露，自己新學年關於亞洲流行文化的課
程內容將會更全面，「這門課程第一講便是關於香港流行
文化，這個暑期我溫書學到很多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發展的
細節知識，這讓我反思自己之前的講義還是比較籠統的，
相信未來的課堂內容會更豐富。」

陳煒舜精於中國古典文學、文獻
學、神話學等方面的研究，他認為，
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要能「入」也能
「出」，「陳寅恪提出『與古人以同

情』，這裏指的是同理心，設身處地，去思考當下人的經
歷或遭遇，要進入他的世界。當我們讀詩的時候，會覺得
比較懂得及理解一個人，但若當你選擇一位詩人作為論文
題目，可能做了一陣後卻發現他並不如你心目中的形象
般，你可能便不再鍾意他，或者覺得其他人比他好，但已
經沒有時間再轉題目，所以你只能守住這個人，不鍾意也
要完成。這時便需要這種『同情』，詩人不是聖賢，你是
因為他詩寫得好或者故事很傳奇而被吸引，但或許當你愈
了解他，愈發現他愈多的瑕疵。我覺得這時反而可以用更
平常的心態去對待他，每個人都不是聖人，無論身體或精
神都會有些許瑕疵，要學會接受對方的瑕疵，這同時也是
打磨你自己的過程。」
古典文學同時也影響了他的個人創作，「我年輕的時候
常寫新詩，如今寫古體詩比較多，幾乎一日一首，各種體
裁都會寫。中大中文系一年班必修詩詞韻律，我年年都在
教寫詩，有時也會寫舊體打油詩，平仄格律都符合，無懼
質疑。」他又笑稱廣東話也很適合寫打油詩，「巴閉可以
對麻煩，巴之閉可以對麻鬼煩，廣東話打油詩可以很好
玩、很生鬼。當你的詩讀得多，無論新體舊體還是西洋
詩，都一定要讀，這樣才有思想的撞擊，你的筆也會更加
靈活。以後有機會我也想在節目裏講講打油詩。」

培養學生興趣最重要
教授古典文學多年，陳煒舜始終強調興趣的重要性，
「無論學任何事情，首先還是要鍾意，你鍾意的時候就什
麼都可以，你會主動去了解它、進入它，興趣和熱愛很重
要。作為中文系教師，尤其要引發學生對於文學的興趣，
對於語文的學習，文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雖然中文
科本身母語性比較強，但並不建議將其純粹作為語言去教
授和學習。」他堅信，教師並不是一部知識售賣機，而是
擔任着如同媒人的角色，將文學作品和文化名人介紹給大
家，總會有一個人或者一首詩會令人產生興趣，也許現
在，也許未來。這個過程正如播下文學的種子，幾時發芽
開花或許無從得知，但它始終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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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典文學
要能「入」也能「出」

願播撒更多古典文學之種

電影電影《《長安三萬里長安三萬里》》以詩人之名以詩人之名、、詩詞之美詩詞之美，，再現大唐盛世的燦爛文化和氣象萬千再現大唐盛世的燦爛文化和氣象萬千，，喚醒喚醒

了國人心中的詩詞了國人心中的詩詞「「基因基因」，」，也引爆了這個暑期的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熱潮也引爆了這個暑期的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熱潮，，不僅李白不僅李白、、杜杜

甫等一眾歷史文化名人紛紛登上熱搜榜甫等一眾歷史文化名人紛紛登上熱搜榜，，詩詞類的節目和書籍也呈現更詩詞類的節目和書籍也呈現更「「熱熱」」的趨勢的趨勢。。對吟對吟

詩誦詞的熱愛詩誦詞的熱愛，，可謂刻進中國人骨子裏的浪漫和情懷可謂刻進中國人骨子裏的浪漫和情懷。。古典文學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毋庸置古典文學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疑，，文學離不開詩歌文學離不開詩歌，，詩歌離不開音樂詩歌離不開音樂，，當文學與音樂碰撞當文學與音樂碰撞，，當古典藉音樂融入現代當古典藉音樂融入現代，，會產會產

生怎樣的奇妙火花生怎樣的奇妙火花，，又是否會吸引更多年輕觀眾的興趣又是否會吸引更多年輕觀眾的興趣？？且聽港台電視且聽港台電視3131節目節目《《大師對談大師對談》》

的主持陳煒舜的主持陳煒舜、、李萌及編導馬文軒為讀者解畫李萌及編導馬文軒為讀者解畫。。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香港電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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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編導馬文軒稱節目的觀眾群比想像
中更廣。 張岳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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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中樂樂手為新譜曲的詩詞伴奏一眾中樂樂手為新譜曲的詩詞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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