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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大唐第一偶像」，李白一生創作詩歌近千首，
在詩歌的每一條賽道上都留下了獨特的烙印。「天

生我材．李白」是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系列展首展，
運用新媒體藝術化的表現形式，探索李白詩作的大千世
界，多維度展現李白生命歷程的不同特點。觀眾們可以帶
着疑問與謫仙人同道，再讀那些精妙絕倫的詩句，在展覽
間探尋這位天縱之才斗酒百篇的秘密。展覽持續至2月29
日。
展陳空間以實體藝術化場景為呈現形式，將中國傳統元

素和符號貫穿全展，綜合運用可塑性高分子材料，通過現
代藝術作品意象化亦幻亦實縹緲寫意的李白精神世界。展
覽中共呈現李白及其他詩人的詩詞百餘首；原創音樂兩千
餘秒，並在琵琶、古琴、古箏、簫等中國傳統樂器的編排
中，加入電子合成器Lead、粒子等，將古典、未來、自然
元素相融合，呈現一場穿越時空的多維度聽覺盛宴。
古詩詞蘊含着古人的悲歡離合、快意恩仇、百味人生，
每一首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閃亮明珠。展覽負責人楊震介
紹，為更好體現李白的一生，展覽創新研發互動體驗場景
7處，「以體驗、交互和創意為出發點，以技術融合和文
化創意為支撐，通過豐富的科技手段外化人文價值，從表
層的感官體驗到深度哲理的沉浸式體驗。」

展現李白一生跌宕軌跡
展覽通過「詩海」「群星」「一生」「迴響」和

「景仰」五個板塊展現李白豐富多彩的一生。在「詩
海」展區，超通透高分子材料與光影藝術組成的李白
形象「仙蹤」，將詩人舉手投足的每個瞬間都定格成
了一個令人神往的形象，360度視角皆不相同的李白
躍然眼前。
盛唐時代，詩人們意氣風發，名篇佳作浩若煙海。長
安、洛陽、揚州，這些都是李白曾經活躍的城市。由詩
詞地圖、大地星空構建的全方位沉浸式體驗空間「群
星」，通過高精度傳感、多點觸發技術，讓每一顆星都
是一首詩，觀眾恍如身在大詩人之畔，悄然傾聽只屬於
他們之間的私密對話，諧趣盎然。
「一生」展區從「仕」「俠」「仙」「侶」「人」五個
不同視角，探尋李白創作的精神源泉。在「迴響」全息劇
場中，跟隨李白「小迷弟」蘇軾的奇遇，邂逅琴棋書畫的
飽學之士；在「景仰」光影之間，聆聽來自當今社會各界
的人們對李白的千般感慨與分享。此外，互動體驗區還設
置了詩詞填空、連字成詩、繪詩繪色、集印打卡等交互遊
戲，觀眾們可以在觀展之餘回味詩詞之美。
「天生我材．李白」總策展人王之綱希望，通過營造
李白一生的跌宕軌跡，刻畫他與朋友們的深情厚誼，讓
觀眾身臨其境感受李白詩詞的文化魅力和對後世的巨大
影響，「用互動裝置、全息劇場等方式，不斷調動觀眾
的觀看積極性，快速進入到李白的精神世界中，進而讓
更多觀眾愛上古詩詞。」

港珠澳大橋金巴上的龍年狂想
Happy Loong Year！一切皆流，萬物常新！
冷，金巴里真冷。 早上七點，車窗外陰冷雨
天，寒氣滲進車廂和座椅，蛇一樣從褲子鑽進外
套裏，真的是不講武德，讓乘客瑟瑟發抖。 我又
一次拉緊外套繩子，用力抖一抖肩膀，向雙掌呵
氣加摩擦，才感覺好一點。大自然的風雨聲，正
在珠江口巡迴大合唱，車窗上水珠和霧氣擋着視
線，用紙巾擦拭後又快速回歸，我只好模糊地遙
望港珠澳大橋海上的晨風晨雨。
寫文章這天是年廿九，春節前最後一天工作。
正好回大灣區體驗3小時生活圈，挑戰一天穿梭
港珠澳三城市，白天兩會議加晚飯。路線由香港
出發，從赤臘角隧道及港珠澳大橋到澳門半島早
上一場，經友誼大橋、路氹填海區、橫琴口岸和
洪鶴大橋抵達珠海金灣區下午一場，再原路返程
至澳門半島晚飯，最後沿港珠澳大橋回香港。實
踐證明，一天三城工作生活是可以的，一天折騰
下來，最後一站已近晚上十一點。 在北京生活習
慣了，今天這旅程真不算事兒，文化和生活都是
一種習慣，或至少是以習慣為前提。只是很久沒
遇上降溫及濕冷下雨天，身體不太習慣。
比起我的想像，我的思想範圍要狹窄得多。感

知濕冷，心觀大海，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大海的意義也在大海之
外。改變不了天氣，只能調整心態，我翻出手
機，發春節祝福語，以祖傳文化，給「則」個世
界送溫暖吧：日有熹，月有光，富且昌，壽而
康，新春嘉平，長樂未央。—— 詩經《庭燎．小
雅》。
古今結合，朋友圈再附上：龍行龘龘（龍騰四

海）、前程朤朤朤朤（前途光明）、生活䲜䲜䲜䲜（年年
有餘）、事業燚燚（氣勢磅礴）、健康𣊫 𣊫 （天
天健康）、財運𨰻 𨰻 （日進斗金）。
甲辰龍年祝福語流行玩疊字，還有：飝飝龍龖龘

（雙龍騰飛）、馬騰驫驫（眾馬奔騰）、百業駸
駸（繁榮昌盛）、志氣瑲瑲（昂首向前）、功名
玓瓅（譽滿乾坤）、智慧棽棽（洞察秋毫）、創
新鱻鱻（引領潮流）、福祿穰穰（滿門喜慶）、
德行穆穆（四海敬仰）、歲月崢崢（時光靜
好）、人生璨璨（盡顯輝煌）等等。不一一展開
解讀了，凡是可說的都可以說清楚，不能說的則
必須保持沉默。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打破沉默，
混沌被迫開竅，實在是迫不得已。不可說。
人生的很多爭論，幾乎都是語言的爭論。日常

生活中，充斥着無窮的爭論，胡適所言世間爭論
都是名詞之爭。維特根斯坦在其代表作《哲學研

究》中道出了爭論的根源：人們的思維有一種根
深蒂固的「本質主義」傾向，即認為詞語背後有
一個共同的本質，分歧在於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洞
察了諸如「正義」「自由」這些概念的本質。
白馬非馬。大家表面上是爭論事情，實際上爭

論的是描述事情的概念和定義。就如最近2月4日
美斯（梅西）在港稱因腿傷沒上場比賽，究竟怎
麼定義為之「傷」？你說你腿的肌肉傷了，但你
嘴巴的肌肉沒傷吧？手的肌肉沒傷吧？已嚴重受
傷到不能走幾步，向現場球迷揮揮手，講幾句解
釋或道歉的話？球票回水「退款」怎樣定義？退
多少？只退一半？只能安慰自己總比沒退好吧。
魔術乃障眼法，全球全國全港網友的注意力不應
被這怪異事件轉移，該放在更有建設性的地方。
「龍」的中英翻譯，究竟用 loong（音譯）或

dragon（西方一般指的是恐龍加小飛翼加噴火），
哪個更接近描述原本所指的中華「龍」的概念，更
具華夏原味兒？或延伸一下，講求多元文化多包
容，loong和dragon兩個名詞都能用？「年」是年
獸的意思疊加時間過了一年的意思，還有疊加更多
定義嗎？「拜年」又是什麼意思？傳統文化常說的
「歲」和「虛歲」又是怎麼定義？「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是什麼概念？將會在3月1日0時起「封

關運行」又是什麼意思？等等。
以上這些例子確實挺有趣的，各種語言在文化交
流和傳播中作為主要載體，具有各自「描述事情的
概念和定義」的特性和語境。例如，中文是高語境
（舉例言外之意），英文是低語境（舉例簡單直
白），高語境與低語境並不是指分個高低，而是承
載的信息量多少不一樣。篇幅有限，對這方面同樣
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們，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不要玩弄另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尤其是不
要玩弄球迷內心深處的東西。
幽默不是一種心情，而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

◆作者/圖片：梁家僖
文化和旅遊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恭喜發財，一起接財神。（地點：澳門議事亭
前地廣場）

國潮風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相融合，是對傳統
文化重新詮釋，也令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重煥生機，向
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深邃和與現代並存的魅力。展
覽中有白髮老者駐足吟誦，也有幼稚園小朋友看圖猜
詩，浪漫的李白是老少皆愛的跨時空偶像。
絕大多數時候，李白是一個始終在路上的旅人。前不

久國漫《長安三萬里》爆火，把李白的內心世界刻畫得
淋漓盡致，片尾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山」更引發萬千網友感嘆。李白用一雙善於挖掘意趣與
美的眼睛看世界，寥寥幾筆便留下萬朵錦繡。為了給觀
眾呈現一個亦真亦幻的李白世界，展覽利用紙雕、陶瓷

工藝、藝術裝置打造立體效果，用浪漫設計致敬浪漫詩
人，觀眾還可以借助互動裝置和李白「吟詩喝酒」，從
詩詞當中感受新的力量。
展覽中的紙雕藝術還深入到李白的詩歌中。觀眾可從
「兩小無嫌猜」中聽到童真的歡笑，預想到多年後別離
的怨訴；可從「鳳去台空江自流」中看到鳳凰台的蕭
索，領悟到榮華短暫的人間清醒。走近藝術品細聽，每
幅作品配有隱約的氛圍聲音——李白與這信息量豐滿繁
茂的世界雙向奔赴，以華章紀念他不虛不枉的人間一
遭。
剔透的材質切片以層疊藝術的形式堆造出20座世外山
景，嘗試還原李白詩文中引人入勝的逍遙仙境。《夢遊
天姥吟留別》以大開大合的筆法，記錄了一場美麗而悵
然的夢境；《望廬山瀑布》則以雄奇的想像渲染了瀑布
的壯闊；《送友人》中的青色與白色是經典的「李白色
板」；《送孟浩然之廣陵》則展現了如同降維摺疊般的
空間魔法。李白的仙境從不是寂靜無聲的，反而都有着
創世造物者氣吞天地的大場面、大手筆，從而成就了他
傳頌千古的詩句名篇。

國潮促傳統文化煥新 浪漫李白穿越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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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站在桃花潭前，空中浮現《贈汪
倫》經典詩句。

◆燈光藝術裝置「劍舞」呈現人們對酒劍詩仙的浪
漫想像。

◆觀眾參觀「天生我材·李白」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展。 ◆「天生我材·李白」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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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藝術裝置「對影成三人」：通過循環往復的旋轉，展

現李白「無相親」「無情遊」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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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展項「對

飲」：選擇一隻酒

杯與鏡中「李白」

碰杯，他會與你乘

興聊上幾句。

現代人為何愛李白，是什麼構成了你心中的「李白」？

是「謫仙人」的美譽，是「一斗詩百篇」的豪情，抑或是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的雄渾筆力？正在北京中華世

紀壇舉行的「天生我材·李白」中國古詩詞新媒體藝術系

列展，希望通過現代藝術作品意象化李白的精神世界，展

示「詩仙」的詩歌藝術魅力和文化意義，借助光影向觀眾

回答「為什麼是李白」。觀眾在虛實之間穿梭，如臨盛唐

那個優秀詩篇百花齊放的年代，沉浸中感

受中國古代詩詞的深厚文化底蘊，在李白

的詩意世界中，走進李白，致敬李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圖：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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