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來深圳工作時間不長，但

明顯感受到一種文化即將爆發的

勢頭。」陳林觀察到，深圳高度重視文化建

設，硬件投入不斷加大，圖書館、美術館、

歌劇院越來越多，街頭、公園充滿各種雕塑

作品。軟件建設也不遑多讓，深圳讀書月聞

名海內外。再加上深圳經濟發展好，創新意

識強，全國各地文化人陸續往這裏集聚。

「這有點像當年的香港。香港曾一度被人稱

作文化沙漠，正是由於一大批文化人的到

來，幾十年時間就發展成為一片文化繁榮的

沃土。照這樣的勢頭，深圳文化繁榮指日可

待，深港文化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版圖中的一

抹亮色。 」

他補充，中國地域文化有幾大顯學，如敦

煌學、西藏學、徽州學等，這些都是構成中

國文化的重要元素，但裏面還缺一塊，就是

浩瀚的海洋。「隨着深港文化的交融發展，

會不會形成一個展現海洋意象的新學派呢？

或許可以稱之為『新安學』。 」

文史學者陳林：

深港文化交融
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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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縣是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源頭，據陳林
所述，深港雙城的文化發展，實際上經

歷了一個從「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
過程。 地理上，深圳和香港作為一個整體，
處於大山、大河、大海的交匯處，這種地形
水勢，與兩地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關
係。「設立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的新安
縣當時全部縣域面積都屬於沿海地區和海
島，這反映了明朝中葉經略海洋的濃厚意
識。海洋基因滲透到了深港兩地文化發展的
方方面面，直到19世紀中葉，深圳和香港同
屬一縣，共同發展，這是二者同源的部分。
鴉片戰爭後，香港離開新安母體，相對獨立
發展，長達一個半世紀。」因此他認為，深

港文化有同源的一面，也有分流的一面。 如
今，香港已回歸祖國20多年，正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並與深圳一道，充分發揮自身
優勢，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應
地，兩地在文化發展上也進入了一個「同向
互補」新階段。

香港文化形成受多元因素影響
「文化分流」時期，香港文化以中華文化為
底蘊，又受不同文化的影響。陳林表示，從上
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起，一批內地文化人紛紛
來港，他們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對香港文化的
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金庸的武俠小說，
饒宗頤的國學，以及錢穆等人創辦的新亞書院
用中國傳統書院的形式進行教育等，這是香港
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英國的管治一方面使香港文化非常
崇尚自由、法治；另一方面也導致市民的國
家、民族意識嚴重不足。再次，在相當長的
時期裏，內地沿海地區的居民把香港視為移
民海外的跳板，對香港社會並沒有太強的認
同意識。「直到二戰後，內地大批居民湧入
香港，聚集在九龍半島一帶，逐漸把這裏當
作自己的家園，形成了努力拚搏、守望相助
的獅子山精神。同時，一批居住在太平山半
山的華人精英，秉承傳統的士大夫精神，把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己任，形成了太平
山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兩種文化
精神締造了後來的香港。 」他說，香港還有
着發達的社團文化，各種龐大且實力雄厚的

社團組織盤根錯節，在政府與市民之間充當
了黏合劑、潤滑劑的角色。

冀深港優勢互補共建人文灣區
如今，深港兩地在文化發展上進入了一個
「同向互補」的新階段。對此陳林認為，深
港關係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雙城關係。「真
正意義上的深港雙城關係始於上世紀八十年
代，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深圳
成立經濟特區起，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
這是深圳向香港學習，主動接受香港輻射的
階段。雙方好比『師徒關係』。 」他續說，
「1997年以後，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這時
候，深圳已跨入GDP千億元人民幣俱樂部行
列，具備了一定的體量，而且經歷近20年改
革開放，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在雙城關
係中便增加了些底氣。深港雙城進入『兄弟
關係』階段，兄弟爬山，互通有無，各自努
力。這個階段持續20多年，充分體現了香港
與內地城市在『一國兩制』之下優勢互補、
共同發展的巨大張力。 」
而以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出台為標誌，深港雙城進入共建粵港澳
大灣區新階段。「2021年香港提出建設『北
部都會區』，可以理解為香港主動接受深圳
等大灣區城市的輻射。雙方各自的角色，既
相互合作又各自發揮作用，最後會產生一種
整體性的文化。」
他堅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然
走向，而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是最現實的平台
和路徑。「共建人文灣區，深圳要着重在文
化設施、文化氛圍的打造上發力，並與香港
加強交流。香港既要保持自己傳統的特色和
優勢，也要密切關注內地經濟、社會、文化
等各領域的變化，並在其中找到最佳的適應
方式和發展契機。香港和深圳的聯動，不是
簡單的兩個城市間的合作，深圳作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服務和引領整個
內地，香港作為資深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聯通全世界，深港合作關係到中國
與世界的雙向互動。 香港文化比較關注細節
把握，而深圳以及整個內地的文化比較注重
宏觀敘事。細節和宏觀對深港文化未來發展
都是需要的，雙方如果能夠把各自特色發揮
出來，並得到對方認同和理解，就可優勢互
補，良性互動。」他說。

中法建交60年來，兩國文化交流可圈可點。近
年，中法在戲劇交流方面有諸多創新。央華戲劇創
始人、藝術總監、製作總監王可然集聚中法頂級導
演、劇本、演員進行合作，推出了包括《西貢》
《龐氏騙局》《雷雨》《雷雨．後》《悲慘世界》
在內的多部戲劇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實現了藝術手
法上的突破，也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2021年，法
國文化部授予王可然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
以表彰其在戲劇領域中的成就，以及對中法戲劇藝
術交流和中法兩國之間的友誼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王可然的團隊聯
合法國藝術家將法國文學經典《悲慘世界》搬上中
國舞台，並將於多個城市巡演。王可然介紹道：
「《悲慘世界》是法國文學經典，這次中國藝術
家、中國的製作團隊和法國的藝術家聯合給這部影
響世界的文學作品注入了新的解讀，呈現新的表現
形式，這就是中國元素。中國元素不一定是一個具
體符號，並不是京劇、書法才叫中國元素。我認
為，整個作品的製作系統是中國的，就能呈現出不
同的東西，就是我們對於人類文化的一種貢獻。」

在一部戲裏呈現人的大千面貌
王可然希望在一部戲裏能夠呈現人的大千面

貌，故在做《悲慘世界》的時候選了一些昆曲、
相聲和蘇州評彈演員。「大多數話劇演員都經過
戲劇學院的專業訓練，他們的狀態都有一致的特
質。我希望我的戲劇能突破這種一致性。選擇不
同背景的演員，就是提前為角色調配好不同的特
質。所以，我們願意在更廣的範圍內去選演員，
只要他們符合劇中人物的特點，就可以把他們配
置在作品中。我希望舞台劇不能只是一種腔調，
戲劇應該體現出人的多樣性。」他舉例道，

「《悲慘世界》中主教一角的扮演者是中國著名
的昆曲藝術家林繼凡，相聲演員李菁則扮演酒店
老闆等重要角色，他的表演生動而有特質。」

冀辦中法戲劇節推動交流互融
王可然早年在製作《猶太城》時結識法國藝術

家安娜伊思．馬田，這也開啟了他和法國戲劇界
的合作。「我一直希望在戲劇的工作技法上能找
到更好的學習和參照的標準，法國擁有世界一流
的戲劇藝術家和創作理念，與法國戲劇藝術家合
作，對我的團隊、對整個中國的戲劇發展都是有
幫助的。」他坦言團隊成員與法國同行的語言交
流並不完全暢通，但在合作中卻處處體現默契，
「這基於我們在戲劇舞台語言上的彼此認同。」
他認為，無論是《雷雨》還是《悲慘世界》都

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或者法國的故事，而是代表了
全人類的悲憫和困惑。他解釋說：「當看到主教
把燭台給到冉阿讓時，所有人都會看到人性的博
大，這不分地域和民族。 再比如《雷雨》，我們
給了它一個現代化的表達方案，周家的客廳採用
現代風格的極簡設計，整個舞台空間由白色大理
石砌成，以此烘托周家父權的壓抑和親情的冷

漠。這樣的演繹與之前的版本有巨大差別，但更
加證明了《雷雨》是一部經典。莎士比亞的作品
有幾十萬個演繹方式，《雷雨》如果只有一個版
本，哪能稱作經典？ 」
他還透露，劇團與法國同行下一部合作的舞台
劇是改編自莫言作品的《鱷魚》，導演是他，舞
美、燈光都由法國團隊負責，音樂是日本作曲家
梅林茂，「這也將是一次有意思的文化碰撞。如
果可能，希望將來能做一個中法『演員之春』戲
劇節，這不僅可以推動作品的進步，也會帶動中
法兩國戲劇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突飛猛進的轉
化，帶動兩國藝術家的交流互融，帶動法國乃至
整個歐洲對中國的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藝蕓 綜合中新社報道

◆中英街是深港文化融合發展的見證。 中新社

央華戲劇創始人王可然：中法戲劇交流碰撞火花

▶《悲慘世
界》將於內地
多個城市巡
演。 新華社

◆王可然在排練廳與中法工作人員探討演出細節。
受訪者供圖

深圳與香港同宗同源，二者在文化上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形成

了各自鮮明的特性。近年來，隨着深港合作全方位推進，雙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港文化交流與互動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外

界為之關注。近日，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文史學者陳林博士接受中新社專

訪，探討深港文化的歷史與源流、現狀與特點，以及深港文化交融發展的路徑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藝蕓綜合中新社報道

深港文化交融發展未來可期

◆深圳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圖為深圳華僑城文化創意園
市集。 中新社

◀ 陳林著有《藏在地名裏的香港》一書，探究香港歷史文化。

▲深圳沙頭角街坊表演魚燈舞，魚燈舞具有濃郁的客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特
色。 深圳市鹽田區委宣傳部供圖

◆陳林希望深港各自發揮特色優勢，共建人文灣區。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