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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茜）視覺文明時代的文
學，可以有何種新型呈現形態？文學與科技融合帶
來新的視角與挑戰，展望未來，AI以驚人的速度更
新換代，人是否也在及時升級？一種可能的趨勢是
跨媒介、跨學科、多媒體共創同研，延伸文學在科
技時代的形態，對未來文藝展開前瞻性的構思與想
像。
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時光的卷
軸」假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之際，一場場文學主題
講座也在此相繼展開。跨媒介作家吟光邀請香港配
樂大師韋啟良及香港都會大學副教授郁旭映，共同
開展對話，從香港文學館的「文學×新媒體」跨界
藝術項目出發，內容涵蓋科幻小說《港漂記憶拼
圖》及其衍生的跨媒介交互劇場、「南來之花」動
態資料雕塑等，並介紹各自的跨媒介實驗，前瞻未
來文學與多重視覺、聲效、音樂等不同媒體結合的
可能，包括對多視點敘事（POV）和互動式敘事等
看法，在先鋒的空間敘事和視覺景觀之中，創造新
的展覽、創作和研究路徑。

不只寫科幻故事還在科幻地寫故事
講座上，吟光談到自己的作品《港漂記憶拼圖》
運用跨媒介分布式敘事，以科幻作為方法論，將小

說進行交互設計與媒介延伸，故事元素分布在各媒
體平台——敘事架構圖、影像、裝置、聲音、遊戲
等，共同建構柔軟的東方科幻和記憶旅程。「『交
互劇場』將遊覽文學作品的過程具象化為一場空間
冒險。玩家造訪每一個衍生作品空間，對應原著的
不同章節，並在提示文本的引導下穿梭、互動，最
終體驗完整的敘事。每段敘事和視覺以『物派』形
式凝結於虛擬空間中，參與者發現、面對、思辨其
中的連綿語境。就此，二維的文本閱讀過程轉化為
三維的空間展廳漫遊，打開未來敘事的新可能。」
她說。
同一時間，吟光經過創作與教學實踐，提出構

想——以「科幻」作為方法，從今天往後看：一、
不只寫「科幻的」故事，還在以「科幻地」方式寫
故事，實現創作形式和工作流程的全面革新，包括
文本內部的新型敘事手段，和文本外部的多媒體融
合共創、人工智慧參與協作等。二、將科幻當中所
包含的思想實驗、世界觀設定等，作為學科創作和
教學研究的方法論。此外，聲音元素與小說本身的
科幻設定與敘事相互印照，呈現了文字以外的空
間，也為讀者帶來了更為豐富的感官體驗。
郁旭映延續了關於科幻文學創作的話題，她說

道：「未來文學如何創作和未來文學如何閱讀及研

究？因為技術的無處不在，其實科幻題材已經慢慢
變成現實題材了，這兩者之間沒有太明顯的邊
界。」

將香港電影音樂作為文化主體推出去
對談中，韋啟良認同吟光對於多媒介文化的前

瞻性，他說：「今天的講座在於我們是不是要更
加打開自己的方向？我覺得梵高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一個創作者的思維沒有那麼難以觸摸，有時
候簡單是最好的理解，就如當下你的第一反應就
是創作者最想讓你知道的。經歷是一個很重要的

源泉，但未必每一個人都有興趣去理解你的經
歷，所以我們總要提醒自己：『觀眾知道你在表
達什麼嗎？』」
在現場，韋啟良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音樂的多樣
性，他說：「從做電影這行開始，我就嘗試了很多
方式，而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將香港電影音樂作
為一個文化主體推出去。香港電影音樂人其實很
多，而作品也正在影響着世界。無論用怎樣的科
技或者媒介，我們都是在分享生活的每一刻，每
個人想要達到的目標都不同，而這些也同樣會呈
現在作品裏面。」

跨媒介融合 作家學者共探未來文學新圖景

據宋以朗介紹，1940年代抗戰時期，張愛玲與宋以
朗的父母——宋淇、鄺文美都住在上海，「他們

沒見過面，但我父母一定熟悉張愛玲的作品。」這個
推斷源於宋以朗發現的一封家書。1960年代，宋淇想
幫助張愛玲再版她的《傳奇》，於是寫信給上海的家
人，讓他們將家中的《傳奇》寄給他。因此宋以朗相
信父母很早就知道張愛玲。
1952年至1955年，張愛玲繼1939年首度來港求學
後，由上海二度來港，希望完成在香港大學的本科
學業。「但她發覺事情不像她想的那樣。」宋以朗
指出，1939年的張愛玲19歲，周圍的事物對她來講
都很新鮮，但32歲的她已是位成名作家，似乎不再
需要學習中國文學，但又沒有獎學金支撐生活，於
是沒什麼人脈的她開始想辦法。當時恰好美國商務
部拿到了海明威《老人與海》由英翻中的版權，在
報紙招聘譯者，而張愛玲偶然讀到了招聘信息。宋
淇當時負責處理相關事務，他的老闆是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新聞處（美新處）的理查德．麥卡錫（Rich-

ard M. McCarthy）。兩人面試了說
着英式英文的張愛玲，並與她簽
訂了合同。
極少參加聚會的張愛玲有天心

血來潮參加了美新處的聚會，那天

宋淇剛好同妻子鄺文美前往，張愛玲與鄺文美很是投
緣。兩人都曾於教會學校就讀，相似的背景更讓兩人親
近起來。張愛玲也曾寫過那段友誼，概括為：「我平時
都不去這樣的聚會，那天去了，見到你很開心。我又
想，如果我那天沒有去，我可能不會認識你。」那幾
年，張愛玲還創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
品，隨後赴美。在美國的日子，她與宋淇夫婦展開了長
達40年的書信往來。

宋淇引薦張愛玲創作電影劇本
有段時間，張愛玲的事業有些受挫。宋淇後來擔任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電懋）的監製，在他的引薦
下，張愛玲開始在美國為電懋創作電影劇本。1950年
代起，張愛玲的劇本開始受到關注，香港各報紙也因
其電影大受歡迎而作多日報道。1962年，張愛玲三度
訪港，那時13歲的宋以朗已經對她有了相對清晰的印
象。宋淇起初創作了電影《南北和》劇本，開創了南
方和北方人相處情節的喜劇脈絡。後來，他邀請張愛
玲創作《南北一家親》和《南北喜相逢》，這些合作
為香港文化界增添了亮點。1980年代，張愛玲的作品
對香港文藝界的影響越來越深，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編
為舞台劇和電影。
宋以朗回憶，那些年，在劇本完成後，導演、編劇、
男主角、女主角、場記等人通常會到他家裏開會。「一
開就可能10個鐘頭，整間屋裏都是煙；他們在劇本上做
各種調整，劇本都布滿了筆記；會議可能一直開到夜裏
3點，然後他們就立刻拿去報館，幫劇本重新排版；第
二天中午12點，一個新的劇本就已經做好了。」張愛玲
常在美國，因此她不需要參與這些會議。

冀在大學圖書館開設張愛玲展館
1995年，張愛玲在美國逝世，將全部遺產留給宋淇
夫婦。1996年及2007年，宋淇和鄺文美相繼去世，宋
以朗成為張愛玲遺產執行人。自2004年起，宋以朗整
理了大量張愛玲未發表的遺稿，以及她與宋淇夫婦的
600多封書信，出版了《重訪邊城》《小團圓》《異鄉
記》《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等作品。
宋以朗回憶，2003年自己回港照顧年邁中風的母

親，同時處理出版事務。他在成箱的材料中發現了張
愛玲600多頁的《小團圓》手稿，於是派專人乘飛機去
台灣的一家出版社排版、校對。後來，《小團圓》在
北京舉行首發會。在三天的北京行程中，他多次接受
了內容相似的採訪，他不由調侃自己第三天的普通話
較之前流利了許多。
他亦透露，目前一些未出版的殘稿中包含一份25頁的
電影劇本，自己有可能將這份劇本加入其他張愛玲劇本
書籍的再版中。餘下的書信中還有張愛玲與其姑姑的來
往信件，他指出，若要將這些信件出版，也需要與張愛
玲姑姑的家屬溝通。同時，在整理張愛玲遺稿時，他愈
發忌憚，因家中的地板有時會積水，容易導致稿件濕
爛，這令他意識到，這些手稿及遺物不能長期存放在家
中。「張愛玲的部分遺物已在南加州大學擺放超10年，
但成效不高，因研究張愛玲的人大多來自內地、香港及
台灣地區，不菲的機票與酒店價格，以及簽證辦理的複
雜程序，都將這些希望離張愛玲更進一步的人阻擋在
外。」目前，他傾向於在香港一間大學的圖書館開設張
愛玲展館，因圖書館在防潮、溫度調節和保安等方面已
經較為完善，準備過程不需太過費心。

無論是命運機緣，抑或責任使命，宋以朗的名字，都注定與張愛玲難以分割。他接
替父母成為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因而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今時今日與張愛玲最
「近」的人。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期間舉辦的文學主
題講座中，與張愛玲有着深厚友誼的宋以朗，以「續集——張愛玲與香港的未完故
事」為題，娓娓道來他的家族與張愛玲的前塵往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中的張愛玲展區展品豐富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中的張愛玲展區展品豐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攝▲宋以朗為展覽提供了多幅張愛玲肖像照。 小凡攝

▶宋以朗的家族與
張愛玲有着深厚
的淵源。

雨竹攝

◆現場展出外
譯版張愛玲的作
品。 雨竹攝

◆多名觀眾在《小團圓》手稿裝置旁觀看張愛玲相關視頻資料。
張岳悅攝

◆張愛玲展區吸引觀眾駐足閱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左起）郁旭映、吟光和韋啟良共談跨媒介與未來文
學。 胡茜攝

◆「南來之花」動態資料雕塑引發講者的討論。
張岳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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