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新年是一場「文化盛宴」，春節於

去年更成功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5,000多年歷久不衰的文化精髓也在這個節慶

裏傾城而出，令人目不暇給。每逢過年，揮

春（春聯）是華人家庭必不可少的點綴，街

頭巷尾都會湧現即席揮毫的字畫攤檔，一筆

一墨為客人寫揮春送祝福，成為香港春節期

間最美的風景線。87歲的郭騰龍位於上環樓

梯街的檔口早已是一片火紅，一副副人手製

的揮春與福字懸掛，在樓梯兩旁隨風飄蕩，

彷彿是在抗衡着時代巨輪的

洗禮，「我真心希望，將寶

貴的中華文化與傳統，在我

的有生之年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在上環樓梯街弓絃
巷的另一側，李志每逢春節堅持手寫揮春。他解釋，
唯有手寫揮春才帶有人氣。他向記者展示兩幅「福」
字，比較右邊「口」部首與「田」部首連接的不同，
「你看這兩個福，上一個字的右邊是連綿不斷在一起
的，而下面那個字卻是分開的，這就是有無游絲的分
別。有游絲才代表是人寫出來的，而且每個人的游絲
都有所不同，我寫第二個（字）又發生變化了。這就
是手寫的人氣，每個字背後都連着一個故事。」機器
印製的揮春，李志形容像是塑料花一般，缺乏靈氣，
失去了揮春原有的魅力。

以簡易方式推廣毛筆與國畫
與李志的訪問約在上午，只見他頭戴藍色鴨舌帽，
正在攤位上忙碌着，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新春佳節。
攤位兩側懸掛着密密麻麻的福字與對聯，青灰色的牆
壁上有一副「香港福地千年旺」對聯，彷彿訴說着李
志近些年推廣中華文化的毅力與執着，「弘揚毛筆文
化絕不躺平，要越唱越旺。」他謙虛地說：「我的定
位不高，並非什麼大師級，但我想以簡易的方法推廣
中國文化，讓更多人感受毛筆文化的魅力。」
說話間，李志提筆揮毫，一山一水一瀑布，頃刻間
一幅潑墨山水便在眼前呈現。再加上林則徐詩句「青
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一幅山水畫便大
功告成。李志邊念邊寫：「中國人的文化，總有種你
說不出口的優美。」
李志在中山長大，自幼鍾愛書畫藝術，於中學時在
學校受過系統性書法訓練後，開啟對毛筆書畫一發不
可收拾的熱愛。中學畢業後，他先後到澳門和香港謀
生，曾替人寫字餬口，「當時剛來香港的時候很辛苦
的，活得也很掙扎，幸好還有寫字的手藝，便在過年
的時候為別人寫字賺錢。」
因為一手好字，令李志在香港結識不少中外藝術界
人士。約十年前，有人邀請他在上環荷李活道的古董
店與畫廊教畫，因緣際會下與有上環揮春大師之稱的
添叔（嚴鏡添）相識，雙方並肩發揚中華文化，「到
（前年）去世前，添叔依然堅持揮筆到人生最後一
刻。」因為這份緣，李志遂在添叔生前擺檔的上環舊
址附近開設香港手寫對聯中心，亦在主教山書畫會擔
任導師，推廣毛筆文化。
李志不僅精通毛筆字，對國畫亦有研究。近年來。
李志更推出簡易國畫三部曲，只要上四節課就能畫出
理想意境的國畫，「原來幾分鐘的時間，都可以畫出
山水畫。」通過一些簡易的國畫教學，李志希望打破
初學者固有的「國畫很難」印象，勇敢嘗試畫國畫，
「習得之後，令小朋友有種『原來我都識畫哦』的感
覺，再加上夠膽臨摹名家的話，水平會慢慢提升。」
「我不敢把自己說的很有使命感，但我一直有一顆
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李志擲地有聲。「我認為
現在是傳播中華文化的黃金時代。你也可以看到現在
中國人比以前更加自信，不管外面怎麼封鎖，我們都
還有得發展。」
談到未來，李志還想到美國推廣中華文化，「未來
我還想到美國去，讓更多華僑、甚至外籍人士知道中
國的東西，感受中華文化。」

準備一盤墨汁，一盤金墨汁，幾隻狼羊毫毛
筆，幾疊大紅色的宣紙，85歲的陳鑫發今年在北
角新光戲院對出租了大半個月的舖子，從1月11
日起，每日上午11時開門寫字，每日寫到下午6
時。11日，陳太太將丈夫提前寫好的揮春、對聯
以及「福」字整齊地掛在舖子的牆上，開門時間
未到，這間熱熱鬧鬧、紅紅火火、極富有「年
味」的小舖就已經吸引了不少路過市民的目光。

「貼揮春是傳統，毛筆字更是傳統」
「陳老師，身體健康啊！」一位女士笑盈盈地和
陳鑫發打招呼，像是十分熟稔的老朋友，「我年年
都找陳老師寫幾副揮春，以前在灣仔、銅鑼灣、
深水埗，這兩年到了北角。」這位何小姐還與香
港文匯報分享起她買手寫揮春的緣由。吸引她的
除了「這字寫得有精氣神」，還有她對傳統文化的
熱愛，「過年貼揮春是傳統，毛筆字更是傳統。」
像何小姐一樣習慣每年見陳老師一面的老顧
客，還有站在一旁看書寫的路人。陳鑫發坐在簡
易的摺疊椅上，面朝街道，與每一位客人都要聊

上幾句，道上幾聲祝福。若是碰上要訂製對聯文
字的客人，他便停筆思考，不一會兒就能對個對
子，寫副對聯了。盧太太就為剛投身社會工作的
女兒訂製一副對聯，「我會貼在家中，給女兒一
些鼓勵。」
若是客人在思考要寫什麼，他也不催促，剛好

與記者談上幾句，這些年大家來找他寫字，帶有
「健康」和「財富」的字都受歡迎，「每一幅
字，我心中都要想着，再用墨汁寫出來，手寫揮
春，加了執筆人的祝福，與打印出來的意義肯定
是不一樣的。」
一些客人問起，寫字用金色或黑色墨汁有什麼

區別，陳鑫發一定回答：「看個人喜好，但黑色
墨汁寫的揮春更傳統。」客人陳太太連聲說道：
「那一定要傳統的。」這又是一位熱愛傳統的客
人，當從記者處得知「春節」去年成功列入聯合
國非遺，她笑着拍手，「太好了，作為中國人，
我們感到驕傲又自豪。」
陳老師聽罷，特意掏出手機展示他有一位在美

國工作的學生，獲得書法獎項的照片，他一直想

要傳承、提升毛筆字書法的想法，正在一步步實
現，「愈來愈多人找我手寫揮春、學書法，大家
對傳統文化愈來愈自信。」
農曆新年前給人寫揮春這件事，陳鑫發堅持了

30年，每每到除夕才會停筆休息，與家人一起過
新年。他落筆寫下一張張別人的願望，也覺得要
寫一張「天下太平」作為自己今年的願望。於個人
而言，他又說做人要開心，還透過香港文匯報祝
願市民「厚福康壽祿綿長如意吉祥健亦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離開這個新年前的限定小舖時，

這裏依舊門庭若市，每一張寫好的揮春都要掛起來
晾上一會，待墨汁乾透了，市民再將揮春捲起來帶
回家，將這紅紅的宣紙握在手中，確實更能感受到
「新年近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北角熱點小舖 30載筆力傳「年味」

寫出游絲顯靈氣
弘揚文化拒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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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化的當今社會，機械大量生產的揮春已
成為主流，但在過去二十多年，郭騰龍始終

堅持在樓梯街擺檔手寫揮春：一張方長桌上不單
放置文房四寶，還有《周易》、四書等中華傳統
經典，頭戴牛仔帽、身穿黑色皮衣的郭騰龍端坐
或是寫揮春，或是向路過的兒童、成人和外籍人
士講解字裏行間的文化底蘊，或是為客解籤，帽
下炯炯有神的雙眼與清晰口條很難看出已是87歲
的老人。

14歲開始練字 哲思貫注紅紙
14歲開始習練書法的郭騰龍年輕時經營玻璃工
廠，走南闖北跑業務之餘，仍堅持練字。退休
後，擺街檔推廣書法，時常鼓勵小朋友與客人勇
敢落筆，「寫字都要有第一次，若想寫得好，要
靠後天不斷練習。」
在他眼中，手寫揮春賦予揮春靈魂，字裏行間
注入生命力，「寫的時候，你的目標是那張紙，
而不需要面對人，這令到你的精神和思維，都全
身貫注在那張紙上。」
近兩年，郭騰龍更在國學知識中融入自身的人
生經歷，開始為人看相解籤，「如果你不懂得歷
史典故其中的來龍去脈，是解不了的。」
他強調，新春睇流年、解籤不能依賴神明，要
結合人的智慧、經歷以及多年來積累的判斷能
力，分享對事物的看法，方可為有求者指點迷
津，「書法是文化，解籤是傳統，二者雖是兩件
事，但寫書法時也可融入不少人生哲思。」
他手拿灑金紅紙，向記者解釋「招財進寶」組
合字中的奧秘，並不時向圍觀的人群提問，「這
裏面藏着一位女子，你們看看找不找到？」隨後
又悉心解釋道，「左邊的『辶』部首就好似一名
跪着祈求的女士。」「如果希望招財進寶，就要
心懷虔誠地不斷祈禱」，郭騰龍笑言：「很希望
透過這些創新吸引到小朋友的注意，讓他們有興
趣學習書法。」
可惜，喜愛書法的本地知音人愈來愈少，「現

在很多學生都不願意了解中華文化，是懷舊才需
要，或者想要新鮮些，才會搬出中國文化。」反
觀，近來學習書法的顧客以外國人為主，他們更
尊重中華文化。他取出了手機，和記者分享以往
指導外國人寫書法的相片。

冀揮春檔發牌 避免「買少見少」
對書法的漠視亦反映在政府攤販政策上，「樓
梯街附近售賣古玩以及書法作品的攤販多屬無牌
經營，文化不文化是很主觀的判斷，在法律層
面，你就是小販。」他一直期望特區政府為街邊
擺賣的揮春解籤檔發牌，「現在情況好一點，食
環署說過，如果沒有人投訴你的話，我們不會趕
你走的。其實如果真的可以給我一個合適的位
置，我就阿彌陀佛了。」
言談之間，記者了解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邀請郭騰龍於新春時一同切磋書法，惜郭
老屬無牌小販性質，局方只能嘗試與文武廟或大
館聯絡提供相關位置，以免被好事者指指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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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環 樓 梯 街

樓梯街由皇后大道中起，
沿山勢而上，是一條以樓梯
為主的街道，除了荷李活道
以南，文武廟旁邊一小段可
供車輛駛進四方街外，其餘
各段皆為石級，全長 350
米。不少電影、電視劇集曾
在此取景。每逢歲晚，街頭
巷尾都會湧現即席揮毫的字
畫檔攤，一筆一墨為客人寫
揮春送祝福，成為香港春節
最美的風景線。

▲▼樓梯街歲晚限定的紅風

景。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李志表示，手寫揮春才帶有人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李志與市民以字會友，互相切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紅彤彤的揮春成為新春期間最美風景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郭騰龍（左）在樓梯街擺檔手寫揮春，他表示近來學習書法的顧客以外國人為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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