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愛
玲
緣
起
香
港

緣
起
香
港
緣
落
香
港

緣
落
香
港

都大獲贈手稿信件等逾60箱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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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樊慧杰 ●版面設計：奇拿文 化 視 野A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由河南平頂山學院與上海浦東新區
文化藝術指導中心和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聯合主辦的「金蛇迎
春——第十屆中國歷代陶瓷雕塑生肖主題系列展」正在上海浦東
新區金海文化藝術中心舉辦，參展的200餘件（套）展品類型豐富

多樣，涵蓋領域廣泛，精
品眾多，彰顯了陶瓷藝術

的精湛技藝，傳遞中華民族對生肖文化的獨特情感與深刻認同。
今次展覽以金蛇迎春為主題，涵蓋唐至現代全國各大窯口代表

作品，甄選韓美林、劉遠長、曹春生等全國陶瓷雕塑名家的精品
力作、民間收藏的佳品、青年藝術家的前衛之作，以及平頂山學

院師生文創產品等共計200餘件（套）。這些作品涉及
陶瓷雕塑、文創設計、陶瓷繪畫、陶瓷裝置等多個領
域，包括陶瓷雕塑、賞盤、茶具、文玩、旅遊紀念品，
以及與木藝、布藝、金屬結合的多種類型。
本次展覽重突出中國蛇生肖的文化魅力和多重寓

意，展品中既有講述關於蛇的歷史文化故事的作品，又
有展現蛇年美好寓意和願景的主題創作，不僅彰顯了中
國陶瓷藝術的精湛技藝和獨特風采，更是傳遞了蛇生肖
所蘊含的靈動、智慧與生命力等美好祝願和文化認同，
充分體現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審美情趣與達觀態度。
自2016年「金猴迎春」啟幕以來，中國歷代陶瓷雕塑
生肖主題系列展已連續在上海舉辦十屆，是全國舉辦屆
數最長的陶瓷雕塑生肖主題展覽，累計展出作品2,300

餘件，吸引參觀人數近百萬，展現中國陶瓷生肖藝術的卓越水平
與獨特魅力。
10年來，中國歷代陶瓷雕塑生肖主題系列展已不僅是陶瓷藝術
界的盛會，更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現代表達做出的生動實
踐，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創意的交融，展現中國陶瓷生肖藝術的
獨特魅力，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平頂山學院黨
委書記華小鵬指出，相
信通過陶瓷雕塑生肖主
題系列展，不僅能使觀
眾領略陶瓷藝術的非凡
魅力，更能深刻感受中
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厚
底蘊和勃勃生機。希望
此次主題展覽能夠營造
歡樂祥和的節日氛圍，
讓更多的觀眾感受到中
國陶瓷藝術的博大精深
和獨特魅力。今次展覽
將直至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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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蛇迎春 上海展出歷代蛇生肖陶瓷雕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藝）長久以來，電影作為「第七
藝術」受到人們的關注，隨時代技術的進步，電影也從過
去的膠片拍攝進入到如今的數碼拍攝時代。拍攝電影的困難
似乎降低，但歲月對電影本身質感的影響從來不滅。如何讓
技術進步服務於電影文化藝術的長久呈現？早前，電影演
員、曾獲奧斯卡影后的蒂達史雲頓和香港導演唐書璇就電影
修復話題在M+展開了「電影修復何以重要？蒂達史雲頓與
唐書璇對談」活動。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香港便湧現了多位具有開創性的導
演以及風格一新的作品。1978年8月18日出版的電影雜誌
《大特寫》（《電影雙周刊》的前身）曾以《香港電影新浪
潮：向傳統挑戰的革命者》為題，來描述當時的電影業現
狀。這是行業內首次用「新浪潮」一詞來表示對香港的新類
型電影的期待。該雜誌的創辦人正是唐書璇。
作為香港首批女性導演之一，唐書璇在1968年拍攝了自己
的第一部電影《董夫人》，這部電影即是同年在舊金山電影
節首映的第一批獨立製作的電影之一，其影響力穿過時間和
地理的區隔，也和遠在英國的蒂達史雲頓發生了奇妙的連
接。
蒂達史雲頓提到，自己尚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在一家當地
的藝術影院意外觀看到了這部影片。《董夫人》的別具一格
讓蒂達史雲頓格外難忘，這也進而對她的未來產生了至關重
要的影響。她提到「在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知道了自己
這一生想要追求的事業。」
這部由唐書璇拍攝於1968年的電影《董夫人》，距今已有
五十多年的歷史，從時間意義上來說，它自是絕對的「老電
影」。然而在對談中，蒂達史雲頓提到，她認為其實不存在
什麼「老電影」，因為每一次電影的播映，都會生發出新的
能量。「電影關乎於熒幕和觀眾之間的能量。」蒂達史雲頓
說道。她進而還提到了自己特別的身世，「我和家人世代都
住在同一個地方」。在蒂達史雲頓的童年記憶中，家中的很

多物品都有悠久的歷史，但是每個物品在使用中又是「在當下的」，因此並
不存在「舊」的感覺。同樣，當電影和觀眾產生共鳴，那麼所有的東西也都
將具有了新的生命。

讓老片煥發新可能
四十年從影，蒂達史雲頓不斷創作出新的角色，她的角色面目常新，然而
這些電影卻不免受當時當下技術條件的限制，變得日益「面目模糊」。蒂達
史雲頓表示，「修復老電影並且向未來的世世代代繼續展現，這是一條漫長
而寬廣的道路。」
當過去的電影與新世代的朋友們見面，又會引發新的、不同層次的討論。
但蒂達史雲頓表示，自己喜歡電影觀眾對於作品本身進行持續不斷的討論。
她舉例道，對於電影《奧蘭多》的討論已經超過了二十年，「我認為這就是
藝術創作的美妙之處之一，而不是簡化的術語，人們會在其中找到新時代下
的藝術文本。」
老電影與新世代觀眾的見面依然離不開技術手段的加持。作為演員的蒂達
史雲頓曾憑藉不同風格的作品斬獲奧斯卡金像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演繹之
外她還將自己對電影的情感傾注在推廣老電影的修復和保存中。「電影修復
完成後，我們可以由此打開一個更加瑰麗的未來。」蒂達史雲頓說。
「我生長在德國的一個小城鎮，我永遠記得我人生的一個重要時刻是，當
我搬到巴黎，我發現突然間，所有類型的電影都會擁有觀眾。僅僅通過這些
不同的電影，我的人生便擁有了絕對開創性的體驗。我想，這也是我們現在進
行電影修復想要做到的事。」M+流動影像主策展人蘇筱琪進一步指出，當今
的媒體技術如此進步，不僅修復工作更容易進行，在電影的傳播上，亦進入了
新階段，電影可以在多種形式的熒屏上進行播放。因此，也需要思考如何為
這些不同的內容提供專門的環境，提供能夠實現各種創意的基礎設施。
「M+修復」項目在2023年 7月已啟動對九部香港新浪潮電影的修復工

作。其中3部作品，包括唐書璇的《董夫人》（1968）、翁維銓的《行規》
（1979），以及譚家明的《愛殺》（1981）將於今年內完成修復，並於各大

國際電影節作首映。這些誕生
於香港新浪潮時期的電影，有
自己獨特的風格特徵，並對後
來的香港電影有深刻的影
響，而對老電影的修復，則可
助力其影響力再度穿越時間，
和新世代的年輕人碰撞而產生
全新的奇妙可能。

捐贈儀式由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
朗、宋元琳，都大校董會主席黃

天祥及都大校長林群聲主禮。今次宋
以朗、宋元琳共向都大捐贈包括張愛
玲和宋淇夫婦的手稿等遺物共數千
件，現場率先展出部分藏品供嘉賓及
傳媒預覽，包括張愛玲的作品手稿、
與宋淇夫婦的書信及個人照片等，以
及宋淇與其他文壇泰斗，如錢鍾書的
書信交流。

逾60箱文物部分從未曝光
作為張愛玲至
交好友宋淇夫婦
之子，宋以朗從
父母手中接手處
理張愛玲遺產已
長達 20 多年。
他表示，因年事
已高，擔心如此
多的遺產手稿難
以妥善處理 ，
畢竟個人的專業
性不足。張愛玲
與宋淇夫婦有諸多書信往來，思考良久，他
決定將其和父母的手稿及遺物一同捐出。今

次的捐贈幾乎涵蓋張愛玲及宋淇夫婦的所有手稿及書信，有部分
從未曝光，校方表示接收的文物超過60箱。張愛玲與宋淇夫婦長
達40年的書信交往，單是信件字數已逾60萬字。談及此，宋以
朗為張愛玲和父母的友誼動容，坦言「十分羨慕」。
宋以朗於捐贈儀式上發言稱，他和胞姊宋元琳作為張愛玲和父
母的遺產管理人，最大的心願就是藉捐贈，讓他們三人
的手稿和遺物均得以妥善保存，作研究和推廣文學之用。
「香港鮮有如此有份量的文學珍藏，整合了張愛玲及家父
宋淇、家母宋鄺文美的作品手稿與文物。」他又表示，希
望通過都大推動現代文學作品的保育、傳承和研究，讓更
多人從不同角度認識三人的作品，並提升香港以至世界各
地人士對華語文學界的認識和興趣。
捐贈計劃召集人、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館長譚文力指，

都大圖書館將為這批
珍貴遺物開設特藏，
並計劃建設中國現代
文學展覽廳進行展
示。同時，圖書館還
會和都大人文社科院
合作，建立檔案文獻
資料庫和數碼典藏，
期望能讓世界各地學
者和公眾線上閱覽這
些文獻資料。
黃天祥代表大學衷

心感謝此次捐贈，指
這批遺產不但為香港學術界和文化產業增添了寶
貴資源，亦肯定了都大於現代文學作品的保育和
研究方面的努力。他說：「都大定必會好好愛
惜，用這些文化珍藏，透過研究、展覽、數碼人
文創新等活動，讓都大師生、市民、研究人員、
甚至遊客，都能近距離感受這些文化瑰寶的魅
力，提升都大在香港以至海內外地區推廣中國現
代文學和數碼人文創新方面的影響力。」

計劃分批展出最快八月
據都大副校長鄺志良介紹，大學將圍繞五大方

向進行張愛玲遺產的收藏工作，包括保存、展示、推廣傳承、研
究及合作，於圖書館設立「張愛玲特藏」和「宋淇、宋鄺文美特
藏」儲存文物，並利用專業知識及科技將文物數碼化。
鄺志良指，將於今年8月或9月以主題式分批展示張愛玲及宋
淇夫婦的遺產，並根據公眾興趣調整展覽內容。他強調，舉辦展
覽以安全保護為第一前提，而投資金額並非首要考慮。
因都大計劃將張愛玲及宋淇夫婦的文物進行數碼化保存及展示，

學者如需查閱電子版
資料，可透過申請程
序與校方合作。據校
方介紹，數碼化資料
並非完全開放，但會
在適當情況下提供研
究使用，以促進學術
交流及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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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達史雲頓與唐書璇在M+
對談現場。

圖片由 CHANE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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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張愛玲辭世30周年。這位出身上海、移居香港，最後長年居於美國的女作家，其代表

作《傾城之戀》《半生緣》等時至今日仍為人所津津樂道。香港都會大學（都大）昨（12）日獲贈

數千件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手稿遺物。通過遺物，人們對於張愛玲的了解可以更加豐富鮮活。

手稿、信件、照片，一筆筆由張愛玲親手書寫的文字，拼湊出了她生活的點滴碎片。這其中，有張

愛玲喜愛占卜用的「牙牌籤」，也有她託宋鄺文美幫忙在香港訂製旗袍的手繪設計圖，而張愛玲向

摯友安排遺產的信件，更是讓人動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香港中通社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都大計劃開展的系列公開講座：
公開講座（一）：上海報刊中的張愛玲

公開講座（二）：傳記中的張愛玲

公開講座（三）：書信中的張愛玲與宋淇

公開講座（四）：張愛玲、宋淇電影劇作與香港

公開講座（五）：宋淇的文化活動與香港

▲張愛玲《南北喜相逢》
劇本封面。

◀ 獲贈的物品包括張愛玲的
相片，除了較經典的個人照，
亦有她較為年長時的照片。

●都大獲贈張愛玲手稿信件等遺物。宋元琳（左
一）、宋以朗（左三）在現場觀看。

●張愛玲《異鄉記》手稿。 香港中通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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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圖案瓷盤。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