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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甫踏足青島市中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中山路天主教聖彌愛爾大教堂和青島火車
站，令人恍如置身於德國小鎮。中山路天
主教堂如今已是拍攝婚紗照的勝地，青島
火車站更是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德式建築火
車站，同時也是現今青島對外的交通命
脈。走進青島火車站，可以看見大量自動
售票機投入使用，與它的典雅外觀相映成
趣。海濱太平路近棧橋處，還有前身為德
人俱樂部的時尚西餐廳，常州路附近亦有
閒置未被修葺的建築物。如果細心觀察青
島對殖民時代建築的處理，青島歐陸建築
的當代命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模式，
使得它們在新世紀依然能夠展現出有趣獨
特的風采。

博物館化 舊建築的當代變身
首先是「博物館化」。「博物館化」似

是舊建築最順理成章的變化，作為一個對
外輸出本土歷史文化風貌的窗口，不但可
以通過純粹的保育來保留古蹟的時代氛
圍，亦可讓「舊瓶舊酒」盛載展覽空間。
前者如青島八大關的「花石樓」，便是全
面開放的重點保護建築。建於1930年的

「花石樓」乃是一幢以歌德式建築風格為
主、並融合古希臘、古羅馬建築藝術精髓
的小古堡，因內部採滑石鑲壁之法建設壁

爐而得「滑石樓」之名，又名「花石
樓」。「花石樓」現時的任務在於展示獨
特的古堡形態，並作為國民黨遷台前最後
據點的歷史見證者。

那邊廂前身為德國總督府的「迎賓
館」，從建築格局、休憩空間到生活細
節，都表現出殖民時代德人權貴對居留的
理解，包括德式官邸的跳舞大廳、聖母玻
璃畫、半透明溫室等。筆者到訪之日，

「迎賓館」同時展出「百年回眸─青島德
國總督樓舊址博物館老照片特展」、「紀
念青島建置120周年──青島老建築模型
展」和「百年老明信片實物展」，嘗試從
不同角度探視從「膠澳」到「青島」的蛻
變。從硬件到軟件呈現這個歐陸小城的前
世今生，儼如古董流聲機播老歌，頗堪玩
味。

以老帶新 半古蹟半翻新
青島第二種舊建築活化模式為「以老帶

新」。「迎賓館」附設的偌大酒窖現已改
裝為德式餐館。在前德國總督府官邸院落
內，亦增建了一家藝術精品酒店，猶如綠
色「氧吧」的百年園林將之環抱其中。異
曲同工的是，棧橋濱海步道盡頭的太平路
常州交界處，也有一座與前德國監獄緊密
相連的古堡酒店。古堡酒店由百年德式古

堡改建而成，為前德國監獄的一部分，前
身為德國監獄的員工宿舍，毗鄰是經修繕
開放的德國監獄博物館。古堡酒店主要由
三座別墅式小古堡組成，1、2號樓走平民
化路線，3號樓則採取20、30年代的歐陸風
格裝潢，散發出歐陸老房子的氣息，數年
前林嘉欣、劉燁主演的《戀之風景》便到
此取景。

青島這種「半新半舊」的活化模式，
背後隱伏㠥一種「以老帶新」的經營取
向──藉㠥「半古蹟半翻新」的保育，
古蹟的吸引力固然庇蔭了新修繕的餐廳
和酒店，遊客參觀舊建築順道用膳或留
宿，對古蹟舊物、當地風貌亦有更深切
的感受。

古為今用 浪漫童話不停演繹
青島第三種舊建築活化模式為「舊瓶新

酒」。所謂「舊瓶新酒」就是指青島根據
特定古蹟的特性或原有用途，轉換成性質
或宗旨相近的服務機構。除了文首提及的
青島德式火車站外，還有安徽路上前身為
膠澳德意志帝國郵局的青島郵電博物館，
目前亦肩負郵務工作。

著名「老城區」的沂水路前膠澳總督府
如今是青島市委辦公室，周邊的海軍營部
大樓舊址充當售票處，江蘇路的總督府官

員宅第是青島交通稽查支隊的所在。江蘇
路一帶最享負盛名的基督教堂，是青島遠
眺海濱的著名景點，綠塔紅瓦且可以報
時，由花崗石砌築而成。建於1908年的江
蘇路基督教堂，現在依然開放予信徒做崇
拜和舉行婚禮。根據當值牧師的說法，嫁
娶時節的基督教堂，每天至少進行6場容
納千名親友的結婚儀式，可說是青島最受
歡迎的婚禮場地。

除了「博物館化」、「以老帶新」和
「舊瓶新酒」外，也有例外的例子。如八
大關中著名的丹麥式建築「公主樓」，原
為1930年丹麥駐青島總領事供丹麥公主
到青島避暑的住處，故名「公主樓」。雖
然丹麥公主從來不曾到訪，「公主樓」
現今已搖身一變，成為青島八大關腎病

（療養）中心。當然，青島作為中國最具
特色的前殖民城市，示範㠥不同的「古
為今用」活化模式，這些遠遠超出香港
人的想像。上環西港城、灣仔藍屋和祗
月的處理，始終帶有說不出的彆扭，更
遑論寨城公園這齣鬧劇。青島的「古為
今用」卻帶有生活氣息，樸實無華又平
白如話，加上小城節奏的浪漫，青島一
直演繹㠥「西為中用」這個概念，但對
香港來說，這或許只是一種滲透童話、
過分夢幻的大浪漫主義情懷。

有一首歌，幾乎人盡皆知，新年、聖誕時分的紐約、倫敦、巴黎，皆
可聞此旋律，這就是Auld Lang Syne，中文稱為《友誼萬歲》。正值大學
畢業季，畢業禮的形式與內容，已隨㠥時空的轉換而有所變化，但以
往，《友誼萬歲》幾乎是畢業禮上必唱的歌曲。事實上，流行文化的興
起與商業氛圍的籠罩，將《友誼萬歲》這樣的歌曲漸漸邊緣化。這究竟
是進步的必然代價，抑或是人文的逆動？一種藝術形式的傳承裂斷，隱
藏於背後的價值缺失，很值得人們深思、反省。

歌詞版本眾多的《友誼萬歲》
《友誼萬歲》（在內地被稱為《友誼地久天長》），英文原名為Auld Lang

Syne，源自蘇格蘭，因作為電影《魂斷藍橋》插曲而出名。在學堂樂歌
興起的年代，力圖打破身份、階層的限制，因為抽象理念的歌曲能夠起
到凝聚情感的作用。故在昔日，每到畢業典禮的最後時刻，大家都會同
聲高歌。

Auld Lang Syne也曾擺脫古典、走向流行。汪明荃演唱的《友誼萬
歲》、劉德華演唱的《請你莫忘我》等，都是Auld Lang Syne的中文流行
版本。雖然歌詞、演唱形式有分別，但大多是表達對朋友離去的悵然。

Auld Lang Syne在韓國則有㠥另一種含義。1919年，日據朝鮮爆發要求
獨立的「三一」運動，隨後在中國上海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便
以Auld Lang Syne為旋律，重新填詞，作為擺脫日本統治的獨立運動的主
題歌，然而後果便是日本在朝鮮禁絕了這首在日語中被稱為《螢之光》
的經典旋律。

Auld Lang Syne凝結㠥不同人對自我歷史的記憶、舊日的情懷，甚至對
未來的暢想，這首歌的魅力在何處？正因為宏觀的國家史、細微的個人
經歷都可以用這首歌去道盡當中的酸甜苦辣，或許這便是其曾經紅遍全
球的原因。

曾經融會「救亡」與「啟蒙」
受近代「西學東漸」影響，中國知識階層既

要啟發民智，又要以救國為大任。那個時代的
《友誼萬歲》又被稱為「驪歌」，以中式古典的
辭藻，調和西洋的旋律，傳遞出國人在那個年
代的精神祈願。

「驪歌」源自古詩〈驪駒〉，這個題目彷彿穿
越時空回到三千年前那個民風質樸的年代，思
接千載的思緒正是根植於民族的詩化傳統。綜
覽全文，一字一句都有似曾相識之感，情感流
露更是無比親切，四字一句，「兮」在其中，
誦之涕淚滿裳，確有「風」、「騷」遺風。一般
而論，中西文化既殊，然該歌詞配上西洋曲調

《友誼萬歲》，可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蓋因
情感真摯、無分東西。這個版本中，中西文化
完美交融，時代主題煌煌可見，又不乏中華傳
統詩歌之美感，文道統一之無縫，在近代作品中實屬罕見，傳至今日，
堪稱經典之作。

版本差異不掩「友愛」主題
《友誼萬歲》陪伴華人走過一個多世紀，即使是最為動盪的年代，雋

美的旋律也不曾被掩埋。《友誼萬歲》，它的核心是對往昔的謹記，它的
情感是對未來的祈盼，它的旋律是跨越差異的握手。《友誼萬歲》的主
題永遠是大同式的「友愛」。

多年來，人們不曾去爭論《友誼萬歲》中文版本的歌詞孰優孰劣，因

為它太為人熟悉了，熟悉到每一個版本的歌詞幾乎都
是不可討論的聖壇。共同的旋律與主旨，不同版本的
演唱者或樂評家，均帶㠥欣賞而非批判的眼光去檢視
其歌詞。

由小及大，不同事物，詮釋的方式亦不盡相同。本
地化的背景固然是差異產生的原因，但理念與價值觀
的共通構成了彼此尊重、包容的對話體系。這或許是

《友誼萬歲》最大的心靈洗禮。

式微是「當下」擊敗「永㞫」的惡果
大多學校在畢業典禮上已不再演唱《友誼萬歲》，

因為唱《友誼萬歲》實在過於老套。很多人畢業時都
會拿㠥公仔拍照，再合唱一下流行歌曲，就差不多完
成儀式了。或許，香港被人稱為「文化沙漠」的原因
便是本港文化過分強調「大眾」、「快」、「流行」等
要素，導致嚴肅文化以及具有自身特質的生活要素無
法體現，藝術的表達流於膚淺，人們欠缺對歷史以及

文化建構的崇敬與深層次思考。更憂慮的是，人們雖然察覺自身文化淺
薄，卻不自強，對長遠文化欠缺規劃。

《友誼萬歲》是文化交匯的代表，難以想像，當如此經典的旋律、歌
詞成為老套、落伍的象徵時，可以留下多少為人熟悉、又能夠凈化心靈
的意象？文化復興的前提是熟悉文化，所以國民教育很重要。除了培養
身份認同感外，國民教育也力求提升本港新一代人的文化鑒賞能力，藉
此了解、接受中華文化，進而能夠站在更宏觀的角度去辨析不同的文明
與思潮。

經典不存，又何來文化？ 文：文匯報記者 徐全

應否再見，《友誼萬歲》

舊浪漫 新演繹

青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大浪漫主義之地，它不僅僅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道教發源地之一， 秦始皇更三次登臨現位於膠南市的琅琊台，並且派

人東渡扶桑、朝鮮以求長生不老之藥。1891年，原稱「膠澳」的青島開始設防建置，就現代城市發展觀念而言，2011年便是青島開埠120周年了。

從1897年至20世紀，青島先後經歷了德國和日本的殖民時代，據悉把「膠澳」易名為「青島」，也是當時德國殖民者的說法。至今青島最為人所知

的，自然是它的殖民遺產和過路文人的書香墨跡。說實在，青島的確是個寧靜安分的小城，大概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上海，前殖民地建築在相對沒

那麼計算的情況下，也得到較質樸和務實的對待。從香港文物保育的層面來說，青島對舊有殖民地建築的轉化和活用，不管是舊建築盛載舊內

容，還是舊建築投入新用法，同樣頗堪香港借鏡。 文、攝：梁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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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友誼萬歲》
是畢業必唱的歌曲。

■迎賓館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