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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樣化
澳門、台灣以及韓國的商家，紛紛參展。

杏仁餅、鳳凰卷、鳳梨酥以至韓國的電子產
品，在工展會現場可謂應有盡有。內地企業
也沒有缺席，經典的中藥舖，當中許多都來
自羅湖以北。加上推銷員的奮力解說，恰似
深水㝸的熱鬧街市，小市民也有歡樂的天
堂。
今次工展會似乎沾上經濟不景氣的風，以

「美食嘉年華」為例，雖然人頭攢動，然而
看客居多，效益較去年相比，究竟能有多大
程度的提升，是一個疑問。雖然政府派發六
千元，但是市民在通脹壓力下，消費反趨謹
慎。以往商家薄利多銷的營銷策略，是建基
於本地居民消費力旺盛的基礎上，然今非昔
比，樓價高企，生活成本昂貴，雖然工展會
主打本地品牌，但形式背後有多少本地特色
商品？以食品為例，若本地能夠形成特色性
的產業，則在本地化的背景必然帶來價格的
優勢，惠及市民與商家。

微型藝術：記錄舊香港
微型藝術展是工展會中少有的人文象徵，

不僅僅是逼真，更在於其將平日不起眼的點
滴記刻於微小的器具中。縮小的，不僅僅是
實物，當歷史的縱向不斷延伸時，有型的微
縮，反而能夠將記憶以外的香港拉回現實。
一位觀看展覽的內地遊客表示，正是從微縮
展覽中看到了電視劇中常出現的香港背景，
加之正體字的運用一直未有中斷，老舊街區
的微縮版，反而讓人回憶起上世紀二三十年
代的大上海。
今次的微型藝術展覽，主題是「香江歲

月」。共分為「衣」、「食」、「住」、
「行」、「生活」、「製作過程」、「1967銀禧
工展會」七大板塊。「衣」的範疇，有上世
紀七十年代風行的旗袍店，將形體模特與裁
剪工具用色彩形式加以雕琢。今日除了正式
或者懷舊的場合，已經難以再見到旗袍。若
感性來說，微縮旗袍，反而特別放大了那段
「華洋合一」的歷史。

各種形式的唐樓模型，則是現實生活的一
種隱喻。從模型中看，彼時的唐樓似乎沒有

今日香港社會經常議論的「㜜房」、「籠
屋」，唐樓的露台布置也非常顯眼。根據資
料，上世紀中葉的香港，還存在㠥大量的
「寮屋」，住進唐樓已然成為一種成就。歲月
可以留下印跡，但人的追求則不能夠停留。
另一個特別值得欣賞的，就是「1967銀禧工
展會」的模型。對香港而言，那是一個極為
激情的年代。銀禧工展會帶有很強的紀念性
質，模型透露出當年的歷史——當時的港英
政府首次參加展覽並設立展廳，建築恢弘大
氣；陳列中心則與貿易發展局合辦，壯盛而
隆重。

南下的內地客：真
工展會是本港信心的重要窗口，誰說香港

沒落了，不服就別來掃貨。漫步維園，普通
話處處可聞，既有情侶，也有一家數口的。
內地沒有聖誕假期，所以大致估計，在元旦
前後，來工展會的遊客數量將會大幅提高。
與本港居民注重生活日用的需求不同，內地
的豪客往往傾向於產品的外在——在價廉物
美之間，他們更加鍾情於物美。買回成批
「質量信得過」的商品，無論是自用或是手
信，都讓人放心。另一方面，「真」是香港
最大的優勢。真的背後是對人性價值的尊
重。工展會的舞台展現給內地同胞的，應當
是平民生活的本質。富豪的奢侈品與平民的
廉價物，更多的內地遊客與香港人一樣，往
往需要的也是廉價物。在一個只注重價廉、
但是物美卻難以得到保障的時代裡，工展會
中的奶粉、醬油甚至麵條，都成為搶購的對
象。記者訪問一些來港置辦年貨的深圳居民
時，他們均表示已不是第一次來工展會，有
人甚至是以「朝進港、晚離港」的方式天天
來掃貨，為自己能有機會買到優質商品而興
奮。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內地光顧

工展會的主要以散客為主。記者在採訪過程
中，並未見到以旅遊團形式前來工展會參觀
的內地遊客群體。內地散客多以個人遊方式
來港的深圳或廣東居民為主。事實上，工展
會作為香港貿易交換的一個活動，需要旅遊
業的附帶支撐。「團進團出」的形式參觀工
展會，能夠讓內地居民更了解香港樸實、日

常的一面，若能在工展會目前的運作模式上
擴闊旅遊業，對推廣香港品牌大有裨益。
綜觀參展商，大多仍以港幣結算，日後工

展會有沒有可能完全開放人民幣與港幣雙軌
結算則值得觀察。在本港聯繫匯率制度下，
人民幣需求不斷升高，變相為掃貨團大開方
便之門，若成為趨勢，則可能令展品價格上
升，從而影響本港居民的消費需求。

未來的工展會去向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工展會中的「工」

已經慢慢轉化為日用消費品、小商品甚至
飲食服務業。「工業」一語的真諦似乎已
經慢慢遠離工展會本身。這究竟是一種進
步抑或是傳承的斷層，目前還無從判斷。
但在高通脹的背景下，平價食品、調味
料、工藝品倍受市民歡迎，說明香港在宏
觀經濟的景氣與微觀經濟的危機之間，並
沒有明顯的分別。當精英們執㠥於資本的
「狂轟亂炸」，以距離大眾遙遠的魔幻數據
來驗證萬世榮景、民樂安康時，小市民對
每一件平價物的錙銖計較，其實隱藏㠥難
以名狀的反諷與搖頭。
工展會逐漸「街市化」，是市場逐漸民生

化的趨勢的顯現。若完全以當前的工展會展
品而言，「工」字確實有些文不對題。但作
為一種香港精神的傳承，保留下這個名稱卻
又是聯結香港歷史的一種責任與態度。以織
衣為例，這是香港往昔相當成功的一個產
業。如今風光不再，令人慨歎。當今的香港
為數字化的資本市場所佔據，缺乏實體經濟
支撐，而這偏偏是「亞洲四小龍」其餘成員
無需憂慮的景況。
歷史的進程，必然是從粗略走向細緻。配

合產業鏈分段的格局，有了電子產品展、書
展等行業產品展覽，工展會似乎有一種「衰
退」的趨勢。當年在愛國運動背景下興起的
工展會，今後的走向值得人關注：如何面對
民生性質的實體經濟需求？如何在細化生活
需求的局面中保持引領的地位？這些問題的
答案其實並不複雜——若市民並非以搶購生
活必需品、而是以飯後休閒的心情去參觀工
展會，則它真正的價值內涵也就得到了彰
顯，這才是市民真正需要的工展會。

駐港部隊一直給外界一種神秘的感覺。而在每
年舉行的軍營開放活動中，為拉近本港市民與駐
軍方面的情感，軍樂團的表演幾乎是不可缺少的
一個重要環節。以往的禮賓任務——升旗、移防、
檢閱等，軍樂團往往是站立原地、靜態中發出激
昂旋律。後來，隨㠥交流的日益增多，軍樂團的
表演形式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開始運用隊列、配
合儀仗隊的操槍表演，來凸顯國魂與軍威。

兼職演奏，時有換代
據接受訪問的中音號演奏員介紹，駐港部隊軍

樂團的成員，來自海、陸、空三軍，平時均有訓
練與戰備任務，音樂練習幾乎是在休息時間進
行。雖然並非專業出身，但是卻不能夠用「業餘」
一詞來形容。士兵們從使命意識的角度出發，幾
乎是全心投入到樂隊的訓練工作中。很多人起初
不了解音樂，但軍樂團方面都以嚴格的要求、最
高的標準來教授隊員學習五線譜，識通音律。有
了嚴格而刻苦的訓練作為保障，軍樂團的演奏水
平並沒有隨士兵的退伍或人員的更新而退步。相

反，隨㠥與市民接觸機會的日益增多，演奏的技
巧與方式在不斷改善和更新。

與警察樂隊合作無間
香港警察樂隊是世界一流的專業性管樂隊。與

香港警察樂隊的合作，是駐港部隊軍樂團非常成
功和愉快的工作經歷。駐軍演奏員提到，香港的
警察樂隊，演奏風格上較為注重不同樂器的音色
展示，而駐港部隊軍樂團的演奏訓練，多是以完
成禮賓任務為考慮，因而較為強調整體的演奏配
合與混合音效。另一個不同點在於，香港警察樂
隊基於歷史的傳承，會搭配銀樂隊，在打擊樂的
運用上，也與內地樂隊有很大差別。因此，以著
名的《高地教堂》與《友誼萬歲》為例，駐港部
隊軍樂團會進行一定的調整，以適應警察樂隊的
演奏技巧。事實上，風笛的運用，讓兩個樂隊之
間的演奏有了很好的交互影響。隨㠥合作的深
入，警察樂隊的演奏也有了一定的開拓，曲目範
圍也不斷擴大。以每年七月一日的特區成立紀念
日為例，警察樂隊的演奏曲目，除了為慶祝回歸

而作的《回歸頌》以外，幾乎篤定會涵括《我們
走在大路上》等內地經典管樂曲。而在重要的禮
賓場合，《歌唱祖國》等曲目的亮相，也成為司
儀環節的重要內容。
在今年回歸紀念日的音樂會上，駐港部隊軍樂

團、香港合唱團、香港警察樂隊三方通力合作，
為演出的成功奠定了基石。從當晚的演出曲目來
看，幾乎囊括了香港歷史與近代中國史的每個重
要時刻。既有濃郁的蘇格蘭風味，也有傳統中國
古典的擊鼓表演。若是從爵士樂的視角來看，幾
乎已經難以分辨警察樂隊和駐港部隊軍樂團的風
格差異。
如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每逢重大節假

日，亦能夠看到駐軍軍樂團與警察樂隊一齊為市
民奉獻音樂的場景。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名字，
但依舊要向他們說一聲「謝謝」。

■ 文：徐　全

中國古琴名家將於2012年1月1日晚上在上海東方藝術中
心，以一場高水平的古琴音樂會來慶祝元旦。而當天下午，
由京津滬港古琴名家的學生參與的「2012全國優秀青少年古
琴邀請音樂會」也將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演。
此番由上海七弦古琴文化基金會主辦、北京銀行資助的

「2012古琴大師新年音樂會」，由古琴藝術家李祥霆擔綱主
演。這位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師從已故古琴大師查阜西，是
當今中國碩果僅存的古琴藝術領軍人物，被文化部認定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古琴藝術）代表性傳承人」。另一
位登台的名家是美國康州威士連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唐健
垣，他是古琴大師吳景略的弟子，為「虞山派」的海外傳
人。專程從北京趕來躬逢其盛的還有古琴演奏家楊青、趙家
珍等。上海七弦古琴基金會理事長楊致儉也將登台獻藝，同
李祥霆琴簫和鳴。
據主辦方介紹，自從古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

產之後，古琴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日益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
主動走近古琴藝術的青年人愈來愈多。此次古琴名家的學生
在上海集體獻藝，就是為了檢閱近年古琴傳承工作的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亞權 上海報道

京津滬港古琴名家
學生上海獻藝

軍樂與警號的交響
—記駐港部隊軍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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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會已經成為香港消費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其誕生之日起的愛國主題，逐漸走向尋常百姓的生活細

節。回溯工展會的源頭，今日的一切早已大相徑庭。市民對三餐生活的看重，既是工展會必須面對與回應的問

題，也是發掘自身優勢的一個契機。塑造香港形象、打造香江品牌，或許會是工展會未來的一條出路。

■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微縮版的1967年工展會景況。

■工展會人頭攢動。

■微縮版的串燒食品，十分逼真。

■工展會上銷售的鞋深受市民青睞。

■微縮版的香港舊街區。

■軍樂團的隊
列藝術表演。

■參加工展會的台灣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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