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帶來拍攝文化
香港的歷史不算很長，要尋覓類似於北京故宮博物

院那樣有數百年歷史的人文古跡，㠥實有些困難；香
港雖然依山傍海，但要打造出九寨溝的山水、蓬萊仙
境般的景致，也絕非易事。但這裡又是東西方文化交
匯之處，單以建築風格來看，舊立法會大樓與保良局
牌坊，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象徵。因此，市民似
乎能夠在短瞬的歷史比較中，去挖掘現實生活中的城
市地標——尖沙咀。
地標被大眾認可，需要信息分享與不斷傳播，因而

將自己對一個地方的感受書寫出來，與朋友分享，就
成為確認地理價值的一種方式。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
化中心導師、區議員郭錦鴻認為，近年來在本港流行
的拍攝熱，是新興的文化現象，這與「分享」意識的
崛起、「分享」途徑的增加，有很大關聯。他進一步

解釋道，「分享」意識
刺激香港市民對呈現真
相的追求，變得「記者
化」，而拍照則成為語言
以外對環境進行說明的一
種方式。平時活躍在尖沙
咀的攝影者，就是這種文化
現象的表徵。

本土與多元並存
禁攝風波為本港帶來一種聲

音，很多人認為尖沙咀廣東道已
經是「內地遊客的步行街」。持此
種觀點的人，表面上堅守香港的本
土價值，但實際上是對多元社會意識
的曲解和否定。

用鏡頭為情侶的甜蜜愛情留下見證、為
畢業生的新生活開一個好頭——這些都是人
們在尖沙咀留下的文化印跡。這裡一直都是香
港本土文化意象較為集中的地區，廣東道盡頭有
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等融合本土文化與精神的
場所，花車巡遊等活動更是尖沙咀的靚麗風景。緊鄰
文化中心的是天星碼頭，不僅是市民過海上班的運輸
工具，更是推廣香港旅遊的強力後援。小輪航行時，
遊客拿㠥相機、在鏡頭前擺姿，都是對香港的記錄。
可見，市民從未在尖沙咀或廣東道一帶缺席。
內地遊客集中於尖沙咀消費是事實，但若沒有這樣

的消費型經濟支持，承受消極後果的最終還是本港市
民。郭錦鴻表示，應該以平常心看待內地遊客購買國
際品牌的現象，這無關族群問題，而是消費模式的轉
變，是尖沙咀多元文化的體現，更是自由經濟文化的
表達。他認為本港市民有時也會到內地觀光，例如敦
煌、上海等，因此，從互位的角度來看待尖沙咀的內
地遊客，反而能夠體現本港多元與包容的價值觀。

「返大陸」背後的融合問題
抗議D＆G禁攝當日，示威人群中的一句口號後來

引起大眾關注——「返大陸」。這句口號是現場的人
群對㠥來港觀光的內地遊客說的，將對D＆G的不
滿，轉嫁到內地遊客身上。而部分不負責任的傳媒和
文化人士在議論事件時，也有意無意將內地遊客與事
件扯上關係，加深了部分市民的民粹心理。郭錦鴻
說，抗議本身是以捍衛市民在公共空間表達自由、反
對歧視為出發點，是香港核心價值的表態，所以包括
唐英年在內的諸多政要都公開表達對市民的支持。但

隨㠥抗議命題的複製與累疊，開始出現了少部分
非理性的情緒輻射，把問題與族群、文化

掛㢕，令事件開始變味。
針對整起禁攝風波，他給出

一個令人深思的結論：
「返大陸」，這種

口 號 在

製造族群分裂。這
場風波，讓大家看到了
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一種是他
們反對國際名店的做法，追求的是平
等與公共空間的表達權；另一種則是借抗議禁攝
遷怒內地同胞，以此宣洩其不滿。
郭錦鴻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前一種人，且毫無疑問

地反對後一種人。他認為事件最後引向內地遊客，實
則是兩地文化有巨大落差的體現。有一部分人並不了
解內地文化，從而以一刀切的方式，將內地的一切予
以否定；「返大陸」口號的背後，是他們對內地文化
形態的誤解。由於歷史因素使然，香港長期忽視文化
教育，零碎的知識傳授也只是就事論事，未能在中國
文化的大框架下進行歷史研習與文化探討。他覺得，
若以文化傳播功能的角度來看國民教育，以加強本港
學生對祖國歷史進程的了解、文化發展的認知，那麼
這是一項緊迫的工作，因為國民教育實則是一種文化
的回顧，它能夠讓香港新一代更全面地去審視內地文
化與內地同胞。
他更以自己的教學經歷為例，認為內地與香港的文

化差異，很多時候可以互補。例如，在學校裡，內地
學生與香港學生雖然有不同的學習方法，但取得優異
成績是大家共同的目標。因此，在一些專題研習的分
工中，兩地學生會親密無間地合作，發揮各自的優
勢。內地生會㠥重資料的尋找與整理；香港學生則更
多鑽研成果表述的方式與設計。兩地學生在文化差異
的局限下，能夠融洽地相處。可見，相互磨合是需要
信任與寬容的。

探討問題的本源
D＆G禁攝風波的本質究竟是甚麼？記者在訪問即

將結束時，提出這個議論已久的問題。郭錦鴻的觀點
是：D＆G禁攝風波其實是D＆G的經濟文化出現錯誤
的定位，正確的經濟文化應當以市場為導向，但是D
＆G卻給人族群導向的印象，雖然百般解釋，卻難以
令人信服，這其實是價值定義的錯誤。畢竟，「市場」
與「族群」，在一般情況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
概念，偶然產生了交集，往往會演變成「無妄之
災」。
處於風口浪尖中的D＆G，雖已對事件作出回應，

但顯然難以令抗議者滿意，事態的後續發展值得關
注。遊客依舊排隊購物，市民仍然影相留念，一切如
常。回首曾經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知識分
子」的公共性在於不盲從民粹的極端與大眾的激情。
不同觀點的交鋒、對公共空間的捍衛是無可厚非的
事，但在禁攝風波中，不斷迎合民粹的部分香港人當
自省：不應毫無道德約束地將原本無需為事件承擔責
任的內地同胞牽涉其中。這是文化精英和輿論領袖的
責任，也是媒體的職業操守，更是本
港核心價值觀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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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攝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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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名店D＆G的禁攝風波，不但全城嘩然，內地新華社等媒體也

有詳盡的報道，甚至引起歐美傳媒高度關注。事件早已不局限於討

論公共空間的使用問題，而是直接指向深層次的族群共融問題。群

情洶湧之下，理性、冷靜地看待此事，是沉澱事件的最好途徑。本

報專題嘗試從文化互動層面入手，並訪問香港城市大學導師郭錦鴻

先生，梳理風潮背後的人群心理映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畫印統合」
迎接新學期

新的學期來到啦，講起開學典禮，不僅僅有致辭、
講演等活動，如果我們要以一種別開生面的方式來為
新學期鳴鑼擊鼓，那麼香港城市大學在一月十一日舉
行的「墨痕─心印」中國書畫篆刻展，為投入新學期
生活的學子們滲入一絲古韻氣息。
此次展覽展出書法家廖亞輝、篆刻家廖富翔及畫家

張有鑄共四十多件作品。廖亞輝深研「二王」一脈帖
學，書法作品呈現出散逸雅致淡遠俊朗的風貌。廖富
翔之金石書畫，既具古樸清新之韻，又含現代生活氣
息。張有鑄是安徽合肥人，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國
畫藝術研究院創作部主任、《藝典》雜誌副主編、淮
南畫院專職畫家。

古風飄入本港大學
魏晉以來，詩書畫皆為文人所做，久而久之，自然

形同一體，這也構成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基本格調，即
以詩為骨，以書法為魂；蒙元以來，篆刻印章融入其
中，中國繪畫也成為了一種融合詩歌、書法和篆刻的
綜合藝術，缺一不可。
三位藝術家在開幕當天還向城大贈送了兩件作品，

包括由他們三人共同繪製的畫作《韋編三絕》，以及
廖富翔製作的藏書章。

「韋編三絕」乃三位藝術家合作之作，可稱之為中
國畫的典範。「韋編三絕」典出《史記．孔子世
家》，以此題材入畫，本身就具有詩意。孔子乃萬世
師表，畫中聖人是一垂垂老者，手捧竹簡；聖人的表
情以寫意為主，讓欣賞者想像聖人讀《易》時的認
真、恭敬等。孔子學識淵博，垂暮之年仍嗜書如命，
背後的松、竹亦是聖人品格的體現，觀此畫面，不由
想起老杜之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也
體現出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論。
黃賓虹曾強調：「一印雖微，可與尋丈摩崖，千重

器同其精妙。」中國傳統篆刻藝術不僅僅是一門技
藝，更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理想表達。「精誠所至，金
石為開」訴說的正是執㠥與理智、堅韌與高蹈之情
操。篆刻藝術的精神恰與畫面所表達的意涵不謀而
合，孔子乃儒家開山祖師，倡導積極入世，體現其對
理想的執㠥和高蹈的處世態度；而「韋編三絕」正是
對孔子堅韌勤奮的頌揚。
宗白華先生說：「中國書法是節奏化的自然，表

達對生命形象的深層構思，是反映生命的藝術。」
書法藝術是中國文人以至所有中國人抒情冶性的手
段，誇張點說，中國繪畫脫胎於書法。畫中落款由廖
亞輝所題，先生的行草線條流暢，淋漓盡致中透㠥堅
韌，揮灑自如中流露執㠥。如此，畫面中詩書篆刻的
精神內涵得到統一，以「和」這一哲學觀念傳達一種
協調完整的美。

落實「全人教育」的理念
據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館長景祥祜教授介紹，以文

化展覽及即興演示的方式作為開學禮送給學生，是規
劃已久的計劃，也是落實了「全人教育」的理念。為
了讓學生提升人文修養，圖書館發揮橋樑的作用，重
新佈置入口處的展示廳，使每個進入圖書館的讀者都

能領略文化的雅致。同時，欣賞藝術品的學生若有興
趣進一步探究，還可以透過圖書館的數位資源、圖
書、期刊等查詢相關資料。
景祥祜解釋道，博雅教育不是以學分來計算，也非

由成績來衡量，而是對社會的貢獻與國家的責任。以
此次書畫篆刻展為例，學生能夠在臨帖中尋覓到藝術
品背後的歷史、地理與人文價值，這些是在課堂中無
法習得的修為。以此次來港進行展演的作品為例，旨
在啟發學生對藝術和生活的「統合」意識——三位來
港的藝術家的合作品「韋編三絕」，便是國畫、題跋
和印章的完美結合。 文、攝：徐全

■郭錦鴻認為民粹心理是風波

疊加的後果。

■參展

的篆刻

作品之

一。

■國畫「韋編三絕」

背後的文化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