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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恩威為
香
港
文
化
把
脈

他有許多個身份——編劇、導演、「進念．二十面體」聯合

藝術總監，也從事建築設計、藝術教育和文化政策評論，他是

香港藝術家胡恩威。早年，他在香港及倫敦修讀建築，學成歸

來後，多年活躍於劇場空間，創作的舞台劇涵蓋文學、歷史、

時政、建築、宗教等等。《路易簡的時代和生活》、《萬曆十

五年》、《華嚴經》、以及崑劇《臨川四夢湯顯祖》，都出自他

手。而在文字領域，他同樣多產，《香港風格》系列，讓我們

感受到他的批判力，《香港的敵人是香港自己》則讓我們在他

個人見解的引導下，對社會時事有了新的解讀方向。舞台空間

以外的他，是優秀的評論人，一針見血指出香港「犬儒、反

智、短視、投機、享樂至上」等負面問題。今次，便讓我們走

近慣以拋磚引玉的形式為香港文化把脈的他，理解生活中的

他，是如何看待文化這件與生命密不可分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胡
恩威喜歡看美劇，但在日常生活中，對
影視作品卻不挑剔。他說：「不可以偏
食」，甚麼類型都要看，而香港普羅大

眾恰恰最喜歡零食，很難均勻地接收各種類型的
資訊。「如今的戲院已經少了許多，不像小時候
那樣，在熒幕上看科幻片會感到興奮，反而會透
過DVD等其他渠道欣賞電影。」UA、百老匯等
大型連鎖式戲院的密集網絡，日漸吞併了會上映
老電影、獨立電影的舊式戲院的發展空間。而主
打商業片的連鎖院線，所提供的，則主要是量販
式的主流商業片。放映類型與片目取向的「不均
勻」，也導致消費者的口味失衡。「但在美國不
是這樣。」胡恩威指出，「做商業片的人，也不
會排斥藝術電影，各種類型都很均衡。」這種社
會現象可以直接反映出流行文化的差異。

與家庭結構、社會包容度更為寬廣而關照現實
的情況形成對照，香港這個往往被冠以「現實」
的社會，在創作層面卻恰恰頗為脫離現實。胡恩
威認為，創作人和投資人普遍不具備更高遠的視
野，因而人們對「娛樂」的定義便很窄，其負面
影響是直接拉低整個社會的文化水準。他毫不諱
言：「香港人愈來愈蠢，愈來愈短視。」所以，
文學這樣的領域更顯得曲高和寡。「有人在創
作，大眾卻不了解。」譬如，愈來愈少人讀詩、
談文學。某程度而言，也許這個社會對「理想」
的態度有所保留，也許這個社會早已不需要詩
人。但理想主義者勢必會為這樣的現狀而憂思，
正如胡恩威一樣。

High Culture的缺失
寫書的人，讀 怎樣的書？「近幾年已經很少

讀翻譯書，主要都在讀英文書，最近很喜歡讀西
方的傳記。」胡恩威認為英語世界中有系統地為
人寫傳記的作者大都具有很高的素質，這在中文
書寫者中比較罕見。「像一些資深記者，有歷史
訓練的作者，他們會付出大量的時間去研究收
集，而不只是做主觀評論。」所以閱讀這些作
品，對本身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而言，能夠吸收更
好的歷史觀。

迄今為止，他出版了多本文集，而生活中偏愛
讀的，卻是有份量的「非專欄式作品」，像是余
華的經典作品《兄弟》、《活 》。與所有成長於
八十年代的文化人一樣，他所接受的文學教育也
是由朱自清、胡適、徐志摩等名家開始，而如今
的香港人，卻很少能靜下心去閱讀這些作品。他
認為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缺陷導致閱讀市場浮
躁，國外的文學種類分得很細，整個閱讀體系也
更成熟，但香港則很「極端化」，「文字文盲」
的現象應時而生。「中小學教育愈來愈不重視古
典名篇，學生不認識徐志摩都不足稱奇。」

為文化把脈，便要結合歷史與現實進行檢視。
胡氏指出，過去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動盪，對文
化的最大傷害便是High Culture始終無法真正建
立，這不單只是香港的問題。「整個中國的上層
階級，士大夫、文人的修養都不足夠。在西方文
化進駐後，更會出現高低不分的情況。」他最近
很關注內地爆紅的韓寒方舟子之戰，因而也有感
而發於知識分子在「擁有知識」的表象下，欠缺
底蘊。「就像韓寒，他有洞察力，但他的氣魄夠
嗎？」而整個文化環境恰恰呈現出極端的病態局
面——個人可以造成極大的聲勢，卻欠缺相互影

響的能力，所以便缺乏健康生態。「這場將學術
和創作混為一談的論戰背後，也可以看出內地存
在許多問題，中國的學術圈，更像是江湖。」那
麼，香港本地呢？他笑言，港人對這些涉及文化
創作的問題，更加不關心。

胡恩威相信，一個國家的文學、文化態勢，能
夠反映其背後的思想，但眼下整個文字行業、整
個民族的思想都只是盲目追逐流行——流行甚
麼，大家就去關注甚麼，因而也才更希望文化從
業者在政府決策、建立智庫等一系列問題中提出
自己的看法，以自己嚴謹的主張去為輿論環境做
出一點貢獻。

香港恐懼文化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相比起公眾都具有

對文化的辨識力的台灣，缺少的正是對文化傳承
的遠見。「所以沙漠難以變成叢林。」按照胡氏
的見解，即使六十年代有過短暫的哲學復興階
段，香港的問題仍是儘管有足夠的自由，卻欠缺
沉澱及昇華，文化教育也難以真正實現對人的培
養。走遍許多國家的他，切身感受到：「譬如德
國，普通人都對哲學有所認識，文化的普及是平
民化的，文學、音樂這些都是人們觸手可及的事
物。又像是日本，重視藝術，而這些在香港，都
很不足。」

所以他最新的著作《香港文化深層結構》，更
像是對孫隆基教授《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出
的一種港式觀照。「懂得分析問題出在哪裡，才
能提升與改進。」文化是意識的問題，也是社會
風氣的問題，因而文化人承擔的責任才更難實
踐。香港是做任何事都追求表面效果的城市，所
以落實在生活內部的文化修養不被重視。

而對他一貫持敏銳批判態度的傳媒業，他自然
更有話要說。「記者也是作者，但新聞生態的不
健康，導致記者的地位在香港很低，甚至很多人
轉行。所以人們一想到香港記者，腦海中浮現出
的第一印象便是娛記。好像傳媒是個沒有深度的
職業。」但實際上，大眾傳播的單一化，並不能
歸咎於從業者，更是整個環境的弊端所導致的。

「外國知名的媒體，可能要用三日寫一篇深度報
道，但在香港，卻要即時出。」而且版位又小，
許多值得長篇書寫的題材，在報紙雜誌上，只能
佔用小小的版位。一切都太急、太缺少層次，其
實整個香港，從來都在這樣的困局中打轉——城
市規劃、民間保育等所有需要沉澱的領域，只會

「見新見快」，而不見緩慢的、扎實的醞釀與積
累。

因而他選擇寫作，選擇將自己想表達的想法，
用相對「慢」而「精」的方式，進行表述。只是
希望為文化，做些該做的事，盡所能盡的力。

或許因為有批判力，他才敢於直接指出香港
的問題，又或許因為思考得深入，所以他才能
說出別人從未說過的話：「其實香港在潛意識
中是恐懼文化的。」看似有許多聲音、百花齊
放的香港，實際上有許多既得利益者，恐懼文
化的強大作用力和尖銳洞察力。人們恐懼文
化，是因為不願被文化這面鏡子映照出自己的
膚淺。

但即使如此，文化人仍舊要身體力行，持續不
斷地努力激發公眾思考，惟有如此，才不愧對

「文化」行業的發展訴求。

胡恩威金句
城市規劃

我們的城市規劃，往往太強調經濟效益，很少從感性的角度出發。城市

的形象會影響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記憶會影響我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我

們要求甚麼生活，住在這座城市裡的人怎麼去發展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

都是很重要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如果我們事事以經濟效益為先決條

件，整個城市規劃就會很容易失衡，就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香港的危機
目前香港面對的危機，不單止是經濟上的，也是整個社會的對立狀態衍

生出來的問題。中庸之道正好是當權者應該思考的，重建香港的多元社會

發展生態，才能令香港人的生活有長久的安居樂業。

關於創意
很多人尤其是香港人，都誤會了創意只是一種偶然、不受控制、沒有定

義的物體，但真正的創意是建基於知識上。

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目前的困局，主要是人才的問題。首先是投資人才，之後是經

營人才，再之後是製作人才， 再再之後是創作人才、前線的表演人才。

電視正是培養以上人才的地方。 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之興旺，是七十年

代的電視培養了各類的人才。九十年代，無 的經營模式開始走向流水作

業，追求節省成本，亞視的小本經營，威脅不了無 。無 在沒有壓力之

下開始墮落，重視的是成本，沒有理想，口味單一的走向低俗（這些年只

有香港小姐選美和一些肥皂劇是主菜），不重視人才（韋家輝之後是

誰？），八十年代的多元節目策略被完全消滅（八零年代紀錄片《生命之

源》是在黃金時段播放的）。

關於流行文化
所以，香港流行文化的墮落是事實，墮落之後就是衰落了。香港不可能

成為紐約，因為香港人不思進取，不求在智慧上的長進，追求的只是數目

字上的財富，不是精神上的財富。流行文化影響我們的價值系統，我們的

精神健康，香港人的不快樂，是來自流行文化的感染。無 那些電視劇，

主題永遠都是復仇，香港的電影，總是狂亂失常。香港的流行文化，不應

該被歌頌，應該被分析和批評。我不贊成設立一個歌頌香港流行文化的博

物館，那是一種隱善揚惡的惡行。

公共吹水分子
西方也有不少公共吹水分子，但正統的認真的從事實質學術研究的學

者，仍然是一種力量，一種真正基於研究和分析的學問，而不是小聰明式

的大吹水。兩岸三地之中，這種情況以香港最嚴重，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吹

水獨大，愈吹愈大，愈吹愈勁。

傳統的消逝
我們這些七八十年代在香港長大的人，看 這個所謂的國際城市如何把

自己的傳統消滅，連早上醒來吃的傳統早餐也保不住，豈止是傷感，更有

莫大的悲憤。

歷史被簡化
在暴發和賭博主導的世界裡，歷史是多餘的，所以香港的舊區和傳統民

俗文化，在過去十多年被消滅得一乾二淨。香港的歷史被簡化為遊樂場、

片廠式的歷史，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片廠式設計就是最佳例證，沒有甚麼深

度。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政策，把香港的泡沫經濟Matrix打破，其實

是一大「德政」，香港人被迫回到現實世界，要腳踏實地做事做人，「知

識」取代「運氣」。但好景不常，這幾個月的股市樓巿，又把香港帶回到

一個炒的局面。香港雖然沒有賭場，但現在的股巿，已經和賭場沒有太大

的分別。

香港的「落後文化」
相比起西方先進國家和鄰近地區，香港既沒有專責處理藝術發展的文化

部，又沒有清晰的文化發展藍圖，在文化領域上，顯然大為落後，與「國

際大都會」的美譽不相稱。港府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先改革文藝政策，訂

出具體務實的文化發展目標及相應的措施，才作空泛的「口號式」文化宣

傳呢？

（以上內容節選自胡恩威最新著作《香港文化深層結構》）

■胡恩威最新著作《香港文化深

層結構》。

■他選擇寫作，選擇將自己想表

達的想法，用相對「慢」而「精」

的方式，進行表述。

■文化是胡恩威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