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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錦棠10多年前放棄香港的

生意，北上雲南當自由攝影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 攝

深圳聚集為
數眾多的涉港

家庭，不少港籍幼童會選擇留在深圳就
近入讀小學。深圳市各區小學一年級學
位日前陸續啟動網上申請，其中港澳學
童可攜帶相關證件，就近到明珠小學、
港人子弟學校、福田區保稅小學等部分
民辦學校申請學位。深圳各區教育信息
網均公布了詳細的申請指引。
深圳市相關政策規定，年滿6周歲且有

學習能力的港澳學童，可按照「屬地管
理，以區為主」的原則，到各區的民辦
學校申請學位。

各區網站公布學校名單
記者了解到，羅湖區有適合港澳籍學

童就讀的港人子弟學校和其他18間不同
層次類型的國有民辦學校，如百仕達小
學、明珠小學、銀湖學校等。福田區亦
為港澳學童大開便利之門，麗中小學、

保稅區小學、南開學校等民辦學校均接
受港澳籍的學位申請。其他轄區亦在網
站公布了港澳學童可就讀的學校名單。
據了解，港澳籍學童在申請學位時，

需要提供父（母）及子女港澳身份證和
回鄉證；父（母）在該學區的有效《房
產證》（或購房合同及銀行按揭發票）或
由現居住地街道辦事處房屋租賃管理所
提供的《深圳市房地產租賃合同書》及
《管理費發票》。部分轄區規定，若兒童

母親為內地或深圳戶籍，還需提供現居
住地街道計生部門出具的《計劃生育證
明》。

現接受申請4月中截止
據悉，寶安區、龍崗區、光明新區等

區的小一學位申請已於3月22日開通，南
山區、羅湖區申請時間為3月30日，鹽田
區亦在3月31日正式啟動，各區截止時間
至4月中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實習記者 田秋霞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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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6年的香港逆流北上至雲南，一次偶然際遇卻演

變成後半生對理想堅定執㠥的追求；從四十不惑的年齡邁步六十耳順的時光，

近20年間踐行實現的竟然是孩童時就深藏於內心的摯愛理想；同時亦由一

名每日忙於賺錢養家的旺角泰菜餐館老闆，蛻變為以關注內地多元

文化演變歷程的自由攝影師，鍾錦棠的人生選擇猶如有

洄游習性的大馬哈魚，為㠥心中堅定的所想便不

顧行程歷時之久與坎坷未知。萬水千山走過，

這片土地上的草木人情，被這個香港人用一

張張質樸的照片溫潤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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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溯至20年前。泰菜餐廳老闆鍾錦棠在旺角已開
有兩間店，每個月20萬的租金，養家餬口是最大的

成就。最忙的時候，老鍾一天兼三份工：做餐館工作、做
工程和拍照。為了生存，整日碌碌奔忙。當生活步入小康
時，一次到雲南昆明協助朋友開餐廳的經歷徹底改變了這
個香港中年人的後半生。「在此之前，有朋友約我到內地
遊玩，我沒去；老婆常常要我回深圳玩幾天，我也不感興
趣，還不如留在香港多做幾天生意多賺些錢。不曾想，一
來這裡就喜歡上，一年後朋友的餐廳轉手，我卻留下來
了」。

半生營營役役 中年重拾夢想
留在雲南，老鍾以位於昆明青年路上的一方斗室作為據

點，重拾童年作為一名攝影師的夢想，足跡遍及雲南的偏遠
山村，也延伸至祖國的大江南北。同時，他在雲南從事起攝
影教學工作，以自己的方式紀念一屆又一屆的師生情誼。
2006年，老鍾到雲南藝術學院任攝影系老師。現在已有學

生在當地媒體界嶄露頭角。不時與學生聚會，他最關心的就
是那些昔日在他課堂上學習攝影的毛頭小孩現在的成長境
況。目前老鍾正在創作一部名為《前言後語》的作品，歷時
4年，講述學生的成長歷程及這座城市的發展變化。
「為了拍攝好一個鏡頭，有時會坐㠥公車在一條線路上

往返很多次。」除了日常的教學工作，老鍾在閒暇時只要
遇到自己感興趣的題材就會欣然前往，樂此不疲地創作。
這樣的創作有時是去拍攝昆明一條巷子裡養了很多貓咪的
人，有時會是一個自由創作的歌手，有時奔波在周末的午
後，有時是在某個工作日的夜晚。

滇港文化差異 迸發靈感泉源
老鍾坦言，40歲以前在香港生活，此後來昆明開展人生

理想，滇港兩地不同的文化、價值觀等碰撞出他不可多得
的創作靈感泉源。
追尋為何願意擯棄此前在香港半生努力的身外之物，人

生方向發生陡轉的原因，老鍾坦言在雲南的行走中，其多
元豐富的人文景觀讓其熱愛不已。「我有12年在做餐廳，
14年做建築工程包工頭，做一名攝影師是我失落了20多年
的夢想。到雲南，又有更多的題材可以做，不如嘗試吧！」
一段填於老鍾工作台前的自白也清晰道出其中緣由。

「人的一生，勞勞役役，像是金錢與物質作祟而成為奴隸。
40過後，有一天忽然頓悟，方知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地
外有地。對過往的價值觀作出了巨大的扭變。頃刻，生命
的里程碑中，金錢與物質已算不得上重要。唯獨，在生命
的意義上寄懷廣博的閱歷行腳與忠誠的友誼交往。以期完
成一生中，熱衷於對理想的盼望及精神文化鍥而不捨的追
求。」

追尋人生意義 與妻雲南終老
老鍾坦言，若不是到雲南來發現了自己人生追尋的真正

意義所在，自己很可能在香港開更多的分店，然後終了後
半生。雲南之行讓這個前半生浸淫於物慾世界紛擾，內心
又充滿迷惑的香港中年人擯棄「原路」，真正行入關注內心
真正需求所在的「不惑」之道。
太太是台灣人，老鍾稱香港、台灣、內地兩岸三地的生

命之旅是奔波亦是眷顧。以後是重回故土香港，還是身處
雲南心安所向？老鍾的答案更為美妙，「我已和太太選了
雲南作為終老之地」。

港 在雲南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一個人忠於自己的內心摯愛到底能夠持
續多長時間？老鍾用自身的經歷告訴我
們，夠執㠥夠熱愛夠用心，這樣的長度可
以終其一生。
老鍾在初二時迷上攝影，高中畢業考取

美國密蘇里大學的攝影系，因父母覺得那
是敗家的專業，學習未能成行。後就讀於
台灣一所大學的新聞系，覺得多少還能和
摯愛的攝影沾上邊。畢業後茫茫生活路，
開餐廳、做建築包工頭，心中摯愛的攝影
排在生活的最末位。42歲那年，當與雲南
相遇，重新正視自己的內心與追尋所在，
壓抑20年的理想終於從昔日生活的末端變
為人生的首要追尋所在。「重拾多年失落
的理想，一開始就知道這是一條山路不是
坦途。這麼多年走來，卻覺得如此多姿多
彩，樂此不疲。」

紀錄滇少數民族風情
老鍾在自己的工作日記裡記下的電影

《雪花秘扇》的台詞，正好如此精準地道出
了他對自己失落多年的理想的感情。「世
界一直在變，每天都在變，生活中的一切
也都在變，我們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心裡不
變的東西，比如忠誠、對過去的留戀、我
對你的感情。只有回望過去，我才能真正
了解今天的自己。精確到幾分幾秒，喜歡
很重要，喜歡是動力。」
他早期的攝影作品《侗族大歌》，講述貴

州侗族地區一種多聲部、無指揮、無伴
奏、自然合聲的民間合唱方式，歷時2年。講述雲南麗
江納西族放鷹習俗的紀錄片《麗江鷹放》，歷時7年，自
己投入創作耗資15萬。

感謝妻多年默默支持
現在在雲南藝術學院教授攝影課的老鍾，正在創作的

《前言後語》歷時4年，他將把這件作品作為學生們的畢
業禮物⋯⋯曾在拍攝過程中遭遇翻車事件，事後老鍾自
己製作了一個鐵牌在上面刻上名字、家人的聯繫方式以
及血型，以便於意外發生時及時救治。在剛來雲南的5
年裡，老鍾的春節都是在拍攝旅途中度過，2年在陝
北、2年在河南、1年在貴州。「1996年到雲南來的時
候，最小的四女兒才4歲，心裡很感謝太太這麼多年來
的付出和默默支持！但關於製作鐵牌的事是不敢和家人
提起的。」

作品入圍國際電影節
老鍾的《麗江鷹放》曾入圍2009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

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項目。除了被邀請參加電影節的國
際交流放映活動，他還參加了兩場大師班課程，打開了
多年來對紀錄片一知半解的穴位，並從最初的靜態照片
跨越到動態影像的創作過程裡。老鍾坦言，因為紀錄片
大都需跨越很長的周期才能完成，再加上不易獲得發
行，資金籌集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是最困難的地方。對
此摯愛的人，唯一滿足自我的方法便只有以「貴客自付」
形式去完成作品。

中
學
迷
上
拍
照

為
生
計
棄
理
想

多年在各地行走，老鍾交了眾多朋友。「從事自
由攝影工作，凡事一肩挑。剛到內地，人地兩生全
仗當地朋友熱心幫忙」。行走在漫長的時間長河和
廣袤的天地間，讓老鍾最為動容的便是在一次次出
行拍攝途中所感受到的人性真善美。每次照片刊發
後，他都會給幫助過自己的老鄉寄去在他們幫助下
完成的勞動結晶。

難忘朋友熱心幫助
在麗江拍攝《麗江鷹放》時，老鍾共到麗江13

趟，得到一名叫楊麗瑋的小伙子的幫助。事隔多
年，老鍾仍記得當時曾和小伙子的約定：小伙結婚
時為其拍攝結婚照。為此老鍾專門精心準備裝備，
再下麗江為朋友拍攝照片。
還有貴州安順老鄉家那燉菜取暖的爐灶，多少年

過去了，依然在老鍾的記憶裡明艷地閃㠥溫暖的火
苗。「那年冬天在當地拍攝，住在一老鄉家。他們
有一個爐灶，在爐子上方用鐵片圍成一圈，菜飯放
在上面不會冷，爐子下方有一塊最溫暖的地方用來
焐腳，他們堅持要把那塊地方讓給我取暖。昭通人

民理髮師袁錫昌，60多歲已退休，但家裡仍放㠥傳
統理髮用的椅子，很多老顧客還會找他理髮、刮鬍
子。每趟到他家探訪，開門見我的第一件事，便把
我拉到理髮椅子上給我修剪頭髮、刮鬍子和按
摩。」雖是小事，多年後老鍾講起來依然眼泛淚
花。

感慨傳統文化消亡
以昆明為據點，老鍾的足跡遍及雲南、貴州、河

北、山西、陝西、蒙古、新疆⋯⋯從東到西、從南
到北，老鍾用手中的相機認真記錄下他所關注的民
族文化、風土人情、社會變遷等題材。
走遍萬水千山，老鍾情繫何方？城市化進程中，

傳統及民族文化的不斷消亡，讓這位身居雲南的香
港人驚呼「慘不忍睹！痛心疾首！」「其實，我希
望大家可以透過我的照片，了解更多中國的文化和
訊息，並用影像的方式加以保護和留存，將這一切
做精做深做完美！我最怕有一天，如果我現在不去
做這些事情，若干年後，我們要看自己的文化，可
能要坐飛機到別的地方才能看見了。」

鏡頭背後感受人性真善美

1. 鍾錦棠拍攝的昭通馬鍋頭毛成彥。

圖片由鍾錦棠提供

2. 鍾錦棠拍攝的作品，展現地方民族

風情。 圖片由鍾錦棠提供

3. 鍾錦棠拍攝《麗江鷹放》裡的放鷹

人楊麗瑋。 圖片由鍾錦棠提供

鍾錦棠放下物慾紛擾 鏡頭見證民族文化演變

港泰菜館老闆

雲南追逐光影夢

各區教育局網站鏈接
羅湖區： http://www.luohuedu.net/

寶安區： http://bajjk.sz.edu.cn/

福田區： http://www.szftedu.cn/

龍崗區： http://www.szlg.edu.cn/

南山區： http://portal.nsjy.com/wps/portal

鹽田區： http://ytjjk.s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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