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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舉例指出鐵達尼號成為哪些流行文化種類的主題。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解釋鐵達尼號至今仍是流行文化重要部分的原因。

3. 鐵達尼號有何歷史意義？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經典事件
鐵達尼號：1912
年4月14日深夜在
加拿大紐芬蘭南
方附近海域撞上
一座冰山，在2小
時內沉沒，全船
2,200人有近1,500
人罹難。

海難

鐵達尼號的影響十分深遠，首先是促成《國際海上人命

安全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於1929年在倫敦簽
訂，成為劃時代的海上安全守則。

思想哲學方面，有學者指出，鐵達尼號是科技發展的巔
峰之作，但在1912年的處女之航便葬身大海，釀成逾千人
罹難。知識界重新審視理性科學的精神：是否如實無堅不
摧，還是人類自己想當然？

流行文化方面，鐵達
尼號故事一直到二戰後
仍是流行小說的話題，
如1978年德國作家安林
柏 格 (Hans Magnus
Ensensberger)便出版一
本名為《Der Untergang
der Titanic》 的 書 。
1911年至1912年間的相
關流行曲亦過百首。

電影方面，早於1913
年已有第一部半真實
版、以鐵達尼號事件為
背景的電影，名字為

《Saved from the Titanic》，
由 鐵 達 尼 號 生 還 者
Dorothy Gibson主演。
其後數十年也有多套相
關電影，但最震撼全球

的莫過於1997年首映、由占士金馬倫執導的《Titanic》，
講述一個窮小子愛上美麗貴婦的故事，創下當時全球18億
美元的最高票房收入。

成為文壇、影壇的「長
青」主題，如1997年首映
的《鐵達尼號》創下當時
全球最高票房收入。

爭議聲不斷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據報道，意大
利郵輪「協和號」

載有約4,200名乘客，於1月13日在意
大利附近海域觸礁擱淺，以致船體滲
水，造成船身傾斜。事件最終造成
13人罹難及19人失蹤。此外，船上
載有逾2,000噸燃油，因為船體觸

礁，造成船身出現巨大裂痕，
存 在 洩 漏 的 危 機 。 另

外 ， 船 長 備 受 指
責，因為他為與友人打招呼，導致郵輪遍離正常航

道，遇上事故，又無盡全力去拯救全船乘客，
其後被捕以及被控誤殺罪。首次聽證會

已於今年3月召開，法官任命4名
專家分析案件，預料7月

提交報告。

海難故事一直是作家筆下的焦點所
在。美國作家羅伯森(Morgan Robertson)
於1898年出版《徒嘆奈何》一書，撰寫
了一宗涉及3,000名乘客和24艘救生艇的
海難意外，故事借此帶出人類面對大海
時表現得如何無能為力的訊息。在故事
中，人類以為這艘結合科技和人類智慧
的巨輪，能在瀚海中所向無敵；可是這
艘巨輪撞上冰山，誰料不堪一擊，乘客
最後與巨輪一同葬身大海。這艘在小說
中虛構的巨輪名叫「鐵達號」(Titan)。

全船近七成人罹難
這艘虛構的鐵達號在小說世界沉沒後

的第十四個年頭，即1912年4月
14日深夜，在真實世界中另一
艘名字幾乎相同的超級郵輪

「鐵達尼號」(Titanic)，昂然從
英國處女下海，向目的地紐約
出航。乘客滿心歡喜地踏上這次現代科
技光榮之旅，當中不少更是非富則貴的
社會名流或明星，如皮草大亨阿斯特
(John Jacob Astor)、礦業鉅子古根漢
(Benjamin Guggenheim)等。其中古根漢在
這意外中另具意義：首先，他除了是一
名知名商人，也是著名古根漢博物館創
辦人，其祖先身無分文地由瑞士前往美
洲，經過多番努力成為一代商賈，當年

渡海時偷宿於下等艙，如今他在這次航
旅中乘坐頭等艙，但想不到這是塵世中
的最後一次旅航。

鐵達尼號這次處女之航最終變成死亡
之旅，它航行至加拿大紐芬蘭南方附近
海域時，撞上一座冰山，這艘重量達到
46,000多噸的巨輪在不到2小時便沉沒
於大海。全船2,200人中有近1,500人罹
難。

有學者指，鐵達尼號誕生之時，全球在英鎊、美元及馬克的操控下運

作，生活是科技發展的一部分，全球充滿樂觀主義。鐵達尼號反映當時

人們對日新月異的世界與未來充滿信心，這是社會秩序和新科學精神的

聯袂運作，西方霸權在全球殖民，稱雄海上。然而，鐵達尼號遇上海

難，同時歐洲及全球局勢亦急轉直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稍見緩

和，又遇上1929年經濟大蕭條，大蕭條後又有二次世界大戰，世局動

盪。鐵達尼號彷彿是一連串對人類詛咒的開端。

金主打退堂鼓保命

當時，鐵達尼號的船長是史密斯(John Edward Smith)，鐵達尼號是白星

海運公司的資產，白星的總部位於英國，但白星是美國的資本，白星的

金主是美國金融巨擘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摩根是美國金融史上的

重要人物，不但富甲一方，在1907年的金融危機中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間接促成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成立。原本摩根打算踏上鐵達尼號處女之

航，卻又臨時取消，最終跟死神擦肩而過。

鐵達尼號海難至今一直備受注目，這是一種流行史學(Popular

History)，有關鐵達尼號的專書達到3,000多種。同時，鐵達尼號的重要

性不在於其影響，而是英國愛德華時代(Edwardian)文化與美國進步新文

化的共鳴。事件對美國的震撼其實遠比歐洲巨大。

2012年1月，意大利郵輪「協和號」在意大利附近海域觸礁擱淺，釀成13

死、19人失蹤的悲劇。事件令人聯想起百年前的「鐵達尼號」海難。相比之

下，鐵達尼號海難對人類來說，創傷程度更高，意義更大，影響更深遠。無論航海

專家或歷史學家，多年來持續不斷地注視事件，甚至從不同的方式進行研究工作，並發

表對事件的多種看法。同時，也因為大眾的關注和爭議，鐵達尼號的故事亦成為流行文化

中不同文本的主要題材，在流行小說、電視和電影，還有流行音樂，鐵達尼號從沒有全身退出

流行文化的領域。 ■林援森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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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林援森 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2007年更名為樹仁大學)新聞系。其後取得香港

新亞研究所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以及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

協和號擱淺　船長「吹水」累死13人

■「協和號」造成13人死亡。 資料圖片

處女下海變死亡首航

鐵達尼號出航時吸引全球媒體的視線。白星海運公司十分在意鐵達
尼號能否為世人留下沒齒難忘的印象。當時白星海運公司的對手冠達
海運旗下有一艘名為「茅利塔亞號」的巨輪。茅利塔亞號的航速可達
26節，但鐵達尼號只有23節，兩者存在競爭關係。當時，白星海運公
司總裁伊士曼是鐵達尼號處女之航的乘客之一，曾有輿論指出：伊士
曼是否下令鐵達尼號必須全速前進，甚至以極速駛向紐約，以達到其
勝過茅利塔亞號的媒體效果？可是，這是一宗歷史懸案，因為伊士曼
和史密斯隨鐵達尼號葬身大海。

船底撞冰山現6巨洞
但史家對船長史密斯的爭議不斷。首先，史密斯有否看到電報通

知，或者有多少電報通知能直達其手中？因為冰山在正常航道上，其
他船隻由於看到山在前面，早已發出報告，如果鐵達尼號大副默多克
(Murdoch)早點發現冰山，總不至於只餘下不到1分鐘的時間去作出反
應─但巨輪在這時根本沒有回轉的餘地。結果默多克選擇全速後
退。但後退的結果令鐵達尼號的船底撞到巨冰，造成6個巨洞，以致
船身急速灌水，最終壯烈下沉。

有專家分析說，全速前進可利用力學及鐵達尼號巨大且壯重的船
身，撞開冰山，船首雖然必定受到嚴重損壞，但船首損壞總不及船底
巨洞所造成的災難嚴重，因為船底巨洞會令整艘船急速下沉，如果只
是船首損壞，至少可爭取更多時間以等待救援。但亦有評論家認為，
按照推算，鐵達尼號全速後退，仍有機會只跟冰山擦身而過，可是歷
史不讓它成功而已。

乘客冷漠無情 技工奮勇搶救
其實，雖然史密斯備受指責，但當乘客登上救生船時，發現救生船

過重，始無情地爭先恐後，在船上等待救援的乘客則對海上飄浮的乘
客視而不見，這才是這次海難最令人心寒的一幕。海面上的乘客冷血
無情；但船艙中的技工則表現英勇，他們首先在鍋爐及煤房拚命地注
煤以維持電力供應，尤以維持電報房中的電力正常最為重要，否則沒
法不斷向外發出求救訊號，也召喚不到「加尼福尼亞號」到來，把
700多名倖存者救回去；同時，另一批技工則奮勇地搶救抽水機，並
努力操作餘下可用的抽水機，把海水抽走，雖然抽水機最終敵不過灌
入的海水，但或多或少拖延鐵達尼號下沉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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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輪生命終結
對美打擊最大

原因
•處女下海變死亡之旅。

•當時號稱最先進的科技
結晶品原來不堪一擊。

•船長史密斯有無疏忽職
責而間接導致意外？

改編電影
全球票房刷新高

■占士金馬倫炮製的電影《鐵達尼

號》曾創下全球最高票房收入。

資料圖片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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