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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多年觀察發現，本土文化創作
的自由空間很大，但商業味道卻很重。
香港鼓勵自由創作，但只有「自由」沒
有條件生存當然也不行，因而大眾看到
許多所謂「成功的文化」都相當通俗。
「真正好的不容易做，更不容易有市
場。」市場上流行的漫畫一定都在畫英
雄，打開電視人人在看的節目一定都是
俗不可耐的綜藝遊戲，電影要想賣座首
先也要迎合市場。「所以我覺得創作者
雖然有自由的空間，但過度的市場化也
令他們變得不自由。」
而這種根深蒂固的消費社會通病，卻

並非單從教育環節能全然改善的。楊耀
忠認為最棘手的問題是市場控制得太厲
害，這便意味㠥政府必須對文化藝術創
作給予更多支持。「包括現在浸會大學
在深水㝸籌劃啟動並管理由工廠大廈改
建成的多元化藝術村，雖然還不知成功
與否，但對很多藝術團體和文化團體來
說，至少能以比較便宜的租金在那裡生
存。」創意藝術的發展，不只需要創
意，更需要畫廊、畫室、展覽場地，而
這些資源，都非「教育」工作者所能解
決——唯有政府，才有給予支援。
那麼教育界能做些甚麼？楊耀忠相

信，是從基礎階段更多培養人才。「現
在的好處是學生考試壓力減輕了，從實
行新學制開始，從小一到中六只需參加
一次公開試，沒有了過去那些升中試、
中三評核試等等。」加之中產階級又愈
加注重對子女藝術方面的培養，因而相
關培訓如今在學校也開展得更多。不過
興趣與志願始終不同，「當子女要以藝
術為工作時，我想絕大多數家長仍不見
得支持。」這麼商業化的社會環境下，
也難怪父母現實，不是每個人畫畫都能
大賣、演奏音樂都能成功，香港仍有太
多父母不想子女冒這風險。
但以從事教育多年的立場而言，楊耀

忠認為「至少現在學校裡面文化藝術的
課外活動遠比以前更多、更好。」因為
政府給了更多資源，所以今時今日，許
多小朋友都有機會學小提琴學中樂，學
校也有更多能力去㠥手藝術方面的培訓
——能從興趣作為起點，也是好事。

文化產業必須背靠祖國
他笑言不敢說自己特別關注文化，但

平日有意無意也的確會留心。譬如看港
產片、聽港產歌，雖不會像時下年輕人
那麼追星，但好看的電影也一部都不會
錯過。「近年來香港拍電影都是同內地
合作，彷彿一定要合拍才是大片。」於
是，真正的藝術電影越來越少。內地
呢？同樣也更加市場化，「張藝謀那些
大製作，都是大量人力物力砸下去，包
括我去看他的《印象·海南島》實景表
演，也是這種感覺。」做出真正有質素
的文化產品，在哪裡都不容易，不只香
港。
在楊耀忠看來，香港的文化環境贏過

內地的地方是沒有太多條條框框，但卻
始終還是輸在「市場小」的硬傷上。
「在香港，一本書賣上兩萬本已算銷路很
好，但在內地呢？根本是小意思，可以
賣幾萬本甚至過百萬本。香港的市場真
的太小，所以香港文化產業的發展，就
和其他產業一樣，必須背靠祖國。否則
根本壯大不起來。」
一語道破，只靠香港，能有多少銷

路？塘水滾塘魚，這樣封閉的市場，也
只會令文化產品更加封閉。
現階段的文化融合已有做得不錯之

處，譬如電影、音樂等方面，但其他方
面顯然仍很不足。「香港的藝術家同內
地合作不算活躍，那些比較嚴肅的藝術
還是以本土為基地。」但偏偏本土又太
市場化，所以有時反而變成要靠內地支
援。「就像很多玩音樂的人，都是內地
過來的，本土的有，但是少。」
媒體在推動文化推廣方面也局限頗

多，由於媒體環境本身同樣商業化，所

以許多媒體都生存得艱難。「好賣的多
數是八卦雜誌，你看哪有一份本土的美
術雜誌在賣？去報紙攤、書店，根本找
不到比較嚴肅的藝術。那些所謂攝影雜
志名義上是藝術，其實也在商業化地賣
產品、賣器材廣告。」楊耀忠平時也常
看雜誌，有時在地鐵拿到免費雜誌，讀
裡面的藝文資訊，不禁倍感失望。「一
點都不吸引，都是很零碎地獲取到一些
文藝方面的資訊，但你卻無法從裡面吸
收到藝術氣息甚至藝術營養。」往往港
媒做藝術，只能告訴讀者哪裡又舉辦了
新展覽而已。

內地比香港更有文化氛圍？
如今全世界的閱讀風氣都愈加稀薄，

這當然不只是香港的問題。而以教育工
作的視角，楊耀忠認為學校方面推動閱
讀風氣的空間和資源反而比過去開闊了
許多。身為教聯會會長，他觀察到的現
象是：「這幾年，每間學校的圖書館主
任，在推動閱讀風氣方面都很用心思，
而每間學校的辦法也不同。」像是鼓勵
學生借書、評比閱讀之星、讓學生參與
圖書館書籍的購置等等，同時學校方面
也在改變以前要求學生必須寫讀書報告
的方式。「現在學校都不會要學生長篇
大論寫報告，最多問他們一些簡單的問
題。」學生普遍提高了閱讀積極性，自
然就會使閱讀的整體氣氛變活躍。
至於不少人認為內地比香港更有文化

氛圍，楊耀忠卻有自己的看法。「我不
能說內地的文化環境真的比香港好多
少，因為其實大陸閱讀風氣也不好。」
不久之前他看到一個數字，2011年中國
人均讀書4.3本，這個數字在全世界範圍
而言算相當落後——韓國人均11本、法

國20本、日本40本、猶太人64本。「所
以大陸13億人平均讀4.3本，真的不算多
好。」但他又指出內地「勝在市場大、
人多，所以給人感覺好像很好。」
因為市場足夠大，所以一套電影有一

千萬或者幾百萬人看，就已顯得很厲
害。「不過內地文化市場最大的好處是
政府對文化團體有很多支持，像是美術
協會、作家協會，這些都是政府行為。」
而這恰恰是香港的缺失，在香港，所有
文化團體從來只能自生自滅。
「當然，現在內地也將很多劇團商業

化了，商業化之後劇團要生存，就要排
戲去諷刺時弊、反映老百姓小市民的心
聲。」但畢竟內地仍有為數眾多的一批
政府資助的文化團體，楊耀忠認為，這
些團體看起來生命力不強的原因，或許
是因為政府參與得太多、風格太過嚴
肅。「所以說為甚麼最近《江南style》就
能成功，而為甚麼內地不可以有騎馬舞
呢？」太過嚴肅和正規，始終會抹平創
意的靈動性。他認為政府的支持必須講
求適度，既不能介入太多令文化團體感
到束縛，也不能介入太少完全依靠市場
優勝劣汰。

文化長足發展 切不可短視
香港其實是個有趣的城市，看似文化

發展相當蓬勃，但當真正想探索最近有
哪些文化熱點和現象時，你卻會發現腦
海中一時只現出空白——對楊耀忠來
說，也是如此。「說實在的，有甚麼熱
點呢最近？」大的新聞、藝術品，看不
到太多驚喜。當然香港每年做得最好的
藝文推廣部分，是藝術節和電影節，引
進了許多國外的電影、藝術節目，有些
甚至相當冷門，本土觀眾則有了接觸的

機會。「所以藝術真的需要政府一定程
度上的支持。」
但實際上，當人人都在談論香港文化

產業時，究竟甚麼才是文化產業？細究
之下，大家又都不太講得清楚。近幾年
比較賣座的港產片中，政府也有投入資
金支持，像《歲月神偷》就是在政府以
近四百萬的電影基金支持下所完成的，
或許這種原創的、具有香港精神的文化
產品日後可以誕生得更多，而不該只是
一枝獨秀。楊耀忠冷靜地指出：「香港
人比較短視、比較市儈，最近相當流行
的二次創作，其實根本缺乏原創性，只
是改別人的東西，譬如改歌詞改圖等
等。而這些恰恰是只有香港人才會做的
無聊事。」
而在今年的香港，繞不開的一大文化

熱點當然是誠品開幕。在楊耀忠的觀察
中，「台灣誠品初到香港時的確引起一
些轟動，但後來也沒有人們以為的那麼
成功。」誠品將閱讀和其他生活品味結
合在一起，買書的同時還可以買茶、喝
咖啡、吃小食，閱讀從而變成一種悠閒
的生活，這當然是它帶來的積極地方，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它能成功，很大原
因是因為希慎廣場的老闆願意用便宜租
金吸引它過來。如果純粹按市租來租，
根本沒得做。」
租金，租金。所有港人心頭永遠的

痛。書店想要發展，可是租金又太貴，
只能搬去樓上開舖，楊耀忠從中感到的
是痛惜。「單是這一點，就扼殺了很多
文化。台灣和大陸可以用整棟樓去做書
城，但在誠品入駐之前，香港卻完全沒
有這樣的條件。過去在香港的書店，進
去只能買書，沒有多餘的空間給讀者打
書釘，更別提休閒了。」租金指向空間
的逼仄——就正如香港文化產業想要突
圍而出，必須先衝破狹小的市場。
楊耀忠說：「空間是香港最難的事。」
或許短期之內，仍然是無法解決的困

局，但經過這一番透視，我們至少可以
欣慰於本土仍有這樣密切關注文化、思
考文化的人。即使香港的市場、地價都
會為文化環境帶來客觀限制，但心繫本
土的人們那顆與文化脈搏一起跳動的
心，卻始終有㠥無限豐厚的空間。

作為台灣獨立音樂新生代，王俊傑是
特別的。他是繼台灣金曲歌王蕭煌奇
後，又一位實力派盲人歌手，也是一個
活躍於幕後工作的音樂人。還記得那天
他來到香港，在台上唱㠥一首又一首台
語歌，溫柔的歌聲像一杯上好的紅酒，
緩緩流過心中，醉人不已。而他在台上
說的每一句話，都緊緊扣住聽眾的情
緒，十分活潑窩心。
他寫歌編曲，喜歡幕後工作，他也唱

歌出專輯，習慣於舞台上的一切。他說
看不見反而是幸運的，他因此與音樂邂
逅，並且找到幸福，音樂路上愈走愈精
彩。

另一個角度認識世界
常說上帝關了一扇窗，必定為你開另

一道門，失去了視覺，反而成就王俊傑
的音感。從小他就對音樂很有感覺，經
常聽廣播，把廣播裡的歌曲記下來唱，
小學二年級他就開始學習鋼琴。十七歲
時因為認識了角頭音樂的老闆張四十
三，有機會參與台灣第一張以同志音樂

為主的專輯製作，這是他第一次在唱片
裡嶄露頭角。
很多人覺得看不見是一種痛苦，也是

一個遺憾，但王俊傑說這不會成為阻
礙。不會不方便嗎？「從我出生就忘了
帶眼睛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一切我都非
常習慣，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反倒
想說如果我看得見要怎麼辦。」困難不
是沒有，但他都會想辦法克服。出道
時，他會因為看不見而努力爭取機會去
證明自己，編曲的過程中使用的電子合
成器材對他來說是一個煎熬，曾經因為
不知道電線到底有沒有通電，他會用舌
頭去碰它，被電到了就知道它沒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蠻艱難的過程。」但

轉過頭來他又笑㠥說，目前為止克服得
還不錯。「看不見對創作來說反而是一
個好處吧，因為我有很多你從來沒辦法
想像得到的角度，大家都習慣用眼睛去
看待生活、周遭，很少使用耳朵、嗅
覺、觸覺等來感受這個世界，那我看不
見，其他的感官神經就會代替我去感受
這個世界，所以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角度

來認識這個世界。」

創作溫暖的歌曲
在他之前，歌王蕭煌奇的經歷已經讓

人印象深刻，他的成名曲《你是我的眼》
曾感動無數人。同樣是盲人歌手，王俊
傑與蕭煌奇原來早就認識，有很深的緣
份。「我跟蕭煌奇是學弟學長，在十幾
歲時一起組過搖滾樂團，我們一群眼睛
都看不見的朋友都想，會不會有一天我
們會把音樂當作我們的工作，一起組樂
團。」結果後來蕭煌奇已經當了歌手，
王俊傑走向幕後，十幾年過去了，他也
成為歌手，而且是以唱台語為主。
在正式走向幕前之前，他已經在幕後

混了十多年，當過流行音樂的編曲、幕
後的製作，也做過樂手，發過兩張演奏
專輯，如今終於發行第一張演唱專輯。
他表示無論是幕前還是幕後，他都很喜
歡，「在幕後編曲是為人服務，站在台
上是與人分享我的心情」，而他希望可
以帶給人溫暖的感覺。因而他寫的歌大
多以人、環境為出發點，把生活裡遇見

的人、事、物都變成故事寫進歌裡，因
為對他來說，創作溫暖的歌曲跟別人分
享，可以給社會大眾一些正面的力量，
這也是他最樂此不疲的事。他有觀察老
一輩的女性寫的歌，也有觀察很多在工
地裡的勞工寫下來的故事，唯獨沒有太
多情歌，這些都是顯示某一個族群的新
生歌曲。

愛亂跑的盲子
本身的不完美，讓王俊傑更豁達、更

懂得如何生活，他甚至會自嘲，說自己
是「全台最會亂跑的盲人」。「我是一
個愛旅行的盲子，每隔一段時間就一定
要出去走走，去各個不一樣的地方、去
感受那裡的環境。空氣的氛圍、濕度、
人的感覺都會帶給我很大的刺激。我也
喜歡一個人出門，在台灣我幾乎都一個
人出門，搭交通工具，因為我喜歡觀察
人的互動。」忍不住笑說他是一個很懂
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也直認不諱，對於
現在的一切都心存感激、心滿意足。
這個自謙不已，說自己是「幕前新人」

的音樂詩人，雖然看不到世界的繽紛多
姿，卻在音樂中找到滋養自己成長的養
分，寫出《心肝女兒》、《平安之歌》
等許多正面又積極的歌曲。即使不喜歡
台語歌的你，也會被王俊傑的歌聲征
服，因為你會從他的聲音中感受到熱情
與快樂中感動。
「我喜歡唱歌的感覺，而且愈唱愈喜

歡。」 文：伍麗微　攝：黃偉邦

王俊傑 音樂詩人的漫長旅程

務實至誠楊耀忠
透視本土文化環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在教育第一線服務了大半生，而教育

從來都與文化議題有㠥緊密聯繫，所以實際上他一直都緊密關注㠥本土

文化產業的發展。人們對他的印象，或許大多停留在積極為教育界發聲

的前立法會議員、或是連任三屆的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但卻少有人

知，如今身為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的他，也是個緊貼潮流文化的人。譬

如他很喜歡日前那首紅遍全球、破Youtube點擊紀錄的「神曲」《江南

Style》，又譬如他並不認為內地的閱讀氛圍真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高出香

港一大截。作為一位務實、敢言、理性思考、務實求變的教育界人士，

由他來為我們透視本土文化環境的利弊得失，想必再合適不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黃偉邦

■教聯會一直致力在本土學校推動藝術

教育。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

■台灣獨立

音樂新生代

歌手王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