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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宗族，既是社會結構，也是一種文化群體的
現象。它的作用體現在傳統宗族的教化職能，培養出大
批知識分子。很多宗族中的富裕家庭子女，成為中國二
十世紀著名的政治人物，影響了中國社會，如孫中山、
毛澤東、周恩來等。而廣東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
更是大家族培養的典範。這樣的人物出現，是宗族職能
的體現，他們試圖改造中國的農村結構，也在一定程度
上摧毀了中國的宗族。

1949後，中國的宗族勢力一度被邊緣化，原因是內地
政府奉行「政權下鄉」的原則，在農村中建立政權性質
的組織，將宗族共同體由新的共同體代替——農村有生
產隊、村民小組等，城市則是靠單位、編制制度去維
繫。宗族的一些職能也被國家化——例如對輕微犯罪的
人進行管制等等。

改革開放後，內地出現了社會原子化趨勢，社會走向
個體，個人在獲得不同程度的自由的同時，也導致個人
失去了賴以依靠的共同體——農村的生產隊、村民小組
隨㠥進城農民工的出現，而逐漸瓦解等；城市，則隨㠥
人才流動頻繁、戶籍制度的逐步改善，人員流動加快，
傳統的單位制度也慢慢解體。

同時，中國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宗族勢力，在1949

年後，由於歷史以及連結港澳台、海外僑胞的原因，並
未徹底消失。因而改革開放後，政府開始強調對外開
放、吸引外資——尤其是華僑華人的資本進入大陸。宗
族的血緣紐帶，成為一種拉動地方經濟的方式與資源。
因而各地宗親會紛紛建立。

在一個社會中，既要保障自由，又要讓人有安全感與
歸屬感，那麼，需要的是介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市民社
會，讓個人依據自己的喜好、價值或利益形成「小共同
體」。但是，當今中國社會的這種「小共同體」發育還
極為不成熟。在這一背景下，宗族重新在一些地方興盛
起來，承擔起小共同體的職能。宗族不僅僅成為政府管
理農村的一個方式，同時，在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社會
矛盾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宗族也成為權利與利益博弈的
一種工具。

其實，前人甚至洋人在總結中國近代化以來的宗族現
象時，就發現過度強化的宗族意識，會讓中國人只有家
族、地域的觀念，而缺乏了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民族觀
念。晚清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在相互交誼時，也是
以同鄉而聚集的。著名革命黨人陳天華就強烈抨擊過這
種「只有鄉土、沒有國家」的思想意識。

大而化之，從家族、地域到整體意義上的國家民族，

這種群體概念的擴大，不是空洞的。以香港為例，香港
人面對的國家概念，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極為具體
和實際的生活存在。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忽略和迴避的事
實。例如，在本港，一個往生者的碑文，一定會有其在
中國內地的祖籍地名稱。而在現實中，日用的蔬菜、飲
用水，甚至金融體系的銀根存底，悉數來自於中國內

地。試想，若具有中國內地、大陸等標示的人或物在一
天之內全部離開香港，香港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呢？

香港是一個尊重個體自由、同時又有濃厚宗族傳統與
祖先崇拜的地方。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應該促使香
港人有更多的現實和理性思考。這對當下或是未來的生
活，都將有巨大的裨益。 文、攝：徐全

社會原子化的反彈：宗族走向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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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鋼琴，象徵希望與光明。

■宗族聚居村落 ■古代祠堂

李軒11歲起學習鋼琴，他擅長演奏古典音
樂，更考獲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ATCL鋼

琴演奏文憑。另外，他亦喜歡唱歌，更考獲英國
皇家音樂學院八級聲樂。現為「快活路德樂隊」

的主音歌手，積極參與各類型的音樂活動。在香港
展能藝術會的安排下，李軒近年得到著名鋼琴家羅

乃新老師指導，令琴藝更上一層樓。

早已嶄露頭角

李軒在2009年「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比
賽中，獲得「最傑出藝術表現獎」，把高難度的古典音樂

及流行歌曲混合起來，以美妙而獨特演繹方式，自彈自
唱，得到觀眾及評審一致的讚賞。作為展能藝術天使，他

肩負起以藝術推動社會共融的責任。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的
安排下，李軒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2010 國際展能藝術節」

及2011年韓國首爾「第八屆國際展能節」，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藝術家作交流及演出。
近年於多個公開場合與不同的音樂大師和藝術團體合作，汲

取豐富的演出經驗。他在港樂「社群和諧」籌款音樂會及香港展
能藝術會「弦韻傳情樂展能」慈善音樂會中，分別與香港管弦樂

團，以及香港愛樂團合奏。李軒曾與著名胡琴大師黃安源先生在
上海世博香港周活動中，以鋼琴和二胡合奏《獅子山下》表現香港

精神。他參與康文署2010社區文化大使計劃《指上芭蕾》的演出，
與香港芭蕾舞團及展能藝術家鄧燕妹，糅合多種的藝術媒體，把展能

藝術推廣至社區。李軒更獲邀參與由龔志成策劃的「開放音樂—街頭
音樂系列」，演出即興演奏。積極尋求藝術上的突破之餘，李軒也致力

服務社群。2009年他與流行歌手張敬軒在「琴牽我心」慈善鋼琴馬拉松
義演及「樂施音樂馬拉松」中演出。
李軒因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而影響視力，剩餘不足一成的視力。視障

雖然阻礙他學習音樂，但也同時成為他學習音樂的動力，令他更加珍惜現
有的機會。在浩瀚的音樂世界裡，他還有很多學習空間，在未來的日子裡，

他希望音樂造詣不斷提升外，並可與更多人一同分享，以音樂影響別人的生
命。
李軒的弟弟李昇同樣患有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導致嚴重視障，卻沒有影

響他對音樂的熱誠。他以優異的成績考獲聖三一音樂學院ATCL演奏文憑。李昇
在2009年舉辦了他的個人音樂會，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宣揚正確的

人生觀及珍惜自己所擁有。近年，他積極參與各類型演出，2012年分別在香港藝
術館免費周日音樂會系列——藝韻樂音和哥哥李軒舉行二人首個迷你音樂會「朦朧

的音符」，並在「樂韻展翹—香港展能藝術會慈善音樂會」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香港
校友會的音樂家同台演出。2010年，曾參與「愛同行音樂會」和「暗中作樂」聲演會

表演，並在「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2011」同時獲得「最傑出藝術表現獎」
及「個人特別獎」。

有力支援：香港展能藝術會

基於「人人生而不同，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不同」的信念，殘疾人士雖然面對身體上不

同的情況，卻仍然擁有藝術的天分。因此，香港展能藝術會成立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
家計劃，為具藝術才華的展能藝術家提供獨特的發展計劃。香港展能藝術會並委任新一屆
的「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

香港展能藝術會於周年會員大會上公佈2013年的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並由主席
林彩珠女士頒授委任證書。獲委任2013年至2015年度展能藝術天使包括︰高楠、廖東梅、
李業福、李軒及李昇。其中，李昇是首次成為展能藝術天使。五位展能藝術天使擁有不凡
的藝術才華，並有志在藝術方面挑戰自我，負起使命推動「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的
理念，透過藝術活動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

香港展能藝術會於2005年起，舉辦展能藝術天使活動；並於2012年舉辦青葉藝術家計
劃；均為三年一屆，旨在為造詣已達一定水準的殘疾人士註冊，把他們的作品向公眾推
介及宣傳，並提供藝術發展及活動資訊，幫助他們建立個人藝術發展的路徑和網絡，並
且在藝術上取得更優秀的成績。香港展能藝術會將為委任為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
家的展能人士，因應他們的需要及獨特性，籌劃獨特的發展計劃。香港展能藝術會主
席林彩珠女士表示：「香港展能藝術會透過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計劃，作出
重點培訓，提供更多機會，使他們的潛質得到發揮。在計劃培育下，大部分的展能
藝術家都能更上一層樓，部分更跳出香港，邁向國際，充分展現生命的姿采以及
藝術的天賦，成績令人鼓舞。」

未來：我的香港夢

從11歲開始學習音樂，視障帶來的困擾是顯而易見的。音樂的教育在香港
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李軒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困難所嚇倒，而是
堅持下去。在母親的鼓勵下，李軒為了能夠準確認讀五線譜，只能夠將樂
譜放大，從而一小節、一小節地記下譜子。這個過程是痛苦的，也充滿了
枯燥，但是李軒從來不曾放棄。為㠥能夠盡快進入演奏的狀態，李軒只
能採取先記譜、再演奏的方法，從而使得自己的雙目壓力得以減輕。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李軒接觸的練習曲其實不多。很多的基礎練
習，其實是在長大以後才涉及到的。

在記者的詢問下，李軒說出了自己心中最為喜愛的音樂家——莫
扎特與拉赫瑪尼諾夫。因為他們的作品能夠給人陽光與激勵的感
覺，卻又不那麼生硬。也許是風格的緣故，李軒最為喜愛與交響
樂隊進行合作，演奏協奏曲。這樣的經歷已經有了很多次。他
多次走進香港藝術館、多次出國，為的就是證明自己的音樂才
華不因藝術之外的因素而有所損耗。

與弟弟李昇的合作——四手聯彈，是非常有趣的。其實，
兄弟二人的演奏風格大相徑庭。李昇偏向細膩，而弟弟李
昇的演奏則更加有力。雖然練習的磨合中有各種各樣的插
曲，但是，當兄弟二人走上舞台時，他們的旋律是如此
動人。談到日後的藝術生涯，李軒已經開始接觸美聲的
聲樂演唱——以詠歎調為主。這是一種心境的書寫。因
為他希望自己的藝術語言能夠被人所接納。不僅僅
是鋼琴，他希望自己以後能夠創作出許多的歌
曲，為自己的藝術生活譜下新的樂章。他希望
能夠通過自己的演奏和作曲，出版自己的音樂
專輯，獻給他愛的人、愛他的人——這是李軒
的香港夢。

—李軒的香港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