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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見到胡野秋時，他正在深圳的一個大型公共圖書閱讀場所，向深圳市民們進行一場名為
「香港離我們有多遠——深港文化差異談」的專題講座。這也是深圳官方組織的「深圳大家講壇」
系列活動的一部分。
胡野秋的眼中，深圳與香港正在上演 文化的「雙城記」。看待兩地差異，最為重要的一個層

面，就是自我的謙和與反省。因此，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一名文化人，一個深圳人，在胡野秋看
來，深圳應該多向香港學習，多發現香港的優點，多多從城市的文化功能中，汲取香港成功和先
進的一面。真正的共融，是優點、優勢的共融。
胡野秋在講座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深圳曾經舉辦過一次大型的城市設計規劃展覽，有不少香

港設計從業人員來帶 自己的作品來到了這個展覽上。當時，深圳甚至整個內地，都沉浸在「城
市再造」的迷思中，認為只有將城市原有的建築都拆了，才能夠建設新城市。但是，香港的一位
設計師，他的思路，與「城市再造」僅僅相差一個字，叫作「城市再織」。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織，體現出了香港人對城市的一種文化審美感，因此在香港，尤其在中心市區中上環地帶，是不
會輕易拆除舊有房屋的，新舊建築形成了完美的協調感。而這，卻正是深圳乃至內地所缺乏的一
種審美化的城市設計意識。
「織」與「造」，這就是深港文化的差異，這一字之差，讓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那條河，變得又寬

又深。對城市文化的敬畏、審美，也就是人文主義的一種體現。因此，香港的城市設計與文化形
態，充滿了人文美感，而這，卻是深圳等內地城市需要不斷努力的方向之一。

半個月前，胡野秋再次受命，擔任了深圳官方城市形象宣傳片的編劇。時代不同，環境各
異，城市形象的宣傳與包裝也有了很大差異。無疑，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胡野秋告訴記者，這是他第四次擔任深圳城市形象宣傳片的編劇了。因為如今的城市發展

速度太快，因此城市形象宣傳片的更新速度也會越來越快。就深圳而言，再去用大全景式的
鏡頭去描繪高樓大廈，已經沒有甚麼意義。在他看來，城市最鮮活的主體就是人——每一個
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小人物、平凡人。
夢想，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因此胡野秋將今次深圳城市形象片的名稱定為《深圳：夢想之

城》。今次劇本在胡野秋的筆下，深圳成為了一個平凡人打拚創造夢想的城市——兒童們以
合唱團的歌聲旋律，帶出了一幅幅深圳人編織城市夢想的故事圖景。這些平凡人，有來自全
國各地農村的打工者，有城市中產。惟有平凡的，才是最美的。因此，小人物的故事，是點
綴一個城市特質的最佳來源。
在講述自己點綴城市的理念時，胡野秋表示，他尤為反對媒體藝人過度運用技術手法去刻

畫城市生活的方式。「剪輯、鏡頭、拍攝方式、多少個拍攝機位，這些，都只是一種形式而
已，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只有內容的理性思辨才是最為重要的，」這就是胡野秋對城市文
化營銷的一種態度。
胡野秋毫不諱言香港文化對自己劇作風格的影響。他一直關注香港的影視片製作與文化

前沿。在胡野秋的眼中，香港的文化創作人，更擁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平民視角與人文精神
——平安米的派發，社工的救濟，公眾假期的賣旗募捐，長者就醫，諸如此類的生活片段，
都成為了他們追蹤的鏡頭。這些是香港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客觀記錄與敘述，只會讓香
港這座城市更加美麗。但是，受歷史的慣性影響，內地的不少影視製作人，仍舊追求技術的
優先，忽略內容的人文內涵。因此，是非常值得向香港學習的。

香港有多遠：文化是一把尺

偉大的城市，需要閱讀的支撐。如今，「深圳讀書月」之於深圳，如同香港人看
待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讀書月已經成為了有七百萬人次參與的深圳重要年度
文化活動。2000年，胡野秋與自己的同道們發起創設了「深圳讀書月」。「在當
時，這項決定頗受質疑和挑戰，也不被看好，但是，現在證明，這一步走對了」，
胡野秋告訴記者。
據胡野秋回憶，2000年時，深圳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之後，已經是一座

生機蓬勃的現代化商業城市。車水馬龍、燈紅酒綠、高樓林立。但是，如同前述一
樣，胡野秋認為，因為人的慾望是無盡的，所以建立在商業和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
現代化，是短命和不穩固的。基於這樣的認識，當時作為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負
責人的胡野秋，提出了「深圳讀書月」的構想——讓忙碌於城市快節奏生活的人
們，坐下來，讀讀書，這樣，會讓城市更柔美。
這項提議，在當時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對。有人認為，市民大眾忙於生計都叫苦

不迭，哪有心情去看書呢？但是，胡野秋以香港的例子反駁了這些質疑。他覺得，
香港人的生活節奏並不比深圳慢，生活壓力也不比深圳人小。但是，在香港，仍舊
會有「香港書展」這樣大型的讀書閱讀活動。一個偉大的城市，必然是愛讀書的。
這是胡野秋所信奉的真理。
讀書月活動發起初期，困難重重。但今天，讀書月已經成為了深圳的精神坐標，

政府每年在資金、場地等多方面為這樣一個來自民間的文化創意加油鼓勁。閱讀，
從宏觀而言，能夠改變城市、民眾的氣質。就每一個微觀而言，閱讀是一種習慣。
在上一屆「深圳讀書月」活動中，作為策劃人之一的胡野秋，再次與同道們發聲，
提出了「今天閱讀一小時」的讀書月主題。胡野秋認為，我們當代的中國人不能夠
活在生硬的口號中，而必須用細微的具體方式，去營造現代文明意境的城市柔美生
活習慣。

發起「深圳讀書月」
讓城市更柔美

城市的化妝師——書寫小人物
如今的胡野秋，還是一個以知識分子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嘉賓

以及節目策劃人。媒體的形式多種多樣，為何喜愛電視呢？胡野秋告訴記者，因為電
視媒體能夠給人一種聲像並存的現場感，其具備的「我在現場」效果，一直是胡野秋
特別鍾情的。
「我在現場」，也是胡野秋對自己的傳媒人生的回憶。他在中國內地的中央級報紙

《中國青年報》擔任十年時間的記者。期間，因自己一篇發自現場的華東水災報道《含
淚再炸邱家湖》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領受了1991年度的中國新聞業最高獎項 「中國新
聞獎」。因此，「我在現場」，成為了他日後轉向電視人生的一個重要準則。
「我在現場」不僅適用於現實，也適用於回看歷史。不久前，胡野秋應邀擔任了湖

北衛視的主講人，向觀眾們講解了晚清的戊戌變法，引起了巨大迴響。「歷史是可以
在現場的，訣竅就在於你要與人們的現實感受相結合。」這是胡野秋的總結。他認
為，解讀歷史，必須聯繫當下。因此，他用戊戌變法的例子告訴中國人：「改革，是
一個國家的生命，惟有不斷自省、不斷改革，才會有出路，有前途。」
文化人對社會的關懷，不是以看客、而是以參與的角色進入的。作為大型電視節目

《縱橫中國》的總策劃，胡野秋眼中的「中國」，完全可以用城市文明的視角去發掘。
中國古代的文明，是都城的文明，城市的文明；現代更是城市的文明。而在他主持、
策劃的電視節目《東邊西邊》中，胡野秋都會用強烈的「我在現場」意識，去讓大眾
了解到新聞人、新聞事和新聞情。也正是這個原因，在不久之前的內地與香港民間情
感關係較為緊張的時刻，胡野秋在諸多擔任嘉賓或策劃的電視節目中，多次以香港人
的視角、香港人的情感、香港人的思考，去向內地民眾講述「雙非」、「奶粉限購」、
「跨境學童」等問題。

如今的胡野秋，已經是深港文化的使者，經常往返於兩地，擔任兩地各種文化活動的嘉賓或策
劃人。
文化是深港關係的一面鏡子。他認為，如今在內地的部分人心目中，確實有一種以物質利益衡

量文化文明的反智傾向。有人在這種基礎上，將香港看作是一個沒有價值或者今不如昔的地方。
例如，在深港文化講座中，有聽眾就質疑胡野秋，認為在香港，八百多呎的房屋就算豪宅，這能
算文明嗎？胡野秋則耐心告訴市民，香港房屋的細小，是由土地稀少決定的。但這絲毫沒有減損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和文化魅力夢工廠的地位，因為文化是一種精神而非物質產物。
他說，香港的文化活動設施、場館甚至舉辦的文化活動，都充滿了人性化的色彩；香港藝術發

展局在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也更多是依靠民間的智慧來推動，政府在資金扶持上也極為慷
慨、到位和包容。這是值得內地每一個城市學習的。因此，即便香港的房屋再細小，也有很多內
地人願意去香港生活。因為這是由開放、包容、創新和奔放的文化內涵所決定的。
在胡野秋講座的現場，還一位內地聽眾提出了這樣的反駁式提問：「難道香港沒有缺點嗎？」

胡野秋告訴他，如果是每天生活在香港的人，必然能夠感受到香港不足的一面。但是，香港的不
足，不能夠成為深圳人或內地人沾沾自喜或自滿的依據和理由；作為生活在深圳的我們，應該更
多從香港那裡，得到發展我們自身的動力和經驗，這才是看待香港、香港人、香港文化應有的心
態和角度。
農村中的人在走向城市，城市已經是全民文化載體。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必須多讀書，獲

得真正意義上的啟蒙，確立起包容和謙卑的人文精神，建構起精神層面的追求慾望，才能夠實現
真正的社會現代化。僅僅滿足於物質，貶損精神或人文層次的探求努力，是一種危險的反智傾
向。而毫無疑問，香港是一個值得深圳學習的正面典型。

「我在現場」：電視人生的座右銘

南望香港：要啟蒙、不要反智

■光緒帝，

胡野秋熒幕

中講述戊戌

變法，對其

極為同情。
■胡野秋講座《香港離我們有多遠》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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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野秋，曾是一個媒體人，獲得過中國新聞業界最高獎項「中國新聞獎」；如今他是深

圳的城市化妝師，先後四次撰寫了深圳官方城市宣傳電視片的劇本；他愛讀書，曾與同道

們一起發起組織迄今影響深遠、如同「香港書展」一般的「深圳讀書月」；他是傑出的電

視節目策劃人，在熒幕中解構家國天下的來龍去脈；他是一個獨立作家，用自己的那支筆

寫下了一本本對文化生活的思索；他也是深港兩地的文化使者，一次次以文化的視角告訴

深圳人——香港離深圳究竟有多遠。

城市的文化，需要筆觸的縈繞。胡野秋寫下的《作家曰》、《冒犯文化》、《胡腔野調》、《觸摸:設

計一座城市》、《六零派:文學對話錄》以及《佛國橄欖綠》等著作，都抒發了自己對城市氣質與文

化建構的思索和探知。他為城市點亮文化的彩燈。作為香港、深圳、台北與上海四地合辦的「四城

市文化交流會」的常任嘉賓，胡野秋始終覺得，當代社會，城市的文化氣質決定國家的命運。他與

記者的文化對談，也是從城市開始的。哪座城市？香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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