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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何處孫中山的雕像，面部表情
都不會有太大差異——嚴肅、進

取。但是着裝的差異卻很大，往往成為
製作者不同的價值取態和偏好。着西裝
的孫文、穿中山裝的孫中山、用長衫馬
褂點綴的孫逸仙，雖然是同一個人，但
卻留給了歷史不同的解讀。

長衫馬褂：頗流行的雕塑樣貌
眼觀今日大陸和台灣，孫中山雕像，
最為突出和普遍的一種服飾造型，便是
長衫馬褂。無論是坐像還是立像，長衫
馬褂似乎成為了一種不可缺少的裝扮。
這種服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在南京的
中山陵，靈堂之中的孫中山坐像，雖然
是法國人設計，但卻是長衫馬褂加身、
手持東方書卷的形象。這一造型，讓孫
中山多了東方主義的色彩，更添加了神
秘、威嚴的中華領袖氣質。
孫中山喜愛着長衫馬褂，這是事實。
因為他畢竟出生晚清，而長衫馬褂是滿
族人帶入中原而形成的共融化服飾。香
港孫中山紀念館，一座表現少年孫中山
來港求學的雕像，便是長衫馬褂類。但
青年革命時代以及民國建立之後，孫中
山多數是穿西服或中山裝。
一些學者說，孫中山穿何種服飾，取

決於場合，也與其年齡有關。服飾是一
種符號與認同。長衫馬褂更加體現中國
傳統。因此，當國民黨為孫中山鑄造陵
墓雕像時，蔣介石等國民黨實權派，偏
向長衫馬褂；但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
黨左翼則認為長衫馬褂太過復古，希望
用中山裝。最後相互妥協，南京中山陵
靈堂坐像用長衫馬褂；而墓室臥像則用
中山裝。1949年之後，宋慶齡甚至希望
將中山陵靈堂中的孫文坐像，從長衫馬
褂改為中山裝。可見思想差異之大。
這種爭論的背後，實際上是當時中國
進步與保守這兩種文化思潮的對立。國
民政府時期，為了消弭社會革命，一直
以傳統思想來教化民眾。孫中山雕像在那個時代，在不少地
方被塑造為長衫馬褂型，今日內地不少孫中山雕塑，都是此
種造詣思維的產物。例如，武漢辛亥革命廣場前的雕像，就
是這一類別。但歷史卻是，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遠在國
外，鮮有機會着長衫馬褂。

中山裝：革命與民族的結合
與長衫馬褂濃濃的復古風不同，中山裝裡的孫文雕像，代
表的是一種革命、勃發、進取的精神，而且與民族精神緊緊
相連。中山裝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設計的。它的出現、流
行以及成為文化符號，確實一直與強國、簡利、精神煥發的
文化期待密不可分。
在北京的中山公園，有一尊內地官方於1986年為紀念孫中
山120周年冥誕而建造的中山裝服飾的孫文站立雕像；無獨
有偶，台北的國父紀念館大廳，也有一尊蔣介石主政台灣時
期修建的中山裝式的孫文坐像。兩岸的孫文雕像，一立一
坐，雖然儀態不同，但着裝的一致反而多了一種親近感。尤
其是台北國父紀念館，孫文雕像下方，三軍儀仗隊日日與之
相伴，每隔一小時換崗、操槍、敬禮。這不僅是一道旅遊風
景線，其實更是一種歷史敘述的記憶傳承方式。
中山裝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制式服裝有很大淵源。留日的
中國學生、文人、革命黨，深受此種服飾影響。孫中山設計
出中山裝，也是將西方式的服裝與東方精神相結合，從而形
成了獨特的中西合璧風貌。有人說，中山裝代表孫文的治國
理念：袖口三鈕扣代表三民主義；門襟五鈕扣代表行政、立
法、司法、考試、監察的五權分立；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
恥。
孫中山的思想是融匯中西的。而中山裝曾經是中國最為流
行的服飾，也是政府明定的公務員制服。中山裝體現的是中
國人在晚清以降的歷史大潮
中，立足民族根本，追趕世
界潮流的樂觀和胸懷。孫中
山設計的這一服飾，至今仍
被內地稱為「國服」。每到
慶典閱兵，國家領導人必定
身着中山裝檢閱部隊。而孫
文身着中山裝的肖像，則大
為流行——無論是節日的天
安門廣場，還是台灣的機
關、學校、軍隊營區，都能

夠一睹其尊容。

西裝：梅屋莊吉的歷史印象
其實，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懸掛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

肖像，是穿西裝的。西裝代表着西化和歐美文化的強勢。民
權、自由、共和這些新思想，也確實都是來自西方。孫中山
着西裝的形象，某種程度上也表現了其要將西方先進文明引
入中國的決心。有一些孫文雕像，便是西服造型，見證的是
共和革命家的潮流之先鋒。
作為孫中山的好友，長期支持其革命的日本人梅屋莊吉，
對孫中山有着深厚的感情。孫中山去世之後，他自己出資，
決定為孫中山在中國建造雕像，以此表達緬懷之意並推動中
日兩國之間的友誼。在選定造型時，他選擇了身着西裝、作
演說狀的孫文樣貌，以回顧其革命歷程。雕像一共四座，如
今分別在南京孫中山紀念館、廣州中山大學、黃埔軍校舊址
以及澳門國父紀念館。
身着西裝的孫中山，不僅是其年輕革命時代的民權自由理

想之表露，也見證了為推翻滿清而貢獻心力甚至生命的宮崎
寅藏、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日本友人曾經的回憶和信念。
孫中山着西裝的年代，也是其以日本為基地，戮力推翻滿清
的時期。當梅屋莊吉鑄造這些雕像之時，中日關係已經交
惡，隨後便是九一八事變。梅屋本人更是被日本國內的極右
翼稱為「賣國奴」。在去世前，梅屋致信外相廣田弘毅，希
望政府維護和平，避免戰端。在前往東京與廣田弘毅商談中
日局勢的路上，梅屋因胃癌晚期而殂歿。這位支援了中國革
命三十年的日本友人，臨終不忘的是與孫文的友誼、與中國
的和平。
今日中國，社會思潮已然多元，且不同思想的對立隨着改

革的深入和社會矛盾的集中而日趨激烈。這其中既有對某些
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有對國家未來發展模式的爭論；外國與
我國的關係，民間立場也愈加多樣。今日中國，國人已不再
着長衫馬褂；一般民眾也不再穿中山裝；西服的流行成為
文化主流。這三種服飾體現的是三種不同的文化觀，但
都不影響孫文作為偉人的地位。然則，正如不同的雕像
代表不同的歷史話語一樣，當一個歷史人物及其思想
成為政治遺產的時候，後人的態度與抉擇，才更值得我
們去觀察和深思。

國際當代畫家協會第三屆會員及國內畫家作品邀請
展日前於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隆重開幕。是次畫展不
但展出了黃仲民、余錦山、楊奕、鍾耀等十三名香港
藝術家多年創作之精華更特邀山西師範大學美術專科
學院教授商根明、金小民、范曉傑和北京職業畫家農
少華攜其作品一同參展，因而在今次畫展中觀展者可
領略內地香港兩地畫家不同風格的油畫及水彩作品。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本次參展的本港畫家年紀最
輕的都已過花甲之年，甚至有幾位已是八十好幾的老
藝術家。雖是白髮朱顏，但一眾畫家對繪畫的熱情不
減當年，常常背着顏料、畫架穿行於香港十八區采
風、作畫。正因這班老藝術家從未放棄過身體力行外

出寫生，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深入觀察社會，所
以當我們觀賞香港畫家的繪畫作品時既能夠感受到強
烈的時代氣息，又能體會到他們對香港濃厚的感情。
81歲的香港當代水彩畫家余錦山為近今畫展帶來了六
組水彩作品，他以清爽的色彩、鮮明的層次、乾淨的
筆觸記錄下我們匆匆路過的香港景致：張燈結綵、熱
鬧非凡的大戲棚，充斥着時髦女郎香港公園，忙於海
上工程建設的蔚藍港灣。余錦山的作品《時代四重
奏》、《時代四彩花》十分強調「時代感」，余老先
生說：「什麼是時代感？時代感是用這個時代的顏
色、時代的畫法去畫時代的風景。我十年前的作品和
現在相比更為寫實，現在更為寫意，顏色和構圖因為

時代不同、心境不同而產
生變化。這個就是畫家自
然而然的進步。」
與本土藝術家的作品相

比，四位內地職業畫家的
畫作更具民族特色。商根
明教授的油畫《門神》畫
的是山西民間深受歡迎的
守護神靈。商根明說：
「舊時，人們在農曆新年
將神像貼於門上，用以驅邪辟鬼、衛家宅。我採用油
畫的方式繪製門神是希望可以中西結合，傳承中國傳

統文化。」商根明教授在開幕儀式中更表示，在未來
他將積極推動山西與香港兩地的藝術交流，並熱情邀
請香港畫家到山西去采風。 文、攝：趙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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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孫中中山山
兩岸四地、中國與日本，成為雕像印刻在人們心中的人物，能夠超越歷

史記憶、意識形態、具有無比統合意義的，最突出的莫過於就是孫中山。

不過，細細觀察各地孫中山雕像的差異，還是能夠摸索出不同造型背後的

價值差別和思維分歧。成為歷史符號的文化載體，往往就是那個時代的思

潮印跡與地域風情。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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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舊迎新的時候到了，在快要
過去的蛇年看蛇文化，在雲南文
化發展史，尤為重要，雲南古時
叫古滇，雲南人叫滇人，滇人敬
畏蛇。滇王金印便是蛇，不僅如
此，古滇出土的農具、兵器上都
有蛇。蛇，貫穿雲南整個古代
史，古滇對蛇的敬畏，可以從雲
南出土的青銅器中得到解釋。
歷史上，中國有 400 多個族

群，雲南民族部落260多個，佔
65%以上。全國用十多年，才梳
理出如今56個民族，雲南有25
個。其中，雲南人叫滇人，被記
載為「南蠻蛇種」，滇王金印，
便是蛇紐，蛇首昂起，蛇身盤
血，背有鱗紋，印面鑿篆書白文
「滇王之印」，出現在兩千多年
前，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是
用純金鑄成，重90克，印面邊長
2.4厘米，通高2厘米的金印。而
雲南素稱金屬王國，以出土青銅
器為主，雲南省博物館館藏的四
千多件青銅器，蛇紋樣，隨處可
見。
滇王金印，經雲南省博物館出

土的，出土地石寨山，為雲南滇
池周邊，是古滇青銅器出土最集
中的地區。出土的戰國青銅器鳥
銜蛇，西漢《殺人祭柱貯貝器》
《詛盟貯貝器》《四人搏牛銅扣
飾》《銅房子口飾》等青銅都有
巨蛇在其中，有盤繞、吞食人、
頭部高昂，凌駕於柱頂之上；有
在屋簷中央蜿蜒。以及蛇形的碗
狀銅器，頭尾為蛇，中部為網。
蛇形柄銅劍，柄頭蛇張口吐信，
銅甲片上、銅叉等的單體蛇紋，
雙頭蛇、多頭蛇、一頭身蛇，及
耳環、手鐲的蛇形怪獸，包括在
器皿上的蛇身盤曲、 扭曲、爬
行，蛇身花紋、身斑、皮鱗、脊
骨簡化來的菱回紋、S紋、曲折
紋等。
因為，蛇，在古滇非常常見。

兩千年前，雲南是氣候濕潤的原
始森林和沼澤，適宜蛇生存，
《宋太初山川記》有記「興古郡
有大蛇名青蔥，有大蛇名赤
頸」，另文人有書「滇池有大
蛇，名曰青蔥，將食人。又有大
蛇藏樹上，候鹿過繞之。」加
上，古時沒有國家，沒有領土界
限，種族交錯，無國內外之分，
雲貴高原為濮、越人雜居，有漢
晉駱越、越人後裔，後發展出
「繡腳」、「繡面」、「茫
蠻」、「棠魔」、「黑齒」、
「金齒」、「銀齒」、「白衣」
等種族支系，形成現今的苗、

瑤、畲、黎、壯、侗及邊境的
傣、老龍族等民族，他們統稱
「南蠻」指南方民族，「蠻」指
蛇也指人。
以此，滇人與蛇一起生活，蛇

有特殊寓意和暗示。蛇通人性，
是吉祥物，養蛇看家護院，部落
中屋簷、橫樑、門楣、門窗有盤
蛇形象，室內廳柱、屏風、陶
壺、木盤等日常用具上有蛇紋，
蛇做寵物，訓蛇伴舞，在節日中
表演。蛇是祖先，傣族的神，是
人身蛇尾的猛神，雲婺星山便來
自蛇。黎族「黎母山傳說」「勾
花的傳說」「蛇郎」「蛇女婿」
「五妹與蝻蛇」等創始神話，都
說始祖是蛇，墓地發現蛇的是祖
先靈魂，無意中傷害到蛇，要舉
行贖罪儀式，以籐條代替蛇，給
它塗藥說「祖先，不小心傷到
您，請不要怪罪我們。」蛇有強
生命力，能帶來繁殖，侗族信奉
蛇神，把「登隨」看做「蛇
種」，在元宵節用隆重的蛇舞，
紀念蛇祖「薩堂」。蛇能驅邪，
在苗、瑤、畲族等民族中，有南
蛇神巫術，用雕有活動蛇頭的蛇
棍，念「催得南蛇分八路，催蛇
捉鬼上廟堂」。
以此，滇青銅器的蛇造像中，

看到古滇國作為「高級酋邦」制
度的部落聯盟體，蛇巫術文化的
主要地位。儘管，蛇與龍相近，
滇王金印由漢武帝頒發，龍蛇待
遇卻不同，「古老相傳，以鎮毒
龍」有「古幢鎮蛟」記載雲南明
代地方志，傳說昆明常鬧水患，
龍有水怪的說法，帶來水患，就
把八條龍壓在地藏寺古幢之下，
同時在禮器、建築中刻畫降伏牠
的神。
也由此，看到紅土高原，青銅

時代的冶煉水平，與中原冶煉技
術不同，以日常實用器皿為主。
因為，土壤靠越南為酸，滇池周
邊為鹼，冶煉中的青銅金屬成分
與含量也不同，青銅是銅錫合
金，滇青銅器裡沒有鉛，澆鑄的
花紋更粗獷，澆鑄的器物對金屬
的核心比例要求和差別，刀劍類
要鋒利，要求有韌度硬度，樂器
有聲音要有延遲性，青銅太脆，
聲音不洪亮。而這些在滇青銅合
金比例裡，沒有明確要求，屬自
然冶煉，這也就成為滇青銅器與
中原青銅的最大區別，對青銅造
像能到什麼程度，起了決定性的
作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蛇年尾巴
古滇國的蛇文化傳奇

■台北國父紀
念館的坐像

■澳門國父紀念館的西服式孫文立像，由梅
屋莊吉出資建造。

■南京中山陵祭堂中的孫中山長
衫馬褂坐像。

■香港孫中山紀
念館的孫文雕
像，展現其年輕
時的樣貌。

■■山西師範美術專科學院教授山西師範美術專科學院教授
商根民油畫作品商根民油畫作品《《門神門神》。》。

■■香港當代水彩畫家余錦山香港當代水彩畫家余錦山
系列作品系列作品《《時代四重奏時代四重奏》。》。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的孫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的孫
文半身西裝像文半身西裝像

■■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前的孫中山雕像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前的孫中山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