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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黃堯基金與香港外國記者會合作為著名愛國漫畫家、學者、畫
家黃堯舉辦展售會。黃堯曾經是《上海新聞報》美術編輯，他三十年代
所創的漫畫人物「牛鼻子」與葉淺予的「王先生」、張樂平的「三毛」
還有梁白波的「蜜蜂小姐」均是當時最受人民喜愛的漫畫形象。
大圓臉、酒糟鼻子、招風耳的「牛鼻子」喜歡穿黑馬夾和白竹布長
衫，具有那個年代中國人的一些典型特徵。黃堯曾說過，他希望「牛鼻
子」能夠代表國人對抗電影院和畫報攤上紅極一時的米老鼠、黑貓和蜜
司蓓蒂，同時洗刷國人「東亞病夫」的形象。「牛鼻子漫畫中有我也有
你，他是很多人，也是很多人的朋友。」這是黃堯生前的原話。抗戰期
間，「牛鼻子」深入民間，下鄉、入伍、殺敵、甚至還在富士山頂與日
本被壓迫民眾的痛飲勝利酒。在這段非常時期，黃堯的漫畫作品發揮了
動員民眾抗敵的宣傳力量。
1945年後，黃堯輾轉到了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因接觸了異國的風

土人情，所以在他鄉旅居的歲月裡黃堯開拓了新的藝術風格，開始以水
墨畫描繪民風民俗。就連他的漫畫主角「牛鼻子」也融入當地的風景。
1967年起，黃堯又對中國古漢字產生了興趣，他將書法融入藝術設計創
造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字畫。由於黃堯不同的人生階段受到了不同國家與
地區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因此藝術表達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是
次展售會匯集了黃堯不同時期的各類作品，甚至包括牛鼻子限量版印

畫。黃堯的孫女黃丹蓉女士表示，其祖父生前最關注兒童的教育問題。
淞滬抗戰初期，黃堯還在上海創辦了「兒童界救亡協會」。為秉承祖父
的教育理念，是次出售作品的部分籌款將撥捐給香港外國記者會作為助
學金計劃，幫助缺乏家庭資助的青少年完成大學學業。

文、攝：趙僖（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愛國「牛鼻子」來港
為助學基金籌款

■黃堯孫女黃丹蓉表示，小時常見到祖父進行「倒書」當下只是覺得厲
害，長大後才能體會祖父的那份童心以及對生命的熱愛。

據屋宇署數據顯示，全港約有120,000個招牌，其中多數
外牆招牌均屬違規，在發生過多起招牌下墜的驚人險案
後，屋宇署於去年9月開始實施「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只有大小、位置、材料、結構都符合條件的招牌才能夠得
以保留。而經屋宇署核證安全的違例招牌暫時可保留5
年，其後仍須重新檢核或難逃被拆命運。由於不少六七十
年代帶香港烙印的老霓虹招牌都在無法例監管的情況所
建，故將被拆除。

「東方明珠」的絢麗光彩
雖然在「違例招牌檢核計劃」的管制與LED招牌的步步緊
逼下，霓虹招牌正走向消亡。但回想起霓虹招牌曾經的絢爛
歷史，南華霓虹燈器廠有限公司市場經理譚浩瀚如數家珍，
他自豪地向記者介紹了霓虹招牌的起源與發展：「20年代
起，霓虹燈已在上海被廣泛用於夜間吸引顧客。後來在上海
人移民香港的過程中，他們把製作霓虹燈的技術也一起帶了
過來。但是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經濟開始騰飛成
為了世界之窗，日本的一些廠商才開始利用霓虹光管去做廣
告招牌。所以當你回憶起六十至七十年代維港旁屋頂上的大
型招牌，能夠想起的全部都是東芝、日立這些日本牌子。你
想想，如果每個途經維港的遊客都拍一張有霓虹招牌的照片
帶回自己的國家，如此一來廣告效益該有多強？但日本品牌
未能長期獨霸維港。80年代始歐美的品牌慢慢變多，90年代
後又增加了一些內地的牌子。」
譚浩瀚還說：「除維港兩岸屋頂上的霓虹招牌以外，本港

大量的麻雀館、當舖、金舖、夜總會、酒樓、電器店、理髮
店，不論商舖大小曾幾何時都偏愛選用霓虹光管來製作室外
招牌。你們都知道香港被稱為『東方之珠』，卻不知道至少
有一半的光芒都是由霓虹燈發出的吧？」在各類商舖所掛出
的霓虹招牌中要數當舖的招牌造型「福鼠吊金錢」最具香港

特色。所謂的福鼠就是蝙蝠，蝠與「福」諧音，而金錢象徵
利潤，當舖用這個符號作為招牌再合適不過。可惜，目前
LED招牌正逐漸取代霓虹招牌。走入旺角你會發現，許多藥
房、商舖、腳底按摩旁都閃爍LED招牌。據譚浩瀚觀察，
現在倒是中環SOHO和蘭桂坊中的「洋人」更傾向於選擇霓
虹招牌來展示各類酒品名稱，他們覺得在室內霓虹比LED更
吸引人。

NENOSIGN：香港的招牌
而從18歲就開始製作霓虹招牌，有30年屈光管經驗的胡

師傅則認為即便LED招牌愈來愈普及，LED和霓虹之間也不
存在對抗關係。因為它們所營造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
胡師傅說：「 LED燈是一個個的光點拼接成一個圖案，你近
看的時候會覺得很刺眼，它更適合隔三四層樓的距離去
看。如果你要做一個大面積的屏幕，就只能用LED。老實
講，我都很欣賞LED。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些細節的表達，霓
虹光管就可以體現出各種直線與曲線的效果。並且不論遠
近，視覺上都柔和得多。再說，霓虹燈更持久耐用，一個霓
虹燈的招牌能用十幾二十年，就算壞了還可以維修再用。
LED大概就只能維持一年半載，一旦壞了就會被扔掉。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說霓虹招牌的循環利用率更高。」
既然霓虹招牌壽命長、造型可塑性強，為什麼近來訂製霓

虹招牌的商戶大幅減少？胡師傅分析這一現象還是和去年實
施的「違例招牌檢核計劃」有關係。胡師傅告訴記者：「現
在做招牌的時候就要先繳付未來拆遷所需的費用，成本一下
就高了，所以部分商戶就轉而選擇安全又相對沒有那麼多管
制的平面廣告。不過，我也可以理解這個條例。幾十年的老
招牌破損非常自然，假使因招牌年久失修而傷到人，也需要
有人去管理與規範。」胡師傅建議，如果一些現存的霓虹招
牌各方面都符合條例與安全規格，就對它們網開一面，保持

定期檢修。不斷的維修無疑會增加招牌擁有人或政府的開
支，但霓虹是屬於香港的特色和港人回憶，它們不但是商家
的招牌亦是香港的招牌。

全方位再現霓虹城
由於霓虹招牌在香港視覺文化領域中佔有重要位置，所以

不少港人和組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護這瀕臨消亡的街頭文
化，今年M+所舉辦的「NEONSIGNS.H探索霓虹」正是其
中一支主力軍。該活動日前已正式啟動，將會延續至六月三
十日。他們邀請公眾透過Instagram、電郵或網上平台上載喜
愛的香港霓虹招牌照片與故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
歷和感想，一同勾畫網上的「霓虹地圖」。西九文化管理局
訊息及推廣主管林婉梅表示，該活動志在鼓勵公眾親身去挖
掘、感受、記錄我們熟悉又陌生的身邊物，再透過分享一起
在網上還原我們的「NEON CITY」。
除開放網上互動平台外，「NEONSIGNS.HK探索霓虹」

還將舉辦一系列特別活動。包括：邀請香港各界的文化名人
（藝術家兼設計師黃炳培、作家胡晴舫、藝術家黃仁逵、攝
影師夏永康及藝術家黃國才）以霓虹招牌為題進行藝術創
作；為親子、長者和對攝影感興趣的公眾開設工作坊，通過
互動的方式幫助他們了解香港霓虹招牌；組織巴士夜遊團帶
領市民從廣告設計及本土歷史角度欣賞霓虹招牌（特設適合
視障人士的特別導賞團）；以及舉辦專題講座，從霓虹招牌
出發探討視覺文化的跨領域性。更有電子音樂人蔡世豪、說
故事人雄仔叔叔、詩人廖偉棠和聲音藝術家Cé dric Maridet
所創作的聲音檔案會帶大家聲音漫步，用耳朵來感受油尖旺
的霓虹招牌。若想詳細了解接踵而來的各項活動，可瀏覽網
頁www.neonsigns.hk 。相信這一波又一波，由淺入深、豐富
多元的有趣活動，將不會給你機會忘記屬於你我的那道「霓
虹」。

2014，

新華社電 在被稱為「熱貢」的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有一個
藏族堆繡之鄉，它就是同仁縣年都乎鄉年都乎村。藏式堆繡是藏族群眾
發明傳承的一種民間工藝，題材多以佛經故事為主，兼有花鳥、山水、
人物，色彩豔麗，工藝考究，近年來深受海內外人士青睞。
走進年都乎村村民桓貢家的院子，在二層小樓上，有一間房子專門用

來展示堆繡，展室旁邊就是堆繡工作室，工作室大概有30多個平方，中
間的案子上分別放置紙樣、電爐、熨鐵等工具。
村主任青培告訴記者，年都乎的藏式堆繡基本上以家傳為主，由於身

處熱貢藏區，文化藝術氛圍很濃，年都乎藏式堆繡工藝發展得很快，近
年來市場也越來越看好，現在全村368戶人家中婦女幾乎全部投入到堆繡
製作中，由於藏式堆繡日益顯現的經濟效益，如今更是吸引越來越多
的男勞力。
和桓貢一樣，年都乎村堆繡還有一個帶頭人，他就是以藏式堆繡當選

青海省民間工藝大師的土旦，我們見到土旦時，他剛從北京銷售完堆繡
回來。
「去年，我的公司製作了200多幅堆繡，最大的兩幅長70米、寬50

米，一幅賣到了120萬。我的公司成立三年了，發展越來越好。」土旦告
訴記者，下一步他準備在縣裡和鄉里的幫助下，徵用5、6畝土地新建一
個規範化的藏式堆繡製作公司，招聘更多的村民製作更多的堆繡。
記者從黃南藏族自治州政府了解到，藏式堆繡已經被青海省和黃南州

列入民族文化重點扶持產業，相關部門將通過培養藏式堆繡傳承人，進
一步加大藏式堆繡的保護和傳承。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企業為主體的市
場開發，進而將藏式堆繡打造成為帶動當地百姓致富增收的一條新路。

藏族傳統堆繡成就熱貢

M+M+邀你共創線上邀你共創線上
「「NENO CITYNENO CITY」」

■展覽策展人陳伯康正在介紹是次活
動內容。

■從事霓虹招牌製作30年的胡師傅在
兩個星期為是次活動趕製了身後的霓
虹布景牌。

■入行56年的霓虹燈師傅劉穩（左）
與南華霓虹燈器廠市場經理譚浩瀚在
向傳媒解釋霓虹燈能發出彩光的原
理。

■根據美美招牌所還原的「新美美」。 ■位於油麻地的勝利麻將館門前閃耀彩色的走馬式霓虹管
與建築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該招牌是M＋請師傅根據70年代彌敦道與佐敦道交界
處妙麗商場招牌所製作的縮小版。

■■昔日位於彌敦道的中國宮殿夜總會昔日位於彌敦道的中國宮殿夜總會。。

在電影《重慶森林》的片頭，編號223號警察何志武對搖擺不定的鏡頭說：「每

天你都有機會和別人擦身而過，你也許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或許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

朋友或是知己。」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在彌敦道上的「霓虹燈森林」間竭力奔跑與女毒

販擦身而過，從未想過57個小時後他愛上了她。這個場景不知道是多少人對香港的印

象與想像。走在香港街頭，我們每天會與不計其數的霓虹招牌擦身而過，它們早已成

為我們的朋友，可我們卻依然對其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它們逐漸消失在我們的視

野裡才驚覺那些屬於曾經的回憶亦飄散在香港潮濕的空氣中。因此，今年西九文化區

M+特意舉辦過線上互動展覽「NENOSIGNS.HK 探索霓虹」，希望能夠將全港市民動

員起來，一起記錄香港獨有的城市景觀與霓虹招牌背後的香港故事。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