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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坐落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寶鳳剪紙
博物館一個月內將開門迎客。這座博物館的主
人——中國著名剪紙藝術家、長春寶鳳剪紙藝術
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寶鳳，此時正忙為博物館做
開門前最後的裝飾。
李寶鳳把剪紙藝術與中國國畫、西方油畫藝術

結合在一起，保留了中國東北民間剪紙的樸素特
色，技藝精湛，反映出中國民間的多彩生活。從
上世紀末開始，李寶鳳帶她的剪紙作品在韓
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俄羅斯、朝鮮等國家
進行展覽，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歡迎。
去年九月，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舉辦的「吉林
文化周」活動中，李寶鳳帶三十餘幅作品進行
展出，向外界展示了中國民間的美好生活與美麗

景致，備受參觀者好評，這更堅定了她把中國民
間剪紙藝術推向世界的信心。
在中國，像李寶鳳一樣致力於將剪紙藝術推向

世界舞台的人還有很多。吉林省輝南縣撫民鎮，
中國滿族剪紙藝術傳承人徐貴庫也讓不少外國朋
友領略到了中國剪紙藝術的奇妙。
徐貴庫從事的滿族剪紙藝術是中國剪紙藝術的

重要分支，展現了中國滿族人民的生活和習俗，
作品獨具神秘的藝術氣息。在赴日本、韓國等地
展出時，參觀者對這些剪紙作品無一例外給予好
評。「接下來還要帶作品到更多國家開展交
流，讓世界上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徐
貴庫說，這就是他的中國夢。
自中國剪紙藝術被列入「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這門古老的藝術煥發出
更蓬勃的生命力，愈來愈多的海內外人士開始關
注中國剪紙藝術的價值。剪紙成為了世界人民了
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根據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喬

曉光教授的研究，中國近三十個民族有關於剪紙
的習俗傳統，中國剪紙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
「文化新大陸」。
在吉林省輝南縣輝發城鎮中心小學，剪紙藝術

課程已經成為小學生的必修課。學校的走廊裡，
掛滿了由學生和老師製作的剪紙藝術作品。「剪
紙不僅能提升孩子的動手能力、交流和協作能
力，而且對我們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也有幫
助。」學校副校長陳立偉說。

東洋的概念，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方
位。在救亡和啓蒙合一的晚清中

國，此二者往往代表東洋概念的實
在化、具體化。一方面，大量的留學
生前往日本，試圖從日本近代化的成
功中尋找到適合中國自強的經驗；同
時，日本不少的民間友人也積極參與
了協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故而，這
種雙向互動構成了辛亥革命時代的兩
國民間交往。這些歷史事實，在不少
展覽或展品中，是有清晰反映的，
也成為了時代的見證。

師法東洋的革命軍
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以
留學生為主的革命軍，不少曾經有過
在日本留學的經歷。隨清末甲午戰
爭的戰敗，清國留學生心中的尊嚴受
到了極大的震撼。而隨1904年爆發
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取得勝利，當時
的留學生們更是認為，要想拯救國家
免於外患和內部專制的威脅，則必須
學習日本，將中國改造為一個真正意
義上的近代化國家。有的留學生選擇
回國參加清末改革，有的則索性參加
了反對清政府的革命。
不能不提到的是黃花崗起義。這次
起義的幾位主要留學生骨幹林覺民
等，都曾經留學過日本。當他們被清

廷殺害、或有些被鎖拿逮
捕之後，日本方面尤其是
學界，發現革命軍中多數
是留日學生，故而早稻田
大學降下了半旗，為這些
清國留學生默哀。

多元化的歷史樣態
深圳鹽田的庚子首義紀

念園區中，山田良政的騎馬雕像巍然
矗立。山田良政於惠州起義中犧牲，
成為外國為中國共和革命獻身第一
人。孫中山為其親筆題寫的悼詞，更
是充滿了深切的緬懷與悲傷。
此外，孫中山與日本友人的友誼，

也是一段值得銘記的佳話。澳門孫中
山紀念館中，他與日本民間革命志士
的合影照，也成為見證歷史關鍵時刻
的有力佐證。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
是梅屋莊吉。澳門孫中山紀念館、中
山大學等地點的孫文雕像，便是梅屋
莊吉個人出資建造然後捐贈給中國。
如今，在廣州黃埔軍校陳列館，已經
將梅屋莊吉與孫文的革命友誼故事，
列為常展，供民眾參觀。
與民間友人以真誠持續參加中國的

革命事業相比，當時的日本政府在這
一問題的態度上，顯得較為複雜，甚
至曾接受清政府的要求驅逐過孫中

山。而山田良政的犧牲，其實便與日
本政府不支持惠州起義有很大關
聯。而日本新聞界，看待中國革命的
視角也不盡一樣。例如，有些新聞媒
體便將清國的革命運動看作是動亂，
或許是為了新聞工作的需要，他們為
此還標注出了地圖，從而使得觀察中
國事態的視角更為直接和多元。這也
說明，當時在日本，各階層、各種力
量，都在以不同方式注視中國內部
的各種情形。

歷史迴響與啟示
中國的辛亥革命，與日本有極大

的關聯。當年日本民間友人對中國革
命的幫助，成為了傳遞兩國民間友愛
與情感的最為真實的寫照。支援中國
革命的諸多日本友人及其後代，後來
為了中日避免戰端以及戰後實現邦
交、世代友好，均作出過巨大和積極

的貢獻。這一點，
已經為歷史和兩國
民眾所銘記。
如今，就單純從歷史角度而

言，辛亥革命已經成為了一百多
年前的一個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事
件。這種影響，在國別關係的概念
中，在文化思想的範疇中，則與東鄰
日本的關係，顯得極為重要。辛亥革
命時代，不少中國與日本民間友人所
持有的興亞、亞洲主義思想，在後來
的日本軍部法西斯掌權時期，成為了
擴大和侵略中國的理論武器之一。從
這個意義上說，這不能不看作是歷史
上一種巨大的異化和悲劇。故而，在
辛亥革命的歷史回眸中，在甲午戰爭
120載的情境下，如何於是文化領域持
續推動中日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如何
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將是這個時代最
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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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展覽中展覽中的的「「東洋東洋」」
有關辛亥革命這一歷史題材的展覽層出不窮，這其

中，「東洋」因素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不少展品

直接或間接點出了當年的這場中國共和革命與東鄰日

本之間的某種關聯。回眸這些展覽中的日本元素，則

能夠對晚清中國的時局、後來歷史發展的脈絡甚至如

何促進中日民間文化交流的持續深入，都有着較大的

意義。畢竟，歷史往往不能夠定格在某一個時代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

■梅屋莊吉贈
送的孫文雕像

■日本製作的辛亥革命火花■有關黃花崗起義的畫報

■■日本傳媒製作的反映中國革命的地圖日本傳媒製作的反映中國革命的地圖..

由《明報月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
基金會、香港作家聯會聯合主辦並由澳門大學、世界華
文文學聯會等機構聯合承辦的「華文文學在世界的傳
播——第二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於5月18日起
至5月22日在香港、兩地舉行。這場跨越兩岸四地的講
座邀請了來自內地、台灣、乃至美國的知名作家、學者
出席。包括內地王蒙、陳丹燕、台灣黃春明、美國著名
漢學家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英譯者）等近二十人。
而成立26年的香港作家聯會，也藉此機會，邀請來
自不同地區的知名作家學者與作聯監事、理事及會員
們共聚一堂，以「文學與城市」為主題，舉行第二屆
兩岸四地聯歡晚會，共同分享和探討華文文學在世界
的傳播。作家王蒙、黃春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

曉明、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院劉年玲等多
位嘉賓都進行了精彩發言。
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在致辭中表示，作聯的作家日

益壯大，並廣泛邀請各地作家、傳媒人及文學評論人
一起探討文學趨向，碰撞出文學創作的火花——就正
如作家劉再復曾在去年作聯成立25年之際指出「作聯
多年的不易堅持，靠的只是對文學的信仰。」

文學不會消亡
年過八旬仍筆耕不輟的著名作家王蒙指出，在香港

辦文學刊物可能並無內地那樣的財政支持，所以他更
加敬重作聯成員在這種客觀環境下對文學的貢獻。他
說「如今網絡與信息技術的發展都造成了文學讀者的
流失，讀小說和詩的人沒有讀手機的人多。相比之
下，內地的狀況可能好一些，因為人口基數大，另外
也會組織各式各樣鼓勵優秀文學的評獎活動，所以即
使有人冷落文學，但還有人熱愛文學。」王蒙更強
調，只要人還在用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記憶，文
學就不會消亡。因為文學的符號意義很強，所以具有
推動人的思維的能力。而對於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而
言，沒有語言的發達，思維也不可能真正發達。
台灣著名作家黃春明則回顧了自己1966年從宜蘭鄉

下去往台北的經驗。他談到了「知識分子集中在城市」
這一點對自己寫作起到的鼓勵作用。又因如今的生活模
式是城市在影響鄉村，所以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也早已超
出了城市範圍。「譬如城市人覺得某本文學作品好，舉

辦排行榜，那麼
除城市人閱讀，
鄉下人也會跟
讀。」他以個人
經驗談到城市與
文學的緊密關
聯，但另方面又
指出，如果任何
事物都商品化的
浪潮也衝擊到文
學，那麼這種城
市與文學的關聯
也會害了文學。「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共同想想辦法，像
我看到香港作聯這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一起出書辦雜誌，
就很感動，因為文學的影響力就是這樣傳播開來。」
文學批評家陳曉明則認為「文學與城市」實際上也
是如今大陸文學創作和當代文學研究中面臨的一大難
題。他說：「我們有很好的寫鄉土中國的作家，但寫
城市卻一直不太成功。這個與20世紀的中國背景有很
大關係，在表現城市時，我們的歷史是破碎殘缺
的。」他更認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回到人性深處，
並認為大陸部分作家寫城市是靠表現城市中對立的生
存狀況，但這種方式是否最適切仍有待商榷。「可是
表現城市在其他文明空間就可以實現，像電影那種視
聽文明就沒問題，所以可能文學這種對中國來說像是
農耕文明的方式，還有更寬廣的路要走。」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院劉年玲則在發言
中特別強調了香港對她個人創作的意義。她說：「如
果沒有香港的中國文學，如果沒有香港這座城市，我
可能不會用中文去寫作。」作為華僑，她認為對像自
己這種試圖表達對中國情感中立的創作者來說，香港
給了她一個特殊的機會。深圳作家協會主席李蘭妮則
特別強調了「文學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比較奢侈，但如
果沒有文學，城市就會失去它的溫度。」
嶺南大學客座教授在分享會即將結束之際，引用了

魯迅的觀點「鄉土文學就是城市中人離開鄉下開始留
戀鄉土從而產生出的一種文學體裁。」他指出，即使
鄉土小說也是城市的產物，在文學創作的維度中，鄉
土最終仍然離不開城市。

■文：賈選凝 攝：劉國權
■王蒙先生在活動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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