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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報道）5月24日，中國
傳統湘繡收藏鑒賞專家野雲先生攜其著作《老湘繡的
收藏》一書在長沙舉行簽售活動，並向書友、繡友分
享百年湘繡的歷史和自己的湘繡藏品。
野雲先生是中國傳統湘繡收藏鑒賞專家、著名錢幣
收藏鑒賞專家。對藏品的理解有獨到的論述，著有
《古錢——發掘歷史財富的知識寶庫》等專著。
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野雲先生著述的
《老湘繡的收藏》是國內外唯一一本收藏、研究、
介紹中國傳統刺繡方面的書籍。該書共分為三個大
篇章：藝術篇、服飾篇、日用篇，在介紹傳統湘繡
作品中緊貼時代的經典大作的同時，也展示了雅俗
共賞的民間繡品的代表作品。野雲先生在書作中對

精選出來的150件繡品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讓那
些湮沒在久遠歲月中的藝術光彩再次煥發，同時也
思索這一民間藝術遭遇嚴峻挑戰的現實的困惑和
矛盾。
湘繡起源於湖南的民間刺繡，吸收我國古老文化中

繪畫、刺繡、詩詞、書法、金石等多種藝術精華，形
成了以中國畫為基礎、以多種針法和多種色階的繡線
為特點、精細入微地在各種底料上刺繡出山水、花
鳥、人物的外形內質。
據野雲先生透露，在今年7月舉行的中法文化交流
周，及10月底在法國巴黎羅浮宮舉行的「東西方對話
大型藝術展」中，他將攜154件湘繡藏品參展，讓湘
繡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湘繡將現中法文化交流周

如今在中日兩國的書店中，既有民國時期大家們所
寫作的有關日本的經典書籍，也有當今中日兩國

學者合作共同完成的學術成果；同樣也有文化傳媒界人
士對兩國文化的介紹和比較之作。寫作是一種思想的表
達，閱讀則是一種思想的學習。當一衣帶水成為閱讀的
思維時，則友愛精神便能夠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斷成長。

經典之作，百看不厭
如今不少讀者喜歡蔣百里和戴季陶撰寫的涉日書籍。
蔣百里和戴季陶，都是國民政府時期的高官。蔣百里所
作的《國防論》以及戴季陶所作的《日本論》，直至今
日，都是華人社會研讀日本以及了解那個時代中國人對
日本詮釋方法的經典之作。越是在時局緊張的時刻，則
重溫早期中國旅日人士所寫的專著，越能夠健全國民大
眾正確與全面的外交思維和大國心態。能夠促使民眾樹
立從理性、實際以及兼具宏觀視野的國民外交觀念。戴
季陶的《日本論》，認為日本全國有一個核心的精神與
中心，然而當時的中國，則根本無法實現一個統一的中

心，全國一盤散沙。
蔣百里的《國防論》，闡述的是和與戰的基本關係和

內涵。這本書是蔣百里文稿、講稿、講義的集合，也與
他1937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教課有很大的關聯。在
書中，蔣百里將國防視為一種更為宏觀的體系，而從人
文、文化、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例如，何為大國、強
國？蔣百里對羅馬帝國的評價便是：之所以造就有羅馬
帝國的強大，這與羅馬帝國的貴族與平民的聯合與很大
的關聯；而這種聯合，是建築在雙方妥協、以《羅馬
法》為調整規範的基礎上的，因而雙方的協作不是依靠
征服和臣服，而是公平與平等的合作。這是這一帝國得
以強大的原因。也構成了國防的重要意義。

兩國合作的寫作與研究
在涉及中日關係的書籍中，目前有越來越多的中日兩

國學者合作完成的書籍。例如，根據日本外務省解密檔
案、東京大學相關研究形成的論文集專著《從東瀛皇居
到紫禁城》，便在目前的圖書市場上頗受歡迎。該書乃

是由一系列論文組成，作者分別是中國學者孔祥吉與日
本東京大學教授村田雄二郎。在具體內容上，則主要涵
蓋了晚清、特別是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近代中日
關係的不少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過往生平與脈絡梳理。
例如，當時日本駐大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便以
自己的記錄，記載了不少晚清中國政局中的人與事。再
例如，北京的白雲觀，表面是一座寺廟，但實際上卻是
日本與沙皇俄國競相在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工作的據點。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伍廷芳、黃遵憲這些晚清中國
政治家、思想家的生平轉述。特別是黃遵憲，由於其出
色的外交才能與一流的人品，頗受日本朝野歡迎，光緒
皇帝對其也信任有加，一度委派其為大清國駐日本的特
命全權公使，並且攜帶光緒致日本天皇的親筆信以東渡
赴任。戊戌變法的失敗，結束了黃遵憲的政治生命，也
堪稱中國歷史的悲歌。

閱讀亦是友愛的傳承
日本目前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書籍較多，而且種類

涵蓋非常廣泛，就寫作群體而言，從媒體人、政界人士
再到學者，盡在其中。題材的選取上，從文化、歷史、
政治、軍事甚至包括名人的回憶錄。故而，曾經有中國
的媒體人直言，在日本的書店中，會發現涉及中國的書
籍，題材極為廣泛。有的日本書籍，已經被翻譯成為了
中文版，由中國出版社出版，例如日本學者川島真所寫
的《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一書，便是從外交官的個人
努力、革命外交與務實外交的視角，去詮釋近代中國作
為弱國，是如何為自身在國際上爭取權益的，以及在這
一過程中不同政治勢力的立場與態度。
文化層面上，有些書雖然沒有被翻譯成為中文，但是
在日本則成為了深入了解和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媒
介。例如日本資深媒體人戶張東夫曾寫作的《中國的笑
聲：傳統語言藝術「相聲」的魅力》，便是全日本較為
系統化地從政治、歷史、文化發展視角去介紹中國相聲
的書籍，並且與日本的落語、漫才等藝術形式進行了對
比。作者戶張東夫本人特別喜愛相聲，所以，寫作也成
為了傳遞兩國情誼與友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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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與閱讀是傳遞文明與友愛的

工具，也是相互了解的工具。中日

之間過往的歷史，使得相互了解變

得更加重要。從這個意義上看，則

越來越多的聯結兩國國民情感與人

文的書籍，是極為寶貴的資源。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也是傳遞友愛的文化使者也是傳遞友愛的文化使者
閱讀閱讀，，

2012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帶本港最具活力、創意及
多元的精彩展覽和演出去到深圳，在特區引發了「香
港熱」，使毗鄰香港的深圳文化藝術愛好者從多角度
了解與認識香港。今年主場交換，「不甘示弱」的深
圳藝術家在精心準備和挑選後，將為香港市民帶來八
大節目，這些節目創意豐富、手法新穎，多姿多彩，
其中不但囊括了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還有傳統與現
代的交融和兩代藝術創作者激情碰撞的火花。
以上所提到的精彩節目將於7月份在由香港藝術發

展局、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及深圳設計之都推廣辦公室
主辦的「香港．深圳創意藝術雙周」與香港觀眾見
面。「香港．深圳創意藝術雙周」是港深兩地
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今年主辦方共邀請到超
過500位香港及深圳的藝術家，他們將呈獻的8
個節目分別是：港深交響樂之夜v2.0、粵劇
《風雪夜歸人》、粵劇折子戲精選、評劇《楊
三姐告狀》、評劇折子戲精選、少年合唱音樂
會－花開的聲音、水墨雙城－深港都市水
墨交流作品展，以及創意圖像－中國當代優
秀海報作品展。節目橫跨多個藝術界別，從視
覺到表演、從圖像到聲音，試圖使香港市民從
方方面面獲得兩岸有同有異的文化藝術體驗。
在日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香港藝術發展

局行政總裁周勇平表示︰「香港．深圳創意藝
術雙周是港深重要的藝術活動，是兩地藝術家

通力合作的成果，意義非凡。我們期望這個活動能發
展為兩地重要的文化品牌，讓兩地的市民及藝術家互
相交流，以文化及藝術豐富城市生活。」深圳市人民
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深圳設計之都推廣辦公室主任
韓望喜隨後也強調︰「深港兩地山水相連，同根同
源。今次活動將成為深港兩地文化交流合作中的重要
一環，為兩地藝術家提供一個藝術展示和交流的平
台，為兩地市民提供彼此了解的機會。我們希望將這
一活動發展成重要的文化品牌，成為深港兩地交流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

■文、攝：趙僖

港深創意藝術雙周
為兩岸搭建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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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發布會現場為一眾嘉賓即時獻唱聞發布會現場為一眾嘉賓即時獻唱《《夢會太湖夢會太湖》，》，博得滿堂博得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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