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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6月30日，來自中國多地的3歲至12歲兒
童及家長共1000餘人，日前會聚孔子故里山東曲阜，
共同向孔子行祭祀禮，感受孔子經典和儒家精神。
當日上午8時，曲阜孔廟的萬仞宮牆城門在陣陣樂

聲中緩緩打開，300多名身着精緻漢服的兒童和700
多名家長在司禮官導引下拾階而上，步入孔廟，依次
向至聖先師像敬獻花籃，行禮鞠躬。祭祀儀式後，兒
童和家長們還觀看了「樂舞表演」，參加孔子六藝
「禮」「樂」「書」體驗活動，感受儒家文化。
據介紹，祭孔大典包括樂、歌、舞、禮四種形

式，莊嚴肅穆、場面壯觀、氣勢恢宏，集中體現了儒
家思想文化。「讓兒童參加這樣一堂尊師啟聖的心靈
課，可以啟發他們立志聖賢和尊師的信念。」國學教

育專家李廣斌說。
據悉，這次千人親子祭孔活動是「中國童學秀」
的系列活動之一。「中國童學秀」是以宣傳國學文
化、展現兒童國學風采為主題的大型活動，自今年４
月舉辦以來已經吸引了全國各地近10萬名12歲以下
兒童參加。
參加祭孔大典的家長劉敏告訴記者，千人親子祭

孔大典不僅讓兒童和家長能夠重溫孔子經典和儒家精
神，還極大地激發了兒童的恭敬心，教育兒童遵從孔
子的處事哲學，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
「以前都是我自己參加學校活動，這次和爸爸媽
媽一起祭拜孔子，覺得很開心，還學習到了傳統文化
和古代禮儀。」來自廣西柳州的７歲兒童莫皓麟說。

香港特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由30
日起，在全港十八區的每區指定一間香港公共圖書
館設立「文化及歷史資源角」，一站式為市民提供
有關當區文化、歷史及社區發展等資料及文獻，提
升社區對本地文化歷史的興趣，增加市民對社區的
認識。
香港島及九龍區的資源角分別設於大會堂、柴灣、香
港仔、駱克道、九龍、油麻地、荔枝角、新蒲崗及藍田
公共圖書館；新界區的資源角則設於大埔、屏山天水
圍、屯門、粉嶺、將軍澳、沙田、荃灣、南葵涌及東涌
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透過多種渠道蒐集各類地區資料。十八區的資
源角設有「香港地區資料」特藏，參考資料合共逾
5800項，包括書刊、地圖、多媒體資料和小冊子，內

容涵蓋區議會事務、地方團體資料、地區活動、傳統文
化、宗教節慶、歷史及名人、旅遊景點、名勝古蹟及規
劃發展等範疇。
此外，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也提供有關
香港及各區的數碼化資料，當中的「香港十八區」數碼
館藏現時收集了約6500項資料，包括剪報、前市政局
檔案、地圖及影音資料等，而3000多幅珍貴的舊照
片，更記錄了香港各區昔日的景觀和民生面貌，反映不
同年代的社會變遷。各區的資源角均設有電腦終端機，
方便市民透過「多媒體資訊系統」搜索及閱覽上述數碼
館藏。
圖書館還會舉辦不同推廣活動，如專題講座、展覽及
書籍介紹，推介相關的館藏資源；也鼓勵學校廣泛利用
資源角資源，讓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推動社區文化歷史
香港公共圖書館十八區新設「資源角」

山東曲阜：
孔子故里舉行千人親子祭孔大典

是次展覽，共展出蘇五雲近半年來所創作的二十幅
水墨作品。熟悉蘇五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蘇五

雲之前分別舉辦過貓、山水、花鳥、馬四大主題畫展，
作品多以黑白兩色為主。而「奇趣萬象圓」則脫離了具
象世界，蘇五雲用色彩斑斕的畫筆為我們集合了一班千
奇百怪的新生物種，有性格溫馴而毛髮鋼硬如鐵的昂鋼
牛，喜愛陽光隨遇而安的向日蒲，腿部纖長通體紅色的
晴空鳥以及渴望自由嚮往藍天的蜻蜓魚等。
蘇五雲稱他辦畫展有兩大原則。首先是，每次畫展都
必須向觀展者提供新的作品，因此蘇五雲總是在尋求突
破。今次展品中所畫的對象與用色都與前幾次截然不
同。蘇五雲說：「變化，其實皆因起念。創作就是一種
念。每起一個念，就畫一些東西出來，天馬行空，離經
叛道，道法自然，搞掂！」喜歡開玩笑的蘇五雲總讓人
感覺有些不「正經」，但他卻做着最正經事，因為他的
第二個原則是要保證所展作品的質量。蘇五雲認為開畫
展就像請朋友吃飯，一定要拿出既營養又特別的食物招
待客人。畫畫和烹飪極為相似，有的菜擺盤考究但口感
味道令人失望，有的菜好吃可賣相一般。蘇五雲為我們
精心準備的視覺大餐走的就是第二種路線。

不經裝裱的畫
說是水墨畫展，但走入「奇趣萬象圓」放眼望去，卻
發現所用的畫紙都有些怪，並非我們慣常畫國畫所用的
宣紙。這種「怪紙」比宣紙薄上許多，而且還微微泛
黃，用大頭釘舊報紙一同固定繃直後通透但略顯毛躁，
仔細瞧還能看出淡淡的紋理。記者不禁好奇，這難道是
什麼高科技的先進材料？蘇五雲對記者的大驚小怪不以
為然，他表示這不過是最原始的宣紙罷了。現在市面上
的宣紙都經過了漂白，由於蘇五雲覺得漂白這道工序不
環保也不自然，所以他找到了一間賣原始宣紙的小紙
行，一口氣買下了大量「怪紙」。得到稱心如意的宣紙

後，蘇五雲便將它們釘在一塊塊的大木板上，在荷李活
道的街頭開始作畫。而完成的作品會被原封不動地賣給
欣賞它的知音人，或直接擺入展廳。然而，不論是身材
火辣的本港靚女還是家財萬貫的日本頂級廚師，在蘇五
雲這也只能買到沒有裝裱過的原始畫卷。
蘇五雲與我們分享了一個有趣的賣畫經歷：「一次，

有個外國人，買了我的畫回去裝裱，然後再將這幅畫抬
回來給我看。他問我這幅畫靚不靚？我讚嘆，很不錯，
反問他在哪兒買的。他說是和我買的。因為有了畫框我
差點不認識自己的畫，仔細一看發現還真有我的簽名。
裝裱前後的畫，就像一個村姑沒化妝和一個化了妝的村
姑，雖是同一個人，你卻認不出來。可是我不想用一個
豪華的框包裝我的畫。有時候，你的畫差一點，有個好
的框，整個作品看上去一樣可以很上檔次。不過，我還
是不希望有那麼多的物慾來影響創作。我是一個創作
人，不是一個做框的人。你不是來看畫的框，而是來看
我的畫。」正因蘇五雲要求畫作保持自然的狀態，所以
在「奇趣萬象圓」中觀展者們亦可與「赤裸裸」的畫作
們來個零距離接觸。

拜老子為師追求逍遙
除了自然，在與蘇五雲的對談中另一關鍵詞是逍遙。
曾經打造出「去玩、去癲、嚟 Ocean Park！」；「鑽
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等廣告界金句的蘇五雲，在不
惑之年決定激流勇退，追求逍遙自在的人生。談起過去
的日子，因早已處於另一層境界，蘇五雲頗有置身事外
的感覺：「以前做廣告，很忙。由朝做到黑，每天幾乎
都在周遊列國，上山下海，穿州過省，坐車、坐船、見
人、開會。在那個智能手機還未盛行的年代，我們連同
一間公司的同事都見不到，留下一張memo紙交代好事
情，就要趕赴下一地點。這麼拚命地忙忙碌碌，最終不
過是為了生活。但實際上，我們需不需要這麼辛苦呢？

其實不用的嘛。」
蘇五雲說他拜老子為師，是老子告訴他做人的態度應

該改變了。「你看看路上的蝴蝶、螞蟻，牠們有沒有像
你那麼辛苦？但牠們一樣可以在地球上生存。我們應該
逍遙，不要理會塵世間這麼多的東西。只要你跟着宇宙
的軌跡去運行，你就可以生存。『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就是說其實四季界限分明，人生的境
遇就像春夏秋冬一般會臨期而至。你只要跟着自然的規
律去走，一切就會順順利利。這就是所謂的道法自然。
所以我退休以後，拾回了兒時的夢想：繪畫。只要你找
到了自己的方向，肯去做，就可以解決生活的問題。」

用藝術串聯鄰里情
每日在街頭作畫，蘇五雲發現荷李活道漸漸地產生了

微妙的變化，今日一座舊廟消失了，明日一間書局被拆
除了，這些年來唯一不變的是街坊鄰里間的情誼。蘇五
雲說：「我在街頭畫畫，很熱的時候會有街坊遞一杯水
給我，四五度的冬天有人就會主動送上一壺熱茶，有次
一個阿伯來探望我，送我一個用來吃飯的黑色的缽。我
很高興，他很了解我，我自己在家吃飯也用缽；在街
頭，有時會有些師奶讓我幫忙看孩子，因為她要去買
菜；過年很多人都會派利是給我，加在一起可能夠買一
部iPhone 6；我做畫展的時候個個街坊都會來捧場，看
完畫後連買豬肉的都切大塊一點給我，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變得很簡單。」
在城市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因為珍惜這份鄰里間純
真而質樸的感情，蘇五雲與市區重建局的工作人員們一
拍即合，有了共同的理念。市區重建局物業及土地總監
溫兆華表示舉辦畫展的荃新天地一帶其實是一個市區重
建的項目。往往人們印象中的重建就意味着拆除舊樓，
拆掉社區，帶給當地居民不便。但溫兆華強調：「我們
是將一些新的東西搬進來代替以往過差的環境，同時保

留社區中的舊感情、使它們得已延續。其實香港的生活
真的很緊張，而藝術其中的一個功能就是讓人放鬆。它
還是一個國際語言，你不需要去懂，沒有等級，很容易
產生話題去溝通，移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障礙與紛
爭，帶來更多的人流。新增的人流不一定是遊客，我們
期待一些人性化的東西可以令小朋友、老人當地居民閒
暇時能夠想起過來逛逛。甚至我們想讓四面八方的市民
可以重新認識荃灣。荃灣已不再是一個工廠林立的舊城
區。」
溫兆華亦透露，未來將市區重建局會嘗試將以前的囍
帖街（利東街）也就是現在喜歡裡打造成一個藝術氛圍
濃郁的步行街。溫兆華建議把這條步行街想像成一個沒
那麼雜亂的旺角西洋菜街。他說：「在這個公共空間
中，我們會盡可能地增加綠化，加入一些有氣氛的視覺
藝術，且鼓勵街頭藝術家在那邊表演，動靜結合。我們
渴望將西洋菜街『被拿走的』街頭表演取回來。但需要
配合一個更為合理的規劃與安排，避免擾民。我們不是
為了假裝很有藝術氛圍，很有文化水平才去做一些很矜
貴很高端的東西，而是要讓藝術很自然地融入我們。」

蘇五雲蘇五雲「「奇趣萬象圓奇趣萬象圓」」
圓兒時逍遙夢圓兒時逍遙夢
曾經的廣告紅人蘇五雲已「退休」近九年，他在荷李

活道94號為自己開闢了一塊修身養性的藝術道場，此後

成功轉型為本地著名的街頭畫家。日前，蘇五雲與市區

重建局合作於荃新藝廊舉辦名為「奇趣萬象圓」的水墨

畫展。畫展開幕當天，膚色黝黑的蘇五雲一洗我們對

「白面書生」的刻板印象，他身着黑色休閒圓領短袖衫

與牛仔褲，肩頭搭着一件土黃色長袖衫，輕鬆自在、幽

默自然地與記者們分享自己的「自在逍遙觀」。據說，

蘇五雲當日的這身行頭與他作畫時基本一致。而今次所

展的畫作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和蘇五雲本人一樣，保

持着街頭的原汁原味。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溫兆華表示，他與蘇五雲有着相同的社
區共同成長理念，因此多次一起合作，卻
從未談過一個「錢」字。

■《昂鋼牛》。 ■《導游鱉》。 ■《逍遙晴空鳥》是本次畫展中蘇五雲最
喜歡的一幅作品。

■■為了配合畫展主題為了配合畫展主題，，蘇五雲親自設計了這個全港最大蘇五雲親自設計了這個全港最大
的藝術萬花筒的藝術萬花筒，，公眾可於展覽期內到場欣賞公眾可於展覽期內到場欣賞。。

■■觀展者亦可使用萬花筒觀展者亦可使用萬花筒，，用獨特的角度欣賞畫作用獨特的角度欣賞畫作。。

■蘇五雲分享有趣的賣畫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