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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VTC）由即日起至12月6日，首次舉辦
「國際雙週2014」，推出逾10項精彩活動，邀請VTC
各院校來自不同地區的師生，交流及欣賞香港和多個國
家的文化與生活體驗。同時委任28位學生為「國際學生
大使」，代表VTC參與不同的本地及海外活動，協助推
廣VTC的職業教育理念，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同時增
進學生的見聞及提升英語水平。
VTC將國際化發展訂為重點策略之一，期望藉着鼓勵

學生參與國際交流，讓學生放眼世界，在瞬息萬變的職
場環境中提升競爭力。「國際雙週2014」將舉辦逾10項
精彩活動，包括：國際廚藝學院廚藝大師烹飪示範、
「國際學生眼中的香港」攝影比賽、韓國及西方電影欣
賞、伊斯蘭及韓國文化講座、巴基斯坦彩繪、土耳其繪
畫藝術、危地馬拉文化及蒙古風情等，節目多姿多彩。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劉名秀山東報道）11月

26日，山東省圖書館尼山書院在大明湖畔舉行了會
講，以紀念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同日於曲阜發表的講
話，並探討山東省現代書院建設、傳統文化傳承等事
宜。尼山書院在此時舉辦會講活動，除總結了一年來
貫徹總書記講話的成果外，也暗示着對古代書院遺風
的追思和對傳統文化未來的展望。

第三個強盛期和「新軸心時代」
會講中，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顏炳罡
說，中國每到繁榮強盛的時期，儒學都會被重提和強
調。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尊孔
子為「先聖」、「宣父」，漢唐兩朝中國最為繁盛，
儒家學說也最受推崇。如今的中國很可能正在走向第
三個強盛時期，儒學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與漢唐時
期上演過的相似兩幕也許有必然的聯繫。大連圖書館
館長、白雲書院院長辛欣則表示，大約在公元前800
到公元前200年之間，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一個軸心
時代，那個時期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取得了重大突

破，產生了偉大的精神導師，他們提出的思想塑造了
不同的文化傳統，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古人講「欲
滅其國，先亡其史；欲滅其族類，先亡其文化。」當
今的世界正步入「新軸心時代」，如果要在世界文明
史上保持一席之地，中國就必須用自己的文化發聲，
創造出新的輝煌。所以，在第三個強盛期和「新軸心
時代」的雙重背景下，發掘儒家思想的價值契合了時
代的要求。

不要「捧着金飯碗要飯」
辛欣認為，由於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西方的理性

思維方式有頗多不同，中國文化的許多部分無法用西
方那種量化的方法加以驗證，所以中國的許多優秀文
化在西方長期得不到認可。如今隨着中國與國際社會
交流的增多和國力的增強，西方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
認可也加深了。辛欣對聽眾說，可惜的是，當今過於
崇拜西學的風氣埋沒了許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這
無異於「捧着金飯碗要飯」。
為落實習總書記11．26講話精神，山東省在許多圖

書館下建立書院，早在2008年，民間力量就自發建立
了尼山聖源書院。該書院選址於孔子出生地尼山，許
多知名學者和社會名流長期義務參加書院活動。

「背着乾糧給孔子打工」
尼山聖源書院執行院長顏炳罡說：「我們的學者們

都是義務為書院講學，沒有一分錢拿的，可以說是背
着乾糧給孔子打工，但是能夠給孔子打工是我們的榮
幸。」自成立以來，尼山聖源書院開辦研修班以培養
儒學教育人才，開辦國學大講堂給學生和市民講解儒
家文化，開辦鄉村儒學講堂向農民普及儒學知識，並
積極組織參與國內外的文化交流活動。國家圖書館副
館長張志清在最後說，中國一直有「述而不作」的傳
統，即後人在整理、闡發古人的思想時順勢提出自己
的相關思想，中華文化因此能夠在傳承的同時不斷豐
富和發展，並適應時代的變化。我們今天要復興傳統
文化也可如此，也就是用「老樹發新枝」的方式。希
望民間力量和官方一起，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繼承好，
研究好，發揚好。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曾說，忘記大屠殺

就等於第二次屠殺。為了銘記歷史、不忘國殤，在12

月13日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由嚴歌苓親自編

寫的史詩大片《四十九日祭》已登陸國內衛視。片子

改編自其小說《金陵十三釵》，將以審判形式清算日

軍罪行，向世界展現這段中國國家記憶以及災難中的

人性與情感。對於首次編寫抗戰類電視劇，嚴歌苓日

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最愉悅的一次

作品呈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尼山會講「背着乾糧給孔子打工」？

舉辦「國際雙週2014」
VTC加強教育國際化

「國際雙週2014」節目:

「國際學生眼中的香港」攝影比賽展覽
11月24日至12月5日
IVE（柴灣）、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IVE（李惠利）、
IVE（摩理臣山）、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12月2日放眼看世界講座系列
主題：韓國文化（粵語）演講嘉賓：何永釗教授
3:30 p.m. – 5:00 p.m. | IVE（沙田）

12月3日國際美食–即場示範及美食品嚐
12:00 noon – 2:00 p.m. | IVE（黃克競）語文自學中心
門外

12月5日國際雙週閉幕禮
5:00 p.m. – 7:00 p.m. | IVE（摩理臣山）籃球場

■■鍾志平博士和尤曾家麗博士參觀展覽鍾志平博士和尤曾家麗博士參觀展覽，，體驗不同國體驗不同國
家獨特的文化及傳統家獨特的文化及傳統。。

有底氣有底氣，，
就是這就是這麼麼「「高冷高冷」」

嚴歌苓：

■小宋佳飾演的版「玉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壇一個熱鬧、喧囂的時
代。在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研究生班中，嚴歌苓與在大陸文
壇叱咤風雲的余華、莫言等人是同學。但是，嚴歌苓選擇
了一條跟他們不同的路。在九十年代，她跨出國門，奔赴
美國，並憑借《少女小漁》和《天浴》獲得十五六項港台
或國際電影大獎，海外市場反響頗大。在海外華人電影圈
游弋了二十多年後，嚴歌苓重回國內影視圈，憑借《梅蘭
芳》、《金陵十三釵》、《歸來》等多部高水準電影的熱
映，她的作品開始成為國內不少大師級導演眼中的「富
礦」。

內心清高商業化影響不了創作
此番，她再度「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編寫了抗戰
類電視劇《四十九日祭》。談及作品風格，她坦言，作品
有意挖掘普世主題，吸引世界目光，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
劇的殘酷搏殺，也沒有重複電影版「十三釵」的苦難敘
事，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拒絕市場綁架，對歷史及人
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創
作劇本，只要是自己的文字，我都會有種偏執，保持着內
心的小清高，娛樂化、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四十九日祭》是嚴歌苓改編的第一部電視劇，此前一
直專注於編寫電影的她坦言，雖然《四十九日祭》和《金
陵十三釵》源於同一部作品，但《金》作為電影，長度和
篇幅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前

後後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我想盡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
史與後史，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
電視劇的改編更接近小說的描述。」
嚴歌苓告訴記者，文學與影視劇本的創作，在外行看

來，就是一種事物的兩種不同形式，都屬於文字寫作，都
在講故事。但在內行看來，卻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不同
事物。也就是說，它們創作的理念不同，表現的形式不
同，文本的結構不同，對運用文字的要求也不相同。「像
《四十九日祭》雖然沿用了小說裡面的人物、關係、線索
等，但作為電視劇來說，它需要把小說當中暗場處理的東
西全部變成明場，使它更具戲劇化。」

沒有不能改編的文學作品
目前，將文學作品改編成為電視劇已經成為一種潮流。

越來越多的名家作品通過導演的巧手、演員精湛的演技成
為影像展示在熒屏中。對於這樣的現象，嚴歌苓表示沒有
什麼文學作品是不可以被改編的。「文學作品當然有適合
被改編的和不適合被改編的，但適不適合取決於誰來改，
怎麼改，以及哪個導演來拍攝。」嚴歌苓舉例，像《英國
病人》，它表面上確實不適合被改編，因為內容跳來跳
去，不是線性敘述，講故事不是按照順序，形式感太強。
不過，它還是被改編出來了，還改得很好。而像《洛麗
塔》的故事，雖然很有戲劇感，但改編出來的每次都以失
敗告終。

創作已成生理需求
曾經有人說，寫作對於作家而言就是一種面壁，就像看

一場交響音樂會，那幾個拉小提琴的人總是會擺放一個譜
架在前面，我們能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對此，嚴歌苓表
示認可，她說寫作就是修煉、面壁，不管別人出什麼事，
作者都是背對着的。「創作已經成為我的生理需求，當我
注意力集中的時候，挺可怕的，如同鑄了一座透明的無形
的牆。有時候我女兒走過來，站在我旁邊看着我，我沒有
寫完這一段絕不會理她，她發現我不理她就會很沒趣地離
開了。我不會被她打擾。她是打擾不了我的。」嚴歌苓
說。

成不了下一個張愛玲
有不少人喜歡拿嚴歌苓與張愛玲對比，兩個人同樣有很

多故事發生在上海、南京等「孤島城市」，又同樣擅長用
女性視角來寫作。對於這樣的對比，嚴歌苓坦言，張愛玲
只有一個。「她的上海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髒、
臭，比較像地獄，那不是張愛玲的。」嚴歌苓說，張愛玲
之所以獨一無二，就是因為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如同福
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
成了馬爾克斯的。而她自己的經歷，前半生是戎馬，後半
生寄居海外各國，「大家所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是截
然不同的。所以不具可比性。」

■■嚴歌苓作品改編嚴歌苓作品改編
的電視劇的電視劇《《四十九四十九
日祭日祭》。》。

中新社電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眯着眼笑着
說，因為虛榮心作怪，兒時自己與夥伴們徒手握住燒得
灼熱的鐵棍放在肚皮上的愚蠢行為，就在小說成名作
《透明的紅蘿蔔》當中有所體現，「我很多小說作品的
情節都源於童年生活的體驗，加入適當的想像內容，就
昇華為文學創作，這讓我自己很自豪」。

2日，莫言在香港公開大學參加名為「幻覺現實主義
與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這是其自獲得2012年諾貝
爾文學獎以來首次來港，多間香港本地中小學師生亦慕
名而來，座無虛席。莫言鼓勵學生們從時代的發展及自
身的生活經歷中獲得寫作的養分。
關於幻覺現實主義在他作品裡的體現，莫言再舉例近期

又被翻拍為60集電視連續劇的《紅高粱》，雖然飾演男
主角的內地影星朱亞文抱怨高粱地裡悶不透風，置身其中，
皮膚像被刀割一樣疼痛，但在他的小說裡，那卻是一片紅
得無邊無際、美得十分浪漫的高粱地。「其實我青年時期
在高粱地裡噴農藥時也覺得那是『人間地獄』，只有做完
直起腰來時才覺得是『天堂』啊。」說到這裡，凝神聽講
座的觀眾再次忍不住為莫言的幽默鼓掌。
原著小說改拍為電影，是作品受歡迎的表現。但莫言
就勸告在場學生，寫作應堅持自己的感覺及保持原汁原
味的構思，不要為了寫而寫。「我當年為張藝謀寫《白
棉花》時，就是老想着按照人家的要求去寫才被批評為
太過刻意雕琢的。」他笑稱，自此之後寫小說總是想着
給導演們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讓他們「拍不成電

影版本」。
本次雖為文學講座，但莫言卻未有拘束在文字象牙塔

內，反而與在場觀眾分享起細膩而豐富的創作故事及得
獎後的心路歷程，其幽默言語不時引來陣陣笑聲。
「有人問我《透明的紅蘿蔔》裡面那隻紅狐狸有什麼特

別的象徵意義，其實我也不知道，我那個時候沒見過紅狐
狸，就寫進去了。」莫言又說：「但他們想得愈複雜，我
心裡面愈開心。」此言一出，台下觀眾哄堂大笑。
面對得獎後的質疑，莫言在講座現場亦毫不諱言拉美

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人物馬爾克斯及其代表作《百年
孤獨》對自己早期創作的影響，但就強調每個作家都植
根於不同的民族文化及生活體驗當中，因而會形成不同
的風格，而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性更加是備受世界文壇
肯定的。「所以若年輕作家想寫出自己的風格，對自己
國家的歷史、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面對在座的香港師生，莫言坦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後，外界關注突然暴增，讓他每次站在台上都如履薄
冰、戰戰兢兢。「我認為作家就應該簡簡單單、專注地
從事寫作，而不是像政治家一樣做演講。」

莫言幽默還原創作真面目：童年體驗加想像

■■莫言與劉再復教授品茶對談莫言與劉再復教授品茶對談。。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