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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新地）與香港三聯
書店（三聯）攜手舉辦的
「新閱會」第五屆「年輕
作家創作比賽」賽程近
半，25份各具特色的優秀
作品突圍而出晉身決賽。
今屆比賽首次將參賽範圍
由香港及內地延伸至澳門
及台灣，入圍作品體裁豐
富，圖文並茂，題材多
樣，涵蓋歷史、城市風
物、流行文化、精神健
康、保育等多個角度。
歷史題材的入圍作品是

此屆比賽的一大亮點，擔
任評審的電影導演黃修平盛讚作品「眼界開闊」，並「希望
他們的作品都可以出版」。內地作家及紀錄片製作人鄧康延
則表示，所輔導的作品題材正與自己近期的工作主題不謀而
合，會「鼓勵這些後起之秀」。這些資深創作人將會一對一
指導入圍者，協助他們完成作品，最終十位優勝者的作品可
獲出版成繁、簡體書籍於兩岸四地發行。
在來自兩岸四地的2,000多份作品中，香港的參賽者充分

發揮創意；內地的歷史傳統色彩濃郁，文字功力深厚；台灣
的具本土情懷及文化氣息；澳門的則帶有小城地道風情。新
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表示：「比賽能促進各地

文化交流，使其相互了
解，增加社會的包容
力。」三聯副總編輯李
安補充說：「有些入圍
作品達到了國際水準，
兩岸四地同場較競可看
到大家的關注點和文風
的不同，這是很有意思
的一件事。」談及各地
文學作品風格的不同，
比賽評審之一，香港網
頁設計師兼新媒體藝術
家朱力行表示：「香港
的作者善於掌握讀者心
理，多用開門見山的表
達方式，作品主題明

顯，而內地的則慣於長篇的鋪排，用字豐富而又簡潔精
準。」
在互聯網時代，仍有眾多學生和年輕人踴躍參賽，角逐最

終的出版機會，有些參賽者的作品更是來源於自己博客上的
文字，證明書籍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鄧康延表示：
「互聯網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饋贈，它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們
聽到更多自由的聲音。在一些作品中，我見到了內地的逐步
開明和進步，也欣喜地看到一批文學青年始終堅守着理想和
信念，相信我們的後代的創作自由空間會越來越大。」

文：張岳悅

荃新藝廊現正舉辦「滄海咩咩
笑」畫展，展出本地著名街頭藝術
家蘇五雲共22幅全新作品。羊為六
畜之一。《說文解字》有云：
「羊，祥也。」適逢羊年，蘇五雲
以「羊」作為創作對象，突破傳統
水墨形式，以螢光色系勾勒出形態
各異的「人面羊身」相。蘇五雲筆
下的每一隻羊都具有人類的表情與
神態，有的一臉戲謔玩世不恭；有
的神秘智慧；有的可憐兮兮；有的
威武不凡；有的大慈大悲。但蘇五
雲表示：「羊群所努力擺出的表
情，其實未必與牠們的內心情緒一
致。和人一樣，有的表面英雄，實
則脆弱。」雖然，蘇五雲一再強調希望觀展者能
抱着輕鬆的心情來賞畫，笑對羊年。自己卻做足
細節，於作品中藏下不少此類有待挖掘的小巧
思，盼望觀展人可以心領神會。
無疑羊群是今次畫展的絕對主角，那麼最佳配
角必屬悠游自在的蜻蜓們。蜻蜓可以說是蘇五雲
的個人標識，出現在蘇五雲的大量作品中，象徵
童年的追逐目標。畫中蜻蜓，恬靜悠然，純為白

描，不帶一絲色彩，與顏色各異的羊族相映成
趣。此外，荃新藝廊還特地製作了巨型藝術望遠
鏡，展示蘇五雲親自創作的羊群世界，引領你從
不同角度，細觀羊群，躬身自省，求諸己身。
水墨畫展：今日起至3月22日 荃新天地荃新
藝廊
水墨畫工作坊：2月1日(日)下午2時至4時 荃

新天地一期中庭 文、攝：趙僖

在今天，我們的文化可以被產業化，產業亦可以被文化
化。說得通俗一些就是，「文化」不再是小圈子範圍內的
「孤芳自賞」，而能創造價值、帶來收入。傳統的藝術形
態，例如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市場化後可變成一條完整的產
業鏈；與此同時，商品、地產、服務融入文化元素後開拓了
全新的廣闊市場。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鄭威
鵬（小西）指出，「文創」風潮之所以能在近年內襲捲世
界，就是因為每座城市都不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趨於「大
同」，迫切地想要依靠文化力量建立自己的城市品牌。

內斂的香港文學
而香港的文創年代則與「西九時代」重疊交織。小西說：

「香港進入『西九時代』後，整個城市都呈現出文化創意的
轉向。上世紀九十年代尾，香港政府開始挖掘本土文化，投
放大量資源，出台支持政策。此後，我們發現畫廊如雨後春
筍紛紛湧現。商場開始做藝術展，甚至有『K11』這樣的藝
術商場出現。文化藝術活動增多，以劇場為例，每周都有
五、六場戲在香港同時上演；西九也組織如『自由野』等可
以使民眾有『普天同慶』的免費公眾活動。近期，文化藝術
活動的曝光率增加不少，部分藝術家漸漸登上部分雜誌封
面。連社工都開始嘗試用文化手段營造社區氛圍，進行社區
動員。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力量。但，即便走在『文創』的
康莊大道上，香港文學相對於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來說仍一
點都不顯眼。而文學評論就更加內斂。」
資深藝術評論員鄭政恆亦認同小西的觀點，他補充說：
「與文學評論相比，劇評、舞評、藝評則要熱鬧得多。拿電
影來說，既有正式的討論，也有各類評獎活動，全城積極參
與，在報章、雜誌、網絡，都有電影話題的全方位討論。香
港電影和劇場都可以做出年鑒，記錄全年作品以及入座率，
也有作品的相關介紹。然而，香港文學、文學評論則很模
糊，連出版數量都沒有清晰統計。」如果將香港文學形容為
香港文化藝術邊緣中的暗角，那麼文學評論恐怕會淪為暗角
中幾乎不受光的「避光區」。

買書送書評的現狀
由於深知文學書籍和吞拿魚罐頭一樣，都有自己的賞味期

限，從面世到被淡忘，只在彈指間。所以，鄭政恆這三年來
一直堅持收集、選出年度精彩書評，編輯成《讀書有時》，
希望後來者能夠按圖索驥，幫助文學書籍逃脫出版界的宿
命。三年間令鄭政恆感觸最深的是：原來在互聯網與智能手
機普及的今天，網絡世界竟不是書評的集結地。鄭政恆分享
道：「我統計了一下書評的來源。出現書評最多的地方其實
不是網絡，而是書籍本身。大部分書籍唯一的書評是該書的
序。」從寫作目的出發，「序言」形式的書評實質上屬於文
人間的互相鼓勵，卻難有「一針見血」的批判或建議。
香港公開大學中文系助理講師曾卓然將文學評論按受眾分

為三類：為普通讀者寫的書評，為作者寫的書評及寫給文學
評論者自身的書評。給讀者看的評論應指引讀者如何賞析好
的文學作品；為作者而寫的書評則通常是建設性的批評；給
評論者看的書評往往是「大家」、老作家的經驗之談，嚴謹
卻不失個性和才情。回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卓
然充滿嚮往：「那是香港文學蓬勃
發展的美好時代，當時有非常多青
年文學愛好者在寫作中不斷地成
長，文學生態環境像是營養豐富的
泥土、氧氣充足的池塘養育着不同
的作者和文學評論人。現下的文學
評論好像整個泥土、池水突然被置
換了。今時今日，寫給作者的書評
多是為其打氣；給讀者看的書評商
業宣傳氣息過濃；而給評論者自己
看的文章板滯，只呈現觀點缺少個
性。」

文學評論的有機培育
為了改變現狀，香港藝術發展局

委員兼文學組主席吳美筠邀請著名
文學家小思、古兆申、陳國球、鍾
玲和譚國根擔任顧問；凝聚關心香
港文學的有心人，如曾卓然、盧偉
力、馬世豪、馮偉才、曲飛、小
西、廖志強，建立起香港文學評論

學會，希望能夠促進及推廣香港的文學評論生態及發展，培
育香港文學的評論人才。日前，新鮮出爐的香港文學評論學
會於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文化活動廳舉辦了第一個座
談會——「香港文學的暗角」，吳美筠帶領小西、馬世豪、
馮偉才、曾卓然、鄭政恆、曲飛集體擊出了香港文學評論的
有力一拳。
隨着「香港文學的暗角」座談會的成功舉辦，吳美筠與一

眾作家、編輯、評論人在文化產業的天下播種了香港文學評
論第一株纖弱的幼苗。這班「插秧人」卻希望可以不借助外
力，採用有機泥土細心呵護香港文學評論獨立成長，下定決
心即便前路再難也不寄生於其它產業。吳美筠強調：「儘管
文學是票房毒藥，沒什麼市場，有時我出小說都要包裝成故
事，詩人出詩集也打趣說只是分行多一點，但我們依然需要
警惕『產業化化肥』。它帶來『霎眼嬌』，卻可能會傷害土
地，培育不出整片鬱鬱蔥蔥的森林。」

兩岸四地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評審讚25份入圍作品高水準

好去處

「滄海咩咩笑」
歡喜迎羊年歡喜迎羊年

身處身處「「文創年代文創年代」，」，即文化即文化、、藝術與創藝術與創

意產業緊密結合的當下意產業緊密結合的當下。。由於文化藝術可由於文化藝術可

轉型為產業轉型為產業，，所以受到了來自外界所以受到了來自外界「「前所前所

未有未有」」的高度關注的高度關注，，藝術評論生態亦沸騰藝術評論生態亦沸騰

起來起來。。繪畫方面繪畫方面，，圈內圈外均有相當多關圈內圈外均有相當多關

於作品價格是否能與價值掛鈎的爭論於作品價格是否能與價值掛鈎的爭論；；電電

影方面影方面，，人人都是影評人人人都是影評人，，甚至從玩票漸甚至從玩票漸

漸趨向專業漸趨向專業；；戲評戲評、、音評音評、、舞評亦層出不舞評亦層出不

窮窮，，在網絡等平台愈來愈活躍在網絡等平台愈來愈活躍。。而文學評而文學評

論卻鮮有發聲論卻鮮有發聲，，始終默默觀望始終默默觀望。。為了突為了突

圍圍，，香港香港「「文人們文人們」」終於成功組團終於成功組團，，決定決定

發出來自暗角的吶喊發出來自暗角的吶喊。。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在座談會上，港大保良社區書
院講師馬世豪提醒我們，其實有
不少被忽略的珍貴資源正有待開
發。
1.深入研究「大家」所寫書評

有助於文學評論寫作，香港中文
大學所開發的香港文學資料庫中
收錄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
大量文學期刊及雜誌，且免費對
公眾開放，其中所刊登的優秀文
學評論可令書評「菜鳥」不再束
手無策。
2.閱讀文學類書籍以外的參考

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香港的歷
史、文化、社會，擴充我們對這
座城市的認識。馬世豪向有志於
寫書評的文學愛好者閱讀推薦
《香港文學探賞》一書，他說：
「對於大學二年班學寫書評時的
我來說，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參
考書。它從學術角度探討了香港
的文學，十多篇論文總結了不同
的理論。該書於1991年出版，
但我在2005年乃至今天讀依然
不覺過時。這本書給我的啟發
是，寫文學評論不應局限於用隨
筆方式記錄感受，而應是科學
化，踏實的，有論點論據的。」
3.通過網站、facebook、手機

應用程序，我們可以建立以文學
興趣為基礎的社群，共享手頭資
料。

近在咫尺的資源

■■蘇五雲以蘇五雲以「「滄海咩咩笑滄海咩咩笑」」為主題為主題，，在畫布上創作出表情生動的在畫布上創作出表情生動的
羊群羊群。。

■■「「香港文學的暗角香港文學的暗角」」座談會現場座談會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小西從左至右依次為小西、、鄭政恆鄭政恆、、馮偉才馮偉才、、吳吳
美筠美筠、、曾卓然曾卓然、、馬世豪馬世豪、、曲飛曲飛。。

■■香港公開大學中文系助理講師曾卓然香港公開大學中文系助理講師曾卓然。。
■■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馬世豪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馬世豪。。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鄭威鵬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鄭威鵬（（小西小西）。）。

■■資深藝術評論員鄭政恆資深藝術評論員鄭政恆。。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兼文學組主席吳美筠兼文學組主席吳美筠。。

香港文學評論香港文學評論
來自暗角的吶喊來自暗角的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