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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
道）一部全方位展現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自
然風光、人文風俗及建築風貌的絲路攝影
作品集——《壯美絲路》最近在京出版發
行。該書作者、攝影家胡斌日前在新書發
佈會上，和媒體共同分享了自己創作該書
的心路歷程。原來這位有着深深「絲路情
結」的媒體「老人」早在大二時就曾用整
整一個暑假的時間沿着絲綢之路行走，從
鄭州出發，一路向西，一直走到新疆克拉
瑪依。
2014年夏天，胡斌與陝西衛視等媒體策

劃發起了絲綢之路萬里行活動，並和幾十
位媒體同行一起，進行了一次穿越時空的
旅行。他們以自駕的形式，歷時兩個月，
從西安到羅馬，行程一萬五千公里，全媒
體全景式地報道了絲綢之路。這次絲路之
旅，更是讓他有了全新的創作視角和感
悟。他用鏡頭記錄絲綢之路之美，途中拍
下一萬多張照片。
從賽里木湖的蔚藍湖面，到卡帕多奇亞
的瑰麗日出；從格魯吉亞的俊男靚女，到

神秘東干人的傳統婚禮……這本攝影集原
汁原味地再現了絲綢之路的壯美風光和風
土人情。除攝影作品外，《壯美絲路》還
收錄了作者途中所寫的50餘篇行走手記，
詳細記錄了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及感想，生
動展示了絲綢之路的人文情懷和歷史之
美。
胡斌與同行一起穿越了儒家文化圈、伊
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基督教文化圈，途經八
個國家，行經三十多個絲路文化名城，採
訪了數十處世界文化遺產。讀者可以通過
攝影作品、文字和附贈的《絲綢之路萬里
行》地圖，感受那壯美絲路的風土人情。
正如胡斌在書中自序所言，世界上有很
多路，但從來沒有一條路像絲綢之路那樣
多姿多彩美不勝收，也沒有一條路像絲綢
之路這樣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過如此巨大
的影響。隨着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
網的申遺成功，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
提出，這條有着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道路
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矚目，煥發出新的生
機與活力。

中新社電 「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日前，一場將「東方智
慧」與「現代風情」相「混搭」的新春燈會在有着600多年歷史的西安明城牆上
「點亮」。
春節賞花燈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唐代元宵「燈節」盛極一時，京都長安

沿街搭起彩繪戲棚，掛上精製花燈，宮廷市井、大街小巷、酒肆茶坊，均「張
燈結綵，火樹銀花」。花燈作為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歷史悠久。中國各地的
燈綵花色眾多，格調各異。
據西安城牆景區管委會工作人員介紹，此次城牆燈會中展示花燈的設計、製

造者均來自有「南國燈城」之譽的四川自貢，由百餘位民間花燈工匠歷時40餘
天製作完成。在當地，約有8萬至10萬人從事花燈製作。
立春後的西安依舊寒氣逼人，而在城牆青磚之上，賞花燈的現場人頭攢動。

財神燈、羊的世界、綠色仙境、海底世界等數十組綵燈令現場年味漸顯濃郁。
流光溢彩中，用廢棄塑料瓶製作成「樹葉」的花燈以其生態、環保的設計理念
被遊客紛紛點讚。
「傳統文化與異域風情的混搭，是此次燈會的最大亮點，從《財神燈》到《海

底世界》的時空『穿越』令人印象深刻。」家住西安的80後孫昭告訴記者。
就讀於西安美院的王路表示，形態各異的花燈依城牆的走勢而分散排列，漫

步於此猶如穿梭在花燈「隧道」中，令他能夠零距離接觸中國民間藝術，感悟
民間智慧。
陝西民俗專家孔正一認為，節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

下隨着信息時代的到來，很多年輕人對傳統習俗或節日缺乏認知和理解，而文
化「混搭」或將成為延續與弘揚中華文明的一劑良方，成為大眾生活中的一抹
亮色。

作者簡介：胡斌，男，媒體人、作家、攝影家，先
後供職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業餘從事攝影活動
20餘年，著有新聞作品集《機會擁抱中國》、攝影
作品集《多彩的世界》等。

再現再現「「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之美之美
《《壯美絲路壯美絲路》》攝影集面世攝影集面世

西安城牆開啟「上元燈會」
文化混搭展現民間智慧

作為本港著名的旅遊作家，「周遊列
國」之於項明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但他的旅行重點竟不是美食、美人
甚至美景。項明生表示：「假如，你將旅遊
看作一種消費，和買衣服、吃大餐沒有區
別，上車睡覺下車拍照，奔波一趟回家大腦
一片空白，就喪失了旅行的意義。跟隨導遊
四處遊逛，被動地旅遊是對旅遊不尊重。」
項明生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僅用肉眼掃描異國的迤邐風光實在難以安撫
項明生求知若渴的心，只有「掘書三尺」找
出形成眼前世界的種種原因方能令他心滿意
足。項明生說：「在拉丁美洲時，我想知道
為什麼街道上會有那麼多的黑人。他們從何
而來，為何而來？在伊朗，我好奇為什麼在
全球化的催迫下，這個國家至今仍採取封閉
的鎖國政策。圍牆上怎麼會有以美國國旗為
背景的手槍圖案？我想了解，所觀察事物背
後的訊息，看明白我所見到的一切。」

行者的十萬個為什麼
旅途中，新鮮的人、事、物紛紛刺激着項
明生求知慾旺盛的大腦不停提出問題，然而
即便足不出戶這位「居廟堂之高，則憂其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好奇先
生」依然隨時準備着拋出那「十萬個為什
麼」。近期，日本人質湯川遙菜和後藤健二
遭到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殺害的消息就引發了
項明生的一連串思考。這次，他想要知道：
為什麼被殺害的是日本人？日本政府採取了
哪些措施？事發後，人們如何看待阿拉伯世
界？
為了追蹤現象背後的本質，項明生查閱了
大量各國特別是日本關於該新聞的報道及評
論後，分析道：「日本與中韓兩國之間因既
有歷史上隔閡，又有難以解決領土的爭執，
為了打破現有格局，日本試圖以投資的方式
拉攏中東國家。誰知，恐怖組織因不滿當權
者獲益，決定給日本人『一點顏色看看』。

此事一出，人們對穆斯林的偏見和恐懼隨之
增長，將他們等同於恐怖分子。實際上目前
出事的都是極端保守的原教旨回教主義分
子。宗教是導人向善的，伊斯蘭教是很和平
的宗教。我曾多次前往中東，包括土耳其、
約旦、以色列、埃及等國家，絕大部分穆斯
林都非常友善，且能用英語溝通。」
「如果你多些旅行就很容易解開這些誤

會。我甚至認為，安倍晉三政府如果能多點
了解伊斯蘭社會，或可避免釀成慘劇。倘若
每個人都能多出去走走，整個世界就能更和
平一些。衝突和戰爭的產生，就是部分人總
覺得自己與眾不同、高人一等，將其餘人劃
歸為敵人。所以，不帶成見地去旅行，去了
解、理解與你文化、宗教、教育背景不一樣
的人，說不定就是建立『大同世界』的途
徑。而讀書、看報並不能代替親身體驗，第
三媒介會不自覺融入自己的立場和意見。旅
行的好處是可以接收第一手材料，這就是旅
行的意義。」

拒絕攻略式遊記
項明生透露雲遊四海時，常常是走到哪寫
到哪，將快速流動的靈感和所見所聞記錄下
來，回港再慢慢打磨拋光。由於平均一次遊
賞即可轉化為四至五萬字的文稿，所以已
「坐擁」《足足五千年》、《足足五萬年》
、《異色．北韓》等代表作且同時為信
報、太陽報、頭條日報、晴報、明報、U

magazine等報章雜誌撰稿的項明生自信地
說：「根本不會擔心未來會江郎才盡，沒有
故事寫，不寫反而不舒服，寫到不能停
手。」
談及最初走上作家之路的驅動力，項明生

始終蠢蠢欲動的求知慾自是不可缺席。哪怕
是身經百戰的旅遊作家，雲遊前也不能免
俗，需要做些功課。在這個過程中，項明生
發現其實市面上並不缺乏資訊性的旅遊攻
略，只要上網鍵入地名，搜索而得的旅行攻
略保證多到「爆炸」，但若是企圖獲取一些
與歷史、文化相關，知識性稍強的旅遊知識
卻猶如大海撈針。項明生分享：「教人暴
飲、暴食、暴走、瘋狂購物的旅遊攻略早已
氾濫成災。而相對沒那麼膚淺，內容豐富的
書籍就只有字海式的教科書，古板又未必真
實。作者有可能根本沒踏足過所描述的土
地，而是根據既往資料，甚至是經過幾次翻
譯的二手資料集結而得，更別說深入地與當
地民眾溝通交流。」
鑒於一般只用文字平鋪直述地講述各旅遊

景點的實用性資料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所
以項明生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嘗試將歷
史、文學、 人文及藝術等元素融匯文學遊
記中，希望一方面能夠為熱愛旅行的人提供
深入淺出的各地知識，另一方面圖文結合，
以保留旅遊與文字的趣味。項明生坦言，自
己旅行及寫作的方向一直以來受三毛影響最
大：「我看過她全部的作品，跟隨她的足跡

前往撒哈拉沙漠、馬丘比丘，她是我最好的
導遊。《撒哈拉沙漠》中沒有強調過風景，
卻滿載人物故事。其中一則我印象最深刻：
當地的原始部落沒有私有財產觀念，穿走了
三毛的鞋子，三毛卻沒有責怪他們，反而在
溝通中得知習俗便是如此，同本地人成為朋
友。三毛在上世紀70年代已為地球村村民
做出了最好示範：放下自己，謙虛地浪跡天
涯，反而會玩得很開心。」

項明生項明生：：
「你品嚐了夜的巴黎，你踏過下雪的北京……你擁抱熱情的島嶼，你埋葬記憶的土耳其……你累積

了許多飛行，你用心挑選紀念品，你收集了地圖上每一次的風和日麗……但說不出旅行的意義。」就

像《旅行的意義》中的歌詞：旅行對許多人而言，愈來愈便捷、頻繁卻不「走心」。旅行與吃速食和

購入當季新款服飾一同被列入「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消費清單之中。如果誰仍堅持旅行是為了找自

己，無疑會顯得有些矯情，而項明生卻幫我們找回了必須背上行囊「仗劍走天涯」的重要原因。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旅行建造旅行建造「「大同世界大同世界」」

■■項明生辦公室的四壁項明生辦公室的四壁
上貼滿了旅行時親手拍上貼滿了旅行時親手拍
攝的相片攝的相片。。 趙僖趙僖攝攝

■三聯生活書店日前推出了超人氣遊記
《足足五千年》的簡體字版本。

■■《《足足五千年足足五千年》》書內插圖書內插圖。。

■《足足五千年》
書內插圖。

■《足足五千年》書內插圖。

■每次旅遊前，項明生都會做
詳細的資料搜集，努力為自己
織出一個真實立體的世界。

■■《《壯美絲路壯美絲路》》作者胡斌與媒體分享絲綢作者胡斌與媒體分享絲綢
之路上的之路上的「「小故事小故事」。」。

■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穿越敦煌雅丹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