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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通訊員高文瑞、吳軍輝
天津報道）著名畫家、南開大學終身教授范曾4月25
日在南開大學發表演講，為現場觀眾總覽「國學要
義」，評論中國語言的世俗化現象。范曾認為，語言
和文字是國學的基礎。世界上有6000多種語言，而民
族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語言。「然而隨着信息的發展，
人們正在漸漸忘卻人類經過億萬年積累而得的語言的
精妙之處，語言的美妙正在喪失。」范曾說，半年前
自己曾與法蘭西學院院長共同感嘆，無論是中國的語
言還是法國的語言，都出現了鄙俗化、市井化的趨
勢。他說，中國有那麼多美妙的語言詞彙，我們遠遠
沒有完全掌握，可是現在人們卻急於創造出這麼多鄙
俗的網絡流行語。
不僅語言的繼承問題，人們的閱讀習慣問題也讓范曾

擔憂。他認為，愈來愈多的人依賴於手機、電腦，卻忽
視了讀書的樂趣。范曾告誡大學生，不要太過相信電腦
和手機上的知識，一定要多讀書。「經典的數量並不

多，但是經典是永遠不會被超越的，不會因為人們意志
的改變而喪失其價值。」當天，范曾還特意為學生們開
了一張書單，列出《史記》、《前漢書》、《後漢
書》、《莊子》、《楚辭》等經典名作，並多次強調，
讀國學時理解力有時候比知識還重要。
另外，」當天范曾向南開大學捐贈了《伯樂》、

《遠客來歸》、《雲無心以出岫》、《鍾馗神威》、
《老子出關》等10幅繪畫和4幅聯語，以慶賀該校東
方藝術大樓的重修竣工。南開大學教授、加拿大皇家學
會院士葉嘉瑩，中歐論壇創始人、南開大學客座教授高
大偉等共同出席。范曾坦言，「我對南開的感情是從少
年時代開始的。」1955年，范曾從家鄉南通到南開求
學；1957年，在恩師鄭天挺的推薦下，范曾轉學到中
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1984年，受母校邀請，已名滿
天下的范曾回到南開，負責籌建東方藝術系，並擔任系
主任。目前南開大學校的東方藝術大樓內設有「情寄
南開——范曾成就展」和「范曾藝文陳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娟鄭州報道）記者從河南省
文化廳獲悉，5月12-28日，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一
筆字書法」將在河南博物院進行為期16天的展出。屆
時，年近九十的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或將來
河南開講。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是其患病罹患眼疾之

後，獨創的書法，意謂一下筆、一沾墨、一揮而就，

無論文字多寡，皆一筆而成。其「一筆字」書法開闢
了書法與佛教結合之路，以書法與眾生結緣，以書法
傳播佛法，以書法寄托了他的慈悲心、中國心。
據悉，此次展覽是《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2015年中

國巡迴展》繼在湖北省博物館、浙江省展出後的第三
站。屆時，年近九十的星雲大師若身體狀況允許，將
會到河南開展演講、與現場觀眾座談互動等。

今年再次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
委員會」資助的「離島區環保藝術計劃2015-16．環保
話劇」日前正式啟動。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聯同「香
港話劇團」及「環保生態協會」合作推動環保話劇，
以期促進本地尤其居住於離島區的學童從小認識環境
保護及生態保育。
「離島區環保藝術計劃2015-16．環保話劇」以環
保及藝術作為整體體驗，透過十二次的導師培訓工作
坊，鼓勵老師吸收及更新環保及保態方面的知識，例
如：食物與我們的關係、現時的生態問題、大自然的
相互依存的動態角色、生物與
人類的威力及遭受破壞的連鎖
性關係；希望老師們可引導學
生作資料搜集，進而創作劇
本，並以生活體驗，以幫助學
生們將環保及生活緊扣起來；
教授話劇技巧方面，如：戲劇
元素、劇情鋪排、創作劇本、
演出技巧及舞台技術等，讓表
演者能有效地代入情境中的角
色，進行「生活的預演」。現
已有十二間學校參加，各參與
的幼稚園、小學學生及親子團
體將會參與2016年初舉行的
「第二屆環保話劇比賽」。
香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
副主管周昭倫、環保生態協會

總幹事脫志詠，與去年代表離島婦聯的義工家長羅卓
英在啟動禮上分享以往的活動心得時說，參加環保話
劇能團結地區的家長，雖然與小朋友排練話劇，期間
困難重重，但經驗很珍貴。當劇本在舞台上演繹出
來，着實令人感動。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常務副主席
周轉香副主席則表示已有三項環保計劃在離島區推
行，「離島區的回收計劃較其他地區推行得快且見
效，原因是離島區的家、校及社區結網，可有助推行
環保信息。東涌區即將有新的地區廚餘回收計劃，希
望大家支持。」 ■文：趙僖

環保話劇「綠動」離島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河南展出

范曾憂現代人依賴電訊忽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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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文化設計不僅可以在藝術空間中尋覓到，也能夠被帶回家中。「帶回

家」的靈感動點，使得康文署下轄的博物館館藏展品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從靜

態的展覽維度走向的動態的人際互動。而在這一過程中，對香港歷史、香港文化

以及香港人自我的人文審美形成飛躍似的梳理，也成為了「帶回家」所傳遞出來

的重要文化價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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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市民可以欣賞到「帶回
家」的藝術魅力。展覽以康文署下轄的博物館和

藏品為基礎，邀請本地知名設計師進行創意設計，使
參觀者在欣賞到館藏文化展品的同時也能夠將設計出
來的紀念品帶回家。這種思路是活化博物館的一種嘗
試，也是藝術普及的一次突破。

愛香港：尋覓本土的色彩
展覽旨在向參觀者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帶香港藝術
回家；帶香港歷史回家；帶香港文化回家。在文化博
物館的展廳之中，可以看到WE LOVE HK的設計作
品，鑽式的標示令人感受到香港文化健步飛天的雄渾
氣勢。在着力表現本土文化情感的色彩之中，紅色、
白色、藍色成為了藝術設計師較為傾心的色調。
今次展覽的策展人是本港知名藝術家黃炳培。人稱
「又一山人」的黃炳培用「活的文化」作為切入點，
由此構思而成的襟針及明信片，以紅色、白色、藍色
為組合色彩。在這樣的顏色構成中，無論是襟針抑或
是明信片的形式，都令觀眾對香港文化的摯愛之感從
語言、文字轉化為色彩意義上的視覺感受。《再建香
港發現亞洲》明信片，能夠傳神和準確地定位出香港
文化的東亞特質和意義，在「帶回家」的感召之下，
香港文化充滿了新式的流動感和現代感，且走入社區
人群之中。寓意香港的文化點綴不再高堂端坐，而是
在每一個人的筆下、每一個人的胸前成為符號和製
片，溫馨而浪漫。

回憶歷史的生活細節
香港的歷史中，辛亥革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時

期。革命黨人的十一次武裝起義，有十次是在香港組
織、準備和策劃。從某個意義上說，香港也是近代中
國歷史中非常重要的時代歷史坐標城市。
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最為重要的歷史形象便是孫

中山。作為一個共和主義革命家，孫中山與香港頗具
歷史淵源，這體現在他早年的求學、新原思想的形
成、革命活動的開展等諸多方面。革命的源動力，便
是對人人自由平等的追求，便是博愛精神的象徵。孫
中山經常喜歡以自己手書的「博愛」二字作為贈送他
人的禮物。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藏作品中，亦有
「博愛」二字的書法作品。
將博愛從一種精神追求外化為書法作品，是孫中山

的選擇。而另一方面，本港藝術家也以這兩個字為藍
本，設計出了可以讓觀眾帶回家的水杯。水杯是瓷製
的，杯身之中壓印「博」字，而杯底則藏印「愛」
字。愛在心中，愛於內在。這一感受極為鮮明。飲水
乃是生活的細節，歷史乃是過往的恢弘。當代香港設
計師們以這樣的方式將二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對社會生活的反思
如今，漫步在灣仔、九龍等區域的街頭，若要尋找

舊香港的足跡，則老店舖的典當質押舖頭頗為引人注

目。這類舖頭的一個顯著標誌便是「押」字。押的盛
行，是資本運作活躍的表現，同時也是對人們理財、
儲蓄或投資消費的一種調節。若周街都能夠看到押
舖，則也能夠喚起人們對過度資本化生活的一種反
思。
生活中的典當質押，在藝術家的設計之下，成為了

工藝品。這種以瓷器具為載體的工藝品，將街道中的
舖頭標示濃縮在了枱面的裝飾中。從視覺的空間感而
言，人們對藝術的審美有時是穿越、透視、延長，有
時則是收縮和聚焦。聚焦型的濃縮，帶來的便是將公
共生活縮小化的效果。
在現場參觀的歐美遊人對記者表示，展覽所具有的

比較感，令他印象深刻，因為展覽的創意設計，展覽
本身具有了一種流動性，顯得很動態。而學習藝術設
計的學生也表示，這種將靜態館藏和當代生活方式相
結合的設計思路和策展模式，非常值得學習，就策展
層面而言，展覽與參觀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或許會是
未來藝術策展中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離島區環保藝術計劃離島區環保藝術計劃20152015--1616‧環保話劇‧環保話劇」」再度召集離島區幼稚園再度召集離島區幼稚園、、小小
學師生及親子共推環保話劇學師生及親子共推環保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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