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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美國獨立宣言》
起草人之一）有一句名言：「民意是我們政府
的基礎，所以，首要目標是維護這一權利。如
果由我來決定，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
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
者。」
可惜，現代數碼革命將印刷媒體送上斷頭
台。
自二零零七年以來，美國數十張歷史悠久的
著名大報先後結業，餘下者正作垂死掙扎。而
美國的製造業失業人數中，報界失業者竟高踞
首位（英國報業情況相似，自二零零一年起，
有三分之一人流失）。
有一百四十年歷史，曾經奪得二十個普立茲
獎的美國《費城問詢報》(The Philadephia
Inquier)，過去六年來五度易主，職員人數由十
五年前的七百人，減至目前的二百一十人，員
工今日不知明日事。該報攝影記者史鐵斯
（Will Steacy）花了五年時間，拍攝了採訪部的
變化，將這個時代的巨大轉變記錄下來，加上
文字，準備出書。
書的序言，就是寫了傑斐遜總統的上述名
句。
史鐵斯說，他的血液裡流着墨水。因史鐵斯

四代服務報業，曾祖父是《費城問詢報》創辦
人之一，父親是該報的總編輯，三年前做完心
臟手術後便遭解僱。他對這張工作了近三十年

的報紙，愛恨交纏。史鐵斯相信，他是家族裡
最後一代報人了。
互聯網的出現，對報紙的衝擊最大，導致報

紙發行量下跌，廣告收入銳減。報業被迫縮減
預算、裁員、凍結退休金、減少銷售人員佣金
等，甚至縮小版面，進行「瘦身」小報化，或
者推出電子報和免費報。
據美國一項統計，十二歲至十七歲青少年之

間，九成人是網民，而成年網民則佔六成六。
網民人數，將來有增無減。報業前景堪慮。
史鐵斯指出，一九九零年是《費城問詢報》

最強盛的時期，總編輯Gene Robert由《紐約時
報》轉職而來。在他領導下，採訪部朝氣蓬
勃，做了多宗驚世新聞。當時會派記者去南美
和非洲採訪，甚至派記者花半年時間去研究犀
牛的生長。現在因資源缺乏，除非是驚人案
件，否則，該報的採訪範圍，僅限於不離開市
中心半小時車程以內。
《費城問詢報》位於市中心一幢高樓，外形

正氣，名為「真理塔」。採訪部原本位於大樓
地庫，百多年來，每晚徹夜燈火，印刷機隆隆
發聲，人人幹勁衝天。三年前，真理塔大樓售
予一個發展商，計劃開辦賭場，報館被迫遷往
三樓（前身是百貨商場）。史鐵斯利用鏡頭，
記錄了變遷──採訪部寫字枱上的報紙原本堆
積如山，然後變成空蕩蕩的大樓。
「一張具說服力的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這種說法，已經俱往矣。自二零零零年起，美
國的攝影記者減少了四十三個百分點。現在每
日有四億張照片上載至Snapchat，供公眾共
享。那麼，攝影記者還有甚麼功能？
最成功的新聞故事，如今不再是「水門事

件」。人們不會關心新聞的深度報道，厭惡新
聞分析，對政治冷感，對社區新聞抗拒，他們
只喜歡看「八卦」新聞。統計數字顯示，現在
登上Philly.com點擊最多的新聞，是名人活動、
性醜聞、飲飲食食等風花雪月的「八卦」新
聞。
報紙的輝煌日子已一去不返。

2015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北京行」作品展映日前在北京師範大
學京師學堂舉行。六位來自格魯吉亞國立大學影視學院以及兩位來自厄瓜
多爾高等影視技術學院的青年學生導演，在北師大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八位
中方志願者的協助下，以「人家國」為主題，一對一協作彼此完成一部十
分鐘的紀錄短片，期望通過他們的作品，促進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
這些作品通過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清晰呈現了當今北京人有趣的生

活和家人間溫暖的情感。作品《相伴》記錄了一對在北師大做後勤工作
多年的老夫妻，作者通過這個作品體會到「兩個各有特色的人，一個普
通卻溫馨的家，依靠着一個繽紛又和諧的國」。作品《藝術家在中國》
展現一位在中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的格魯吉亞畫家，主人公說「中
國——是他的第二個家」。作品《吳姨巧，笙歌鬧，漫說國泰民安好》
表現一位平凡的北京阿姨，每天都到公園鍛煉身體，在那裡她結交了很
多好友，他們和諧相處、互幫互助，天長日久，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公
園不僅成為了一個鍛煉的場所，更是現代中國的縮影，反映人們的生活
狀況和精神狀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田一涵

「亂」，乃是湯祝萍刺繡作品的核心。切莫以為
亂而雜是為不美觀，湯祝萍介紹說，自己

的針法工藝，在刺繡界的學名稱之為「亂針繡」，也叫沈繡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傳統意義上的平針繡；但沈繡亂針繡亂
而有序、亂而有則、亂而有美，從而達到中國傳統刺繡藝術
中極高的境界。這也是湯祝萍的沈繡亂針繡能夠在文博會上
頗受業界好評的原因。

繡女之間，談的是感情
今次，湯祝萍和她的沈繡作品第一次參展便獲得刺繡金
獎。記者向其詢問贏得評獎的要訣時，她表示，任何一件藝
術作品，所凝結的不僅僅是藝術家本人的構思、工藝和技
巧，也不僅僅只是作品本身的材質，一件作品最為核心的是
情感。
作為揚州寶應祝萍亂針繡藝術中心法人兼藝術總監的湯祝
萍，現為中國工藝美術行業協會會員、江蘇省工藝美術學會
會員、揚州市工藝美術協會理事及蘇州市中國鎮湖蘇繡協會
會員。湯祝萍1988年高中畢業之後，便前往具有濃郁藝術
氣息的蘇州拜師學藝。數年之後，她回到故鄉，帶領自己的
一批好姐妹於1995年進行藝術創業，並且以無私的情懷收
徒近80人。尤為可貴的是，跟隨湯祝萍打拚的繡女，不少
都是中國內地社區及農村的留守婦女，在祝萍的鼓勵和支持
下，她們以刺繡豐富自己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湯祝萍
所創辦的寶應祝萍刺繡藝術中心，不僅是繡女們的職業場
所，同時也是她們的精神樂園。
湯祝萍對記者說，自己手下有大概一百個繡女，她們不少
都是憑藉對刺繡的一腔熱情和執着，而選擇這個行業，這在
當下的社會，尤為難得。所以，當需要趕工時，這些繡女都
會傾力幫忙，畢竟，她和繡女之間有一份感情。而在完成設
計之後的具體工作過程中，湯祝萍也會依據不同繡女所擅長
的不同領域，分配她們的工作。

不甘於現狀的藝術拚搏
為何會走上刺繡這個在外人看來較為陌生的職業？湯祝萍
對這一疑問的解釋非常明確：不甘於現狀的個性。她透露，
自己原本只是內地一名普通的供銷合作社銷售人員，但是不
甘於現狀的精神，使得她一直在為自己的人生尋找一種精神
層面的坐標。在具有濃厚藝術和刺繡風情的故鄉揚州寶應，
她的藝術靈感被啟發，從而走上藝術道路。如今，她製作刺
繡作品的地點仍舊是自己的故鄉，而銷售地點，則是在中國
刺繡的文化中心蘇州。
中國刺繡，向來蘇繡最為出名，那麼，沈繡尤其是亂針
繡，與傳統的中國刺繡工藝，究竟有何不同？湯祝萍介紹，
傳統刺繡乃是一種平針繡，在針法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針
距也相對均勻，變化主要是在不同的色彩上；但亂針繡則不
同，其注重的是針法的靈活運用，必須依據不同的題材，根
據畫面內容，選擇不同的針法和走向。這也是亂針繡製作過
程中一個非常大的技術挑戰。
活、色彩豐富及具有油畫效果，是湯祝萍的亂針繡作品所
具有的藝術特徵。就活而言，湯祝萍認為繡工可以將針看作
是畫筆，將線看作是顏料，自由發揮自己的想像，因而具有

活的特點。色彩豐富則是亂針繡借用西方繪畫效果形成的一
種審美感受，不同的交錯針法使得亂針繡作品具有獨特的質
感和空間感。油畫效果更是沈繡作品獨有的特色。油畫通常
具有明顯的透視感，而沈繡作品亦可以根據色彩遠近和明暗
變化以及層次感來體現，突出一種層遞感，構成透視效果。
遠看是油畫，近看是刺繡，便成為亂針繡的一大靚麗所在。

期待作品能夠來港展出
湯祝萍的沈繡製作工藝，得到業界的認可，也蜚聲海內

外。在其創作的作品中，領袖肖像是一個重要和拿手的題
材。2013年，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來中國訪問時，選中祝
萍刺繡藝術中心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與馬杜羅》肖像作
品作為國禮。另一方面，湯祝萍的作品去年在新加坡的專場
拍賣中，也取得巨大的成功。
湯祝萍向記者表示，人物和風景，一直是自己創作的兩大

題材。就通常的藝術喜好分佈而言，中國藝術收藏家往往喜
歡風景題材，而外國收藏家往往喜歡人物題材。而隨着自己
的作品在市場上的需求量不斷增大，湯祝萍也不斷開發和提
升自己的藝術能力。例如，沈繡雖然在某個意義上，是另一
種形式的臨摹，但是，湯祝萍開始逐步創作原創題材。原
本，一件刺繡作品的創作根據照片或畫作顯現的圖案開工即
可，但如今，湯祝萍開始自己構思、自己設計，並且經常與
當地有名的畫師溝通和交流，力求呈現最美、最好的效果。
為了加深對繪畫理論的認識，她更參加清華大學首屆刺繡高
級研修班的學習，務求錦上添花。
在湯祝萍看來，藝術是無止境的，所以要不斷充電加油。

談起未來的希望，她告訴記者，文博會在深圳舉辦，自己距
離香港僅一步之遙，她很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夠在香港展出。

在內地，致富乃是很多人的夢想。生
活的壓力、市場化的驅動，都成為資本
需求不斷提升的重要驅動。在這一大背
景下，文化人要致富，也不例外。

包括湯祝萍的沈繡亂針繡在內，今次
文博會上有很多藝術形式，具有非常濃
郁的歷史人文元素。這些非物質文化遺
產，乃是中國藝術界千百年來不斷推陳
出新、戮力進取的體現和寫照。文博會
為這些藝術家搭建了平台，也為他們的
作品走向市場創造了條件。一言以蔽
之，文博會本身，是一個讓文化人致富
的機會。

當然，文化人致富，並不是放棄文化
理想，也不是通常意義上對資本的盲目
追求。某個程度上，文化人致富，其實
是以經濟規律的方式對其藝術成就的一
種肯定。搭建文博會平台，官方必然起
到很大的作用，而且也頗受業界好評。
而在本港，由於空間有限以及一以貫之
的文化推廣方式並未有太大的創新，文
化界一直抱怨官方支援不夠。在對文創
產業的扶持和幫助上，深圳文博會的例
子，或許值得本港相關政府機構和行業
借鑒和思考。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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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屆深圳文博會中，來自揚州的湯祝萍，以其精湛的沈繡製作工藝獲得刺繡金獎。記者在文博

會現場專訪湯祝萍，她表示，藝術成就的每一步都來之不易，沈繡作為中國刺繡文化中非常重要的

一個組成部分，將其發揚光大、走向世界，仍舊有很長的路要走。她坦言，刺繡工藝家不僅要識得

刺繡，更要全面掌握西畫的美學理論和創作技巧，如此才能夠為傳統藝術不斷注入新的生命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沈繡由來
與具有千百年歷史的中國傳

統蘇繡不同，沈繡乃中國刺繡
工藝在西學東漸時代形成的特
殊產物。在創造工藝以及審美
效果上，沈繡借鑒了西方油畫
和攝影的基礎和原理，使得中
國的刺繡工藝具有時代感和多
樣化的特徵。
百年以前，中國第一所職業

化的刺繡女工學校——南通女工傳習所，在江蘇南通
成立。這所學校由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張謇資助創
辦，而首任校長則是當時中國的刺繡大師沈壽。自
此，開啟了中國刺繡工藝的沈繡時代。
在色彩和光方面，借鑒了油畫和攝影技術的沈繡，

特別注重用色、強烈的對比以及線條的層次感。這一
融匯了中國傳統刺繡藝術精華與西方藝術特點的藝術
形式，見證了中國藝術界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從事的艱
難探索和不懈努力。如今，沈繡也成為了中國當下非
常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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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會上的觀眾文博會上的觀眾。。

■湯祝萍

■作品三

■作品二

■作品一

■作品四

■■20152015看中國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北京行北京行」」作品展映儀式現場作品展映儀式現場。。

■《費城問詢報》大樓「真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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