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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銳西昌報道）日前，第七屆中國．涼山彝族國際火把節開幕式

暨文藝演出在西昌火把廣場舉行。
當日，清晨淅淅瀝瀝的大雨在演出開幕前戛然而止。莊重的開幕儀式，以大型廣場實

景民俗文化活動的方式，表達火把節主題，並引入千年彝族火文化，引領全場循着古

老的腳步，走進一個民族對火、對生命、對自然的無限崇仰和真誠感召之中；舞美設

計依山就勢搭建實景舞台，豐富多彩的涼山彝族特有道具，展示獨具特色的民族風

情，以《歡歌彝情》、《天祐彝寨》、《陽光彝人》三個節目篇章演繹涼山異彩紛呈

的民族風情、光輝燦爛的紅色歷史、幸福和諧的生活場景，歷時近2個小時共有

1800多名演職人員參與，逾萬熱情好客當地民眾時而歡呼揮手與演出者、歌手互

動。
據悉，彝族火把節是中國少數民族傳統節日最具魅力的節日之一，體現彝族敬火

崇火的民族性格，保留着彝族起源發展的古老信息，有「中國民族風情第一節」

的美譽，亦是中國十大民俗節日和四川十大名節，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2010年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批項目」，享譽中外。

四個月前的此時此刻，今年28歲的阿初可
能正西裝革履地在寫字樓的辦公室裡循

規蹈矩地默默完成手頭工作，現在的他卻已
成為一名自由灑脫的全職街頭表演者，甚至
可以根據天氣情況來調整自己的工作時間。
在西九苗圃公園大圓形表演場接受採訪時，
阿初身穿一件隨性的黃色透氣棉質大背心卻
仍被熱得滿頭大汗，他抬頭看了一眼毒辣的
陽光然後說，像今天這種天氣，他可能玩一
個小時就收工了。

街頭苦與樂
阿初約六七年前迷上手盤鼓（Hand

Pan），在摸索學習的過程中也不斷積累街頭
表演經驗，常在灣仔一帶流連，樂於在午間
休息時間段為難得清閑的過路人送上一段令
人忘乎煩惱的音樂。喜歡阿初的聽眾既有普
通的上班族、醫生、律師，也有清潔阿姨、
派傳單的「姐姐」，可謂是三教九流兼容並
蓄。阿初指出，不同身份的愛樂者對音樂持
有截然不同的見解，但不少人可能都懷有相
同的疑問：「你為什麼不去找份正職，何苦
在街道上乞討？」每當此時阿初就會反問：
「你看演唱會也要花錢，現在我在街頭演
出，由你自由定價，豈不是更好？」
阿初告訴記者，雖然在「西九朋友」的邀

請下申請了「街頭表演許可證」，但是暫時
不會考慮在「自由約」活動舉辦以外的時間
特意前往西九苗圃公園做表演，他坦言：
「街頭表演就是要在街道演出嘛。儘管在街
頭既有欣賞這種敲擊樂的人，也有覺得我阻
街和吵鬧的人。可是，人流量相對較大。如
果不是喜歡看表演或想要吹海風，很少有人
會專程過來西九。在街頭有更多機會和不同
階層的人聊天，了解他們的看法，宣揚我的
音樂理念。」即便往後未必成為苗圃公園的
常客，但阿初堅持認為引入「街頭表演許可
證」申請制度是件好事，他強調：「以往在
街頭，經常受到警察盤問，西九『發牌』是
一個好的開始，甚至可能推動全港『發牌制
度』的誕生亦不出奇。」

西九公園先行版
阿初口中的一個個關鍵詞：「街頭表演許

可證」申請制度、街頭表演指引、「自由
約」和苗圃公園，在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
政總監茹國烈的眼中是西九文化區一項又一

項的模擬實驗，用於研究如何使未來的西九
公園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藝術公園。首先苗
圃公園是一個佔地3.8公頃的植物培植場，是
一個與家人朋友散步野餐的好去處，是數年
後將落成的西九公園的先行版，也是「自由
約」舉辦地。「自由約」則是由今年8月起至
明年3月期間，於每月第二個周日舉辦，並實
時更新的免費戶外活動，市民可以於其中體
驗城市和街頭文化；觀看花式足球、街頭健
身、兒童街舞、樂隊表演等節目；或是參與
手作工作坊。而有意在西九文化區內表演的
人士則需要通過「街頭表演許可證」的申請
並遵守街頭表演指引。
茹國烈表示：「西九公園的建築工程計劃

將於2015年年底展開，公園中心設有黑盒劇
場和戶外舞台的自由空間，因此『自由約』
可被視為未來西九公園和自由空間的先導項
目，由此所得有關公共空間管理、公園運作
及藝術節目策展的經驗，將為我們未來營運
區內不同場地提供寶貴的參考。從今年夏天
至明年春天，我們將嘗試在苗圃公園舉辦常
規活動，嘗試與不同夥伴合作，嘗試抱着開
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試行街頭表演指引。我
們也希望市民大眾及藝術家能懷着探索的精
神，來嘗試不同的活動。」
至於以阿初為代表，街頭表演者們關於苗

圃公園開放後觀眾數量的擔憂，茹國烈也回
應道：「苗圃公園無論對於公眾抑或是表演
者都是一個全新的空間，所以我們也沒有期
望，開放後便立即會有大量參與者湧入。
『自由約』作為常規項目與小驚喜的結合就
是鼓勵市民形成來西九休閑放鬆的習慣，也
培養戶外的表演文化。我相信『自由約』啟
動後，慢慢地會有更多人注意、習慣這個空
間，慢慢認識香港的街頭文化。通過六個月
的試驗期，我們會根據表演者及市民的反應
和需求對街頭表演許可證申請制度與指引進
行下一輪的修改。」

深化合作 拓展網絡
談及與不同夥伴深化合作關係，西九管理

局藝術發展主管（戲劇）劉祺豐特別介紹
說，長遠而言，香港藝術及文化發展其實取
決於各機構組織還有藝團之間如何合作，以
鞏固藝術文化界的生態環境。西九很清楚不
能孤身奮鬥，因此不斷開拓合作機會。在
「自由約」活動中，西九夥拍協青社為喜歡
街頭藝術的青年人搭建平台，以展示他們潛
藏在地下的才華，使之被更多地接觸和認
識。
劉祺豐稱站在一個

專業表演者的角度來

看，目前已成功獲取「表演許可證」的近十
位持牌人及協青社向「自由約」推薦街頭藝
術表演者都可謂是年輕有為，「他們對自己
藝術的要求和發展很專一，想法也較成熟。
通過協青社的網絡，我們一起討論怎麼結合
苗圃公園的環境特色創作作品，提升作品的
質量；為他們分配表演區域，以求不同藝術
形式之間能夠碰撞出新的火花，表演者之間
也能建立合作關係。未來還有可能和國際上
的街頭藝術團體一起舉辦一些工作坊、藝術
節，協助藝術家探索才能之餘、為觀眾提供
高質素演出，在業界建立更強的網絡。」

「愛國孝親」二月河心中河南人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芳芹、通訊員魯釗河南報道）日前，

中原文化名片、著名作家二月河參加《東方今報》與阿里公益基

金聯辦的「推薦河南人品質最具代表性關鍵詞」活動，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愛國孝親」最能代表河南人品質。
二月河說，過去講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河南人卻能夠很好地把愛

國孝親結合在一起，河南人愛國，忠誠於國家，大愛為國，經過許

多艱辛、坎坷和磨難，持之以恆愛國報國，這些故事比比皆是，愛國

成為河南人價值觀中的靈魂，但河南人愛國始終不忘孝親，《詩經》

中有這麼一段話：「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反映我們民族歷來推崇

孝心。河南人極為重視孝的觀念，講孝道，奉雙親，以心侍老，二十四

孝故事裡拾葚異器、恣蚊飽血、刻木事親等許多典型都是講河南人的故

事，連見面的家常話都是「家中老人可好？」體現了濃濃的孝情，評價

一個人的品質，「顧家」是主要標尺，對家庭擔當責任，對父母承擔義

務，對長輩孝順尊重，孝老成為最具普遍性的人品美德。可以說，愛國與

孝親，河南人將這兩樣做到了高度融合統一，楊家將、花木蘭、岳飛刺字

等傳頌至今的故事，就是最好說明。河南人愛國孝親，有着源遠的傳統和

氛圍，老百姓對愛國孝親的人也表示由衷的讚佩和敬重，常回家，多陪護，

與父親一起吃飯，一起商量事情，一起過節日，一起歡愉，人生樂事，莫不

如此。
二月河同時認為，《東方今報》和阿里公益舉辦的這種公益活動，具有強

烈社會責任感，引導讀者和網友向善進取的目光，可謂居功至偉，有目共

睹。他希望媒體人都要努力負起應有的責任來，努力傳播社會

正能量，弘揚傳統美德，不遺餘力弘揚推介我們中原濃厚的文

化傳統和道德底蘊，發揚光大河南形象。

「「中國民族風情第一節
中國民族風情第一節」」西昌盛裝開幕

西昌盛裝開幕

「自由約」活動預告
9月13日（星期日）將上演「體驗式遊戲劇場」，由本地創

作團體Banana Effect帶領觀眾隨意地在區內遊走，與演員互
動，甚至成為劇中一個「角色」。而全港首間以青少年發展為
本的街舞學校嘻哈學校，學員會傾力演繹街舞文化。
10月10日至11日（星期六、日）一連兩日舉行電影音樂節

活動。
11月8日（星期日）下午2時至7時，邀請香港管弦樂團作戶

外演出，與眾同享經典樂章。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街頭表演許可證」申請詳情
1. 申請者必須年滿18歲或以上。
2. 申請者必須同意和承諾遵守西九文化區街頭表演指引。
（ 詳 情 可 瀏 覽 http://www.westkowloon.hk/tc/visit/
street-performance-scheme）

3. 申請者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和100元港幣申請費用，親臨西
九文化區辦公室，演示其項目或表演至少5分鐘。

4. 臨時街頭表演許可證可於演示當日發出。
5. 街頭表演內容必須與提交的資料相符，如欲作出任何修改，
申請者須重新申請。

西九西九
新舉措新舉措

為街頭藝術為街頭藝術
開開「「新大門新大門」」

雖然街頭表演是城市文

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由於香港目前仍未有發

牌制度規管街頭表演，所

以在地鐵出口、商場附近

等人流交匯點唱歌、玩雜

耍、畫人像素描、表演舞

蹈、戲劇、魔術，展示手

工藝製作的街頭表演者們

不得不常常面對或因違反

行乞、聲音規管、阻街等

條例而被警方查問的窘

境。然而隨着西九文化管

理局引入並試行「街頭表

演許可證」申請制度，推

出街頭表演指引，開放苗

圃公園作為免費戶外活動

「自由約」及街頭藝術的

演出場地，今個夏天「新

世界的大門」將為愛好街

頭表演的藝術創作者所開

啟。

採訪、攝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熱情互動的觀眾 本報記者劉銳攝

■街頭藝術表演者在苗圃公園亮相。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
總監茹國烈。

■西九管理局藝術發展主管
（戲劇）劉祺豐。

■苗圃公園。

■苗圃公園中有約一千棵樹木，待西九公
園開放時，預種樹木會被直接移植過去，
達到即時森林效果。

■苗圃公園果木區所種植的番石
榴。

■街頭健身。

■阿初擅長手盤鼓（Hand
Pan）演奏，憑借其精彩的
表演已獲得西九「街頭表演
許可證」。

■一眾街頭藝術表演者及茹國烈（前排右二）、劉祺豐（前排
右一）及協青社代表（前排左一）。

■花式足球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