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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重慶報道）「詩聖」杜
甫詩歌裡描繪的種稻、種菜、養雞、打魚、曬棗等田
園場景，將在其寓居兩年的重慶奉節縣（古稱夔州）
再現。日前，記者從奉節縣召開的「夔州文化復興工
程」大會上獲悉，奉節擬將復建的杜公祠（杜甫紀念
館）與白帝城（劉備托孤地）、旱八陣（諸葛亮設八
陣圖之地）等景點納入同一景區，打造成為集詩歌、
三國、軍事等多種文化於一體的大白帝城景區。其
中，最大亮點便是根據杜甫的詩，再現其「家庭農
場」，將奉節深厚的農耕文化展現給世人。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園柑
長成時，三寸如黃金。」、「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
澗水通青苗。」……公元766年4月至768年正月，杜
甫在奉節生活期間創作了詩歌430餘首，成為他一生
中創作詩歌最多、最經典的時期。
奉節縣副縣長李忠夔告訴記者，杜甫有108首詩與

其生活居所有關，為此，奉節除修建紀念館、設立詩
碑詩林外，還擬復建杜公祠，並精選20首杜甫在奉節
創作的詩歌，圍繞這些詩歌的主題和場景，打造相應
的果園、稻田、竹林、桃林等等，以形成獨具特色的
「杜甫江村」。
夔州杜甫研究會副會長李君鑒說，杜甫在奉節生活

時，集詩人、稻農、果農、菜農於一身，收穫稻穀時
曾開心大笑，一改苦澀憂愁的形象。李君鑒表示，展
示一個立體、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真實杜甫，才接地
氣，容易引起讀者共鳴。
「李白、杜甫、劉禹錫……歷代詩人在奉節留下的
詩篇近萬首，奉節是名副其實的『詩城』。」奉節縣
縣長朱茂表示，奉節將從今年起陸續啟動實施夔州詩
苑、竹枝大觀園等系列工程。其中，從縣城到興隆鎮
天坑地縫景區的70多公里路程，擬擺設約百塊奇石、
石碑，刻上描寫三峽等地的詩詞，形成獨特的詩林文

化大道。 除詩歌文化外，奉節還將着力打造三國文
化、軍事文化等。
據介紹，奉節不遺餘力復興夔州文化，其主要目的
之一便是通過整合、增強奉節文化吸引力的方式，改
變傳統的三峽遊模式，讓遊客有更多選擇和體驗，從

而讓過境遊變成體驗遊、過夜遊、深度遊。為此，奉
節每年將安排1億元旅遊專項資金及5000萬元文化產
業發展資金，對奉節各種豐富的文化資源進行充分挖
掘和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岳、李燕華蘭州報道）8月29日，「西
風烈．絢麗甘肅」中國音樂家協會采風團赴甘肅創作采風活動正
式啟動。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連輯為采風團音樂家授旗。
連輯說，這次活動是繼2013年後第二次成功舉辦，也是甘肅省建
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一項重要安排，此次創作采風團成員，將
赴甘肅河西地區采風、觀摩、考察、創作，見證甘肅音樂的重要
啟程。

著名作曲家姚明、肖白，著名作曲家音樂製作人王曉峰、小
柯，著名詞作家蘇柳等均是全國一線知名藝術家，將同赴甘肅河
西地區采風。
甘肅省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黃薈銘致辭說，此次活動是甘肅省與

中國音樂家協會合作，結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題實踐活
動，是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在甘肅實踐的又一次深層次合作。
據悉，「西風烈．絢麗甘肅」原創歌曲徵集評選演唱活動從7月

下旬開始至12月20日結束。9月21日至10月20日開始徵集作品。
10月21日至11月20日開始評選。
甘肅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是華夏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

發祥地之一，堪稱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資源寶庫，2013年1月21
日，國務院正式批覆甘肅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這是目前為
止，全國唯一一個國家級文化發展戰略平台，絲綢之路三千里，
華夏文明八千年，是對甘肅地域特點歷史文化地位的生動寫照。

重慶「詩城」復興夔州文化 將建杜甫「家庭農場」

中國音協采風甘肅河西走廊

每一個大的改變均由細微處開始萌芽。近年來，何
鴻毅家族基金一直致力於為不同藝術團體或個人

提供贊助，以孵化具前瞻性和持續性的藝術項目，再通
過活動參與者所產生的新鮮想像力，為香港帶來新變
化。「鄉土學社」便是其中一個組織，在成功申請何鴻
毅家族基金2013年所策動的「藝術．改寫香港——本
地文化藝術資助計劃」後，用一年時間以昇平學校及昇
平村作為實踐平台，帶領三十餘位學生走入村校，透過
口述歷史幫助學生覺察小人物亦有歷史印記，了解學校
和社群的關係，反思現代化學校的走向，以社區藝術的
形式去建立身份認同並產生對人和社會的關懷。

因學校誕生的村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遷香港，在普及教育
仍未推行的情況下，為解決兒童的就學問題，地處打鼓
嶺的鄉民自發辦學，合力籌建了一座四合院校舍，並命
名為昇平。為使鄰近兒童能夠擁有更好的教學環境，部
分村民甚至變賣農產換取建校所需的瓦片、木材；師生
一同扛起鋤頭拓建足球場、籃球場；教職人員共同湊錢
搭建學校禮堂；更有師生、校工在學校附近聚居，以校
為家。可以說昇平學校的落成催化了昇平村的誕生。
資深歷史教育工作者、鄉土學社合辦人朱耀光告訴記
者：「一般的情況都是先有村落再建學校，例如華山村
和華山學校。而昇平中學最有趣的是，一間學校使一個
村的人落地生根。老師、學生、工友全部都是鄰居。」
學校不單只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場地，因當時農業蓬勃發
展，教職員也在毗鄰的田地耕種養殖家禽，田間地頭全
都是學生們的樂園，而學校禮堂也不時會充當村裡的大
會堂，鄉民與師生的教學與日常生活緊密地交織在一
起。

豬骨粥引發的思考
朱耀光表示，香港的學校大致上沿着私塾、祠堂、村
校、屋邨學校、現代化學校的脈絡不斷發展，可謂大勢
所趨。隨着社會發展，村校大多被現代化學校所取代，
昇平學校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停辦。但是，當我們站在
2015年去回望及了解昇平學校，就會發現，其中隱藏了
太多我們已失落的美好，例如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
社區之間那種親密的關係。
朱耀光舉例說：「棠叔與棠嬸既是昇平學校的工友又
在校經營一間小食部，當年兩人每天需照顧600多名學
生，一清早為學生煮豬骨粥作為早餐。人多手雜之時，
難免有學生拿了粥麵，而忘記放下錢，卻無法發現。棠

叔與棠嬸在口述歷史時特別提到，竟有學生畢業後特意
回來拜年兼還錢。這種看戲才會出現的橋段，曾經真真
實實地在昇平學生中發生過。我們很難還原當初的社

區，也不想分孰優孰劣，只是希望學生能夠在體會被訪
者所言的過程中，思考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在高度現代
化的香港，學校應如何立足於社群和地方之中。」

用藝術說句：「在乎你」
口述歷史一度被認為是獲取口頭史料的手段而已，研

究人員為了用受訪者的記憶去填補歷史空白對其進行採
訪。而在「活現昇平」計劃推進的過程中，朱耀光不斷
向學生強調：口述歷史真正的意義在於「人」。朱耀光
說：「在前期的工作坊中我們清楚地告訴學生，口述歷
史意義是，你能不能在此過程中對參與者產生關懷。甚
至連社區藝術創作也不是最終目的，我們是要用行動來
肯定敘事者回憶的重要性。」
校工棠叔和棠嬸從前煲豬骨粥所用的老砂煲，雖早已

被閑置，但學生們翻找出來對其進行再創作。在昇平校
友露姐姐的憶述中，其父作為昇平學校體育老師，特意
為學校製作了一張乒乓球桌。學生們在年逾六十的資深
藝術教育工作者楊秀卓老師指導下，把露姐姐與球桌的
故事寫在大黑布上，藝術性地將其處理
成一張柔軟的「乒乓球桌」。原本單純
的老物件，因創作過程中關懷的融入，
帶出一個年代的歷史，學生用創作告訴
受訪者：「我在乎你經歷過的事。」

人人都有一段「史」
楊秀卓指出，物件在口述歷史與裝置

藝術之間扮演「關鍵詞」的重要角色。
楊秀卓以「斗零」的再創作為例，闡述
了轉化物件的特殊意義：「棠叔以前在
學校的小賣部賣零食，小孩子常用『斗
零』即『五仙』來購買『油炸鬼』、
『缽仔糕』、棉花糖等小食。當他提到
『斗零』時，已經不自覺的陳述了當時
的物價，民眾的經濟狀況，村民的生活
形態。學生很聰明，上網找了八件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的經典小食圖像，如雪條、維他奶、麥芽
糖，用A4紙分別打印出來。再向自家長輩諮詢每件小
食的價格，於平面小食上黏貼等價的『斗零』，維他奶
一毫半就貼三個『斗零』。」
「第九張A4紙最精彩。」楊秀卓稱讚道：「這位同
學集合了現在的熱門零食圖像在最後一件作品上，然後
打了個大問號，將剩下所有的『斗零』全部黏上去，反
問這些『斗零』還能買到什麼，該作品以藝術為媒介充
分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令我，令棠叔，令不少觀賞者感
慨萬千。」朱耀光亦補充說：「口述歷史和社區藝術的
創作過程，使學生對自己家庭成員的過去也多了一份好
奇和關懷。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爺爺嬤嬤是否也曾像棠叔
棠嬸一樣因『走難』來到香港。叔叔阿姨是否也迷戀過
那些懷舊小食。在他們發覺棠叔、棠嬸也有歷史，就會
意識到並非只有歷史課本中的偉人的故事才是歷史，然
後猛然醒悟自己也有歷史，家人也有歷史，每個小人物
都在書寫歷史。」

回望回望「「昇昇平平」」

過去一年，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名牌村

校」昇平學校，收穫了一批意想不到的新朋友。他

們是分別來自於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和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選修歷史或中國歷史的中學

生。這班「同學仔」在「鄉土學社」的帶領下，走

進被群山環抱然而寂靜無聲的凋零校園，一起聆聽

舊校友、老師、工友及村民的往日回憶，然後以親

自獲取的口述歷史資料為素材進行社區藝術創作，

重現村校與村莊曾有過的親密關係。「活現昇平」

展覽日前的成功舉辦，令參與其中的學生，甚至是

鄉民心中漣漪四起，微妙的變化正在生成。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圖片由何鴻毅家族基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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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歷史資深歷史
教 育 工 作教 育 工 作
者者、、鄉土學鄉土學
社合辦人朱社合辦人朱
耀光耀光。。

■學生們將露姐姐與乒乓球桌的故事記錄下來，製成柔軟的「乒乓
桌」。

■■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楊秀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楊秀
卓卓。。

■■進行中的進行中的「「斗零斗零」」再創作再創作。。

■昇平老校友提供的畢業證書。

■昇平學校曾經的老畢業照。

■奉節在白帝城景區開展的「穿越三國重回千年」活動。
■今後「杜甫」與「李白」將在奉節聚首。

■■被群山環抱的昇平學校被群山環抱的昇平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