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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一向致力培育本地藝術
管理人才，今年再度推出「Clore領袖培訓
計劃—香港獎學金2016/17」，讓具備領
導才能及表現卓越的本地藝術界人士前往
英國，參與一系列度身訂造的領袖培訓課
程，加強其領袖才能及提升國際視野。計
劃現正接受申請，名額不多於兩位。
獎學金得主將於2016年9月23日到英國
出席計劃簡介日，並於2016年9月26日至
10月7日及2017年6月26日至7月6日期
間前往英國修讀由Clore領袖培訓計劃舉
辦的寄宿課程，另需於2017年4月至7月
期間在當地的文化藝術機構進行為期八個
星期的實習。
獎學金的總額為 22,500 英鎊，其中

14,000英鎊用以支付課程、講座、食宿及
機票等開支。計劃亦會為獎學金得主免費
提供兩個寄宿課程及支付相關食宿，及安
排英國資深文化工作者作課程導師。
申請人須於3月18日前提交申請表，詳
請可瀏覽www.hkadc.org.hk

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
平位於上海市徐匯區的故居日前正式對外
開放。
張樂平畫畫逾六十年，他在上世紀三

十年代創作的三毛漫畫伴隨幾代人成長，
《三毛從軍記》、《三毛流浪記》在華人
世界家喻戶曉。
張樂平故居位於徐匯區五原路288弄3

號，該建築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共三
層，是里弄式花園洋房。故居一樓大部分
房間原是他人居住，經修繕後，一樓改成
展廳，二樓復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張樂平
居住時的原貌，有畫室、主臥室、子女房
間等。院內花園鬱鬱葱葱，西南角矗立着
三毛的雕塑。
在此出生、成長的張樂平四子張慰軍

表示：「故居開放圓了家人保護故居的

夢，希望父親的讀者能在這裡看到他的童
心和愛心。」
張樂平於1950年6月至1992年9月在

此居住，並創作了大量漫畫、國畫、年
畫、速寫和彩墨畫，創辦《漫畫世界》等
一批書刊雜誌，培養一批美術繪畫人才。
此外，著名電影理論家柯靈的故居亦

同時開放，柯靈親屬朱欣捐贈了大量柯靈
書信、手稿、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小說
《上海一百年》和散文《香雪海》等手
稿、札記。
「一座城市的文脈、文氣、文化形

象，就是通過文人故居來展現。」上海作
家協會副主席趙麗宏表示：「大家印象中
的上海是一座經濟發達的商業城市，但同
時它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源地之一。中
國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在這裡生活過、
寫作過，將他們的足跡保存下來讓後人看
到，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上海市徐匯區衡山路—復興路歷

史風貌保護區的一部分，柯靈、張樂平及
巴金故居已形成文化故居群落，成為徐匯
區近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景點，也是上海近
代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新社

M+最新展覽「M+希克藏品：中國當代
藝術四十年」將於2月23至4月5日在太
古坊 ArtisTree舉行，展示來自五十位藝
術家超過八十件展品。這是首個按時序追
溯及展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展覽，藏品
涵蓋水墨、油畫、雕塑、攝影及錄像等媒
介，橫跨文化大革命後期至今的四十載發
展。
M+博物館預計2019年開幕，觀眾今次

除了可於開幕前欣賞部分希克藏品外，還
可參加教學活動，進一步了解展覽內容及
深入探討中國當代藝術。
第一波活動是 2

月23日於香港大學
黃麗松講堂舉行的
「超越前衛：三個
中國藝術家的創作
個案」講座，三位
自「八五新潮」運
動開始自我叛逆藝
術生涯的中國藝術

家丁乙、張培力及張曉剛來港分享，勾勒
出藝術家如何建立自我與周遭環境的批判
性關係，從而開始具時代穿透力的藝術實
踐。此外，展覽期間亦設有周末導賞團及
策展人現場導賞，除了一般講解外，視障
或聽障的觀眾更可報名參加通達導賞團，
分別透過即時口述影像、觸感版本作品或
即時手語傳譯服務，深入體驗藝術。
學校團體亦可透過電話或電郵申請導賞

服務，此次主辦方更特別為老師設置了工
作坊及專題講座，前者由藝術教育工作者
余迪文主持，後者則由希克高級策展人皮

力及亞洲藝術文獻庫
資深研究員翁子健主
講，讓老師們率先了
解展覽內容，從而引
導學生理解中國當代
藝術發展。詳情可瀏
覽 http://www.west-
kowloon.hk/tc/sig-
gcollection/。

去年底中國華北被霧霾覆
蓋，污染空氣散佈二十多個城
市，北京十天內發出兩次紅色
警報。與此同時的巴黎氣候大
會上，近二百個國家達成協
議，加強應付氣候變化威脅，
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與前工業
化時期相比，控制在2℃以內。
發生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在應付霧霾威
脅方面可謂得心應手。十九世紀初，倫敦
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空氣污染而臭名遠播的
城市，當時市內工廠林立，空氣污穢，冬
天大部分家庭沒錢買優質乾煤，只得在壁
爐燒濕煤取暖。工廠和住宅屋頂的幾百萬
個煙囪，像幾百萬個「火山口」，同時向
着天空噴污氣。
新出版的《霧倫敦》（London Fog: the
Biography）一書裡，作者科頓（Christine
L. Corton）講述倫敦解決空氣污染的經
歷。她形容，當年倫敦發出的黃褐色煙
霧，有濃烈的琉璜味，令衣服又穢又臭，
臭味滲透牆壁，使植物窒息，視野模糊，
容易釀成交通意外；最重要的是，市民吸
入污氣，肺部受感染。單在一八八六年便
有一萬一千人因此死亡。
科頓指出，早於十三世紀，英國已頒佈
了世界上第一條環境管制法令，禁燒劣質
濕煤熏黑天空。一六六一年學者伊夫林
（John Evelyn）向國王呈諫書，建議圍繞
倫敦興建綠色地帶，種植芬芳植物以減臭
氧。他更強調，倫敦的污穢空氣將縮短市
民的壽命。
三百五十多年前，學者已有此遠見，可
惜未被重視。
到一九五二年冬，倫敦空氣污染情況仍
未改善。戰後缺煤，家用劣質煤愈加普
遍，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天氣嚴寒，濃霧籠
罩倫敦四天，結果導致一萬二千人呼吸系
統受感染病死。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的一
次霧霾災難。

《霧倫敦》形容，倫敦的經典大霧，濃
如黃豆湯，厚如黃牛油，可以塗抹在麵包
上，行人低頭看不見自己的一雙腳。
書中引述一段笑話。美國諧星卜合

（Bob Hope）赴倫敦登台演出，遲到了，
他向觀眾道歉道：「我在濃霧中迷途了。
想吹口哨召喚的士，卻連自己的嘴巴也找
不到……最後，我看到遠遠有一點光線，
想是有人來拯救。光線愈來愈清晰，看真
了，原來是自己咬在嘴邊的煙屁股。」
濃霧下，倫敦的小偷盜賊猖獗，強姦和
謀殺等罪案驟增，如發生於一八八八年東
倫敦白教堂的兇殺案，兇手在濃霧中以殘
酷手法殺死五名妓女，這就是震驚世界的
「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案。連
畜生也難逃濃霧厄運，倫敦動物園裡的獅
子患肺病死亡。
倫敦濃霧有醜陋邪惡的一面，也有美麗
浪漫的一面。無數文學作品和大師級畫
作，受濃霧影響而大放異彩。如大文豪狄
更斯的代表作《苦海孤雛》（Oliver
Twist），和斯蒂芬遜（Robert Louis Ste-
venson）膾炙人口的《化身博士》（Jekyll
and Hyde）。而大畫家特納（Turner）和
莫內（Monet）兩人，曾以霧中的泰晤士河
和國會大樓為背景，留下朦朧的倫敦美
貌。
直到英政府一九五六年頒佈《清潔空氣
法》，嚴厲控制工業和家用燃煤，逐步改
用煤氣和電氣，改善了空氣污染情況。此
法案至今五十二年了，許多倫敦人提起濃
霧依然不寒而慄，《霧倫敦》一書，激起
他們無限回憶。

霧倫敦霧倫敦
文：余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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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深圳文學也有着明顯的移民文學特性。
「深圳文學和這個城市的形象非常匹配。80年代深圳文學光

彩熠熠，到了90年代，深圳文學逐漸走向正軌，作家對於深圳的表
達越來越具有深圳性，也越來越深刻，逐漸開始接近深圳這座城市
生活的本質。」

移民造就的城市與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評協副主席孟繁華說，
「移民性」是深圳文學創作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每個人都帶着自
己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經驗來到深圳進行創作。孟繁華舉例，作

家鄧一光來到深圳之後寫的全是深圳的生活，與他之前在湖北的生
活截然不同。鄧一光自己對此也有強烈的感受，他說「孤獨感是來
到深圳最深刻的感受。深圳人要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找到自己的
價值體系；大多數寫作者是從深圳起步，建立自己的經驗，拿自己
的經驗和生活做一種衝突，然後建立自己的寫作價值。這也是深圳
文學的特色。」
「深圳是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我們照亮了自己過去的經驗，
才能夠進行今天的創作。」孟繁華說，深圳市作協主席李蘭妮以自
己的患病經歷寫出的《曠野無 人》， 「80後」作家蔡東的《往
生》中對人性超時代的體驗和理解，秦錦屏在深圳記錄陝西社會經

驗的《拉手手親口口》都是如此。這些作家和作品都非常重要，在
當下中國文學格局裡，深圳的作家確實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鄧一光說，深圳中青年在文學作品量大是源於他們自己的生活；

打工詩歌敘述大開大合，既講述後工業時代人的生活壓力，又有後
工業時代和人的緊張關係等，充滿了生活的張力和想像力。

有高原無高峰呼喚大作品
《小說選刊》雜誌社常務副總編王干說，深圳為文學理念提供了
一個敘述上的經典模式，叫「外來者模式」。「深圳文學一直是被
寵愛着的，在深圳的作家是被呵護、被交流、被評論的，我覺得這
也是深圳文學35年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王干表示，對於文學
的重視會讓深圳在未來生長出自己的參天大樹。
深圳文學在過去的35年有光榮也有平淡，未來將去往何處？
中國作協《中國作家》總編王山表示，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如果
要做一種前瞻，深圳作家可以不僅僅拘泥於對生活的體驗、對生命
的經歷以及對故鄉的回望，而可以有更多想像的能力。「深圳文學
現在還屬於有高原無高峰的狀態，我希望在未來深圳這片文學熱土
可以出大作品。」
一直關注並推動深圳網絡文學發展的深圳市作協副主席于愛成表

示，雖然深圳網絡文學發展繁盛，但營銷環境還缺乏有實力的網絡
平台和合適的商業運作模式，無法實現網絡文學產業鏈簽約、扶
持、發表一條龍的打造。

作為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就像一面鏡子，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過往的生活經驗乃至

生命體驗：孤獨感、漂泊感、渴望改變、尋求身份認同……深圳文學也是一面鏡子，每一個作家都帶自己不

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經驗來到深圳進行創作，建立自己的寫作體系，同時也通過文字認識自己，並逐漸接近深

圳這座城市生活的本質。

日前，由深圳市作協承辦的「回顧與前瞻——深圳文學發展論壇」在深圳文聯舉行。與會的作家和評論家暢

談35年來深圳的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流派，評論深圳的城市特性與深圳文學的氣質關聯，探討深圳文學

的不足以及未來需努力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何花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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