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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系列活動，邀請了三位重量級的人物擔任主
講嘉賓，分別是在海內外極富盛名的本港嶺南

畫派大家司徒乃鐘、培橋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以及新
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三位講者從不同的視
角闡述了各自對藝術與文化的理解，也引領聽眾對文
化前沿和熱點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討。

藝術家的勵志故事
提起司徒乃鐘，在香港可謂人盡皆知。他是本港嶺
南畫派的大家，可謂香港書畫界的文化「名片」。在
講座中，他告訴聽眾，他信奉的藝術人生哲學乃是
「大樹之下無大樹」，因此自己選擇到加拿大去留
學。而兒時的藝術學習經歷令司徒乃鐘至今難忘。他
在講座中透露，小時候學習畫畫，家中有非常獨特的
激勵方法。他的父親會將自己不錯的作品「買」走；
而他本人則會用「賣」畫得到的錢從母親那裡買糖
吃。
顯而易見，留學的歲月是艱辛的。在講座中，司徒
乃鐘透露，他曾經在一間酒吧打工。這種生活經歷所
帶來的韌勁，對人是極為深刻的淬煉和磨礪。司徒乃
鐘似乎並不否認這一點。他以非常幽默和風趣的口吻
告訴聽眾：在這間酒吧中，除了「老闆」這個職位之
外，他幾乎做過所有的工作。由此可見，早年艱辛的
歷程，對他的藝術人生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講座中，司徒乃鐘先是播放了電視傳媒為其製作
的電視紀錄片，後來則介紹了自己作品的風格以及一
些畫作所表達的深刻思想內涵。憑着對香港這片土地
的熱愛，他創作的很多作品均以香港在地的風景、現
象為題材，成為了本港嶺南畫派的象徵。
司徒乃鐘的講解不僅是對自身創作的回顧，同
時也教大家如何欣賞藝術作品。他創作的沙田
《曾家大屋》，傳神地描繪出了新界的歷史變
遷；而《新界元朗水尾村樹屋》則帶有非常濃郁
的鄉間原生態風範；在《粉嶺荔枝園》的畫面
中，如照片一般的真實感，能夠看到地面上的水
喉管線；在《新界西貢圮屋蝶來圖》的精緻畫面
中，司徒乃鐘的講解則令人感受到了一種歲月滄
桑之感，畫面中的舊屋子，門已經關閉，周圍放
滿了他人的物品，蝴蝶飛來，則如同拜年，所以
根據判斷，這是一個曾經的大戶人家，產生出了
一種極為淒美的境界。所謂「富在山中有人
知」，畫面所營造的，便是人走茶涼的感受。

司徒乃鐘認為，畫家需要的乃是一種記憶，這是一
種顏色記憶，如同會計會有數字的記憶一樣。而關於
嶺南畫派的前景，他在講座中直言，廣東較之於香港
更加重視嶺南畫派。

詩歌孕以情
在另一場講座中，培僑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以「中

國情詩」為主題，進行了專題講座。傳統的理解中，
「情詩」代表的便是愛情詩歌。但是招祥麒則對「情
詩」進行了非常具體的歸類，他在中國傳統的古典文
學詩歌中，分出了男女情、夫妻情、父子情、母子
情、兄弟情、朋友情、師生情、家國情等八種不同類
別的情感，而且，每一種情感均以具體的文學作品進
行解讀。
招祥麒在講座中表示，《詩經》的第一首，便是講
述男女愛情的詩歌，在西晉之前，中國的詩人比較重
視的是以詩言志。所謂志，便是一個人的思想、價
值、見解。西晉之後，中國的詩歌則走向了另一個方
向：即詩歌乃是源自情感。但招祥麒風趣地表示，今
時今日，很多人乃是為文造情，似乎偏離了文學詩歌
的本質。
招祥麒說，任何詩歌都離不開情。在男女情中，招
祥麒以《漢樂府》中的《上邪》為例，指出真愛是以
山河變化、四季顛倒來襯托男女愛情的堅定不移，較
之於今時今日的婚姻誓詞，其層次可謂相當之高。同
時，男女愛情的詩歌也會有情感的變化。牛郎織女的
故事，被不少人視為愛情悲劇，但是招祥麒以秦觀的
《鵲橋仙》為例，指出這首詩以文學的方式將難捨難

離的淒美愛情變成了一年見一次的浪漫情懷。與男女
情不同，招祥麒告訴聽眾，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夫妻情
則有時間、空間的表述。李商隱的《夜雨寄北》講述
了不知何時可以和配偶見面的思念之情；陳玉蘭的
《寄夫》則寫出了妻子思念戍邊夫君的感受。
比較有趣的，則是父子情。招祥麒認為，在中國古
典文學中，比較多的是寫母子情。所以，關於父子情
的作品，顯得非常特別。他舉了蘇軾的《洗兒戲作》
為例，認為這首詩反其道而行之，沒有講述一般人希
望孩子聰明伶俐、升官發財的願望，而是希望孩子
「愚且魯」。招祥麒說，這或許與蘇軾宦海經歷有關
聯。
情感與詩歌，在中國文學中具有緊密的關聯。招祥
麒認為，透過中國古典的文學作品可知，往往情感愈
真，則用辭便愈切；中國詩歌的情感流露，往往是含
而不蓄，即有暗示、留餘地；情感的表達上，也是感
性而又不忘理性。因此，情詩是中國文學中一個非常
重要的組成部分。

對民族文化有自信
系列講座的壓軸講者，乃是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

任薛浩然。他以深入淺出的語言、結合香港的風水命
理文化的現實，講述了《易經》的基本內容與流變
史。而他對中國文化的漫談，更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
義。
薛浩然表示，一個社會的文化推廣非常重要，無文
化，則無歷史，也就不會產生一個族群。他認為，香
港是一個物質發達的社會，但是卻有非常顯著的文化
缺失。薛浩然認為，不能否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
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持續了數
千年。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少國人在薛浩然
看來出現了自我否定、沮喪、崇洋、自我矮化民族文
化的傾向，也出現了討厭本民族文化的心理思潮。
不過，薛浩然告訴聽眾，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直到
今天仍舊存在，足以說明中國文化具有非常優良的一
面，相較於古埃及、印度、古巴比倫，中國文化的優
勢和傳承史顯而易見。薛浩然坦言，文化的發展乃是
曲線的路徑，文化發展中會有衝突，同時也會有同
化；文化就是起居飲食，就是自己的人生，是一個群
體意義的概念。因此，薛浩然覺得，包括香港人在內
的中國人，應當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自信和情
感。

香港文學系列講座香港文學系列講座
帶來豐厚知識盛宴帶來豐厚知識盛宴
由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香港藝術發展局、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聯

合主辦的香港文學講座系列活動日前在新界石門鄉議局大樓演奏廳舉

行。講座涵蓋了美術、詩歌、傳統文化等諸多方面，邀請了本港的知名

藝術家、文化人士向公眾提供免費的文化盛宴。據了解，這也是鄉議局

成立九十周年紀念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講座的舉行，讓市民從不同側

面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令大家對嶺南以及本港文化的認識有

了提升，可謂取得了巨大成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新界鄉議局負責的新界原居民村落，是本港傳統中國文化保留和
傳承較為集中的區域。原居民的村落中，有圍頭村落，亦有客家村
落，見證了香港數百年來先民來此打拚、深耕的艱難歷史。
在新界原居民中，過壽、婚嫁等風俗，仍然保有傳統的漢民族習

俗，可謂中國古代習俗的活字典。打太平清醮則更是從漢代流傳而
來的重要民俗，成為了香港每一年都不能忽略的文化盛事與文化資
產。
原居民區域中，歷史人文的底蘊也非常豐厚。進入近代以來，原
居民與海外的聯絡也更加緊密，不少人先後參加過辛亥革命、對日
抗戰，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不少位於香港
邊境區域的原居民村落更是頗具歷史價值的古建築的集中地，是香
港文化的重要在地資源。據了解，今年適逢鄉議局成立九十周年，
對傳統文化的推廣，也成為了相關慶祝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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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座中，薛浩然着重比較了中國文化與
西方文化的區別。在薛浩然看來，中國文化
是一種農耕文明，也是一種大陸文明，因而
具有鮮明的防守性。但是西方文化則不同。

西方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以基督教信仰為
基礎的文化，屬於一種外向型的文化，富有
侵略性。西方對於文化的定義，有兩種。一
種是英國式的，乃是接近城市型，偏重物質

發展；另一種是德國式的，乃是注重
內心的表達。
薛浩然亦提及，在中國文化中，講

價值、講原則，亦講圓通。中國人用
「道」表達文化，這裡的道，表示眾
人一道攜手前行。而在接受記者提問
時，薛浩然指出，中國文化與中華文
化其實是同一個概念的兩方面，都代
表中華民族的文化。部分人將這兩個
概念進行區分，實際上是在玩弄文
字、故弄玄虛。

文、攝：徐全

原居民區域 文化底蘊多 中華文化不具擴張性

■原居民村落中的古建築

■司徒乃鐘於講座中講解的畫作

■近代的炮台，見證了中
國人的滄桑史，也帶來了
對文化的反思

■■講座現場講座現場

■■薛浩然暢談中國文化薛浩然暢談中國文化

■■招祥麒評述中國情詩招祥麒評述中國情詩

■■畫家司徒乃鐘畫家司徒乃鐘

■■北京天壇寓意北京天壇寓意
中國農耕文明中國農耕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