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香港」將於5
月15日呈獻「非常香港
仔」，於香港仔海濱公
園逾8,000呎戶外公共空
間舉行，場內設五大區
域：藝術、音樂、互動
遊戲、教育娛樂、時尚
生活，是次活動有30個
不同單位參與，「非常
香港仔」五大區域各有特色，集合了許多平時難得一見及好玩有趣
的活動，其中於藝術區就有8位中外藝術家，以香港仔為主題及運用
在地素材創作的作品，如來自水上人家庭的Heyfruit以香港仔的海水
製成冰塊藝術品、Mircov Studio以漁網創作「野生捕獲」藝術裝
置、Cecilia Ho製作魚形工作枱和書籤等。「非常香港」盼市民可透
過參與特色活動進行社區體驗，感受這個社區多年來如何建立，並
共同思考香港仔的未來路向。 文：Kat

「非常香港仔」活動詳情
日期：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中午12時正至下午6時正

地點：香港仔海濱公園
費用：免費入場

周日玩轉香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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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味中，甜是最易
令人回味的味道。越嚐過
苦，就越懂得發掘生活中
那份甜。插畫師何翠瑩、
劇肥、鄭琪琪、鍾穎兒、
馮巧玉及津匠工作室一同
參與本月於灣仔舉行的畫
展 《Too Sweet to
Forget》，與大眾分享埋藏
於她們心中的糖果，重拾
那份昔日的甜蜜。今次畫展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位參展插畫
師都在其中一張作品中隱藏一個果醬瓶子，以盛載他們最珍貴的回
憶。觀眾可齊齊參與這個尋寶小遊戲，從而找出插畫師的小秘密。
也許，通過這個過程，大眾也能喚起藏在深處的那份甜。同時，畫
展又邀得5位插畫界達人為展覽寫序和藝評，包括：Sindy Lau、
Johnson John Dog、草日、芝麻羔及林皮。 文：Kat

《Too Sweet to Forget》畫展
展期：2016年5月7至30日（逢星期六、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7時
地點：Part-of Gallery（香港灣仔適安街16號地下）

《Too Sweet to Forget》
品人生甜味

香港文匯報訊 大埔
區中學校長會聯同藝術
家林旭輝創辦的靈美創
意培育基金發動了全港
第一個聯校社群藝術活
動 「My Dream
House,Our Dream
Community」，攜手開
拓學生視野，透過藝術
創作的方式讓學生將心中的夢想家園及夢想社區呈現。大埔作為此
藝術活動啟動的第一個社區，得到大埔中學校長會贊助及鼎力支
持，聯繫了超過11間中小學及約100名學生參與，於上月14至16日
於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圓滿舉辦了第一場活動，亦為整個
藝術教育項目拉開了序幕。
當日的活動以工作坊、集體創作及展覽等形式進行，讓學生透過

廢物材料作為創作素材，在藝術家及教育家的帶領下親身體驗創作
的樂趣，體會藝術即生活，生活即藝術，並從創作過程中將內心的
夢想呈現及思考夢想與實踐、個人與社區等關係，從而培養正面價
值觀及生活態度。活動還激發了學生的美感及觸覺、溝通能力和協
作能力。「My Dream House, Our Dream Community」的項目將
陸續於大埔區及全港十八區學校舉辦。

林旭輝率學子
體驗藝術生活

樹才與小孩「玩詩」滲童趣

詩人廖書蘭眼中
旗袍變奏
見證社會滄桑

日前，由民政事務局贊助、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舉辦的

雅敘，邀請本港詩人廖書蘭博

士介紹旗袍作為中國人傳統的

服裝所具有的內涵、歷史淵源

以及現代價值。廖書蘭於講演

中表示，旗袍乃是中國傳統文

化的象徵之一，其歷久不衰的

生命力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

質，是不同文明共融的典範和

表達。而在兩岸三地，旗袍也

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

不同的特點和風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綜合報道「愛是什麼？」詩人樹才給上他兒童詩
歌課的孩子們出了這個題目。「愛是媽媽半夜起來給
我打蚊子，蚊子沒打着，媽媽也沒睡着。」內蒙古赤
峰一個7歲的孩子寫道。7歲的深圳孩子這樣寫：
「愛好像是輕輕的，飛在空中，像種子一樣，一旦落
到一個人的心裡，它就會長出一朵愛的小花。」一位
5歲的北京孩子還不會寫字，就用嘴「說」出了一首
詩：「愛是肚子餓了的時候，聞到的香味，愛很暖
和，讓人興奮，愛是冬天把麵包丟到院子裡給小鳥
吃。」
4月初，由國際詩歌藝術平台「為你讀詩」在北京
舉辦的「詩意生活節」人文藝術講座上，樹才以《每
一個孩子都是詩人》為題，分享了一群5至10歲的孩
子學習寫詩的經歷，引發不少人的共鳴。孩子為什麼
要寫詩？他們真的會寫詩嗎？「他們在陌生新鮮的練
習中學會造句，學會表達內心，與世界建立了一種信
任關係。」樹才告訴記者，包括對人的信任，對一棵
樹的信任，對一場春天的信任，對一條黑乎乎的路的

信任——而這種信任，建立了充滿愛、詩性的關係，
對孩子的成長有積極意義。
從去年春天開始，大概有一百個孩子，開始接受詩

意的熏陶。他們有的還是幼兒園的孩子，最大也不過
是小學生。詩人、翻譯家樹才，通過網絡視頻授課，
為他們播下滿溢詩心的種子，希冀孩子們在成長中呵
護詩心。 「漢字，對孩子們來說，首先不是意義的
載體，而是會發出聲音、能聞到氣味、讓人心喜悅的
符號。」樹才認為，這些符號有生成意義的魔力，但
孩子們可以不懂這些。「對他們來說，這些符號就是
玩耍的小圓玻璃珠子吧，碰撞到一起，不光會發出聲
音，而且有擊中的狂喜。」正因此，他開始致力於推
動兒童讀詩寫詩。「在童年這個生命成長的關鍵時
期，一個孩子如果能嘗試表達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夢
想、自己的心靈，將終生受益。」過去一年，樹才通
過39節課，跟熱愛詩歌的孩子們一起天馬行空地玩
耍，無拘無束地交流。「孩子們其實是我的老師，幸
虧他們，我辨認出了身體裡仍然淘氣天真的那個孩

子。」他發現，自己的身體裡好像
住着孩子的靈魂。
他和孩子們在一起「玩詩」。

「詩是『高』的，但並非『高不可
攀』，為什麼我們不伸出手去觸摸
這片天空呢？」他的教法不側重於
欣賞，而是鼓勵孩子們把感覺變成
「詩」，「通過寫，學會詩」。儘
管只是仍不成熟的新詩，但在樹才
看來，寫詩的時候，他們體會到的
是一種遊戲似的東西，「以詩的方
式去接觸一個個漢字，說出自己看
見的和想像的東西。」
通過嘗試寫詩，孩子們慢慢明白：自由地表達自己

的心靈，既是生命的權利，也是生命的需要。「他們
體會到一種表達的快樂，這是前所未有的。」樹才
說。在中國，越來越多孩子喜歡寫詩。最近，幾位小
學生寫的詩在網上熱爆。杭州一位小學二年級男生的

詩中寫道：「啊！我的媽媽美如鮮花。
噢！我的爸爸醜如泥巴。咦！為何媽媽
愛爸爸。哎！因為鮮花不能沒泥巴。」
這些充滿童趣的語言，引發大人世界的
討論，大多數網友以純淨的目光欣賞童
詩的美好，鮮有人用成人視角加以審
視、要求。童言無忌，「在孩子那兒，
童心是天成的。孩子看世界的每一眼都
是新奇的，孩子想事物的每一念都是無
染的。」樹才說。
「當孩子用清澈的目光打量周圍的世

界，搜尋媽媽爸爸的身影，捕捉燈盞一
閃一滅的神秘，這目光裡充滿了好奇、

急切和新鮮。它表達的是什麼？是詩。」樹才說。孔
子當年編《詩經》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樹才認為，這說出了寫詩的秘密。
思，感受天地萬物時的直觀感覺和記憶領悟；無邪，
天真、純真之意，而這就是童心。

講演者廖書蘭博士向在場人士
介紹了自己與旗袍的淵源。

她回憶說，自己小時候，有一次
受了委屈，嚎啕大哭地跑到自己
母親的身邊，哭了好長一段時間
之後才發現，自己的淚水弄濕了
母親身上那件非常珍貴的旗袍。
而母親當時的反應則是從自己的
旗袍上取下了胸針，扣在廖博士
的衣服上。從此，開啟了她與旗
袍的情緣。
顧名思義，旗袍，便是旗人的
服裝。不過廖書蘭博士表示，在清代的文獻
之中，是沒有「旗袍」這個講法的。這個詞
的出現，其實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代表的乃
是滿族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交融。而自小在
台灣長大的廖書蘭回憶到，1949年大量的外
省人遷居到台灣。旗袍作為一種服裝的潮流
也開始在台灣的社會中漸漸興起。她自己周
圍很多阿姨、長輩都喜歡身穿旗袍。據了
解，台灣興起旗袍要比香港晚三十年左右，
這與台灣之前遭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有很大關
聯。而香港較為接近中國內地，所以旗袍在
內地的流行，也會帶動其在香港的流行。

歷史分期的三階段
所有流傳下來的傳統，必定會有新的元
素，旗袍也不例外。廖書蘭介紹說，1929
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將旗袍定了為國服，其
風格具有濃厚的端莊之感。這與清代的旗袍
風格形成了比較不同的對比。而這種端莊感
的表現，也自然影響到香港。直到今日，香
港不少女性高官也仍舊喜歡在重要的場合穿
着旗袍。
作為滿洲入關的產物，旗袍在中國服裝歷
史上，也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廖書蘭表示，
旗袍的第一階段乃是在1644年清軍入關之
前。那時的旗裝乃是滿洲人的服裝，不分男
女老少都身穿旗裝，且那時的旗裝為了應對
打獵、騎馬等生活方式，其風格也和後人見
到的旗袍有很大分別。可以說，這一階段的
旗裝，是滿族人的民族服飾。
旗袍的第二階段乃是在清軍入關之後，直
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一階段的旗袍風

格，出現了比較大
的變化，開始變得
闊身，衣服上也開
始有各種不同風格
的花飾，有的還會
有刺繡圖案。廖書
蘭認為，這說明此
時滿族人的生活
已經變得逐漸優

越，和關外時期的生活狀態已經有了很
大的分別。此外，這一時期的旗袍也能
夠體現王朝政治的等級秩序。例如，李
鴻章的原配夫人所穿的服裝，便有專門
的圖案，顯示其夫君在朝中的官階大
小。
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
後，滿漢的服裝開始出現了風格的同一
化。民國初年的女子普遍身穿旗袍，而且
有了中西合璧的樣式。五四時期，女性爭
取男女平等，旗袍的一種演變風格便成了
知識分子的文明新裝。廖書蘭還表示，旗
袍也有地理區域的分別。在中國的北方地
區，旗袍是難以表現到身材的；但是流行
到上海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旗袍
從腰圍等方面被加以改造，凸顯女性的身
材之美。廖書蘭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的大上海，女孩子通常身穿旗
袍，手中拿着一個小手袋，同時
還有一件外套，堪稱是彼時非常
流行的服飾。張愛玲、宋氏三姐
妹，都喜愛穿旗袍。

在香港的盛衰期
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城市，

香港也是一個流行旗袍的地方。
廖書蘭說，與中國內地和台灣不
同，直至今日，香港仍然將旗袍
稱之為長衫。這是非常傳統的稱
謂，也是香港本土文化特徵的體
現。
在上世紀二三四十年代的歲月

中，香港便已經流行旗袍。廖書蘭說，當時
香港的廣告牌上的女子，也是以身穿旗袍的
形象出現。人們出街、郊遊、參加社會交
際，都會穿着旗袍。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
香港的公務員在上班時間中，也是身穿旗
袍；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員也是以旗袍作為工

作服。由此可見，香港曾經非常
盛行旗袍。
不過，正如廖書蘭所
講，自上世紀七十年代
開始，旗袍在香港又
慢慢邊緣化。但是，
時勢是有變化的。她
表示，一部《花樣年
華》令旗袍又重新受
到女性的青睞，很

多人甚至親自從各地前
往上海請人製作旗袍。可
以說，旗袍見證的是社會
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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