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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
京報道）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67周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
辰150周年，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國僑辦）將於9月24日在澳門
大學大禮堂、9月27日在北京國
家大劇院音樂廳舉辦「全球華人
音樂會」，10月11日至16日在
天津舉辦「全球華人書畫展」。
據悉，音樂會將以交響樂演奏中
外名曲為主要形式，配合聲樂、
獨奏等。同時，為紀念孫中山先
生誕辰150周年，主辦方在演出
曲目上特地增加了大型交響史詩
《我們的孫中山》序曲。
國僑辦副主任譚天星日前在發

佈會上表示，「全球華人音樂
會」由全球華人樂團擔綱演出，
演出匯集了德意志交響樂團、里

斯本高等音樂學院、華盛頓國家
歌劇院、蘇黎世歌劇院等全球各
地著名交響樂團的80餘位優秀華
人演奏家，還邀請了閻維文、殷
秀梅、王秀芬、宋元明等藝術家
共同參演，演出陣容逾百人。據
介紹，音樂會將邀請逾千名來北
京參加國慶活動的海外僑胞觀看
演出，並通過中央電視台及主流
網絡平台向全球轉播。
關於在天津舉行的「全球華人

書畫展」，譚天星介紹，全球藝
術家踴躍參展，共遴選出了31個
國家和地區116位藝術家的近
200件作品，畫作種類豐富、創
作主題和內容更加多樣化。此
外，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將邀請國
內外著名書畫家參展，並集體創
作、交流。

自古以來「歲寒三友」松、
竹、梅因其堅韌、耐寒的特性
而為古代文人所讚頌，其中
「竹」更是滲透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當中。為了令大眾能領略
「竹」的魅力，了解竹與文
化、歷史和經濟之間的關係，
香港藝術館聯同設計及文化研
究工作室、香港浸會大學視覺
藝術院舉辦名為「竹都好有趣
──藝術館在這裡」的展覽。
香港藝術館館長(虛白齋)司徒
元傑表示「竹」這種物品無論
在用途或意義上均十分豐富，
小至日常用品如牙籤，大至文
人墨客眼中有着高層次的象徵
意義，因此「竹」是個甚具意
義的題材。
是次展覽內容豐富，展覽以
竹為中心，引伸出十個主題，其中包括如「一切
從簡」，展示了竹與中國文字演變的關係；又如
「好滋味」，展示了竹在食物中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其餘還包括「竹中趣」、「竹工訣」等。
「竹的中國文化意義深遠，『竹』是由兩個
『個』字的簡體字組合而成，而且竹很能反映中
國文化，因此我們便構思一個『十竹』的展覽，

結果真的嘗試用十個方向。」設計及文
化工作室總監趙廣超向記者介紹。「竹
所具有的世界意義與我們平時見到的尋
常竹製品有頗大的反差，意即很多手製
的竹製品，卻在不同的博物館珍藏着，
藝術館為我們的工作室提供了一個平
台，我們期望觀眾看作品時可卸下心理
負擔。」
此次展覽還展出多件珍貴館藏，包括

清代竹汗衣、留青林黛玉臂擱、鄭燮繪
畫的水墨畫《竹蘭》及較近代文樓的金
屬雕塑《風竹》等。其中司徒元傑介紹
了大有來頭的清代竹汗衣，「做大戲時
望落的戲服看似很大件，
以前的人可能就是穿了這
件竹汗衫，不單止做大戲
的人，包括打仗的將軍、
穿着官袍的官員，他們都
會先穿這件竹汗衣，可以

更涼快。製作人會找一些很幼的竹
枝，分成一截截，再經過各種程序製
作而成，需要耗費不少精神和時間。
中國人真是很聰明，能將竹這些物料
的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據司徒元傑介紹，今次的展覽會

採用較新穎的形式，「例如我們會有

60場在學校做的工作，不單止淨看藝術品，亦包
括互動的形式。我們希望這會是一個有生命的展
覽，好像雨後春筍一樣延續下去。在日常生活當
中我們難免會遺忘或忽視一些美好而有意義的事
物，而我們的團隊便希望透過藝術館的工作，把
這些事物重現在觀眾眼前。」
是次展覽除了有靜態的展品外，亦有多媒體影

像的結合，觀眾可以透過觀看動畫、玩遊戲，感
受竹畫的魅力與樂趣。其中透過觀看關於竹畫的
動畫，觀眾可以了解到不同朝代的竹畫之風格變
遷。展覽由9月10日至10月11日於香港中央圖書
館地下展覽館舉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慧恩

構思分量「十竹」展
趙廣超盼為觀眾卸重擔

全球華人以書畫及音樂紀念
孫中山誕辰150年

■■國僑辦在國僑辦在
京舉行發佈京舉行發佈
會介紹全球會介紹全球
華人音樂會華人音樂會
相關情況相關情況。。

葛沖葛沖攝攝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總監趙廣超介紹展覽內
容。

■展品竹絲織面菊花紋團扇(左)及留青水仙花扇骨(右)。

鍾錦棠讀初二時喜歡攝影，高中畢業後考取了美國
密蘇里大學攝影系，但因家庭原因未能就讀，改

讀台灣一所大學的新聞系。1996年，行走雲南後愛上了
這裡，此後租住在鬧市區的一個房間裡，半年以雲南為
圓心在祖國西南各地攝影拍片，半年回香港處理家務。
2000年10月，他應邀到雲南麗江參加東巴文化節，在
古城的大石橋上發現了一群玩鷹人。清晨，一群納西族
男子閒坐石橋護欄上，手臂上架着一隻隻老鷹，互相談
論着關於鷹、狗、大山的話題。遊人警惕地路過，眼瞟
着大鷹，欲走還留。鍾錦棠十分驚奇城市中還有如此野
性的民俗，觀察了幾天便搭腔約定來年拍個片。從2001
年9月27日至2007年10月30日的7年間，鍾錦棠13次
到麗江，首次以影像記錄的方式精心拍攝了麗江民間鷹
獵的全過程，經過後期編輯和製作，《麗江鷹放》於
2009年入圍日本山型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項
目，並在多種場合放映分享。
鷹獵活動是季度性非常強的民間活動，一般在每年
九、十月到次年二、三月。在拍片的7年間，鍾錦棠從
租用設備到節衣縮食購買攝像機、話筒、反轉片，搭乘
班車上上下下，與拍攝對象同吃同住幾個月，前後花費
達15萬元，但沒有對外申援一分錢，「想認真做個雲
南的東西，要保留自己的視角，不想被牽制」。在他的
筆記本上，記着楊絳先生的一句話：「所有知識分子都
要在生存與民族道義之間作出選擇。」他平日經常哀傷
於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快速消亡，曾用「痛心疾首」、
「慘不忍睹」、「無言」批評一些建築和民俗的消失，
「如果沒有了傳統，我們能走多遠？」
有着40年鷹獵愛好的《麗江鷹放》主人公李實說，
放鷹打獵在其它地區是邊緣文化，但在納西族人當中是
主流文化傳統，歷久不衰。 鍾錦棠在《麗江鷹放》的
拍攝中，選擇了老中青三代「鷹人」、資深鷹癡、文化
研究者講述納西民族傳統的鷹獵活動，記錄了打鷹、專
賣鷹、武裝鷹、馴鷹、放鷹、回歸大自然的細節。其中
的故事，鍾錦棠今天講起來，也仍然十分有趣。
每年農曆八月十五到冬至前，麗江新團羅沾村的捕鷹
人在候鳥過境的山林間拉開網，讓誘鷹的鴿子不停地拍
打翅膀發出叫聲，人藏在樹上隨時準備收網。這時捕得

的頭撥鷹體形最好，售價最高，有的三五千元一隻。鷹
性烈，讓牠學會與人相處，則靠熬鷹。鷹買來時，眼睛
一般是縫合的，目的在於使鷹避免過多的外界刺激；翅
膀用棕皮包裹避免翅羽受損。買來後要封住尾巴，放上
腳絆，然後把鷹放在手臂上開始讓鷹和人相處，24小時
不間斷，幾個人輪流陪伴，熟悉環境、熟悉主人及口
令。慢慢地，主人用上好的牛肉作誘餌，可以叫喚自己
的鷹，鷹也能飛出飛進，聽命於主人指揮。李實非常自
豪於納西族關於猛禽馴化的完整技藝，稱「包含了人類
智慧」，鷹既要保留天賦的攻擊力，又要具有聽人使喚
的馴順。人鷹互珍，情同父子。鷹獵活動是人鷹狗三位
一體的協作。主人的職責是攆狗、放鷹、瞭望等，獵犬
將野物從草叢中趕出來，站在山坡高處的放鷹手迅速放
飛手上的獵鷹。鷹如離弦之箭可以直接在空中將野禽獵
殺，也可從天而降將野物瞬時抓取。

「法外施恩」保留鷹獵文化空間
《麗江鷹放》紀錄片中的主人公李實如今擔任麗江市

鷹獵文化保護傳承協會副會長、秘書長，他對鷹獵活動
十分癡迷，但對現實也十分清醒。納西傳統鷹獵中網獲
的蒼鷹、雀鷹已經列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明令禁止捕
殺。如果要讓鷹獵傳統繼續傳承下去，除目前尋求政策
支持「法外開恩」外，必須要走人工孵化、馴化養殖的
路子。曾參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將鷹獵活動作

為一部分而列入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的英國朋
友艾倫．蓋茨致信說，「你們若只是安於現狀，那麼在
不久的將來，鷹獵活動將會被徹底禁絕」。他介紹英國
的辦法是「人工繁殖必須通過DNA檢測，並由官方進
行驗證，確定該過程中絕無欺詐行為。」
200多名麗江市鷹獵文化保護傳承協會的會員遵守着

祖上的「老規矩」，即只在秋冬行獵，拒絕外地鷹類、
外地人加入，野禽野物不「一鍋端」，春季將蒼鷹放生
讓其回歸天空自由繁衍。李實希望國家法律法規在特定
的民族聚居區、特定的傳統文化領域、保護非遺傳承方
面協同一致，保留納西傳統鷹獵文化發展的特殊空間。
時下，他已經在幫助規劃一個鷹獵文化保護中心，協會
與林業部門溝通界定納西鷹獵文化與違反國家野生動物
保護法之間的分界線，希望推動鷹獵文化進入聯合國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而現在的鍾錦棠忙於攝影的教學，對鷹獵文化的傳承
與發展似乎不那麼樂觀：「搞個保護區，圍起來嗎？原
湯原汁的東西沒有了，如果只是個表演，有什麼意
思？」慶幸的是，他用影像保留了納西民族可能會消失
的一段文化，停留在了最美好的時代。「玩鷹的是公
子，放鷹的是瘋子，丟鷹的是花子。現實的問題是能玩
會玩的人會越來越少，很多人只是手上架隻鷹拍個照，
朋友圈炫炫了。將來必定是一個小眾文化，也許會面臨
絕唱的悲境。」

鍾錦棠42歲時從香港到雲南，只想圓攝影

夢。可他怎麼也沒想到，這一呆就是20年。

而他的身份，從香港泰菜飯店老闆、包工頭變

成了自由攝影人、雲南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其

花費多年工夫拍攝的紀錄片《麗江鷹放》也觸

發了納西族鷹獵文化的神經，申遺活動呼聲不

止，但鷹獵文化在法理與傳統的夾縫中能走多

遠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麗江市鷹獵文化保護傳承協會副會長、秘書長
李實一直在使力，希望將中國的鷹獵文化列入聯
合國非遺，「鷹獵文化是人類的遺產，出現於人
類社會的啟蒙階段，最早承載人類智慧，利用猛
禽的食物鏈關係而完成原始狩獵生產，現在逐漸
轉化為精神文化」。他認為，納西族的鷹獵文化
內涵包括捕鷹技術、訓鷹知識、鷹獵體驗、鷹獵
文藝，是古羌人鷹獵文化的傳承，其核心的價值
和特徵在於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遵循和尊重自
然生態的平衡。
目前全世界有16個國家的鷹獵文化已經進入聯
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中國鷹獵文化卻未
列其中。2011年吉林滿族鷹獵習俗被列入第三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對李實等人刺激
很大，「現在正在準備資料，繼續申報省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
李實的外祖父名叫桑岳生，人稱桑叔季，他的
鷹獵故事在廣大滇西北地區廣為流傳。桑岳生家
在麗江古城，從小喜歡養鷹、放鷹、玩鷹、觀
鷹、畫鷹、獵鷹。1903年3月，他隻身帶上鷹、
犬、弩、乾糧，從麗江出發，徒步順瀾滄江南
下，穿過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一
直到達西貢海邊。一去三年，在封閉的年代，麗
江人都以為桑岳生早已客死他鄉。三年後，一
人、一鷹、一狗、一弩，桑岳生帶着自己路上畫
得栩栩如生的《百鷹圖》回到了麗江，將鷹獵傳
奇上演至今。
《百鷹圖》現存五卷118張圖，所畫288隻鷹
黑白顏色，或弄羽，或獵兔、魚、野雞，或戲
水，或展翅，或嗜睡。
每幅鷹圖旁邊還用文字
對該鷹的種類、習性、
食性、生活的地域、當
時的狀態進行了批註。
李實說，《百鷹圖》是
納西族鷹獵文化的物質
載體，是納西族文化的
傑作。他已經在《百鷹
圖》和外公另一本畫稿
《鷹譜》的基礎上加上
自己研究的文字，準備
出本書。

■■納西納西《《百鷹圖百鷹圖》》活靈活現活靈活現。。

■李實向本報記者介
紹其外祖父的鷹獵傳
奇。

■2007年 7
月14日，李
實（右）一
行參加了在
英國舉行的
首屆國際友
好獵鷹節。

■香港自由
攝影人鍾錦
棠（右）在
拍攝《麗江
鷹放》時與
納西朋友楊
麗 瑋 在 一
起。

■香港自由
攝影人鍾錦
棠拍攝的麗
江古城大石
橋上的納西
鷹友楊政。

■■納西人的鷹獵文化傳承了古羌人傳統納西人的鷹獵文化傳承了古羌人傳統，，是一項平民活動是一項平民活動，，遵循和尊重自然生態的平衡遵循和尊重自然生態的平衡。。

■■鷹之英姿鷹之英姿。。

納西鷹獵納西鷹獵：：
遺產還是絕唱遺產還是絕唱？？

《百鷹圖》
畫出鷹獵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