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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主辦
的免費戶外節目「自由約」，10月份將
一連兩天在夜空中變身為戶外電影院。
今晚，苗圃公園內的中央草坪會放映
《海報師：阮大勇的插畫藝術》，追蹤
畫家阮大勇如何走上電影海報師這條
「偏鋒」道路；明晚，戶外電影院則會
播放描述在世代矛盾之下，成人與孩子
對於未來各有想法的《少年滋味》。兩
齣電影都以真實故事為背景，透過主角
的經歷，讓人重拾尋夢的滋味。
此外，香港文學館會一連兩日舉辦

「找到詩——文學野外定向」，參加者
可按照場地規劃3條路線在公園內尋找

詩句，每條路線會有不同
的中途站及目的地，旅程
圍繞「建立新路向」，選
擇特定路線之後，參加者
沿途會有機會碰上各種詩
句，需要好好收藏(抄錄下
來)。倘若能夠集齊並按序
排列詩句，一首完整詩作
便告完成，參加者可以前
往文學館攤位「憑詩」領取禮物一份。
「文學野外定向」的3首詩分別為：
《幣》池荒懸、《夜火》曹疏影、《曠
工記——致屯門青碧街》周漢輝。文學
館亦會舉辦「草原圖書閣」，愛書人可

以投入漂書的世界，同時聆聽文化人分
享閱讀及創作之樂。詳細節目內容，敬
請 瀏 覽 網 頁 ： www.westkowloon.hk/
freespacehappening。

文：Kat

當玩具熊——BE@RBRICK（積木熊）穿上不同的時尚服飾，便能
引領大眾從另一個視覺窺探各國的時尚文化。海港城就與創作單位
Communion W連同BE@RBRICK，邀請到37個國際時裝品牌作跨界
合作，於上月19日至本月16日假海運大廈露天廣場聯手打造了一個大
型時尚藝術聯展——「Style Up BE@RBRICK」，37個參與品牌的設
計師分別為約1.4米高的2000％BE@RBRICK穿新裝。部分展品展示
了2016年的秋冬女裝系列，有如一個潮流指標，而部分展品則注入了
濃厚的藝術元素，例如Vivienne Tam就以中國傳統戲曲崑曲為靈感，
創作出融合中國風與西洋街頭藝術的戲曲娃娃 OPERA GIRL
BE@RBRICK，玩味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2000%BE@RBRICK原本只作展覽之用，不會作公

開發售；為了讓這次展覽更具義意，37款2000％ BE@RBRICK會首
次破例於本月初作全球公開限量發售，每款定價為港幣68,000元，所
有收益扣除成本後將會撥捐「香港血癌基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嘉嘉

北歐丹麥，冬季歷時長，經常冰天雪
地和昏天暗地，聯合國卻將丹麥評選為
「全球最快樂的國家」。丹麥人究竟有
何快樂之道？今年聖誕節推出的應節新
書中，英國有超過十本書介紹丹麥人快
樂的秘密。出版界認為這是繼健康飲食
書籍大行其道之後，又一個追求健康生
活的新潮流。預料此類書的銷路會超越
烹飪書。
聯合國是根據各國的國民收入、社會
福利、健康長壽、人生的選擇自由、寬
容和免於貪腐的自由等準則，來評選最
快樂的國度。這些優勢，北歐其他國家
雖然也具備，但丹麥人最不同之處是，
他們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個字「Hygge」——舒
適愜意。
丹麥人心目中的「Hygge」，冬天穿着厚厚
的茄士咩羊毛襪子，摸着酒杯底，與三五親友
知己圍繞壁爐而坐，四周燃點燭光，閒話家
常，最好是交流度假心得。如此這般，他們已
經覺得生活幸福，能夠捱過漫長冬夜，忘掉窗
外風雪瀰漫。到了夏天，孩子在沙灘追逐、父
母在陽光下看報、狗兒安靜地依偎腳前。周末
不要查閱電郵、要忘記清還信用卡欠款、要專
注和家人朋友享受假日。另外，情緒經常保持
穩定，不易怒，不過度緊張。這些生活小節就
是Hygge。
統計顯示，丹麥有三分一人每天進行燭光晚
宴；每周一次的則有四分三人；聖誕節的丹麥
首都哥本哈根更是浸淫於一片燭海。可見丹麥
人的Hygge與物質生活無關，他們自得其樂，
Hygge是身體內的DNA，成為丹麥人的超能
量。現代人注重健康飲食，少糖少油，避免大
飲大食，但丹麥人的Hygge並不需要克己，他
們任意吃甜點、朱古力和火腿，閒話家常的話
題經常離不開「吃」。他們認為，親友圍繞燭

光餐桌大吃一頓，同樣可以尋找到心境寧靜和
心靈滿足。丹麥人愛吃，卻不見得他們的身材
像美國人那樣肥胖。原來，丹麥人熱愛林中散
步慢跑；運動同樣屬於Hygge。Hygge是珍惜
生命中的小樂趣，然後分享它，所以Hygge不
需要克己。
但英國《衛報》一篇署名文章並不認同丹麥

人Hygge的快樂秘訣。文章認為，丹麥人榮登
全球快樂榜首，是因為他們富有、性感和不用
做太多工作。而且，丹麥人服用抗憂鬱藥的比
率，遠超世界任何一國。文章引用英國人類學
家Richard Jenkins 的說話：Hygge 已經成為
「強制性的規範」。如果親友燭光晚宴聚會，
只依循「規範」去交換飲食心得，談談放假旅
行等風花雪月話題，而避談具爭議性的政治和
宗教，這種生活實在太沉悶了。
無論如何，丹麥人的Hygge生活方式，勢將

走出丹麥，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軟實力，輸
往世界各地，吸引那些重視生活質素的人關
注。關於Hygge生活理念的書，將雄霸今年的
聖誕圖書市場，如：《The Art of Hygge》、
《The Book of Hygge》、《The Little Book
of Hygge》、《The Cozy Life》。

快樂的秘密
文：余綺平

西九「自由約」
乘秋風聽音樂看電影

「「Style Up BE@RBRICKStyle Up BE@RBRICK」」
窺探各國時尚文化窺探各國時尚文化

德輔道公共空間

「德輔道」是見證香港開埠歷史的一條重要道路。舊建築、老郵

筒、電車路的叮叮聲，寫就了香港人一百五十多年的奮鬥歷史和故

事。在現代化的潮流下，德輔道的傳統味道似乎越來越少，車水馬

龍之下，為了重塑本土特色，包括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在內的數個團體在日前將德輔道變成了行人區，在駛過

的電車背景下，呈現屬於香港人自己生活和歷史的保育題材，讓道

路重新回歸到為人服務的本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行人區非行人區非常常 得得

■花牌保育互動。■梁梓豪介紹今次保育
活動主題。

■製作旗袍的花紐。

■客家話問答。

■■小童感受德輔道的綠色種植小童感受德輔道的綠色種植。。

■■街頭表演街頭表演

■■大型時尚藝術聯大型時尚藝術聯
展展 ——「「Style UpStyle Up
BE@RBRICKBE@RBRICK」」現現
場場。。 李嘉嘉李嘉嘉攝攝

■Vivienne Tam 以
中國傳統戲曲崑曲為
靈感，創作出融合中
國風與西洋街頭藝術
的戲曲娃娃。

■香港文學館會一連兩日舉辦「找到詩——文學野
外定向」。 網上圖片

■三五好友聚會，人生一樂。

「「 」」玩玩

在這場名為「非常（ ）德」的活動中，幾個團體把
德輔道中 200 米空間變成一天的行人電車專用

區，超過 40 個團體及個人以創意重新改造公共空
間。一直從事保育教育和推廣的CACHe在活動中，將
「非遺流動教室」帶到馬路上電車旁舉行，免費讓公
眾體驗傳統剪紙技藝、製作迷你花牌、簡單花紐，或
試猜客家話謎語，以互動有趣的方式，認識非遺概
念。

只有電車路的德輔道
在活動中，德輔道靠近上環的位置，差不多有200
米的路面被封閉。而行駛在德輔道上的，便只剩下了
具有舊香港傳統特色的電車。在這200米的空間中，
不同的團體都將自身主打的特色活動亮相在道路上，
令到市民能夠為德輔道展現出舊日香港的景象而欣
喜。

以往市民只會在旺角的行人專用區看到街頭
演唱活動。但是，在今次的德輔道，青年人拿
起吉他，高歌粵語歌曲，吸引了駐足的行人。
顯然，將道路的意義與行人做一個連接，不能
少卻新一代的香港人。不少家長帶同自己的子
女，在德輔道上開展了眾多的親子互動活動。
往日只有汽車才會佔據的路面，如今成為了市
民們歡樂的海洋。
CACHe的梁梓豪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他們

今次策劃了不同的主題，在德輔道的活動中進
行展示。這些主題全部與保育有關，分別涵蓋
剪紙、花牌製作、旗袍花紐、客家話保育等不
同的領域。梁梓豪說，上述主題都是非常重要
的保育項目，所以在賽馬會的資助下，他們開
展了相應的保育推廣活動，而今次能夠與其他
不同的團體參與在德輔道所舉辦的活動，也是
一次新的嘗試和試驗；將保育的議題從室內帶

到街頭，與途人進行零距離的接觸。
的確，今時今日，市民們習慣了生活中的理所當
然，卻並不曾想過眾多的生活符號從何而來。旗袍曾
經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公務員的工作制服，至今
也是一些華人地區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艙服務員的制
服，是傳統文化與服飾的代表。如今在香港社會，重
要的場合中，女性為了雍容得體的考慮，也會穿上旗
袍，以展現出莊重之意，而花紐是旗袍中非常重要的
一個組成部分。

呈現舊香港歲月
在CACHe的活動中，有兩個較為特別的展示，分別
是花牌的製作和客家話的保育。可以說，展現了香港
歷史的滄桑與變遷。
花牌其實是一種廣告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於香港

非常流行。花牌上會寫有具體的資料，告知路人正在
舉辦哪一類活動，或者一家新的店舖開張也會用花牌
加以展示。而花牌通常又設置在竹支架上，會搭配上
搶眼的文字、彩色的紙張和燈泡，非常引人注目。在
今次活動中，CACHe的工作人員與途人一道製作小型
花牌，讓市民重溫那一時代所帶來的喜悅和心境。如
今，隨着廣告燈箱的流行，花牌的歲月已經漸漸過

去。但是在香港起飛的年代中所積澱的香港精神，也
與花牌的形象一道，被保留了下來。
香港是一個以廣府話為主的粵語社會，但客家人在
香港的歷史其實比廣府人要更早、更久遠。然而，在
歲月的衝擊下，客家話、圍頭話之類的原居民語言，
已經在香港逐漸邊緣化，甚至有消失的危機。2014年
6月，客家話和圍頭話成為了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育也緊鑼密鼓展開。在德輔道的保育活動中，語言
學者以問答的方式與市民進行互動，推廣客家話的保
育、講解客家話的文化意義。

街道的本質是人
CACHe的傳訊經理黃凱欣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德
輔道是香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街道，是香港開埠歷
史的象徵；今次的活動，也是希望能夠探討未來將德
輔道變為行人專用區的可能性，同時也讓大家體會
到，街道的本質是人。
德輔道的歷史，見證了香港的歷史。德輔道的滄
桑，更是香港人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奮鬥中的精神坐
標。一次活動終有落幕的時刻。但是街道與人的土地
冥想，則不會結束。土地、街道、生活，構成的便是
本土文化的真切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