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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由長春
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與北京日本文化中
心共同舉辦的「新海誠動漫畫展」日前在
長春開幕。
據了解，新海誠2016年最新作品《你的

名字》一經上映便好評如潮，憑藉美麗影
像和抒情故事，新海誠被譽為「數字時代
的影像文學」。本次長春動漫畫展是新海
誠中國首展的第7站，展覽將集中展示新
海誠的《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秒
速5厘米》、《追逐繁星的孩子》、《言
葉之庭》4部作品。除了每部作品的介
紹、公映時使用的宣傳海報、主視覺圖像
之外，展覽還將公開分鏡、人物設定、作
畫（Layout與複製原畫）、大幅背景美
術，全面揭秘製作過程。
「新海誠導演的每部作品我都看過，今

天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些作品背後的製作過
程，我覺得日本動漫製作的專業性和細緻
度很值得我們學習。」此次前來觀展的長
春市民富先生表示。
來自吉林動畫學院的宋老師表示，非常

欣喜能夠看到中日兩國在動漫產業展開交
流，「目前在長春也有很多漫展或者co-
splay，但是像這次動漫畫展一樣同時具備
文化內涵和專業技術的展會還是很少的，
希望以後能夠在長春經常舉辦這樣的展
出。」
開幕式後，日本動漫專家賈克琳．伯恩

特教授舉辦了「日本動漫講座」，為學習
動漫專業的學生和從事動漫產業的教師及
技術人員奉上了一道「動漫大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吉林報道

「力」，在香港動作漫畫中無處不在，
由香港藝術中心與動漫基地合辦，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的「較．
量——香港漫畫力量」展覽日前於動漫基
地正式開幕，展期由即日起至8月7日。
香港藝術中心曾於今年1月帶領九位香
港漫畫家及出版人到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
節舉辦同名展覽，現在終於回歸香港，作
為動漫基地成立4周年誌慶節目之一，向
本地公眾推廣香港動作漫畫。展覽以六種
「力」重新定義香港動作漫畫，除了早前
於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展出的巨型書冊外，
更會新增參與交流的漫畫家及出版人富有
動感的原畫及多媒體展品。
力，是構成物理世界重要的一環，同時

充滿美感，在每個動作開始的瞬間，能量
由零慢慢達至頂峰，形成一個又一個富有
節奏的波浪，又或是一條條美麗的拋物
線。力的表現方法千百種，又豈止武打一
門一枝獨秀？除了肌肉賁張的角色們拳拳
到肉的「爆發力」外，還有風馳電掣的
「速度感」，身體擺動的「節奏感」，盛
大場面的「震撼力」，正邪交鋒的「熱
力」和「磨擦力」，劇本裡交織的「張
力」……這些「力」的元素都可以從展覽

中找到蹤跡。
在香港展覽期內，將設有多場講座及現

場繪畫示範，如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藝
術總監Stéphane Beaujean 和《今晚打喪
屍》作者余兒的講座，及曹志豪、葉偉
青、林祥焜、柳廣成、小雲、蘇頌文、謝
森龍異和袁家寶八位香港漫畫家的現場繪
畫示範「茂蘿巴屍打聯盟」，與香港公眾
一齊欣賞香港動作漫畫中的力與美。

「較．量」展現香港漫畫力量

《你的名字》新海誠動漫畫展長春巡禮

接受訪問時，傅曉告訴記者，第一次邁
上香港的土地，感覺陽光突然間耀眼

起來，金黃和明亮，這是她對香港的第一印
象。而文化創業的經歷也讓這明亮的香港變
得更加深刻和動人。

心懷理想擁抱在地
第一次獨身一人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完全
融入是假，有不適應才是正常，昂貴的物
價、多肉少蔬菜的飲食、忙碌的節奏、聽到
懵懂的廣東話……但周圍的香港人、內地生
都非常熱心和善良，那時候並沒有「中港矛
盾」之說，校園的生活也非常充實，一步步
地克服學業和生活中的生疏，走出去探索香
港的美食美景和人文風情，嘗試去融入這個
多元化的城市當中。談及在香港生活的感
受，傅曉這樣回應記者。
她表示，自己畢業後，身邊有些同學畢業
後選擇了出國深造，或是回內地發展，而她
選擇留在香港似乎也是順理成章。讀新聞系
出身，當時傅曉很想在畢業後成為一名記
者，為自由和公義而發聲，傳播有價值的言
論。她也相信，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社會，
在回歸的路途中，可以逐漸給中國內地帶來
正面的影響，促使內地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也許真正進入這個領域，會發現「新聞」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純粹。然而，在找工作
的時候卻觸礁——沒有一家媒體機構錄取
她。挫敗感難以言喻，又面臨着找工作的壓
力，房租、生活費、留港續簽……一些前輩
和朋友建議她去賣保險和理財產品。「以今
日保險市場的紅火，如果當初從事這一行，
應該是發了大財了吧！」傅曉猶豫不決之
時，接到了一家香港的智庫機構的面試通
知，面試的前輩第一個問題是：「你想做什
麼？」這不是個面試的問題，讓她一時間驚
訝到說不出話來，快將畢業要找工作的焦
慮，不停思考如何做才能迎合市場的需求，
卻不記得自己想做什麼，她開始回憶，說了
很多，這番經歷，不時提醒她勿忘初衷，要
記得最初的理想。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香港
社會所具有的特色：發掘人內心的追求和理
想。

大學時代想做記者，卻意外地走向了另一
條路。在工作之後，因緣巧合下傅曉訪問了
很多文化人，使她逐漸意識到文化傳播的重
要性。第一次記憶深刻的訪問，是隨本港知
名的媒體人、作家一起去訪問著名作家白先
勇，談到對中國文化的見解，白先勇認為：
「不管經濟怎麼發達，軍事政治怎麼強大，
文化上不行就不可能變成一個大國。」他指
出，要客觀評估自身的傳統文化，讓其能夠
傳播、傳承下去，而二十一世紀是對整個民
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大考驗，中
華民族復興，文化是最關鍵
的。
這些話對傅曉是非常觸動

的。再後來接觸了更多的學
者、前輩，突然發現大家在不
同專業領域裡，所做的事情卻
是相通的，通過各種方式，白
先勇的昆曲，黃春明的兒童文
學，包括經濟政治的表現手
法，甚至於當下「一帶一路」
的國家戰略，最終都是為了實
現文化的傳播。另一次深刻的
訪問經歷，是中國人民大學教
授、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
行院長溫鐵軍教授在分析地緣
政治時提到，過去幾百年西方
通過殖民、經濟全球化在世界
各地留下其制度文化，在中國
經濟政治高度發展的今天，國
人也必須構建自己的話語體
系——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對外
輸出。傅曉認為，自己並非專
家學者，只是一個資訊傳播
者，希望去傳播有價值、有能
量的信息，在文化傳播中扮演
一個角色。

為人文傳播而創業
在香港創業，聽起來就不容

易，尤其是「文化」這個相對
空泛的說辭。在訪問中，傅曉
如是回憶這樣的經歷。在她看

來，文化創業若是單打獨鬥創業，多少還是
有些患得患失。與合夥人的結識和溝通，讓
她很驚訝地發現大家的想法非常相似，對文
化傳播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標。因為這個緣
分，遂而共同去創立這份事業——通過文化
品牌的諮詢和打造，傳播、推廣文化。而機
構名為「大華文化」，因取意於「中華文化
之博大」，以各種應和這個時代的文化形式
為載體，體現中華文化的價值和博大精深。
傅曉解釋說，文化推廣是多層面的。目

前，機構正在為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打造
和推廣該會旗下的文化品牌——「字遊」，
產品包括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這是
全新的文化創意推廣模式，以此推廣旅遊文
學。她希望通過名家作者的文章，傳播「字

遊」中的文化之旅，以文學的
情懷去傾聽自然、對待世界。
文化傳播既是機遇，也是時

代的使命。傅曉回憶說，高中
時，香港的流行文化在內地非
常風靡，表現形式包括電影電
視劇、流行音樂、文學作品、
廣東話、漫畫等等，常常是一
邊聽着陳奕迅、Twins的歌曲一
邊攻克高考模擬題。金庸的武
俠小說更是影響了自己這代
人。有了這些文化的體會和經
歷，傅曉從來不認為香港是
「文化沙漠」，這片土地也許
無法滋養出一片茂密的森林，
卻保存着中華文化的深厚土
壤，繁體字、習俗、生活習慣
和社會制度；另一方面，百年
東西交融的經歷，使它將過去
的、現在的、我們的、他們
的、高雅的、低俗的文化之間
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變得輕描
淡寫，並且在有意無意中，用
更適合當前時代主題的方式管
理和修飾中國文化。所以在未
來的文化復興道路上，傅曉相
信香港會有其角色和使命。
尋根究底，什麼是香港的本

土文化？茶餐廳和街邊小吃的
飲食文化、特色的街道小巷、
傳統的節慶盛事，在傅曉看
來，都蘊藏着充滿生命力的本
土氣息。她始終認為，應懷帶

文化理想去做這份事業，希望在這個相對冰
冷的商業社會中，用文化本身找回一些相對
溫情的成分，為香港的在地文化注入新的鮮
活元素。

永久的信條是人文
香港特區成立已經二十年，社會經歷了政

治、認同、文化等多層面的改變和發展。這
種變化對傅曉進行文化推廣有很大的影響。
從事文化推廣和傳播，傅曉相信「政治是一
時的，文化才是永久的」。香港雖然是一個
小舞台，本身觀眾不多，市場很小，掌聲也
少，但輻射面很大，是世界目光所聚的焦
點。
她認為，國家目前大力推動的「一帶一

路」大國策，同時在「走出去」的途中，文
化從業者也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
聲音」，了解當地的民俗風情，和沿線國家
的當地人交朋友。香港以其國際化、東西文
化交匯的不可取代的優勢，有其機遇，也承
擔一些使命。要發揮香港「既在國內、又在
境外」的文化樞紐功能，都離不開政府在文
化領域的支持和推動。
對本港這片腳下的土地，傅曉期盼香港

人、尤其是年輕人更加了解中國的歷史文
化；也期盼香港和內地之間更多的文化交
流，打破隔閡、以文會友促「民心相通」。
她更加希望新一屆的政府能夠成立文化局，
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培養本地的文化藝術
年輕人，以有效的政策為本地創造蓬勃的文
化土壤和人文環境。正如白先勇所說：「文
化不行不能成大國」，國家如此，城市亦是
如此，倫敦、紐約、巴黎等國際大都會皆離
不開醇厚且富生命力的文化內涵。當人們再
提起香港的時候，希望談起的是這裡豐富的
文化、東西方文明的「文化之橋」，希望大
家知道這是中國文化與文明恢弘於世界的橋
頭堡，而非「購物天堂」的所謂「美譽」。

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年，與內地的融合不斷提升，也造就了很多人的文化理想與機遇。傅曉多年前來港就讀

大學，那時對香港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心懷單純地想離開家去闖蕩一番的理想，促使她邁出了前往香港

的第一步，從一名學生變成了「港漂」，從「港漂」又成為一名從事文化推廣與傳播的新香港人。心路歷程

的點滴，也印證了香港社會多年來的變遷和進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 受訪人供圖

文化主題貫穿時代永恆文化主題貫穿時代永恆
一個新香港人的夢想追尋一個新香港人的夢想追尋

■■現在的傅曉從事文化傳播產業現在的傅曉從事文化傳播產業。。

■■「字遊」由金庸題字。

■■傅曉在攝影與采傅曉在攝影與采
風中體驗當地文化風中體驗當地文化
和風土人情和風土人情。。

■蘇頌文先生的《香港災難》巨型書展
品。 主辦方提供

■本次動漫畫展吸引大批市民前來觀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

■「新海誠動漫畫展」中國首展第7站花
落長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

■■傅曉傅曉20112011年曾訪年曾訪
問著名作家白先勇問著名作家白先勇。。

■■一眾嘉賓和漫畫家出席展覽開幕儀式一眾嘉賓和漫畫家出席展覽開幕儀式。。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