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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中國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
《駱駝祥子》葡文版近日在巴西出版，這
是老舍的作品首次被譯介到巴西。
這本書的譯者馬西婭．施馬爾茨（中

文名為修安琪）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
訪時說，為了能夠將《駱駝祥子》原汁原
味地翻譯成葡文，她查閱了大量有關這本
書的研究論文和評論文
章。在北京的時候，她還
專門參觀了老舍紀念館，
甚至還去了書中所提到的
後海、新街口和安定門一
帶撫今追昔，尋找翻譯靈
感。
修安琪說，老舍在書中

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語、
俚語，這對她的翻譯是一
個很大的挑戰。她一方面
盡量在譯文中體現老舍簡
潔、親切的語言特色，另
一方面也十分注意迎合巴
西讀者的閱讀習慣，避免

因為太多解釋性的翻譯而影響到讀者的閱
讀感受。
出版這本書的自由站出版社總編安熱爾

．博賈森說，中國文學作品十分豐富，但
是譯介到巴西的數量仍然十分有限，希望
《駱駝祥子》的出版能夠拉近巴西讀者與
中國文學的距離。自由站出版社未來將繼

續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
陳忠實的《白鹿原》已經列
入出版計劃。
《駱駝祥子》講述了２０
世紀２０年代中國軍閥混戰
時期一名普通人力車夫的悲
慘命運，展現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底層大眾
的悲苦命運。
修安琪出生於巴西阿雷格

里港，幼年跟隨中國養父在
台灣生活多年，精通中葡
文，曾翻譯出版魯迅小說作
品集、余華的小說《活》
等中國文學作品。

英國準備脫離歐洲，人們一定以為，英
國人正為脫歐而忙碌或煩惱。錯了，這個
紳士之國最近因為一條領帶而掀起軒然大
波，國會議員爭吵得臉紅耳赤；媒體則擔
心，文明的象徵從此消失。
事緣於月前的炎炎盛夏，國會下議院開
會期間，議長看見議員一身拘束裝扮，穿
西服打領帶，坐立不安，昏昏欲睡。議長
一時慈悲心大發，說：「議員的衣須莊
重，但打領帶並非強制性。」此話一出，
如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麻煩隨之而至。
翌日媒體的評論文章百花齊放，尖酸刻

薄和幽默風趣的兼而有之。有人擔心，那
些處理國家大事的議員，從此穿上短褲和
夏威夷恤衫出席論政，嚴肅的議事廳成為
嬉戲的遊樂場。
《星期》雜誌以「領帶：文明的堡壘」
為題，引述各報文章，反映了今次的事態
嚴重；領帶一旦除掉，猶如文明堡壘被攻
破。
男士打領帶，象徵他處事認真，有上進

心。他們小小年紀自讀書上學那一天開
始，就要打領帶。長大後上班，或出席喜

宴喪事等場合，都需要打領帶，更何況出
席議會討論國家大事？
文章說，穿西服打領帶的裝扮，可能很

沉悶和單調，但總好過穿短褲恤衫。因為
西裝外套可以遮掩那些肥胖議員的大肚
皮；領帶也可以替那些中年發福的議員，
掩飾他們頸項下垂而搖晃的肌肉。
男士的領帶，有軍人雄姿的象徵。歷史

記載，領帶首次出現於17世紀中，法國軍
隊裡有一支克羅地亞僱傭騎兵，他們戰勝
凱旋返巴黎，由國王路易十四檢閱他們。
這隊騎兵的衣領綁住圍帶，威風凜凜，國
王很喜歡，下令上流社會的紳士穿戴。一
時間，打領帶成為了法國時尚。
到了18世紀，領帶已經盛行全歐洲，特
別是貴族和將領，以領帶來顯示其社會地
位。歷史上最著名的領帶之戰，發生於
1815年法國與英國在滑鐵盧戰場展開的生
死鬥，當時法國拿破崙稱帝，他親自率
兵。戰前，他聽聞迎戰的英國威靈頓公爵
喜歡打白色領帶上陣，拿破崙於是選擇了
打黑色領帶，以示對壘。由此可見，領帶
象徵上戰場的鬥士雄風，意義重大。

19世紀開始，英國的紳士無不打領帶。
牛津大學的划艇隊以領帶的顏色以識別隊
伍；英國最盛大的雅士各皇家賽馬會上，
英皇愛德華八世第一位打領帶去觀賽，
從此賽馬場上的淑女紳士，帽子爭豔，領
帶鬥款了。
今次下議院所惹起的領帶風波，未見平

息。國會每月一次的答問大會上，有議員
質詢外貿部長：「英國製造的領帶出口收
益達數以百萬英鎊，今後如何促銷？」領
帶遭上綱上線成為國家大事。
上網翻查領帶歷史，有一英文網站名為

「今天我發現」（Today I Found Out）裡
邊說，中國是第一個打領帶的國家。根據
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秦朝兵馬俑衣，證
明早於公元前210年，中國的戰士已打
領帶上陣了。

早於上世紀五六十
年代，香港便已

拍攝了近80套以黃飛
鴻為題材的電影，多由
關德興主演，但最經典
的則要數李連杰主演的
《黃飛鴻》系列。因
此，提到功夫片，就不
得不提黃飛鴻，而提到
黃飛鴻就不得不提由他
所代表的洪拳。南拳五
大家有「洪 劉 蔡 李
莫」，洪拳一直是大哥
大。

經典洪拳套路重現眼前
「工字伏虎拳」、「鐵線拳」、「虎鶴
雙形拳」等經常在功夫電影中聽到的招
式，便是洪拳的絕技。古式洪拳的特色在
於硬橋硬馬，「三展」橋手、「四平」紥
馬，都是講求扎實，但其後經不斷改革後
又加入更靈活的身法、步法，與更合理的
發勁模式，使洪拳進一步成為融匯各家武
術、取百家之長的終極功夫。而洪拳在香
港的發揚光大，則有賴於林家、劉家兩個
洪拳世家在此地引領武林發展：前者在社
區建館授徒，讓洪拳落地生根，而後者則
將洪拳搬上大銀幕，讓洪拳成為香港流行
文化的想像。
走進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由即日起至9月
25日的百年嶺南洪拳展，不同的大屏幕上
正放映林家（林世榮及其後代）與劉家
（劉家良及其父親劉湛）兩個武術世家的
武術示範片段，有些是當年林世榮作教學
之用的復刻攝影紀實，有些是七、八十年
代劉家良執導的經典功夫電影片段。只見
復刻片段中林世榮橋手堅硬，馬步穩勁，
將「外練筋骨皮、內練精氣神」的「鐵線
拳」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林家第四代傳人
林存浩示範的「工字伏虎拳」後半段及
「虎鶴雙形拳」之虎、鶴、羅漢部分同樣

不遑多讓，功架十足。而另一邊廂電影
《陸阿采與黃飛鴻》中劉家良與徒弟劉家
輝對打的片段，則堪稱功夫電影最經典片
段之一。

洪拳成就香港武術傳奇
洪拳在香港落戶並成為香港近百年來最

重要的武術的故事，要追溯到林世榮師
傅。繼承黃飛鴻衣缽的林世榮三十年代攜
同家眷移居香江，並以此為總部，創立南
武體育會。但真正將洪拳改革及現代化的
重任則落在他徒弟林祖身上。林世榮是林
祖叔父。林祖把大量流行民間的經典武藝
吸納入林家洪拳，將洪拳的靈活性提升，
並在原有的套路上編出徒手和兵器對拆套
路，其中大量的兵器套路包括「劉家
棍」、「蝴蝶隻刀」、「崑崙劍」。
此外，二戰後林祖繼承了灣仔藍屋，開

設林家武館，當時一樓及閣樓留作自用，
地下層則經營跌打館及開班授徒。林家洪
拳現掌門人、十二歲開始就於武館暨跌打
醫館行醫濟世和傳授洪拳的林鎮輝當年就
是與弟妹們在藍屋長大。親身支持是次展
覽，並即席表演洪拳的林鎮輝說：「猶記
得在50年代時，每天早上都會跟弟弟們由
石水渠街經堅尼地道跑上山頂操練武功。
每日黃昏時分，整條石水渠街都會擠滿

從武館下課的洪拳學徒。」
劉家與林家不同，林家開班傳授武術，

劉家則參演功夫電影，用另一渠道將洪拳
發揚光大。林世榮之徒劉湛當年是第一位
在大銀幕上飾演其師的演員。他為功夫電
影引入全新元素—真實武打，是糅合電影
與真功夫的第一人，使「豬肉榮」的形象
深入民心。其子劉家良傳承父親的精神，
是傳奇武術演員、指導、導演，將真實洪
拳武打結合電影，尤以拳、刀兩房最為明
顯，孕育出劉家輝、傅聲等一代武打巨
星。劉家良在他執導的電影中傳遞他的武
術哲學「武德」，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包括
劉家輝主演、在片中飾演三德和尚的《少
林三十六房》及成龍主演的《醉拳II》，
都是香港人一再翻看的經典。

林劉兩家合力「播種」
然而，功夫熱潮早已四散，年輕一代喜

歡電子遊戲，武館也負擔不起高昂的香港
地租，現今只剩下幾間碩果僅存的洪拳武
館。如何把洪拳傳承下去，將上一代的文

化延續下去？
林鎮輝的徒弟趙式慶卻對此甚有信心，

他表示，林家由第一代傳人開始就一直在
傳承工作方面不遺餘力，所以林家洪拳早
已在香港以外的世界各地播種。「林世榮
雖為傳統功夫師傅，卻同時創新不倦，當
大部分南方拳師仍抱秘傳的心態時，林
世榮卻選擇公開傳播嶺南洪拳，使用當時
最先進的攝影技術，親自參與拍攝，製成
一系列拳譜，並出版《工字伏虎拳》等教
材，完整地保留了黃飛鴻傳下來的主要拳
術。」
六十年代起，林家洪拳的門人亦陸續移

居海外，嶺南洪拳更成為最早揚名海外的
拳種。而林鎮輝亦多次應邀到歐美多國授
教，門人桃李遍及全球，在世界各地都有
他的直系分館，他並將洪拳申報成為香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
林家、劉家也本是一家，一脈相承。當

林世榮無私地用錄像傳授洪拳，劉家良就
用電影菲林讓洪拳流芳百世。這些影像，
使洪拳成為了永恒的文化符號。

《駱駝祥子》
葡文版在巴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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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帶的風波
■出土秦俑證明
了領帶和戰士是
分不開的。

網上圖片

嶺南洪拳成就香港功夫片嶺南洪拳成就香港功夫片

文化，承載着一個地方的人情風韻、前世今生。在香港這個總是被蔑稱

為 「文化沙漠」的彈丸之地，卻有不少街知巷聞的文化符號，它們都是

老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甚至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外華人。過去百多

年，香港一直是功夫名家的淵藪，尤其是在地理上較便利的不同廣東南拳

門派。武館、跌打醫館在香港的街頭巷尾俯拾皆是。風靡全球的香港電影

功夫又把這些武術進一步發揚光大，使之成為香港流行文化想像中不可磨

滅的烙印，而以黃飛鴻、林世榮、劉家良等人為代表的嶺南洪拳一直在當

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香港功夫風靡全球人盡皆知，但對於這個
「全球」的想像，往往離不開第一世界的國
家及其電影市場，尤其是荷里活。這是因為
第一世界國家有較完善的電影放映設施，而
以李小龍為代表的香港功夫電影也有不少與
歐美、日本動作明星如羅禮士對打的情節。
然而，就在非洲加納這個不起眼的角落，

藝術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了手繪電影海
報，並創作出不少中國功夫電影畫像，原來
當年功夫電影的熱潮，居然遠至非洲！而展
覽中這些被搬到香港的作品，就是一個黃金
時代最好的見證。

林林劉劉兩家合力傳承兩家合力傳承 經典絕技再現經典絕技再現

走進非洲的
香港功夫文化

■■非洲畫家的手繪功夫電影海報非洲畫家的手繪功夫電影海報。。

■林鎮輝(左)與趙式慶(右)兩師徒合照。

■■林家第四代傳人林存浩在林家第四代傳人林存浩在
大銀幕的示範大銀幕的示範。。 陳添浚陳添浚攝攝

■■林鎮輝即席示範洪拳林鎮輝即席示範洪拳。。 陳添浚陳添浚 攝攝

■■展覽會場模仿舊日武館展覽會場模仿舊日武館。。

■林世榮

■劉家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