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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韓星流行文化，其實韓國也有更傳統
的文化藝術。推廣韓國文化的第八屆韓國十
月文化節就將於10月至11月期間舉行，由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及香港民政事務局等合
辦，本年度以「全新開始」為主題，帶來包
括電影、韓食、流行音樂、韓妝、韓語、藝
術展覽及音樂表演等逾三十場的文化活動。
在日前的發佈會上，駐香港韓國文化院院

長朴宗澤公佈了重點節目，當中包括開幕公
演的韓國國立釜山國樂院傳統舞蹈及音樂，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韓國舞蹈及音樂如
宗廟祭禮音樂、盤索里、處容舞、圓圈舞、
歌曲和阿里郎等表演；韓國國家芭蕾舞團舞
劇《斯巴達卡斯》為史詩式的經典芭蕾舞
劇，故事非常強烈，加上韓國國家芭蕾舞團
過去十年從未出國演出，院長在發佈會亦特
別推介；韓國新秀藝術展「灰、深藍、
黑」由韓國藝術評論家及策展人李亮憲策
展，向市民介紹代表韓國年輕新一代的美
術：「匠心獨運：韓國工藝之美」展覽將展
出21種韓國當代工藝品，在體現韓國工藝源
遠流長的歷史及文化的同時，亦讚頌韓國平
昌冬季奧運會舉行地點江原道的自然景色；
韓國電影節「99 + 一」則舉行韓國電影放映
活動，向現代韓國電影業歷史上作出貢獻的
演員們致敬；韓食：齊來體驗「越冬泡菜」
製作，集體製作越冬泡菜並共同分享，這種
獨特文化於2013年被列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廣受世界矚目。

年輕人愛看韓國舞蹈
楊匡民（Bryan）是今屆韓國文化交流大
使的年輕義工，協助活動舉辦，如幫忙翻
譯。他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以前住在
韓國人社區，家附近有韓國國際學校，小學
開始已經留意K-pop，愛去韓國旅遊，之後
也對韓國歷史產生興趣，關注傳統音樂、舞
蹈。他看過很多韓國舞蹈團的演出，發現他
們的演繹方式與西方舞團不同，尤其是韓國
國家芭蕾舞團的演出，令他為之着迷。「西
式舞蹈可能很多親熱動作，但韓國文化很內
斂，可能是覺得男女授受不親，即使是愛情
位也不像西方舞團的跳法。」他又指韓國舞
蹈節奏快，不會悶也不抽象，其實很適合年
輕人。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添浚

一場網球賽，一幅諷刺漫畫，一條芭
蕾舞式網球裙，最近成為世界輿論爭辯
點。有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損害民
族尊嚴和侵犯人權等字眼，全都用上
了；連陳腔濫調的所謂「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ness）也上綱上線。英
國媒體形容，人類的心靈變得愈來愈脆
弱，一不小心觸及，玻璃心破碎滿地。
事緣於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黑人網球
手小威（莎蓮娜．威廉斯 Serena Wil-
liams），本月初在美國公開賽女單決賽
上被裁判處罰，結果輸給日本選手大坂
直美（Naomi Osaka）。
根據去年統計數字，全球收入最高的
運動員排名榜上，小威以二千七百萬美
元家產名列榜首。她已奪得二十三個大
滿貫女單冠軍，比網球史上贏得最多的
澳洲女選手考特（Margaret Court），還
差一個。今次比賽前，小威一直被看
好，可惜奪冠夢碎。
小威輸球，不是新聞，反而是她惡形
惡相辱罵裁判的嘴臉，成為今次比賽新
聞，刊登於眾多國際報紙頭版。首先，
她因接受場外教練指導而被指違規，遭
裁判警告；後來，她怒擲球拍洩憤，被
裁判扣分，轉將分數加給大坂直美。小
威於是怒火沖天，指罵裁判是「盜
賊」，將她的分數偷走。現場氣氛極之
惡劣。

賽後，小威譴責葡萄牙裔的裁判拉莫
斯（Carlos Romos）「性別歧視」，她
聲言「我今後要為女性的權利和平等作
鬥爭。」小威的「義正辭嚴」受到美國
媒體喝彩讚賞。但國際網球總會（ITF）
隨即發聲明力撐拉莫斯，指他是網球壇
最受尊重的裁判之一，今次的裁決是完
全正確。
隨着「性別歧視」爭議，事件繼續燃
燒至「種族歧視」。澳洲《先鋒太陽
報》（Herald Sun）刊登了插畫家奈特
（Mark Knight）一幅小威怒擲球拍辱罵
裁判的漫畫後，隨即受到千夫所指。國
際輿論譴責該漫畫醜化小威——她的舌
頭厚大如駱駝，內容歧視非洲黑人。
《先》被指違反「政治正確」——其立
場和觀點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不顧
客觀環境事實。
但《先》理直氣壯，翌
日頭版重登該漫畫，強調
奈特的畫風充滿幽默，他
諷刺的人物包括國家領導
人。頭版大字標題是「我
們 歡 迎 來 到 政 治 正 確
（PC＝電腦）的世界」，
這句雙關語並沒有平息四
面夾攻而來的怒氣，特別
是少數族裔的怨懟。奈特
後來更接到死亡威脅。

早於今年六月，小威已埋下另一個涉
及「政治正確」的炸彈，隨時引爆。當
日法國網球公開賽上，走在時尚前鋒的
小威穿了一件黑豹式緊身衣，曲線玲
瓏，令人眼前一驚。法國網球協會因此
發表聲明，指稱有些球員的衣着有點過
分了，將考慮制定穿衣法規。該協會主
席更直指：「她（小威）必須尊重這項
運動和賽事。」
本月美國的網球賽上，小威改穿了一

件用蕾絲縫製的黑球衣，蕾絲圍繞臀部
重重疊疊，英國媒體形容她像穿了芭蕾
舞衣的「天鵝」。此番言論，肯定又觸
犯了「政治正確」。好戲還在後頭。
人類的玻璃心愈來愈脆弱，假道學者

打着「政治正確」旗幟指手畫腳。正如
插畫家奈特說，這個世界已陷入瘋狂
了。

從駱駝的舌頭說起
余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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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當年抗戰時期的歷史，地都鎮
獅尾山軍人公墓在某種意義上成

為了一種極為特別的精神堡壘：來自民
間的建造，型塑的卻是國家大歷史的圖
騰。而今天民間人士對其保育問題的持
續關注，也構成了延續民間力量的時代
新象徵。

昔顯粵東抗戰前赴後繼
今天的獅尾山軍人公墓，佔地大約
430平方米，位置離現在的汕頭大學不
足十公里，處於汕頭與揭陽的交界處，
其背後的粵東抗戰歷史也成為在地歷史
中不可去除的記憶。
抗戰爆發之後，先後歸屬於第四戰區
和第七戰區統領的廣東省，因地處沿
海、港口眾多而成為中日兩軍激烈交戰
的地方。其中，毗鄰江西、福建的粵東地區
的軍事戰鬥由於拉鋸爭奪情況反反覆覆，給
當時的中國軍隊造成了重大傷亡。
據粵東的地方文獻資料顯示，1939年6月

21日，日軍轟炸揭陽。同年7月，國民政府
廣東保安二團二營設防桑浦山區、地美都一
帶，堅守達半年，並在當年11月下旬調防
往梅縣地區。而到了1940年，國民政府調
來閩粵邊區預備第六師轄下的十六、十七、
十八三個團到地美都設防，鏖戰歷久。1942
年春，獨立二十旅前來接防鄒堂地都，與敵
軍多次發生激戰。至1943年8月，第186師
增援協同獨立二十旅，中國軍隊最終於獅尾
山一帶戰敗。
中國軍隊在這一地區數年的戰鬥，可以用

前赴後繼來形容。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傷亡
的將士均由錢崗普慶善堂組織搶救和掩埋。
當時陣亡軍人暫厝獅尾山下義塚埔。1946
年冬，同善社在獅尾山下修葺了一座「抗日
陣亡將士公墓」，長眠了自1939年下半年
至1943年7月在鄒堂地都一帶陣亡的近700
名中國軍人。長期在潮汕一帶從事關愛老兵
活動的曾健鵬告訴記者，目前存放、展示在
汕頭忠烈祠內的一塊軍人陣亡墓碑，主人乃
陸軍預備第六師十八團一營營長楊一鳴，就
陣亡在這一公墓附近；而這座公墓集中的主
要軍人來自預備第六師和186師。

斗轉星移今破敗不堪
曾健鵬說，公墓的現狀從1945年抗日戰

爭勝利之後，由地方的善
堂及愛心人士出資建設至
今，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他表示，根據當地老人的
描述，公墓最初是像雲南
騰沖國殤墓園一般，一塊
塊羅列整齊的墓碑，像一
排排的軍人一樣莊嚴肅
穆；但後來遭到人為破
壞，上世紀八十年代由當
年修建此墓參與者的後人
再次建設，但已經是潮汕
本地傳統形制的墓葬。據
曾健鵬介紹，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翻修後，公墓就一
直處於無人保護、荊棘滿
佈、野草叢生、墓碑破裂

坍塌這樣的狀態。
到了2014年前後，由於周邊生產活動的

影響，大量廢料、泥渣、粉末，因無處倒泄
而集中在公墓後的上方，隨時可能由於大
雨，颱風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傾瀉而下，將
整個公墓吞噬摧毀。因此，烈士墓急待保護
和修繕。
這座公墓的未來的確值得關注。曾健鵬向

記者透露了民間組織的修繕方案。根據這一
方案，公墓的修繕將以因地制宜、充分保
護、傳承精神為主要理念。修繕之後的公墓
佔地面積會達到2,600平方米，其中總建築
面積1,450平方米，也會增加廣場和綠化
帶，以使得整個公墓更加恢宏和清幽。修繕
公墓，因為主要依靠民間，因此需要民眾在

經費上的支持，也需要讓公墓的歷史和現狀
讓更多人知道，以便公眾認識到這一歷史建
築的重要與特別意義。

「小歷史」漸成抗戰敘事模式
一直以來，抗戰的歷史和敘述呈現出以國

家為本位的「大歷史」格局。在這種格局
下，抗戰與「民族國家」的概念緊密相連，
是一種道德教化、歷史教育的工具。而抗戰
和每一個人、每一座城市甚至山村院落的
「小個體」之間的聯繫究竟為何，則甚少有
人探討。不過過去十多年來，這一情況出現
了很大改變。
過去十多年來，一種立足於在地、立足於

社區、立足於個體歷史記憶的「小歷史」表
達方式，漸漸成為中國內地民間人士解讀、
詮釋抗戰歷史的重要形式。獅尾山軍人公墓
的議題發酵，就是在地民間人士和民眾長期
對本地抗戰史進行整理和研究的結果。從揭
陽到潮州、汕頭再到梅州，抗戰的歷史不僅
僅是盧溝橋事變或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捷等
具有圖騰意義的知名戰史，獅尾山軍人公
墓、汕頭中山公園內的忠烈祠等歷史遺蹟對
粵東民間熱心人士和民眾而言，是更加具
體、直觀和現實的抗戰寫照。
在今天的中國內地，對於但凡和抗戰有

關的歷史建築，民間社會多會抱持極高熱
情的關切心態，其背後的根源乃是社會已
經形成了自身的抗戰史認知。此外，近年
來在內地日漸活躍、頗受民間關愛的老兵
義工活動，成為了書寫在地抗戰史的關鍵
組成部分。老兵在獲得物質幫助和精神關

懷的同時，他們的口述歷史被視為是極為
重要的一手抗戰史記錄。以廣東為例，不
少長期從事關愛老兵和民間抗戰史研究的
義工，對抗戰時期參加第64軍、65軍、66
軍的老兵格外敬重，因為這三個部隊均由
粵軍而來，其戰爭中的功績頗能帶來今時
今日廣東在地民眾和義工心中的自豪感。
而在各種由民間直接或間接介入的抗戰史
蹟保育活動中，來自社會的積極響應和深
度參與都體現了民間在發掘抗戰歷史中的
強大主動性。在汕頭中山公園內的忠烈祠
中，民間捐贈的展品非常之多，其特點是
體現和反映粵東一帶抗戰時期軍事活動的
艱辛以及民眾彼時的參與。
「粵東一帶的抗戰勁旅，包括但不限於廣
東保安二團二營，閩粵邊區預備第六師十
六、十七、十八團，第十二集團軍獨立第20
旅、第十二集團軍獨立第九旅、第四路軍第
155師、第四路軍第六十五軍第157師、第
十二集團軍第六十三軍第186師、第十二集
團軍暫二軍預六師、廣東第八及第九區民眾
抗日統率委員會、潮澄饒澳自衛總隊。」接
受記者訪問的潮汕地區義工非常熟練而流利
地講出了上述軍隊的番號。義工們說，今時
今日，這些軍隊留下了包括獅尾山軍人公墓
在內的少數殘破遺蹟；留下了飽經人生坎坷
境遇的老兵；留下了今人延續歷史記憶的任
務；當然，也留下了軍人們曾經引以為傲的
上述軍隊番號。
因此，積極保育和修繕獅尾山軍人公墓，

對民間人士而言，是一種使命必達的任務，
一種匡復歷史正義的任務。

粵東潮汕地區長期從事關愛老兵和抗戰史遺蹟保育工作的

人士，目前極為關注和投入心力的一項工作便是揭陽地都鎮

獅尾山軍人公墓的維護與修繕。在他們看來，這座目前日漸

破敗的公墓具有極高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對其悉心保存是自

身的使命，也是責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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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英武今破敗昔日英武今破敗 鏖立光陰數十載鏖立光陰數十載

■■傳統韓國舞蹈及音樂是亮點傳統韓國舞蹈及音樂是亮點。。

■■粵東抗戰軍人雕塑粵東抗戰軍人雕塑。。

■■陳列於汕頭忠烈祠中的抗戰時陳列於汕頭忠烈祠中的抗戰時
期的軍隊海報期的軍隊海報。。

■■楊一鳴陣亡獅尾山一帶楊一鳴陣亡獅尾山一帶，，
圖為其墓碑圖為其墓碑。。

■■曾健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曾健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修繕之後的效果圖修繕之後的效果圖（（受訪人供圖受訪人供圖）。）。

■■獅尾山軍人公墓殘破不堪獅尾山軍人公墓殘破不堪（（受訪人供圖受訪人供圖）。）。

■有關小威的球場漫畫，被指種族歧視。 網上圖片

獅尾山軍人公墓亟待保育獅尾山軍人公墓亟待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