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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的商州鄉村、阿來的嘉絨藏區、遲
子建的漠河北極村、畢飛宇的蘇北水鄉、劉
震雲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日前
首播的系列紀錄片《文學的故鄉》，跟隨六
位中國當代作家回到故鄉尋找他們生命的
「原風景」，也讓觀眾感受中國當代文學版
圖裏的著名風景。
「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我們跟蹤記錄
作家重返故鄉的過程，探究他們如何把生活
的故鄉轉化為文學的故鄉。」本片導演、北
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說。「我
期待觀眾通過這部紀錄片找到自己的文學故
鄉，就是我們的精神故鄉，就是詩和遠
方。」張續道。

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
寫完《滿月兒》的賈平凹陷入茫然，他發
現了自己的「故鄉」商洛，於是沿丹江，下
丹鳳，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
家中寫作，從此走出創作瓶頸。而他最近的
長篇小說《山本》已從商洛擴大到秦嶺地
區。
阿來曾長時間行走在馬爾康大地上，閱讀
每一條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訪18家土司
的故事，甚至還見過土司後人，但他沒想
到，小說《塵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讓劉震雲難忘的是年輕時在延津玉米地看
書的一幕：一位農村姑娘在河邊梳妝，晚霞

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臉，激發了他
寫《塔鋪》。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和文學的
起點。
莫言從故鄉提取了膠河、石橋、高粱、紅
蘿蔔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
塑、撲灰年畫、民間傳說等人文元素，融匯
世界文學經驗和藝術想像，創造了高密東北
鄉這個熱烈濃郁的文學王國。
「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

是指作家在那裏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
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
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
地。」莫言說。
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

華指出，每個有成就的作家身後，都有一個
故鄉的背影或輪廓，江南之於魯迅，北京之
於老舍，湘西之於沈從文，上海之於張愛
玲，都有着獨特意義。
「作為直接經驗的童年記憶對作家的創作

具有決定性意義，故鄉造就了這些作家獨特
的氣質和生活閱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
主席孟繁華指，這和當下採用間接經驗的創
作潮流形成鮮明對比，對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文藝創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文學與姊妹藝術的互動
2016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蓮》、《一
句頂一萬句》兩部由劉震雲小說改編的電影

公映，被市場稱為「劉震雲年」。當年文
藝界的這一現象，也被《文學的故鄉》收
錄。
事實上，片中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

被改編為其他藝術形式。賈平凹的《高
興》、阿來的《塵埃落定》、畢飛宇的
《青衣》、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
岸》、畢飛宇的《推拿》、劉震雲的《溫
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鞦韆架》等
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劉震雲的《一句頂一
萬句》被改編為話劇，莫言的《紅高粱》更
被改編為晉劇、評劇、豫劇、舞劇。
陝西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張阿利認為，《文

學的故鄉》再次展現出文學與姊妹藝術形式
的良性互動關係：在大眾文化的時代，文學
給影視和戲劇以滋養，影視和戲劇又反哺文
學，擴大其影響力。
而紀錄片《文學的故鄉》本身，就是一次

文學和影視的聯姻。作為詩人和學者的張同
道，給了該片別樣的創作視角。
「這部紀錄片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文化研

究，探究為什么這些作家創作了這樣的作
品，成了這樣的風格。」北京電影學院副校

長胡智鋒說，該片呈現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
界和日常生活，同時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
值。

鄉愁是回憶的敬意回望
對於回故鄉的提議，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

深的熱忱；而一回到故鄉，作家的情感被攝
影機真實地記錄下來。
因為父親是被領養的，畢飛宇自稱沒有故

鄉，也不願回到出生的村莊。但當他站在出
生的楊家小學外，拼湊起記憶的碎片，突然
拍了一下腦門，「啊」的一聲轉過頭去，長
長的靜默後再轉回頭，擦了擦發紅的眼圈
說：「就是這兒。」

因為過度砍伐，故鄉曾經歷原始森林消
失、泥石流頻發的環境惡化，阿來有十多年
不想回家，甚至「恨這個地方」。但再次坐
在梭磨鄉的家中，拉着母親的手，他泣不成
聲。
「你經常地回去，它就不是鄉愁。我家鄉

很美好，但是你讓我留在這兒，我不願
意。」阿來在紀錄片中坦言。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認為，中國作

家對故鄉的複雜情感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根
性。改革開放以後，無數人離開家鄉走向遠
方，這出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推動着國
家的不斷發展。
「正是在這種離鄉和返鄉、出走和回望
中，故鄉不僅是地理的風景和生活的實體，
更是我們生命的根底，飽含着面向未來的精
神力量。」李敬澤說：「鄉愁，是這個急劇
變化、不斷遷徙的時代中一種普遍情感，是
我們對共同經歷的生活與歷史的一份滿懷敬
意的回望和珍重。」 文：新華社

跟隨作家重返故鄉
尋找生命的「原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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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的故鄉在蘇北水鄉。 網上圖片

■作家阿來的故鄉嘉絨藏區之面貌。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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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看藝術家視覺

面對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香港人更多的是選擇留在家

中，近月藝術活動確實減少了不少，惟在家中並非必然要脫離藝術

生活。近年，不少展覽把藝術與科技結合，增設網上虛擬展覽，並

投入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技術，讓大眾於新常態下可

衝破障礙、隨時隨地欣賞裝置藝術。最近仍有機構開展線上與線下

的藝術展覽，與香港人共度這艱難時刻，以藝術品傳遞正能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花鏡下打卡花鏡下打卡 為港人生活加點甜為港人生活加點甜
■■網上展覽網上展覽
採用了採用了 VRVR
技術技術，，同時同時
亦增設亦增設 ARAR
科技供大眾科技供大眾
與 展 品 互與 展 品 互
動動。。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花花··樂園樂園》》以花和鏡為主體以花和鏡為主體，，是黃玲敏的作品之一是黃玲敏的作品之一。。

■■《《城市之光城市之光》》由羅一鳴由羅一鳴（（左左））和黃振洪共同和黃振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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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梯繩梯》》於體驗區展出於體驗區展出。。

■■互動區展出三件藝術品互動區展出三件藝術品。。

■■作品作品《《沙沙．．脈搏脈搏》》於互動區展出於互動區展出。。

■■作品作品《《浪花浪花》》

香港歷史地標「富衛 1881 公館」及
「1881」廣場由即日起至9月6日舉

行「敢樂藝術·敢闖人生藝術展」，展出
15位本地藝術家及設計師的作品，並以不
同的媒體及無限想像帶大眾進入藝術家的
視覺，感受對人生的看法，各藝術家以大
自然為靈感，將不同元素轉化為藝術語
言，冀盼於這充滿挑戰的時刻向大眾傳遞
正面訊息。此外，是次展覽更是場地首次
結合藝術與科技，在其網上虛擬展覽中可
以AR和VR技術遊展覽，大眾恍如親臨其
境，亦可與展品互動，隨時隨地以藝術啟
迪人生。
是次展覽共劃分為三個展區：照片區、

互動區以及體驗區。作品除了運用「木」
和「金」等傳統材料之外，部分作品更融
入「火」和「水」的意境，帶來不一樣的
視覺體驗。當中互動區位於主樓東西翼長
廊，其採用光雕互式投影，把港彩花紋以
另類手法呈現、沙畫創作故事片段的不斷
演變產生視覺藝術影像；體驗區則在公館
Moon Garden，當中展出五件藝術品，作
品《繩梯》根據香港舊式公屋的滑梯形態
編織而成，以鼓勵成年人懂得享受玩樂
時刻，並利用作品喚起他們無拘無束的童
年回憶。

燈光表演帶出活力感
步入1881廣場，先映入眼簾的是照片區

的六個裝置藝術，其以香港的活力精神和
多元文化為創作靈感。
「希望好像衝浪般，可以衝出新的挑

戰。」這是作品《浪花》的寓意，它由黃
玲敏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設計。作品由六

個三角錐體組成，每個尖角象徵着生活的
飛躍，代表着生命之輪旋轉並鼓勵勇於克
服極限。《浪花》中的不等邊三角形以亞
加力膠板製成，貼上半透明的幻彩紙，並
以不銹鋼、鐵等作支撐。黃玲敏表示，作
品在早上和晚上所呈現的效果不一樣，
「有日光時，光線穿過三角體透射至地面
長廊，因為幻彩紙的特性，不同角度的陽
光會透射出不同的顏色；在晚上，會有燈
光表演，我在每一個三角形上都圍上LED
燈條，它會隨着音樂呈現出燈光效果，帶
出活力的感覺。」黃運用了物料的特性，
帶出不同的透射效果，以此鼓勵大眾以不
同的角度看事情，「希望借作品帶出大家
對每件事情均可以多角度思想。」
黃玲敏坦言，光是要作品呈現出立體的

效果，便經過了多番的嘗試，在構思時，
她曾經嘗試用正方體製作作品，但呈現的
效果不佳，因此亦被捨棄，「使用其他形
狀製作也不及三角體立體，我曾經考慮使
用正方體，但呈現的效果較古板，三角形
容易配合LED燈條的走動，經過各方面的
考量後發現三角體是最完美的組合。」

繡球花帶出正能量
照片區中亦有黃玲敏的第二個作品

《花·樂園》，作品由六塊鏡面以及花牆
組成，正面左右兩側為鏡面，頂部則利用
鏡鋼組成，「因為普通鏡面較重，若懸掛
在頂部會較危險。」黃說。作品利用了鏡
面的反射造就出無限延伸的空間感，望此
帶出每個人都能擁有無限的機遇及可能性
去開展人生的未來，尋找屬於自己的世
界。

《花·樂園》中有花牆作點綴，牆上有
橙色、白色等的繡球花，花朵期望可帶出
歡樂的感覺，使人感到溫暖如春。問到為
何以花作點綴，黃指，希望花的感覺能給
予大眾在生活中能「苦中加點甜」，「最
近港人可能在生活中會有負能量，希望花
朵能夠為大家的生活中加點甜，帶出正能
量，繡球花也有幸福、祝福的意思，我也
希望能將這份祝福帶給香港人。」
作品中約有75朵繡球花，其花瓣形態彼

此依靠，象徵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互
相依靠而生、共同協作而活。是次展覽中
的繡球花以絹布製作，能夠展示繡球花的

美態，亦不怕戶外的風吹雨打而造成花朵
受損。

勵志語句融入霓虹招牌
作品《城市之光》亦在照片區中展示，

是次展出了14個霓虹燈招牌，每個招牌均
是一些勵志語句。作品的設計師之一羅一
鳴表示，作品運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製
作，其霓虹燈招牌運用了LED燈管製成。
羅亦向記者分享到展覽中的霓虹燈牌與傳
統上的分別，「傳統的霓虹燈招牌使用玻
璃管加上氮氣，再由師傅加熱扭成適合的
形狀，是次展覽中用LED燈管呈現出的效
果與傳統霓虹燈招牌的效果相若，也可
以減少因近距離接觸發熱的燈管而造成
受傷的機會。」
會以霓虹燈招牌為創作概念，羅表示

因霓虹燈招牌代表着上世紀七十年代的
香港，是香港的特色，它曾經滲透在香
港的每個角落，「香港給予人的感覺，
我認為最難忘、第一時間會想到的是晚
上有很多霓虹燈招牌在街道上亮起，每
個霓虹燈招牌的背後也代表着香港的歷
史，每個招牌也代表着不同店舖、不同
人的故事，所以我們亦將這個概念放在
是次的作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