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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獅能帶來吉祥、驅邪祛疫和人心振
奮，很遺憾不能在今年春節表演。」香港
「一代獅王」夏國璋長子、夏國璋龍獅團
第三代傳人夏德建近日接受記者專訪時指
出，過年舞龍舞獅能祈福避煞，可惜新冠
疫情下所有活動暫停，市民今年無法一飽
眼福。
舞龍舞獅的文化及歷史源遠流長，在香
港亦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在農
曆新年期間，舞獅在上個世紀起已是必不
可少的「吉祥化身」，在鑼鼓聲中一躍而
出，輾轉騰挪於梅花樁上，滿足香港市民
在春節期間喜歡喜慶、熱鬧的感覺。
香港即將迎來疫情下的農曆新年，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料今年農曆新年將
要在比較平靜的環境中度過，舞龍舞獅作
為春節熱鬧的標誌活動之一，在疫情下不
得不偃旗息鼓。「以前春節最旺做300
場，現在一成都沒有。」夏德建提起疫情
下的表演工作略顯無奈。
「真的幾十年沒見過。」夏德建透露，

過往春節的工作邀約早在上一年8月已開

始預訂，9月已約滿。今年大部分客人抱觀
望態度，表明要根據疫情走勢決定簽約與
否，對生意影響不小。

傳承發揚龍獅文化
夏國璋龍獅團成立於1924年，至今已有
97年歷史，在內地及海外皆設有分會，但
疫情下「年頭在內地準備300人表演停
了，在美國龍獅節準備了逾200個龍獅打
算破健力士世界紀錄，也沒法做」，夏德
建感慨，疫情對整個舞獅界影響很大，表
演工作在疫情限制下不斷收縮。
但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龍獅團，夏國

璋龍獅團展示了舞獅人在日復一日的訓練
中，培養出的韌性與毅力。疫情下，第二
梯隊的少年舞獅隊在家亦每日訓練，近日
參與獅承杯網上比賽，取得一金二銀的成
績，證明夏國璋龍獅團對培養下一代龍獅
接班人的堅持。
「以前舞獅沒想這麼多，現在希望能提

升更多社會認同。」夏德建4歲在父親夏
國璋的耳濡目染下接觸舞獅，一入行就是

60年，經歷過數千場大大小小的龍獅表
演、比賽，對他來說傳承舞龍舞獅這門中
國國粹至關重要。
夏德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向特區政府

爭取把龍獅文化推廣至學校，現在不少中
小學、高校、社區中心等地都會舉辦舞獅
班。夏德建透露，龍獅團內地分會亦在不
停培育人才，有弟子考取北京體育大學；

龍獅團甚至在緬甸籌辦舞獅大學，期望培
養出既專業又熱愛中國傳統技藝的人才，
將龍獅文化發揚光大。
「疫情總會結束，我們會在新一年發奮

圖強，讓舞龍舞獅繼續發光發亮！」夏德
建希望，舞龍舞獅活動所蘊含的祈福避煞
的意義，能助香港一臂之力早日脫離疫
情。屆時，讓陪伴港人無數個春節的舞龍
舞獅再現街頭。 文、圖：中通社

「一代獅王」傳人夏德建：
舞獅祈福避煞 願香港早日脫離疫情

隨着「刁順子」和「蔡素芬」坎坷愛情故事的圓滿，在一片叫好聲中，豆瓣評分高達8.4分、

被內地觀眾譽為2020年熒屏「劇王」的電視劇《裝台》，去年年底在央視綜合頻道正式收官。

原著作者、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彥日前現身陝西西咸新區詩經里小鎮，以「一切從生活出發」為

題，向廣大讀者分享了《裝台》創作的心路歷程和戲裏戲外的感人故事，同時也倡導作家的筆

觸、眼光、情感應多聚焦社會底層普通的勞動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對於電視劇《裝台》的熱播，陳彥認為編劇
改編得很溫暖，而電視劇主創在接受採訪時，
則將功勞歸功於陳彥作品凸顯出的普通生活煙
火氣和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於文學創
作，在陳彥看來，文學需要書寫史詩、讚美英

雄，同樣也需有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現實。
「從世界到中國的文學、戲劇創作都有一個特點，早期起
步都寫的是英雄神話，但慢慢的，文學創作視角開始轉向關
注普通人。比如西方文學作品裏雨果《悲慘世界》中的冉阿
讓這個小人物，在那麼悲苦的人生中，仍閃耀着人性光輝。
還有《巴黎聖母院》，都是對小人物最深切的關注；中國文
學作品中，《水滸傳》、《儒林外傳》、《紅樓夢》等，都
開始關注底層人物的生活、命運。」陳彥表示，現在大家都
在講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到底是什麼？它就是對普通生命的
注重、注目和關切。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裝台人，我們每個

人也都在舞台上唱過主角或正唱着主角。我希望通過《裝
台》、《主角》這些小說，讓大家能更多去關注那些偉大的
普通父母和普通老百姓，以及社會底層普通的勞動者，我們
應該給他們行以注目禮。」陳彥認為，用腳去丈量生活，仍
是作家最重要的書寫方式，因為根性的東西永遠在民間，在
腳下的泥土中，「我依然還是希望多推出現實主義題材作
品，仍然關注小人物的生存狀態。」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作家筆觸應多聚焦社會小人物 彥彥陳陳 ：：

除了被譽為現象級優質爆款作品的《裝
台》，陳彥還曾創作《遲開的玫瑰》、

《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戲劇作品數十
部，先後榮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
劇獎」，三度入選「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劇目」。陳彥的作品和文字往往直面
生活在城市裏的普通人，展現宏大的時代變
遷，「真實」、「深刻」、「感人」、「接地
氣」、「正價值」、「正能量」等詞彙，幾乎
成了這些作品觀後感中的「通用評價」。據
悉，繼《裝台》之後，陳彥的另一部小說、第
十屆茅盾文學獎作品《主角》也將拍成電視
劇，導演則是同為陝西人的內地著名導演張藝
謀。目前陳彥正在進行劇本創作工作，電視劇
很快將會開拍。

幕後人的奮鬥值得鼓掌
對於電視劇《裝台》，很多評論家坦言，這
部作品從開頭到結尾都在講述小人物的日常故
事，讓很多人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當時
我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任院長，在工作中認識
了一個叫『生生』的裝台人。」談及《裝台》
的源起，陳彥說正是源於一群天天見到的裝台
人。「他本名叫朱東平，我在陝西省戲曲研究
院工作了25年，『生生』在我們劇院裝台有近
20年。」說起「生生」，陳彥的話裏話外都滿
是親切：「當時我們做『西安天天有秦腔』活
動，劇場天天要翻台，工作量很大，因此僱了
大量農民工裝台，帶頭的就是『生生』。」
當時陳彥辦公室窗戶正對着後台出入口，他
天天看着這群裝台人忙碌。「白天演員們要綵
排，所以裝台只能在晚上觀眾散場後進行，然
後幹到第二天早晨，很多裝台人只能在工作間
隙就地睡一會兒。」而有幾次冬天晨跑時看到
的情景，讓陳彥尤為記憶深刻。「我曾在文章
中寫到這個細節，天冷時，他們就蜷縮在院裏

的暖氣井蓋上，像蝦米一樣取暖休息。」陳彥
表示，「生生」這個詞在陝西話裏有厲害的意
思，但自己更多的理解是生生不息的意思。
離開陝西省戲曲研究院之後，陳彥突然感覺

到這些裝台人的畫面和形象越來越多、越來越
強烈地出現在自己的面前。「主角在贏得陣陣
掌聲的時候，正是幕後人最勞累的時候。舞台
那樣美麗的地方，背後到底有多少人做出犧牲
和奉獻，我特別想把他們展示出來。他們的奮
鬥、隱忍、韌性，都是我們中華民族非常需要
的一種精神，因此就有了《裝台》這部小
說。」陳彥同時表示，創作《裝台》也和自己
此前的另一部作品《西京故事》有關，「《西
京故事》同樣寫了一群農民工的故事，寫得意

猶未盡，我覺得好像
自己當時腦子裏邊還有
一種新的認知，還需要繼
續書寫。」

生活中尋找人性閃光點
陳彥曾創作《遲開的玫瑰》、《大樹西

遷》、《西京故事》、《裝台》等多部戲劇、
文學作品，小說《主角》獲茅盾文學獎。很多
人認為，陳彥的作品往往都是在宏大的時代變
遷中，於平凡的生活中尋找人性閃光點。
「凡能長久存活者，一定帶着民間視角，帶
着濃濃泥土與灶火氣。」在創作《裝台》和
《西京故事》時，為了能寫好農民工群體，陳
彥除了和裝台人成了朋友，一有空便穿梭於西
安木塔寨、東八里村、西八里村等農民工生活
聚集地。「在這裏我認識了很多人，有打餅20
年把三個子女都供養成大學生的農民工夫婦，
也有流動勞務市場裏各色打工者，這些普通人
在城市建設、市民生活中無法缺失。而他們的
故事，給我的小說提供了很多原型。」
為什麼要寫小人物？陳彥認為，一方面這群
小人物自己太熟悉了，另一方面這些東西自己
能寫好、寫透、拿得住。「我始終認為，作家
在創作時要完成兩個閱讀，第一個是書本的閱
讀，第二個就是生活中的閱讀。作家要寫熟悉
的生活，你熟悉了，被打動了，自然會去寫，
也才有打動別人的可能。」陳彥同時也提出了
自己的思考：「我們的筆觸和眼光不能每天都
朝着光鮮，而把這些忽略掉。現實生活給我們
提供了廣闊的素材，思考什麼才能讓人心靈震
顫。」

聆
聽

文學讚美英雄
也要關注普通人

●●夏德建入行夏德建入行6060年年，，對他來說傳承舞龍舞獅這門國粹至關重要對他來說傳承舞龍舞獅這門國粹至關重要。。

●●疫情下疫情下，，
第二梯隊的第二梯隊的
少年舞獅隊少年舞獅隊
亦堅持每日亦堅持每日
訓練訓練。。

●●茅盾文學獎獲茅盾文學獎獲
得者得者、《、《裝台裝台》》
原著作者陳彥原著作者陳彥。。

●●陳彥為讀者簽名陳彥為讀者簽名。。

●●陳彥部分作品陳彥部分作品

●●陳彥小說三部曲陳彥小說三部曲

●●電視劇電視劇《《裝台裝台》》講述小人物的日常故事講述小人物的日常故事。。●●《《裝台裝台》》凸顯出煙火氣和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凸顯出煙火氣和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