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一
二
年
似
乎
是
個
熱
鬧
的
年
份

，
尤
其
充
滿
活
力
。
光
華
新
聞
文
化
中
心

新
一
年
的
活
動
中
，
便
有
滿
是
活
力
的
年

輕
講
者
駕
到
，
即
使
未
必
是
香
港
人
熟
悉

的
名
字
，
卻
也
充
滿
吸
引
力
。

新
一
年
的
﹁台
灣
式
言
談
﹂
，
打
頭

陣
的
有
香
港
年
輕
人
每
到
台
灣
必
去
的
熱

點
誠
品
，
當
我
們
滿
心
期
待
着
誠
品
落
戶

香
港
的
同
時
，
有
﹁打
造
誠
品
文
案
天
后
﹂
之
稱
的
李
欣
頻

來
港
分
享
她
的
經
驗
。

當
然
，
我
最
期
待
的
是
台
式
八
十
後
的
代
表
謝
旺
霖
。

或
許
有
點
陌
生
的
名
字
，
在
我
眼
中
卻
是
浪
漫
的
輕
狂
歲
月

。
從
高
中
時
代
開
始
的
流
浪
生
活
，
謝
旺
霖
從
台
灣
環
島
行

到
美
國
沙
漠
求
生
，
新
疆
公
路
脫
險
。
距
離
年
輕
已
有
段
歲

月
的
我
，
看
着
他
人
別
樣
的
經
歷
，
只
能
在
腦
海
虛
構
屬
於

自
己
的
歷
程
，
怎
不
慨
嘆
謝
旺
霖
那
段
歲
月
是
如
此
的
浪
漫

與
義
無
反
顧
？
此
次
活
動
還
有
一
位
嘉
賓
令
人
非
常
期
待
。

作
為
周
杰
倫
的
御
用
填
詞
人
，
方
文
山
早
已
紅
遍
兩
岸
三
地

。
說
起
來
他
也
是
浪
漫
派
的
代
表
。
那
些
堆
砌
的
意
象
，
與

華
麗
的
詞
藻
，
確
是
與
周
杰
倫
的
音
樂
配
合
得
天
衣
無
縫
︱

︱
我
不
得
不
承
認
，
自
第
一
張
碟
後
我
已
對
周
杰
倫
的
音
樂

失
去
了
耐
性
，
偏
偏
方
文
山
的
詞
卻
有
引
人
的
魅
力
。
他
應

該
算
是
頗
有
古
風
的
吧
。
《
愛
在
西
元
前
》
是
西
式
的
古
，

《
髮
如
雪
》
，
《
東
風
破
》
，
《
菊
花
台
》
等
，
卻
是
中
國

的
古
。
這
些
作
品
甚
至
因
充
滿
中
國
風
而
備
受
討
論
。

更
重
要
的
是
什
麼
呢
？
兩
岸
三
地
的
年
輕
人
都
被
方
文

山
迷
倒
了
。
他
的
來
港
，
怎
不
留
意
？

政府分階段開放香港邊境禁區
，首階段不包括蓮麻坑。此客家村
莊位於群山環抱的谷地，採用傳統
布局，前有半月形風水池，後有茂
盛的風水林，河流蜿蜒而過，予人
閒適恬靜的感覺。登上附近的麥景

陶碉堡，可見該村周圍山林密布，與一河之隔的深圳截
然不同。二○一五年蓮麻坑解禁之後，這番自然景貌能
否繼續保持呢？蓮麻坑有三百多年歷史，其範圍原本包
括深圳梧桐山下的長嶺和徑肚等地，英國租借新界後以
深圳河為界，從此蓮麻坑一分為二，紅花山下的主村屬
於香港，內地人不能隨意過境。一九五一年港府將邊境
包括蓮麻坑劃為禁區，市民出入要申請通行證。自此蓮
麻坑轉趨寂靜，經濟衰落，村民逐漸外移，人口由高峰
期的二千多人銳減至現在只有約百人，每年新春和春秋
二祭，在外村民才回來相聚。

蓮麻坑村最初建有圍牆和圍門，以防盜賊或野獸來
襲，如今僅餘少許遺跡可供追憶。不過，村前的風水池
依然完整無缺，祠堂、關帝廟和民居面向池塘而立，建
築物映照在水面上，倍添古樸風貌，如此景象在香港難
得一見。

開放邊境鄉村是兩難問題，這道不合時宜的界線早
應消除，但若果一下子有大量遊人湧入，不但令道路和
交通難以負荷，亦會破壞塵封了幾十年的生態環境。要
迎接解禁後的挑戰，蓮麻坑村民此刻應好好思考，作出
相應的安排。

天
冷
易
患
感
冒
，
感
冒
為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它
可
以
引
起
呼
吸

道
的
炎
症
，
如
咽
喉
炎
、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
慢
性
肺
炎
等
，
這
些
都

不
難
理
解
。
但
有
些
人
在
一
場
感

冒
後
，
卻
誘
發
了
冠
心
病
、
心
肌

炎
、
心
內
膜
炎
甚
至
心
肌
梗
塞
或

高
血
壓
腦
中
風
等
心
腦
血
管
疾
病

，
這
又
是
什
麼
原
因
呢
？
概
括
起

來
，
感
冒
與
心
腦
血
管
病
的
關
聯

有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一
、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引
起
的

炎
症
，
影
響
肺
部
的
通
氣
功
能
，

亦
使
心
肌
相
對
缺
氧
缺
血
，
進
而

誘
發
或
加
重
冠
心
病
。

二
、
感
冒
出
現
各
種
感
染
會

有
發
熱
症
狀
，
發
燒
時
體
內
代
謝

大
為
增
強
，
身
體
相
關
器
官
和
系

統
組
織
耗
氧
量
也
增
加
，
心
絞
痛

等
症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很
容
易
發
生
。

三
、
感
冒
後
，
體
弱
者
由
於
疲
勞
出
汗
咳
嗽

頭
痛
等
不
適
，
在
全
身
體
力
下
降
的
同
時
，
也
會

產
生
心
力
衰
竭
，
心
律
失
常
病
情
。

四
、
感
冒
炎
症
加
速
了
脂
質
在
冠
脈
上
沉
積

，
同
時
令
動
脈
粥
樣
硬
化
斑
塊
變
脆
，
隨
着
氣
溫

驟
降
時
血
管
收
縮
，
血
壓
增
高
，
有
可
能
使
斑
塊

破
裂
，
血
液
流
動
受
阻
。

五
、
某
些
導
致
感
冒
的
病
毒
能
夠
改
變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的
活
性
，
高
膽
固
醇
及
高
血
液
黏
稠
度

促
使
局
部
血
栓
形
成
，
導
致
急

性
心
肌
缺
血
及
腦
中
風
意
外
。

六
、
抗
感
冒
藥
中
有
些
化

學
藥
物
成
分
使
毛
細
血
管
收
縮

，
或
在
退
熱
過
程
中
使
患
者
大

量
出
汗
，
造
成
血
液
黏
稠
，
這

類
藥
物
的
副
作
用
極
易
誘
發
心

腦
血
管
疾
病
。

感冒易誘發心腦血管病
思 健

如
果
說
社
交
網
絡
科
技
把
互
聯
網
世
界
帶
到
第

二
階
段
（
也
就
是
所
謂
﹁W

e b
2 .0

﹂
）
的
話
，
那

隨
着face b o ok

上
市
及
微
博
的
盛
行
，
我
們
可
以
說

是
正
式
進
入
互
聯
網
的
第
三
世
代
了
：
這
個
新
世
代

最
特
別
之
處
在
於
負
面
和
正
面
的
事
情
均
可
以
極
快

出
現
及
造
成
相
當
效
果
：
例
如
過
去
常
常
只
聽
見
網

上
欺
凌
，
但
如
今
已
發
展
出
群
起
網
上
獻
媚
，
又
例

如
早
陣
子
有
一
位
患
嚴
重
腦
退
化
症
的
唐
伯
伯
，
家

人
希
望
他
在
人
生
最
後
階
段
可
以
再
見
失
散
二
十
年
的
長
子
和
么
女
，
大

姊
找
朋
友
在
社
交
網
絡
上
刊
登
尋
人
啟
事
，
數
天
之
內
有
差
不
多
十
萬
人

轉
發
信
息
，
結
果
大
哥
和
小
妹
在
三
天
內
在
醫
院
出
現
，
探
望
失
散
多
年

的
爸
爸
︱
︱
那
是
利
用
互
聯
網
中
提
供
善
終
服
務
，
確
是
一
種
突
破
︱
︱

是
故
人
人
在
憂
心
互
聯
網
的
破
壞
力
之
餘
，
也
不
要
忘
記
很
多
人
會
群
起

在
此
平
台
上
做
好
事
。

第
三
代
互
聯
網
世
界
的
最
大
特
色
，
乃
是
要
求
機
器
不
斷
感
應
人
類

的
需
要
。
如
一
個
名
為
﹁醒
目
星
球
﹂
的
商
業
計

劃
，
便
用
上
多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感
應
器
，
偵
測
不

同
家
庭
的
生
活
有
否
異
常
。

簡
單
如
在
一
個
社
區
安
裝
電
子
水
表
，
電
腦

便
可
憑
每
戶
之
用
水
量
有
否
忽
然
增
加
，
而
知
道
該
區
哪
條
水
喉
出
事
，

小
型
社
區
一
般
都
可
因
此
而
每
年
節
省
近
一
成
食
水
，
大
型
社
區
所
獲
取

的
效
益
則
更
大
。

也
有
更
細
緻
的
感
應
科
技
︱
︱
如
通
用
電
器
便
有
一
套
醫
院
專
用
的

感
應
系
統
，
懂
得
分
辨
痛
苦
表
情
，
即
使
病
人
躺
在
床
上
痛
到
叫
不
出
來

、
甚
至
連
按
鍵
通
知
人
也
乏
力
，
電
腦
偵
測
到
病
人
表
情
痛
苦
抽
搐
時
，

便
會
自
動
通
知
醫
護
人
員
；
而
且
，
此
系
統
更
會
自
動
偵
查
醫
生
及
護
士

碰
過
病
人
後
有
否
洗
手
，
若
沒
有
便
立
即
提
醒
他
們
，
甚
至
連
食
物
變
壞

，
亦
有
氣
體
感
應
器
作
相
關
檢
測
。

聯
合
國
亦
有
名
為
﹁全
球
脈
搏
﹂
的
計
劃
：
透
過
分
析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落
後
村
落
中
之
短
訊
留
言
，
有
效
地
預
測
某
些
貧
困
地
區
是
否
正
出
現

大
量
失
業
、
繼
而
造
成
銀
行
擠
提
，
於
是
可
以
及
早
援
助
以
避
免
這
些
村

落
因
突
然
經
濟
動
盪
，
釀
成
流
血
衝
突
，
間
接
協
助
人
類
維
繫
和
平
︱
︱

可
是
，
生
活
上
如
此
多
事
被
感
應
，
是
否
也
存
在
一
些
隱

憂
呢
？

醒
目
星
球

軒
轅
伯

英
國
天
氣
陰
陰
冷
冷
，
長

年
霧
雨
飄
飄
，
到
處
是
古
鎮
古

堡
，
這
種
地
域
和
氣
氛
最
適
宜

拍
攝
恐
怖
片
。
沒
錯
，
就
是
多

得
英
國
恐
怖
片
，
那
些
吸
血
僵

屍
、
木
乃
伊
復
活
、
人
狼
、
女

巫
等
傳
說
湧
現
銀
幕
，
推
廣
到

世
界
各
地
，
跨
越
文
化
界
限
，

影
響
深
遠
。
話
說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荷
里
活
電
影

雄
霸
天
下
，
英
國
片
連
本
土
市
場
也
節
節
失
守
，
此

時
出
現
一
間
叫
﹁漢
默
﹂
（H

am
m

er

）
的
小
規
模

電
影
公
司
，
創
辦
人
威
爾
‧
漢
默
福
至
心
靈
，
把
英

國
經
典
恐
怖
小
說
《
吸
血
僵
屍
》
改
編
，
一
九
五
八

年
推
出
彩
色
瑰
麗
版
僵
屍
片
，
竟
然
大
賣
，
更
征
服

了
海
外
市
場
。
當
年
影
界
保
守
，
避
忌
神
怪
題
材
，

性
與
暴
力
更
要
點
到
即
止
，
尤
其
恐
怖
片
只
宜
黑
白

拍
攝
（
減
輕
血
淋
淋
效
果
）
。
漢
默
敢
於
犯
禁
，
彩

色
攝
製
，
令
血
與
死
亡
變
得
逼
真
，
增
強
恐
怖
性
，

觀
眾
大
感
刺
激
。

漢
默
乘
勝
追
擊
，
開
拍
多
部
續
集
，
跟
着
改
編

另
一
英
國
經
典
恐
怖
小
說
《
科
學
怪
人
》
，
又
是
大

賣
，
又
拍
多
部
續
集
，
其
他
如
木
乃
伊
、
人
狼
、
女

吸
血
鬼
等
也
都
傾
巢
而
出
，
一
時
無
倆
，
贏
得
影
界

﹁恐
怖
大
王
﹂
之
稱
，
連
荷
里
活
都
要
跟
風
。
一
九

七
四
年
，
漢
默
猛
龍
過
江
，
來
港
與
邵
氏
聯
合
製
作

《
七
金
屍
》
，
在
邵
氏
片
場
大
拍
中
國
功
夫
惡
鬥
西

洋
僵
屍
（
當
年
最
紅
的
姜
大
衛
有
份
演
出
）
，
乃
全

城
熱
話
，
轟
動
一
時
。
可
惜
漢
默
緊
守
﹁刀
仔
鋸
大

樹
﹂
理
念
，
拍
片
要
慳
要
快
，
成
本
要
低
，
結
果
終

因
粗
製
濫
拍
而
倒
閉
。

漢
默
的
貢
獻
，
打
下
了
英
國
恐
怖
片
根
基
，
時

至
今
日
好
些
英
國
片
仍
拍
得
相
當
怪
異
驚
慄
，
把
你

嚇
個
半
死
。

恐
怖
大
王
吳

昊









清
代
郵
票
輒
以
﹁龍
﹂
圖
案
作

主
題
，
旨
在
顯
示
皇
權
，
亦
標
誌
中

國
為
﹁龍
的
民
族
﹂
（
遠
溯
至
原
始

時
代
﹁龍
圖
騰
﹂
文
化
）
。
一
八
七

八
年
第
一
套
清
代
﹁大
龍
﹂
郵
票
，

大
龍
印
正
中
央
，
虬
游
有
勢
。
不
論

﹁光
齒
﹂
與
﹁毛
齒
﹂
（
齒
孔
參
差

不
分
明
）
，
不
論
薄
紙
或
厚
紙
，
也

不
論
闊
邊
及
窄
邊
，
各
版
別
﹁大
龍
﹂
圖
案
均
完
全
一

樣
，
五
爪
在
雲
海
舞
動
。
一
八
八
五
年
發
行
﹁小
龍
﹂

﹁毛
齒
﹂
郵
票
，
三
年
後
另
印
﹁光
齒
﹂
（
齒
孔
甚
光

潔
）
，
首
現
太
極
圖
水
印
（
乃
中
國
最
早
郵
票
水
印
；

蓋
﹁大
龍
﹂
票
皆
無
水
印
）
。
中
央
﹁小
龍
﹂
形
態
與

繪
法
就
與
﹁大
龍
﹂
票
不
同
；
三
種
面
值
全
用
同
一
龍

形
。

一
八
九
七
年
印
行
﹁蟠
龍
﹂
郵
票
，
早
期
﹁日
本

石
印
版
﹂
以
至
後
來
改
用
﹁倫
敦
版
﹂
，
中
央
蟠
龍
遠

較
﹁大
龍
﹂
和
﹁小
龍
﹂
兩
種
設
計
為
小
，
虬
屈
如
小

蛇
，
缺
乏
氣
勢
；
同
期
圖
形
另
有
飛
雁
與
躍
鯉
，
並
非

全
套
皆
為
蟠
龍
。
一
八
九
四
年
慈
禧
﹁萬
壽
﹂
票
與
三

年
後
的
加
蓋
改
值
票
，
大
多
數
面
值
也
有
小
龍
或
雙
龍

（
位
於
左
右
兩
方
）
；
但
不
像
﹁大
龍
﹂
票
搶
眼
。

其
實
，
清
代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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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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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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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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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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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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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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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被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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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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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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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附
圖
）

，
龍
身
似
﹁倒
S
﹂
形
。

不
過
，
此
乃
地
方
性
商
埠

票
，
非
國
家
正
式
郵
票
。

「大龍」「小龍」與「雲龍」
李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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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余曉玲屯昌報道：提及海南國
際旅遊島，人們最先想到的是被椰風海韻裝扮的海口、
三亞等旅遊資源異常豐富的城市，但這並不妨礙不靠山
亦不靠海的中部小縣——屯昌的知名度。被譽為國際旅
遊島上的「大芬村」的屯昌縣，正悄悄改變着遊客的旅遊
習慣。欣賞過屯昌油畫，方算領略海南的精、氣、神。

不入屯昌油畫街，不知海南風情濃。屯昌 「油畫一
條街」雖與深圳大芬村有着緊密的關係，但就源起和創
作題材來說，不乏創新。一九八四年，屯昌民間畫家陳

有俊創辦研璞軒美術學校。此後，他不斷鼓勵並輸送學生前往深圳
等地深造。目前，油畫街的許多知名畫家都是在深圳大芬村受過長
時間培訓的。二○一○年陳有俊逝世，其子陳傳濤接棒。在時代和
政策的推動下，以現任校長陳傳濤為首的一批畫家將油畫推向了市
場。在創作題材上，屯昌油畫凸顯國際旅遊島獨有的熱帶人文風情
、優美風景等特色。

去年一月，屯昌 「油畫一條街」開張，今年一月 「屯昌油畫」
三亞店開業。去年年銷售總額達三百多萬元人民幣，目前已向海內
外銷售三萬多幅油畫作品，主要銷往深圳、廈門等地。這對於剛剛
步入市場的屯昌油畫來說，這是一份鼓勵，更是一份挑戰。

為了能更好地扶持油畫產業，屯昌縣出台了 「屯昌縣油畫產業
發展方案」。依據方案，畫師進駐屯昌並開辦工作室，縣政府給每
個工作室每月補助二百六十元水電費。政府部門還將連續三年扶持
建設油畫工作室，進駐工作室的畫師由政府定額補貼。對入駐屯昌
油畫一條街的不同級別畫師，屯昌縣政府給予每年不等的基本費用
補貼。其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就學安排在公辦學校；同時，其配偶在
屯昌就業的，享受技能培訓優惠政策，並優先推薦工作。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拍片當導演前，
張經緯學了十幾年音樂，是香港小交響樂團的創
團大提琴手。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
，他用作手機鈴聲，用了很多年。

張經緯說，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裡，聽得出
個體與社會的拉扯。而他自己將於下月中旬上映
的紀錄片《一國雙城》中，亦有這樣的拉扯糾葛
，以及人與城的衝突、磨合。

衝突磨合無休止
福建泉州鄉下長大的名叫映雪的女人，是張

經緯新片的主人公。這片子，講了身為港人內地
子女的映雪如何爭取居港權，講了映雪的朋友，
講了映雪兒子眼中的香港。張經緯明白，這樣的
題材內容，本可以拍得很激進很尖銳，但他沒有。

「我只是不想太煽情。」他說。
這部立意溫和的片子，結構上也避免刻意求

新，中規中矩用了兩段式排布。前半段，映雪帶
着兒子寄居父母家，一面靠兒子的綜援艱難過生

活，一面為居港權打官司；後半段，故事移至福
建泉州鄉下繼續講，鏡頭裡，映雪童年的臥房落
了厚厚的灰，映雪離了婚的閨中蜜友自己彈琴給
自己聽，老族長坐在老屋前回憶建國初，回憶整
個村子怎樣一點點聚起又走散。

這影片曾在去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看
過後有人問：張導這故事怎麼講得這麼散？

沒錯，相比講述中產家庭學琴少年成長的
《音樂人生》和關心戒毒青年的《墨綠嫣紅》，
張經緯的新作《一國雙城》並非一個單線條故事
，不只圍繞某個人或某件事展開。片中，確有對
兩地婚姻矛盾的書寫，也不乏更意念更形而上的
議題，包括愛與認同，遺忘與被遺忘。

映雪因為對城市的嚮往，走離泉州，來港後
卻只見操勞奔波，不免失望。可映雪的朋友，離
婚獨居的教鋼琴的王老師又或嫁了富商做了家庭
主婦的小英，留在泉州，留在熟悉和安全裡，卻
依舊過着少愛少色彩的日子。

故事音樂不煽情
來香港，抑或不來，各有各的苦。 「我想講

的，是個體命運的糾結。」
這苦，這糾結，是時代所致，關乎歷史關乎

社會文化差異種種。個體被牽扯其中，不情願，
卻也無奈。映雪打官司要居港權要家庭團聚是無
奈，小英因丈夫離家跑生意常獨守空房是無奈，
王老師彈《夢中的婚禮》彈到一半忘記了是無奈
，甚至連老族長對着鏡頭慢悠悠回憶父親怎樣離
鄉去菲律賓討生活，都是無奈，是命途的跌撞，
是個體與環境的衝突與磨合。

為了這片子，張經緯多次輾轉內地和香港，
跟映雪的親友跟萍水相逢的的士司機聊天，翻出
二十年前首次回內地省親的記憶，甚至將手機鈴
聲改成片中插曲。

曲子是張經緯的妻子寫的。會拉小提琴的她
，用了諸多轉調，用單簧管和大提琴等若干配器
，只希望旋律不單調，詮釋喜樂不至過於淺顯。

「因片中故事不煽情，我希望音樂也可以不
煽情。」張經緯說。

回鄉卻找不到根
去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時，影片以映雪

拿到香港身份證作結。後來，張經緯刪去了這個
段落，代之以更開放的允許更多解讀的結尾：映
雪領着兒子回泉州鄉下，在初冬的山上尋找祖墳
拜祭，卻怎麼也找不到。

找不到根找不到認同的，又何止映雪。
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張經緯記得，他讀中學時

，學校不唱國歌，學生也不認識國旗。直到回歸
後，國民教育漸普及，香港人才發覺，城以北，
原來有這麼大這麼廣袤的國。

「香港人是不習慣大國土意識的。」張經緯
說， 「九七後，香港人也在想，究竟應當怎樣回
歸。」

因了這樣的不習慣，因了對所謂外來文化的
本能性排斥，於是港人有對 「雙非」對居港權對
「蝗蟲論」的熱議。其中，有理性討論，也有不

理性的偏激的聲音。張經緯說，他拍電影講故事
，想理智些全面些，不想人云亦云，不想有理有
據的議論極端化。

「一切都需要時間，」他說， 「時候到了，
再複雜的都會有出路。」

張經緯新作《一國雙城》將於下月十五日起
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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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紀錄個體與社會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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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一國雙城》劇照

▲影片講了映雪（左起）、小英和王老師三個
女人的故事，有關愛與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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