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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曲藝家協會第七次全國
代表大會早前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三十一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解放軍、中直機關等單
位的曲藝工作者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
劉奇葆出席開幕式並講話，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國文聯主席孫家正出席大會。獲推薦出
席大會的香港區代表是著名曲藝演員、星腔
傳人葉幼琪。

劉奇葆充分肯定曲藝工作取得的成績。
他說，曲藝這門古老的中華傳統藝術迎來新
的發展契機，呈現出新的氣象，為豐富人們
精神文化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促進社會
主義文化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希望廣
大曲藝工作者開創曲藝事業新局面，讓曲藝
舞台更加璀璨，讓文藝園地更加繁榮。

葉幼琪就粵曲粵劇藝術的承傳和推廣問
題發表意見，希望地方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制訂相關政策，使得這種被列為聯合國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藝術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發揚光大。

葉幼琪曾多次榮獲省港粵曲大賽冠軍及
全國曲藝牡丹獎，被省委宣傳部、省文聯評
為 「德藝雙馨」藝術家。十多年來她積極參

加中國曲協的活動，一九九八年赴南京參加《中國曲
藝薈萃》優秀節目展演，二○○九年赴四川參加六十
周年國慶演出，二○一一年代表香港到澳門參加第三
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的曲藝專場演出。她
還經常組織、參與省港澳的粵曲交流演出及粵曲大賽
評委工作。本月初在中山電視台當粵曲大賽評委及表
演嘉賓，演唱星腔名曲《秋墳》。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下午四時半於葵青劇院演出《冰
姊姊的跳舞鞋》。

■香港文化中心場地夥伴計劃 「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
」 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

■東方舞蹈表演下午三時至四時半於九龍佐治五世紀
念公園演出。

■粵劇《紅鸞喜》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

■原汁原味攝影展覽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出。

■ 「魅力紅黃藍」 畫展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於香港中
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展出。

台
灣
﹁花
蓮
﹂
是
美
妙
的
地
名

，
據
說
來
自
較
早
登
陸
的
漢
人
以
閩

南
語
所
稱
﹁洄
瀾
﹂
的
訛
稱
，
算
得

上
美
麗
的
錯
誤
。
我
對
花
蓮
較
早
的

文
學
印
象
，
大
約
來
自
一
位
作
家
、

一
張
照
片
及
其
背
景
描
述
。
作
家
是

花
蓮
人
王
禎
和
，
可
惜
英
年
早
逝
。

我
一
度
讀
完
他
所
有
作
品
，
著
名
的
《
嫁
妝
一
牛
車
》
曾

被
改
編
成
電
影
。
那
張
照
片
攝
於
張
愛
玲
去
台
灣
的
一
年

，
她
曾
到
訪
王
家
在
花
蓮
的
雜
貨
店
，
與
王
禎
和
夫
婦
留

影
，
仍
韻
味
優
雅
。
彼
時
張
已
在
美
國
，
母
語
讀
者
群
和

青
春
美
貌
都
有
些
遙
遠
。
據
說
為
了
拍
這
張
照
片
，
她
花

了
一
小
時
整
理
妝
容
。

那
天
在
一
位
花
蓮
朋
友
的
引
領
下
，
我
漫
遊
王
禎
和

筆
下
的
﹁溝
仔
尾
﹂
。
昔
日
酒
樓
歡
場
與
戲
院
記
憶
都
繁

華
散
去
，
仍
留
了
許
多
西
裝
店
，
也
承
做
男
女
生
校
服
。

可
惜
未
尋
到
王
禎
和
故
居
。
沿
舊
鐵
道
拐
角
，
轉
到
靜
謐

巷
弄
一
處
煙
塵
深
鎖
的
寥
落
房
屋
，
詩
人
楊
牧
曾
在
此
居

住
。

又
隨
朋
友
去
了
兩
處
舊
書
店
，
﹁舊
書
舖
子
﹂
與
﹁

時
光
﹂
。
前
者
簡
潔
明
亮
，
淘
到
三
本
書
。
後
者
舊
式
木

屋
，
籐
蘿
縈
繞
，
頗
有
情
調
。
店
內
一
狗
來
去
與
人
親
近

，
脖
上
掛
牌
：
我
胃
不
好
，
請
勿
餵
食
；
一
貓
臥
於
櫃


，
睡
眼
惺
忪
，
寵
辱
不
驚
。
旁
小
牌
書
：
我
皮
膚
不
好
，

請
別
觸
摸
。
架
上
文
史
哲
類
書
豐
沛
，
不
乏
數
十
年
前
之

老
版
本
。
幸
運
淘
到
許
多
好
書
，
包
括
上
海
時
代
影
星
龔

稼
農
從
影
回
憶
錄
。
花
蓮
另
一
處
與
文
學
淵
源
頗
深
的
所

在
，
為
居
高
臨
海
、
風
景
如
詩
的
﹁松
園
別
館
﹂
，
每
年

舉
辦
﹁太
平
洋
詩
歌
節
﹂
，
此
時
二
樓
正
在
展
出
詩
人
陳

克
華
的
攝
影
作
品
。

澳門一些重要的建築文物特別是歷
史城區的世界遺產，晚上都有射燈照亮
，展示美態。最為人熟悉的是大三巴至
議事亭前地一帶的夜景，那裡由朝到晚
都人潮不散，沒有片刻寧靜。反而在歷
史城區另一端的阿婆井前地和港務局大

樓，則保留了歐洲古城的閒逸味道，百年建築在燈光映照下
更為動人。

港務局大樓是澳門少數留存下來的伊斯蘭式建築，它原
稱嚤囉兵營，給予從印度招募到澳門當警察的 「嚤囉」（葡
萄牙人對穆斯林的稱呼）居住。一八七四年建成不久即被颱
風吹毀，同年重建，由意大利建築師卡蘇杜設計，帶有印度
─撒拉遜風格，將印度伊斯蘭式建築結合英國維多利亞時期
的哥德復興式，共冶一爐。

為了適應炎熱多雨的氣候，嚤囉兵營的房間裝上百葉窗
，外面加設長而寬闊的遊廊，可容八人並排而行，方便大批
人員走動。外牆可見哥德式的三葉圖形，但沒有哥德式常用
的尖拱，改為伊斯蘭拱券。女兒牆上布滿方尖形雉堞，既有
防禦意味，亦富裝飾效果。在澳門，與其風格相似的建築物
是國父紀念館。

嚤囉兵營建於巨大的花崗石平台上，外牆粉刷成黃色，
以白色線條襯托。一九○五年起，它用作船政廳（今港務局
，相當於香港的海事處）和水警稽查隊的辦公地點，俗稱 「
水師廠」，現為澳門港務局大樓，室內不對外開放，但遊廊
可讓遊人進入拍照。

在
聖
誕
的
歡
慶
晚
會
上
，
年
近

六
旬
的
鄭
生
，
即
興
從
口
袋
裡
掏
出

支
口
琴
，
演
奏
一
曲
﹁鈴
兒
響
叮
噹

﹂
的
聖
誕
歌
。
台
下
的
同
事
隨

復

音
口
琴
的
節
奏
，
一
齊
拍
手
蹬
足
地

和
唱
，
將
晚
會
推
向
高
潮
。

同
事
們
都
不
知
道
鄭
生
會
有
這

套
﹁絕
藝
﹂
，
以
前
的
聚
會
，
鄭
生

只
是
被
人
推
擁
上
台
，
破
音
百
出
地

唱
一
首
卡
拉
O
K
完
事
，
人
們
其
實

想
在
開
玩
笑
中
得
到
歡
愉
。
為
避
免

尷
尬
鄭
生
已
在
一
周
前
，
就
偷
偷
地

跟

網
上
的
教
學
課
程
學
起
口
琴
吹

奏
。
沒
想
到
基
本
音
階
並
不
難
吹
，

三
天
內
竟
可
吹
起
這
首
聖
誕
歌
來
，

再
三
天
熟
練
後
即
可
獨
奏
。

其
實
引
起
鄭
生
興
趣
和
堅
持
六

十
歲
學
吹
打
的
還
有
另
外
原
因
，
那

是
初
學
的
第
一
課
，
老
師
先
教
這
樣

的
基
本
功
：
吹
奏
口
琴
，
要
學
習
用

腹
式
呼
吸
，
不
是
用
肺
呼
吸
。
吹
奏

型
的
樂
器
都
一
樣
，
用
肺
去
吹
一
定

氣
吹
不
長
，
而
且
對
身
體
不
好
。
用
腹
部
去
吹
氣
會

深
長
而
且
有
助
於
腸
胃
蠕
動
。
檢
視
自
己
是
不
是
用

肺
在
呼
吸
，
對

鏡
子
看
，
看
看
肩
膀
有
沒
有
在
動

，
如
果
肩
膀
有
在
動
那
就
是
有
用
肺
在
呼
吸
。

鄭
生
以
前
曾
留
意
到
一
篇
科
普
文
章
，
說
的
是

肺
活
量
的
大
小
是
衡
量
一
個
人
健

康
狀
況
和
精
力
的
重
要
標
誌
，
多

數
人
的
肺
活
量
會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而
下
降
，
但
如
果
平
時
習
慣
於

腹
式
呼
吸
的
，
心
肺
功
能
衰
退
的

情
況
可
大
大
改
善
。
不
想
鄭
生
在

六
十
歲
學
吹
打
時
也
實
現
了
此
健

身
願
望
。 六十歲學吹打也健身

思 健

一
名
聰
慧
的
女
孩
，
在
她
讀
小
學
時
，
父
親

與
她
訂
了
﹁讀
書
合
同
﹂
，
每
晚
一
起
讀
書
半
小

時
。
堅
持
五
年
，
讀
書
近
百
本
，
女
孩
品
學
兼
優

，
而
父
親
卻
突
然
有
了
﹁小
三
﹂
，
因
之
拋
棄
了

家
庭
。父

親
是
一
家
製
衣
廠
的
老
闆
，
生
意
有
聲
有

色
，
但
有
了
﹁小
三
﹂
後
，
幾
年
下
來
，
竟
以
破

產
告
終
，
﹁小
三
﹂
捲
走
剩
餘
的
財
產
，
父
親
走
投
無
路
，
回
家
跪

求
妻
女
收
留
。
女
兒
憎
恨
這
個
曾
經
的
正
人
君
子
，
她
發
憤
讀
書
，

考
取
了
北
大
，
要
向
父
親
證
明
，
沒
有
他
，
她
與
貧
病
交
加
的
母
親

一
樣
可
以
活
下
去
。

父
女
的
和
解
一
波
三
折
，
是
曾
經
一
起
讀
書
的
良

好
基
礎
，
令
一
家
人
又
走
到
一
起
。
父
親
悔
不
當
初
，

決
定
東
山
再
起
。
女
兒
目
睹
父
親
的
不
忠
誠
行
為
後
，

對
以
前
所
讀
書
中
的
一
句
話
非
常
感
慨
：
﹁不
忠
誠
的

人
將
一
無
所
有
，
忠
誠
的
人
將
獲
得
成
功
﹂
。

忠
誠
在
當
今
買
少
見
少
，
不
忠
誠
成
為
人
類
高
智
商
的
副
產
品

。
一
名
﹁小
三
﹂
轉
正
做
了
妻
子
的
女
人
說
：
他
以
前
為
了
和
我
在

一
起
，
對
老
婆
特
別
會
撒
謊
，
鬧
離
婚
的
時
候
，
他
老
婆
才
知
道
我

們
在
一
起
已
經
三
、
四
年
。
現
在
輪
到
我
擔
心
，
他
那
時
能
哄
得
住

老
婆
，
不
也
是
在
騙
我
嗎
？

這
個
女
人
與
好
不
容
易
到
手
的
丈
夫
維
持
着
婚
姻
，
但
卻
有
心

計
地
積
攢
個
人
名
下
的
財
產
，
又
常
常
在
外
說
他
的
壞
話
。
不
忠
誠

的
男
人
遭
遇
不
打
算
忠
誠
的
女
人
，
又
沒
有
一
位
優
秀
的
兒
女
為
他

兜
着
底
，
到
頭
來
可
能
真
是
一
無
所
有
。

不
忠
誠
行
為

慕

秋

飛
艇
侵
入
中
國
上
空
，
密

擠
擠
的
像
楊
柳
樹
下
的
蜻
蜓
，

國
家
危
在
旦
夕
…
…
這
是
早
期

中
國
科
幻
小
說
的
精
彩
情
節
，

不
容
錯
過
。

飛
艇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
被

西
方
國
家
研
發
為
戰
略
武
器
，

立
刻
引
起
中
國
知
識
界
的
廣
泛

注
意
，
甚
至
有
人
認
為
如
要
強
國
，
非
要
建
立
飛
艇

隊
不
可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號
的
《
小
說
世
界
》
刊
登
了

一
個
很
精
彩
的
科
幻
短
篇
，
名
為
《
十
年
後
的
中
國

》
（
作
者
署
名
﹁勁
風
﹂
）
，
講
述
一
個
業
餘
科
學

家
研
發
出
威
力
無
比
的
﹁死
光
﹂
，
他
提
議
政
府
建

造
十
隻
巨
型
的
飛
艇
，
載

他
製
造
的
死
光
儀
器
作

戰
，
一
定
能
把
外
國
列
強
打
個
落
花
流
水
，
但
當
時

政
治
腐
敗
，
他
的
建
議
不
受
重
視
。
轉
眼
就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
中
國
積
弱
如
舊
，
﹁啊
哪
噠
﹂
國
大
軍
壓

境
，
﹁在
海
邊
整
整
齊
齊
的
排

幾
百
隻
天
字
號
大

軍
艦
，
天
上
飛
艇
密
擠
擠
的
像
楊
柳
樹
下
的
蜻
蜓
一

樣
。
這
時
候
總
統
嚇
得
不
曉
得
鑽
到
哪
裡
去
了
。
﹂

生
死
存
亡
的
時
刻
到
了
，
那
科
學
家
帶

他
的

死
光
槍
，
登
上
飛
艇
，
單
人
匹
馬
應
戰
，
作
者
有
精

彩
的
描
寫
：
﹁我
把
機
關
輕
輕
一
撥
，
一
道
光
射
了

出
去
，
只
見
一
隊
飛
艇

了
火
，
都
顛
跌
下
去
了
。

我
又
發
射
兩
道
光
，
燒
毀
了
在
海
裡
兩
隻
最
大
的
兵

艦
艇
。
不
到
二
十
分
鐘
，
我
飛
到
了
該
國
上
空
…
…

，
這
個
國
家
立
刻
派
了
五
百
隻
飛
艇
，
一
百
隻
大
兵

艦
，
可
憐
還
沒
出
發
，
就
觸
光
而
化
了
。
他
們
那
個

唯
一
的
大
火
山
，
幾
百
年
都
沒
噴
吐
，
被
我
用
兩
道

光
引
一
引
，
頓
時
噴
吐
出
來
。
全
國
都
震
盪
得
十
分

厲
害
，
像
是
塌
下
去
一
樣
。
﹂

死
光
的
威
力
震
驚
國
際
，
列
強
怕
得
要
死
，
紛

紛
求
饒
。
故
事
雖
屬
天
方
夜
譚
，
但
反
映
當
時
知
識

界
對
﹁科
學
救
國
﹂
的
期
望
。

大
戰
飛
艇
吳

昊







有
一
種
常
見
﹁半
寶
石
﹂
瑪
瑙

，
價
錢
不
貴
，
古
今
不
少
工
藝
師
把

質
佳
者
雕
成
鼻
煙
壺
、
人
像
和
各
種

陳
設
品
。
例
如
附
圖
，
就
是
清
代
佚

名
雕
刻
之
紅
白
瑪
瑙
人
物
立
像
，
捧

壽
桃
、
背
葫
蘆
，
高
僅
十
一
公
分
。

其
最
大
特
色
並
不
是
雕
藝
；
而
是
利

用
天
然
紅
、
白
二
色
的
優
質
瑪
瑙
作

材
料
，
隨
﹁色
﹂
賦
形
，
巧
雕
成
像
。
壽
桃
、
葫
蘆
、

帽
子
和
一
雙

腳
，
均
為
紅
色
；
這
些
紅
色
部
分
皆
石

頭
自
然
分
布
而
成
。
工
藝
師
心
思
靈
巧
，
索
性
用
這
些

部
位
變
為
形
象
化
，
可
說
匠
心
獨
運
，
構
圖
設
計
特

別
。

瑪
瑙
原
石
有
很
多
不
同
種
類
，
古
人
稱
紅
白
相
間

者
為
﹁纏
絲
瑪
瑙
﹂
，
黑
白
相
間
者
為
﹁截
子
瑪
瑙
﹂

，
石
心
呈
半
透
明
者
為
﹁紅
玉
髓
﹂
。
大
家
熟
悉
的
南

京
雨
花
台
石
，
條
紋
色
渾
變
化
多
，
只
是
含
細
砂
而
質

欠
細
膩
，
其
實
亦
屬
瑪
瑙
家
族
之
一
種
，
但
不
能
用
作

雕
刻
材
料
，
僅
供
賞
玩
或
放
魚
缸
中
作
裝
飾
。

較
上
乘
的
瑪
瑙
舊
雕
件
，
與
舊
綠
松
石
雕
件
及
舊

珊
瑚
雕
件
般
完
好
傳
世
者
俱
不
多
。
若
購
紅
瑪
瑙
雕
件

，
大
家
要
特
別
小
心
；
因
為
坊
間
多
﹁燒
紅
瑪
瑙
﹂
（

放
電
爐
內
高
溫
燒
成
鮮
紅
）
，
乃
人
工
造
色
或
染
色
。

紅白瑪瑙舊雕件
李英豪

洄
瀾
．
花
蓮

張

泠

港務局大樓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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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呂顏婉倩報道：《紫荊》雜誌
社與百利建國際有限公司一月三日晚於灣仔港灣道會議
展覽中心西南翼七樓皇朝會，共同主辦《攝影大師陳復
禮》特刊出版儀式暨晚宴，已屆九十六歲高齡的陳復禮
親自到場主持，本地文化界及香港社團領袖應邀出席晚
宴。

96高齡精神矍鑠
當神采奕奕的陳復禮坐輪椅由兒子陳驚雄推進大

門時，就吸引了全部到場嘉賓的注意。而到場者也都紛
紛對手中的《紫荊》特刊─《攝影大師陳復禮》讚不
絕口。 「非常感謝《紫荊》雜誌社為我父親所做的特刊
，能夠將他一生的作品、各個方面的資料系統的集合起
來。」陳驚雄說道。陳驚雄告訴記者： 「父親在家休養
已有多年，此次活動為他做了集子，他真的很高興。」

在儀式中陳驚雄、中華攝影學會名譽會長吳連城、
《紫荊》雜誌社社長劉偉忠、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
席陳偉南及百利建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正欣分別發言
，高度評價了陳復禮在攝影界的貢獻。陳驚雄在致辭時
還分享了年輕時與父親一起拍攝與沖洗照片的情景，這
些昔日的美好時光，讓人感動。他曾在暗房協助陳復禮
沖照片，也曾陪他到黃山、峨眉山等地拍照；那時沒有
纜車，他跟父親從前山爬上去，再從後山爬下來，在山
裡一住往往就是四、五天。他跟在父親後面一路走一路
拍，主要任務就是上膠卷、換鏡頭。陳驚雄的分享，令
大家更加了解陳復禮先生對攝影藝術的執著。

從事攝影60多年
陳復禮是著名的世界攝影大師，與吳印咸、郎靜山

並稱攝影界 「華夏三老」。陳復
禮今年九十六歲高齡，從事攝影
活動的時間長達六十多年。他的
作品曾設展歐、亞、非、美各地
，兩百多件作品在國際攝影沙龍
獲獎。作為華人攝影界的老前輩
，幾十年來陳復禮雖然輾轉於內
地、香港、泰國、越南等地，卻
始終執著於攀登攝影藝術高峰，
創作了大量傳世佳作，還多次舉
辦影展、出版攝影畫冊，展示了
一代攝影大師的風采。

在堅持攝影創作的同時，陳
復禮還積極從事各類攝影社會活
動、創建攝影組織、發行攝影報
刊，為中國攝影在國際上贏得了
廣泛的聲譽。從上世紀五十年代
開始，陳復禮多次走訪內地創作
辦展，為當時還比較閉塞的內地
攝影人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攝影
發展的視窗。

主辦單位希望藉此次機會介紹攝影大師陳復禮的
攝影藝術，讓廣大市民進一步了解攝影界的重量級藝
術家。

▼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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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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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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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場
上

葉
幼
琪
出
席
曲
協
全
國
大
會

攝影界華夏三老之一

《攝影大師陳復禮》特刊出版

▲陳驚雄推父親陳復禮與到場嘉賓合影
本報攝

▲《紫荊》雜誌《攝影大師陳復禮》封面
本報攝

▲攝影家陳復禮 本報攝

▲《攝影大師陳復禮》特刊首發儀式暨晚宴現場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