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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及修訂公告
潮薈

現特通告：李慧明其地址為香港銅鑼灣
高士威道24-36號灣景樓C座地下17及
19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
灣高士威道24-36號灣景樓C座地下17
及19號舖潮州的酒牌續期，並作出
以下修訂：修訂事項：店舖名稱由 「潮
州」 改為 「潮薈」 。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
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6年7月26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CHIU WUI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i Wai Ming of Shop
17 & 19, G/F., Block C, Bay View Mansion,
24-36 Causeway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潮州
situated at Shop 17 & 19, G/F., Block C, Bay
View Mansion, 24-36 Causeway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Proposed amendment(s): Shop Sign Changing from
"潮州" to "CHIU WUI RESTAURANT".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6 July, 2016

申請新酒牌公告
Samsen

現特通告：CLIFF, Adam Lee其地
址為香港灣仔石水渠街64-70A地下
03-04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灣仔石水渠街64-70A地下03-04
號舖Samsen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
駱克道市政大廈8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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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大公報訊】新西蘭皇家芭蕾舞
團十月來港演出《仲夏夜之夢》，以
莎士比亞的劇本為本，輔以孟德爾遜
的美妙劇樂。此舞劇首次於二○一五
年八月在惠靈頓演出，里安姆．史家
列充滿音樂感的靈巧編舞躍現於舞台
的優美設計和燈光下，為莎士比亞筆
下的魔法森林和活靈活現的角色注入

新生命。
《仲夏夜之夢》是二○一五年里

安姆．史家列為新西蘭皇家芭蕾舞團
創作的首個足本版作品。史家列曾於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接受舞蹈訓練，
畢業後更為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擔任舞
蹈員。他在二○一二／一三年舞季離
開幕前，專注發展編舞事業；二○一
二年獲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委任為首位
駐團藝術家。他曾為該團創作的編舞
作品包括《安慰曲與愛之夢》（獲藝
評界獎提名），《水仙青草地》（榮
獲奧利花大獎提名及藝評界獎）和《
慶典雙人舞》（慶祝英女王登基鑽禧
紀念）。二○一五／一六年舞季，他
為舞團創作了長篇敘事芭蕾舞劇《科
學怪人》。

新西蘭皇家芭蕾舞團於一九五三
年成立，素以演繹長篇舞劇聞名，此
更成為舞團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的一
大特色。舞團的演出照顧了國內外觀

眾的口味，作品擁有十九世紀經典舞
蹈作品至二十一世紀當代作品的編舞
風格，並融入舞團和新西蘭的獨有風
格。該舞團現任藝術總監是法蘭西斯
科．文迪利亞。他以往曾獨舞演出，
為形形色色的劇目擔任要角，包括瑪
卡洛娃《舞姬》中的銅像，以及蕭菲
．紀蓮《吉賽爾》中的希拉里昂（分
別於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和英國高文花
園公演）。他又曾為不少首屈一指的
舞者創作舞蹈作品，包括羅伯托．波
雷、烏利安娜．洛帕特金娜和斯韋特

蘭娜．扎哈諾娃；另曾與多個著名
的場館及組織合作，包括維羅納競技
場、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聖彼
得堡馬林斯基劇院和威尼斯雙年展
等。

《仲夏夜之夢》於十月七日及八
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十月九日下午
三時，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公演。門
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www.urbtix.
hk。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
二三，或瀏覽康文署網頁：www.lcsd.
gov.hk，搜尋《仲夏夜之夢》。

新西蘭皇芭演《仲夏夜之夢》

▶新西蘭皇家芭
蕾舞團的《仲夏
夜之夢》往年演
出相
Stephen A'Court攝

【大公報訊】記者劉榕欣報道
：今年香港書展以武俠文學為主題
，而金庸作為香港武俠小說的代表
人物之一，成為了此次書展講座的
熱門話題。由日本翻譯撰稿人岡崎
由美帶來的講座 「享受武俠境界
——日本讀者眼中的金庸小說」七
月二十四日在會展中心舉行。

岡崎由美於講座現場表示自己
痴迷中文武俠小說多年，亦是金庸
的忠實粉絲， 「在日本還沒有金庸
武俠小說的日文翻譯本時，我已拜
讀並研究金庸的武俠作品良久，幸
運的是一九九六年我終於得到機會
參與德間出版社負責的《金庸武俠
小說集》翻譯與出版的工作。」據
了解，一九九五年，日本德間出版
社與香港明河出版社簽約，正式授
權其在日本出版發行金庸武俠小說
系列作品，而岡崎由美則因一九九
四年發表文章《中國武俠小說講義
》，加之其對金庸小說的了解，獲
得了翻譯首批日本版金庸武俠小說
的機會。

談及日本讀者對金庸作品的感
受，岡崎由美表示 「金庸筆下的人
物形象鮮明，多數都富有自己的特
點，容易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儘
管日本讀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

中的諸多武功招式，但也覺得武功
名稱富有詩意，相比武打場面的描
寫，日本讀者普遍對於金庸小說中
的愛情故事更為感興趣。」被問及
金庸筆下的哪一本小說最受日本讀
者歡迎，岡崎由美表示《神鵰俠侶
》（日本譯名為《神鵰劍俠》）的
銷售情況最佳，日本讀者亦對書中
小龍女與楊過的師生戀反應良好。
另外，《雪山飛狐》被日本武俠迷
稱為 「武俠小說的入門書」，而《
射鵰英雄傳》則被日本讀者視為勵
志之作。

除此之外，日本版的金庸武俠
小說在翻譯過程中亦因文化差異的
原因作出部分修改，例如《笑傲江
湖》的日本譯名則為《秘曲笑傲江
湖》，書中的大量古詩詞也因翻譯
障礙而被刪除。岡崎由美說： 「翻
譯過程中的刪改目的多為更好地迎
合日本讀者，令日本讀者可以在明
白小說的故事內容之餘，更直接地
閱讀小說情節，儘管金庸作品中運
用的中國古詩詞富有內涵，但難以
被日本讀者欣賞。」她希望日本讀
者可以通過金庸武俠相關的影視作
品更好地了解中國武俠小說，亦認
為，中國武俠小說在日本的發行與
流通仍然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尹飛燕指導《碧血寫春秋》今
明兩晚七時半於油麻地戲院演出。

■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辦，貫群天劇團晚上七時半於葵青劇院演藝廳
演出《桃花湖畔鳳求凰》。

■黃子華舞台劇《前度》晚上八時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公演。

■英國唱作少女Birdy晚上八時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Music Zone舉行音
樂會 「Birdy Live in Hong Kong」 。

■ 「墨世鼎新——薩潘塔墨西哥藝術收藏之二十世紀繪畫」 展覽於香港
大學美術博物館展至八月十四日。

【大公報訊】記者周婉京報道：二○○九
年，香港書展期間在文藝廊展出了不少張愛玲
生前的手稿、照片等遺物，吸引眾多 「張迷」
駐足觀看。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書展舉辦講座
「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邀請張愛玲

遺產管理人宋以朗與《張愛玲全集》主編止庵
分別講述張愛玲其人、其文特點。到場觀眾將
近五百人，約一半是本地讀者，一半是內地讀
者，亦有少數台灣及海外讀者。

遺稿《愛憎表》鈎沉
講座從探討張愛玲傳記開始，宋以朗稱市

面上有關張愛玲的書太多，光是傳記一類他家
就藏有近百本。每本書對張愛玲去世儀容的描
寫都各執一詞。實際上，只有作為遺囑執行人
的林式同身臨其境，他曾寫有 「身下墊着一床
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的情況。許
多傳記作家為追求戲劇效果，不惜違背史實，
加入個人想像將張愛玲辭世寫成 「她穿着一身
赭紅色的旗袍」。這種 「再創作」讓宋以朗屢
屢慨嘆：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至今，他
見到最誇張的描寫出自陶方宣的《卸妝．張愛
玲》，此書以第一人稱視角描寫了張愛玲死前
患上皮膚病，即便如是她依舊要忍痛穿上紅旗
袍。

另一點讓宋以朗不解的是張愛玲身上的爭
議性。他認為事情一旦與張愛玲有關，就自然
會有人站出來替她說話。前不久舉辦的台北國
際書展，曾對外展出四套張愛玲生前戴過的假
髮，引發不小爭議。爭執雙方可分作兩派：一

派認為這是張愛玲私人物品，展出不符張愛玲
初衷；另一派提出，一九九四年張愛玲曾戴假
髮拍照，並將照片寄給《中國時報》，由此可
證明張愛玲並不反對公開她的假髮。

宋以朗稱自張愛玲去世，二十一年中他常
要面對此類指責。二○○九年，他負責整理的
《小團圓》在公開出版後又引發風波。有人以
張愛玲信件中提到 「《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為由，抨擊宋以朗的做法。宋以朗則在座談上
表示，他的出版基於其個人及家庭原因，他從
不後悔。而他目前仍在繼續整理張愛玲遺作，
最新遺稿《愛憎表》在今年七月的《印刻文學
生活誌》上發表，而張愛玲 「最後的遺作」有
機會在二○一八年與讀者見面。

論四個 「與眾不同」
止庵則從張愛玲的文學特色入手，提出 「

我們為什麼要讀張愛玲」的問題。在這裏，與
眾不同的 「眾」指的是張愛玲同時代的作家群
，以及她生前身後的幾代作家群，具體的不同
之處集中在四個方面：人物描寫的不同、題材
選取的不同、語言系統的不同以及人文關心的
不同。止庵分析稱，上世紀四十年代文學創作
的意識形態化十分普遍，作家通常敘述具有階
級代表性的人物，運用的語言摹本是當時盛行
的翻譯文學，力求保持外語原有的句式，產生
了一種 「翻譯腔」，在茅盾、丁玲、巴金的作
品中尤為常見。

「張愛玲的文學不是從這個（翻譯文學的

） 『正路』上來，而是從中國古代的白話小說
到民國的 『鴛鴦蝴蝶派』這個 『偏路』上來。
現在我們再看張愛玲，發現她走的才是一條 『
正路』，因為她遵循了中國本來的語言系統，
語句順暢，不會有疙疙瘩瘩的描述。」止庵續
說，這種語言同張愛玲所處的上海淪陷區背景
有關，她是有意識地拒絕左翼文學的影響，這
種特性讓其作品擺脫了時代的某些局限， 「有
些作品死了，有些活着，活着的原因是因為它
不會死。」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作品始終關注個人以
及個體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止庵分別列舉了
《金鎖記》與《傾城之戀》，前者中的曹七巧
立足於 「財產」，後者中的白流蘇立足於 「婚
姻」，兩個女人都是要抓住一個安身立命的機
會。 「立足點隨着張愛玲的創作，變得越來越
小。她看待整個人類的觀點融入了自然視角，
並以一種十分決絕的心態來寫。到了晚年，她
甚至能做到與過去的自己 「決絕」，將《金鎖
記》改編成了《怨女》。」

讓宋以朗和止庵難以忘懷的還有 「決絕」
之心寫出的 「兀自燃燒的句子」。他們二人皆
提到〈花凋〉中的一句： 「她爬在李媽背上像
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在〈花凋〉結尾，
少女的病看似有望治愈，張愛玲卻緊接着寫道
： 「她死在三星期後」。止庵笑嘆，張愛玲夠
狠，狠才能寫得出這樣的東西。

有關香港書展詳情可瀏覽香港貿易發展局
官網：www.hkt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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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讀者眼中的金庸小說

▲日文版《天龍八
部》封面 網絡圖片

張愛玲文學的爭議與決絕

▼

書
展
講
座
﹁張
愛
玲
文
學
的
與
眾
不
同
之
處
﹂
全
場

座
無
虛
席

主
辦
方
供
圖

▲左起：《張愛玲全集》主編止庵、張愛玲
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及主持譚衛兒

主辦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