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福利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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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於十月十一日宣布委任
方美昂（Alison Friedman）
出任西九文化區表演藝
術總監一職，她將會領
導舞蹈、戲劇、戲曲，

以及音樂和戶外等團隊。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汪
明荃十八日下午發出的聲明指出：對於戲曲中
心，西九管理層一向給予業界的承諾是，設獨
立的藝術總監；節目編排及運作以藝術主導，
由行政人員協助藝術總監發展。汪明荃認為，
戲曲是百分百的中國文化藝術，為何由外國人
領導，相信本地有合適的人才擔任戲曲中心的
藝術總監。對未為戲曲中心安排獨立的藝術總
監表示不滿。

西九管理局回應：正公開招聘表演藝術主
管（戲曲），作為藝術節目團隊的重要一員，
方美昂履新後盡快與持份者會面，而表演藝術
主管（戲曲）將會與表演藝術主管（戲劇）、
表演藝術主管（舞蹈）和藝術策劃（音樂）合
作，支援表演藝術總監的工作，同時管理局亦
會設西九戲曲中心顧問小組，提供專業建議。

八和對未有就戲曲中心招聘獨立的藝術總
監，而是招聘了 「跨界別的藝術總監」，於十
月二十日再度發聲明表示不滿。八和主席汪明
荃在聲明中表示，從管理局提供的資料看不到
這個 「跨界別的藝術總監」對傳統戲曲、粵劇
有深入的認識。 「當 『跨界別的藝術總監』沒
有實質能力去給予傳統戲曲作藝術層次的指導
時，傳統戲曲便應該有自己專設及有實質權力
的藝術總監。」

汪明荃聲明又說，八和與業界 「不反對有
『跨界別的藝術總監』，沒有質疑方美昂的成

就及藝術行政的能力，更對其國籍和種族沒有
任何意見；強調只需要對戲曲和粵劇有深切認
識的人士出任藝術總監」。

值得文化界和香港市民大眾重視的是，八
和會館提出了一個關連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方向
的重大課題： 「管理局現將聘請的 『藝術主管
』，如果只是統籌行政運作，而這個職位又是
在 『跨界別的藝術總監』之下，八和更加擔心
戲曲中心的發展方向。」

西九管理局不但要考慮戲曲中心的發展方
向，而且要考慮整個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方向，
考慮香港文化的發展方向。

中國文化，也稱中華文化。外國人可以主
導中國文化嗎？外族人可以主導中華民族文化
嗎？具體地說，中華文化是植根於中華大地上
，由數千年歷史形成和發展起來，融會了歷代

中華各族文化並吸收了外族文化而將之融化為
獨成一體的、具時代適應力及豐富多樣的穩態
的和合文化。這種和合文化，極具凝聚力、融
合力，不是一源分流，而是多元歸一，多根共
生，通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共冶一爐，將
外國文化、外族文化之精華融入己體，與時俱
進，構成越來越牢不可摧的民族文化實體。

中國不排斥外國人，還善於向外國先進學
習，吸收他們的智慧，但中國的事由中國人辦
，選擇什麼道路、理論、制度前行，決定文化
發展的方向，必須由中華民族自己定，這就是
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穿什麼樣的鞋子合適只能由
自己的腳來定。

筆者認為，無論從文化思想理論上看，或
從西九文化區的文化藝術發展的實際操作及發
展方向上看，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代表業界所
作聲明的精神及原則是對的，符合中國香港特
區的社會實際，符合中國邁進新時代習近平總
書記治國理政的方略要求，符合習近平總書記
六月底七月初視察香港時所闡明的中央治港方
略、為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行穩致遠所
指明的方向。

八和會館汪明荃主席的兩次聲明，表明包
括粵劇界在內的香港文化界在二十年來 「一國
兩制」的實踐中，大大增強了對自己的中國文
化自信。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八個 「明確」，其中
第三個 「明確」是： 「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總體布局 『五位一體』、戰略布局是 『四
個全面』，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對 「一國兩制」的自信
，從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體系上看，也正是對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堅定性表現，而汪

明荃聲明着重點是體現八和會館及業界人士的
「文化自信」上。

十九大報告對 「文化自信」單闢專章，濃
墨重彩。媒體統計，報告全文 「文化」一詞出
現七十九次，超過出現七十次的 「經濟」，成
為僅次於「政治」的高頻關鍵詞。香港是中西文
化交匯、碰撞之地，是高度開放的國際大都市
。以西方文化為主的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的
文化都以各種形式、各種途徑湧入，精華、糟
粕混雜。香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香港文化應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為主體，
來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壯大自己。故此，八和
會館的聲明無疑是值得鼓勵和支持的正能量。

需要再三指出的是香港的中國人絕不排外
，歡迎方美昂履新，發揮中西文化良好態勢的
交匯作用。但建議應增加聘請兩名 「跨界別的
藝術總監」，一名要聘香港的文化藝術界人士
，另一名向中國文聯聘請合資格人士，以加強
香港本土的中華文藝傳播工作，加強香港與內
地的全面文化交流。

筆者提請西九文化管理局，重視習近平總
書記在中共建黨九十五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
講話所闡述的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
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重視習近
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指出的： 「沒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
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希望管理局以至政
府相關部門，在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
針中，堅定地執行 「文化自信」的方略，增強
中華文化話語體系建設，鍛造文化自信的源源
不絕的有生力量。

（作者為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創會會長、香
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創會會長、香港資深傳媒
人員聯誼會顧問、香港孟子學院院長）

香港要有高度文化自信
──由八和主席汪明荃聲明想到的

謝緯武

我多次流連在老子講學的場所，也是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道德中宮。在道德
中宮的老祖殿山牆伸出部分，發現左右各
有一塊雕花精美的磚雕樣建築構件，大約
一尺半的高度，上面分別雕刻着 「天官送
福」， 「松鶴延年」等吉祥圖案，雕工精

美，每次去，我都要端詳許久。
遇見一位老人，稱此為 「馬頭」，我猜想，這一定是俗語，

後來遇見學古建築的一位先生，方知此物為 「墀頭」，又名 「腿
子」、「馬頭」。多位於凸出於山牆的兩側，承擔着排水和阻水的
作用，方知雨水潲濕山牆和邊牆，後來，逐漸演化為裝飾作用。

後來，我到江南各地去旅遊，見過有墀頭的建築不勝枚舉，
實因江南多雨，墀頭在此，承擔了阻水和裝飾兩種作用。江南的
雨密密匝匝的飄落，把墀頭洗得油亮油亮，舉起相機拍照，有自
帶 「美顏」的效果。

這些凸出山牆的墀頭，有的雕刻有 「梅蘭竹菊」等四君子圖
案，寓意主人品行高潔，有君子之風。建築，多數情況下，也是
被主人用來 「託物言志」的主要承載物，就好比暴發戶喜歡 「大
金鏈子」，文藝青年喜歡 「棉麻服飾」，小資情調的女人愛侍弄
「花花草草」，復古的女人愛穿旗袍……

有的墀頭雕刻着動物圖案，比如， 「麒麟送子」、 「馬上封
侯」、 「松鶴延年」、 「獅子滾繡球」……還有一些，似乎是《
山海經》裏走出來的神獸，長着人臉，還有一雙翅膀，也像是西
方神話中的天使，或許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意思。也有的墀頭上雕
刻有 「蝙蝠」、 「元寶」、 「葫蘆」、 「石榴」、 「如意」等圖
案，代表着 「多子多福」、 「富貴如意」等吉祥寓意。

還有的墀頭上索性直接用漢字雕刻上 「福祿壽喜」，倒是簡
潔明瞭，我總是覺得有些突兀，少了些諧音雙關的意趣在裏面，
赤裸、直接，沒有一些溫婉的感覺，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在一些宗教場所，墀頭被賦予了濃郁的宗教色彩，比如 「蓮
花」、 「寶劍」、 「陰陽板」、 「陰陽魚」等，神秘端莊，且有
文化特色，讓人一眼望上去，就知道這不是一般的民宅或官宅。

其實，建築的樣式不同，墀頭也不盡相同。《清式營造則例
》中闡釋： 「硬山墀頭由下至上一般分為下碱、上身、稍子三個
部分，廡殿、歇山、懸山等建築則無稍子。」這些太過專業，非
古建從業人員不懂，我們只需曉得，在穿衣搭配上，不同的衣服
，配不同的配飾即可。

「墀頭」這個名字，單從字面意義上看，個中有個「犀」字，
眾所周知，犀牛的顯著特徵中是犀牛角，有力的犀牛角凸出於頭
部，用以禦敵。墀頭，也像犀牛的角一樣，凸出於山牆，只不過
，不像犀牛角那樣暴力，而是被賦予了美感，儒雅有致，耐人玩
味。建築也像是人，或端莊，或敦厚，或偉岸，或消瘦得站在那
裏，屋簷是它的髮髻或帽子，青磚是它的衣裝，墀頭就是它的領
結，或者說，一座建築 「紳士」與否，關鍵看它的墀頭。

一個政府能否為民眾辦
事，辦多少事，民眾能享多
少福利，免費醫療囊括哪些
範疇，義務教育到哪個階段
，公共設施怎麼樣，這些事
的多與少，好與不好，是檢

視一個政府為民服務的度量衡。
得州因石油和化工產業著稱，經濟發展好於

其他州，是美國不收個人所得稅的七個州之一。
在休斯頓遠郊一個叫Galveston的地方，附近有一
海灣，海灣不遠處有一個大型煉油廠，進出廠的
油輪在海面上穿梭往來。進廠的，將原油送去加
工；出廠的，將成品油送往各地銷售。高噸位的
油輪，體積碩大，氣勢磅礴，汽笛聲雄渾。與油
輪一起穿梭的，還有載客的渡輪，十五分鐘一班
，每班裝載百來輛汽車和乘車的人。船隻各行其
道，海灣忙忙碌碌。

天亮時我們到達碼頭，恰逢一艘渡輪即將啟
航，排上隊，不用等候，隨車流而上，去海灣對
面的Bolivar釣藍海蟹。

在得州，渡輪歸交通局的公路系統管理。公
路由政府買單，因此搭乘渡輪，就只當用一段公

路，公路免費，渡輪也免費。用納稅人的錢為納
稅人辦事，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原本是無
可非議的事。

我是一個多慮之人，身為遊客，一個沒稅可
交的外國遊客，我琢磨在哪裏買船票。許是被遺
忘了？還是享錯了福利？我犯疑地問小英： 「我
們在哪裏買船票？」答曰： 「渡輪免費，本州人
免，外州人免，外國人也免。」

新墨西哥灣的清晨，海風絲綢般地吹拂。藍
天與大海之間，有海鷗的叫聲和撲翅聲。海鷗成
群結隊，緊緊地追逐渡輪，一會兒在高空飛翔，
一會兒朝甲板俯衝，一會兒又煽動翅膀揚長而去
。牠們來來回回地往返，是向我們祈求食物？還
是諂媚？還是單單享受生活？

「鳥兒們被慣壞了，一見渡輪就來討食。」
小英話雖這麼說，還是放下背包，取出事先準備
好的麵包分給大家。我們把麵包撕碎，一次次地
拋向空中，鳥兒們叫着、飛着、撲着翅膀過來搶
食。獵物夠多，鳥兒夠勇，強者得食。有的眼疾
手快，在同伴尚未反應過來時，就捕獲一塊；有
的在麵包拋出後，還沒形成弧形，就據為己有；
我為那些笨鳥着急，牠們飛來飛去，半天捕不到

一塊。
一隻海鷗落在了船艄，牠大大方方地走到我

面前，一邊啄食落在甲板上的麵包屑，一邊欣賞
同伴們的表演。牠偶爾斜我一眼，伸縮一下脖子
，轉動一下眼珠，又繼續啄食，不把我們當回事
。這裏的人類和鳥類，簡直沒有尊卑之分。雲端
與大海之間，人鳥同樂。

海鷗是海洋的象徵，是和平天使，無論是站
着，還是飛翔，還是在船舷上排着隊跳水，都是
我鏡頭下的寵兒。海鷗是友好的，免費渡輪是令
人讚賞的。到岸了，半個小時的渡輪，五個人和
一部車，如果收費，該是多少？我在心裏琢磨。

關於福利那些事兒，香港怎麼樣呢？你是否
知道，這裏的高速公路是免費的；公立醫院裏一
流的醫生和醫療設備是基本免費的；郊野公園是
不收門票的；海灘的泳場是隨便進出的，而且，
還有專業救生員為你免費執勤，有泳後的淡水洗
浴供你隨便使用，等等。

生活在這個環境的人，時間久了，已經習慣
了，樣樣事情來得自然，天經地義。今天這麼掐
指一算，倒也數落出一些好處來。公共福利，真
是再多都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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墀頭：一座建築的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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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廬山 白頭翁
廬山的別墅修得

都夠百年大計，千年
大計。都是廬山的青
石打基，青石壘牆。
也難怪，廬山的租借
期為差一年一千年，

洋人欺負中國人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標號為310的別墅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

他們家的 「夏屋」，用她的話說 「每年六月
，當秧苗從旱地秧田移插到水田的時候，也
就是去牯嶺的時候了」。到了廬山才知道原
來賽珍珠不到半歲就被父母從美國帶到中國
，來到了廬山，來到了這座修建得敦敦實實
的別墅中。她是在這裏接觸到中國人的，接
觸到中國社會的，她對廬山抱有很深的感情
。每到夏季她都盼着登廬山，那裏有大自然
，有她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快樂。賽珍珠獲
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大地》系列就是寫
中國社會的，就是寫中國農民的，就是在我
站着的這幢石頭別墅中寫出來的。一九七○
年已經七十八歲的賽珍珠滿懷深情地回憶道

： 「中國是我的心靈所在，我吃她的飯，喝
她的水。我最初有意識的記憶就是關於她的
人民和她的大好河山。」一九七三年，賽珍
珠在美國去世，她生前幾次想來中國，想登
廬山，想再住住這座她父親親自蓋起的廬山
別墅，她終於帶着遺憾走向上帝。美國總統
尼克松稱讚她是 「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
橋。」

我久久站在賽珍珠的小屋裏，靜靜地望
着她的蠟像和雕塑，想接收一點這位不朽的
西方作家的靈氣和冥冥之中的氣場。我覺得
賽珍珠的靈魂還在。

廬山的 「洋別墅」每幢都不相同，每幢
都有着不平凡的經歷，每幢都是歷史的見證
，都是廬山的見證，都是一本打開的書籍。

我們悄然走進了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薛
嶽的別墅。沒想到一九三八年六月這裏竟然

是廬山對日作戰的指揮部。廬山不僅峻峭秀
美，風光如畫，不僅是避暑勝地，還有遷客
騷人政客名人的行蹤，令我沒想到的是這彷
彿江南纖纖細女般的廬山上竟然演繹出一場
血與火的拚死決鬥。

當年日寇佔領了江西沿長江的要塞重鎮
以後，包圍了廬山，廬山成了敵後中的孤棋
、死棋。當時江西省游擊指揮部副總指揮楊
玉春指揮着兩個保安團奉命扼守廬山。聽這
番號就能判斷，這不過是國民黨的一支雜牌
地方部隊，從武器裝備到人員素質都不會強
了，令中國人震驚，也令日本鬼子驚訝的是
，就是這支二千多人的雜牌軍竟然在廬山守
了整整十個月，憑藉着廬山的地勢和守軍熟
悉地形，他們抗住了日本人在飛機大炮掩護
下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殲滅日寇近千人，最
後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找到一條極險要的

羊腸小路突圍成功，下山的抗日勇士還不足
四百人。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介石登上廬
山緬懷在廬山戰役中英勇犧牲的抗日男兒，
曾修一烈士紀念碑，並親自題詞，非常可惜
，這座紀念碑， 「文革」中被砸毀，但石碑
入口的石門上，雖然破壞得殘缺了，仍然依
稀可見蔣 「委員長」的題詞和蔣中正的落款
。抗日英雄當永垂不朽。

含鄱口氣勢不凡。恰似口含鄱陽湖。不
登含鄱口，你不會懂得廬山之偉，廬山之雄
，廬山之美。

到含鄱口你才會知道，毛澤東當年就是
站在這兒才詠出 「一山飛峙大江邊」。果然
，我們去時正趕上好時候。運氣使然。

站在含鄱口的唇邊，眼界一亮，眼前特
寬，極目無邊，滿目風景，綠山連着藍天，
白雲飛瀑在山前，那雲如幻如夢，如神如妖

。似動時飛雲走霧，變化多端，絕無常態，
一分一秒都不相同，那變化妙在你隨意猜想
，隨意想像，想什麼似什麼，看什麼像什麼
，有人說那雲變化得像童子拜觀音，像游龍
戲鳳，像八仙過海，像仙女下凡。

我看廬山的雲確有妙處，似紗似絮，似
雲似霧，似飄似遊。加之上有藍天下有綠林
，更顯得俏麗多姿。透過薄薄的雲紗，能清
楚地看見山下廬山著名的西林寺、東林寺，
那禪塔還熠熠放着反光。七里湖、八里湖像
鑲嵌在禪塔旁的兩塊碧綠閃光的佩玉。在遠
水茫茫，天茫茫，那就是鄱陽湖了。

據說眼力好的人借着陽光能看見鄱陽湖
那邊的長江，趕得巧能聽見長江客船上陣陣
的汽笛聲。這時候，你爬了一身汗，迎着那
山那雲那水那湖憑空一站，風吹胸襟，一陣
快意襲上心頭，頓時覺得清涼無限，心曠神
怡，把酒臨風，連心胸都覺得博大起來了，
才真有那種寵辱皆忘，其喜洋洋者矣的感
覺。

（中）

乘公車上下班，碰到幾個有意思的情
景。

那天早上上班，碰到一對母子。早高
峰時段，人比較多，孩子坐着，母親手裏
拎了打包的早點挨在旁邊站着。孩子說：
「車上不能吃東西，味道太大。」母親說

： 「沒關係，我們不吃包子，只吃雞蛋。」孩子又說： 「雞蛋也
不能吃的。」母親卻堅持說： 「雞蛋味道不大，可以吃的。」然
後，她剝好了雞蛋，用塑膠袋包着餵到孩子嘴邊，孩子無奈，只
好張口。我看那孩子一口一口吃着，咬到蛋黃時，掉下一小塊兒
，再咬一口，又掉一小塊兒，母親抱怨說： 「你看看，掉得衣服
上都是。」到站下車時，他們的座位底下散落着一些蛋黃末。

車廂裏張貼着 「不要在車內飲食」的宣傳單，每逢到站，語
音播報都會重複一次 「本車廂為無飲食車廂，請不要在車內飲食
及亂扔廢棄物」，意思表達很清楚，不是不食有味道的食物。我
不知道這個孩子以後會不會還堅持不在車廂裏飲食，更不知道他
是不是慢慢學會了遇事在規則之下打擦邊球。

還是早上上班，碰到一對父子。父親抱着孩子坐在車廂靠前
面的座位，兩人低聲絮絮叨叨說着話，很溫情。父親跟孩子說：
「下午一定第一個去接你，讓你一出教室門就看到爸爸，好不好

？」孩子連聲說好。突然一輛摩托車從車前橫穿，公車司機緊急
剎車，站着的乘客不免東倒西歪，有人抱怨。這位父親衝口而出
一句粗口，接着對孩子說： 「好危險啊，這人不守規矩。」沒想
到，孩子卻小聲模仿他說了那句粗口，他一驚： 「你說什麼？」
孩子又重複一遍，他怒道： 「你怎麼能學大人說話呢？怎麼能學
大人說話呢？」孩子捂了臉，不再說話。

我有些想幫這個孩子反駁一下： 「爸爸，我為什麼不能學大
人說話呢？」

南朝范曄《後漢書．第五倫傳》裏說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者訟」。對孩子的養成教育，需要用言語教導，更需要用行動來
示範。父母是與孩子最親近的人，一言一行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
着孩子，想成為孩子 「最好的老師」，真不是簡單的事情。

言傳身教
黃 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