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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对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将为香港本
地带来的文化效应 、社会
效应有何期待？

单霁翔：长期以来，香港
一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受
到世人瞩目。但若一座国际
大都会没有世界级的博物
馆，或少了几分深邃与厚
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建设，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
发展的一件大事，将有利于
香港成为国际文化都会的愿
景，也有利于故宫博物院走
向国际、走向大众生活的发
展策略。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融
汇之地，我们希望借助博物
馆的平台，通过文物展览这
一直观的方式，向更多香港
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向
更多国际友人宣传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院开放后，香港民众不

但能在这里看到难得一见的
故宫文物藏品，还能听到著
名文物专家的讲座。“数字故
宫”更能让观众实现“身在宫
外，心在宫内”的感觉，在这
里还能把故宫文化创意产品
带回家。

我们希望青年学生更
有机会参与故宫知识课堂
活动，学到更多传统文化知
识。通过教育及推广活动，
包括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
实习，以加强对历史、文化
和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入地
了解故宫文化，让香港与内
地的文化血脉更加相融。

羊城晚报：“香港故宫”
开放只是第一步，您对其后
续发展有怎样的期许？

单霁翔：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的建设，既可以使
故宫博物院得以践行中华
文化传承的长远承诺，也
可以使香港博物馆界增加

一份文化自信，更可以为
香港吸引更多海内外博物
馆爱好者，提升香港成为
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
文化之都。

未来，我祝福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成为一座有温
度、令人震撼、不虚此行的
博物馆。让中华传统文化更
好地走进 700 多万香港同
胞、7000多万大湾区居民和
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
中，让中华文化与世界
文化之间增添一条文
化桥梁和纽带，使“东
方之珠”更添魅力。

加强文化遗产和
博物馆领域的合作，
无疑是增强城市文化
底蕴和文化自信的直
接手段，更可以使广
大民众了解香港在中
华文化传承中的特殊
地位和贡献。

香 港 故 宫 文 化 博 物
馆（以 下 简 称“ 香 港 故
宫”）的建成开放，为香港
回归祖国 25 周年献上一
份大礼。

香港故宫的落成离不
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全力
支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是香港故宫筹建的
主要亲历者之一。日前，
他在新著《人居香港：活化
历史建筑》中，详尽而深情
地回顾了参与筹建香港故
宫的始末。

2015 年 9 月，单霁翔
向到北京出席活动的林郑
月娥女士提出，两地携手
在香港建设一座故宫文化
博物馆，这一构思在 2016
年 11 月的西九董事局特
别会议上通过。从 2016
年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到 2022 年落成开放，前后
历时 6 年，香港故宫克服
重重难关。

《人居香港：活化历史
建筑》写下了这份经历和
思考，其中既有对香港城
市规划的解读，又以近百
个历史建筑为线索，讲述
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
香港经验和香港故事。时
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为本书撰写了
序言。

“保护不是目的，利用
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
是传承。”单霁翔在特别录
制的视频中对我们说：“把
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
过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
市而健康、完整、真实地传
给子孙后代，这才是我们
真正的目的。”

无论是香港故宫的落
成开放，内地与香港的交
流融通，还是香港历史建
筑街道的保护活化，意义
都在于此。

单霁翔新书《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面世：

解读香港故宫筹建 寄意历史活化传承

羊城晚报：您的新著《人居香港：活
化历史建筑》聚焦香港建筑活化，令人
耳目一新。本书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单霁翔：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
的国际都会，但是香港并非“文化沙
漠”，在香港的高楼大厦间，不少历史建
筑保存至今，见证着香港的历史变迁。
香港政府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更具适
应性和操作性的模式来保护和利用历
史建筑。这些经验值得内地借鉴，而传
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和
香港故事正是《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
筑》的写作初衷。

2002至2019年，我先后在国家文物
局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一时期因为工
作需要，我曾十余次访问香港，实地考察
香港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感受香港历
史建筑保护理念和实践的迅速发展。

香港虽然地域面积不大，但是作为中
西文化的交汇地，有8000多栋历史建筑，
它们见证了香港城市发展，也承载了集体
记忆。但是在寸土寸金的紧凑型城市发
展中，历史建筑一度面临拆除还是保留、
保留多少、如何可持续保护等问题。

羊城晚报：“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

单霁翔：是的。在遗产保护的实践
中，香港政府和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到，
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支持个别的历史建
筑保护项目还远远不够，需要采取民众

参与度更高、社区导向型更强的保护政
策和措施。由此，香港进入了一个将历
史建筑保护整合到城市可持续发展过
程的时代。

2007 年起，特区政府正式推出了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这项计划
主要是在特区政府所拥有的历史建筑
中，选择适宜开展活化再利用、处于闲
置状态，而且缺少特别商业价值的历史
建筑，邀请非营利机构进行保育和活
化，使历史建筑对于社会的使用价值最
大化。该计划的启动，标志着政府、非
盈利组织、公众三方协作的历史建筑保
育和活化模式的确立，是香港历史建筑
保育政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羊城晚报：这项计划的关键在哪里？
单霁翔：这项计划的关键在于“活

化”和“伙伴”。“活化”的概念就是为历史
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关注如何
为历史建筑加入新的内涵，发挥它们的实
用价值，从而避免被动的保存，将历史建
筑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伙伴”指在运作模
式上，项目实施并非单纯依靠政府行为，
也不是全部交给市场运作，而是采用政府
与非政府机构共同合作的模式。

如今，共 22 处历史建筑（群）被纳
入“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项目，其中
5 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项目摘
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
遗产保护奖，受到国际认可。

羊城晚报：作为亲历者、
推动者、主导者，在“香港故
宫”筹建、落成到开放的过程
中，什么事情您最难忘？

单霁翔：在这本新书中，
我回顾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从设想到选址、筹备，再到
规划、建设的过程。在香港
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我们
签署了《兴建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合作协议》，如今在香
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
们迎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的开放，这是十分令人激动
的事情。

最使我难忘的是香港
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
情。故宫博物院与香港博
物馆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筹建之前，故宫博物院
几乎每年都有不同主题的
文物展览在香港的各博物
馆展出。从宫廷文化到皇
家生活，从书法绘画到家

具器物，从清宫服饰到外
国文物，香港市民得以从
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历史和
中华传统文化，展览均获
得强烈反响。这些展览的
举办进一步激发了香港民
众的爱国热情，增进了香
港和内地之间文化交流和
相互理解。

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助
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文
化情怀也让我印象深刻。故
宫博物院与香港虽然相隔千
里，但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渊
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
就有包括《中秋帖》《伯远帖》
等重要文物经香港回归故宫
博物院。事实上，很多故宫博
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着香港
的烙印。

1999 年，故宫博物院
启动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
程。陈启宗先生创建的香
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为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提

供了全额经费的捐款；许
荣茂先生慷慨出资 1.3 亿
元，使《丝路山水地图》“回
家”；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
基金慷慨捐赠 35 亿港元，
资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的馆舍建设……

羊城晚报：这 真 是 令
人印象深刻！

单霁翔：我接触到的
香港人士，无论是文化官
员，还是文化学者、博物馆
同仁、社会企业家，他们不
但拥有国际视野，而且了
解国情、善用中西兼容的
文化优势，这是香港助力
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积
极力量。

香港背靠拥有五千年
灿烂文明的祖国，在文化资
源的获取上可谓近水楼台，
再加上各方面的强大合力
与积极推进，香港的文化建
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必然呈
现蓬勃发展的景象。

我和单霁翔院长相
识 多 年 ，合 作 无 间 。
2007 年 11 月，我以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
局长身份首次访京，拜
访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的他。当时我向他介绍
香 港 文 物 保 育 的 新 政
策，包括“活化历史建筑
伙伴计划”，并请他推介
内地专家协助复修景贤
里。其后十多年，我们
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紧密
合作，携手推动多个重
要的文化项目，包括筹
建位于西九文化区的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我要感谢单院长一
直对香港文物保育和文
化传承工作的关心和支
持。他学识渊博，文化
视野广阔，对传承文化
有赤子之心，对香港有
深厚的情谊。在个人层
面，我和单院长建立的
友谊，是我公务生涯中
的一大收获。我深信他
会继续关心香港在“一
国两制”下的文化事业；
我也对香港可以发挥中
西文化荟萃优势，讲好

“ 中 国 故 事 ”“ 香 港 故
事”，充满信心。

——林郑月娥（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
政长官）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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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流行】

【夜阑听风】 彦火 香港作家 与《大公报》结缘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名人与高人

《高僧传》系德高望重的僧人
传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高
僧传》为梁朝慧皎的十四卷，之后
有唐代道宣的三十卷、宋代赞宁的
三十卷、明代如惺的八卷。以上四
传合称为四朝《高僧传》。后来“高
僧传”成为以一种佛教史学中的体
裁——僧传的范例。

慧皎（497-554 年）生活的时
代，梁武帝崇敬佛教。社会上有
大量能说会道、夸夸其谈的人，
僧伽队伍中也不乏能文善辩者，
而真正潜修实行之人并不为时
人所重视，当时的价值尺度是看
一个人是否有名。尽管僧伽之
中也有名僧高德，但一般人崇尚
的却是口出狂言、自我吹嘘者。
慧皎为了矫正时弊，于是提出以

“高”字为标准来作为编集僧传
的标准。

尽管从晋至梁，世上曾出现
不少部僧传，但都没有形成完整
的、统一的僧传体系。慧皎之前
有宝唱所撰的《名僧传》，尽管为
世所重，但慧皎却认为大多是鱼
目混珠。因此他将“名僧”改为

“高僧”，专门为那些他认为既有
高尚品德，也有优长学识的“高
隐者”作传。

早在罗马化时代，希腊作家
普鲁塔克曾撰写过一部《希腊罗
马名人传》，因为书中所记载的
50 位“名人”的确是当时希腊和
罗马最著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
例如凯撒、安东尼、梭伦，等等。
普鲁塔克所选择的人物，是改变
历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名
军事、政治人物，并非是他们的
道德。因此，汉语中译作“名人
传”我觉得是确切的。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观众也是憋久了！从来不缺
观众热情，缺的是配得上这种热
情的好作品，《梦华录》般的追剧
热，开播 10 天就突破 15 亿播放，
一度飙升至 8.8 分的豆瓣评分，
也是久违了。网播剧的好处是，
不仅能在即时热度中感受剧友的
存在，还能在互动社交中深度参
与：分享、吐槽、催更、与主创聊、
让主演陪看。

几个追剧的小朋友刚参加完
“大结局点映礼”，在朋友圈里兴
奋地分享了与刘亦菲、陈晓、柳
岩、林允等主创在直播中见面的
场景，一边追剧看剧中人的最终
命运，一边体验剧中人走到身边
陪看结局，这种仪式感满满的奇
幻体验，是过去不敢想象的。想
起自己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追
剧时的情景，追《西游记》《封神
榜》《射雕英雄传》，14 寸黑白电
视常有雪花屏、每天一两集、周末
无加更、不时还停电，热情一点不
比现在差。从前慢，那种隔着屏
幕对主演的膜拜，那种等待明晚

剧情的急切，那种很久后从报纸
上读到剧评带来的共鸣，那种收
藏主演贴画的爱好，至今难忘。

时代不一样，但观剧心情都
是一样的，谁不想催更呢？谁不
爱跟作为“大众情人”的主演聊
呢？传统观剧体验中，受技术和
观念所限，多元的需求只能被窄
化为被动的等、被动的看，网络
互动的优势，让这些被压抑的多
元需求得到了正当的呈现。

实际上，媒介技术的进步就
是一个不断扩展选择权、让多元
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遥控器”
是一个深刻的隐喻：最早没有遥
控器，调台旋钮只有有限几个台
可选。影视文化产品越来越丰
富，遥控器带来了自由，可以坐
在沙发上随意按键切换。网络把
这种自由进一步延伸，用户遥控
器的“遥控权距”扩展到了比卧
室更远的地方，即时弹幕，催更
加更，让主演走下屏幕来到面对
面，甚至能在互动中介入内容生
产，影响主演人选和结局安排。

吃面
有两个月

的 时 间 ，我 们
小区，团购最容易秒光的不是蔬
菜肉蛋，而是——面包与包子。
记得一次团购包子，小区里竟然
下单买了 3000 个，而某次面包团
购 10 分钟 300 单秒光。因为上海
人的早点，无论老少，都习惯点外
卖。而与挂面相比，上海人平时
吃的是新鲜的切面，平时也是到
饮食店里吃的，除了浇头多，尤其
面的高汤——即使至简的阳春
面，家里怎么能常备那样一锅高
汤呢。

早年刚当编辑的时候，经常外
出组稿。如果是去北方，聊得投机，
经常就被邀请去了作者甚至刚认识
的朋友家里。这点和上海人的习惯
不相同，如果不是亲戚和极其熟悉
的朋友，上海人是很少往家里带
的。记得有次在胶东，朋友带我去
乡下采风，一位老太太烧热了炕，我
在炕上被热得坐在高高的被垛上，
而她除了大锅煮鱼，还做手擀面。
一卷一推，一大片面饼越推越薄，她
好心要教我擀面，我却使足了力气
压那个层层叠叠地卷着面片的擀面
杖，她愁得感慨：这也不会，以后谁
会娶你呀。把我乐了半天。

我曾经在汪曾祺先生家吃过
一次打卤面，记忆深刻。汪曾祺先
生与《收获》有着深厚的友情，也
刊载过许多作品，我一个晚辈编
辑前去拜访，原本忐忑，在书房
里坐下，清茶一杯，海阔天空，体
会到他的博识、风趣与友善，具
体聊了什么却忘了。记得说起我
们《收获》主编李小林老师说过，
1949 年之前，她家傍晚总是“高
朋满座”，汪曾祺、黄永玉、黄裳
先生，那会儿他们都还年轻，在
上海谋生，经济也会窘迫，经常
晚饭就到巴金先生家打牙祭……

然后，汪曾祺先生就去了厨
房，再然后，一碗传说中的打卤面
就 散 发 着 热 气 ，摆 在 了 我 的 面
前。他还特意指点一下小碟子：

“我亲手做的韭菜花，你尝一下。”
汪先生的那碗打卤面，料足汤鲜，
木耳黄花鸡丝等与黄澄澄的鸡蛋
卤映衬，碗里一拌一挑，稠稠地裹
着面条，香。

多年之后，读先生的文章，记
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
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都有情致
与情趣，无拘无束，见解洒脱，如
行云流水，而最重要的是文字背
后有人情。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遥控器的隐喻

养一条蜈蚣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那 天
傍 晚 ，一
名 朋 友 约
我 到 她 的

住宅区去辨识可食用的植
物。我们找到了三敛树、蒌
叶鸟巢蕨、龙船花、炮弹树，
等等，心情十分愉快。天色
渐黑，我们意犹未尽，继续地
走呀看呀谈呀，不意一个趔
趄，我摔倒在地，手部剧痛，
查看时，发现手背被尖锐的
石块割开了一条裂缝，血流
如注，伤势不轻。

折腾了好几周才痊愈，

这时，我遗憾而又难过地发
现，有一条大约一寸半的伤
疤，凸起、成 S 状，穷凶极恶
地蜿蜒在手背上。

想到这丑恶的疤痕将与
我终生相随，心情沮丧；更为
不堪的，是朋友没完没了的探
问，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一看
到就问，问的都是同一个问
题：“你的手背，怎么啦？”我像
个白头宫女，细说从前；说着、
说着，觉得自己成了祥林嫂，
连自己都厌弃自己。

这天，和画界一朋友晤
面。相对而坐之后，她忽然

看着我微笑，问道：“嗳，你养
了宠物？”明知道我一向不爱
养宠物，怎么她竟会问这个
突兀的问题呢？看到我一脸
迷惑，她指了指我的手背，调
侃地说：“瞧，你养了一条小
蜈蚣啊！”定睛一看，哎哟，真
的像蜈蚣呢！神气活现、意
气风发、斗志昂扬。我笑得
打跌，越看越爱——有只活
物长相伴，不寂寞。

自此，有人问起，我便高
兴地说：“这是我养的宠物蜈
蚣。”

闻者莫不大笑。

毕业车票
□图/文 王闽九

大师潘鹤

【大珠小珠】 林墉 广州画家

雕 塑 家 潘
鹤言精神之高，
需有物质垫脚，

犹如台桌不够高，需物质垫脚。
倘只用精神垫精神，实难垫起。
物质者，如可入嘴下肚，则更妙；
垫台之物，倘先用腊肠垫起，则自
有以砖换腊肠者，则台可承高矣。

雕塑家潘鹤能用市井之言
谈艺术之深玄，多有奇趣。尝言

“睇相佬”依面相分忠奸现善恶，
观升沉察起伏之说，乃集人类看
人经验之大成，于艺术之类型化
亦一辙。又尝言创新云云，犹如
众人行街，其中创新者犹行急急
者，虽先于众人之前，亦在众人目
中，乃知其先行，亦知其创新。设

若行先至于众人视线外，行虽为
先，而众人无从寻他，当误斯人逝
矣，虽创新而不为人知。故先行
者倘与众人携手，又先行半步，步
步行开，则真是创新耳。

潘鹤曾患盲肠炎，首次手术
不佳，化脓溃烂，又开刀，又不
佳。后养胖，再开刀，亦未善，又
再养胖，再开刀。反复近两年，
腹部常用绷带护住，出入医院，
如登堂入室。

潘鹤以雕塑名，每至外地，
则多作水彩。自制写生盒，精
巧细小，以铁香烟盒改装，藏之
衣袋，方便之至。所画水彩，多
调子气氛，不事细描，卓然大师
风气。

6 月中旬，在福建漳
州闽南师范大学校园行
健桥的出入口旁，竖起一
张巨型“火车票”——

“D”字 车 次 的 动 车
终点站为“前程似锦”，年
月日、车次、车号等信息
一应俱全，每串阿拉伯数
字都耐人寻味，唯票价处
标明“无价”。广告语：前
路浩浩荡荡，万事皆可期
待。右下角二维码下三
个大字：毕业号。

牛啊，如此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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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李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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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
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 大
公 报》一
百二十周
年 纪 念 ，
大 公 、文

汇集团李大宏总编发了一个
信息给我，希望我写一篇“我
与《大公报》”。

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
其实我与《大公报》并没有直
接的关系。后来一忖：“我真
的与《大公报》没有半点关系
吗？”为什么《大公报》这个名
字于我特别感到亲切呢？

我一直在寻思。我终于找到

了答案。在我的平生所结交的师
友中不乏《大公报》的前辈，比如，
早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
从文先生，还有由沈先生延聘的
得意门生——萧乾，再后是当过
《大公报》翻译的金庸先生。

有一段时期，人们提起
《大公报》，都会联想到驰名
的《文艺副刊》，说到《文艺副
刊》，不能不提沈从文。行伍
出身的一代文化宗师沈从文
先生于1933年主持《大公报》
的文艺副刊，群贤毕集，如茅
盾、叶圣陶、巴金、黎烈文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京派作

家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林
徽因、朱光潜、金岳霖、芦焚、凌
叔华、废名、汪曾祺等大家，都
被沈从文罗致于《大公报》文艺
副刊旗下，这一个个都是神州
大地文艺天空中闪烁的明星。

此后，沈先生还设立《大
公报》文艺奖金，由他自己担
任评判委员，隆重推出三位获
奖新人芦焚、曹禺、何其芳，还
为曹禺获奖作品《日出》撰写
《伟大的收获》的评论登在《大
公报》副刊上。后来，这三人
都成为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大
家。沈先生是真正的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