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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嘅廣東文化》

内容概要

香港在廣東文化中的地位特殊。城市本身是一個全球與本土、傳統與現代，各種元素融合交匯的中心
，其衍生的文化亦交雜著中西、新舊、雅俗等各種特質。由這一文化孕育出的流行音樂、電影、漫畫
、廣告、藝術、建築風格等一直以來吸引著整個亞洲的關注和世界的目光。在主權轉移回歸祖國、內
地經濟開放、邊境通關以及自由行等因素影響下，香港在變，而與之唇齒相連的本土文化也在變。許
多熟悉的傳統正逐漸消失或轉型；曾經席捲亞洲的粵語文化持續受到來自周邊地區強勢文化的衝擊，
連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粵語本身也處於演化和新生之中。
本書輯錄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及傳統、認同與資源三個部分，共十三篇文章。作為廣東文化的研究者
和觀察者，在反思與批評之餘，作者們更是分述了個人對日漸變遷的廣東文化及其再現的新方式之慨
歎及讚歎，闡述為之神往之處，又或提出警告，表示憂慮。如果先不去堅持說如此是進步還是退步，
或許可以發現更多。
【推薦】
本書輯錄十三位香港學者的研究成果，探討香港的廣東文化在全球化衝擊下怎樣保存，在本土化推動
下又怎樣變遷。文章以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兩個切入點對香港文學、粵語，電影、流行音樂，食物文
化及城市生活空間作出考察。本書內容廣泛，涉及大學教育及身份認同等課題。宏觀論述，細緻分析
，兼而有之。讀過十三篇文章，即會了解香港文化有甚麼值得喜愛的東西，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甚
麼關係。這是一本好書，值得一讀，值得分享。
－ 譚國根（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及講座教授）
在這個過分吹捧國際化的社會中，文潔華於2013年獨排眾議組織了‘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研討會，
並邀請到了部份講者供文結集成書，實在是當頭捧喝。而供稿的學者們都是一時瑜亮，文章洋溢著對
香港文化的熱忱和對這個地方及人民的喜愛。所謂全球一體化大都是從經濟效益出發，以利為本。一
體化後的衣食住行最後缺乏個人性格及趣味性，有礙自身文化發展。希望讀者看完這書後，共同努力
，擁護及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
－ 陳永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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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良莠不齊、深淺不一，麥勁生〈黃飛鴻Icon的本土再造： 以劉家良和徐克的電影為中心〉那篇有
意思，但有不少篇未到可發表的程度，甚至有引用原文都來不及標點的。會議發起人有意營造出「香
港代表／復興廣東文化」的意象，然而大多數與會者彰顯的是香港夾在UK與PRC間的尷尬，這大概也
就是香港學界目前的感慨吧。
2、大概還是逃不過偏愛的部分：要飛的「我，我們和我們的流行曲」以及從黃飛鴻icon的本土再造看
徐克和劉家昌。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還有之後大陸化本土學術窘境，明明可以大幅展開的篇，卻顯得
小心翼翼，有些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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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這本書是商務出版的，但有趣的是我在商務印書館初見此書，商務的網站去沒有此書的多少介
紹，這部份來說商務應該要加把勁了。﹣我覺得本書的文章質素有點參差不齊，比如談報紙、電影、
藝術的幾篇十分扎實，但有一些則似隨筆，就算貌似學術文章但覺得有點牽強。不知是否這一嶺域的
研究還是比較少，導致不好編文？﹣個人覺得寫新龍虎門的一篇似一個超級粉絲的文章，對《新龍虎
門》中大香港、大中華主義毫無批判，那種老掉牙的從本土走向世界的香港故事竟然成為歌頌的東西
，令人有點錯諤。﹣談到廣東‘文化’時，總會說甚麼多元呀、開放這些東西，有時聽來很cliche。覺
得應該要掘得深一點，將文化的elements放在歴史與地理環境中去看好像能看見多一點。談電影的幾篇
就是談歴史；張展鴻的一篇也是有趣的，從生態自然環境（濕地）去看文化，可惜比較淺。﹣當然比
起諸如《大廣東》那類書，這一本還是十分有誠意的。﹣文潔華除了編此書外，早前又幫中大出版社
出了《粵語的政治》，不知是否浸大或她近日在做些與廣東／本土文化的東西？這樣的努力，放在書
中最後兩篇文章、關於本地大學排斥本土學生／議題的脈絡去看，不失為十分有意識的‘爭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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