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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故事」文化展示活動中，每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都分配有一個在奧運前臨時搭建

的小屋，面積約在1 0 0平方米左右，展覽各地有

特色的「文化」，主要集中於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一個個白色的小屋分佈在奧林匹克公園的公共

區，遠望像一朵朵祥雲，於是它們有了這個美麗

的名字　　「祥雲小屋」。在奧運期間，它們每

天都開放。各個小屋根據其來源地分別命名為北

京小屋，海南小屋，香港小屋等等。

本文主要以筆者於2008年8月奧林匹克運動會

和9月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作為香港小屋

的一名工作人員的經歷，介紹小屋內參觀者的大

致情況。香港小屋共有六個工作人員，我們負責

向參觀者講解展品、回答他們的問題以及維持日

常秩序。

香港小屋的展覽主題是「普天同慶：傳統

節慶與香港社會」。這個主題既順應了整個「中

國故事」展覽、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宗旨，也

表達了奧運時全中國人民「普天同慶」的喜悅心

境。在這個主題下，我們展出了香港社會的幾個

重要傳統節慶：春節、長洲太平清醮、天后誕、

端午節、中秋節，以及在香港許多節慶儀式活動

中都會出現的娛樂活動　　粵劇。因此，這個展

覽共設有六塊展板分別講述這六項傳統文化，每

項主題都有文字介紹和圖片展示，同時還陳列出

一項在該節慶中有代表性的儀式用品。比如「春

節」主題下展出了香港新界宗族在元宵節舉行

「點燈」儀式中所使用的花燈；「長洲太平清

醮」主題下展出了「搶包山」環節中的幽包（包

山上堆滿用來祭祀幽魂的「平安包」，人們認為

它據有神聖力量，稱之為「幽包」）；「天后

誕」主題下展出了花炮上標示着花炮會名稱的那

部份；「端午節」主題下展出了龍舟的龍頭；

「中秋節」主題下展出了香港大坑舞火龍時用的

頭牌；「粵劇」主題下則展出了唱粵劇時所運用

的一種道具　　馬鞭。展板的內容和圖片解說都

提供了中英文兩種語言。

與這六個主題相呼應的是在小屋入口一側的

一張巨幅香港維多利亞港照片，維港兩側摩天大

廈林立，體現了香港繁華的現代都市的一面。

與其他各省的小屋相比，香港小屋的展覽設

計和佈置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第一，展覽的

主題非常明確，集中在傳統節慶上，通過展覽來

說明香港作為一個被稱為「東方之珠」的現代國

際化大都市的「傳統」一面，傳統節日在人們的

生活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學術色彩較

為濃厚，對每個節慶都有較為詳細的文字說明，

對節慶的意義進行了分析和闡釋，而陳列的實物

則相對較少。香港小屋的這些佈局特點很大程度

上決定了來這裡的參觀者的一些不同於其他小屋

的反應。

參觀者從哪裡來？

來祥雲小屋參觀的參觀者大多為北京市民，

也有少量來自全國各地或國外的遊客，還有來自

國內外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的是憑票自己進來

的，有的是奧運公園附近的社區統一組織進來參

觀的。參觀者中，有的是來觀看奧運比賽，順帶

抽空參觀「中國故事」展覽，也有的是慕名而專

程前來參觀此展覽。他們對祥雲小屋的瞭解多來

自於報紙和電視上的宣傳介紹。大多數人對祥雲

小屋這樣的文化展示活動都很感興趣，他們覺得

一天之內，可以看到濃縮的各地文化，「相當於

是去各地旅遊了一趟」。

「中國故事」的觀眾

　　以「祥雲小屋」之香港小屋為例

覃百榮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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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現代」香港

參觀者的背景各異，他們觀看展覽的態度和

反應也就各有不同。自2003年香港開始對國內某

些城市的居民開放「自由行」以來，很多參觀者早

前都到過香港，於是當他們來到香港小屋的時候，

會跟身邊的朋友說「我某某年去了香港」，指著維

港照片說他/她到了那些地方，還會向身邊沒去過

香港的朋友介紹說「這是中銀大廈，這是國際金融

中心」等等。照片上這些他們曾經去過的「景點」

是最吸引他們的香港標誌性建築或景觀。

很多沒有去過香港的參觀者會說：「我沒有

去過香港，所以特意要到香港小屋來看看，看香

港是什麼樣子。」整個「中國故事」展覽區有30

個「祥雲小屋」，參觀者幾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內

把這30個小屋都看完，也就意味著他們必須有所

取捨地參觀。很多參觀者剛進小屋就跟我們說：

「香港小屋在這裡啊，我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特意要來看看。」可以感覺得到，對許多參觀者

來說，香港小屋是他們必看的小屋之一。香港在

大陸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市，其

歷史和現代化賦予它不同於其他任何中國城市的

意義。一方面，它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一個

被人強行搶走被迫離開母親的孩子，是古老中國

對抗工業化、現代化的西方殖民國家失敗的產

物，它與一段恥辱的中國歷史相連，也與整個民

族的自尊心相連。因此，這些沒去過香港的中國

人很渴望知道這個曾經是殖民地而今「回到祖國

的懷抱」的香港究竟是什麼樣子。即便在「自由

行」實施範圍日益擴大的今天，也仍然只有極小

一部份人有機會親自到香港，而這一展覽提供了

一個讓大眾瞭解香港的視窗。另一方面，這個曾

經是英國殖民地的城市卻是一個比中國大陸更為

「現代」和「摩登」的地方。在經歷了從1949年

建國到1970年代末期間共30年與外界隔離的中國

大陸，80年代開始大量湧入的「港產片」讓人們

開始瞭解另一個繁華的華人世界。可以說直至近

年來，國內對香港的瞭解極大程度是來自於港產

電影。電影中這個發達而光怪陸離的城市對許多

人都構成了無窮的誘惑力。一直要擺脫落後、尋

找現代的內地人，想從今天香港的樣貌中展望自

己的明天。

正因為人們心目中的香港是一個繁華的現代

都市，當他們來到香港小屋卻發現我們的展覽中

居然有那麼多傳統節日，節日中的活動遠比大陸

「傳統」，比如新界宗族在春節元宵時的點「花

燈」，大澳的端午賽龍舟，大坑的中秋舞火龍，

還有香港各個社區的天后誕普遍有的節目　　舞

獅等等，這些只存在於大陸老一輩中國人的童年

記憶中的活動，在今天的香港居然仍然存在，許

多人認為這簡直不能相信。於是他們問道：「這

是香港嗎？」「這是今天的香港嗎？是歷史上的

吧？」「香港是這樣子的嗎？我們沒有走錯地方

吧？」顯然，我們展出的香港與他們心目中已經

確立的香港形象有差距，他們心理上有落差，而

他們要來香港小屋尋找、驗證現代香港的願望也

沒有得到滿足。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那一巨幅維

多利亞港的照片，紛紛在照片上的維港前留影。

在過去幾十年的大眾媒體中，維多利亞港已經成

為了香港繁華與現代的象徵。

尋找特色，尋找「他者」

相比大多數中國參觀者要特意尋找香港小

屋，外國參觀者則明顯對展出多姿多彩的少數民

族文化的西部省份更感興趣。少數民族人口比例

較大的省份，如廣西，貴州等省的小屋以少數民

族作為展覽的主題，對民族的服飾，節慶儀式

等著墨較多，而這也往往吸引了很多想尋找東方

「異域情調」的外國人和想瞭解與自己的城市生

活相對立的「原始質樸」的民族文化、土著文化

的城市中國人、漢族中國人。在這些小屋，不少

中外參觀者爭相與穿著華麗民族服飾的歌舞表演

者合影。這些燦爛華麗的服飾和各種歌舞、藝術

品就成為了今天少數民族的文化象徵，也成為了

這些省份的文化象徵。

看過了許多充滿異域情調的祥雲小屋的參

觀者來到香港小屋以後，會匆匆一覽全貌後，問

道：「香港小屋有什麼特色啊？」或者乾脆直接

說：「沒什麼特色嘛」。他們所謂的特色，就是

要尋找香港與大陸不同的地方。而香港小屋展出

的某些節日，如春節、端午、中秋等，人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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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陸也有的，大家都非常熟悉，沒必要去看

了。人們並不會理解到我們展覽背後的更深層次

的主題：在中華文化的大傳統的背後，地方社

會發展出自己的小傳統；在同樣被冠名以「春

節」、「端午」、「中秋」的節日下，其實各個

地方的活動、儀式以及其意義都非常不一樣，是

與當地社會及文化密切配合的。

因此大多數人在匆匆掃視一眼全館的各個標

題以後，就立刻把目光轉向「太平清醮」去了，

這是他們從來都沒有聽過的節日，他們認為這才

是香港的特色，才是把香港　　「他者」，區別

於中國大陸　　「我者」的地方。很多人都會仔

細閱讀關於「太平清醮」的文字，被它多姿多彩

的活動比如「搶包山」、飄色巡遊等所吸引，在

有關這些活動的照片和循環播放的視頻前極有興

趣地觀看。「搶包山」成為我們整個展覽中最引

人注目的一項，一方面是因為這種競技性的活

動，超越於日常生活，能夠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

和關注；另一方面，很多遊客通過香港的電視電

影對於「搶包山」已經有所瞭解，而今天這個展

覽能夠印證他們之前的想像。遊客在「搶包山」

的圖片前總會駐足很久，互相議論，很多人問我

們：「搶包山是在什麼時候啊？下次我們去香港

旅遊時要去看看。」尤其是小朋友對於「搶包

山」更是抱有莫大的興趣，由於動畫片「麥兜故

事」曾經在大陸非常流行，滑稽憨厚可愛的麥兜

形象深入了城市裏許多小孩的心中，其中麥兜學

習搶包山在動畫中是一個重要的情節，小朋友們

沒想到在這裡可以看到搶包山的真正情景（通過

照片和視頻），這個他們原以為只是動畫片裏的

虛構情節的活動居然是真實存在的。小朋友們都

忍不住要去摸一摸粘在牆上的「幽包」。

遊客中也不乏有人不只是單純地為了尋找

「特色」而來的，而是仔細閱讀我們展出的圖片

和文字介紹，深入瞭解香港的民間傳統文化，看

完後還樂於和我們討論，比較中國大陸與香港對

待傳統文化上態度的差異，反思過去近百年來大

陸對傳統的破壞。他們說，這些傳統文化在今天

的中國大陸難以看到了，在香港還被保存著，在

海外的華人也還熱衷於這些傳統文化。某些專程

飛來北京觀看奧運的海外華人看完展覽後，跟我

們說，他們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根」，這些特色

文化讓他們有親切感和文化歸屬感。

「旅遊」等於「拍照」？

這幾十天在祥雲小屋的工作讓筆者發現，

旅遊和參觀幾乎就是等同於拍照了。隨著數碼拍

攝器材的價格降低，它們越來越得以普及，來小

屋參觀的遊客幾乎是每人手拿一部數碼相機，有

可擕式的袖珍相機，也有很多攝影發燒友的極為

專業的單鏡反光相機，甚至很多人手持數碼攝像

機，把展覽的陳列品拍攝下來，也把同行的家

人、朋友拍攝下來，其中不乏手持數碼攝像機的

老爺爺和老太太。

雖然香港小屋內的文字說明較多，對每一

個節日中的儀式與活動有詳細的描述與深入的闡

釋，但是現代參觀者都習慣了觀看旅遊中的各類

表演和展品，也習慣了匆匆而來，匆匆觀看、拍

照，然後離開的模式，很少有參觀者停下腳步來

仔細閱讀文字說明。他們往往只是觀看我們陳列

的有限展品，然後提出諸如「這是什麼東西？這

是幹什麼用的？」等這類問題。最引人注意的展

品是大坑火龍的頭牌，因為這個紙紮的頭牌是奪

目的紅色，有一米多高，陳列在玻璃櫃中，是整

個小屋中最大型的「實物」展覽。

許多人來到小屋後，雖然只是匆忙掃視一眼

就準備到下一個小屋去參觀，可是也要在離開前

尋找一個合適的物品，在其旁邊拍照，即使他們

可能完全不知道該物品的意義。在香港小屋裏，

被當作合適的拍照對象的主要是門口的紫荊花圖

片、龍舟的龍頭、大坑火龍的頭牌以及維多利亞

港照片。紫荊花和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標誌，龍

頭和火龍頭牌由於其與「龍」相關而成為了中華

文化的象徵。選擇在前者拍照，是為了證明我曾

經去過這樣一個「他者」的地方、一個有關香港

的展覽；選擇在後者拍照，是基於一種文化歸屬

感與認同。

據筆者觀察，大多數參觀者的參觀模式是：

看一眼小屋的全貌後，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拍

照，然後離開。因此，所謂旅遊也就變成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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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景物，拍照，保存照片的過程。這個過程

是為了證明我曾經來過，跟朋友提起的時候，有

照片為證。一次次旅遊，也就累計了一個個照片

檔案。通過照片記住了這個地方；通過照片選擇

性地記住了當時認為有意義的某個地點和場景；

也通過照片選擇性地保存了自己和家庭、朋友的

記憶。旅遊中產生的照片，實際上也就是遊客曾

經在電視等大眾傳媒中看到過的照片或形象，正

如人們來到香港小屋要尋找洋紫荊花或維多利亞

港一樣，這些標誌物在媒體中反復出現，讓他們

對這些地方充滿想像，而現在他們來到香港小

屋，來尋找、印證想像，再留下把自己融入到這

個曾經想像的景觀中的照片。

拍照變成了旅遊中必不可少的程式，也成為

了一個儀式。筆者發現，連幾歲的小孩也習慣於

在相機前擺出一個特定的造型（pose），只要他

們的父母說「看相機」，他們會立刻面露微笑，

擺出一個不同於日常姿態的造型，留下一個特定

的瞬間的記憶。而這些相機前的造型也逐漸變得

標準化，不管是小孩的站姿還是手勢，都趨於一

致。

另一個保存旅遊記憶的方法是帶些紀念品回

去。「你們香港小屋有宣傳冊嗎？有什麼紀念品

嗎？」這是我們每天被參觀者問得最多的問題。

當我們回答「沒有」時，不少人還反問我們「為

什麼？」似乎我們這樣不提供任何可帶走的物品

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這大概也是所謂現代旅遊

的一個模式和習慣性行為了，那就是要從旅遊點

拿一點什麼，以證明自己曾經去過那裡。整個

「中國故事」有30個小屋，有過半數的小屋向參

觀者派發宣傳冊或紀念品，雖然大多數參觀者並

不會閱讀這些宣傳冊，但是人們還是向各小屋索

取一份帶走。

傳統文化有意思，不再是「迷信」

在展覽期間，筆者發現隨著今天整個社會主

流話語的改變，大眾對於傳統節慶、宗教儀式活

動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

像過去那樣把它們當成是「迷信」了。雖然我們

也聽到極少數參觀者說「香港這麼迷信啊！」或

者用「迷信」一詞來概括我們展覽的所有傳統活

動，但是絕大多數人則用「傳統文化」來指稱。

儘管很多參觀者在剛進入香港小屋參觀的

時候，會因為尋找不到他所期望的特色和現代感

而有心理落差，但是當我們講解展覽的各個內容

以後，他們會說「香港的節日還有這樣好玩、這

樣熱鬧的活動啊，真有意思！我們大陸都已經不

再搞這些活動了。」「香港的傳統保存得這麼好

啊！」 

當參觀者聽到我們對於香港的民間信仰天

后（媽祖）的介紹以後，極少有人會說這是「迷

信」　　恐怕在十多年以前，人們還會說「怎麼

這麼迷信啊！」；現在，人們則說「南方挺信媽

祖的。」或者是：「南方是有媽祖文化」，「這

就是媽祖文化」。人們把民間信仰與文化等同起

來，已經反映人們對待民間宗教的觀念的極大轉

變了。

尤其是當人們看到香港長洲的太平清醮和

大坑中秋舞火龍這些多姿多彩的社區集體活動時

都說：「這些傳統活動挺好的，這才是過節嘛！

我們現在的節日都已經變味了，放一個假，什麼

活動都沒有。」不少參觀者還問我們這些活動的

具體地點在哪裡，以便下次去香港旅遊時親身體

驗。對於龍舟比賽前的點睛儀式、龍舟競渡等活

動，人們也都覺得「挺有意思」。

不 再 把 傳 統 的 宗 教 儀 式 和 活 動 當 作 「 迷

信」，這也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傳統文

化」的重要性。這大概與近年來國家與國家之

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爭，把

國家當作文化的主權、文化民族主義等現象相

關；也與近年來官方媒體不斷提倡和宣傳保護非

物質文化遺產相關。人們不再把傳統與現代兩

極化對立，不再認為傳統就是「迷信」、「落

後」、「阻礙現代化進程而應該拋棄的」。相

反，人們日益意識到傳統文化與民族、羣體尊嚴

的相關性，傳統文化在集體生活以及人們的精神

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連奧組委的工作人員也通過各個祥雲小屋

的展覽看到了大陸與港澳台在保護傳統文化的現

狀上的差異。9月1 5日，奧組委舉辦的「與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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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活動中，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堂」的一

位講者周嶺與奧組委以及「中國故事」工作人員

和觀眾「對話」的時候，主持人還專門就這一現

狀向周嶺提問：「我是北京人，我記得我小的時

候，過中秋的時候還會有很多活動，比如……，

可是現在都已經沒有了，而很多傳統活動在港澳

台反而保護得好，您怎麼看？您覺得有哪些可以

借鑒的呢？」觀眾提問過程中，也有人提出類似

的問題。從這些都可看出，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

識到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與可能性。

同一個活動，不同的時代，人們的看法可能

完全不同，或褒或貶，受當時時代的主流話語所

影響。今天人們不僅不再把宗教儀式和其他節慶

活動當作「迷信」，相反卻覺得很有意思，是應

該保存下來的特色，在當前的全球化過程中，各

地的文化差異性逐漸減少，「特色」成為了今天

的追求。

總體來說，在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的香港小

屋裏，大多參觀者都反映，因為觀看我們的展覽

以及我們的講解介紹，他們改變或增加了對香港

的認識。以前他們心目中的香港是一個發達的消

費城市，是「東方之珠」，是「購物天堂」，而

是次展覽，講述的是香港的另外一面，它作為中

國的一部份所體現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面。人們

在香港小屋，一方面印證自己曾經對於香港的想

像，一方面又改變、增加對於香港的認識　　畢

竟，各種表述（representation）都只是選擇性的呈

現；同時人們還在這個短暫的「遊覽」經歷中反

觀自己的生活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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