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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視覺．文本」首期的〈建築如文本〉已指出，視覺性存於建築、媒
體、文本、景觀、物件等不同媒介之中，而各媒介間的視覺性又互相
指涉和借用。今期的「視覺．文本」，我們邀請了遊走中港兩地的文化
人李照興，以他的假紀錄片《潮爆北京》、時尚生活雜誌編輯的經驗和
個人觀察為起點，一方面剖析視覺如何在不同領域中建構當代中國社
會，其中包括城市名片的打造、現代性的塑造以及階級身份的分層
等；另一方面展示以擬似紀實為方式的「假紀錄片」，如何作為一種特
殊的視覺文本，對影像在現實生活造成的歷史平面化或超真實等現象
作出戲謔、反諷及調侃。兩方面合併起來，呈現的是城市作為視覺交
織文本的圖景，同時亦表現了視覺在歷史的創造與消失、真實與虛擬
中辯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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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評論人、影評人（筆名龐奴）、作家、出版人，現居北京

從事雜誌出版，經常往返北京、上海、廣州及香港各城。美國威斯康

辛大學傳播藝術系畢業，專注文化研究。遊走城市為實驗，探索理想

文明城市生活之出路。

曾任編輯、記者及電台節目主持人，香港大學通識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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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編輯、《南方都市報》華語電影傳媒大獎評

審及釜山電影節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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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城市中國

編：	 您認為視覺在現代中國社會不同領域如時裝、雜誌、城市形象各
方面的特徵是甚麼？

李： 中國城市的視覺非常混亂，它含有很多不同的對立和衝突，全都
匯集在城市裏。而這些衝突是很極端的，因為中國城市的人口構
成以及建築構成的層面均很寬闊，裏面沒有一個主流獨大的視
覺。以時裝來說，在街道上可以看見很多名牌經已進入中國，在
不同的所謂高級場合中，亦可看到富裕的衣着打扮，尤其是一些
高尚或者第一線品牌的派對場合中，我甚至覺得在國內去參加派
對的人對於穿着打扮的重視程度，比香港還要強烈，也就是說更
願意打扮，以更特別的、誇張的衣着來表現自己，這是高級的一
面。但是，在馬路上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很多很樸素的、便宜的
衣着打扮。有一些是中國幾十年來傳統的打扮，一直沒有改變。
所以時裝方面的差別可以是很大的。雜誌方面，尤其是近十年
來，市場雜誌均在報導一些世界性的生活現象、時裝的潮流，基
本上都是講究生活、追求生活、講究消費的雜誌。它們的設計其
實挺想跟上香港。做雜誌的都知道，很多時候都是用國外有名氣
的雜誌作為標杆加以模仿，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從模仿開
始，模仿的過程使得它們並未有建立自己的風格出來；你看日本
雜誌，它們有日本自己的風格，但看中國雜誌，所謂中國風格是
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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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然而，很多關於中國時尚雜誌的研究均指出中國潮流雜誌中的視
覺符號已不是直接簡單的把西方文化植入，而是一種結合中國主
體性的文化移植和創造。

李： 假如視覺特徵是指設計外延的話，我不認為有太多的中國元素。
大多時候，它們只不過是用了外國雜誌成熟的拍攝和設計方式拍
攝中國的主題，在結構上來說，這不算得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東
西，因為結構本身是外國的結構，只是拍攝的內容不同了。如果
是整個經營時尚雜誌的模式，結合中西兩者的元素是存在的；但
是如果純粹說設計特色或視覺特色，至少在時尚雜誌來說本土特
色並不強烈。

編：	 城市方面的視覺元素又如何呢？似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景觀與影
像、再現與及視覺想像相互滲透的情況尤其強烈，這情況對於中
國城市生活來說有何啟示？

李： 你所說的就是所謂二手的影像，即從媒體，包括從電影、雜誌、
相片中出現的影像。我覺得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一個舞台或者電
影廠，意思就是在很多電影裏面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未來感的建
築出現，這個設計本身就是一個奇觀的設計。究竟奇觀的設計要
來做甚麼甚麼？就是用來拍攝和被拍攝，它不是用來生活的。我
覺得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視覺成為了一種宣傳。一個城市如北
京甚麼為甚麼要建這麼多（如國家大劇院、水立方、CCTV新大
樓）的奇觀建築？就是在於宣告給世人，中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
勝人之處，這需要通過很強烈的視覺符號去達成。對於中國人民
來說，這些浮誇的建築可以令到中國人感到自豪。這些奇觀建
築，本身可能是一個好的建築，比如CCTV是一個很好的建築，
但問題在於那建築本身是否與周圍的環境配合，這是城市發展論
述的重點。但現在整個視覺邏輯就是要建立一些被拍照的視覺，
被拍照之後可以成為一個宣傳中國軟實力符號，進而被流傳及廣
告天下。所以二手視覺（即再現）與實際地理空間關係非常割裂，
也就是說，這些建築物的周邊基本上是不可以活動的，它不是生
活的場景，不是公共空間，它們連一個紀念碑都不是，說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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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又嚴重了一點，但至少它們沒有生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以視覺和宣傳為目的的建築，和建築的實質使用是脫節
的，這才是問題所在。

假記錄片．城市記憶．歷史真實

編：	《潮爆北京》的虛擬視覺性質跟這些中國城市特質與感知是如何關
連的？

李： 大家都知道假紀錄片（mockumentary）其實是mock以及
documentary構成，它包含了幾個層面，有模仿、戲謔、調笑、
反諷，那是意思很豐富的一個詞。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用紀錄片去拍攝中國國情，大家均覺
得紀錄片的意義在於它的真實。對於紀錄一個所謂真實的歷史這
一點我是抱有疑問的。那如何去質疑歷史的真實呢？那只有透過
質疑書寫歷史的過程。同樣你怎麼去質疑城市視覺的虛構性呢？
那也只能透過質疑虛構性如何而來。我這個假紀錄片其實是質疑
紀錄片的。對於我來說，中國城市現有的狀態是人工色彩非常濃
厚的，尤其是奧運期間，無論是在馬路上的志願者，又或者是天
氣，又或者街道的交通，都是處於非正常的狀態，那些都不是正
常北京的狀態。對於我來說，北京在08年夏天這麼極端的人工
化，其實只是更大規模的、整個中國的人工化的極端呈現，其實
很多城市都是這樣人工化，都是那麼不尊重歷史，但是在某一個
期間，北京用最極端的方式呈現了這個特徵。我這個假紀錄片就
是用了解構的方式來解構紀錄片的結構，甚至是解構北京城市的
設計問題所在。對我來說，這個假紀錄片就是用了一個適當的形
式去表現我想表達的內容。

編：	 那《潮》片如何把城市記憶的消失與超真實的情況視覺化？ 

李： 在視覺化城市記憶被不斷拆毀方面，我把香港的九龍皇帝的故事
移植到北京。自稱九龍皇帝的曾灶財在香港的碼頭、燈柱及山坡
各處用毛筆書寫家族歷史，那些都是跟香港從清代到殖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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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事件的真實性當然沒有辦法證明，但是這種城市傳奇非常
有趣。牆上的字跡其實寄託了一些城市的記憶，它顯示我們可以
怎樣去記憶城市、怎樣可以有自己版本的歷史或民間歷史。但無
奈九龍皇帝的字跡不斷被沖洗，沖洗牆上的字跡具有象徵意義，
某程度上它代表着香港城市記憶的消失。於是我把這個人物虛
擬，假裝北京真的有這個人出現。他叫後海皇帝，他一樣在後海
周邊的城牆和街頭寫字，寫他自己的歷史，說得像真實的一樣，
還有專家去分析他的歷史、藝術、文學的意義。我用紀錄片的方
法去呈現，甚至最後用photoshop造假在城牆上有字跡的相片。
有趣的是，我是真正在北京的胡同裏面發現這些字，有人在白色
的板上書寫了他的家族和國家的歷史，而那些字不外乎是批判共
產黨的東西。我就用這些字套到城牆上，去豐富虛擬人物。

   另外電影中有一個老人家，他離開北京40年後回去尋找他的
記憶。他發現胡同變成了超科幻的UFO國家大劇院，就是那個
巨蛋。我沒有交代老伯最終能否找到他想找的東西，或為何要
找，可能他是個外星人也說不定。在巨蛋周邊生活，是很不一樣
的感覺，那是很矛盾的，視覺上的衝突非常明顯。

   至於實際攝影上，我拍得很粗糙。粗糙在紀錄片裏面反而有
真實感，因此傳統上是弱項的東西，反而變成強項。當然這部山
寨製作，也是跟近幾年國內的文化開了一個玩笑。大家都知道山
寨文化的評價由負面轉為正面，開始被認為是有民間創意，是平
民表達他們情緒一個很重要的發明，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識，這
是片子中所注重的環節。

   總的來說，這些方法和細節，展示了一種新的書寫城市的方
法，就是怎樣通過假的東西去說故事、去呈現一個變化很快、充
滿虛假和荒誕處境的城市。大家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種種的超現實
和荒誕，但這些其實又很現實的，因為實際上這些情況真的存在。

編：	 中國很多生活雜誌如你所主編的《周末畫報》常以現代個性為賣
點，你在雜誌上是如何表述現代性和個性的？

李： 我只可以說，我用了一些外國的生活趨勢的名詞，當中其實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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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取巧，中國的讀者很希望看到一些國際化的語言或者術語，在
中國找到對應。因此，我們選題的時候要先找外國概念，然後嘗
試把這些現象和名詞引進中國，並檢查中國有沒有類似對應的東
西。但是，很多外國出現的生活現象和潮流，例如之前外國流行
的metrosexuals，其實不一定可以在中國找到100%的對應。但為
了要把這些概念變成跟中國社會相關一點，我們會作一些修改，
或把現有的案例包裝，讓它們切合選題。我覺得這已經和我們剛
才所說的現代性或個人化無關。我說的都是個例，把潮流的術語
和個人的東西滲入國內，我們絕不能以一個專題說人的個體性如
何，現代化進程在社會怎樣，這是不可以的，因為太生硬了。

編：	 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的個體性概念實際上是亞當奴
（Theodor	Adorno）所批判的消費社會生產下的偽個人化嗎？

李： 我想現在很多人強調個體性，但是在中國的問題是，人們在實踐
個體性的過程是很個人的，就是說要躲起來做這個事情。因為中
國國情不容許群體性做一件事情，群體做一件事情就是鬧事，鬧
事會被抓或被干涉。但是，假如真的很個人很隱私的去做個人化
的東西，我們其實低估了中國裏面的自由度。基本上，甚麼不管
批判甚麼東西都好，只要口頭說而不是列印刊物或結社高調煽動
別人，在國內仍然可以行駛和享受個體性的。也就是說，中國的
個體性形成不了一個推動改變的階層。西方社會的個體性是人們
能夠享受自己的權益，它連繫到抗爭的歷程，人們可以結社、搞
運動、寫文化批判及發表很多文化產品去推動變革。但在中國社
會，不論是看個別的真人表演或電視上說個性化的東西也好，只
要是個別的或秘密的呈現都可以。但個體性絕不可以形成社會運
動，這就是個體性的東西是被逼迫只是限於個體、個別的執行的
意思，這個是中國的特色。

編：	 階級是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議題。你認為草根、中產及新富
對城市的經驗是否有明顯的差異？簡單來說，中國的都市文化是
否有強烈的社會階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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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照我觀察，草根和新富完全是兩個世界，這和經濟條件有關。以
北京為例子，東區是較先進、剛性一點的地方，普通市民是不會
去這些區域生活和活動。城市裏面的割裂是可以很嚴重的，割裂
的原因不單純是交通是否導致從A區不能去到B區的問題。階層
的割裂本身就很嚴重，階層之間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往來的。中產
可能會是草根及新富中間的一員，對於上、下兩個階層都可以相
容。我相信在當下的中國處境中，大家向上的原動力和決心都很
大，大家都在不斷爭取和擺脫向下那一階層的影響。

編：	 中國城市如北京就有很多後現代的建築，甚至如你所說，整個城
市就是一個電影廠或Baudrillard所說的虛擬真實，你認為中國
城市的後現代性質可以怎樣表述呢？ 

李： 我覺得我們看見的是後現代的結果，而不是西方由現代轉向後現
代的過程。意思是說你在中國城市可以找到很多後現代的特徵，
譬如歷史的消失、視覺上的拼貼、多元化等，這些最典型的後現
代的特徵。但是這個來源不是對現代主義的反思，而是因為現在
壓縮得太厲害，導致甚麼都有可能。後現代景觀在中國社會出
現，是因為這些建築被當視為最新的潮流和最先進的發展。人們
抄襲就是抄最先進的東西、外型上的潮流，而不去理會為甚麼整
個西方的建築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後才出現這些東西。這就是問題
所在，很多抄襲的東西都只有外殼，沒有根基和實質的東西支
持，基本上都是沒有內涵，而且也沒有時間沉澱。我覺得這是中
國的問題所在。這裏所說的是建築上的視覺，但從建築可以看到
其他東西也是這樣。

編：	 雖然中國的城市景觀極度割裂，但是中國仍有很強烈的歷史意
識。這種歷史意識在中國大陸的電影、電視劇以及政治儀式上都
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潮爆北京》卻刻意把真實與想像的界線打
破，而歷史也在重構延續性的過程中被打散。為甚麼當代城市中
國同時存在強烈的歷史感與及一個極度去歷史的、混雜、斷裂的
城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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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對於中國歷史意識強烈這一點，我想首先要分辨清楚那是甚麼樣
的歷史。中國社會對歷史的重視與關注是共產黨需要大家知道的
歷史及其比喻，當中的清朝皇帝劇，說的都是一種大歷史敍事
（metanarrative），至於近代劇則正面或側面寫共產黨的歷史和改
革開放怎麼讓國家國富民強。這些都是國家導向的歷史教育，說
民族大義，說新中國的來源，就是所謂國家歷史，裏面沒有小歷
史可言。至於《潮爆北京》中所表達的歷史的缺失是小歷史的缺
失，即是個人歷史、家族歷史或城市歷史的缺失。主流的歷史論
述甚少牽涉這些小歷史，小歷史卻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被摧
毀。就北京來說，很多名人故居被拆，這是個人歷史被抹煞的顯
現。電影中用了城牆上個人書寫的歷史的消失譬喻城市發展的矛
盾：當老人家或新一代嘗試去重新尋找城市的歷史，會發現客觀
上很多記載着這些歷史的東西已經悄然消失，這是影片的一個重
要元素。

編：	 北京與香港的城市景觀及視覺性有甚麼異同？
李： 北京是歷史深沉的地方，但同時有很多誇張、具爭議性的建築。

所以在北京你可以看到四百年歷史的胡同旁是一個超科幻的UFO

國家大劇院。香港沒有可能發展出北京的城市景觀，新的東西沒
有發展到那種程度，而歷史跨度也不會拉到六、七百年的歷史。
我在一個關於研究香港城市發展策略的研討會中曾提及香港人在
探討城市發展趨勢上的潛力。80年代社會上並沒有太多人討論城
市發展策略，社會上對城市設計與保育並未形式共識。近年來坊
間高調地討論城市發展的議題，並一步一步形式共識。雖然時間
上是遲了，但是香港有自己的優勢，它比國內擁有更自由的言論
空間，公眾可以透過參與討論，以及借鑒國內外的例子，打造香
港為宜居城市。我希望這幾年的保育運動，可以推動媒體上更多
有關城市發展問題的討論。這也是我個人下一步的關注點，是我
自己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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