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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館舉行了8場演唱會，並在舞台上身穿好友劉培基

設計的婚紗，完成了“嫁給舞台”的心願。

林國輝認為，梅艷芳在事業上的努力和追求也讓

人們覺得這是一位值得紀念的歌手。他向本刊記者指

出，在過去，很多人模仿自己的偶像，甚至以他們為學

習的榜樣；而憑藉自身努力一步步建立演藝事業的梅

艷芳，便是用她的人生講述故事，鼓勵他人爭取自己的

未來。提到梅艷芳最後的演唱會，他表示，很多人覺得

這一幕很重要，反映了梅艷芳一生的追求。

“這是她的個人魅力，也是她向公眾示範的貫徹

始終的人生態度。”林國輝說。

星光璀璨

香港其實不乏天王天后。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

這座城市孕育出一大批巨星，除梅艷芳外，還有張國

榮、張曼玉、成龍、梁朝偉等耳熟能詳的名字。在林國

輝看來，儘管有人把當時的香港形容為“文化沙漠”，

在文學、書畫方面的成果未必有其他地方豐碩，但憑藉

強大的包容性，香港創造出豐富多彩的流行文化，成為

東亞流行文化中心。

“我們在創作流行文化過程中，把我們國家的文

化內容跟西方的文化內容重新融合，變成一個新的文

化產品。”林國輝表示，由於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之

地，創作者可以吸收不同的外來元素，因此新的文化產

品也具備了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受眾對話的基因。1990

年，梅艷芳憑藉《夕陽之歌》獲得“十大勁歌金曲金

獎”，這首歌正是改編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彥的歌曲。

林國輝認為，在當下推廣香港流行文化，最關鍵是

要講好流行文化的發展故事，讓人了解其創作過程和特

色：“不是要年輕人複製前面的文化產品，而是知道文

化產品後面有什麼力量在推動它，這個力量我們要保留

下來，比如創意和包容。”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年推出不少與香港流行文化相

關的展覽及講座等活動。館內目前正展出香港作曲家

黃霑的紀念展“滄海一聲笑—黃霑”，博物館亦邀請了

香港流行文化學者吳俊雄，對香港流行文化黃金年代進

行解構。林國輝又指，在張國榮和梅艷芳紀念展期間，

博物館邀請了一些年輕人在館內進行表演。他認為，此

舉既可以拉近演出者和觀眾的距離，也可以帶給年輕

人鼓勵。

“表演者可以從講座和電影放映活動中去理解前

輩。”林國輝說道。

何日梅再開

儘管“東方之珠”在流行文化上有着輝煌的過去，

但近年來，有關香港娛樂圈“青黃不接”的說法層出不

窮，甚至有人認為“港劇已死”。林國輝說，香港此前創

造出優秀的流行文化，是因為有大量人才，這些人才擁

有包容的心態、專業的精神以及努力開拓新領域和為

自己闖出一片天空的目標。

“我覺得人才很重要。我們現在是繼續吸納不同

地方的人才，他們可以帶來很多新的創意。”林國輝提

到，香港有很多人才並非在港出生，還以黃霑和作家金

庸為例，提到兩人在移居香港前皆在內地生活。

他還表示，香港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社會，很多條

件沒有改變：“我們還在不斷吸納來自歐美、日韓的養

分。”據牛津大學經濟研究院5月發布的全球城市指數，

香港在1000座城市中位居第76位，遠高於排名第217

位的北京和第278位的上海。

今年9月，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2024年世界人

才排名》，香港由去年的第16位，大幅上升至第9位，是

自2016年以來首次重返前十，其中“吸引力”排名由第

32位升至第28位。林國輝向本刊記者表示，自己對香

港流行文化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他提到，在上世紀70

至80年代，人們也沒有想到香港的文化產品會產生如

此大的影響力，“有的成果需要多一點的時間才能看

出來”；並認為在流行文化領域可以有不同的嘗試和創

新。

“年輕人有很多可能性。”林國輝表示，梅艷芳、

張國榮當年憑藉自己的努力在演藝圈建立事業，如今的

香港在吸納人才的同時亦為他們開放更多的舞台供其

嘗試。他補充道，香港目前在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與內地和海外演出者交流的

機會。

“這些事情（交流）在慢慢播撒種子，往後也會有

很好的結果。”林國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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