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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濤與MIRROR可以代表「⾹港」？⼤灣區哥哥
與⼤灣妹們的國家級任務
⼤灣區由此進⼊⼤陸「新⾹港」敘事，這另⼀處⽂化戰場上，情感聚焦於過去的⾹港，刻意遺漏的，卻是當下的這
個⾹港……
特約撰稿⼈ 郭⼀路 2022-01-17

2021到2022的跨年晚會或新年⾳樂會，中國各地的衞視台，出現了⾹港明星歌⼿雲集獻唱的特殊現象——港星出台
當然並不稀奇，只是今次，這批成名於80或90年代，港⼈以⾄⼤陸觀眾都熟悉的名字，再不代表⾹港，⽽是分享著
⼀個新的⾝份：⼤灣區哥哥姐姐們。
「⼤灣區」不是⼀個新名詞，但當「我們來⾃⼤灣區」從這⼀代演藝⼈⼝中講出，對⾹港⼈⽽⾔，卻陌⽣疏離。⽽
它偏偏就以這種粗暴來架空了歷史⽂化的⾝份⾃述，呈現了這個地⽅的⾝份危機。這個名詞的區域劃分，由2＋9個
廣東省城市組成，包括⾹港、澳⾨，及廣州、深圳、珠海、佛⼭、惠州、東莞、中⼭、江⾨、肇慶九地，地區的命
名源於⼀脈超乎強⼤的政治邏輯：⼀個地⽅的歷史⽂化可以短時間內試圖被重新命名並建構。⽽在娛樂⽂化領域，
那忽然⽽來的巨⼤的普及性，諷刺地只來⾃⼀檔意外⾛紅的綜藝節⽬。



當北上港星⾃居⼤灣區之星
去年芒果TV熱⾨真⼈秀「披荊斬棘的哥哥」中，昔⽇港星陳⼩春、張智霖、林曉峰、謝天華、梁漢⽂，後來以「⼤
灣區哥哥」的名義再度⾛紅出圈。⾃此，北上港星都以⼤灣區之星⾃居，或⾄少是被介紹出場時如此開場；有些更
成功開創個⼈演藝事業第⼆春。之前從未在娛樂⽂化領域流⾏過、⽽只是作為⼀種政府城市規劃宣傳的「⼤灣區」
稱號，儘管在⾹港還不流⾏，但由此進⼊了⼤陸語境中主流的「新⾹港」敘事：
那個遊離⼤陸以外的孤獨漁村奮進史不再，轉⽽變成了⼀個依仗⼤國江河才⾛得更遠的地理經濟政治共同體⼀員。
此刻正值新⾹港需要以全新建構接軌內地，對管理者⽽⾔，有效的融⼊，意味著另⼀端的猛⼒拉扯：去⾹港化。放
眼未來，有多少⾹港被保留，⼜有多少⼤灣區被宣揚，正是另⼀⽚⽂化戰場所在。
之前從未在娛樂⽂化領域流⾏過、⽽只是作為⼀種政府城市規劃宣傳的「⼤灣區」稱號，儘管在⾹港還不流⾏，但
由此進⼊了⼤陸語境中主流的「新⾹港」敘事。有多少⾹港被保留，⼜有多少⼤灣區被宣揚，正是另⼀⽚⽂化戰場
所在。

歌⼿楊千嬅在江蘇衛視的跨年晚會演出。圖：影⽚截圖

向來, 地⽅衞視台的節⽬，才是觀察中國受歡迎娛樂及明星的凖確渠道。剛過去的跨年及新年演出中，廣受歡迎的上
海東⽅衞視，跨年盛典特別設⽴了⾹港分會場，林⼦祥、葉倩⽂、譚詠麟、張明敏、呂⽅、周慧敏、李克勤等⼈以
⼤灣區歌⼿的⾝份出現。江蘇衞視則有楊千嬅、關智斌、陳偉霆、鍾鎮濤等助陣（當中⼤部份現已⻑住上海等
地），同樣以⼤灣區哥哥姐姐作賣點。
最原汁原味則在湖南衞視的特輯，古惑仔系統的⼤灣區哥哥們乘著「披荊斬棘的哥哥」和「⼤灣仔的夜」的節⽬⼝



碑，成為反應最熱烈的演出嘉賓。歌星們在國內電視台的節⽬中，宣揚著抹去「⾹港」這名字的⾹港想像。回到現
實中的⾹港，元旦晚上商業電台的2021叱咤樂壇流⾏榜頒獎典禮上，新的名字此起彼落，⽽當中最為⽕紅的
MIRROR，卻不為⼤陸觀眾所知。兩個⾹港舞台，卻像平⾏時空。
⾹港故事難說，多年來都還未曾說清，倒⼜開始了講另外⼀個⼤灣區故事。但由誰來講？講什麼？對誰說？那忽爾
貼在⾹港⾝上的「⼤灣區」標簽，徬彿成了阿圖舍（Althusser）討論「詢喚」效果（interpellation）的最新注腳：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的⾝份建講，正好來⾃這種直接的喊話：「 喂！你你你，現在是⼤灣區⼈了！」這是權⼒
階層最新的⼯作範本，由上⽽下，名堂強加。⽽⺠間社會的責任，變成了如何在諸種強加的論述與⾝份之間，予以
抗衡。
無疑，這名字之爭，只是過去兩年間，⾹港⼈⾯對無數暴⼒或意識形態爭戰中的其中⼀環。這是⾹港翻天覆地改變
的兩年，⽂明、制度與公⺠社會⾯臨改天換地，伴隨的是更急劇的「融⼊」過程，⼤藍圖（⼜是那「下⼀盤⼤棋」
的⽐喻）實則的指向，是解決那尚有25年的「50年不變」終極落幕問題。到時，「⾹港」作為地理名詞，當然仍會
存在，可玫瑰的名字縱使如⼀，芳⾹是否依然？⼤灣區的議題，正是改寫⾹港這本⼤書的最新⼀章。
⾹港故事難說，多年來都還未曾說清，倒⼜開始了講另外⼀個⼤灣區故事。但由誰來講？講什麼？對誰說？這是權
⼒階層最新的⼯作範本，由上⽽下，名堂強加。⽽⺠間社會的責任，變成了如何在諸種強加的論述與⾝份之間，予
以抗衡。

國家終於有任務派給⼤家！
更為吊詭的是，此際⾹港⾝份焦慮不安的時刻，卻反過來也是廣義⾹港⽂化在中國⼤陸被再度追捧之時。從港式飲
⻝到再次⾛紅的港星，主流和給中國新⼀代的⾹港論說，是選擇性的有關⾹港（已過去的）娛樂圈⿈⾦盛世的緬
懷。每⼀次書寫⾹港，都像是⼀次輓歌再奏。這反映在眾多全⾯回顧80、90年代港星港⽚的微信發帖，常常可變成
爆款。
它的邏輯簡化⽽粗糙（⼤體就是指伴隨⾹港經濟影響⼒⽽來的港式⽂化已⽇落西⼭，之後只能寄託於中國這更⼤的
市場），空有情懷卻顧影⾃憐，並完全忽略了近年⾹港最前綫由電影乃⾄樂壇的⽣⼒軍創作⼒量——電影上有多位新
導演執導的「後浪潮」電影⾵，⾳樂上則⾒証於這次的叱咤頒獎。



2022年元旦的叱吒樂壇頒獎禮，姜濤奪「我最喜愛男歌⼿」。圖：影⽚截圖

然後，⽼演員的新⻆⾊上場。⼤灣區哥哥姐姐們化著濃粧與操⼀腔「港普」（⾹港⼝⾳普通話）搖⾝⼀變，成為進
軍中國內地市場北上發展的樣板，更可能是往後更多⾹港⼈北上的模範。明星們有了⼀個⽐任何廣告合作都更重要
的任務，成為這融⼊政策的最知名⼜收效的代⾔⼈。國家終於有任務派給⼤家了。
TVB過氣藝⼈，叔⽗姨姨輩的歌⼿，無論是商場⾛秀到直播賣貨，合⼒演繹著⼀齣更主旋律的⼤⽚，親⾝⽰範響應號
召、拓展更⼤⽣活與事業空間的戲碼。這當中的吸引⼒，完全擊中傳統港⼈卑微的所求：都係揾⻝啫（不過是要吃
飯嘛）！⽽且各種新的可能性確是事實，初看來只像是⼀腔情懷的幻想，有了實際利益的驅動，造就了另⼀個有關
⾹港的新章節：隨原⽣⼈⼝的⼤量流動，原⾹港⼈⼀⽅⾯移⺠外國，⼀⽅⾯流⼊⼤灣區，再加上國內移⺠的逆向加
⼊，將徹底改變新⾹港的⼈⼝構成。它要向港⼈宣布： ⾹港的未來，在⼤灣區。看！就連「中國好聲⾳」的最新冠
軍，都是專⾨演唱⾹港經典粵語歌的台⼭⼥⽣，來吧，普通話不靈光也不打緊。更不⽤說⼤灣區的各種利好港⼈北
移的政策，如就業補貼、社保、戶⼝居⺠待遇等等。
可是當灣區的⽉亮升起，我們確能肯定⼤家是在觀看同⼀個⽉光嗎？城市的變臉，公⺠的情緒，於此和諧的⾳樂中
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往過去聚焦的情感，實是刻意遺漏了當下的⾹港，那已更趨熾熱的新⼀代⽂化產出。

⽽⼤灣區在流⾏⽂化中⼜意味什麼？它急不及待，像宣傳⽂件⼀樣下達。去年在全中國廣泛宣傳的中秋晚會「灣區
升明⽉」節⽬，由紫荊⽂化集團、央視電影頻道、深圳市委宣傳部和鳳凰衞視主辦，此「⼤灣區中秋電影⾳樂晚
會，將深情唱響南海之濱、珠江兩岸。」
王菲唱著這節⽬的主題曲《灣》，當然滿了⼈⽉團圓的⽼舊情懷，這種假設的⼈同此⼼，傳遞着硬套於上的情感共
鳴，可是當灣區的⽉亮升起，我們確能肯定⼤家是在觀看同⼀個⽉光嗎？城市的變臉，公⺠的情緒，於此和諧的⾳



樂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往過去聚焦的情感，實是刻意遺漏了當下的⾹港，那已更趨熾熱的新⼀代⽂化產出。

歌⼿王菲在2021央視⼤灣區中秋電影⾳樂晚會演唱。圖：影⽚截圖

中港娛樂圈的本質區別
我們看到的是⼀組⼜⼀組講⼈話的年⻘⼈，沒有被順服或遭清朗⾏動式過濾的⾃由表達。放眼演藝⼤地，反⽽迫出
了⾹港流⾏⽂化那不易被取代的特質魅⼒。亦即，⾹港那僅餘的⾃由度才是賴以激發創作的本質，⾹港流⾏⽂化傳
承下去的動⼒。

幾乎是同時期舉⾏，2022年元旦的叱咤樂壇頒獎禮，被普遍認定為⾹港樂壇向過去道別，⼀代新⼈登場的分⽔嶺。
除了在歌曲中或得獎⾔詞中表達對⾹港的愛和堅持，對遠去或留守⼈的⿎勵和關注，沒太多⼈看得清那同時也是中
國內地娛樂系統和⾹港本⼟系統分道揚鑣之勢。當⿈偉⽂感謝MIRROR堅持唱粵語歌之時，我們更要指出的是中港兩
地的娛樂歌星炮製⼿法，以⾄整個娛樂圈產業鏈及管控⽅式，已有著本質上的分別，⽽正是這種區別使⾹港⾳樂⼈
真正仍有存活的理由（換個說法也可能是失去中國⼤陸市場的原因）。
我們看到的是⼀組⼜⼀組講⼈話的年⻘⼈，沒有被順服或遭清朗⾏動式過濾的⾃由表達。他們或者難以進⼊中國內
地的娛樂體制，因為他們未必適應內地的綜藝玩法，更不⽤說那種由髮型紋⾝到創作都要規管的教條。中國本⼟也
在積極開發國產流⾏⽂化偶像，不輕易讓「反叛⼒」佔位置，⽽只容許乖乖仔⼥式的作派。
凡此種種，放眼演藝⼤地，反⽽迫出了⾹港流⾏⽂化那不易被取代的特質魅⼒。亦即，⾹港那僅餘的⾃由度才是賴
以激發創作的本質，⾹港流⾏⽂化傳承下去的動⼒。



⾄於中國⼤陸望過去⾹港，這兩年間，對⼤陸樂迷⽽⾔，⾹港流⾏⽂化特別是樂壇的缺失，兩地交通的停頓，有關
⾹港訊息和理解的資訊差，已然加深了兩地的⽂化鴻溝。到可通關的⼀天，對⾹港的態度，相信也回不去從前。可
預⾒，那不僅是國內⺠眾缺乏對⾹港的熱情好奇，同時也是對⾹港⽂化的越發冷淡。
那失去了中國內地市場的⾹港流⾏樂壇新⼀代可以繼續⽣存嗎？有些聲⾳寄望於⼀個廣泛粵語消費區的成熟開發，
但這論點忽略了的是，那怕是粵語，在廣東省內也是⽇漸式微。故此，重申⾹港⼈唱廣東歌，其實它的內核不是分
離主義的問題，反之，在⼤政策上，過渡期中的善⽤廣東話剩餘價值，讓⾹港⼈更輕易融⼊內地，對當局⽽⾔反⽽
是更有「充份利⽤」的價值估算。儘管那種粵語的同聲，不⼀定意味同氣（這現象⾒於就⾹港這兩年來問題的表態
中，過往因想像的語⾔⽂化親和性⽽來的廣州必撐⾹港的說法，不再出現）。

歌⼿何韻詩舉⾏2022年⾸個線上⾳樂會。圖：影⽚截圖

⼤灣區另有可能性？
這種glocal（global+local）的既在地⼜全球化的視野與創作，可能才是⾹港未來的⾳樂⾛向。MIRROR說⽬標要做
到「亞洲第⼀」，此時於⾹港，⽴⾜有新意，是把⾃⼰放進全球的流⾏⾳樂脈絡中，⽽⾮進⾏內捲。

如果語⾔不是最決定條件，那什麼才是⾹港⾳樂的⽣命綫？
庫哈斯（Rem Koolhaas）研究珠三⻆時，曾提出generic city和巨型都會的理解，迷惑於像深圳這種無歷史、無靈
魂、無可識別性的超速發展都會的同時，也無不驚訝於珠三⻆城市那並無不可能的拼貼以⾄濃烈的⽣命⼒，多個城
市組成的都市網，締造⼀種獨特的相互依存關係。以上說的⼤灣區雖說是⼀個⽂化⾝份，可現實中它確實是未來結
合了科技、醫療、出⾏、消費、居住的另⼀種城市⽣活⽅式。當拼貼的新⽣活模式遇上⽂化，可以有怎樣的產出？



這或許可以作為思考⼤灣區發展時的開創性⻆度：作為⼀個特定的區域⽂化，能否有⼀種抵抗著官⽅認可的意識形
態乃⾄政經宰制，轉⽽更為著重其⽂化開拓的新可能？那種⻑久以來，因遠離中央政治，同時⼜更親近海洋輸出的
特例⽂化發展空間的構成。有嶺南⽂化學者歸納類似的⽂化特質為「⽣猛」。
從五條⼈的潮汕⺠謠到⾹港的美韓⽇偶像混種泛太平洋⾵，內地沒有另⼀個⼤⽂化區域能產⽣出這麼具多樣性活⼒
及不隨⼤陸主流⼤眾⼝味的地區作品。五條⼈唱的不是粵語，是汕尾區海豐⽅⾔，但樂迷接收到的是充滿混雜特
⾊、⼜貼近⽣活的⼩⺠氣息原創。在最近的演唱會宣傳中，甚⾄提出了global south的理論框架，追溯廣義上廣東∕
南⽅⽂化的豐富內涵和外延影響⼒，以⾄南⽅城市因邊緣性⽽來的⽣猛敢為。
這種glocal（global+local）的既在地⼜全球化的視野與創作，可能才是⾹港未來的⾳樂⾛向。MIRROR說⽬標要做
到「亞洲第⼀」，此時於⾹港，⽴⾜有新意，是把⾃⼰放進全球的流⾏⾳樂脈絡中，⽽⾮進⾏內捲。不需要劃地為
牢，當然也不該投主旋律所好。清楚了⼤灣區的概念和可能性，⾃⼰的站位，就知道如何去打破它帶來的限界。

流⾏⽂化  ⼤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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