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猶記得
唐末五代詩
人徐夤有四
句詩，詠越
窰秘色青瓷

茶盞： 「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施薄
冰盛綠雲。古鏡破苔當席上，嫩荷
涵露別江濆。」可說把古青瓷的色
與質描繪得淋漓盡致，比喻既浪漫
，更富想像力。

宋代文人雅士嗜茶，上流社會
以至民間皆時興鬥茶；而所用瓷茶
盞或茶盌（碗），繼承了唐末五代

遺風。附圖為南宋時期燒造之青釉
葵口瓷茶盌；雖然經駸駸歲月釉色
呈微黃，但完美真品絕不容易尋獲
。宋代青釉器鼎盛，很多名窰也燒
造，水準奇高。由於茶盞實用，難
免殘缺和保存困難。宋代青釉瓷與
青白瓷，器型與五代相似。上品者
白裏泛青，溫潤如玉。南宋青釉茶
盞偏重器型及實用性，而非印花、
刻花或劃花等裝飾；風格比較清雅
素樸。

宋代較名聞遐邇的是建窰與吉
州窰黑釉茶盞或茶盌（內壁多有不

同特別紋飾）。楊萬里指 「鷹爪新
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黃
山谷謂 「研膏濺乳，金鏤鷓鴣斑。
」 「兔毫斑」（蘇東坡名為 「兔毛
斑」）與 「鷓鴣斑」，就是指宋代
當時黑釉瓷茶盌內壁呈現美麗的藝
術斑紋；有些則如木葉，有些卻似
玳瑁甲。

輕施薄冰盛綠雲 李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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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運動在氣流中旋轉，帶來如飛機起
飛轟鳴聲的 「鳴沙」效果。導遊說：
「敦煌鳴沙山的沙粒在顯微鏡下能看

到侵蝕形成的小孔。」
套上橘紅防沙布靴，戴好防沙面

罩兼脖套，騎駱駝上山。比起坐摩托
、乘直升機、滑沙者，我的冒險精神
不足，但已滿足於這種獨特體驗。駱
駝八、九歲大，灰白，大眼，長睫毛
，秀氣溫順。摸摸夾鞍子的駝峰，入
手粗糙如駝毛毯。

一路顛簸，駱駝默不作聲，帶領
五峰駝隊的服務員倒不時停下，用各
自的手機給大家拍照。太陽已落山，

未見藍天金沙，只有風起沙飛，滿目
蒼黃，一隊隊駱駝在沙地上緩慢行走
。鴿子成群飛來，咕咕啼叫落到沙上
，不知有啥吸引牠們。

約一小時後下山，下駱駝，走到
號稱 「千年不涸」的月牙泉邊。月牙
泉被鳴沙山環抱，因水面酷似新月得
名。過去敦煌地下水位高，平原地區
的地下水流出，在窪地形成泉水。二
十世紀初月牙泉還能垂釣、行船。但
七十年代以來因墾荒種田破壞植被，
水位二十年間下降了八十米。九十年
代以來黨河和月牙泉之間已斷流，現
在的泉水都靠人工引入黨河水補充。

月牙泉附近建有亭台、高塔，供
奉觀音。有聊發少年狂的遊客脫掉防
護靴、鞋襪，在沙上跑跳撒歡，我卻
杞人憂天地牽掛西北不斷消減的水資
源。

鳴沙山 月牙泉 葉 歌

筆名 「江山故人」的
黃佩佳於一九三五至一九
三六年間在《華僑日報》
撰寫專欄，介紹新界的風
土名勝。戰後他銷聲匿跡
，其文章也隨風消逝。數

年前，香港史地研究者沈思獲得江山故人的文
章剪報，共三百二十九篇，經過長時間校對和
加上標點符號後，重新排版編成《新界風土名
勝大觀》一書，在今年書展推出。

此書珍貴之處在於真實地呈現當年新界面
貌，對研究香港史蹟和掌故的人極具參考價值
。英國 「租借」界限街以北土地後，將新界分
為南約和北約兩區。黃佩佳指出，南約有十個
重要區域，其中深水埗有菴由、田寮、白田和
石硤尾等村，是村人往來荃灣和九龍城的必經
之路。港府花十餘年移山填海和闢路建樓，已
變為繁盛之地，有東廬、巴式會、關帝廟、天
后廟、三太子廟和北帝廟等建築。現在的深水
埗只剩下四間廟宇，東廬拆卸，巴式會教堂亦
已重建。

黃佩佳又說，昔日大嶼山最繁盛地方是大
澳，設有墟市，方圓一帶的僧尼道侶都靠大澳
墟提供日用所需。西返香港的漁船亦常停泊於
此，有利買賣。另一離島長洲也有墟市，風浪
較小，水深可泊大船，商業發展尤勝大澳。數
十年後，大澳居民因漁業和鹽業衰落而紛紛離
開，墟市不復從前，只有假日才見擠擁。長洲
因交通便利，吸引市民遷入，今天繁榮如昔。

學習說理 吳以然

為安葬丁貴
嬪，蕭統派人購
得一塊風水吉地
。誰知有太監俞
三副受其他賣家

賄賂，私下游說武帝，聲稱這塊墓地比
蕭統所購的那塊對皇帝更為吉利。年已
花甲的武帝頗多忌諱，聽從了俞三副之

言。下葬後，有道士對蕭統說這塊墓地
不利長子，必須在墓側的長子方位埋下
蠟鵝等物，以作厭禱，避邪祈吉。碰巧
有個太監鮑邈之因受蕭統疏遠，心懷不
忿，得悉此事後向武帝告密，武帝大驚
。蕭統擔憂父親懷疑自己別有用心，焦
慮成疾，竟落水受驚，到武帝趕至時已
歿，謚曰昭明太子。此時蕭統長子蕭歡

才十來歲，武帝決定讓蕭統年已二十九
、頗有閱歷的同母弟蕭綱接任太子。

侯景亂時，蕭歡已去世，其弟蕭譽
、蕭詧與湘東王蕭繹不合，遭到攻擊。
蕭譽被殺，蕭詧以襄陽歸降西魏，西魏
封他為梁王。江陵之禍，梁元帝蕭繹投
降，被蕭詧用土袋悶死，算是為兄報了
仇。這時蕭繹手下大將陳霸先即將建立
陳朝，西魏於是讓蕭詧稱帝，分散江南
民心，史稱後梁。後梁僅轄江陵附近數
縣，先後為西魏、北周及隋朝附庸，與
陳朝對立，且以南朝正統自居，文化興

盛。蕭詧死謚宣帝，有詩文集十五卷，
佛經義疏四十六卷，現存詩十首。其子
明帝蕭巋，著書亦達十四部。

蕭巋子蕭琮繼立後，隋文帝將他召
入長安，後梁國廢除。不過，蕭琮之姊
嫁隋文帝次子晉王為妃，也就是後來的
隋煬帝蕭皇后。另一兄弟蕭瑀為初唐賢
相，唐太宗贈詩曰： 「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誠臣。」終唐一代，蘭陵蕭氏僅拜
相者已達十人，且多為昭明後裔，此殆
其生前所難逆料者乎！

（下）

清音山水亦泱泱 陳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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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天氣影響
胃口，吃什麼好？
我家有時會煮些綠
豆粥、煲鍋冬瓜湯
，或拍條青瓜涼拌
，有時也會煎幾種

小魚，放在冰箱裏吃幾餐。
上周日不想煮飯，全家去君悅酒店

吃自助餐，從上午十一點坐到下午兩點
半，早午合餐，吃吃停停，大人說說話
，小朋友吃飽了坐在沙發上看看書。君
悅的海鮮大多凍食，第一盤我拿了半隻
龍蝦、一隻大蝦、兩隻青口，第二盤拿
了三隻鮑魚、半隻芝士焗龍蝦，吃完這
兩盤已覺胃脹。坐了一陣，想到還有許
多美食未品嘗，又鼓勁去拿了些新鮮車
厘子及士多啤梨。

到了一定年紀會愈吃愈清淡，大魚
大肉吃得少了。有位友人說他們夫妻一

條粟米、半塊紅薯就是一頓晚餐，我以
前不信，現在信了。

一位北京友人前不久來港，請她吃
飯，她說最愛吃有餡食品，幫她叫些肉
包或肉餃足夠矣，她孩子在旁說： 「媽
，叫你不要在外點帶餡的，怎麼就記不
住呢？」在外少吃帶餡的，這一點我也
很贊同。

吃得少吃得清淡，有益健康，吃的
衛生更不能忽視。一些不法店舖據說將
帶有寄生蟲卵、增生肉、變質肉等亂七
八糟的豬肉絞成餡，顧客不知情吃得還
挺香。香港有食品檢驗制度，問題不大
，但小心起見，我仍是避免購買現成免
治肉。中國人貪吃會吃，養生食譜多得
很，最近微信群有人介紹荷葉水、淡鹽
水、玫瑰花水，說是簡便又去暑。個人
經驗，少吃油膩，新鮮清潔，加上心態
淡泊不急不躁，便不會中暑。

暑天談吃喝 慕 秋

據說馬克思墓的下方寫着：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這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的最後一條，寫於一八四五年。

這大抵也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最早表
述。

解釋和說理互通。說理的前提是傾聽，有人解釋
就需要有人傾聽，無論解釋還是傾聽，到頭來還都得
回歸事實。

如今的人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先入為主，很少傾
聽。龍應台近年提倡開啟 「大傾聽時代」，她認為：
「傾聽是建立新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傾聽不僅

指傾聽別人的，也包括 「我們必須傾聽自己，不要盲
目自卑。」

面對今日爭論不休的嘈雜社會，恐怕古希臘哲人
也很難做到沉思默想。複雜的政治生態、社會光譜，
這都不是抽象的原則和哲人式的啟示所能解決的。

在公共討論諮詢過程中，尤其需要面對是如何 「
說理」。譬如你談 「民主」、 「民生」，你先要釐清
「民主」、 「民生」的概念，再往下講道理。而且一

旦預設目標，即無誠意可言，因為你只是作出 「聆聽
貌」。假傾聽，真主意。

在這個變動不居年代，各宗各派都要接受一個現
實：傾聽，才能進行真正有價值的討論，而不是淪為
情緒發泄。

如果對現實過於失望，人們是否更應該調適所謂
的理想，甚至質疑和反思曾有過的理想？

與與
你你同遊同遊

閒閒
性性閒情閒情

紅紅
塵塵記事記事

星星
光光心影心影

低低
徊徊在此在此

新界風土名勝
陳天權

墟墟
里里

新園地 責任編輯：劉 毅

B8 責任編輯：王鉅科 2016年7月23日 星期六

文化
Culture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姍姍報道：香
港書展期間，資深報人、著名作家商子雍 「
文化的前後左右」講座昨日於灣仔會展中心
舉行。商子雍通過詳細的案例講述了文化的
定義、文化的前世今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文化在國際上的重要作用，文化對個人和
社會的影響，應該對外來文化採取何種態度
，以及怎樣發展新文化、凝聚整個社會。

商子雍表示，逛完香港的書展，認為一
個好的書店，一個成功的書展能夠改變一個
人、一個外來人對這個地方的看法。他二○
○三年去台灣，龍應台推薦了三個必去的地
方：誠品書店、錢穆故居、林語堂故居。他
去過誠品書店之後發現台灣是一個文化氛圍
很濃的地方。今天參觀書展，儘管與台灣書
店安靜的文化氛圍不同，香港的書展喧鬧中
透着活潑，透着濃濃的文化氛圍。

商子雍說，今天的講座之所以取名為 「
文化的前後左右」是因為 「前」代表文化的
未來發展、 「後」代表文化的過去及傳統歷
史，而 「左右」則代表外來文化。他說，我
們要吸收優秀的傳統文化，用包容、開放的
心態接受外來優秀文化。國際上 「以文化定
輸贏是千古不變的」，因此要提升文化軟實
力，並表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如奔騰的河流

，文化長河無終止，伴隨人類社會奔騰不息
。我們要追求優秀的、好的文化，抵制壞的
文化。

商子雍說自己已經為《大公報》副刊的
《大公園》供稿三十年，以後還要繼續寫，
希望讀者多支持。

【大公報訊】記者郭雨南、劉榕欣報
道：西九文化區M+展亭落成儀式昨日舉
行，作為西九文化區首個永久展覽及文化
活動場地，其落成標誌着西九文化區發展
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文化區首個永久展場
政務司司長、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

局主席林鄭月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

總裁栢志高，候任M+行政總監華安雅，
M+博物館副總監及總策展人鄭道鍊，彭
耀輝建築師事務所執行董事彭耀輝等嘉賓
出席儀式。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 「西九文化區
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項策略性投資，以推
廣藝術及創意產業的發展、滿足市民與日
俱增的文化需要、吸引及培育藝術人才和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

這個大型建設的願景和承擔，值得我們引
以為傲。我們會致力把西九發展為世界級
文化藝術樞紐，讓大家可以在這裏享受悠
閒時光，有着獨特的文化體驗。」

隨後，林鄭月娥稱項目團隊如期在預
算之內完成工程，並提到接下來進行的一
系列設施進程， 「繼M+展亭的啟用，西
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將於二○一八年開幕
，藝術公園及包括由一個黑盒劇場和一個
戶外舞台組成的自由空間，將由二○一八
年起分階段開放，而M+大樓則會在二○
一九年啟用。演藝綜合劇場亦已進入詳細
設計階段，計劃在二○二○年落成，二○
二一年啟用。」

建築主體融入自然環境
M+展亭的設計由二○一四年一月獲

得國際建築設計比賽冠軍的三位建築師組
成的團隊負責完成，包括有彭耀輝建築師
事務所的彭耀輝、JET建築事務所的周天
朗以及張勵繡。

展亭的建築設計亮點良多，其中，升
高展覽空間，令建築空間懸浮在樹葉之中
被綠色植物包圍，讓訪客可在展館內欣賞
藝術品之餘飽覽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是最為
突出的亮點。除此之外，展館設計運用鏡
面外牆，反映周邊園林將建築主體融入自
然環境。而內部的展覽空間以拋光混凝土
樓板及白牆組成，使得展館可以靈活地配
合跨界別藝術展覽及表演，都是設計的亮
點之一。

M+博物館預計於二○一九年正式開
幕，在此之前，M+展亭將會舉行一連串
的專題展覽，向公眾展示M+藏品中將會
涵蓋的視覺藝術、設計與建築，以及流動
影像三大範疇的作品。而首個展覽將於今
年九月舉行，主題為 「曾建華：無」，屆
時將會展出曾建華於第五十六屆威尼斯視
藝雙年展上備受好評的作品 「無盡虛無」
系列。查詢詳情可以瀏覽網站：www.
westkowloon.hk/

商子雍書展暢論文化

▲商子雍 「文化的前後左右」 講座現場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姍姍攝

M+展亭落成 九月首展

▲鄭道鍊（左起）
、彭耀輝、林鄭
月娥、栢志高、
華安雅出席落成
儀式

大公報記者
郭雨南攝

▶M+展亭外觀
大公報記者
郭雨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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