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所周知
，近代著名畫
家徐悲鴻（一
八九五年—
九五三年），

以繪奔馬、人物肖像（如《田橫五
百士》、《奚我后》和勞動人民等
）、雄鷹和猛獅名重一時，皆能極
盡人、鳥、獸的神態，栩栩如生；
畫馬更筆墨酣暢， 「全馬在胸」。
其實，他畫雄雞，同樣能展現其器
宇軒昂，不同凡俗，且深藏寓意。

像附圖，乃徐悲鴻一九三七年
（四十二歲）時，以設色水墨繪雄
雞（畫上方則繪向日葵）。他僅用
濃墨數筆描繪尾羽高豎，表露雄雞

的氣勢；配合胸、腹、脾等部位同
樣的筆墨技巧，以及紅雞冠與紅穗
的色彩對比，不但形神俱足，而且
蘊涵一己個性與理想。他深感風雨
如晦的時代，冀能 「雄雞一唱天下
白」，喚醒 「沉睡的巨人」，象徵
光明來臨。正如他上方繪向日葵，
盼能朝着太陽，迎接新生。他繪此
畫時，適逢內憂外患的亂世。外來
的軍國主義侵略者、與腐敗不堪的
政權，使民不聊生，經濟崩潰，老
百姓深受其害。徐悲鴻筆下的雄雞
和向日葵，賦予人們希望，要驅走
黑暗妖毒，迎接風和日麗、安定繁
榮的新社會。

自古以來，我國老百姓深信雄

雞代表 「大吉」，蓋 「雞」與 「吉
」諧音。如《玄中記》、《河圖括
地圖》、《古小說鈎沉》與《玉函
山房輯佚書》等古籍，也載有關 「
天雞」（居於桃都樹的神雞）使黑
夜妖邪鬼怪聞之喪膽。 「天雞」鎮
壓邪惡；擾亂社會與為禍人間的魑
魅魍魎從此銷聲匿跡。

雄雞一唱天下白 李英豪

早晨走過鄰
家後院，他們的
巧克力色小狗總
一副急不可耐的
模樣。若主人沒

起床，牠兩隻前爪搭着窗台往裏張望
。主人走出房門，牠朝着院牆又撲又
撞，好像一刻也等不得了。院門一開
，牠箭一般衝出來，不顧主人在身後
絮絮叨叨叮囑牠別跑遠。老同學的父
母養了隻貓，老人也天天跟牠說話。
聽說寵物貓狗培養得當的話，能有三
五歲小孩的智力。但牠們對主人的言
行到底怎麼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去年上映的美國動畫片《寵物當
家》（The Secret Life of Pets）按荷里
活大片的情節套路，描寫一隻草根寵
物狗如何戰勝想要毀滅人類的邪惡勢

力。有趣的是，裏面的 「黑幫老大」
是隻被人拋棄的白兔，手下小弟都是
在人類手裏吃盡苦頭、慘遭遺棄的寵
物。最後，一個小女孩表現出愛心和
善意， 「黑幫兔」馬上棄暗投明，又
重回人的懷抱。

其實，人類常把自己對情感的需
求投射到寵物身上，想像動物都以人
為中心，永遠對人忠誠，為人服務，
對主人無怨無悔。但有人並沒給予寵
物相應的呵護。心血來潮時千好萬好
，一旦寵物老病或給自己搬家帶來不
便，就棄如敝屣。

與其按人類衣食住行的標準對待
寵物，縱容無度，不如和牠們有始有
終，不離不棄。少一點寵，多一點愛
，才能長長久久。養寵物如此，養孩
子也如此。

愛寵 葉 歌

古人稱農曆十二月為
臘月，臘的本義是 「接」
。在這新舊交接的時期，
傳統上要祭祀眾神，感謝
一年來的保佑，又稱 「還

神」。十二月初八叫 「臘八」，為迎接新年來
臨拉開序幕。臘月為一年之歲尾，有小寒和大
寒兩個節氣。大寒過後，春天也就不遠了。

民間傳說灶君本是天上的神，因犯錯而被
玉皇大帝貶落人間，管理各家灶火，同時監察
這家人的善惡，年尾上天匯報。因此人們便向
灶君奉以美食，恭送其離開，希望為他們言好
事。有說 「官三民四蜑家五」，意指當官的人
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謝灶，平民百姓在二十
四日，水上人在二十五日，反映了昔日的階級
觀念。今天在新界鄉村的廚房仍見到灶頭供奉
灶君，通常不放神像。

祭灶這天又是 「小歲」，家家戶戶過小年
，開始辦年貨和打掃家居，為慶祝新年作好準
備。古人分外重視新舊年交替之時光，在除夕
張貼門神、年畫和春聯，吃過晚飯後各人留在
家中守歲，凌晨鞭炮聲響起後，晚輩向長輩拜
年，又到廟宇上香，之後盡情歡樂至天明。

今天許多習俗正逐漸消失，即使保留，許
多人已不明原意。譬如守歲，是代表年長者對
光陰的珍惜，年輕者希望為長輩添壽，另外亦
有嚇走傳說中年獸的用意。至於在小孩枕頭底
放壓歲錢，源自壓制妖怪的故事，有驅邪祈福
的意思。

記章明 吳以然

宋光宗長期
懼父兼懼內，誘
發出怔忡病。即
位後病情反覆，
以致李后掌權，

胡作非為。其父太上皇孝宗去世後，大
臣趙汝愚、韓侂胄等人迫使光宗退位，

擁立太子趙擴登基，是為寧宗。
寧宗自幼好學，在位期間勤儉守德

，但能力委實不強。其祖父孝宗當年便
認為他性格懦弱，不贊成立為太子。果
然寧宗即位後，大權先後旁落韓侂胄、
史彌遠之手，且兩次北伐戰爭皆以失敗
告終，國勢日衰。清初王夫之說高宗朝

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朝有恢
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寧宗朝兩者皆無
，誠哉此言。寧宗有八子，全部早夭，
故立堂侄沂王趙竑為太子，沂王之位則
經尋訪後由另一位遠房堂侄趙昀繼承。
太子趙竑不忿史彌遠專權，令史氏懷恨
在心。寧宗去世後，史彌遠矯詔廢趙竑
為濟王，改立趙昀即位，是為理宗。

理宗早年，朝政仍由史彌遠把持。
史氏去世後理宗親政，尊崇理學、沙汰

冗官、改革財政，頗見起色。可是他晚
年好色荒怠，任用賈似道為相，朝政黑
暗。當時蒙古已經興起，而宋廷卻重蹈
覆轍、聯蒙滅金，令半壁江山失去緩衝
，直接暴露於蒙古鐵騎之前。開慶元年
（一二五九），蒙古大汗蒙哥之弟忽必
烈攻鄂州，賈似道私下向蒙元稱臣，並
許諾將江北土地全部割讓。此時忽必烈
因蒙哥猝逝而退兵，但南宋江山已危在
旦夕。 （上）

朔吹同雲暝不開 陳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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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揚天下的山西
老陳醋製作方法頗為
複雜，需要經過四十
多道工序，歷時一年
時間方可最終製成。
如此製出的醋顏色黑

紫，經久不霉，歷冬不凍。滴一滴在碗裏
，打個圈，會像油珠一樣均勻地沾在碗邊
。而且愈陳愈香，有的貯存多年後，因密
封不好，水分蒸發，變成了琥珀色的硬塊
，但用水化開，鮮美味道卻仍是在的。

太原人都愛吃醋，據說人均每月要吃
兩斤醋，堪稱全國第一。以前凡到太原出
差旅遊者，走時都會買幾瓶帶回去，因此
，太原的醋廠生意滔滔，大大小小的醋廠
多達上百家，年產數萬噸，這是我一直知
道的數據。所以，銷到香港來的山西老陳
醋不是太原產，不是山西產，而是由江蘇

產，就讓人覺得奇怪。
山西農村人吃的醋不同，老鄉們用醋

也不像城裏人用瓶子裝，我在晉南時，見
農家通常都有兩隻大缸，一隻盛水，一隻
盛醋。

想吃醋時，到醋缸裏舀一碗用便是了
，量大的像喝水似的，有的醋是白色，也
有棕色的，沒見過醬紅色，這種醋大概是
要放久些，不能算是陳醋吧？

製作醋的原料及過程，我大體知道，
要先將五穀雜糧蒸熟發酵。我見過老鄉們
做高粱醋、玉米醋、小米醋、柿子醋、果
醋等，他們用物件攪拌缸內的東西時，醋
味四處飄散，避也避不開。可能是山西人
太愛吃醋，所以許多人都是一口黃牙。

醋的好處很多，尤其是正宗山西老陳
醋，有助排出人體內毒素，改善體質。

（話說山西老陳醋．下）

晉人多黃牙 慕 秋

章明一生兢兢業業，勤奮
筆耕。寫作對他是一種非常神
聖的使命，他為此達到了廢寢
忘食，奮不顧身的地步。他的
部分作品選入《中國新文藝大

系》。《當代雜文選粹—章明卷》獲一九八九年新
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雜文集獎，《章明雜文隨筆選》
獲一九九六年廣東省魯迅文學獎。二○一五年《章
明雜文自選集》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項目《中國當代雜文精選大系》。

章明一生崇尚自由，隨意灑脫，從不循規蹈矩
。他思想活躍，不拘一格，喜歡任何新潮時尚，七
十多歲學會電腦五筆輸入法，從此不爬格子，改為
碼字。

他的子女說：「父親喜歡自由，無拘無束的性格
，大概是感動了上帝，特許他一個任性自在的晚年。」

章明生性淡泊，但是為了真理正義，他也是金
剛怒目的鬥士。改革開放之初，極左思想仍然盛行
。他毅然寫了《吃運動飯》一文在《羊城晚報》發
表，引起極左派的瘋狂批判。所幸得到當時的省委
第一書記習仲勳的支持，才沒有被極左派打倒。

作為父親的章明，對子女事事牽掛於心，但是
從不絮叨。除了大處點撥之外，任由孩子自由發展
。兒子說： 「其實對於我們子女來說，爸爸就是爸
爸，是見到孫輩發自內心喜愛的爸爸，是整天在書
房碼字的爸爸，是在床上讀書叫吃飯叫不出來的爸
爸，是幾天不打電話就擔心的爸爸，是出門前一定
要照鏡子整理衣冠，然後抿一抿嘴微笑的爸爸。」

「南天一枝筆」，章明先生，天堂裏沒有煩惱
。我們永遠懷念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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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 「在乎山水之
間——歐陽乃沾作品展」正於香
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展示
了本港資深畫家歐陽乃沾於不同
年代的不同形式及題材精選畫作
約三百多張。

作品包括水彩、國畫、油畫
、塑膠彩、速寫等等，涵蓋畫家
在歐洲、美加、日本、東南亞各
地、中國名山大川、老村小鎮和
不可或缺的本地寫生和創作，可
說是畫家六十多年不斷研究和創
作的藝術總結。

作品除展現了畫家的取材和
表現手法，更讓人讚嘆和感動的

是，他對不同地域、氣氛、情景
的刻畫和演繹，反映畫家對不同
自然場景、文化氛圍和人文色彩
的敏銳感悟和觸動。

哀樂繫乎時，感人的藝術創
作也與時代同呼同吸。是次展覽
的主辦機構 「務本堂藝術發展會
」期望藉此展覽，映照本地繪畫
藝術在不同年代的發展痕跡和創
作風貌。

「在乎山水之間——歐陽乃
沾作品展」展期至一月二十三日
下午六時（今明兩日展至晚上七
時半）。查詢詳情可電六○一二
六五一九。

歐陽乃沾畫展回顧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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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乃沾親身出席畫展開幕禮，並為藝術愛好者簽名留念
務本堂藝術發展會供圖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八和會館 「2016/17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五
」 節目：羅家英指導《旗開得勝凱旋還》今
明兩晚七時半於油麻地戲院公演。

■香港小交響樂團 「《最愛小提琴》：貝多芬
小提琴協奏曲」 音樂會晚上八時於荃灣大會
堂演奏廳舉行。

■音樂劇《綠野仙蹤女巫前傳》下午二時及七時
四十五分於灣仔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公演。

■蘇子情主演戲劇《麗思卡鑽石》下午三時及
八時於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藝穗會地下劇場公
演。

■ 「財源滾滾．雞咁腳來！」 賀歲節目：《喜
臨門》（1958年）晚上七時半於香港電影資
料館電影院放映。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在以男性為主
流的中國繪畫史中，女性畫家作品往往鮮少被人
提及，然她們筆下有不輸於男子的妙筆丹青。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由即日起至三月十二日舉辦 「
明代女畫家李因繪畫展」，當中李因繪畫作品為
七幅，尚有十幅畫作出自李因丈夫葛徵奇、文徵
明玄孫女文俶、薛素素等畫家之手。

出身寒門 賣畫為生
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王淑英、北京故宮

博物院離退人員服務處處長祁耀嵐、中大文物館
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
元生、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莫家良、中大
文物館館長姚進莊出席畫展開幕禮並剪綵。

是次展覽匯集中大文物館館藏，以及北京故
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借出的藏品，主要展出明
代女畫家李因的繪畫作品，以及部分晚明吳門畫
派的作品和仿製閨閣畫家的作品，呈現十七世紀
女性畫家面臨的各種人生境遇。

李因早年生平不詳，後人主要通過她的丈夫
葛徵奇為其詩集題寫的序言及晚明學者黃宗羲為
她所立小傳窺其生平，據葛徵奇記載，李因出身
寒門，但自幼警敏，詩學出眾，因傾慕其才情而
納為妾。

策展人李蘊詩表示： 「在諸多古代女畫家中
，挑選李因的原因在於，在不同時期李因擁有不

同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出身寒門，甚或淪為青樓
妓女，後嫁為姬妾，丈夫在世時，她以作畫怡情
；丈夫去世後，她則以賣畫為生。如此跌宕的人
生經歷，可謂李因最吸引我之所在。」為何不選
擇人生經歷同樣傳奇的明末歌妓柳如是？李蘊詩
告訴記者： 「柳如是傳世作品較少，且散落在各
地，將畫作集中於一地進行展出存在難度。」

展覽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展出李因和丈夫
葛徵奇共同創作的繪畫作品，其間可見夫妻二人
的 「夫唱婦和」；第二部分展示李因在丈夫死後
，作為職業畫家的畫作，作品多為花鳥立軸畫，
體現了她從閨閣畫家到職業畫家的轉變。第三部
分展出孫克弘和周之冕的三幅花鳥畫作品，與同
時期的李因作品進行對比；最後一部分則着重展
示閨閣畫家繪畫中的贋品。

沒骨花鳥 營造呼應
葛徵奇曾如此評價自己與李因的畫藝： 「花

鳥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今次步入展廳，
即可看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葛徵奇手卷《
山水圖》，畫中葛徵奇揮斥筆力，肆意寫山水。
為表現山石之真實，他先用線條勾勒輪廓，輔以
濃淡墨色，遠景群山以淡墨引出，山水與留白相
互交替，為畫面增添靈動。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李因長手卷《花鳥圖》在
展廳現場展出，畫作可見李因、葛徵奇雙題款，
李因以水墨沒骨法寫各類花鳥，巧妙利用花枝的
舒捲蔓延，與小鳥的飛棲動靜相結合，從一個畫

面組合至下一個組合，營造視覺呼應。葛徵奇則
為該畫作書長題跋，着重記錄夫妻二人夏日閒居
，詩畫唱和的美好時光。

與其早年創作相比，李因在丈夫死後成為職
業畫家的畫品筆法欠佳，構圖簡率。正如今次展
出李因成為職業畫家之後的花鳥立軸水墨畫，創
作隨意，落款簡單，無長題跋。李蘊詩說： 「李
因遭遇丈夫離世這一人生重大打擊後，創作風格
並未發生變化，然在構圖和用筆方面，則顯得不
如以往精細，或許是急於出售畫作而致，又或者
是筆力不逮。」

此外，現場亦展出上海博物館藏文俶畫作《
寫生花蝶圖》，畫家以其女性特有的溫婉細膩，
描繪蝶舞花叢之景，萱草、蝴蝶皆充滿盎然生機
和雅趣，筆觸清秀傳神，不遜於同時代男性畫家
的花鳥畫，也難怪明末清初文學家錢謙益曾評其
作品為： 「點染寫生，自出新意，畫家以為本朝
獨絕。」

「明代女畫家李因繪畫展」由即日起，在香
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Ⅰ展至三
月十二日，查詢詳情可電三九四三七四一六。

中大展明代女畫家作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李因《花鳥圖》（局部） 中大文物館供圖

◀文徵明玄孫女文俶《
寫生花蝶圖》（局部）

中大文物館供圖

▼葛徵奇手卷《山水圖》
（局部）

中大文物館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