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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 「
錦」者，即四川成都，史稱天府之國，
地靈人傑。六位來自成都的畫家梅凱、
沈道鴻、周明安、汪曉靈、戴雨樵、趙
志章攜 「逸士」精神來港，由雲峰畫苑
主辦 「錦水香江─天府六逸．水墨精
品展」展出其部分佳作，引 「錦水」入
「香江」，呈現中國畫中人物、花鳥、

山水的靈韻。

人物生動 花鳥傳神
人物畫高手梅凱於本次畫展中首次

亮相香港。他從古代詩詞、藏傳佛教中
吸收養分，作品《琴挑》靈感來源於司
馬相如與卓文君琴音傳情的一段逸事，
仔細看會發現，畫中右下角印章為 「情
多纍美人」。畫作《山鬼》則出自屈原
《九歌．山鬼》，描繪多情的山鬼等心
上人的情景，正應 「乘赤豹兮從文狸」
一句。 「了解西藏必須要了解佛教，繪
畫要從生活中攫取靈感」，他去西藏採
風，繪出《轉經》、《轉世靈童》等作
品。

沈道鴻的作品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末，就已進入香港藝術愛好者視線。本
次畫展亦呈現他筆下的恆河風光， 「很
奇妙的，印度人崇拜蛇。為什麼這麼兇
殘的動物在他們的調教下，會變得這麼
溫順呢？」沈道鴻感到好奇，反映在畫
作《默丹傑里皇宮遺址廣場的戲蛇人》
中，有毒的響尾蛇在印度人的笛聲中翩
翩起舞。印度的舞蹈、音樂、宗教、生
態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們的服飾特別
，絲綢薄且充滿豐富的圖案和花色，我
要思考如何用中國畫的技法去表現。」
比如《戈德亞姆的配飾》描繪販賣串珠
配飾的情景，尋常可見，卻因生動而被
畫家捕捉。

「我捕捉的不是外在的形狀，而是
要找到每一種花內在的靈韻。」汪曉靈

希望在花鳥畫中展現特質與創新。《百
花系列之紅山茶》是他在成都盆地霧霾
氤氳的天氣，懷想雲南陽光明媚的日子
有感而發之作， 「蜀山凍雲久不開，因
憶滇西山茶紅。」他在畫中題道。《百
花系列之黃桷蘭》一畫中，黃桷蘭、老
藍布、青竹籃在構圖上形成一種視覺衝
擊，凝結他的新思。

衝擊視覺 品味哲理
欣賞《五老論道圖》時，畫家戴雨

樵對記者說： 「我不太注重人物的刻畫
，而是將其放在他們所追求的一種環境
裏面，比如梅蘭竹菊，表達他們的內心
追求與生活哲理。」如何體會古人的心
境？他是學古漢語出身，坦言平日書看
得比較雜，喜歡老、莊以及《菜根譚》
一類的古籍，從中細細體味，並偏愛用
「琴條」畫幅來表現。

周明安於本次展出的畫作中，除了
代表性的畫虎精品，亦有尋常的貓圖，
甚至有用中國畫技法寫出的澳洲考拉（
樹熊）。作品《幽夢》中，那隻伏於墨
跡未乾的書法上酣睡的白貓就是他養的
，可謂遺夢到晉唐。

趙志章上承宋代文人的沒骨花鳥技
法，以高光留白代替工筆勾線，糅合古
典與現代，如作品《淡然之味》中靠色
彩留出空白以示輪廓，這與水彩畫的技
法又有不同。

「錦水香江─天府六逸．水墨精
品展」由即日起至三月十一日，在土瓜
灣新利華中心雲峰畫苑展出。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藝育菁英基金會
主席方黃吉雯、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蕭蕭、香港著名學者何文匯、香港
水墨名家林湖奎、雲峰畫苑創辦人郭浩
滿作為剪綵嘉賓出席了二十五日的開幕
酒會。

微信是個神奇的工具，將最遠的人變成最近
的人，作為無所不在、無人不用的社交工具，它
佔據了寂寞的現代人世界，只要彼此取得微信號
，失散多年的小學中學同學老師、遠方親戚七大
姑八大姨、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前前男女友前

前夫妻等等，都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這是一個讓人寂寞卻又是容易讓人產生社交恐懼的時代，幾句

寒暄之後，必然交換微信號，更被拉入一個個群。微信群裏消息無非
是，國際八卦、國內小道、各種養生謠言和闢謠、各種雞湯各種勵志。

這種溝通，讓二三線甚至四線的家鄉朋友和一線城市，國內和
國外之間搭上直通車，似乎生活在地球村一般舉世歡騰。

然而這只是錯覺，隨着社會階層的形成，國企央企政府體制內
的獲益階層、以各種難以言說的方式暴富的土豪、拆遷致富族、普
通的上班打工族、移民海外心在國內的逍遙族、為資金一籌莫展的
民企老闆、已經隱形失業的中產階級，在一起大約也很難有太多話
題。彼此也都不大願意透露太多私人的信息，於是微信群如同茶館
一樣談談社會八卦，而迴避眼前的問題。然而不同的階層決定了不
同的三觀，能交換意見卻不可能真的找到什麼共同點，大多是在一
些不了了之中彼此逐漸沉默潛水。

於是微信又將最親近的人變成了最陌生的人。
（ 「潮音」 四月再見）

潮音潮音

看雲錄看雲錄

微信說 一 度

我當然是
贊成平等反對
任何歧視的，
但在日常生活
中我時不時發

現，有的人，你不歧視他都不行。
比如在公共場所大聲講電話的

人、在公共場所隨地扔垃圾的人、
在公共場所做出只有在卧室才適合
之行為的人。

還有那種尸位素餐的人。比如
那日，我在一大超市向一員工打聽
洗滌劑放在哪裏，她當時正在上架

紙巾，一臉不耐地答曰： 「不知道
。問收銀員去。」其實我後來發現
洗滌劑就在不遠處。不管她是真不
知還是假不知，都說明這人缺乏職
業道德，我心裏嘀咕：要是你一直
以這種態度工作，那一輩子就只能
做理貨員了。

我這樣說似有歧視某些職業之
嫌，其實不然。任何職業都有表表
者，作任何工作都有可能把它做得
令人肅然起敬。楊絳回憶錄中寫道
：文革時她被貶去打掃廁所。不消
兩天工夫，她就把原先臭氣熏天的

廁所打理到可以坐在裏面吃飯的程
度。大家進了廁所都對她豎起大拇
指。當研究員當作家她當得萬眾敬
仰，當清潔工她同樣當得出類拔萃。

大多數有成就的人都是從低微
的工作做起，勤勤奮奮、敬業樂業
，一步一個腳印，才能出人頭地。
天才如蓋茨、喬布斯者，也都是從
車庫起家，挨家挨戶跑推銷，才成就
後來的偉業。鋼鐵人馬斯克當年做
過跑街仔、鍋爐工，在別人頂多能堅
持一星期的燒鍋爐職位上，他堅持
了一個月。這才有了後來的輝煌。

（「看雲錄」自今日起告別讀者）

在練習書
法的過程中有
一發現，就是
知道寫出來的
字好不好看決
定於什麼？

書法老師除了培養學生的筆力
之外，還教 「裝字」，就是一個字
的筆畫如何分布。

最簡單的裝字方法應該是依照

印刷體，它把字的筆畫均勻地分布
，不會有的地方太擠有的地方太疏
。讓每一個字的筆畫都舒舒服服地
放在最適合的位置上。我認為小學
生不妨以印刷體做範本，搭好字的
架子。這樣寫出來的字最多是呆板
，但不會難看。

要打破這呆板就要作出種種變
化，大小、長短、疏密、偏正都不
依原軌，卻因此使所寫的字有了新

的面貌和個性。這樣的變化可以使
一個個的字變得活潑、嫵媚、瀟灑
、拙樸、秀麗、端莊、俏皮……還
要注意變化是通篇的，每個字都具
備同一種風格，才有統一之美。

但最重要的發現是看字美不美
既受前人風格影響，寫得像王、像
趙、像柳、像顏、像蘇……就是美
了，卻更受一個人的氣質影響，如
果他俗氣、小氣，寫出來的字也會
如此；如果他秀氣、正氣、大氣，
也會反映在字上。因此不光是要練
字，還要培養個人氣質。

年紀大了，
身體器官都有不
同程度的磨損，
最近找上門的是
眼乾。

眼水不足，眼睛乾澀，嚴重時
眼角會癢會痛，有時甚至滲血珠出
來，清早起來滿眼紅絲，看報紙雜
誌視力也模糊。

公司保險系統裏倒有好幾位眼
科醫生，都在中環，打電話約好時
間，上到診所還要等一兩個鐘頭。
除去報銷的部分，自己還要付三百
多元醫藥費，拿回來的眼藥水，原
來普通藥房都有售。另一次是發炎
了，另外多給了一小瓶有類固醇的
眼藥，那天偏偏又忘記帶醫療卡，

結果收費九百多元。
醫生在中環，固然是服侍有錢

人的，如非有保險，筆者也不敢去
那裏看醫生，但在網上找眼科醫生
，居然寥寥可數。如此一般市民患
尋常眼疾，除了到公立醫院去排長
隊之外，只有坐等病情惡化？

眼睛的毛病可大可小，拖延可
能有惡果，筆者不知道，在公立醫
院排長隊和中環私家高昂收費之外
，普通市民應該如何照顧自己的眼
睛。

而且，老年人每天面臨的身體
健康難題，又豈是區區一門眼科？

沒有經濟後援的老人，他們求
醫無門、日日難捱的苦楚又有誰人
知道？

看眼科 斯 人

雖是她說我聽
，那天早晨我喝了
杯濃咖啡，忍不住
接嘴多說了幾句。

我問年輕女孩
有沒有想過她這樣一部車需要她母親
省吃儉用多久？年輕的一代在批評老
一輩中國父母不懂享受生活的同時，
有沒有想一想如果他們的父母像西方
老太太一樣會享受，恐怕就不可能留
下那麼多錢給成了年的子女啃老了！

同樣，我也好想對那些辛苦忙兒
女的中國父母講句話：如果你們也把
心思稍微多一點花在自己身上，也不
至於老被孩子批評 「你什麼都不懂，
一輩子白活了！」無論父母子女，都
不要太苛求對方，尊重個體，劃清界
線，那種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
我的」，聽起來無私，做起來永遠矛
盾重重。

想讓你的孩子自立自強嗎？那麼
孩子成年之後，放手讓他自己走，別
先設定孩子自己走不了，別自己下定
論孩子的路需要你為他開拓！如果你
的孩子二十多歲了，還靠你養，
something wrong！先找自己的問題
，再去苛求孩子！

同樣，如果想讓你父母跟上這個
世界的步伐不落伍，先把伸向父母口
袋的手縮回來，自立自強，再去鼓勵
父母活出他們的精彩！

那種用一個孝字框死後代的年代
一去不復返了！但並不是意味着子女
和父母的關係就此結束了。今天，父
母和子女的關係應該是相互獨立相互
祝福相互關心的一種健康的形式。

聖經裏說：子女要離開父母與他
的配偶成為一體。離不開父母的孩子
，是發射失敗的火箭。而不放手的父
母同樣也是失敗的火箭底座！（下）

矛盾 海 雲

有位群友
把一組內地某
城地標建築群
的相片放到群
中，一名在外

國的群友隨後評論：很有錢啊，花
的錢給讀不上書的孩子不是更好嗎
？對元宵花燈照片他又評論說：那
得花多少電費多少錢哪，這些錢花
得對嗎？

這令一片好心讓大家分享美景
的群友很是不悅。

那位外國群友說的不過是垃圾
話。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都

不時見到些垃圾話。垃圾話是指無
什麼實質意義，只為困擾對方情緒
、令人不悅的話。球場上常有人故
意說些垃圾話惹毛對手，打擊其鬥
志。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放言不一定
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現在看來也
不過是垃圾話。

社交群組中的垃圾話，造成圈
中沮喪、怨懟、緊張的垃圾情緒。
好發放垃圾話的就是 「垃圾人」。

建立一個社交群組，不能保證
人人都是意味相投的好友，上傳的
段子，也無從確定真偽。傳些小知

識，若認為有理便實踐；認為可疑
，可以不做；認為是謊言，可以刪
除。對社會新聞、歷史真偽、政治
小道的認知與處理，原則也該如此
。這是參與微信群組的遊戲規則。

「垃圾人」對自己不喜歡的帖
子常質問、挑戰：你相信嗎？你實
踐過嗎？出處？數據？解釋？又或
連打帶罵，反唇相譏，令人不快。
其實只為證明他們比別人道德高尚
，或說是政治正確。

對這種人，用一句著名的電影
對白應對就是了：我們不理睬他。

垃圾人 凡 心

香港劇壇有
不少翻譯劇演出
，當中有一個說
法，美國現代劇

《小城風光》應該
每五年便上演一次，好讓不同世代
的觀眾都能欣賞。前年十月，我曾
在這專欄分享台北果陀劇團來港演
出了國語版《淡水小鎮》。前幾天
，我在香港又看到了麥秋導演，以
原汁原味手法表現的《小城風光》。

所謂原汁原味，乃是導演忠於
原著英文劇本來呈現。全劇並沒有
堂皇布景，只有十六張椅子、兩把

木梯、一張桌子，還有一個假籬笆
。只因為原作者信奉劇場主義，認
為舞台表演應着重劇本和演員表演
，其他布景裝飾其實不太需要。因
此，劇本的角色敘事者，開場時在
空曠的舞台上，指着一個假籬笆，
煞有介事地向觀眾說： 「這個是後
門，是布景，專為那些覺得應該有
布景的觀眾而設。」總之，《小》劇
透過兩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
們兒女的愛情故事，表現了生命的
點滴情意，並且反映了死亡與生命
的關係。全劇溫馨細膩，感人至深
，劇情如清泉流水，讓人再三回味。

該劇也是一個生命課題，由出
生到成長、戀愛到婚姻，第三幕更
藉着死亡反映活着的可貴。女主角
的亡魂在劇末時的一句台詞： 「有
誰在生的時候，能夠真真正正了解
人生？」表面傷感，實際上指出大
部分人面對生命的矛盾：在生的時
候沒有好好關心別人和了解生活細
節，最終雖然度過一生，但卻彷彿
沒有真正好好活過。

今時今日，仍有團體拒絕奢華
，不作娛樂式的表演，反而藉着經
典話劇，特意探求生命的意義，實
在難得。

《小城風光》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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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園 責任編輯：張濬東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藝賢名劇會知音」 粵劇折子戲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劇院公
演。

■樂之都會主辦 「消遙樂韻曲」 演唱會晚上七時半於牛池灣文娛中心
劇院舉行。

■ 「第四十五屆香港藝術節」 節目：賽馬會本地菁英創作系列 「世紀
．香港」 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公演。

■ 「嶺南大學藝術節2017前奏」 ： 「鶯歌粵韻」 ─粵曲歌壇講座暨
演唱會晚上七時半於嶺南大學李運強教學大樓地下MBG22室舉行。

■ 「物像─儲楚攝影水墨個展」 於香港仔田灣海傍道7號興偉中心
2305室藝倡畫廊展至三月三十一日（逢周日休館）。

成都六畫家 香江展水墨
▲梅凱與其作品《琴挑》
（左）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沈道鴻與其作品《戈德
亞姆的配飾》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汪曉靈與其作品《百花
系列之黃桷蘭》（左）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

戴
雨
樵
與
其
作
品
《
五
老
論
道
圖
》
（

右
上
）

大
公
報
記
者
王
豐
鈴
攝

▼

周
明
安
與
作
品
《
幽
夢
》
（
左
）
、
《
考

拉
》
（
右
二
）

大
公
報
記
者
王
豐
鈴
攝

▼

趙
志
章
與
作
品
《
淡
然
之
味
》
（
右
）

大
公
報
記
者
王
豐
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