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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腳步 林中洋

改革開放四十年
光景，中國藝術品市
場形成才三十多年，
起步晚於西方市場接
近半個世紀以上，經
濟發展奇跡，帶動藝

術品市場的興起，現在中國高端古今藝術品
拍賣，追上了倫敦和紐約兩大國際市場，兩
家老牌拍賣行，佔地利之先，吸引內地的實
力買家前來尋寶，也是內地藏家選擇以本港
為平台出售藏品，香港便成為中西高端藝術
品交流的橋樑。

這個發展的過程，有着許多不同的故事
，一位常與來往的老畫家，在美國得過國際
大獎，應邀到美加幾家大學講學，每談到 「
拍賣」兩字，不以為然，藝術作品是天，商
品為地，作品拿出市場，成為商品，他不接
受藝術作品商品化，而令藝術陷於市俗。雖
名氣不小，但他的畫在市場無價，同時代的
畫家的畫，市場價值低則十萬至數十萬，高
則過百萬，專家說市場沒有他的紀錄，無從
說起，畫家後人縱然出售，總出現名氣與市
值的差異。後人僅出售過他的藏品黃賓虹山
水畫，以高額成交。現代畫家，盡辦法將作
品擠進有地位的拍賣行，這故事是藝術品市
場新闢至成熟的縮影，大時代改變觀念，市
場的分量，代表作品的分量。

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隨便一幅畫，
在拍賣場上百萬、千萬巨價成交，這是什麼
一回事。拍賣會，特別是名氣大的，是富豪
的玩意，玩些什麼，玩家底，玩地位名聲，
聽過朋友這樣評說現今的書畫拍賣。那麼經
濟奇跡都是玩出來？朋友忽略經濟騰飛，文
化藝術必然隨之振興，書畫自然有價。過去
，西方盜竊中華的國寶，賤價收購敦煌石窟
古文物，今日崛起的中國人，有能力、有財
力守護代表民族精神的國寶及時代名家的書
畫。

關於市場價值，正常來說是反映藝術作
品的價值與畫家當代的地位，二○一六年香
港蘇富比春季書畫拍賣，張大千的潑墨《桃
源圖》，一九八二年的作品，以三千四百七
十萬美元成交，折合約港幣二點七億元；去
年六月，他的《雲山古寺》拍賣，以一億二
百四十六萬港元成交；今年五月，他的潑彩
《觀泉圖》以六千四百二十二萬港元成交，
行內人認為偏低，但仍是一筆巨數。

國際藝術界很着重排名，畢加索的作品
每年市場總值頗長時間高踞首位，他的地位
受到東方畫家挑戰；二○一六年國際藝術品
市場全年拍賣統計，張大千總值三億五千五
百萬美元，升上首位，畢加索三億二千四百

萬美元居次位，少於張大千三千一百萬美元
，變化來之不易，有人笑說，東風壓倒西風
了。

每一個朝代，總有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或
藝術家出現，自晉以來，至清，至現代，皆
有表表者。佳士得拍出的張大千《觀泉圖》
，即有人談論在藝術突破方面的成就比成交
價值更高，這方面得到藝術界認同。此畫全
幅採用潑彩技法，濃重的墨色，沉鬱石青色
在紙上流動擴散，兩位高士漫步山道上，仰
觀氣勢磅礴的瀑布。畫家用石青、石綠潑出
山體、植被，如長綠由山峰瀉下，氣象萬
千。又以明亮絢麗石綠，勾勒山體肌理，
高境界在於畫家的筆觸若隱若現。創作年
份一九六三年，畫家晚期在潑彩運用得心
應手。他的潑墨潑彩使他成為這時代的代表
人物。

張大千的潑墨時期，代表他個人獨創風
格的巔峰。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也代表他登
峰，在他立體主義驚世前，走過了藍色時期
、粉紅色時期，一九○七年發表《亞維農的
少女》，宣示他立體主義處女作是新畫派的
碑石。畢加索把傳統觀念中的美學，重新定
義和創新，塑造繪畫中的非純美學，走向理
性，走向抽象，走向物體的重構和組合，把
作畫帶到從未遇見的美學新範疇。

他們兩人都不是複製者，今日中國藝術
作品與科技產品一樣面面皆求自我創新，擺

脫對西方產品複製，要求全民投入創新的大
流，文藝創作的要求如是。張大千的潑墨在
巴西生活這些年，吸取西方抽象畫派技法，
用到中國墨汁、水彩，潑上宣紙上，在薄如
紗的紙上流動、四散，控制在主題的理念中
，而須傳承中華技法，帶入西方以油彩為主
的表現手段，把中西繪畫美學融合自成一派
，在近代畫家中，張氏的大膽突破超乎同儕
，可以說是中國的畢加索吧。

對於一幅畫以數千萬甚至億元成交，若
抱有疑惑，或說值不值得。不由想起周恩來
總理在國家百廢待興的五十年代，下令在香
港搶救國寶《五牛圖》，他的聰慧與博大使
人折服。

《五牛圖》是唐代畫家韓滉唯一傳世名
作，視為鎮國之寶。上有宋徽宗題詞，趙孟
頫盛讚 「神氣磊落，稀世名筆」，乾隆則召
入宮覽閱，一九○○年八國聯軍入侵京城，
國寶落在外國人手上。

一九五○年新中國未滿周年，周恩來收
到一位香港人士來信，透露《五牛圖》將在
香港拍賣，他希望國家出資收回。總理閱畢
，當晚向香港新華社發急電，社長黃作梅接
到電報，上有八字： 「不惜代價，搶救國寶
。」北京方面即時成立搶救小組，由文化部
部長鄭振鐸負責，準備了運國寶的船，派專
家下香港鑒定，下達指示，只要驗明真跡，
多少錢都買下。

畫主開出拍賣價十萬元，這數目當時可
以置多個物業，黃作梅正在躊躇，再收到中
央電報指示，需要的款項，可立即到中國銀
行提取。事情的進展是，新華社社長黃作梅
與賣家取得聯繫，最後對方願以六萬元出售
。《五牛圖》遂在拍賣前搶救回京，現藏於
故宮博物院。往後，在總理主理下，又在香
港搶救了王獻之的 「中秋帖」，王珣的 「伯
遠帖」兩件國寶。

在搶救國寶那年代，新政權剛建立，全
國百廢待興，外匯短缺，總理尚且不惜動用
一筆巨款，換取國寶歸國。五千年中華文化
，是民族的根，是民族的魂，是一個民族的
文明史，每個朝代的傑出作品，書法或繪畫
及其他藝術，是文明的結晶，價值無可衡量
，這些古今文藝精品，總的說來有六方面的
價值：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審美價值、物
理價值、歷史值價，以及長久以來即出現的
市場價值。

中國人用不到四十年時間，創出經濟奇
跡，作為精神文明的文化藝術，勢必蓬勃而
起，藝術品也必以其價值備受欣賞，幾千萬
元擁有一幅名畫，是故人說的盛世收藏的現
象，文化生活豐盛起來，書畫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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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一幅畫的背後
張 茅

今年的
世界杯所幸
與中國時間
的時差合宜
，球迷們晚
飯過後就能

同步觀賽，倒也省去了熬大夜的辛
苦。可往年的世界杯啊，若是沒有
一碗下火的綠豆沙常伴左右，怕還
真是要熬壞個人呢。

媽媽煮的綠豆啊，通常都要過
高壓鍋裏煮上兩遍，才能出鍋，出
鍋的時候豆子也就出沙了，所以叫
綠豆沙，和綠豆湯還是有些不同的
。綠豆湯的湯水清一些，綠豆沙看
起來則是碗裏渾糊一片。大熱天裏
吃綠豆湯也好，綠豆沙也罷，都是
既能解渴也能下火的良品。綠豆熬
好了擱碗裏放涼，再放冰箱上層擱
一下午，拿出來就是碗冰鎮綠豆湯
了，擱底下一凍就成了綠豆老冰棍
了。綠豆是最合適夏天的一款食物
了，和花生煮更香濃一點，和紅棗
則甜膩一點，和蓮子清甘一點。

綠豆做成餅，就是綠豆餅了，

是要起一層酥皮才好吃，白糖和綠
豆磨成粉狀，細細沙沙的被包裹在
餅皮裏，咬上一口又甜又沙，格外
的好吃。我指的是最老式綠豆餅，
一個餅有三歲娃娃手掌那般大小，
用油紙包裹成筒狀，一筒裏面有七
，八個綠豆餅。做成糕的話，就是
綠豆糕了，小時候吃的綠豆糕是棗
泥還是豆沙餡兒的，已經記不清楚
了。最古早的一種滋味，現在街巷
難尋。

綠豆與大米一起煮，就熬成了
綠豆粥，香，真香，濃濃的透着一
點豆子香，裹着稠稠的白米粥，一
顆顆細細小小的綠豆都煮得開了花
，那一碗粥真是又稠又滑，吃到肚
子裏一股子熱氣騰騰得從體內散出
來，渾身都舒坦了。

綠豆粉還可以做涼皮，以前院
子裏鄰居阿姨從超市裏買過來的，
調料包都是現成的，只要把涼皮擱
湯裏煮下，撈出來一拌就行了，脆
，有點像是玻璃粉，又不是真的玻
璃，也不扎嘴，還透着一點麵食的
韌勁兒來，吃在嘴裏有一點嘟嘟的
感覺，看着像是一種麵食，但又比
麵食更為脆亮一點。

正是六月的氣候，人容易躁，
是環境和天氣構成的，來一碗清涼
涼的綠豆湯，把心頭和身上的火氣
一把給你澆乾淨了，渾身都透着一
股子徹底的涼爽，由不得你不舒暢
了。吃過綠豆湯，哪怕是世界杯的
球踢得讓你着急上火，到底也就不
至於那麼傷身了呢。

茶養出來的悠閒（之三） 李憶莙

據說在少城公園時
代，也就是還沒易名為
人民公園之前，這裏有
六家茶社，而且各有 「
特色」。所謂特色是指
各有自己的茶客，也就
是說，從事什麼行業的

就聚集到特定的茶社去。鶴鳴茶社的茶客以教
師為主，其他的有軍政界的、武術體育界的、
琴棋書畫藝術界的、學生等，甚至還有專門介
紹男女朋友撮合婚姻的。

走過近百年的歲月，幾經滄桑，如今就只
剩下鶴鳴茶社。 「只剩下」到底是個傷感的字
眼。這其中的人事變遷，不是 「碩果僅存」四

字了得，更不能一言蔽之而概括。 「只剩下」
說明那些沒能留下來的，是經歷了一個慢慢消
亡殆盡或轉入另一種境況的過程，思之教人平
添無限的傷感。

然而，你可千萬別就此以為成都人的喝茶
習慣也在 「慢慢消亡中」，這是不可能的事。
從 「少城公園」時代來到 「人民公園」時代，
六家茶社只剩下鶴鳴茶社，根據老成都的說法
是各有因由，卻不外乎搬遷或在原址上蓋了新
樓。總而言之，跟成都人愛喝茶的傳統沒關係
，絕對不是因為沒人坐茶館了，所以倒閉。老
成都對此的堅決與肯定是斬釘截鐵的。他說：
成都茶館是無可替代的。

然後他舉例說，有人看準了成都人愛坐茶

館的習慣，以為是個大好商機，於是重本出資
開設高檔茶館。裏面的布置極盡優雅之能事，
並且處處強調現代化的舒適，於是古樸簡約的
竹椅，被鋪有軟墊的靠背椅或沙發所取代。可
是，成都人不買帳。成都人喝茶是一種大眾化
文化，喜歡熱鬧，茶館是朋友聚會高談闊論的
地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辦公室是非，左至
國家大事，右至鄰里八卦，最最重要的還是舒
服自在。至於高不高檔，誰在乎呢？其實越是
高檔越不自在。可不是，在高檔的茶館嗑瓜子
，你好意思瓜子殼亂吐嗎？你能從早上坐到日
暮，甚至睡上一覺才打道回府嗎？

由此可見，成都人坐茶館，喝茶其次，最
關鍵的還是那份悠閒與內心的舒坦。

▲綠豆沙解渴又下火 資料圖片

夏洛蒂和安奈特
都是頭一回來中國，
什麼都新鮮，我呢，
每次回國都會發現新
的變化，這一次又藉
着她們的眼睛注意到

了很多我自己可能會忽視的東西，因此收穫頗
豐。

下了飛機往停車場走的時候，在一條人行
橫道線前，我對她們倆說： 「在中國斑馬線只
是參考，你們可不敢像在德國一樣不顧左右，
勇往直前。」這時父親開口了： 「現在不一樣
了，從去年開始汽車必須得讓行人。如果犯規
是要罰的。」我聞言很有些將信將疑，然而一
上街，我就發現父親沒有言過其實，儘管不少
路人還在習慣性地讓車輛先行，但是在大多數
情況下，汽車確實會停下來讓行人了，這真是
一個可喜的變化。

在德國的新聞裏經常可以看到關於中國經
濟迅猛發展的報道，可是在夏洛蒂和安奈特的
印象裏，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所以當

她們踏上中國的土地的時候，時時不太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且不說那些高樓大廈、公路橋樑，光是一
些細節就足以令她們嘆為觀止。比如街道的乾
淨程度，繁華的大街上竟然沒有一片紙屑或者
煙頭，甚至下大雨的時候也有清潔工人在保潔
；不僅市內的馬路有鮮花裝飾，即使是市外通
向山裏的公路兩旁也有綿延數公里修剪整齊的
冬青樹；超市裏將各類蔬菜分開的是編織成串
的花朵，一些博物院或者公園裏垃圾箱都擦拭
得乾乾淨淨，上面擺放着塑膠盆景……

安奈特生活在柏林，她很快就發現，西安
的共用單車和柏林的是同樣的兩個牌子，我
指着那些共用單車對她說： 「上個世紀九十
年代初，我出國之前，自行車還是主要的交
通工具，我第一次回國的時候，開始有了私
人汽車，那時在校園裏散步，看見那些車零
散地停在居民樓前，數量並不多；再回來的
時候，發現路上有了畫出來的停車線，路邊
上停滿了車；再後來，為了讓一部分汽車從
地面上消失，我們大學修了兩個大型的地下

停車場；現在呢，我爸的車每個月帶三和八
兩個數字的日子不許出門，因為車輛限行，
至於自行車，如今以這種形式重新出現。這些
都發生在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內。」安奈特聞
言道： 「如果不是出自你口，我會以為在聽天
方夜譚。」

最令她倆印象深刻的，是網路、手機及其
配套設施的普及，在很多的咖啡館裏，每張桌
子下的地面上都有電源插座，另外還有支付充
電器，甚至在秦嶺的森林公園裏，路邊每隔幾
百米就有一個類似自動售貨機樣的東西，一開
始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麼，仔細研究之下，才發
現這種大箱子的側面有U盤的插入口，原來這
是投幣式充電箱！我們發現這個之後驚得合不
攏嘴。

對於夏洛蒂和安奈特來說，中國和她們之
前想像的不一樣，對於我來說，中國每次都和
以前不一樣。過去我回國首先看見的是經濟水
準和生活品質上的提高，現在卻每每注意到細
節裏體現出來的文明的腳步，所以，每次都是
欣喜。

綠豆 潘 越

血緣？親情！
元 瑤

在今年
的康城影展
上，日本導
演是枝裕和
終於憑藉《
小偷家族》
摘得金棕櫚

大獎，然而曾在二○一三年榮獲
康城影展評審團獎的影片《如父
如子》（港譯《誰偷走了我的父
親》）才是是枝裕和所執導的影
片中最受我本人喜愛的一部。在
一向走日系溫馨路線的導演作品
中，這個 「孩子被掉包」的矛盾
點要比以往更加敏感與激烈，對
比起電影，同名小說也更得我心
一些。

在這本書中，是枝裕和拋出
的第一個問題，就很尖銳難解：
是血緣關係重要，還是陪伴多年
的親情更重要？對於長期接受西
方教育的我來說，我幾乎是自然
而然地就認定親情是濃於血緣的
，但對於傳統的亞洲人而言，只
怕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深思。

之前看過一部日本動畫電影
《你看起來很美味》，霸王龍哈
特遇到一隻剛破殼而出的食草恐
龍寶寶，哈特被恐龍寶寶誤認為
是 「爸爸」，自此兩人開始了一
段逗趣感人的恐龍父子情。明明
不是親生父子，這兩隻甚至都不
是同樣的種族，卻在一同旅行與
陪伴中產生了濃烈真摯的親情。
回到《如父如子》的故事，主角
野野宮六歲的兒子慶多其實不是
自己的親生子，而齋木家的孩子
琉晴才是，全因當初兩家的孩子
在醫院掉了包。父母覺得自己受
到了傷害，殊不知孩子受到的傷
害要更重。慶多與琉晴就像是小
食草龍，從破殼的那一瞬，從出
生的那一刻，就認定了自己眼前
的父母，他們幼小的心靈毫無懷
疑，可是有一天，卻被告知自己
的父親不是自己的父親，除了沒
有辦法很好理解其中的意義，更
多的就只剩下被拋棄的害怕了吧
。野野宮沉浸在懊惱痛苦中，理
性的他急切地想彌補這個錯誤，
走回正途，卻忽視了兩個孩子真
正的心意，也潛意識忽視了自己
真實的心意。而當無意中發現相
機中慶多給自己拍的許許多多張
照片，那是內向的慶多用自己的
方式關注着自己，愛着自己這個
父親，幡然醒悟到六年多的陪伴
成長，無數個回憶，永遠不可磨
滅，無論是在自己心中，還是慶
多的心底。

而是枝裕和對所有讀者提出
的另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父

母？這同樣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
題。在看電影時就有過深刻的體
會，一邊是冷色調的高樓大廈，
精緻的食物，很多規矩的餐桌；
另一邊是略顯狹小雜亂的房間，
一大家子人圍坐在一起，自由沒
有拘束。物質豐盈卻不快樂，生
活稍顯拮据卻快樂自得，在小說
中，導演用更細膩的文字描述再
一次放大了這種對比。精英派代
表野野宮一直希望孩子能像自己
一般成為同齡中的佼佼者，他卻
忘記了，自己小時候也曾討厭過
自己蠻不講理的父親；而齋木一
家，就很像曾經看過的動畫電影
《麥兜》中，麥兜太太曾說過的
一句話：別的不要求，只希望小
麥兜能健康快樂地長大就足夠了
。已經身為父母或是未來會成為
父母的我們，是否會真心地問一
句孩子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假如
沒有發生這件意外，慶多為了討
父親野野宮的歡心，努力做着自
己不喜歡的事情，那該是多麼讓
人心疼的一件事。

整本書讀起來就像是電影的
補完版，不僅僅是把電影的故事
重新講一遍，其中角色的心理描
寫還有很多電影中來不及描述的
事情都在書中得到了 「原來如此
」般的補充。

讀罷不禁設身處地地想像一
番，如果孩子被掉包這種事情落
到我自己身上，該如何選擇，其
實無論是電影的結局還是書的結
局，是枝裕和都選擇了淺嘗輒止
。雖然是父子敞開心扉的團圓走
向，但在今後漫長的人生當中，
還會有很多考驗與不安定在等着
兩家人……但是，聽隨自己的心
吧，還是那句老生常談，只要有
愛，就會找到出口，同時也希望
這個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無
論你是否已經身為父母。

如是如是
我見我見

燈燈
下下

集集

飲食飲食
男女男女

香港香港
隨筆隨筆

人生人生
在線在線

▲是枝裕和同名電影《如父如子
》的小說對影片故事進行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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