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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全年在全世
界任何劇場都能找到其蹤影。就是在香港，
我已數不清看過多少齣粵語版本，另外也看
過一個俄羅斯劇團來港的演出，由該國一位
搖滾樂歌星演繹丹麥王子復仇的故事。本屆
香港藝術節由北京李六乙戲劇工作室製作的
普通話版《哈姆雷特》，能與國際劇壇上任
何一個版本互相媲美，毫不遜色。

李六乙的版本首先注重翻譯的重新構成
。莎翁原著的英語並不是現代流通的語文，
尤其是勞動階層角色的用語，市井之餘又帶
一些文藝色彩。李健鳴特意為李六乙製作翻
譯的版本，能讓劇中角色流暢地表達語意，
不帶濃重的外語文法，同時保留莎劇詩化的
特色。在演出場刊內，主辦機構更將《哈》

劇第三幕的經典台詞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多年來不同的中文譯
本詳列出來。從四十年代朱生豪翻譯的 「生
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直到李健鳴翻譯成 「在還是不在，就是這個
問題。」可看出譯者盡力找出更精煉的文字
，把既虛且實的原文意念傳達給觀眾。

說這齣《哈》劇是李六乙的獨家版本並
不為過。單是舞美的構成，已經是該位內地
名導的一貫特色。整個舞台是一塊浮動圓環
地板，舞台上方懸掛着一個全方位移動的金
屬質感球狀物體，將莎翁描述的 「丹麥大監
牢」，既打造成宇宙穹蒼，也將角色不斷轉
變的心情和憂悒具象化呈現出來。演員在空
蕩蕩的舞台上演戲，猶如人世間卑微渺小的

紅塵，更能反映人心的空虛。
另一方面，演員的能量能夠征服舞台的

空間。內地著名演員胡軍和濮存昕分別飾演
哈姆雷特和克勞蒂斯，兩位男主角都能塑造
角色個性，演說台詞技巧亦能明確傳達角色
的思想。盧芳一人分飾皇后和奧菲利亞，更
是李六乙的神來之筆，將母親和女伴的微妙
關係與丹麥王子直接關連，賦予《哈》劇更
加耐人尋味的意義。

當我們談論日本推理小說史，不得不提
在一九五七年，以出版《點與線》而發起了
所謂 「清張革命」的松本清張。松本清張以
多年來在社會低下階層工作的觀察，以推理
小說的形式，探討社會的惡與罪，開創了 「
社會派」推理小說之流，將推理小說，從不
切實際的鬥智遊戲，提升至批判性文學作品
的層次。

松本清張作品很多，而我偏門的喜歡他
的《黑革記事本》。故事講述主角原口元子
晚上化名 「春江」在俱樂部當陪酒小姐，而
在白天，就在銀行當一名女職員。原口元子
在銀行工作期間，得知有不少存款人都以假
帳戶或無記名戶口的方式，偷存巨款以逃稅
。元子利用職務之便，將這些黑錢存取的帳
目記錄在一本 「黑革記事本」，並且看準了

銀行高層與逃稅人害怕查帳的弱點，在三年
間從客戶的戶口裏，盜取了七千五百六十八
萬日圓（時為一九七二年）。

後來，元子離開了銀行，開了她自己的
第一間俱樂部，取名 「卡露內」（Carnet）
，是法語 「記事本」的意思，顧名思義，這
間店的資金正是拜那本 「黑革記事本」所賜
。元子以這本黑材料，繼續在表面風光的銀
座世界，敲詐、盜取、犯罪，最終在罪惡中
越踩越深。

原口元子的身份背景，是典型松本清張
小說主角的人物設定：出身低下的平民百姓
。為了擺脫前途暗淡、枯燥無味、遭遇不公
的生活，藉着別人的罪行而進入社會黑暗的
角落，卻不知不覺間陷入另一個更大的罪惡
之中。這種有關平民與權勢的衝突、公義與

罪行的取捨、貪念與上進心的定義，成為了
《黑革記事本》的故事核心，也是清張作品
的命題。

在聲色犬馬的五光十色之下，松本清張
寫下了《黑革記事本》。這是一座黑色的銀
座，也讓人想起松本其他的 「黑色作品」，
如《黑色樹海》、《黑色畫集》、《黑影地
帶》、《黑色福音》、《黑色回廊》、《黑
色天空》，等等等等。黑色，或許就是松本
眼中社會的真正顏色。

櫻花粉，森林綠，稻田金，鵝毛白，每一種色彩都能與板栗
棕的村宅搭配出一幅幅和諧如畫的風景圖卷。而這，正是日本三
大秘境之一的白川鄉合掌村的美麗四季。

前幾次的日本中部之行都錯過了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的合掌村，此行便首先將它寫入了行程，並從飛驒高山乘巴士前
往。

雖然不是川端康成筆下的 「雪國」，但沒有什麼句子比 「穿
過縣境上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更能描述巴士從隧道出來後眼
前的景象，群山、樹林、大地，已然廣袤無垠的雪白還在沒有停
止地蔓延。

一下車，連在中國西北長大的對雪景早已免疫的我，都被白
川鄉在 「陽春三月」飛舞的鵝毛雪片飄灑得興奮起來。零下一攝
氏度的低溫颳在臉上並不會 「寒徹骨」，呼吸起來倒是冰涼的舒
服，讓坐了很久車的人精神一振。

連年的冬雪雖然壓不垮陡峭的村宅屋頂，但這些農居每三四
十年也需要更換一次屋頂的蒲葦草，為日後做好防護準備。在對
合掌村的介紹上讀到這麼一句極具人情味的語句： 「由於這項工
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村民們都習慣鄰里合作。而這種村民之
間的合作就稱為 『結』，指人與人之間的羈絆」，腦海中不由得
浮現出一部善良的人們分工有序、淳樸地合作無間的溫暖場景，

僅僅是想像這種 「羈絆」就已經很
受感動。正如少了豉油汁的燒臘飯
不好吃一樣，每天在地鐵、巴士、
電梯、高樓和工作台的 「框架區塊
」中長時間生存的甚至連鄰居都不
認識的城市人怎麼會不憧憬這份 「
羈絆」呢？

所以說，文化遺產是活的。
（上）

二十年前，到北京「北漂」的第一
天，我去了作曲家谷建芬老師家，她
說 「哦，你從南京來，你們江蘇有位
蔡紅虹唱得很棒，可惜她就不想留在
北京發展。」八九十年代是中國流行
樂壇黃金期，全國各地的歌手都到北
京求更大發展，蔡紅虹卻是例外，她
在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獲獎並亮
相過春節聯歡晚會後，很早便邁入婚
姻殿堂，我還應邀參加過她的婚禮。

紅虹不過長我兩歲，我代表南大
學生會、廣播台常邀請她到校園演出
，每回她基本有求必應，一來二去成
了朋友，包括她的父母。她當年的婚
禮是在剛落成的南京中心大酒店舉行
，酒店陶總經理熱愛寫歌詞。那年我
已是大學四年級，買了人生第一套西
裝，參加完那場盛大婚禮後，便穿着
那套西服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畢業
後我進了一家沒有文藝節目的電視台
，紅虹婚後生了女兒，淡出歌壇，便
疏遠了。十九年前我在南京辦過一場
演唱會，邀請她演唱了兩首歌，從此
便杳無音信。今年初經朋友牽線才與

她在微信上重逢，上周在南京一面。
與她一見面，我說我還記得你那

首《不想和你同樣說曾經》，旋律挺
好，你應該再唱。她說不唱了，聲帶
小結，現在參加朋友的聚會都改配樂
詩朗誦了，都是推不開的人情。我們
交換了十九年彼此的家長裏短、兒女
情長，還有彼此的星座，我說咱倆認
識時都沒人關心什麼星座。看了她女
兒的照片，孩子已是快大學畢業的留
英金融高材生，聽了她女兒用唱吧軟
件錄的歌，我說遺傳基因是偉大的，
她比你當年唱得還好。紅虹姐說女兒
的唱功還得磨，像自己當年能唱得好
靠的是蘇州評彈的童子功。我說現在
數字技術能改變歌手的音準音質，沒
幾個歌手去磨基本功的。我說我們過
時了守舊了，她莞爾，像當年她披着
婚紗的一個回眸。山河故人，別來無
恙。

在最新普通話課程大綱指引下編寫的中
、小學教材已登場，近期相關出版公司都在
加緊推廣，市場進入了白熱化競爭。

於香港人來說，普通話是另一種編碼的
語言，與粵語幾乎不交集的聲韻調成了學習
難點，教師也分外重視語音教學。替教育局
到學校觀課時，我發現大多教師一節課正音
時間約佔去三分之二，但效果不見好，也鼓
勵不了學生說話的興趣。

除了兩種語言有大差異的原因外，問題
還在於教學思想、教學方法存有偏差。

香港人為什麼要學普通話？這就跟為什
麼要學英語一樣，最表面、最功利的考慮是
為了表達和溝通。這兩樣功能都需有語言文

化積澱，即足夠的詞彙短語的儲備，還要有
一定的文化知識做後盾。否則聽不懂對方所
說，自己也只能作淺層次的表達。

留意到香港記者或港人在內地，用普通
話溝通時，所設的問題多是封閉式的，用 「
是」或 「不是」便能作答。提不出言之有物
的話題，多是因為提問人缺上面所說語言與
文化的積累。

我們把太多教學時間花在語音上，相對
削弱了學習語言文化及傳統文化，即使語
音上挑不出大毛病，但內容膚淺空洞，又
如何見出普通話教育踐行了表達和溝通的
原意呢？

這與學習英語道理一樣。人們操的已是

美國腔或牛津腔，但只能在問好、天氣、購
物等範圍作簡單對答，設題多為 「是不是很
高興？是不是很麻煩？是不是很難過？」之
類，收穫 「是」或 「不是」的答覆。這樣決
不能說他們的英語水平已很好。

幸而不少香港年輕人儘管英語語音不標
準，但能就民生、政經問題流利到位地表達
和溝通。也樂見他們在普通話有同等表現。
我認為言之有物比字正腔圓更為重要。

周六傍晚近六點時分，我正在元朗廣場三樓
的三聯書店內看書，突聽恐怖叫聲： 「搶嘢啊！
搶嘢啊！捉住佢，着藍衫嗰個……」，我扭頭看
往門外，一長髮女子一閃而過，我即急奔出去看
個究竟，又見到對面確有一藍衣男子狂奔往電動
扶梯，與此同時，三位年輕男子從圓圈型商場兩
邊追堵，迅速捉住了他，他們試圖將他按往地下
，但那男子怎樣也是不倒，有人彎腰將他一條腿
拉往一邊，那男子終不支倒下。

三位見義勇為的青年一直控制住那男子，十
分鐘左右，一男一女兩位商場保安陸續來到，似
在詢問案情。看情景，大約是那女子在同樓層超

市購買的物品被人搶劫，而非搶錢搶手袋。又過了十來分鐘
，兩位警察到了，他們為那男子鎖上手扣帶往升降電梯，當
一行人經過我這邊時，可清楚看到那男子年紀約三十歲上下
，不似貧困潦倒傷老病殘者。好好一個壯年人，不努力工作
賺取正當收入，卻到人家的塑膠袋中搶東西，大庭廣眾之下
人格盡喪，這麼沒腦子嗎？

晚間新聞中，看到當日中午另有一單案件發生，是油麻
地某男子持刀傷人，被警察當場擊斃。據說死者是偷竊慣犯
，有逾二十次案底，那天他去到超市，經理認出他常來偷東
西，於是趕他離開，不想
那人跑出去在肉檔
拎了把刀折返來斬
經理。又是一個明
搶明偷之徒。

驚蟄，一早去大學健身中心跑
步。嚴寒天氣，離家時全身披掛：
羽絨大衣、帽子、圍巾、手套、長
靴，手提裝跑鞋的袋子。回家前重
新換鞋、穿衣、戴帽。到家卻發
現大門鑰匙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
可。

我習慣把校園一卡通和鑰匙放
在右邊口袋裏，離開運動中心前取
出鑰匙，將塑料鑰匙圈套在右腕上
，以免回家開門時摸索起來費勁。
摸口袋、掏衣袖，鑰匙找不到，只
得回頭。那天早上要上班，我疾走
而去，一路不停瞄地面。到了地方
，先去前台詢問，又到失物招領處
，鑰匙仍無音信。我沒帶手機，只
得借用失物招領處的座機給保存我
應急鑰匙的羅素老人打電話。他二
話不說，馬上送來。我在路上碰到

，還搭了他的車回家。
車一停，我拿着備用鑰匙跑上台階去開門

，心里嘀咕不知鑰匙是否落在家裏。一低頭，
大門鑰匙赫然在目，薄雪上綠色的鑰匙圈非常
醒目。當初我急着回頭，沒仔細四處看看，結
果白白着急上火不說，還麻煩了好幾個熟人：
失物招領處的羅杰和幫我送鑰匙的羅素。我一
邊慚愧，也一邊慶幸：雖然瞎折騰一番，幸虧
有驚無險；儘管浪費半小時，結局還算不錯。

虛驚過後，不免想到去年工作繁多時多次
把自己鎖在辦公室外，不得不打電話叫大學保
安來開門的往事。我這個人，一旦頭緒太多做
事就會分心，各種忘錢包、忘鑰匙、走錯門的
奇葩糗事層出不窮。這次丟鑰匙既是警示—
提醒我該放慢腳步，耐心做事，也是隱喻：縱
有寶庫，沒鑰匙也只能過其門而難入。接下來
該好好安排時間，及時糾偏，才不至於釀成大
禍。

周末做飯、打掃，家裏煥然一新，更讓呼
吸放緩、血壓降低、心情放鬆，一舉兩得。

於香港藝術節賽馬會當代舞
蹈平台上展演的舞蹈劇場《沒有
大象》，它的第一個版本曾於二
○一七年在北京上演，不過此次
在香港再演，已是完完全全不同
的模樣了。

在編舞常肖妮看來， 「這個
作品永遠不可能重複或複製，因
為每個人都在講自己，所以每次
演出，都是重新面對不同地域或
環境的人，去挖掘他們身上獨特
的屬於自己的東西。」

香港版的《沒有大象》確實
有很鮮明的港式元素，本地表演
者們的念白中，地道的廣東話和
可愛的港式普通話交織在一起，
充滿了日常生活的氣息，對白中

間有時還穿插入膾炙人口的流行
曲，雖然只是輕輕哼唱起那熟悉
的曲調，但出生成長於此的觀眾
即刻便知道這首歌是《似是故人
來》。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
節，讓這一首演於北京的作品潤
物細無聲地抓住了每位香港觀眾
的心。如此一來，香港版的《沒
有大象》所言說的，不僅是六位
表演者各自的快樂與哀愁了，他
們的故事、他們的情緒、他們的
疑問，亦可能是每個置身於這座
大都會中的人們不可避免要面對
的。

《沒有大象》的六位表演者
都很年輕，他們也毫不掩飾自己
好玩的天性，令整齣作品充滿了
青春的盎然意趣。尤其是演出中
後段，表演者們用三種不同的 「
節奏」去表現同一段戲碼，同樣
的對白及同一套肢體動作分別換
上三種速度去呈現，從日常的一
倍速，到異常的二倍速，最後換

上非常荒唐三倍速，用十分戲謔
的方式將 「我們的生活是如何被
異化的」這一殘酷的事實展演了
出來，雖然惹來台下觀眾的陣陣
笑聲，卻也留下了意味深長的餘
韻。有時，比起正面的說教，反
倒是無厘頭的方式，更能激發出
人們內心深刻的悸動。

表演者之一的梁儉豐說： 「
這是一個充滿玩味和實驗性的空
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我與
群體意識的形態，像是在玩 『假
裝』的遊戲，又像是挖掘 『真相
』的偵探過程」。

他們追問道：你喜歡做夢嗎
？你懦弱嗎？你享受嗎？你遺憾
嗎？你不回應嗎？……從個人到
社群、從玩樂到工作、從日常到
異常，《沒有大象》向觀眾拋出
了無數哲學問題，相信每位觀眾
都能從這個作品中帶走一節屬於
自己的感悟。

（下）

清晨的船艙內，空調總是讓人感到
微涼，我常常裹緊了衣裳。四周西裝革
履的男士，也為了暖和些把背包緊緊地
抱在懷裏。這時，我就在想：外面的天
氣到底是有多冷呢？

當輪渡靠岸，艙門打開，外面有時
晴空萬里、陽光和煦，非但沒有半點冷
的跡象，而且明顯感知自己穿多了，趕
緊把衣領的口子鬆一鬆；有時又涼風陣
陣，夾雜細雨，濕冷的威力強大地鑽進
每一吋關節。我惶惑：這即將開始的一
天，究竟算是熱的，還是冷的？

天氣預報只是數字。終歸這天氣的
冷暖，還是與體質和體能有關係。隔壁
辦公位的阿琨，一米九大高個、結實健

壯，但每到天氣略有變化，哪怕只是降
溫一兩度，他一進辦公室，第一句話準
是： 「降溫了，好冷啊！」公司裏的大
姐說： 「要不要這樣誇張！我咁瘦，都
不覺得有降溫。」阿琨嘿嘿一笑： 「沿
着碼頭跑步的那些老外，常年光着膀子
，你總不能說就沒降過溫吧。」

其實，在冷與熱之間，人與天氣沒
什麼分別。

身邊總有一些人，看起來精緻得體
，圓潤熟絡，對誰都展現出絲絲暖意來
。上了年紀的，我們往往會稱道他古道

熱腸，年輕的，我們往往會評價他們 「
年紀輕輕但會做人」。可是直到有一天
，不經意間得知此人因為手足貧困而沒
能按時與他平攤老父親的醫藥費而怒告
親人，或是因為服務員怠慢了他而定要
投訴至讓人失業，才明白暖意表象下的
冰冷才更接近於真實的溫度。

我平日裏也是一個話不多的人。總
有人說， 「你太清高了，過於冰冷」，
甚至會詰問我： 「你怎麼可以那麼冷漠
？」我承認，我大多數時候是冷淡的，
那不表示我的體內不流淌着熱血，也不

表示對什麼人、什麼事都沒有勇氣、熱
心和激情，我們只是儲蓄着，積攢着，
以待需要的時候，為我們對的人，為真
正重要的事，付出我們最大的誠意和熱
情。那樣的熱情，有限卻熾烈，是火把
，溫暖、知心、閃耀。

冷暖之間，有我們最真實和有分量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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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沒有大象嗎？

冷暖之間

李六乙的《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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