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帶着父母及其朋友一行人在訂不到因特拉肯酒店的窘狀下

，決定來伯恩（Bern）一遊，而我的說辭當然是 「去一個國家怎

麼能不去首都呢？」
作為瑞士真正的首都，伯恩比起總是被誤認為是首都的蘇黎世

和日內瓦古典了好幾個世紀。很難想像在現代文明的強勢發展下，

伯恩竟能鎮守住其優雅精緻的歷史風貌，以整座舊城的姿態被寫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世界遺產名錄。

我們住的民宿在使館街，這幢由一對瑞士老夫妻生活並精心經

營的房子並不輸於周圍各國大使館的建築。從這裏往市中心散步，

才走了一半就被像一幅流動的寬屏高清油畫一樣的風景所吸引而駐

足欣賞。藍綠色的河水潺潺流淌，數百歲的教堂和大橋靜默地駐守

，相互輝映在藍天陽光下閃着光。

建於十二世紀的伯恩長期受到被貴族統治的影響，整個社會都

保持着優雅的氣質。步行於街道巷弄之間，經過一座座造型各異的

噴泉與雕像，踱步在一塊塊悠久昂貴的石磚上，望着遠方大教堂外

牆上的天文鐘，彷彿已走進了中世紀。

夏天的伯恩是歐洲舞者們的 「happy hour」 ，舞蹈節上翩翩

起舞的婀娜舞者們跳得整個城市都生機盎然。不遠處的古爾登山上

瀰散着燒烤的香煙與家人朋友間開心的笑談，這是一年一度的古爾

登節。每年八月，只要跟着音樂表演者的步伐在城市遊走，就能體會街頭音樂

節譜寫出的最有活力的盛夏光景。

晚餐時，我堅持要給每人都點一份 「伯恩拼盤」 ，當大片的熏豬肉與煮牛

肉、每家餐廳自灌的香腸、酸椰菜絲和水煮土豆端上桌時，大家都興奮了。

夏天，是喝茶的好日子。喝汽水，固然

有爽快之感，一口喝下，悶熱之氣減了一半

，但一想到那喝下糖分，身體又燥熱起來。

喝水，當然好，好在健康，但又缺少了一份

獎勵自己的感覺。唯獨喝茶，既消暑，又健

康，而且能夠品它的味。

對，喝茶是一種品味。我對於喝茶的品

味（相對於咖啡與威士忌）所知甚少，只是

每次當我到日本百貨公司閒逛時，總會給那

些琳琅滿目的茶具吸引。抹茶碗、茶筅、茶

勺、茶筅座、抹茶篩、果子切，樣樣精緻，

而仔細一看，又總有一份優雅的粗糙感。這

，大概就是侘寂。

侘寂美學與茶道的結合，可以歸功於一

代宗師千利休。千利休是日本織豐時代的茶

道大師，又稱茶聖。當時，有地位的日本人

開始注重形象與金錢，但千利休提倡一種侘

寂美學，侘是簡約樸素，寂是欣賞殘缺。如

此，茶道要追求的是一種真實而內斂的感

覺。

千利休認為，這種形而上的侘寂，要從

形而下的物質着手。首先，是空間。千利休

提倡小巧的茶室設計，規定長寬僅二公尺。

茶室不求大，也不佔主室，而要依傍清幽的

庭園。因此，大家要到達茶室，必須先走過

一段小徑，穿過庭樹與庭石，如此迂迴曲折

，也象徵着入茶室之人將要跟塵世隔斷。

請不要小看這樣的空間處理，這樣與世

隔絕的格局廣見於信仰與類信仰空間，如教

堂、博物館等。如此一來，千利休彷彿將茶

室提升至信仰空間，也將茶道轉化為信仰。

當千利休談到茶具時，他的侘寂美學更

鮮明，影響後世之今。千利休認為，我們與

其用昂貴俗麗的茶具，倒不如用老舊的竹製

品、茶勺，不追求貴重的新鮮感，而強調年

月之美。

然而，一代宗師還是沒有得到一個好下

場。在一五九一年，曾經被豐臣秀吉譽為天

下第一的茶匠的千利休，因事觸怒了秀吉，

並落得被命令切腹之命運。當中原因眾說紛

紜，但有一說：千利休以低價茶器，高額賣

給秀吉，中飽私囊。

「普通讀者」 今起告別讀者

繼《採珠人》後，北京國家大劇

院將歌劇史上又一經典成功搬上中國

舞台，那就是普契尼的《西部女郎》。

普契尼從十九世紀跨越到二十世

紀，他筆下的歌劇也追隨着跨世紀的

變革，從意大利走向全球，他的最後

一部作品《圖蘭朵》寫了中國皇權下

的公主；美國西部淘金熱時，他寫了

這部《西部女郎》，一九一○年在紐

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描寫美國西部

金礦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金礦守護

人酒吧少女明妮，遇上墨西哥盜賊約

翰遜，兩人一見鍾情，約翰遜放棄盜

竊計劃選擇了愛情。美國女郎用愛情

征服所有並救贖罪惡，這個標準的美

國文藝創作主旋律，也非常符合普契

尼的一貫創作傾向，他宣稱： 「我熱

愛小人物，我只能、也只想寫小人物

。」 從托斯卡、繡花女到西部女郎明

尼，女性之美的愛的力量是他歌劇永

遠的主題。《西部女郎》改編自當年

美國最著名的劇作家大衛貝拉斯科的

話劇，美國戲劇完整敘事傳統的強迫

，使得普契尼進一步加強了音樂戲劇

性，注重情節發展強節奏的同時，不

失他獨特的甜美抒情的詠嘆，第三幕

的《請讓她相信我自由地去到遠方》

經典在於普契尼寫出了勇於為愛犧牲

、為情釋懷的深情，傳唱百年，成為

男高音歌唱家的保留曲目。而《西部

女郎》更成為普契尼歌劇音樂戲劇性

轉型的標誌性集大成之作。

北京國家大劇院製作人韋蘭芬邀

請了年僅三十二歲的意大利指揮家安

德烈擔任《西部女郎》指揮，安德烈

用飽滿激情指揮樂隊、引領觀眾進入

普契尼的音樂王國，掌聲經久不息。

導演則是歐洲歌劇導演獎的獲得者薩

迪厄斯，他用嫻熟的歌劇導演與舞美

設計經驗，呈現出層次豐富的舞台語

言，營造了普契尼音樂藝術形象氛圍

，使得中國版《西部女郎》成為新範

本。

要說的這本書，是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

於一八九五年寫的《烏合之眾》。它在中國

有十多種譯本，最早的見於二○○五年，可

見在中國有廣泛的閱讀市場。

自出版以來，書的一些內容受到過批評

，認為作者的概括有偏見，且只是提出了問

題。但包括批評的人也認為作者對大眾心理

的研究值得重視。通常認為提出了解決問題

方向的，是另一名重要的思想家，奧地利的

弗洛伊德。

網上廣傳根據該書輯錄的若干條（有十

六條、二十條、三十條）經典語錄，描述一

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被裹挾到群體中的

變化，他們的智商會嚴重降低，彷彿變成了

另一個人，表現出連最熟悉的人也難以理解

的狀態，成為了盲目、衝動、狂熱、輕信、

偏執的 「烏合之眾」 中的一員：對自己的行

為不負責任，被具煽動性的語言感染、召喚

而服從幻覺指揮，對不合自己口味的證據視

而不見，反去崇拜有誘惑力的謬誤事例，想

像着自己從思想到行動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有時也會表現出一種道德的力量，懷着英雄

主義去赴湯蹈火……這本書分析了法國大革

命的群眾運動，指出一群盲目的群眾在雅各

賓主義的鼓動下，未審定罪把皇室成員推上

了斷頭台—這是一場失智的群眾運動的狂

歡。

該書思想精密，論述清晰，與現實嚴密

地對應。回顧近百年的某些群眾運動，種種

現象的心理根源都可在書中找到答案。

此書被不少營銷團體視為教科書，他們

常按其指引制定文宣攻略去訓練員工，如為

推出新形象用 「舊瓶裝新酒」 的方法包裝產

品，擬出簡單響亮但鼓動性十足的口號來激

勵鬥志，用金字塔中、上層的收入和富裕生

活製造財富偶像，誘惑眾人崇拜……這些手

段確能收到 「洗腦」 效果。

一個人處於意見紛紜，謠言遍地的亂世

時，宜從一些瘋狂的群體中抽身，保持相對

孤獨，廣聽眾議，然後淡定思考，是其是，

非其非地擇善固執。

梅雨季結束，江南入伏，進入最高氣

溫三十六度以上的桑拿天模式。有兩天本

地最高氣溫攝氏四十度，創下本省最高紀

錄。其實不管是三十六還是四十度，熱到

一定程度這些都只是數字而已，熱就是了

。就像我住的美國小鎮，冬天零下三十度

、零下四十度沒啥區別，反正都是冷。酷

暑時節，早上起床就有三十一度。晚飯後

更熱，因為連風都絕了。早晨跑完步像從

水裏撈出來的一樣，晚上散步也汗流浹背

，每天早晚都得各洗一次澡。早晨開窗透

氣，上午九點關窗開空調，一直到晚飯後

再關空調開窗，晚上得開一夜空調方能入

睡。往年此時我早已回到清涼的美國小鎮

，今年學校休假，大熱天在家過。與上班族比，我已

很幸運。不用掐着鐘點出門擠公交，頂着白花花的烈

日工作。買東西能網購，蔬菜有人配送，不想做飯也

能湊合。有空調，在電腦前讀書、寫作，日子如常。

古人認為冬天是 「私」 的，夏天是 「公」 的。按

照當時的生活方式，天冷了可加衣、添火盆、睡火炕

，有錢就能搞定。夏日沒有空調，單靠冰盆這樣的落

後科技無法保障生活的舒適度。宋人吳曾在筆記《能

改齋漫錄》中誇耀冬天在南窗下曬太陽， 「負暄」 的

滋味堪比穿上了最暖和的棉襖大王（ 「天下都棉襖」
），可見冬日暖陽是窮人的恩物。其他古籍中也有對

冬日喝粥後擁被小憩的讚美，然而很少看到有關愜意

夏日的記載。儘管如此，頭頂烈日背朝天的農夫與僮

僕服侍的富人過的依然不是同一種夏天。

白居易自省 「曾不事農桑」 ，卻 「歲晏有餘糧」
，愧對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的農夫。看到伏

天還在室外作業的急救、消防、環衛、建築工人，我

深感福氣，也深表敬意和謝意。

伏
天
記
福

茶道的物質性

一本書

普契尼的美國夢

《如夢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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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夢境與人生交織而成的戲劇，不論在

電影或舞台都不乏精彩並具深度的作品。隨

手數來，一九九○年黑澤明導演的電影《夢》

，可說是經典之作。電影由八段夢境組成，

彼此沒有關連，既反映人們內心深處的一些

潛藏思緒，又或純粹是導演對人生的一種觀

照。一九九四年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戲夢人

生》，內容並非與夢境直接有關，卻能將布

袋戲藝術家李天祿的生平與時代變遷互相結

合，展現了人生如戲，夢如人生的主題。

近期再看舞台劇《如夢之夢》，大概是

華文戲劇當中最能將夢與人生有機連繫的作

品，令觀眾看得如痴如醉，感受至深。台北

劇評人鴻鴻曾經形容： 「就像彼得．布魯克

的《摩訶婆羅達》，《如夢之夢》也重新帶

回現代劇場說故事的樂趣，並且可以一千零

一夜那樣不眠不休地說下去。」 《摩》是經

典的印度梵文文學，長達十萬多節的詩歌，

總長度超過《聖經》十五倍。英國著名劇場

導演彼得．布魯克將之改編成為九小時的劇

場作品，於法國亞維儂藝術節首演時，由晚

上十時開演，直到翌日天明才結束。演出好

看與否雖然見仁見智，但臨場觀眾肯定獲得

一次難得的觀賞經驗。

賴聲川編導的《如夢之夢》不遑多讓，

演出分作兩部分，全長接近八小時。該劇於

台北首演的資料介紹： 「利用劇場的特殊元

素完成，融合表演、儀式、音樂、說故事及

環形劇場的表演方式。觀眾坐在表演空間的

中央，在旋轉椅子上，就如同朝聖者用順時

鐘方向環繞一個神聖的空間，演出中表演者

用順時鐘的方向環繞觀眾，展開一場又一場

的人生戲劇。」 觀眾可選擇分開兩個晚上，

或是在周末或星期日的下午至晚上觀賞全劇

。《如》劇先由一位病人角色講述自己的平

生遭遇，當中他遇到的其他角色又再講述自

身故事，從點、線、面構成一幅人生圖像，

情節是真是夢，是虛是實，就由觀眾自行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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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 「小隱隱於野，中隱隱

於市，大隱隱於朝。」 據說隱於終

南山的達五千人，已是一個小社會

，還算是隱嗎？就算是，小隱而已。

朝廷做事，自有既定的方針政

策，官員一律遵行。當國家事務越

來越多，層層監督，想有個人理念

和施政作風，可能性恐怕越來越少

，朝廷絕非可隱之地。

倒是隱於市的中隱，似是有可

能做到的。產生「隱」的念頭，定是

經歷過人世的困擾，對人際關係處

於嚴重的失望，想割斷一切聯繫，

過完全自我的生活。但這有可能嗎

？以下是我的想法：如果你不是獨

身漢，就要夫妻同時歸隱。如果有

孩子，就要在他們自立之後。你毋

須上班，不為任何人打工。你的財

力足夠支持你簡樸的生活。你不用

電腦，沒有手機，只剩原始電話。

你不參加所有社交活動，退出所有

群組，義工也不做。你不看電視，

不聽電台，不看報紙，所有社會新

聞，國家大事，國際紛爭與你無關

。最好你有一小塊地，種植四季蔬

菜，不假外求。你懂得治理一些小

病，因為生活健康也很少生病。你

讀書、寫字、繪畫、享受音樂，一

點也不寂寞。是的，你不擾人，也

不讓人擾你，你獲得徹底的自主。

隱於市
從日內瓦乘坐火車抵達法國里昂，我

們在火車站外的租車處提取車輛，家人都

進了辦公室，我一人站在門外看行李，一

個皮膚微黑的男子從遠處走向我，講了兩

句什麼，我用英文告訴他聽不明白，他便

走開了。一會兒，他從拐角處走了出來，

嘴裏叼着一枝煙。我將剛才之事告知家人

，他們說那人可能是向你討煙，為證實家

人說得對不對，我走去拐角處張望，看到

那是個休憩處，長椅上分別坐着三個抽煙

男士，看來家人的猜測不錯。

討煙者說白了就是乞丐，如果買不起

香煙，那溫飽一定是出了問題。法國近年

經濟走下坡，作為遊客也有所感覺。巴黎

街頭的乞丐雖不多，露宿者也沒有倫敦那

麼觸目驚心，但是，景點附近的小販實在

是太多了。我們此行住在艾斐爾鐵塔旁的

一間酒店，出來進去的那條大路臨近塞納

河，附近一帶都是地攤，小販們似乎掙不

到什麼錢，卻從早到晚在此暴曬；那日在

凡爾賽宮外見有黑人小販用普通話不斷喊

叫： 「不貴！很便宜，六塊錢一個。」 不

久便見到兩位騎警過來驅趕……

某晚，我與先生去一間老字號餐廳享

用正宗法式西餐，其間，有位瘦高穿西裝

老先生，一手提包一手舉着紮得蠻好看的

三朵花蕾，走到我先生身旁悄聲說話，先

生表示拒絕，他彬彬有禮地離開，去了另

一桌。我問先生何事，他說那人建議他買

下玫瑰花蕾送給我。我望向那老人，七十

開外了吧？即刻明白這是較高級的乞討行

為，若我與先生性別對調，或許會買下他

的花蕾。

乞丐行為

上周五，着急去深圳開會，從信德

大廈的辦公室下來，一邊被領導在電話

裏指揮得團團轉，一邊一路小跑奔到地

面的出租車站點。好不容易收了線、開

門上車，趕忙說了一句： 「深圳灣口岸

，唔該」 ，才算鬆了一口氣。

「好的，先生。」 一個清脆的女聲

讓我好意外。循聲望去，一個戴着太陽

鏡的女司機正把一個靜美的微笑燦爛地

投射在後視鏡裏，清澈的眼神一如這乾

淨的夏天。她穿着白襯衫，襯出了一份

職業，也露出了一絲生澀──那襯衫很

新，大概是剛入行不久吧。直覺告訴我

，她頂多也就二十幾歲。

「先生，您看走西隧和大欖隧道可

以嗎？」 她用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問我。

我說了一聲 「好」 ，然後說， 「你的普

通話很好啊！」 她先回了一句 「您過獎

」 ，接着認真地告訴我，她雖然在香港

土生土長，但父親從小就嚴格要求她學

習普通話， 「他常說，從香港看世界，

世界很大；從香港看內地，中國很大。

所以，作為新一代香港人，既要學英語

，又要學普通話。我開始很不理解。待

到了中學，才明白了父親的良苦用心。

因為參加去內地的交流活動時，我見識

了內地的廣闊空間。普通話好，交流就

更有基礎呀。」
我暗暗地欽佩這個女司機的父親，

忍不住說： 「你父親好有見地呢！」 她

聲音低了低，語調明顯緩了一些： 「父
親病了，我正好放暑假，就替他的班。

」 她又嘆了口氣， 「不過，這兩個月，

生意不大好。」
真沒想到，第一次遇到香港的出租

車女司機，就收穫了這麼多故事，很意

外、很欣慰：一個孝順的女兒和一個有

遠見的父親，在並不富足的日子裏，堅

守着愛國愛港的內心。這種堅守，折射

出即便在社會的勞動階層，正道與大愛

有着堅實的民眾基礎。當然，我也有些

不安，希望社會和生活，不要傷害他們

，畢竟，這個城市，倘若沒有良好的民

生環境就不會有幸福的日子啊。

深圳灣口岸到了，她和我道別。窗

外，午後的陽光，那麼美好，一如她摘

下太陽鏡送我的微笑。

你好，的妹

▲寬屏高清流動風景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