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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 一九九一年，中央電視

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甄

妮和一群小朋友一起演唱

的《魯冰花》令人印象深

刻，並一度成為流行歌曲。但是直到今年

，我才在一位友人的推薦下欣賞了攝於八

十年代末的《魯冰花》這部台灣電影，而

大家曾經傳唱的同名歌曲正是這部電影的

主題曲。看完之後，再聽歌中 「家鄉的茶

園開滿花，媽媽的心肝在天涯」 不禁悲從

中來。這部曾獲諸多獎項的電影，在時隔

三十載的今天來看，仍有很多閃光之處。

電影講述的是自幼失母，與姐姐和從

事茶園種植的父親一起生活的小學生古阿

明的故事。在魯冰花盛開的時節，年輕的

美術老師郭雲天從大城市調來水城鄉任教

，他發現了古阿明的繪畫天分，並着力培

養他。但是在挑選學生去參賽的時候，因

為其他老師認為鄉長的兒子林志鴻更有資

格代表學校參賽，阿明落選。郭老師離開

水城鄉的時候帶走了阿明畫的《茶蟲》，

此幅畫後來得到國際大獎，阿明卻早已因

病去世。影片結尾，他的親人把他的畫和

獎狀都燒給了他，悲傷縈繞不去。雖然電

影比起鍾肇政的小說原著要簡化了許多，

但三十年過去了，電影所反映出的人性光

輝從未有人質疑，然而，基本功似乎遜色

於鄉長兒子的古阿明，畫得到底好不好，

以及兒童繪畫到底怎樣才算好，爭議卻一

直存在。

我也非常喜歡畫畫，因此也想就這部

電影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我們首

先來看影片中阿明的創作狀態。他的創作

狀態總體來說是放鬆自在的，發自內心而

沒有矯飾。被選上參加美術班時，他甚至

會高興地用泥漿在牛身上畫圖。在郭老師

的第一堂畫畫課上，老師說讓大家隨意畫

，林志鴻因為沒有題目而說不會畫，而古

阿明畫了 「天狗吃月」 ，是爸爸講的故事

── 「天狗把月亮吃到肚子裏，然後就很

暗啊！我們就趕快敲臉盆，鼓啊。天狗害

怕，趕快把月亮吐出來，所以晚上的天又

亮了起來。」 圖畫和他的敘述一樣生動，

郭老師看着他的畫，眼中有光。並在其他

老師面前說古阿明的畫 「表達能力很強

，是最好的一張」 ，同時認為鄉長兒子

畫得過於傳統，沒有一絲一毫自我的主張

和想像。在受到其他老師挑戰的時候，他

說， 「如果只要畫得像，那就用照相機好

了！」
還有一次，當郭老師問古阿明，他畫

的太陽為什麼是藍色時，阿明說， 「這樣

才不會把爸爸曬得口渴，又差點暈倒。」
後來因為沒有錢買農藥，茶園裏的茶蟲只

能靠爸爸和姐弟兩個辛苦地抓，連郭老師

都帶着學生特意來茶園寫生和幫助捉蟲。

阿明畫的茶蟲肥碩，郭老師說， 「看古阿

明的畫就知道了，茶蟲在他心裏多恐怖，

牠吃掉茶樹，吃掉書本，還吃掉蠟筆，人

變得渺小而無助。他想講的其實很簡單，

他覺得茶蟲會使他沒飯吃，沒書念，也沒

有畫圖的機會。創作的問題，竟然在孩子

的身上找到答案。」 這個答案是什麼？看

到這裏，有一點感悟的人都會明白，那就

是 「真」 。藝術不以表面為評判，想像力

的背後是 「真」 ，所有美的背後也都是 「
真」 。這種 「真」 ，是生活的 「真」 ，情

感的 「真」 ，也是創作者特別敏銳的感覺

的再現。後來這部影片被翻拍成《新魯冰

花：孩子的天空》，相較而言情節變化頗

多，內在理念趨於功利性，越是想要證明

自己，越違背了藝術之真，甚為可惜。

《魯冰花》影片開頭，有一段好聽的

女童獨白， 「你們現在看到的花，叫做魯

冰花，農人把它種在茶樹的空隙上，春天

它開出紅色的小花朵，不久花謝了，農人

把它撥下來放在茶樹下，蓋上泥土，慢慢

地魯冰花就會變成肥料，使茶樹長得很茂

盛。魯冰花雖然死了，我們卻可以喝到很

香很甘的好茶。」 三十年過去，這部電影

雖然快要被遺忘了，我們仍能從中得到滋

養，並回味無窮。

美的背後是什麼
徐海娜來自印尼的快樂

姐姐與我們共同生活

了十幾年。最近她放

假回家鄉，大包小包

的行李超重了十公斤

，全是給女兒買的結婚禮物，她二十

剛出頭的獨生女出嫁了。

快樂四十歲不到，嬌小玲瓏，心

地善良，外貌比實際年齡小十歲。左

看右看她都不像當外母的年紀。當年

快樂把牙牙學語的女兒交由母親照顧

，從印尼農村來到我們家當傭工。她

那一大串的名字Citirokajahapi念來有

點困難彆扭，我們只好取其諧音喚她

Happy──快樂。

快樂很快融入了我們的家庭。她

沉默寡言，聰明伶俐，勤勞好學，一

點即明。教一次就學會了電器操作，

幾個星期她已完全掌握了中菜烹飪，

很快能說上一口流利的粵語。快樂把

我們家打理得井井有條，讓我可以安

心地在外打拚。

如今，快樂不但會燒我的家鄉菜

，還會將印尼菜改良成我們的口味。

蒸、煎、煮、炒、炆、燉，她樣樣在

行。她不苟言笑，巧手卻能包出會笑

的餃子，還拿手工序繁複的梅菜扣肉

、紅燒元蹄。過年的蘿蔔糕，元宵的

湯丸，端午的糉子，都難不倒她。

快樂善於理財。在家鄉新造的樓

房比我們的蝸居大上幾倍，每兩年買

一幅土地，現在已擁有大片的果園，

早已是村中的富戶。快樂十幾年在外

辛勤工作，改善了家人的生活，同時

卻失去了陪伴女兒成長的黃金時間。

我很感激快樂為我們的家庭所作的犧

牲。

目前香港有將近三十萬的外傭，

這班生力軍協助本港家庭料理家務，

照顧家中老幼，從而釋放本地勞動力

，對香港的經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這群辛勤的外傭，忍痛暫別親人

越洋來到香港服務陌生的家庭，每周

工作六天，沒有最高工時。牛郎織女

且每年七夕相會，而她們卻每兩年才

能回一趟家。她們是偉大的母親、妻

子、女兒，在異鄉也值得被善待及尊

重。

北海道是一個我想了很久

要去的地方。

飛機着陸在札幌，走出機

艙，冷風襲來。 「呵！這空氣

，是冬季還是夏季？」 我禁不

住說一句。攝氏十度，是北海

道的夏天，香港的冬天。體感驟然起了變化

，我趕緊披上一件外套，把領子拉直。即便

在夏季來到這裏的香港人，依然感到寒意十

足，畢竟是北海道。

日本的行政區劃按都、道、府、縣布局

， 「都」 是東京都， 「道」 是北海道， 「府
」 是大阪府和京都府， 「縣」 指全國各地的

四十三個縣。都是日本，北邊的北海道與南

邊的沖繩，地理氣候南轅北轍，北海道是日

本北方一個獨立於本島的離島。據資料介紹

，面積約八十個香港的北海道，人口近六百

萬，比香港還少一百多萬。

有人把北海道形容為 「日本的鄉下」 或

「日本的美國西部」 。我總結之，那不過就

是偏僻和荒蕪吧。然而這偏僻和荒蕪，卻是

日本人心中 「美麗的北國大地」 ，冬天有冬

天的看點，夏天有夏天的玩法，看民俗、泡

溫泉、吃海鮮，觀雪景，賞櫻花和薰衣草。

北海道是旅行者追逐的地方，不同的時間，

玩法不盡相同。

當地人說，從前北海道處處荒蕪，被看

作生命的禁區，沒有人居住的時候連夏天都

冷得要命，直到明治時期，那裏都還處於探

險和開拓的狀態。北海道雖然臨海，卻從來

不颳颱風，當太平洋上的颱風吹到這裏時，

十級已經減弱成了一級。這裏很靠北，與中

國的瀋陽、加拿大的多倫多、美國的波士頓

、意大利的羅馬幾乎在同一緯度，大部分地

區地處亞寒帶，一年當中有七個月是雪季，

很像北歐和北美的北部，幾乎沒有高過攝氏

二十五度的夜晚。

北海道是令日本文學家和藝術家產生靈

感的地方，常常有人以它為題材，創作出優

美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還記得電影《情

書》裏的那一句台詞 「你好嗎？我很好」 ，

思念的聲音在雪花飄落的山嶺中迴盪，浪漫

又有詩意；也記得中國人熟悉的歌曲《北國

之春》，一首描寫母親與兒子思念之情的歌

曲，當中一句 「媽媽猶在寄來包裹，送來寒

衣禦嚴冬」 ，把母子情深刻畫得非常細膩，

彷彿演唱者是抱着媽媽的包裹在歌唱。

聽過一個故事，有個北海道人到了香港

，下地鐵後看見人們都在跑，以為有火警，

也跟着跑起來。結果跑出地鐵才發現，原來

人們是忙着去巴士站搭車，到公司上班，到

學校上學。這個故事應該是虛構的，作者可

能想說北海道人很安靜，是慢性子。身臨北

海道，眼見為實，我相信這一說法有道理。

那裏的人走路閒庭信步，如果誰行走匆匆，

會被看作遊客或初來乍到者。

有人說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錯了！日

本以大和民族為主，最大的少數民族阿伊努

族，主要居住在北海道，道上阿伊努族人的

文化蹤跡至今可見，例如地名 「札幌」 和 「
小樽」 ，都極具阿伊努特徵。此外還有少數

的朝鮮族人和日籍華裔。

北海道是日本的第二大島，與本州島隔

海相望，土地板塊分為道央、道南、道北、

道東幾個片區，其中道央的札幌、小樽、登

別、洞爺湖，以及道南的函館都是旅遊熱點

。北海道也是日本農、林、牧、漁的主要生

產區，火山形成的土地肥沃，加上水質好，

天氣乾爽，精耕細種，農產品都是優質品，

本國人吃不完，還出口，且賣很貴的價錢。

在北海道踩幾個點，我期待着。

弘治元年（公元一四

八八年），弘治時代第一

任內閣由劉吉、徐溥、劉

健組成，心狠手辣、又八

面玲瓏的劉吉成為內閣首

輔。

四年後（弘治五年，

公元一四九二年），劉吉

在一場政治風浪中嗆了水，被趕出朝廷，

禮部尚書丘濬火線入閣，與徐溥、劉健成

為同事。丘濬是典型的君子，人品、學問

、能力俱佳，像劉吉這樣的兩面三刀的佞

臣已被排除出內閣隊伍，大明內閣進入 「
君子時代」 。

過了三年（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

年），丘濬因積勞成疾而離世，神童出身

的禮部尚書李東陽和美男子謝遷入閣，與

徐溥、劉健組成大明王朝最強內閣。

又過了三年（弘治十一年，公元一四

九八年），在徐溥的一再請求下，弘治皇

帝准許徐溥正式退休，這時的內閣剩下三

名骨幹：劉健、謝遷、李東陽。

內閣的歷史，要追溯到朱元璋時代。

明朝建立後，也曾實行過丞相制，李善長

、汪廣洋、胡惟庸曾先後擔任丞相之職。

洪武十三年（公元一三八○年），風起於

青萍之末，胡惟庸案發，成為大明王朝建

立後一樁牽連極廣的大冤案，開始了朱元

璋大肆屠殺功臣的步伐，殺李善長，殺汪

廣洋，殺胡惟庸，殺常遇春，殺沐英，殺

來殺去，殺人就成了習慣，不殺就食不甘

味，寢不能安。殺人方法雖各有千秋，結

果卻殊途同歸，總之大明王朝的開國元勳

們都到九泉之下集合去了。

三百多年後，清代史學家趙翼寫《廿

二史札記》，列出了朱元璋長長的殺人名

單，寫罷投筆，渾身感到一股凜冽的涼

氣。

朱元璋不僅殺人，而且殺死了宰相制

度，中國歷代延續的丞相制度自此終結。

朱元璋不放心別人，親自掌管起六部百司

的事務，等於自任宰相。加強中央集權，

固然讓人放心，但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

，工作範圍沒有了邊界，事無巨細，事必

躬親，反而損害了他的權力，讓他在雞毛

蒜皮的事務中徹底迷失。明朝皇帝最怕大

權旁落，但是皇帝大權旁落最厲害的朝代

，正是明朝。

廢除丞相制後，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內

處理國事四百多件，平均每天批閱奏章兩

百多件，這簡直是要了朱元璋的老命，無

奈之下，設置殿閣大學作為侍從顧問，幫

助他分擔處理政務。這些大學士很少能參

決政事，大事仍由明太祖親自決斷。

明成祖在位時，選拔翰林院官員作為

殿閣大學士入值文淵閣，開始參與機要事

務的決策， 「內閣」 於是出現。慢慢，內

閣就變得重要起來，大學士有了替皇帝起

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擬權，主持閣務的首

輔更是監管六部、權壓眾臣。張居正任首

輔時，大權盡歸內閣，六部幾乎淪為內閣

的下屬機構。

今天，在紫禁城內，還保留着明清兩

代的內閣辦公的院落，只是我沒有查到它

究竟是在哪一年出現在這裏的。它就在文

華殿的正南。文華殿的大門（文華門）向

南，內閣的正門則向西（面對午門方向）

，或許是大學士們從午門入宮後，進入內

閣方便吧。進內閣正門，是一座四合院兒

。正房是內閣大堂，也叫大學士堂、大學

士直舍。這紫禁城 「內」 的 「閣」 ，聽上

去氣派，實際上不過是三間黃瓦大屋，簡

單低調，光線不佳，大學士們（包括李東

陽）埋首於文牘奏章，即使白天，也要秉

燭。政務繁忙時，更是晝夜不分，比如每

逢科舉殿試結束，評卷大臣們都要在內閣

連夜加班，封閉閱卷，在如此緊迫的空間

裏，度過漫漫長夜。

內閣大堂正中掛着一塊匾，上書： 「
調和元氣」 ，這匾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筆

，中書居東西兩房，大學士居中，因此，

人們把大學士稱為 「中堂」 。少年時看電

影《甲午風雲》，電影裏清代官員把李鴻

章稱 「李中堂」 ，一直不知 「中堂」 何意

，到了內閣大堂，看到真正的 「中堂」 ，

方知這原本是一種代稱。建築空間，也因

此被賦予了權力的屬性。

內閣大堂南邊是滿本房和漢本房，與

內閣大堂有垂花門相隔；西廂是蒙古堂，

東廂是漢票簽房和相關機要房，主要有侍

讀擬寫草簽處、中書繕寫真簽處、收儲本

章檔案處，等等。內閣大堂往東，是內閣

大庫，一座兩層庫房，磚木結構，外包磚

石，庫頂覆以黃瓦，為磚城式建築，是內

閣收貯文書、檔案的庫房，明代建，建造

年代同樣無考。前面說過，大庫建立以前

，那裏曾是明代文淵閣的位置。

（ 「內閣長夜」 之二，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學士堂 祝 勇

故宮
建築

今年的重陽節過得

有點意思，是在一個外

甥女的邀請和她的父母

共同參與下，去登了一

次高。雖然是象徵性的

，因為登的是一座高樓，而且大部分「
路程」是電梯，並非是雙腿攀爬的野外

山嶺山坡，但卻有不少感受。

重陽，在我國由來已久，歷史長

達兩千餘年，可見其在歷代人們心目

中的地位。據記載，重陽活動始於戰

國時代，漢朝起盛，唐朝時被列為國

家正式節日。從歷史演繹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 「九月九」 ，或者 「久久」
，歷來為民間所期盼，也為政府所重

視，現在更被尊崇為 「敬老、愛老、

護老、助老」 的重要標誌和體現，慶

祝這個節日的氛圍越來越濃，花樣也

越來越多。

就我個人而言，以前也年年說重

陽，不忘在這個日子及其臨近前後祝

願他人久康、快樂，但基本上沒有參

與過什麼活動，更沒有成為節日的主

要對象。這次應邀 「登高」 ，特別是

作為 「重點對象」 ，名正言順地來說

，是真正的第一次，當然感觸和感受

良多，還很想抒發。

重陽節當天，一夜細雨後的清晨

，空氣清新，秋意顯濃，給人的是多

重意境。我感覺到的是 「祝願、思念

、快樂、期盼」 共生的氛圍融合，適

宜，淡然，恬靜。

在雨後低垂烏雲的朦朧中，從金

融區的高樓上，依然可以觀察到城市

的厚重輪廓，一眼難收的高低有致樓

盤，整齊潔淨的街道，來往於大小街

巷的各種川流不息車輛和悠閒漫步的

人群，不免讓我想起一九五○年初入

市區的情景：低矮的房屋，狹窄的街

巷，髒亂的街道，稀疏懶散的行人，

彷彿又在眼前。真切地說，在高樓上

，我們眺望遠處看到和感受到的是故

鄉的巨大變化和進步，驕傲和感嘆不

由地同時在心中油然升起。變化太大

了！這是我給家人的由衷感嘆。

親人的邀請和陪同，是一種享受

，體現家人的相互關愛、惦念和尊重

。於老年人而言，家庭的氛圍更不可

或缺。它是黏合劑，讓老人快樂，讓

家庭團結。

是日清晨起，我還陸續收到一些

朋友從遠方發來的應時祝願，代表朋

友關係和感情真誠，其中不乏文學形

式的表達，將部分收錄於此： 「重陽

登高飲菊酒，茱萸插遍賞金秋。皓首

如若解吾意，莫做苑中黃花瘦。」 「
人間百善孝先行，九九重陽敬老情。

歲歲重陽又逢親，人人有顆敬老心。

飲酒登高辭青處，砥礪奮進候佳音。

」 詩句雖不及歷代文人歌頌重陽的美

艷，但親切，暖心。坦誠地說，在這

樣的日子裏，親情、友情的多樣、多

形式的呈現，給我的是溫暖，是欣慰

，更是激勵。

登高欣賞城市巨變的過程中，我

還想到老人在社會中的影響和地位，

思想上享受國家和社會給予老人的關

愛和照顧，也慶幸一度被扭曲的社會

關係逐漸回歸正常。同時深信，隨着

文明傳統的傳承，還有政府的關注和

法律的不斷完善，我國的老年人將會

有越來越多的幸福保障。

短暫的登高，有 「現場感」 ，也

有許多關於社會風氣進步的遐思和對

未來的憧憬，這一天過得很有意義和

意境。

該滿足了！這是我給自己的結

論。

快樂姐姐
代 恩

重陽節登高
徐貽聰

如是
我見

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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