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邀參加南京藝術學院的藝考面
試評審，也就是半個月前的事，卻勾
起了我三十多年前的回憶。

那是龍年，我在縣城高中埋頭迎
接高考。高中三年，我是學校最積極
的文藝活動分子，文學社、影評社，
還組織過一次我們學校百名歌星演唱
會，湊了一百名同學模仿北京百名歌
星演唱《讓世界充滿愛》，沒有伴奏
帶，就把原聲作為伴奏帶，安排一同
學控制錄音機音高，音樂過門放大，
原唱一出來就壓低，公演時，基本分
不清我們自己的聲音與盒帶裏真歌星
的原聲，舞台上混亂不堪。演唱結束
後台下卻掌聲如雷，我至今認為那是
全校師生解脫後的寬容與真情。那時
，高考就是獨木橋，老師與家長齊心
希望我們能上到好大學，我算是聽話
的，記得有回同學相約騎車去如皋看
董小宛故居，被母親給制止了，我後
來倒是吃到了同學帶回來的董糖，據
說是小宛當年做給冒辟疆吃的酥糖，
但我至今沒去過小宛姑娘與情郎的故
園如皋城。

高三那年有預考，好像是五月，
我的成績是班上前十名，看到成績時

我幾近虛脫，至今噩夢都是關於預考
，因為預考成績決定了我是否能被南
京大學免試入學。帶着一堆作文比
賽一等獎的證書，高中班主任李老師
帶着我從南通趕到了南京，那時公路
很窄，路上起碼六七個小時，要在江
都停車吃飯。車過六合後再開一個多
小時，看到泰山新村時，我以為我們
到了山東，李老師安慰我說前面就
是南京長江大橋了。到了南京大學中
文系的辦公樓，我已暈頭。前幾年我
才弄明白當年中文系的那幢民國別墅
住過的是賽珍珠而不是賽金花。是董
健主任面試我，他一口山東話，我聽
得費力，我的回答讓董先生的目光格
外慈祥。上周在南藝，當我變成考官
時，我明白了董先生當年目光中的含
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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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老家過年時，每到臘月二十
六，除了貼春聯，也開始擺放供桌，
整隻生雞、豬頭、魚、紅棗餑餑、黃
米年糕、蘋果等，與香燭一起，整整
齊齊放在桌子上，供祖先享用。

我小時候很感興趣的是，每盤供
品上面都覆蓋一棵菠菜。不是平放，
而是提着菠菜根，將葉子散開，扣在
供品上。這樣，紅色的根在正中朝上
，葉子向四周散開。紅紅綠綠，與魚
肉、餑餑、水果的顏色搭配，相得益
彰，煞是好看，越發顯得生動活潑。

西方人沒有這一套。法國菜市場
，菠菜算是最便宜的青菜了，幾十歐
分買一堆就夠一頓吃的，只相當於半
根黃瓜的價錢。法國人的做法，就是
搗成菠菜泥，又加上了奇奇怪怪的調
料，看了就無食欲，吃了更是舌頭遭
罪，腸子悔青。不過看在錢包的面子
上只好忍了。眼福、口福都是談不上
的。兒時看美國動畫片《大力水手》
，一吃菠菜就頓時力大無窮。後來看
梁實秋先生的文章，據說這動畫片就
是為了哄小孩子吃菠菜的 「軟廣」 。

這些吃菠菜的方法，在中國人看

來，真是暴殄天物。春節買菠菜，在
布置供品之需以外，或是麻醬、老醋
、花生米涼拌，或是豆腐燴，或是粉
絲雞蛋打湯，或是擠出菜汁和到麵裏
包綠皮餃子，都是菠菜絕好的歸宿。

草根出身的菠菜，卻有許多富貴
軼事。傳統相聲有一齣朱元璋大鬧武
科場逃難途中喝 「珍珠翡翠白玉湯」
的故事，其實就是碎米粒、餿豆腐、
爛菠菜的大雜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
南，在農家吃了菠菜煎豆腐，嘆為人
間至味，問及名字，農婦巧妙回答是
： 「金鑲白玉板，紅嘴綠鸚哥」 。一
個好名字點石成金。

本來上不得台面的菠菜，也是因
為這別致的顏色，受到特殊偏愛，得
以在春節祭祖這一隆重場合扮演重要
角色。

過年的菠菜 手機癮

家教記
按照輩分，我應該叫他伯父的。但相處得久

了，我就漸漸地習慣了同小羅同學一樣叫他 「外
公」 。

外公每年都會從內地到香港來兩次，住上一
段時間。說是退休了要頤養天年，可實際上他並
不輕鬆。他每次來，小羅同學就有福了：起早做
飯，監督功課，夏天時還經常帶小羅同學去游泳
、加強體育鍛煉。小羅同學的媽媽也有福了：平
日裏上班太忙，有外公在家忙裏忙外，自然不用
掛心太多，可以專心投入工作。

外公的廚藝越來越好了。前天，我去做客，
外公讓我嘗嘗他做的糯米飯。黃燦燦的土豆塊、

細碎的臘肉絲，也不知道外公用了怎樣的秘方，
這麼普通的食材，卻讓人端起飯碗就停不下來。
我一邊大快朵頤一邊跟外公聊天，他對於如何做
好飯菜如數家珍。他一邊說着，一邊看着做功課
的小羅同學，目光溫暖又慈愛。我明白，在他的
人生詞典裏， 「天倫之樂」 更多的是於付出中收
穫一份慰藉、一份快樂。

我給小羅同學布置了作文題目：記外公的一
次做飯。小羅同學寫外公做披薩餅。第一次交來
作業，小羅同學草草地記流水帳，我讓他重新認
真觀察，把做披薩餅的過程弄清楚；第二次改來
，小羅同學把記敘文寫成了說明文，大概是寫一

句問一句，讓外公一定講清楚做披薩餅的過程這
——也是進步嘛，我鼓勵他；第三次，我要求他
把感情寫進去。小羅同學用重慶話問我：咋個寫
嘛（怎麼樣寫）。我用成都話回他：你看噻，外
公做披薩餅的時候有啥子動作、神態，說了啥子
，你也要想想他為啥子會楞個認真地做好每一餐
飯。小羅同學說，他做飯的時候好開心噢。我因
勢利導：他為什麼開心啊，還不是因為愛你。

小羅同學點點頭。對親情的認知和珍視，要
從娃娃抓起。

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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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歌

藝考回憶錄

最近，給女兒買了手機，這是她最
想要的禮物。我想，這與她身邊的人，
比如我，老拿着手機，辦什麼事都用手
機有關。日常所見，有類似願望的小孩
，好像也非她一個。有調查說，人每隔
四五分鐘就會看一次手機。這大概就是
手機癮吧。

上癮，在醫學或社會學上，可以用
一堆指標測定。說白了，就是對某個東
西離不開。煙癮、酒癮、茶癮、牌癮、
官癮，都是如此。其實，大部分癮，靠
自己的心力便可戒除。我的外公，在世
時是半個多世紀煙齡的老煙民，從舊政
權抽到新政權。八十年代初，有一陣子
，可能是為了處理積壓商品，買香煙必
須同時買味精或食鹽。香煙的消耗速度

比味精可快多了。老頭子一氣之下，就
此戒煙，到最後也沒再買煙抽。

「癮」 有社交功能。有位抽煙的朋
友說， 「來，抽支煙」 ，是他最有效的
搭訕手段； 「癮犯了，我抽支煙去」 ，
又是遇到乏味尷尬場合的 「煙遁」 高招
。回想我外公戒煙時，已退休在家多年
，香煙的社交功能，於他而言，或許已
不那麼重要，這大概也是他戒煙成功的
原因之一吧。

手機和香煙不同，不含尼古丁。那
麼，我們真的和手機一刻也不能分離嗎
？也未必。有時，手機壞了，幾天不用
，清清靜靜，心裏反而舒坦。朋友圈裏
也常看到 「貼」 着告示：某人因了某種
原因，關機若干時間。這說明，比起香

煙，手機癮裏的社交成分更大。抽煙喝
茶，是為自己，手不離機，卻大半為別
人。

因此，我們需要手機，就像書生需
要一頂方巾，將軍需要一匹戰馬。它是
我們和自己的社會圈子保持聯繫，確認
自己存在的一種方式。小孩子對手機充
滿熱望，大概也是長大成人的天然訴求
使然。就像一群毛頭小伙子，偷着抽父
親的煙，和同伴們吞雲吐霧，粗聲粗氣
地說笑；抑或，十來歲的女娃，悄悄穿
起媽媽的高跟鞋，在鏡子前面顧影自
憐。

李子柒是誰？在香港，認識李子柒
的人恐不多。但在網絡上，李子柒可謂
已紅遍世界。許多外國人通過李子柒的
視頻認識了中國的民俗文化，目前她在
某視頻平台上的粉絲已有上千萬。

一個四川的農家女娃，僅有小學學
歷，但悟性頗高，為陪伴日漸老去的奶
奶，從打工的城市回到自己生長的小山
村。最初只是想以網絡視頻拍攝農村生
活的微細瑣事，賣點農家菜和農家手作
討生活，但因為拍得認真而拍出了彩，
引起了廣泛注意，在網絡上大熱走紅。

當代人生活忙碌而疲憊，李子柒所
表現的農村生活就像是一股涓涓清泉，
滋潤了人們麻木疲累的心靈。她表現了

農村平凡生活的美感，挖掘出農村生活
細碎中的文化意義，網友們盛讚她 「把
生活過成了詩」 。有的外國人甚至不遠
萬里來到中國，購買她的手工成品。這
影響是許多人也包括她自己始料未及
的。

李子柒的成名，源自她的認真。她
的視頻介紹了她家鄉四川農村不少家常
食品和手工藝品，如柿子乾、臘肉、蜀
繡、洗水布……在表現它們的製作時，
李子柒事前都一絲不苟去學習了全過程
，令自己成為熟手，在拍攝時更加自然
熟練，更加得心應手。她在二○一五年
開播，最初單槍匹馬去應付一切。但從
一開始她已有明確定位：要使視頻拍得

輕鬆溫柔，悅目好看。朝這個定位努力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網絡視頻的
汪洋大海中，她終於脫穎而出。

李子柒成名後，受到了資本的青睞
與注入。現在她的節目有了完備的拍攝
團隊，作品比過去的自然狀態有了提升
，但認真體現中國文化的初心不變。現
在她表現的內容已不限於四川，也表現
其他省份有特色的事物，如蘭州牛肉拉
麵。李子柒還是初心不改，凡事都親去
用心學習全過程，再把它們重現網絡。

閱報得悉香港八和會館獲一間機構
邀請合作舉辦粵劇講座，因此而被列入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為粵劇成功

申遺十周年添加色彩，實在可喜可賀。
多年前，我曾為一個社福機構籌辦

的社區活動，嘗試申請 「健力士」 的世
界紀錄。那次我們召募了一批義工，希
望在一天時間之內，將各人自行摺疊的
小型紙蝴蝶，鋪在地上結合而成一隻全
世界最大的紙蝴蝶。這個活動看似簡單
，但需要大批人士同心協力合作。申請
「健力士」 的過程當中，我知道主辦單
位要求嚴謹，對於活動的每個細節都要
有清晰紀錄，並需要第三者從旁見證，
然後將結果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相同活動

互相印證，最終才決定是否接納而成世
界紀錄。

粵劇講座能夠成功獲得 「健力士」
紀錄，首要在於粵劇界希望傳統戲曲能
與世界接軌，於是不畏艱難，不怕麻煩
，決意做好所有籌備工作，現場事務亦
安排妥當，眾志成城才可達到目標。

事實上，近年來粵劇界亦積極加強
現代劇場的知識。前陣子我便參觀了八
和會館開辦的燈光設計班。導師是本地
現代劇場的資深燈光設計師。他不單向
學員教授舞台燈光的專業知識，對燈光
器材、舞台技術等內容如數家珍，更重
要是他能從現代劇場藝術的角度，引領
學員認識和了解劇場空間和表演形式的

關係，繼而引發學員對於藝術創造的理
解和探索。

導師不諱言他對粵劇藝術的認識不
深，故此在討論期間，經常會反問學員
有關粵劇表演的傳統和習性。導師沒有
強迫學員全盤接受西方表演藝術的模式
，而是引導學員如何將新構思和技術，
投放於傳統戲曲藝術當中，嘗試實踐和
應用。

學習成果也許未必即時應用在傳統
粵劇表演，但卻能加深粵劇從業人員對
現代劇場的認識。

粵劇與世界接軌

李子柒是誰

過去，農曆新年前家家都要置辦年
貨。小時候副食品憑票供應，過年一家
只能買一隻家禽，豬肉、水產的供應也
是有限的。某年春節，母親買到一隻鴨
，在家做紅米滷鴨，一室飄香，感覺非
常幸福。要是能買足肉糜、雞蛋，花一
個下午的時間在小爐前做上幾十個蛋餃
，再包些肉餡麵筋和百葉包紅燒，就能
在節前節後吃上一個月左右。

後來生活改善了，過年流行送十來
斤重的大青魚。母親總要花半天時間宰
殺、分拆，魚排、醃魚、熏魚、魚頭、

魚丸等分成幾包，放入冰箱，也是能吃得長久的葷
菜。年前還能買到廣式香腸、香肚以及鹹肉，日後
切片蒸煮，或加入菜飯，都是好飯食。父母說，我
從出生就沒餓過肚子。不像他們小時候，家中弟妹
多。過年祖父母難得煮一鍋五花肉加筍乾，放到床
下木盆中，還得全家省吃儉用，從年前堅持到正月
十五。

如今自然大不一樣了。物質豐富了，年前走親
訪友，不像從前那樣左手一隻雞，右手一條魚，多
半是水果、名酒、保健品、洋貨。看着比過去高大
上，但似乎也少了當初熱呼呼、喜洋洋的勁頭。這
也不足為奇。小時候心心念念難忘的美食，要等春
節才有緣品嘗，還得和全家老少分享，彌足珍貴。
現在只要有錢，天南海北，山珍海味，歐美品牌都
能買到。一年四季，隨時隨地可以吃到各色水果、
蔬菜、堅果、肉類。雞鴨魚蝦早就不稀罕了，過年
也就少了許多期待。

今年網上辦 「年貨節」 ，商家搞促銷。貨品豐
富，購物方便，不存在 「物以稀為貴」 的情況。豐
衣足食是好事，但少了珍惜，也就短了滋味。

年
貨

雁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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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陽

除了將前縮透視法用於室內穹
頂的空間延伸錯覺效果之外，安德
雷亞．曼特尼亞還將這種透視技法
用於描繪人物造型。在最初於《花
園裏的痛苦》中小試牛刀之後，他
於一四八三年完成了這幅 「簡單粗
暴」 、極富視覺衝擊力的傳世之作
《哀悼基督》。在毫無生機的灰冷
色調襯托下，曼特尼亞以充滿畫面
的 「頂天立地」 構圖將躺在冰冷石
床上眉頭緊鎖的逝者耶穌用向觀者
傾斜的角度予以呈現。寫實的肌肉
線條和手腳窟窿的逼真細節凸顯了
畫家對解剖學的爛熟於心；而畫中
充滿戲劇衝突的悲傷氛圍則被左上
角正在拭淚的聖母、施洗約翰和一

位身份不明的哀悼者三人未加任何
修飾的悲悽神情加以強化。曼特尼
亞對繪畫技術的超前試驗性不僅體
現在以布面油畫材質繪製《哀悼基
督》，更將前縮透視法極端的視覺
張力在此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當
他去世後，這幅名作在其工作室中
被發現，因此被普遍認為是畫家意
圖用於個人祭壇的裝飾畫。《哀悼
基督》代表了曼特尼亞繪畫藝術創
作的巔峰水準。畫作嚴肅沉穩的表
現力以及對透視錯覺技法爐火純青
的運用，使之成為意大利文藝復興
繪畫最著名的象徵符號之一。

曼特尼亞在《哀悼基督》中所
運用的前縮透視法在之後的西方藝

術史中被歷代繪畫大師在各自作品
中的不同層面所廣泛借鑒。丁托列
托在其名作《尋找聖馬可的遺體》
中使徒聖馬可的姿態便幾乎直接沿
用了《哀悼基督》的造型。而在之
後包括達文西《岩間聖母》、卡拉
瓦喬《以馬忤斯的晚餐》和倫勃朗
《夜巡》等多幅名作中主人公向前

伸手姿勢的相似性，充分證明大師
們已將前縮透視法廣泛用於局部的
肢體語言。委拉斯凱茲同樣是嫻熟
掌握這一技法的高手，其筆下幾幅
坐姿正面侏儒像便是個中翹楚。此
外，他還將前縮透視法拓展到了描
繪馬和鹿等動物頭部。直至十九世
紀浪漫主義時期，有關動物頭部的
正面透視仍是畫家繪畫技法的必修
課。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
名作）

《哀悼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