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能》，如果抱着一般意
義上去戲院放鬆休閒的態度，散場
一定會一頭霧水出來。事實上，就
算全神貫注，死死盯着屏幕上眼花
繚亂又翻來覆去的場面，散場還是
有很大可能一頭霧水。

電影，實在不是承載複雜概念
的合適載體。

首先是時長的限制，一般商業
電影的長度都是在九十分鐘上下，
而《天能》片長一百五十分鐘，也
就是兩個半小時，基本上已經是商
業電影的極限。導演通過畫面傳達
的內容，受制於種種外部原因，觀
眾能接受其中八九成已算很好。在
這樣的條件下，一部電影總共能容
納的訊息其實非常有限，如果想
要表達的概念太過複雜，就會很吃
力。

其次，是電影 「不可逆」 的特
性。如果是通過閱讀來接受複雜概
念，書上的文字一遍沒看懂，可以
立刻回頭再看一次，確定弄懂之後
再繼續；電影有時間上不可逆的 「
一過性」 ，如果這一段的情節沒看

懂，在戲院裏不要說如文字一般回
頭再看，連細想的機會都沒有，新
的情節就撲面而來。《天能》正是
這樣，如果有哪個情節沒看懂，很
可能就陷入下面個幾小時連環迷糊
的狀態。

《天能》的個別場口的確非常
有新意，比如 「時間逆行」 下的打
鬥戲，令人耳目一新。但個別的亮
點，改變不了整體的鬆散。太過 「
個人化」 與 「風格化」 表達的背後
，是導演對觀眾觀影體驗的忽視。
很多人說，《天能》第一遍看不懂
是正常的，第二遍就會恍然大悟。
我會去看第二遍，因為我希望弄懂
路蘭在說什麼，為什麼非要通過對
觀眾如此不友好的方式來表達。
但我想，一部必須要二刷的電影，
或許已經注定了不是一部好電影的
命運。

副刊 責任編輯：劉 毅B7 小 公 園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目前，垃圾分類正在各大城市
密鑼緊鼓地推進，各類網紅神器層
出不窮。比如，北京、浙江多地擺
出了加裝攝像頭的 「人臉識別」 智
能垃圾桶，居民預先進行人像採集
註冊後，扔垃圾時，便會自動 「刷
臉」 開啟，稱重積分，錄入數據庫
，獎勵兌換一些生活用品。這種操
作帶有高科技光環，噱頭十足。

爭議也隨之而來。 「刷臉」 垃
圾桶初衷是快速識別投放者，但這
完全可通過其他手段實現，比如二
維碼、刷卡，都可一秒搞掂。人臉
識別是涉及極高隱私安全的數據，
一旦被洩漏或濫用，將帶來極大風
險。

通常情況下，人臉識別只用於
門禁、保險櫃等私人用途。疫情期
間，國人出行需出示 「健康寶」 「
刷臉」 ，這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對公
民隱私的臨時讓渡。個別城市試圖
將其引入其他領域，立刻遭到一致
批評而叫停。

清代為官吏士兵頒發有具備身
份證功能的腰牌，為防止被冒用，
還會註明持有人的體貌特徵，比如
「黃面黑鬚」 ， 「乾瘦」 ， 「麻臉

」 之類。老舍父親是個旗兵，他八
九歲時偶然發現了父親 「出入皇城
的那面腰牌，上面燙着 『面黃無鬚
』 四個大字。」

光緒年間，內務府上駟院某顯
貴，在琉璃廠賞玩，其腰牌被一閒
漢無意瞥見。閒漢靈機一動，計上
心頭，急急找了一木箱，內中塞滿
磚塊，外用絲綢包裹，直奔上駟院
衙門，告訴門房：顯貴大人在敝小
店選購古銅器，現與友人品茶，恐
怕有失，令我先送來，從賬房支銀
三十兩。並依據腰牌描述，說出顯
貴面貌。門房深信不疑，一一照辦
。及至顯貴回衙，聽聞回報，大惑
不解。這算是早期濫用人臉識別的
案例了。

而今，許多網上金融業務、登
記註冊，都須人臉識別。 「刷臉」
垃圾桶，實在應慎之又慎。

刷臉垃圾桶 綠皮車式聊天

聽，那生命
雷，是有生命的。以我並不算豐富的人生體

驗，雷聲像極了一個深不可測的男人：當天空烏
雲開始聚集，這個男人便悄悄地醞釀情緒，有時
候，你能感覺到他的隱忍，那種極力地隱忍，與
其說是教養與美德，倒不如說摻雜了很多難以言
說的無奈。終於，在某個時刻，他開始低沉地怒
吼了，從喉嚨裏推出憋悶了不知多久的氣流，翻
江倒海地與天空的雲朵摩擦，摩擦，生成彩色的
閃電，然後毫不留情地劈向大地。閃電再亮，也
不過是披着花哨的外衣打個前站，氣流終於轉化
為聲音：轟─轟─隆─隆。大地開始震撼，樓宇

開始抖動，山川與河流，都在這爆發的聲響裏，
接納一滴一滴新的生命。

這些天，香港的天氣不穩定，時常雷雨交加
。星期天的晚上，打了一夜的雷。我躺在床上，
看落地窗外的景色，瞬間被雨水模糊掉了，迷蒙
中，我看到了一個憂鬱的中年男人，帶着長久累
積的苦痛，聲嘶力竭地大叫：我要努力！我要發
奮！然後，雷聲由遠及近，又漸漸走遠，只留給
黑夜一個並不清晰的背影。如此迴圈，直至風停
雨住，黎明來到。

其實，雷聲之中，與其拷問 「生活，你為什

麼這樣對我」 ，倒不如去用心地聆聽更多的故事
，比如，大地的顫抖之中，趁機破土而出、探出
腦袋的蘑菇；比如，尋找歸途的雄鷹，借着閃電
的微光，找準了歸家的航程；比如，夜班車在雷
聲之中狂牛似地撞開黑暗，為夜行人去送溫暖。

或許，雷聲的背後，除了鬱悶和隱忍的男人
，更有永不褪色、且不曾隨閃電消逝的童心，讓
你身處驚雷之中，不忘思考暴風之後更加樂觀的
人生，一如那掛滿彩虹的朗朗晴空。

一頭霧水看《天能》

快到 「十一」 長假了，說起去旅遊。
女兒忽然提出：好想坐綠皮火車。這讓我
覺得有些奇怪，從她記事起，除了一兩次
京郊遊坐過綠皮車，幾乎都是高鐵出行。
不過，離我家不遠，有個火車站。有時一
家人散步，會見到綠皮車從鐵路橋駛過。
車將到站，速度更是遲緩，與飛馳而過的
高鐵判若雲泥。

除了速度，綠皮車獨特的乘坐感受來
自車內格局。高鐵座位同一朝向，綠皮車
是兩排座位面對面。我從家鄉到北京讀書
那會兒，京杭之間只有綠皮車，行程將近
三十個小時。當時年輕力壯，也為省錢，
總是買硬座票。上得車來，放了行李，就
和幾個完全陌生的人，對面相守一天多。
這是種頗為有趣的感受。坐定之後，大家

互相搭訕，試探着話題，老鄉、專業、職
業或車廂內泡不開麵的 「溫吞水」 ，都是
開啟聊天的好由頭。

有人到了站下車，也有新人補上來；
聊伴換了，天繼續聊着。一直到終點站，
大家忙不迭地取行李各奔東西，剩了空蕩
蕩的車廂迎接一群新的乘客。這樣的聊天
，純為打發時間，對此，大家心知肚明，
雖然聊過就忘，卻也聊得掏心掏肺。好比
嚼口香糖，嘴唇齒舌一起上，幾乎把咀嚼
肌累垮，最後只是一吐了之。

這些年，綠皮車坐得少了， 「綠皮車
式」 聊天卻延續了下來。有時被拉入個微
信群，略作觀察，就興高采烈地加入到某
個話題。其實，大部分 「與談人」 素昧平
生，甚至連 「加個微信」 的願望，或許也

永不會認識。當然，再陌生的微信群裏至
少也有一個熟人，不然就不會進群。而有
些社交軟件更絕，無需註冊，戴着系統分
配的昵稱和頭像，就可以加入喜歡的話題
，聊友只不過是一種聲音，聊天時間可設
定，到時自動解散，像極了綠皮車到站。

這個世界確實變化快，新東西層出不
窮，但人類最硬核的行為方式、行為場景
其實十分頑固。想到這裏，我也想再坐一
次綠皮車。

內地詩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了一件
大事：朦朧詩的代表人物顧城，在新西蘭
砍殺了妻子謝燁後上吊自殺。這事已過去
近三十年。每年十月八日他的忌日前，媒
體上就會推出一批文章為顧城洗白，悲劇
原因卻指向謝燁無底線的寬容，或暗指一
切由她策劃。

顧城因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的天才詩句，聲名大
噪。他常受邀出國、講座，收穫了無數粉
絲。後來他到新西蘭定居，一名叫英子的
女粉絲追星而至，大度的謝燁竟留她在家
，對她與顧城間的男女之事保持沉默縱容
。後來英子棄顧城而去，謝燁對顧城的自
私、特別是他對兒子不近人情的冷漠再也

無法忍受，提出離婚。顧城本就是個拒絕
長大的孩子，為此情緒走火入魔，用斧頭
砍倒謝燁後上吊自殺。其實這並非衝動，
從他留下的四封遺書看，顧城早有尋死之
心，兩個女人的離去只是加速了他的行
動。

這一切都在顧城姐姐顧鄉眼皮下發生
。她多年間有過不少文字來記敘這件事，
糾纏在 「誰先死」 的問題上為顧城開脫，
責任卻隱指謝燁。顧城過去的詩友、粉絲
也幾乎悉數出動，回憶與顧城的交往，他
的詩和他的故事。

謝燁呢？那個一直像小媽媽一樣照顧
和輔助顧城的女子，那個美麗溫柔而且隱
忍的上海姑娘，那個因為顧城厭惡被迫將

兒子送人而忍受母子分離痛苦的母親，那
個慘死於暴力斧頭下的冤魂，卻很少人提
到她的冤屈與不幸。可有人覺得這樣對謝
燁太過不公？可有人想過她父母的感受？

現在才是九月，有關顧城的文章已提
前出現在網絡。痛惜天才可以理解，迷戀
他的詩作也屬正常，但對顧城的褒揚應有
底線，應該記住：顧城是天才詩人，同時
也是殺人犯。

友人的母親前陣子在睡夢中逝世，不
帶任何痛苦，享年一百歲。

伯母以往身體健康，沒有長期病患，
但是友人對母親的離世仍然早有心理準備
。畢竟，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經階段。 「
雖然如此，還是有點不捨得。」 友人對我
說。即使不是強顏歡笑，但我仍感到友人
難掩內心傷痛。

美國暢銷小說《相約星期二》的主角
莫里教授在晚年向學生每星期授予人生一
課。莫里說：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終有一
日會死，但就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事實。」
能夠壽終正寢，應是人生的最佳終站。百
歲笑喪，可說是盡享天年。然而，如何經

歷生命的過程，怎樣將自己與社會融合，
以至設法不負親友所愛，這都是人生在世
應該追求的目標。莎士比亞在喜劇《一報
還一報》便透過角色說： 「死亡是可怕的
；羞恥的生活更是可恨。」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對這種莫名
的病毒暫時仍然束手無策，只有以防疫來
保衛生命。不須妄自菲薄，香港的防疫工
作其實做得不錯。執筆時，確診個案接近
五千宗，死亡個案超越一百宗，與其他城
市比較絕不為高。可是，死亡個案大多都
是年邁長者，確實不無遺憾。疫情高峰期
，香港仍有一些壯年人滿以為只要增強個
人體魄，便不容易感染病毒，甚至拒絕參

與全民檢測。如此下來，儘管壯年人做好
防疫措施能夠保持個人健康，但無助在社
區尋找隱形病患者，對於保護長者的安全
欠缺周全。事實上，長者不論是年事已高
或身染頑疾而離世，乃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若是因為社會上年輕一輩沒有盡力全面
防疫，那麼長者的犧牲便會變得枉然。

疫情期間，我在電視上又重看自己最
喜歡的周星馳電影《西遊記之仙履奇緣》
，看着至尊寶最終捨生取義而變成孫悟空
，為普度眾生而盡一分力……

疫下的死亡雜想

詩人與殺人

第一次發現 「成功」 這個詞在眼前黯
然失色，才意識到自己是真的有了 「年紀
」 ，它不是眼角細紋的數量，也並非生日
蛋糕上多出的蠟燭，也許只是剛剛過了三
十大關，就意外地觸到了歲月痕跡，那些
曾以為很嚮往的，卻會偶爾帶來一陣窒息
；反而是任性、自由這些年少唾手可得的
狀態變得異常珍貴，甚至上天入地，求之
而不得。

孩子任性，人家會說你可愛；大人任
性，只得到一句 「不像個大人」 ，短短五
個字否定了全部的你。於是即便有任性的
心，也無任性的膽，只能藉由日常細碎的
片段去跟世俗做交換，拿一些看似合規，
卻暗自脫線的瘋癲，來滿足冬眠的頑童心

。在糖水店點一碗車仔麵，穿拖鞋走過中環天橋，吃
一份水果三文治，讓西點的優雅狂奔在樸素的主食中
，這種程度的任性，便是成人世界裏的剛好。

說起水果三文治，也是摸不清頭腦的存在，雖然
不知所云，但就是會讓人不時想起，寧可放棄那一頓
正餐，別管清早還是下午，也要去把它吃下肚。明明
叫三文治，但填充了水果就會霎時輕盈，連麵包都帶
着青春無敵的笑，鬆鬆軟軟地緊靠着新鮮奶油，一臉
滿足。如果水果有靈魂，也應該知道，只有在這特定
的環境中，才有機會顯現出最美的樣子。曾經只有在
電腦桌面上才得以一見的光澤肌理，如今就放在便利
店的貨架上，從草莓到奇異果、黃桃，橙子，完美切
開的橫截面永遠搶眼，大塊飽滿，沒等吃下就能感受
到裏面的汁水，五顏六色的搭配詮釋了極簡之美，清
爽、乾淨，宛如三文治世界的陽光。是啊，哪怕一縷
陽光就能燦爛，正如沒人能想到，平平無奇的三文治
也有夢幻出場，又何懼那一點 「任性」 ，成全還沒褪
色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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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陽

在盛行歐洲近一個世紀的洛可可風潮中，法
國宮廷畫家弗朗索瓦．布歇毫無疑問是潮流的引
領者。身為國王路易十五的情人、 「洛可可教母
」 蓬帕杜夫人的 「御用造型師」 ，涉獵廣泛的他
在油畫、版畫、服裝設計、室內裝飾等多個領域
可謂無一不精，其中尺幅巨大的《日出》（附圖
左）和《日落》（附圖右）便是他藝術生涯巔峰
期的代表作。

作品原是蓬帕杜夫人委約畫家為她和國王設
計位於郊外城堡卧室的掛毯大樣，但前者卻在完
工後破例將其納入私藏。畫中出現的戰車和里拉
琴揭露了主人公太陽神阿波羅的身份，並將他暗
喻為國王生父 「太陽王」 路易十四。阿波羅在以
淺藍和綠松石藍為基調的《日出》中騰空而起，
張開雙臂驅散夜晚的黑暗；並在用淡粉、淺棕和
奶油色映射出夕陽餘暉的《日落》下回到母親勒
托的懷抱。布歇不僅在兩幅遙相呼應的作品中將

雲層和海浪以 「水天一色」 的複雜構圖呈現，還
在並排懸掛後形成了一個從左向右具有延續性的
波浪狀曲線。畫中的阿波羅被赤裸的仙女和水仙
女們所環繞，這也是布歇在其輝煌藝術生涯中最
重要的獨創──情慾神話題材。在《日落》右下
角趴着的裸女還沿用了他另一幅經典名作《瑪麗
．路易絲．奧墨菲肖像》的人物造型。兩幅具有

和諧色調、通透質感和美麗胴體的神話作品象徵
着洛可可美學甜美優雅的視效典範。

對比兩位同於一七七○年去世的洛可可繪畫
巨匠，意大利人提埃波羅以他遍布歐洲的大型公
共裝飾壁畫聞名；而曾任國王首席畫家及法國皇
家繪畫和雕塑學院院長的布歇則在設計領域獨佔
鰲頭。《日出》和《日落》的裝飾性不僅體現在
畫作本身，更被根據其編織的掛毯所強化。布歇
不僅憑藉柔美的用色、粉飾的表象和肉慾的輕佻
成為洛可可畫風最具代表性的符號，還成為法國
藝術史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崇拜華托的他不
僅教出了弗拉戈納爾，更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雷
諾阿、塞尚等十九世紀大師們。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日出》《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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