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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筆者在新疆之旅行將結
束，是時候總結感受。有三個
景點的標語令筆者印象深刻，
另一在大西北的景點也是難
忘。

第一個是剛去了的吐魯番
艾丁湖，這是世界內陸最低處
的湖，海拔是負一百五十四點
三一米。這是什麼概念？艾丁
湖旁邊有二十多塊石頭，上面
寫着我國多個城市的海拔，烏

魯木齊是八百七十三米、拉薩是三千六百五十六
米、西寧是二千二百五十米、北京是五十七米、海
口是八米、而香港則是十一米。艾丁在維吾爾語的
意思是 「月亮」 ，因其湖水豐盛時狀似月亮。據科
學考察，遠在二百萬年前，艾丁湖曾經是約五萬平
方公里的內陸海。在漢唐時代，艾丁湖的湖水面積
也有約三百平方公里，碧波粼粼，水草豐美。億萬
年來的滄桑歲月，艾丁湖變成了一片不見盡頭的鹽
鹼地，成為我國最熱、最低的地方，悲壯而又淒
涼，乾涸而又荒蕪，讓人遐想無限。

艾丁湖景區有一個很好的標語：世界內陸最低
處，精彩人生新起步。很勵志，很正能量。不怕熱
的朋友來吐魯番時，不妨來這裏蹓躂，感念自然界
的滄桑，思考如何過精彩人生。像筆者一樣，胸懷
祖國，擁抱神州，而又放眼世界。

另一個景區標語是在塔什庫爾干（塔縣）的盤
龍古道，在由瓦恰鄉開回塔縣時，在盤龍古道的山
腳，仰望古道的氣勢，盤龍古道三十公里內共有六
百多個彎，從山腳下仰望只見到 「小盤龍」 ，上了
山才能一窺 「大盤龍」 的全貌。盤龍古道其實是瓦
恰公路的一部分，是一條為方便牧民而修建的由塔
縣到瓦恰鄉的公路；在這六百多個彎裏，有不少是
一百八十度甚至二百七十度。有人問為何不修直這
條路？原因是盤龍古道由海拔三千米一直爬到四千
一百米，落差達到一千一百米，如果修直了，可能
要坦克車才能上得去。而有趣的是，在起點旁邊有
塊標語：今日走過了所有的彎路，從此人生盡是坦
途。也是很正能量。

第三個景點標語是沙漠公路上塔中鎮的 「對
聯」 ：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這個小
鎮除了石油和護林工人會來外，還有在這裏提供餐

飲的人。他們也是來自五湖四海，筆者便在塔中這
小鎮吃上正宗的川菜，因為餐館的大廚和櫃面的老
闆娘都是四川人；而且在這小鎮還不只一家川菜
館。不遠處還有一家東北餃子館，四川老闆娘告訴
筆者，餃子館的東主是來自東北，故餃子正宗。四
川老闆娘還展示了她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裏滑沙的視
頻；當筆者在店裏吃飯時，她正在看電視劇頻道，
在看《皓鑭傳》，看得興致盎然。還因為要招呼其
他客人漏看了幾段，於是調撥到該集開頭，重新再
看，還問筆者 「介不介意」 。看來這老闆娘並不覺
得沙漠荒涼，因為她的事業在這裏，她也挺享受沙
漠的生活。

第四個景點不在新疆，而是在大西北的青海，
是該省西北角茫崖市的艾肯泉。茫崖市離新疆的若
羌縣很近，經三一五國道，才三百五十公里。艾肯
是 「可怕」 的意思，因為由地下噴湧而出的褐紅色
的熱水，空氣中又瀰漫淡淡的硫磺味，人踩在火
燒過般堅硬的紅土上，再仰望艾肯泉上寶藍的天
空，使人對大自然更生敬畏。要觀艾肯泉的全
貌，宜用無人機。有人叫艾肯泉為 「惡魔之眼」 ，
泉方管理局稱之 「天使之眼」 。不管怎樣叫，大家

若從視頻中去看，更能感受自然界的神奇和大西北
之壯美。

筆者撰寫這篇遊記當天，正值 「九一八」 九十
周年。九十年前中華民族備受欺凌，可謂處於低
谷，百多年來走了不少彎路（肇始自一八四二年香
港的割讓），經歷了不少荒涼與滄桑，在 「惡魔之
眼」 的虎視下，憑着信仰，苦苦支撐，艱難探索，
終於走到今天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能在 「天
宮」 中讓宇航員度過九十天，也能讓筆者在荒涼的
大漠中順利發出文章、圖片和視頻（網絡和電訊設
備在發揮作用）。因此只要有正確的信仰，多少彎
路、多少低谷、多麼荒涼，都能熬過，並走向光明
未來，民族如此，人生也如此，讀者以為然否？

三個標語和四個景點

香港有一所美術
專科學校，坐落於九
龍油麻地彌敦道上。
它是由享譽國際的香
港 「畫壇教父」 陳海
鷹（一九一八至二○
一○），於一九五二
年創辦的。陳海鷹早
年師承被孫中山先生

譽為 「東亞畫壇第一巨擘」 的中國油畫
之父李鐵夫大師（一八六九至一九五
二）。

陳海鷹於機緣巧合下，拜李鐵夫為
師，隨之學藝十八。師徒二人感情甚
篤，共同生活，一起創作。曾於香港、
桂林、廣州、上海、杭州、南京及北京
等地作畫並廣結善緣。抗日戰爭時期繪
作巨幅抗戰宣傳畫，為前線戰士作聲
援。同時也為諸多名人將軍及基層人士
繪畫寫像。日本戰敗投降後，兩人即赴
廣州舉辦師生畫展，共慶勝利。

李鐵夫陳海鷹兩師徒相差近五十
歲，李鐵夫在六十六歲時，收十七歲的
陳海鷹為弟子。李大師之前也有不少得
意門生，諸如莫華震、伍曉明等弟子。
但或許 「鐵師」 與海鷹長期相處、創作
及生活，兩人已逐漸滋生出一種勝於師
徒的父子情，甚且兩人在相貌上也有幾
分相似。

陳海鷹是一個有情有義，愛國愛家
的人。他得到李鐵夫的真傳，而且也一
直在老師身邊協助創作，照顧生活。一
九四九年，陳海鷹為香港美術界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擔任籌委。同年在李
鐵夫的支持下，與廖冰兄、張光宇、王
岐、關山月等三十多位華人共同創作巨
幅畫像《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此畫後
來送往廣州，高懸於愛群大廈外牆，以
慶祝廣州解放。

一九五○年，李鐵夫希望回廣州生
活，陳海鷹親自各方聯絡協助成行。後
得廣州華南文聯及廣州美協專程來港接
李老師回穗。一九五二年六月，李鐵夫
病逝於廣州人民醫院。陳海鷹痛定思
痛，擦乾悲傷的眼淚後，果斷決定不負

老師生前期望，馬上在港註冊成立 「美
專」 ，並獲得耄耋之年的齊白石親筆題
名 「香港美術專科學校」 。相信此塊校
匾至今仍是香港最為貴重的題字之一。

坊間用 「少林寺」 來形容香港 「美
專」 在本港畫壇的地位，相信並非言過
其實。事實上 「美專」 近七十年來，在
港培育了萬多名學生，其中有些美育人
才在港，甚至海外享負盛名。陳海鷹確
實沒有辜負老師李鐵夫對他的一番栽培
之恩，提攜之情。李鐵夫是晚清出國學
習西洋油畫，並於美洲彼岸畫壇成名的
中國第一人。他不但精於油畫，而且具
革命進步思想。彼時在美國為孫中山革
命活動賣畫籌集經費，是一位名副其實
的革命畫家。

陳海鷹飲水思源，感恩老師十八年
的教導。為了繼承先師遺志，將其文化
藝術理念發揚光大，為中國香港培育人
才。他排除萬難，在艱苦環境中創辦了
「美專」 。其時港英政府及任何商業機
構都不會對 「美專」 有任何支持，為此
創辦人陳海鷹校長堅毅不拔地走上一條
屬於自己的創校道路。可喜的是幾十年
來，香港 「美專」 培養了一大批具美育
專業知識的學生，回饋社會。他們當中
不乏成名國際或本港之畫家、廣告界、
影視界專業人士、美工設計師、美術老

師等等。
陳海鷹校長不但重視美術教育，提

出 「四美」 元素，即美育要美化人生，
美化環境，美化生活，美化品德。而且
自己也非常勤於創作，他在恩師李鐵夫
的薰陶培育下，將西洋油畫與國學國畫
融為一體，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 「美
專」 於中西文化交匯點──香港自然異
彩大放。

綜觀陳海鷹個人重點作品名錄，內
有油畫（肖像）、油畫（風景靜物）、
水彩、素描及國畫等。其中油畫作品，
《俄國教授》一九九四年參加美國肖像
畫家協會舉辦的 「國際肖像畫大賽」 ，
獲評選為國際肖像畫家三傑之一。作為
一個中國香港人，在國際級西洋油畫大
賽以其作品力壓世界群雄，勇入三甲。
想必此創舉也是當代港人之傲。

陳海鷹校長二○一○年以九十多高
齡離世，相信其傳人後輩，也必將 「美
專」 承上啟下，作育美才之精神發揚光
大。陳海鷹一生記掛師恩，終身回報美
術。而他的學生，學生的學生，也必將
「美專」 之美德美育，真愛情義傳揚天
下，不負其恩。

香江小島倘若人人飲水思源，傳恩
播情，美德美育，家傳戶曉，明天定更
美。

扎根香江七十載，美專美育傳承愛

▲ 「香港美術專科學校」 由齊白石親筆題名。 資料圖片

漂洋過海的月餅
今天，我收到了一

份珍貴的禮物—一盒
香港某老字號品牌的月
餅。

在中秋節前夕收到
月餅，聽起來似乎再平
常不過。往年每逢佳
節，親朋好友之間互贈
禮品，收到的水果、月

餅數不勝數。但今天的這盒月餅，是在全
球疫情肆虐、國際航班熔斷的背景下，漂
洋過海而來，送到了被列為高風險地區的
孟加拉國，送到了奮鬥在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的海外遊子的手上，因而顯得格外
珍貴。

我於八月初來到孟加拉國處理廠務，
原計劃九月一號回港，但隨着孟加拉國疫
情日趨嚴峻，多個返港的航班全被熔斷，
回港隔離酒店更是一房難求，我無奈滯留

孟國至今，歸家無期。這一場新冠肺炎疫
情，已經反反覆覆持續了一年多，阻斷了
多少海外遊子的歸家路。每逢佳節倍思
親，此刻背井離鄉的我深有感觸。所以，
當我收到中國駐孟加拉大使館送來這盒香
港製造的月餅時，萬般感觸湧上心頭，瞬
間淚盈於眶，心中暖意融融。

這份心意，來自中國駐孟大使館。作
為一國在建交國首都派駐的常設外交代表
機關，大使館的主要職責是政治和外交。
新時代新征程，不少大使館承擔了凝聚僑
心匯僑力的新使命。在中國傳統中秋佳節
來臨之際，大使館及時地給海外華僑華人
送上祖國的惦記與問候，月餅禮輕，這份
心意卻沉甸甸！

令海外遊子們感動的，又何止一盒月
餅。中國駐孟加拉大使館為了華僑華人們
的生命安全，做了大量的防疫抗疫工作。
在大使館的組織下，在孟華人都成功地接

種了來自祖國的疫苗，不再日夜擔憂、焦
慮不安。祖國這個強大的靠山，讓每一個
奮鬥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中國人倍
感安心、放心。

由遠及近，國家對香港的關心與照顧
同樣無微不至。比如：每一項國家層面的
政策規劃，如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前海方案等等，都為香港
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又比如：惠港青
年八條措施、支持港人在大灣區便利生活
措施等等，都是中央對港人的層層心意。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選舉制度的完
善，為香港的穩定繁榮發展掃清了障礙。
十九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將全面落實愛
國者治港，為香港開啟以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為主要目標的良政善治新局面。希望新
一屆選委們，不辜負中央和選民的信任，
堅守 「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
局」 ，為香港的發展保駕護航！

秋天朗澈，秋夜也是
明媚的。天剛降下來夜的
帷幕，抱着一歲多的女兒
去散步，女兒一陣激動地
指着空中說： 「爸爸，月
亮！」 女兒尚在咿呀學
語，吐字歸音都不清晰，
把 「月亮」 讀成了 「喔
亮」 。聲音很是搞笑，卻
有濃濃的童趣在其中。我
們可以回憶一下，有多久沒有見過
月亮如此激動？

朋友老劉是做銅工藝品的，近
年來，他迷上製作古畫。確切說，
是用銅複製古畫，那種昏黃的古
畫，做在了銅皮上，着色以後，很
是古樸，古畫的氣質和銅的色溫看
起來，是那樣的契合，簡直是形神
合一。我常常設想，若把秋夜繪製
成一幅畫，似乎也適合用銅畫來表
現，秋夜的氣質和銅的氣質也是脗
合的。不像白日裏明晃晃的日頭，
恐怕只有金銀才適宜闡釋，秋夜，
是銅質的，溫和，自來舊，有一種
不挑人的親昵。

多少個秋夜被寫入古詩詞。缺
月掛疏桐，就冷清了一些；庭戶無
人秋月明，又顯得寂寥了許多；我
還是喜歡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
無風鏡未磨。」 湖光的平靜，秋月
的澄澈，似乎是天地之間的明眸善
睞，天上一人，地下一人，兩人在
暗送秋波。秋天，就是這樣適宜入

畫。
天地之間的事情就是

這樣，凡是 「如畫」 的景
物，才適宜 「入畫」 。

在秋天的溪水邊，隨
意找兩株在秋風裏跳舞的
茅草，配合後面明晃晃的
溪水，畫一幅手卷，掛在
書房，就是大好景色。秋
天太安靜了，景物是靜

的，秋水是靜的，和春天比，秋天
總是少了許多的欲念，時光總在秋
天慢慢沉澱，沉渣已經成了沃土，
清水或已化作瓊漿，在秋天裏，事
物就這樣華麗轉身。

秋月，好似一個古代女子的名
字，有一些煙火氣，家常美。秋天
的月亮也是這樣，怎麼看都看不
慣，意蘊雋永。

對於秋天的夜空來說，秋月好
似一粒仙丹。人人抬頭望見了它，
都要竟夕起相思，或是滋生許多浪
漫的情愫來。日沉西山之後，夜的
大幕就拉開了，緊接着，秋月朗
朗，秋蟲唧唧，若是夜間有了些許
霧氣，秋月照下來的時候，絲絲縷
縷，似瀑布或琴弦一樣傾斜下來，
秋天裏睡不着的人，聽着這樣的
「天籟之聲」 ，也是享受。

秋月如手卷，一日一張一翕，
徐徐展開，慢慢收攏，掩卷之間，
歡喜備至。

秋月是一幅手卷

 









































 

老字號傢具店

HK人與事
顏寶鈴

文化什錦
陳中威

藝苑草
李丹崖

市井萬象



隨着時代的變遷，老街上的老店舖
一家家消失。這家碩果僅存的傢具店，
如果有一天也消失了，那不是因為工藝
不如人，而是因為後繼無人。

古式傢具木色紅，
古稀老漢背如弓。
阿爺奮鬥出業績，
阿爸勤勞立新功。
本該父子傳家業，
無奈兒孫拒繼承。
縱有千軍和萬馬，
獨留老帥唱空城。

圖、文：方元

▲有人稱艾肯泉為 「惡魔之眼」 ，泉方管理局稱之
為 「天使之眼」 。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