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十九世紀法國寫實主義繪
畫大師讓．弗朗索瓦．米勒誕辰二百
○九周年紀念。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
以米勒名作為封面、收錄兩首貝多芬
的《克羅采》和《春天》奏鳴曲的唱
片。專輯是由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
七七年發行的西班牙版，由羅馬尼亞
女小提琴家克拉拉．哈絲姬爾和鋼琴
家亞瑟．格魯米歐聯袂演繹兩首 「樂
聖」 輕鬆悠揚的名曲，頗為契合長假
氛圍。封套採用了與貝多芬作品同名
的畫作，米勒晚年的風景畫《春》。

自一八六五年之後，以寫實主義
農民題材而聞名的米勒開始更偏愛風
景畫。這幅《春》是米勒生命最後幾

年所創作的季節系列其
中之一，但他卻在未完
成《冬》時便撒手人
寰。此幅是本系列中最
早完成的一幅，相比較
他那些著名的《拾穗
者》和《晚禱》等傳世
經典，《春》展現出更
多人與自然抒情的詩意
對話。

遠景兩道絢爛的彩虹劃過烏雲密
布的天空，右上角隱約透出的藍天預
示着雨過天晴。一道居中的田間小徑
將畫面一分為二，陽光透過雲層灑在
左側的果園內。儘管畫作在構圖、雲

層和彩虹的呈現上能依
稀找到魯本斯、勒伊斯
達爾和康斯太勃爾等風
景畫前輩的影子，但前
景對於土地和草坪的刻
畫依舊遵循着寫實主義
傳統，在果樹上映射出
的清新且耀眼的光芒則
已非常接近印象派轉瞬
即逝的斑駁光影表達。

果樹上的枝繁葉茂、果園內的鬱鬱葱
葱、沿着小徑野蠻生長的野花等充滿
了生機盎然的春日氣息。

至於畫家被津津樂道的農民元
素，則可在小徑盡頭的果樹下覓得。

果農身後豎起的柵欄不僅把畫面等比
一分為二，更將遠景茂密的森林和前
景被精心規劃的果園巧妙隔開，不過
由於封套版式所限，畫面正中道路右
側處於日照陰影處三分之一的景觀則
被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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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軍：雄兵出擊》在香港
上映，自然第一時間去戲院觀影。

電影最打動我的是一幕展現了
兩場相隔千里、卻同樣動人心魄戰
鬥的平行剪輯：一是在朝鮮松骨峰
的阻擊戰，志願軍在兵力、火力均
處劣勢的情況下，英勇阻擊妄圖逃
出包圍圈的美軍；一是在紐約聯合
國大會的會場，伍修權等中國代表
團痛斥美國的侵略行徑。

松骨峰，在美軍地毯式轟炸過
後，志願軍副連長面對被凝固汽油
彈燒成一片焦土的陣地大聲問：
「三連還有人嗎？還有能打的嗎？
舉手！」 幾秒令人揪心的沉默過
後，一隻沾滿鮮血的手推開壓在身
上的敵人屍體舉了起來，又一隻被
埋在泥土下的手舉了起來，一隻隻
手帶着些許顫抖卻無比堅定地舉了
起來。下一個鏡頭，身處聯合國大
會的伍修權也舉起了手，開始了不
卑不亢鏗鏘有力的演說。

在朝鮮戰場上舉起的手和在紐
約聯大上舉起的手，來自軍事和外

交兩個戰場，一同讓世界從此必須
正視來自新中國的聲音。在聯合國
大會上各方發言陷入膠着之時，朝
鮮戰場上美軍部隊被包圍，被迫放
棄輜重狼狽撤退的消息傳來，讓這
兩個跨越空間的戰場重回同一時間
線。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抗
美援朝的歷史並不陌生。電影《志
願軍：雄兵出擊》的目的，筆者以
為，不是為了告訴我們什麼，而是
為了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什麼。電影
中，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士
兵，大家都在說：中國人不願意打
仗，但敵人真正欺負到門口了，中
國人也從不畏懼！

過去如此，如今亦是如此。
七十多年前，內外交困的中國

如此，七十多年後，煥然一新的中
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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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有一滴水，從北宋王希
孟的畫案出發，經歷了冬的凝重、春
的消融、夏的熱烈、秋的圓潤，跨越
千年，化作美妙的音符，輕柔地落在
維港之畔。以《千里江山圖》為靈感
創作的交響樂《千里江山》，於香港
文化中心音樂廳首演，座無虛席。管
弦樂與中樂交相輝映， 「明月松間
照」 的寧靜優雅與 「浩蕩百川流」 的
大氣磅礴水乳交融，令人在樂章中遨
遊中華大地的千里江山，穿行於泱泱
中華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

那滴水，從天而來，恢宏又輕
盈。第一樂章《雲飛起》，小提琴的
清澈嘹亮，大提琴的低沉蕩漾，鋼琴
富有穿透力的蕩氣回腸，似令我生出
鯤鵬之翅，在雲端鳥瞰中華大地，尋
找那文明的源起、追逐那浩瀚的星
雲。

那滴水，由地而生，質樸又靈
動。第二樂章的《水雲溶漾》、第三
樂章的《月壑松風》，從細微處表現
炎黃子孫扎根這片熱土，用勤勞和奮
鬥創造並滋養華夏文明。我尤其喜歡

第二樂章引入的笙樂獨奏，那婉轉多
變的樂音，時而悠揚長嘆，似嚴冬過
後屋簷下滴水的冰棱；時而短促嗚
咽，似山泉奔流入江海，投入母親懷
抱難抑的激動。而《月壑松風》中的
琵琶則營造了月出空山、桂花閒落的
意境。那一刻，我似聽到孟浩然的嘆
惋、王維的慧言，美哉！

後面的三個樂章，不論是《千疊
浩蕩》還是《崢嶸曙空》，再到《萬
山入海》，都是對《千里江山圖》的
音樂再現。中國的水墨畫向來以景言
志，而樂曲拓展了空間。曲作者自敘
結尾取 「喚起一天明月，照我滿懷冰
雪，浩蕩百川流」 之意境，而我在二
胡、竹笛與鋼琴的配合中，聽出了
「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
澈」 的孤清，這藝術的魅力，真是
「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

《千里江山》

初秋的春意


諧意之趣
前幾天，有個朋友提醒我：你的

微信簽名太 「老氣」 了。聞言愕然，
想起來前段時間給自己寫了個簽名
「重陽老人」 。農曆九月九是重陽

節，又稱老年節。 「重陽」 加上 「老
人」 ，確實 「老氣」 。其實，這條簽
名是我第二次感染新冠後寫的，感染
通常稱為 「陽了」 ，再次感染，乃為
「重陽」 ，感染期間，禁足在家，深

居簡出，好似過上了老年生活，故在
簽名中留個印跡，以示紀念。不料，
竟產生了類似腦筋急轉彎的效果。

由此想起讀閒書時看到的幾則有

關名號的小趣聞。寫《二十年目睹之
怪現狀》的清代譴責小說家吳趼人，
筆名 「我佛山人」 。 「山人」 一般指
高逸出世之人， 「我佛」 更自帶佛
性。於是，有人望文生義，從這個筆
名解讀作者心境和思想傾向。吳趼人
聽說後哈哈大笑道：我乃廣東人，住
在佛山鎮， 「我佛山人」 只是說明我
的居住地罷了。

無獨有偶，近代有位太平天國研
究專家簡又文，也是廣東人，曾在香
港創辦《大風》雜誌，又擔任過香港
大學的名譽研究員。他的筆名為 「大

華烈士」 。 「烈士」 是已故之人，以
此為名，不少人覺得難以理解，甚至
不祥。實際上，簡又文的筆名取自俄
語 「товарищ」 之 音 譯 「 達 瓦 列
士」 ，意譯即為 「同志」 。

相聲大師侯寶林有一枚閒章，上
刻 「一戶侯」 ，他把自己的住所也命
名為 「一戶侯廬」 。一些 「深刻」 的
解讀者認為，侯寶林的 「一戶侯」 源
於李太白的詩 「生不用封萬戶侯，但
願一識韓荊州」 ，反其意而用之，頗
有 「糞土當年萬戶侯」 的風範，於是
大讚其高潔。侯大師卻以幽默家的方

式自我揭秘：沒那麼複雜，我住的這
院子裏啊，只有我這一戶姓侯的，如
此而已。

諧音梗是網絡文化的流行物。
「諧」 意為梗，同樣會形成新的趣
味，上述幾個小故事以及我的親身經
歷恰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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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冷菜轉熱菜的黃金
季節，每年這個時候，一個長
假就像是 「閥門」 ，只要把它
打開，衣櫃、箱子，七上八下
的翻騰也要開始了。晝越短、
夜越長，對食物的依戀和糾結
就越誇張。肚子咕咕叫的晚
上，一份芋頭排骨，總能輕而
易舉地俘獲眾生。用芋頭投餵
的秋天，溫柔熨帖到讓你覺
得，食材從一開始落地生根，
就是注定要來報恩的。

當我還在東北黑土地上讀書玩耍的
時候，並不知道芋頭有如此多妙用。只
有過年過節，一份拔絲碳水能構築起你
對它所有的想像，然而彼時的芋頭也非
主角，碰上市場老闆偷懶、食材欠奉，
那油光鋥亮的一盤子，便全都是紅薯，
把房頂掀開都看不到芋頭的身影。於是
在我心中，它除了好吃、稀有，還多了
份行蹤不定的神秘感。後來南下又越過
大洋彼岸，跟芋頭親近的頻率就陡然升
高了，以至於每年秋天都會第一個想念
起它，回味起從舌尖、到味蕾蕩漾出去
的那一份舒服。

這也是為什麼，比起芋頭做的甜
品，我更愛它鄭重其事登上餐桌的那道
「硬菜」 。當然，荔浦的芋頭誰不心
動，纖細綿密的芋泥一出來，不用多加
修飾，魂兒就要跟着飛走了。但奉化的
芋頭排骨，卻更像是羽翼豐滿之後，自
己闖出來的江山。小芋艿燉煮之後不散
不爛，柔嫩中還有一絲黏性，牢牢地拿
捏住了菜的調味，吸附力強，配合度更
高，跟重口味的肉類搭配，絕對不是應
付一下而已。以至於這菜一出場，配角
就會比主角先被搶光。特別是哈氣若有
若無的換季期，進屋之後摘掉圍巾，一
顆小芋艿入口，帶着濃郁豐腴的排骨
香，又適可而止地切換頻道，讓位給了
更精彩的 「錦衣素食」 ，腦海中瞬間就
色彩斑斕，從腳底、暖到耳朵根。

秋聞芋香，果然真香。

毛拉．納斯魯丁，是阿
富汗、伊朗一帶許多幽默民
間故事的主角。這個虛構的
人物，其實也就是中亞以及
中國新疆流傳甚廣、家喻戶
曉的阿凡提。

話說某次，鄰居想要借
納斯魯丁家的毛驢，納斯魯
丁滿心不情願，但又不好意
思明確拒絕，於是便信口雌
黃： 「不好意思，我家的毛
驢昨晚已經死了。」 誰知，
就是此時，屋後的毛驢恰巧
嘶鳴起來。鄰居便問道：
「這是什麼聲音？親愛的毛

拉，你家的毛驢不是活得好
好的嗎？我明明聽見牠在
叫。」 「那又怎麼樣？」 納

斯魯丁面不改色地說： 「你是相信一頭
毛驢的話，還是相信毛拉？」

故事諷刺了睜着眼說瞎話的人，看
起來十分荒唐可笑。但更為荒唐的，則
是類似的現實版劇情一再上演。就像今
年的江西南昌的 「指鼠為鴨」 事件，明
明肉眼可見的鼠頭，當地的市場監管局
長竟能氣定神閒、理直氣壯地鑒定為是
鴨脖。你是相信自己的視力還是相信市
監？

還有在河北滄州，面對被染紅超十
年、氣味熏得讓人喘不過氣的井水，當
地環保局長竟然一板一眼地解釋： 「紅
色的水不等於不達標的水。有的紅色的
水，是因為物質是紅色的，比如說放上
一把紅小豆，那裏邊也可能出紅
色……」 如此強大的內心，以及比城牆
還要厚的臉皮，實在令人嘆為觀止。許
多無厘頭的電影都不敢這麼演。

如今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扁平時代，
萬千大眾的觀感、切身體驗無時無刻不
在流動、交互、碰撞。無論是納斯魯丁
還是 「鴨脖局長」 ，都沒有獨自把持一
支麥克風的權力。如果不能充分地認識
到這一點，而一味地沉浸在官位光環之
下自說自話，背棄常識、脫離實際，那
無疑是侮辱大眾的智商，到頭來只會自
取其辱，溺斃於輿論的洶湧中。

京西小故宮
中秋國慶假期，各地景區 「人從

眾」 。北京故宮博物院小程序在九月
三十日便已停售黃金周門票，對於無
緣 「進宮」 的遊客，不妨把位於海淀
熱度稍遜的萬壽寺作為替補選擇，這
座集寺院、園林、皇家行宮於一體的
大型古代建築群素有「京西小故宮」之
譽，妥妥的一個 「微縮版紫禁城」 。

萬壽寺始建於明代萬曆五年，因
寺名寓意吉祥，受到皇室青睞，成為
祝壽慶典的重要場所。這裏主要建築
有山門、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
殿、萬壽閣、大禪堂、乾隆御碑亭、

無量壽佛殿、萬佛樓等，經明清兩代
多次擴建，由最初的寺廟，發展為
東、西、中三路，集寺院、園林、皇
家行宮於一體的大型古代建築群。

紅牆灰瓦的山門是進入萬壽寺的
第一個打卡點。山門上面懸掛着順治
二年御賜藍底金字的 「敕建護國萬壽
寺」 匾額，抬頭還可見《青天流雲百
福圖》，藍天流雲間近百隻描金紅色
蝙蝠自由飛翔，象徵 「洪福齊天」 。
無量壽佛殿兩側，則建有與圓明園風
格相似的西洋門，是遊客最喜歡拍照的
地點之一。附近黃琉璃瓦屋面的乾隆御

碑亭，重檐八角攢尖頂，亭中安置着用
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撰寫的碑文。

北京藝術博物館掛牌在萬壽寺，
以前山門處是亂哄哄的售票處，近年
經過拆除和修繕，上方被遮擋的百蝠
穿雲彩繪壁畫得以重現。這次修繕工
程於二○一八年啟動，去年六月竣
工，九月重新開放，是萬壽寺歷史上
第五次大規模修繕。重新開館的北京
藝術博物館寶貝眾多，館藏十三萬餘
件珍貴文物，包括宮廷織繡、書畫、
陶瓷、玉石、傢具等多種品類。

萬壽寺修繕時，盡量遵循 「保持

原狀、修舊如舊」 的原則。例如，這
裏一根糟朽的大樑就是在修繕萬壽閣
時換下來的，採用的是截掉糟朽部
分、換上新木料並用鐵箍加固的 「墩
接」 傳統木工工藝，在不觸動整體結
構的情況下 「偷樑換柱」 。同時，還使
用現代木材檢測技術找到相應的木料，
原材料、原工藝、原做法、原形制，得
以最大限度保留古建的歷史模樣。

敗不餒的亞運精神
杭州亞運已接近尾聲，國家隊必

定成為獎牌大贏家，運動健兒付出的
血汗得到回報。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
政區，能在四十多個參與國家和地區
當中排行前列，香港人怎能不為運動員
而驕傲？從來，運動場是英雄地，獲得
冠軍或金牌才會受人注目，我從電視觀
看過幾場直播賽事，令我更加感動。

港人熟悉的 「神奇小子」 曹星如從
職業拳賽轉戰亞運。不少觀眾及拳迷都
感到奇怪，如此是否自我降格？我相信
沒有人比星如更了解這種轉變的意義。

總之，星如出戰亞運五十七公斤拳擊
賽，對手是較他年輕十年的泰國拳手。

拳擊職業賽和業餘比賽的最大分
別，乃是前者早就預知對手是誰，雙
方都有充分時間作出準備。亞運拳擊
賽需要抽籤決定賽程，雙方都不會預
知誰是對手，能否順利晉級有時要靠
運氣。另外，一場職業賽往往對戰十多
回合，拳手初段都會互探虛實，尋找對
方錯處，務求將對方擊倒；業餘賽只戰
三回合，很多時都只以點數分高下。

所謂 「拳怕少壯」 ，星如面對泰

國拳手，從開賽便顯得吃力。泰拳手
的體格魁梧，即使食拳亦無甚了了。
相反地，星如在三個回合都拚盡所
能，百折不撓。比賽完畢，星如點數
落敗，三十二強便要出局。事後接受
傳媒訪問，星如直言享受比賽，無愧
於心。其實星如可以提早退役，吃老
本，甚至轉為網紅評論比賽，但他仍然
選擇出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在香港
推廣拳擊運動，即使比賽輸了又如何？

再看女子團體劍擊比賽，江旻憓
率領團隊擊敗日本隊殺入決賽，與傳

統勁旅韓國隊一決高下，早就已經較
從前亞運奪銅而更進一步。九回合的
賽事，港隊與韓國隊殺得難分難解，
相差比分只在一至兩分之間。最後港
隊以兩分之微得到銀牌，但已為劍擊
隊寫下歷史一頁。雖然未奪金牌，但
這些香港運動員的努力，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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