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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怎樣的人生

清明前後，台灣當局前領導人馬
英九一行跨越海峽，在大陸展開 「尋
根之旅」 ，首次來到陝西，前往楊陵
的馬援祠和扶風的馬援墓拜謁，追憶
先祖。

馬援是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一代
名將，扶風茂陵人，官拜伏波將軍。
馬援一生，戎馬倥偬，英勇善戰，西
破隴羌，北擊烏桓，南征交趾，平定
武陵蠻夷叛亂，為東漢王朝的建立與
鞏固立下汗馬功勞。

除陝西楊陵馬援祠外，全國各地
還建有不少伏波廟，以南方為多。明

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徐禎卿《安南歌
四首送沈使君》詩曰： 「烏蠻灘上煙
水聲，伏波廟前秋月明。」 遠在廣西
烏蠻灘的伏波廟，始建早於宋，為紀
念伏波將軍馬援征伐交趾、平定叛亂
而建，遺存至今。

馬援將軍的赫赫戰功已經久遠，
但他當年的豪言壯語，千年以後仍膾
炙人口。成語之一：老當益壯，出自
《後漢書．馬援列傳》。馬援年少已
立志成大器，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
曰：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
壯」 ，並以此為志，踐行一生。唐代

王勃《滕王閣序》名句： 「老當益
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
青雲之志。」 所用典故，正是馬援
「老當益壯」 的勵志故事。

成語之二：馬革裹屍，出自《後
漢書．馬援列傳》。當年，馬援南征
北戰，威震四方。有人勸說他，打仗
多年辛苦了，應該留在家中多休養。
馬援卻居安思危： 「男兒要當死於邊
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待馬援平
定北方匈奴和烏桓後，南方五溪蠻又
傳叛亂。朝廷兩次派兵均全軍覆沒。
此時已六十二歲的老將馬援，再度披

甲上馬，請纓帶兵平亂，惜終病死於
平定五溪蠻的前線。

唐代李益《塞下曲》詩曰： 「伏波
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 ；宋
代辛棄疾《滿江紅．漢水東流》詞曰：
「馬革裹屍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
說」 ，壯懷激烈，馬援 「馬革裹屍」
的英雄氣概和悲壯人生，千古傳頌。

多年前，香港演出的話劇大多
以西方翻譯劇為主，原因是當時的
戲劇愛好者較容易將外國劇本翻譯
成粵語，甚至是能夠在外地看過原
版演出，從而有把握將原劇本搬演
至香港舞台。由是，香港觀眾有機
會欣賞世界各地的優質戲劇，實屬
美事。然而，現代劇場亦流行將以
往的劇本以新手法再呈現，故此好
些既定劇本便有不同面貌再現舞
台。當中有得有失，翻譯劇的演出
味道不一定完全符合香港觀眾口
味。

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於十九世紀
末編寫的劇本《茱莉小姐》，算是西
方劇壇其中一個經典劇目。本年香港
藝術節演出了《茱》的粵語版本，將
原著的時空轉移至 「二戰」 之後的
香港，改編成分更高。這個版本表
面上與香港觀眾較有關聯，劇中描
繪當年英國人對香港人在殖民時期
的壓制，我理解這只是改編者的切入
點，全劇至尾聲錄像的寓意，顯然是
希望主題達到寰宇性：人人都應平
等，但這將原著的男女兩性和階級差
異議題演繹得太過虛無縹緲。另外，

劇本雖然交代男主角的司機曾任職海
員，以及其中一位飾演 「媽姐」 的女
主角為洋人老闆長期工作，但該兩位
演員在劇中卻說着流利英語，其表達
能力和角色形象都欠說服力。最後，
故事背景從原著的夏夜改至農曆年三
十晚，但全劇卻欠缺相應氣氛，也難
令觀眾投入。

香港話劇團近期演出英國劇作家
羅拔．艾克編寫的《醫．道》，是近
幾年在西方舞台受歡迎的新劇本。原
劇以醫療事件為故事骨幹，實際主旨
有關西方社會的種族、階級、性別，

以至官僚體制爭議。粵語版本沒有將
時空和背景移植，原劇有關的黑人角
色， 「話劇團」 亦沒有安排特別角
色造型，只由演員在台詞上作出交
代。雖然全劇的翻譯味濃厚，但觀
眾反而可以從 「遠距離」 體會文化
差異。





號稱 「宮崎駿的人生收官之
作」 ，又剛剛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滿載
而歸，動畫片《你想活出怎樣的人
生》在內地甫一上映，便一舉拿下清
明檔期的票房冠軍。

這部半自傳體電影，更像是站在
人生暮年的宮崎駿，回首青葱歲月，
化身憂鬱少年，勇敢直面成長過程中
的風雨與傷痛，帶領我們開啟冒險、
破解謎題、抉擇出路。影片觸及反戰
主義、告別傷痛、自我和解等話題，
一如既往地呈現出 「非常宮崎駿」 的
影像烙印。精緻的手繪、清新的色
調、溫暖的畫風，讓觀眾沉浸在五彩
斑斕的叢林、開闊清朗的星空、感傷

治癒的旋律之中，感受到充沛豐盈的
情感流動。不過，影片含蓄隱晦的表
達，無形中造成一定的觀影門檻。蒼
鷺、鵜鶘、鸚鵡、亡靈之海、時空之
門……這些奔湧而出的意象究竟暗藏
着什麼隱喻，讓觀眾們撓破了頭，也
吵翻了天。 「看不太懂但大為震
撼」 ，成了大部分人的觀影後感。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種理解，或
許談不上對，也算不上錯。生活本來
就不是非黑即白，混沌困惑、無能為
力往往才是人生常態。小到突如其來
的狂風驟雨，大到無法預知的天災人
禍，宮崎駿以他獨有的方式告訴我
們，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這個被恐懼

不安籠罩着的世界，天才也好，庸人
也罷，人類始終有限。只是， 「物來
則應，過去不留」 。傷痛難以避免，
但不能沉湎於舔舐疤痕，要讓它自然
結痂癒合，才能長出全新生命。

影片的片名致敬了日本作家吉野
源三郎撰寫的同名小說，宮崎駿對其
愛不釋手，認為 「這本書傳達出這樣
的信念─無論時代如何困難、殘
酷，都要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 的
確，世界並不完美，甚至有些破爛，
但仍值得我們好好活下去。這是宮崎
駿在以往所有作品中，始終堅持傳遞
給觀眾的美好希望。

至於宮崎駿藉由影片向我們發出

的靈魂拷問─你想活出怎樣的人
生？這一問題正如那些說不清道不明
的晦澀隱喻，原本就沒有標準答案。
聽一聽片尾曲《地球儀》，或許就會
覺得豁然開朗── 「迎着暴雨，放聲
高歌，不在意他人目光。這條道路仍
在延續，只是因為我內心如此期
望……」

伏波廟前秋月明

翻譯劇的演出味道

時裝與妝容
復活節是香港的公共假期，也

是西方重要的一個節日。復活節假
期，我來到意大利，給我印象最深
的，不是人們的虔誠，也不是羅馬
文明的輝煌燦爛，而是人與人之
間，人與神之間，發自內心的和
諧。

意大利教堂遍布，從世界最
大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到托斯
卡納鄉村中僅僅可供數人進行宗
教儀式的教堂，各種類型應有盡
有。每座城市的中心也往往是一
座始建於數百年前的大教堂，但
人們的生活似乎與這個信仰若即
若離。餐廳周日依舊開放，教堂
甚至在彌撒時候也允許遊人免費進
入拍照。金碧輝煌的大殿下，不論
是否有同樣的信仰，都聚集在一
起。

由市中心的教堂向外走去，往
往是一片廣場，廣場中最常見的身
影，不只有遊客，也有無數肥碩的
鴿子聚集於此，牠們與遊客也一直
和諧共生。不論遊客多麼擁擠，鴿

子們總能找到容身之處，或是從披
薩餅碎屑裏面尋覓食物，或是與
《金枝玉葉》的柯德莉夏萍一般，
喝幾口噴泉的甘冽清泉。鴿子們也
如同附近的人們一起，自如地生活
在這片土地。

一直到去年年底，意大利仍然
是世界上擁有世界遺產數量最多的
國家，中國僅落後兩個、位列世
界第二。要論自然遺產的硬件保
育措施，抑或是文物的挖掘維
護，我們早已經不遜色於世界上
任何一個國家，或許，當前唯一
不同的，反而是與自然、與古蹟
和諧共生的態度。或許腳底那萬
千人們踩踏過的城市行人道路與
地底下那綿延不斷、延續千年的
排水系統，也是這和諧共生的一部
分。

吃慣了豬腳的人，再嘗嘗炸豬腳，絕
對是另一種 「萬紫千紅」 的味道。因為嚴格
說來，這兩樣雖同屬於一個食材，卻完全可
以作為不同分類，好比普通的甜，和土耳其
的甜，是決然有一道分界的；普通的豬腳可
以醬燒可以滷，炒香了還能愉快下酒，但炸
豬腳就是炸豬腳了，彷彿一個敦實、威嚴的
台柱子立在那裏，有它在，一整場戲就足
了。

能把炸豬腳做到極致的，廣西少有對
手。這個地方本來就有趣，不同的方言交疊
的弦，滿眼的美景風光無限，就連家常味
道，都能進化成個性十足，人人推崇。廣西
的炸豬腳，大多數是放在木桶裏端上桌的，
還沒動筷，就已經全是儀式感。等嘴角分泌
的口水越來越多，趕緊抓起一個塞進口中，
豬皮酥脆，豬肉鮮嫩，伴隨着口腔中嘎吱嘎
吱的快感，一隻豬手的天花板，便觸手可
及。做這道菜並不容易，因為豬腳在下油鍋
前要有一段燜煮，時間把握到軟而不爛，留
一些餘地給後面的炸製，才算剛剛好。新手
師傅常常 「翻車」 ，不是煮得過度，炸時脫
了骨，就是欠一點火候，口感青澀朦朧。過
了油的豬手，別管是直接登場，還是要再加
調料爆炒，最終的落腳點，無外乎是咬下去
的那一聲，脆得迷人，肥而不膩，方為膠原
蛋白的致命誘惑。

廣西炸豬腳放到貴州的酸湯中，就變
成了虎皮豬腳。跟前者相比，它更繾綣溫
柔，好像連咬勁兒都要帶一點留白，給食客
們自己思考。豬皮是最有 「沉浸感」 的，一
落湯裏，表面就形成細密的氣孔，咕嚕咕嚕
吸飽了湯汁，最後變成皺巴巴的虎皮狀。雖
然已無意跟牙齒打架，但也不輸當打之年，
軟嫩又Q彈，酸湯味匍匐在肉質的肌理中，
堅定前行。兩種不可能，就這樣自然而然合
二為一了。

幼時在江南家鄉稱呼長輩較
簡單，將姑姑叫作八八、娘娘都可
以，將姨母、舅母、伯母、嬸母全
部叫作姆媽也沒錯，後來到了北
京，沒有親戚了，周圍的人不是叔
叔就是阿姨，稱呼更是簡單。到了
泰國，各種稱呼變得複雜起來，有
的稱呼是要跟着孩子叫的，有的稱
呼是要跟着輩分叫的。在香港這
三四十年，也終於搞清了人與人之
間的種種稱呼。

以前無互聯網，內地在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急速發展，其中包括
人與人之間的稱呼也有很大變化，
而我太忙假期又不多，較少回去，
顯然在許多方面有脫節。比如千禧
年後回京，對着妹妹的同事個個叫
師傅，妹妹不願意了： 「你叫人家
什麼呢？」 近年開始看各種資訊和
影視劇，方知對領導應該叫老總、
老大之類，對一般人叫大哥大姐也
好過叫師傅。

幾年前手機上有了微信，不
斷被人拉入群組，初時與幾十年不

見的同學或故交打招呼，常用小姐
尊稱，後有人提醒不要隨便叫小
姐，小姐這稱呼在內地帶貶義。也
有人問，你說的吳生是你老公嗎？
他改名了？只好解釋一番，這
「生」 字是先生的意思。





種種稱呼

和諧共生

炸豬腳

曹雪芹在十八世紀創作《紅
樓夢》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封建社
會高度成熟的階段，封建的男尊女
卑思想是其封建性的重要體現之
一，在這種 「語境」 下，《紅樓
夢》對女性的推崇就具有了超前的
先進性。曹雪芹不但借賈寶玉之口
公然表達了對女性的頌揚： 「女兒
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
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
便覺濁臭逼人」 ，而且還在《紅樓
夢》中塑造了許多具有強烈 「主體
性」 的女性形象，如林黛玉、王熙
鳳、探春等。如果說《紅樓夢》對
封建社會具有批判性，那衡量其批
判力度的重要維度之一，就是內含
其中的作者對女性的態度。

曹雪芹賦予林黛玉、王熙鳳、探春等
女性人物強烈的 「主體性」 甚至是 「主導
性」 是人所共知的，不過要講 「主導性」 ，
在《紅樓夢》中誰能比賈母更具權威性？榮
寧二府襲官從政的，自然是賈敬、賈珍、賈
赦、賈政之輩，但要說誰是兩府的 「老
大」 ，那還得是賈母。賈寶玉能在榮國府裏
大觀園內地位尊貴，端靠賈母 「罩」 着他，
要不然不說別的，光是賈政那一頓打，賈寶
玉就要被 「着實打死」 。別看賈政是榮國府
的實際 「家長」 ，在 「老太太」 面前，那也
只有陪笑逗趣認錯的份。

賈母地位崇高，使得她的傾向性往往
能左右其他人的命運。林黛玉在賈府雖寄人
籬下，但最初有賈母心疼，誰敢不尊？連管
家的王熙鳳也要討好的。隨着賈母越來越喜
歡薛寶釵，林黛玉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
降，慢慢地在賈府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了，
到最後賈母拍板 「掉包計」 ，不但直接導致
了林黛玉心毀人亡，且也決定了賈寶玉和薛
寶釵的人生未來。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身為女性
的賈母設計成一個超越所有男性的最高權
威， 「力」 壓群 「雄」 ，使 「乾」 「坤」 顛
倒，結合林黛玉的 「情感自主」 、王熙鳳的
「當家」 、探春的 「改革」 ，這一系列具有

強烈 「主體性」 ／ 「主導性」 的女性形象背
後，是不是也隱含着曹雪芹對封建性的顛覆
和批判？



時裝與美容產品互相結合，
為女士們在衣着與容顏方面產生美
好的效果。向來，女士們都認同衣
飾打扮可以作為表達自己、建立個
人自信的途徑，另一方面，若能配
合面上的妝容，就可以更完美地表
現出個人的特質。

不論是在時裝舞台上，或是
展示美妝用品的雜誌上，都可以看
到，模特兒身上穿的服裝，與臉上
的妝容關係密不可分。最新的美妝
品，以色彩創造潮流，推出花卉紅
調的唇膏，一張紅唇的臉配上紅色
服裝的模特兒，突顯了產品的精粹
部分。而塑造無瑕感的自然妝容，
精華遮瑕液讓臉上肌膚透出自然底
妝效果，配上穿純白衣飾的模特
兒，體現了美學的觀感，也印證了
服裝配合美容的定論。

由服飾到妝容互相結合的理
念，可以推想一個身穿便服的女
士，若在妝容方面略施脂粉，適當
的搭配下，即使是日常服飾，也能
顯出風格，毫不遜色於一身華衣美

服。時裝與妝容既是息息相關，同
樣，奢華的衣飾也需要配合臉上妝
容來增添時尚感，臉上的妝容便是
魅力的來源。

結合時裝與美容的聯繫，不
少時裝名牌除了服裝產品外，也推
出一系列的美妝品，與一般美妝品
牌在市場競爭。法國時裝牌子思
琳，最近宣布將會推出美妝品，在
冬季時裝發布會上，由模特兒率先
展出唇膏系列，以自然玫瑰色為
主，粉嫩的色調讓唇膏顯現自然裸
色感，不過整套產品要待明年才會
正式推出，除了唇膏，當然也有其
他彩妝品系列，包括眼妝和甲油
等。

深受歡迎的時裝品牌美妝品
中，香奈兒與迪奧的產品，一直與
時裝產品同時存在，是美妝品與時
裝結合的極佳證明。

賈

母

文藝中年文藝中年
輕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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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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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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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過眼錄
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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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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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塵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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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能容下別人的短處是風度，
能容下別人的長處是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