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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俱來的愛與前行的勇氣

波妞是海神的女兒，有一天，她
偷偷出逃玩耍，不小心被困在了一個
廢棄的玻璃瓶裏。玻璃瓶被海浪捲到
岸邊，又被人丟在了懸崖上。就在搖
搖欲墜、千鈞一髮之際，小男孩宗介
不畏艱險，將波妞救出，兩人因此相
識、一見傾心。可是，當身為魔法師
的波妞之父藤本發現一切後，固執又
偏見地認為人類世界醜陋險惡，並強
行把波妞帶回大海。波妞做出了大膽
又果敢的決定：要變成人類跟宗介在

一起，即便受到永遠失去天生魔法能
力的懲罰也在所不惜。而承諾要永遠
保護波妞的宗介，也面臨新的挑
戰……

湧起對美好幸福的渴望
《崖上的波妞》延續了《龍

貓》、《千與千尋》等宮崎駿經典作
品的一貫風格，讓 「大小朋友」 都可
以在觀賞中獲得幾近相同的人生感
悟：人生需要勇敢面對，任何事情都

有好有壞，不能因為害怕失敗就不去
做，不能讓生命在遺憾中度過。

我尤其喜歡影片中的宗介。這個
只有五歲的小男孩，心胸寬廣、性格
耿直，明知道有危險，卻仍然憑着人
性本善的本能，去營救困境中的弱
者，並下決心保護她。或許，每個男
人的童年，都有這樣的瞬間和片段；
或許，每個女孩的童心裏，也都希望
遇上這樣一個 「屬於自己的宗介」 。
越是在疫情肆虐、城市遭受病毒災難
的時刻，人們的內心越容易湧起對美
好幸福的渴望。我從宗介的身上，一
點一滴地找回了與生俱來的那份人性
的美好。我深深地感到：《崖上的波
妞》是世界電影界送給我們的新年禮
物，如此溫暖，又如此治愈。

《崖上的波妞》之所以能夠超越
國家和文化的界限、牢牢抓住不同背
景觀眾的心，正是在於它在劇本創作
上有了新的突破。眾所周知，宮崎駿
的作品受到西方作家的影響，尤其是
勒瑰恩的《地海》系列對於他的作品

影響最大，據說他一直將她的書放置
在床邊。《龍貓》、《幽靈公主》與
《千與千尋》等，都呈現出這種影
響：作家創造了自給自足世界，並通
常隱含着寓言性質、具有複雜的角
色。然而《崖上的波妞》除了展現出
這種影響，還包含了日本的歷史及神
話元素。

在製作上，我由衷地欽佩宮崎駿
一輩子堅持藝術至上、精品至上的精
神追求：他堅持採用 「全手繪作
畫」 ，為了更好地展現每個畫面，在
製作的四年裏，年逾古稀的他每天作
畫超過十二個小時，全片累計了十七
萬餘張手稿，更是創下宮崎駿的 「作
畫之最」 。當我們在觀看 「波妞奔向
宗介」 、並為之深深打動的那一刻，
可曾想過，為了生動展現兩人的純真
情感，這個十二秒鐘的鏡頭，便使用
了一千六百一十三幅原畫畫稿，如此
極致的匠心，為我們奉獻了藝術的精
品，帶來了新年的治愈和溫暖，前行
的勇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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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尚未消散，二○二一年已然來到，大家在祝福中相互
打氣，在憧憬中彼此溫暖。《崖上的波妞》（香港譯名《崖上
的波兒》）則為疫境之中疲憊焦慮的我們，帶來了溫情的治愈。
這部由宮崎駿導演的影片除夕在內地正式上映，用純真美好的
想像力和孩童的視角，喚醒觀眾寶貴的童年回憶，讓我們在感
受美好世界的同時，重拾與生俱來的愛與前行的勇氣。

趙 陽

十五年前，大學畢業的我來到位
於深圳大鵬灣的大亞灣核電站工作。
我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大亞灣核電
站從兩台百萬千萬級核電機組起步，
到後來的四台，再到最後的六台機組
同時運行。而大亞灣核電站每年的發
電量，百分之八十供應香港。曾經有
人測算，香港九龍區每四戶人家，就
有一戶家庭用電來自大亞灣核電站。
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當我一
口氣讀完《 「華龍」 騰飛》（中國原
子能出版社，二○二○年九月出
版），不禁備受鼓舞：中國人終於自
己完全掌握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核電技
術。中國核電事業不斷發展壯大、走
向世界的背後，是一代又一代核電建
設者們的自強不息，是世界大國博弈
時代的中國力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光輝進程的又一明證。

「華龍一號」 是具有世界先進水
準、完全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三
代核電技術。《 「華龍」 騰飛》全面
介紹了 「華龍一號」 問世的艱辛歷
程：千萬名工程師戮力攻堅，從圖紙
走向建設現場的謹慎試驗，為了確保
萬無一失的安全模擬，探索創新過程
中的真人趣事。作為對核電站建設和

運作比較熟悉的工程師，我認為這本
書的可讀性在於：它用通俗易懂的語
言，抽絲剝繭地揭開核電站神秘的面
紗，讓讀者既領略清潔能源與人類生
活相伴相生的魅力，又體會到國家重
器改變國家命運、造福人民的重要作
用，揭示了中國 「核電夢」 的豐富內
涵。

中國的核電起步是從上世紀八十
年代開始的。大亞灣核電站是中法核
能合作的典範，但那個年代，核電技
術完全依賴進口。動輒投資幾百億元
的核電站無疑是超級大工程，而中國
擁有了核電自主品牌之後， 「華龍一
號」 不僅在國家能源中發揮重要作

用，也成了中國佔領國際市場的國家
品牌。書中重點講述了 「華龍一號」
走入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開闢國
際市場，經受國際市場檢驗的故事。
我認為，超級工程彰顯的中國力量，
為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深
度合作積累了寶貴經驗，探索了一條
可靠可行的道路。

每年的八月七日，距離香港最近
的核電基地──深圳大亞灣核電基地
都會舉行公眾開放日，為包括香港市
民在內的大眾提供參觀講解服務。對
科技發展特別是超級工程感興趣的香
港青年朋友們，不妨前去一觀，你一
定會感受到那磅礴的中國力量。

之所以要看這本《改變世界的1001
項發明》，是因為美國田納西州共和黨參
議員布萊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
在推特上發文，無端指責中國有5000年
偷竊和欺騙歷史。這種言論不但無知，而
且嚴重辱華，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言
論。這種言論和特朗普不斷指責中國從美
國偷竊科技知識產權的說法如出一轍。難
道中國人沒有發明過指南針、造紙術、活
字印刷術、火藥嗎？西方人使用我們的發
明算不算偷呢？

《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這本書
是由英國博物館學者傑克．查羅納所著，
它以編年史的形式對全球各個時期對人類
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科學技術發明進行了
回顧。當然作者也在此書中帶有一定的偏
見，稱來自中國的重要發明只有30項，佔
3%，這是因為作者沒有收錄科學理論，
如勾股定理；也沒有工程項目，如長城、
大運河列入其中。這些我們暫時不管它，
我們先看看這本英國人寫的中國科技文明
是如何改變了世界。

第一個是指南針，發明於春秋戰國時
期。作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對人
類的科學技術和文明的發展，起了無可估
量的作用。指南針最開始只用於占卜和風
水堪輿。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中國船
舶開始使用指南針導航。指南針應用在航
海上，彌補了天文導航、地文導航的嚴重
不足，開創了航海史的新紀元。沒有中國
的指南針，哥倫布可能永遠也發現不了美
洲大陸。

第二個是造紙術，發明者是東漢的蔡
倫。根據考古發現，西漢時期，中國已有
麻質纖維紙，但紙質粗糙且成本高，故不
普及。直到蔡倫發明了造紙術，為人類文
化和國家進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唐朝時
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頻繁，外國亦派員到
中國學習文化知識。令造紙術得以流傳日
本、朝鮮、阿拉伯世界、印度、歐洲等
地，亦由於造紙術普及令紙張售價變得廉
價，才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

第三個是北宋人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
術。北宋的活字印刷術和我們今天的印刷
術比起來自然顯得有些原始和落後。但當
時的發明已具備了現代印刷技術的主要功
能。而且中國的印刷術傳到歐洲之後，加
速了歐洲社會發展的進程，為文藝復興的
出現提供了條件。

第四個就是火藥。火藥在秦朝已經出
現，到了宋朝，中國人開始把火藥用於軍
事領域，把火藥變成了武器。宋朝人把火
藥裝入竹筒，發明了世界上第一種火藥火
箭，又發明火槍和槍，這些用竹管製成的
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槍炮的老祖宗。火
藥的發明使世界從冷兵器時代進入了熱武
器時代，促進了事業的融合，交流和發展
也帶動了文明的相互交流和促進。而歐洲
人還停留在冷兵器互砍的時代，直到13世
紀才懂得黑火藥的作用。

馬克思把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稱為
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中
國的四大發明，西方的資產階級能這麼迅
速地發展嗎？

影片《終極假期》的劇情並不繁
複：人到中年的喬治亞在一家百貨公
司做銷售員，忽有一天被診斷罹患腦
癌，生命只剩下三個星期。性格原本
有些保守害羞的她，似乎一下子想通
了 「人存在的意義」 ，於是她認真地
去做自己一直夢想卻從未敢做的事情
──在這個倒數人生的 「終極假期」
裏，發生了一連串令人捧腹又深思的
故事。而在影片結尾，當得知腦癌實
際上是醫院誤診、一場虛驚，喬治亞
驚喜之餘帶着果敢與堅定勇敢地奮鬥
新的人生。

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
超過八千萬人不幸染疫，這個數字目
前仍在增加，疫情給人類帶來了突如
其來的變化，打破了很多人原本的生
活節奏，也讓很多人時刻擔心 「平淡
度日，安穩一生」 的想法會因為疫情
而落空。我認為，不論疫情是否來
襲，變化終究是永恆的。這個世界
上，唯有 「變化」 才是不變的。變
化，實際上是對我們人生的考驗。它
時刻提醒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待自己
的人生？在難料的世事面前，我們是
不是應該多一份勇敢面對的灑脫？多

一些珍惜生命的心態？多一點對美好
情感的熱烈追求？就像影片中的喬治
亞，如若不是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
化，她或許一輩子也沒有動力去思考
並真正地實現夢想。

做一名真正的存在主義者，絕非
易事。影片中的喬治亞，經歷了 「絕
症」 的考驗，開啟了新的人生，依我
看，她的 「存在主義」 ，至少建立在
三個基本要素之上的：

一是心存夢想。做銷售員的她心
中有一個世界頂級的大廚偶像，她的
夢想就是達到這個偶像的廚藝水準、
成為這個 「大廚第二」 。這個夢想，
她從小姑娘堅持到了人到中年。

二是保持本真。實現夢想的征途
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在喬治亞看似瘋
狂的 「終極假期」 中，也屢屢遭受惡
意的嘲弄。但喬治亞始終以本真示
人，最終贏得了尊重和屬於自己的機
會。

三是持續積累。築夢難，逐夢更
難。我們要具備的是實實在在的能力
和經驗。影片中，喬治亞二十年如一
日按照偶像公布在電視節目上的菜譜
一道菜一道菜地練習，終於在見到偶

像的那一刻，贏得了他的關注和毫無
保留的傳藝。

勇敢地做自己吧，做一名真正的
存在主義者，讓我們的生活，笑多一
點、愛多一點，說你想說、做你想
做，創造更加豐富和精彩的人生！

2021年到來，人們對新一年的生活
總會充滿無限嚮往和期待。而這份新年喜
樂，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詩詞藝術水乳交
融，代代相傳：不論是南宋陸游《已酉元
旦》： 「夜雨解殘雪，朝陽開積陰。桃符呵
筆寫，椒酒過花斜。」 在對大自然的晴美
與恬淡讚美中，道出了辭舊迎新的快樂，
還是明朝陳獻章《元旦試筆》： 「老去又
逢新歲月，春來更有好花枝。」 勾勒了鄰
家暢飲、幼子歡歌，美麗的春天即將新枝
初綻的美好光景，都讓人體味到中國古典
文學中對新春之美的吟誦、對生活的積極
樂觀。而我尤其喜愛唐代孟浩然的《田家
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
年已強仕，無祿尚憂農。桑野就耕父，荷
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

斗轉星移、歲月不居，昨晚除夕還是
寒冷的隆冬，今朝起來就已是新的一年，
又一個和煦的春天。詩人通過斗柄指北向
東轉動的快速過程顯示時間的推移，貼切
自然，增強了代入感。詩人已然人到中

年，靠近田野裏耕作的農夫，扛着鋤頭和
牧童一起勞作。這樣的田園牧歌圖，令人
深深地嚮往：白天在田間，詩人和農夫一
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詩人荷鋤伴
牧童一道回歸村莊。由此，人們似可看到
詩人與農夫並肩勞動促膝暢談、 「但道桑
麻長」 ，似可聽到詩人與牧童應和的笛音
歌聲、 「短笛無腔信口吹」 ，從而深深地
體味到田園風光的美好、田園生活的快
樂。

我之所以獨愛這首詩，並不僅僅因為
這份美好與快樂，更因為它所表達的人生
豁達：沒有狀寫辭舊迎新的熱鬧，沒有抒
發節日思親的情感，而是借勞作將一個文
人自身的恬淡，水乳般交融於節日氣氛之
中，人生的豁達盡在於此。我們的人生，
需要這樣的恬淡與豁達，才能有屬於自己
的哲學，這哲學來自經歷和對經歷的省
悟，一如孟浩然的這首詩。在年復一年的
辭舊迎新之時，讓我們深刻體悟到人生且
行且上、且行且惜的魅力。

▲疫情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我們更
要懂得勇敢做自己，創造更加豐富
和精彩的人生。





童丏智

超級工程彰顯中國力量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東吳一劍

誰偷竊中國又賊喊捉賊？

李永新

做一名真正的存在主義者

晨 曉

《田家元日》的豁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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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崖上的波妞》上映之際，宮崎駿特別
為中國觀眾準備了手寫新年祝福，他親筆寫下
「2020辛苦了，2021一起加油吧」 ，鼓勵每
個努力走過這一年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