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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當指揮放下指揮棒的時候，精
彩就要開始了。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
揮閻惠昌，緩緩地放下指揮棒，雙
手齊揮，優美的音樂就從香港中樂
團八十多位樂師的指尖流出，匯聚
在此，隨着閻指揮左手的起而高
亢，右手的伏而低沉。

譚盾作曲的《西北第一組曲》
就在這起起伏伏之間，蕩漾在空氣
之中。剛剛還身在維港之濱文化中
心音樂廳的我，轉眼之間就來到了
天高雲淡的黃土高坡。隨着第一樂
章《老天爺下甘雨》感受煎熬，求
雨之時的烈日當空塵土飛揚，是生
存的逼迫；隨着第二樂章《鬧洞
房》感受狂歡，熱熱鬧鬧洞房花
燭，是繁衍的快樂；隨着第三章
《想親親》感受憧憬，夢幻的音色
與片狀的音律，是未來的憧憬；隨
着第四樂章《石板腰鼓》感受自
信，音樂廳中的三架大鼓，敲出了
黃土地上的狂熱搖滾，樂師們明明
穿着絳色長衫，眼前彷彿看到耀眼
的白頭巾飛舞的紅綢緞。

怪不得閻指揮要放下指揮棒，
樂師用樂器在舞蹈，指揮一隻手怎
麼夠用？須得放下指揮棒，騰出右
手一併加入，才能舞出曲中的熱情
與狂放。

譚盾曾說過自己的目標是：用
無國界的音色做出有傳統、有出處
的新音樂。香港中樂團又何嘗不是
如此呢？一場《牡丹亭．黃土地》
的音樂會，除了《西北第一組曲》
之外，還有香港年輕作曲家寫的
《盼》，有根據《牡丹亭》創作的
同名曲笛、箏雙協奏曲，有採用蘇
州評彈素材寫的《第二琵琶協奏
曲》，一場音樂會居然已經走遍了
大江南北。

疫情之下，困坐孤島，好在香
港中樂團第四十五樂季開幕了，就
坐在音樂廳中，讓音樂帶我去旅
行。

在近代報業史上，《大公報》
是執牛耳者。通常所說的，即是一
九○二年由英斂之創刊於天津、迄
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另
一份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
長沙《大公報》，毛澤東曾擔任
「館外撰述員」 。

鮮為人知的是，還有一份《溫
州大公報》。一九一八年三月，
《溫處公報》與《甌海公報》合
併，創辦《大公報》。一九二二
年，《東甌日報》併入，更名《溫
州大公報》，王超凡擔任編輯主
任。該報秉公直言，經常揭露當地
官場貪贓舞弊，在浙江頗具影響。

王超凡是馬敘倫的學生，早年
即加入同盟會，曾與好友陳其美等
人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洪憲帝制時
期參加護國運動，被譽為 「浙南反
袁第一人」 。王超凡後來擔任國民
黨浙江黨部執委，《溫州大公報》
也逐漸成為國民黨永嘉縣黨部機關
報。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曾在陳獨
秀主持的《新青年》雜誌工作過的
謝文錦，回到家鄉，組建了中共溫
州獨立支部，這是浙南最早的中共

黨組織。謝文錦常在《溫州大公
報》上發表文章，宣傳馬列主義。

《溫州大公報》還聚集了一批
當地的名士。如主筆郭弼，是弘一
大師（李叔同）的同窗摯友，清末
應試上海南洋公學名列榜首，深得
主試蔡元培讚賞，與黃炎培、邵力
子也是同學。

孫中山逝世後，王超凡成為國
民黨 「西山會議派」 成員，立場日
趨反共，經常在報紙上造謠污衊共
產黨。一九二五年中共溫州支部負
責人鄭惻塵率學生搗毀了報館。鄭
惻塵是一位實業救國的志士，其創
辦的 「中一公記機織花席廠」 ，曾
是浙南最大的工廠。一九二六年六
月，《溫州大公報》與《溫州報》
合併，改為《溫州民報》，次年二
月停刊，從此走進歷史。鄭惻塵也
在當年國民黨清黨時被捕犧牲。

《溫州大公報》 健康的快樂

真情時分
倘若讓我於忙碌的當下短暫抽

離，悄然享受 「偷得浮生半日閒」
的妙處與樂趣，我的首選，一定是
去位於金鐘的那家酒店，在大堂吧
聽一個下午的演奏。來港的這六
年，這個 「節目」 成了我的私家珍
藏，即便是好友，我也極少分享。

切莫揶揄我在 「凡爾賽」 ，雖
然那酒店貴為五星級、中式傳統風
格的裝修雍容華貴美輪美奐，但點
一壺普洱或是香片，慢慢飲一個下
午，也不過就七十元港幣。性價比

的關鍵當然不止於一盞香茗，更在
於那兩點半開始、五點半結束的現
場演奏：

彈鋼琴的女士常常一身白色的
連衣裙，裙裾邊緣鑲着細小的黑水
晶，遠遠望去，像極了優雅的荷
葉，襯着淨潔的蓮朵；管弦樂手一
般有兩人，有時是 「他們」 ，有時
是 「她們」 ，小提琴的婉轉悠揚，
豎笛的低吟淺唱；大提琴手是一個
個子不高但硬朗英俊的中年男人，
他的表情時常和大提琴的音色一樣

低沉，然後深沉着，像是堅毅的思
想者，為這支小型樂隊的整體輕鬆
活潑的氛圍塗抹了些許莊重的色
彩。

演奏是有季節的，春和日麗的
《春之圓舞曲》輕巧明快；《熱情
的沙漠》與窗外的烈日炎炎異曲同
工；《思鄉曲》常常在春節臨近的
日子飄盪；《雪絨花》又讓人生出
幾多冬日的思念。

前幾日，我又去 「偷閒」 ，竟
然聽到了久違的《牧羊曲》。中國
的民族音樂深深地打動了大堂吧裏
的聽眾們，曲畢後掌聲雷動。原是
中秋將至，接着就是國慶佳節，樂

隊有心地把別樣的愛和情融入到精
心準備的歌單裏。

在中間休息的短暫時間裏，我
和樂隊負責人莊女士攀談，她告訴
我，每日的歌單都是看現場聽眾的
年紀和喜愛即興安排的。難怪這裏
這麼吸引我，真情時分，猶是真情
十分。

當指揮放下指揮棒

開學前，女兒學校發了一紙通知，要
我們就新學期提建議。

本着應時應景的原則，我寫了希望家
校協力調控電子產品使用，防止沉迷云
云。過了幾天，女兒回家說，老師在課堂
上講到了這個建議，表示要加強對學生玩
網絡遊戲的監管，限制玩遊戲的時間。據
她描述，老師話音剛落，愁雲慘霧籠罩了
許多同學的臉。

我不解地問，網遊企業只能在周五、
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的晚上八點到九
點，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這是國
家政策，可不是老師的主意呀。女兒卻
說，同學裏的 「資深玩家」 大多用家長的
身份註冊，平台的用戶限制形同虛設。而
老師一旦和家長聯手，他們再 「騙」 家長

就不那麼容易了。哦，原來如此。
她又說，也有同學對老師的 「鐵腕政

策」 十分歡迎。因為老師說了，周一到周
五在學校認真學習，各項作業完成得好，
那麼，支持這樣的同學在家玩一會兒遊
戲。而這些同學的家長原先採取的是 「一
概禁止」 鐵腕政策。現在，老師反而成了
「撐腰」 的人了。這真是 「網遊規則降神
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啊。

作為家長，我十分贊成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網遊。但我也在一篇文章裏寫過，新
的娛樂花樣常被當作 「洪水猛獸」 ，一代
代人卻永遠是在 「洪水猛獸」 伴隨下成長
起來的。比起 「一律禁止」 ，適度調控當
然是更好的辦法。更關鍵的，卻還在提高
網遊品質。

有的網遊提供方把增強用戶黏性作為
核心內容，還將其嵌入遊戲設計之中。有
些像過去的說書人在設計內容時安排 「扣
子」 ，吊住書迷胃口。不過，真有本事的
說書人，不全靠 「扣子」 吸引觀眾。我聽
過王少堂說《水滸》，雖只是錄音，神采
不減，給人無比享受。如果網遊企業過
度、刻意地製造用戶黏性，事實上就是以
令人成癮為目的，必自陷於道德窪地。相
反，以文化品質為目標，才能創造健康的
快樂。

昨日是中秋節。
香港月餅銷售早開始了，雙黃蓮蓉、

豆沙、五仁……這是傳統款式，近年又發
展出冰皮、雪糕品種，更受年輕人歡迎。

小時候，普通人家的孩子，巴巴就盼
着中秋節能吃上一口月餅，雖只是月餅的
四分之一，但吃過了，夜裏又能在花燈裏
點根蠟燭遊街串巷，便會覺得中秋過得愜
意。

香港孩子喜歡 「煲蠟」 。中秋節晚
上，公園裏常見到父母領着孩子 「玩
火」 ：在鐵皮盒裏豎幾根蠟燭，點上火，
看蠟淚一點點滴下，在蠟燭腳聚成一坨，
冷卻成形狀不規則的蠟塊……那個過程孩
子們往往玩得很開心，很盡興。要知道平

時在家裏是絕不許碰火的，而孩子的天性
又特別喜歡去觸摸水、火一類危險的事
物，只有中秋這一天大人可以滿足他們的
童心。

「中秋節」 在中國文化裏意味着團聚
和思鄉。但人們常因各種原因被困在外
鄉，無法與家人團圓，所以蘇東坡 「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的詞句，千年來慰
藉了國人的鄉愁，溫暖了游子的心。

頌唱明月的詩句從不匱乏，但最溫馨
的要數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這或是因為蘇先生一生常居異鄉為
異客，他的祝願才更為真摯動人吧。

道理上中秋晚上應是月圓。但常言道
「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老天爺那一天也

許會不高興，或會給個陰天雨天。但這絲
毫不會影響過中秋的興致，那天商家會大
做生意，網購也會格外興旺（多年前我的
學生就已學會在內地網購），手持政府發
的購物券，人們更不會吝於多花幾個錢。
市面上一時熱熱烘烘，叫人放下了人生的
所有不快，先去掙得幾天節日的快樂。

家族團聚是中秋慣例，但受封關影響
我不能回內地過節。那就靜守香港，吃吃
月餅，盼盼明月，願同一嬋娟下，家人如
意安康。

香港是美食天堂，除了匯集各式美
食，更重要是香港廚師的創意，往往能將
普通食材化為神奇，又或在傳統食譜增添
新意。如此方能讓食客每隔一段時間都可
以獲得新穎的感受，永遠不覺沉悶。

端午節的糉子是其中一個例子，另外
就是中秋節的月餅。小時候，我家若能吃
到蛋黃蓮蓉月餅已覺滿足。所謂蛋黃，亦
即是 「單黃」 ，意思是月餅核心只有一個
蛋黃，價格相對於 「雙黃」 當然較為便
宜。香港人習慣將月餅平均切開成四件來
吃，當年我看着媽媽用刀子切開月餅，我
必定會留意蛋黃會否偏移至任何一方，那
麼就是其餘三件只變成純淨蓮蓉，不單感

覺乏味，更令人自覺運氣欠佳。記憶中，
無論 「單黃」 月餅切成什麼模樣，媽媽也
會把有蛋黃的一件給我。

時至今日，基於食物健康的因素，製
造商已經沒有刻意以蛋黃的數量來營造月
餅檔次。從前曾經出現的 「三黃」 甚至
「四黃」 月餅已不多見，取而代之是其他
新奇款式。多年前，香港已出現白蓮蓉月
餅，令我好生奇怪，因為那些蓮蓉根本並
非白色。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較為清淡的蓮
蓉，製造商換上另一名稱只是市場推銷策
略。往後下來，五花八門的月餅就像智能
手機般，每年皆有新款式、新型號。一口
一啖的迷你月餅；質感奇特的奶黃流心月

餅；適合素食者的全素月餅。最令我嘖嘖
稱奇的是以榴槤為餡料，號稱 「貓山王」
的月餅。我見榴槤會退避三舍，但也欣賞
創造者的心思。

我對月餅沒有特別偏好，亦不會主動
購買，從前都是媽媽買一盒月餅應節，現
在則是太太買幾盒月餅給長輩，最後才留
一盒或幾個月餅自家享用。我兒最喜愛冰
皮月餅，又或是巧克力味道的雪糕月餅。
不論是什麼款式，我覺得最重要是一家人
團圓，老幼一起吃月餅才有真正意義。

冰皮月餅

嬋娟之下

曾經的中秋節，是一個群體的味覺狂
歡，如今的中秋，更像是個體們對一種氛
圍的獨自緬懷。

一條路走得久了，在心情上總會有這
樣那樣的變化，起初是穿了不同的鞋子、
衣服，後來逐漸變成身邊人的輪換，交通
工具的取捨，甚至連這條路通向哪裏，要
用什麼節奏去走，都成了頗為矯情的思考
模式。

當中秋對照月餅時，我們的父輩、和
父輩們的父輩靠着幾個經典口味就能大快
朵頤、滿心歡喜，不為飽腹，只圖個暢快

舒服。就像彼時春節騰空而起的煙花，那個時候煙花
還不叫煙花，一個土兮兮的名字 「鞭炮」 ，照樣有資
格承載下一代人辭舊迎新的願景。而如今的中秋，月
餅似乎成了各個商家的命題作文，他們絞盡腦汁時而
不得其所，我們則被架在 「評審團」 的高閣之上，看
似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和自主權，實際早已進入了這個
被顏值、花招、天馬行空圈成的圈裏，遊得再遠，也
不過是同一個語境下的自作聰明、自圓其說。

吃什麼似乎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這個日子
裏，誰成全了我們吃東西的心情，讓這些日常的平實
或奢侈，以另外一種方式氤氳鋪展，有一口一念的儀
式感，也有一茶一餅的懷念。至於究竟在懷念什麼？
大概是同樣溫柔熨帖的奶黃，吃起來卻一年比一年遙
遠，一年比一年現代。就好比曾經兩小無猜的玩伴，
在成長的過程中不管境遇是否相同，角色有無衝突，
能聊的話最終都會越來越少，在成年人體面優雅的外
衣之下，是一份小心翼翼的觀察試探。本以為只有人
會如此，原來某個日子和某種食物，也能隨着時間流
逝改變了本意，沒有人刻意去給它故弄玄虛，只是我
們走得太快，如果它還不 「飄起來」 跟上，怕是就要
跟不上了。

中
秋
困
境

昨天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
我國傳統講究 「花好月圓人團
圓」 ，西方雖沒有這一節日，但他
們同樣欣賞並眷戀圓月。藉中秋佳
節的契機，本周的推薦也和月亮有
關──德國鋼琴家威爾赫姆．肯普
夫演繹的《貝多芬三首鋼琴奏鳴
曲》。這張於一九六五年灌錄、一
九八四年由英國DECCA唱片公司再
版發行的 「偉大作曲家和他們的音
樂」 系列之一的唱片收錄了三首備
受聽眾喜愛的 「樂聖」 名曲：《C
小調第八號 「悲愴」 鋼琴奏鳴
曲》、《F小調第二十三號 「熱
情」 鋼琴奏鳴曲》，以及與今天頗
為應景的《升C小調第十四號 「月
光」 鋼琴奏鳴曲》。本張唱片封面

則出自十八世紀英國風景和肖像畫
家約瑟夫．懷特之手，名為《彌爾
頓 『科瑪斯』 中的女士》。

畫作取材於十七世紀偉大的英
國詩人約翰．彌爾頓所撰寫的假面
劇《科瑪斯》。根據其文學著作而
衍生出的繪畫作品在十八世紀英國
屢見不鮮，約瑟夫．懷特在此選擇
了前者名著中一個重要橋段為靈感
入畫。劇中的女主人公迷失在森林
中，黑夜中林間發出的可怕聲響讓
她更為緊張害怕。但透過雲層縫隙
灑在她身上的月光則給予了女士面
對困境的勇氣與精神力量。畫家將
其最擅長的肖像與風景畫相融合，
並忠於彌爾頓劇中原文將這一場景
加以詮釋。一襲白裙的女子坐在畫

面左側漆黑的林中深處，面對穿過
烏雲的一縷月光張開雙臂來迎接這
份光明所帶來的希望。懷特對畫中
光線的處理營造出一種微妙而敏感
的氛圍。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描述
其創作初衷： 「描繪月光需要良好
的光線，但不能太刺眼。反觀貝多
芬 『月光』 奏鳴曲的命名，則是出

自德國詩人、音樂評論家路德維希
．雷爾施塔布對第一樂章 如在瑞
士琉森湖水面上搖曳的月光的形
容。」

此樂章所傳遞出的憂鬱與傷感
令人不免身臨其境，與懷特畫中情
境可謂一拍即合。用《彌爾頓 『科
瑪斯』 中的女士》作為包括 「月
光」 在內的三首奏鳴曲集封套可謂
恰如其分。
（ 「碟中畫」 《貝多芬三首鋼琴奏
鳴曲》／《彌爾頓 『科瑪斯』 中的
女士》）

月光下的林中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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