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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為國籃助威
早春二月，北國冰

封，唯南隅小島，處處回
暖，熱氣騰騰。在逐步解
除所有新冠疫情禁制令之
前，香港體壇迎來了一件
振奮人心的盛事。

二月九日，國際籃聯
法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國香

港賽事總監程民蕙宣布，由國際籃聯
（FIBA）主辦的男籃世界盃亞大區預選賽，
國家男籃將以香港新界的荃灣體育館作為主
場，分別於二月二十三日及二月二十六日迎
戰亞洲勁旅哈薩克及伊朗。是次賽事由中國
籃協主席姚明親自率隊來港，香港各界尤其
是球迷能近距離接觸國籃隊，並觀賞兩場亞
洲高水準的籃球比賽，喜出望外，興奮莫
名。國家隊以香港作為參加國際賽事之主場
地，港人欣喜若狂。大家熱切期待日後有更
多各類精彩運動項目，國家隊都會繼續選擇

香港作主場。相信國家對特區在主辦國際級
賽事之信任與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回看此次兩場比賽，筆者有幸帶上家人
現場觀戰。荃灣體育館內座無虛席，球迷不
分老中青，全情支持國家隊，百分百體現了
主隊之優勢。很多年輕球迷穿上各類印有
「中國」 或 「中國加油」 等運動T恤，手持打
氣棒棒，不停吶喊助威。國家隊當然也不負
眾望，新隊員在老隊員的帶領下，個個上場
都戮力拚搏。老手周琦首戰 「雙雙」 ，主力
趙繼偉、王哲林等表現出眾，能攻能守，頻
頻取分。而新上任之塞爾維亞籍主教練喬爾
傑維奇在場邊督戰心切，時而大聲教路，時
而揮手指點。最終國家隊首戰力克哈薩克，
次戰反敗為勝，智破伊朗。香港球迷大飽眼
福，心滿意足。

荃灣體育館的兩場精彩的籃球比賽，除
了吸引一千多位現場球迷與嘉賓外，還有無
數香港市民守候在電視機旁觀看直播，大家

一起為國家隊加油打氣。在比賽現場，筆者
見到一位久違的老人，他就是國際籃聯終身
榮譽主席程萬琦前輩。此次國際賽事國籃以
香港荃灣體育館作為主場迎戰哈薩克及伊
朗，程老也功不可沒，年屆八十高齡的他，
為此四處奔波，玉成其事。程萬琦年輕時立
足香港，領導本港籃總，之後進軍亞洲籃
壇，最終成為國際籃球聯會第一位華人主
席，實乃華人之光。兩場比賽他都親臨場館
捧國籃場，並熱情歡迎接待姚明等以盡地主
之誼，賽後也陪同國籃一行於禮賓府接受特
首李家超之宴請。

二月疫情漸退，春來萬物陶醉。香港各
界上下齊心，為國為家盡心盡力。眼前雖然
仍有種種挑戰，唯每次挑戰正如每場比賽，
需要平日訓練有素，賽前精心部署，場上力
戰拚搏，永不放棄，轉危為機，後來居上。
場內場外，各司其職，各盡其力，最後愛上
挑戰，拆解挑戰，克服挑戰，戰勝挑戰。

雲雀高飛
─小提琴人才輩出

優美的小提琴聲，
常被喻為雲雀的歌唱，
而雲雀的歌聲也鳴響在
小提琴的四根弦上。英
國作曲家威廉斯和羅馬
尼亞作曲家迪尼庫分別
譜寫的小提琴浪漫曲
《雲雀高飛》和《雲
雀》，出色描繪雲雀高

飛雲際又縱情鳴唱的情景，而小提琴演奏
者，在聽眾看來，就是為大家帶來詩情畫
意、忻愉快樂的雲雀。

世界上雲雀永生，各國小提琴人才輩
出，尤其在中國，小提琴演奏家絡繹不
絕，一代接一代，讓美麗動聽的小提琴聲
回響在中國和世界樂壇。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筆者年輕時就知
曉幾位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馬思
聰，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譚抒真、鄭石生，
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一九五九
年何占豪和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問世後的第一位演奏者俞麗拿，接着是盛
中國，後來是呂思清，再接着是薛偉、黃
蒙拉、寧峰，他們都出色演奏這支具有顯
著中國特色的小提琴力作，使之成為世界
樂壇公認的經典作品。二○二二年，上海
音樂學院舉行俞麗拿教授從教六十周年紀
念音樂會，她與近七十名弟子共同奏響
《梁祝》，可謂中國音樂界的一件盛事。

旅居海外後，國內音樂信息比較隔
膜，但還是陸續有所了解，尤其知道中央
音樂學院教授林耀基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
小提琴人才，其中多名學生在重要國際比
賽中獲獎。他自己曾是馬思聰的小提琴學
生，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深
造，後來一心致力於音樂教育，成為小提
琴教育界的傑出代表人物。他的學生之
中，胡坤，十七歲時在西貝流士國際小提
琴比賽中獲獎，以後又在其他國際比賽中
頻頻獲獎，深得梅紐因大師的賞識，成為
他的私人弟子，三十四歲始任英國梅紐因
音樂學校小提琴家教授，第二年又始任倫
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授；薛偉，二十三
歲時在國際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賽中獲銀
獎，接着在卡爾．弗萊什國際小提琴比賽
中獲金獎，二十六歲時成為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教授，現也兼任中國中央音樂學院教
授；另有高參、李傳韻、陳曦、楊天媧、
徐惟聆等，現均為令世人矚目的小提琴演
奏家。

跟呂思清一樣出生在青島的李傳韻，
十三歲時就舉辦帕格尼尼專場音樂會，完
整演奏了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隨想曲，後考
入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深造。提及尼科羅

．帕格尼尼，人們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具
有鬼斧神工的意大利小提琴巨匠，其譜寫
的二十四首隨想曲展現了小提琴最複雜的
全部技巧，是對小提琴演奏者的最大挑
戰，其第十三首為《魔鬼的笑聲》，他也
就被稱為 「魔鬼小提琴家」 。年幼的李傳
韻也因此被戲稱為 「魔鬼天才」 。

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以帕格尼尼的名
字命名的國際小提琴比賽每兩年在帕格尼
尼的故鄉熱拿亞舉行，被認為是最有權威
的國際小提琴比賽。令人格外驚喜的是，
中國有四名選手先後榮獲金獎，他們是：
呂思清（一九八七年），黃濱（一九九四
年），黃蒙拉（二○○二年），寧峰（二
○○六年）。二○○七年四月，這四位獲
獎者一起前來紐約和波士頓舉行 「帕格尼
尼之星」 音樂會，深受美國聽眾歡迎，華
人聽眾更是無比欣喜。他們演奏了經典名
曲：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
曲》、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薩
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西貝流士的
《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及《梁祝小提琴
協奏曲》，最後四人合奏帕格尼尼隨想曲
的最後一首，四支不同音色的小提琴時而
對歌，時而重唱，錯落有致，美妙至極。

獲帕格尼尼金獎談何容易，連一來到
熱拿亞也可能令人焦慮不安。黃蒙拉的回
憶給我印象甚深：他孤身一人到熱拿亞那
天是凌晨三、四點，無人接他，他不會講
意大利語，也不知去比賽地點該乘什麼
車，只好背着琴、拖着行李箱隨便攔上一
輛公交車，結果不對，只好下車，再等別
的車，偶然上對了才安下心來。他的故事
使我聯想到胡坤的一次經歷：有一年他由
瑞士乘火車前往比利時參加伊麗莎白女王
小提琴比賽，火車要經過法國，他不知道
要有過境簽證，結果半夜裏被從車上趕下
來，孤身留在瑞士車站，直至有個好心的
醫生理解他的手語，才開車把他送到機場

改乘飛機，終於沒有耽誤第二天的比賽。
我想說的是，中國年輕一代音樂人在為國
爭光的途程中，曾經歷了多少不為人知的
艱難困苦！

好消息不斷傳來，二○一八年第五十
五屆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賽榮獲金獎者又是
一個中國名字：朱凱源，美國一個十八歲
的華人子弟，父親和祖父都是生長在中國
的小提琴手。

台灣也不斷有佳音：陳銳，二○○八
年獲得梅紐因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一名，二
○○九年獲得伊麗莎白女王小提琴比賽第
一名；曾宇謙，獲得二○一五年莫斯科柴
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小提琴第二名（第
一名從缺）。他們使我想起了林昭亮，更
早從台灣飛起的 「雲雀」 ，現今國際樂壇
上最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我曾在紐
約採訪他，請他談談他的演奏風格，他答
道： 「我追求抒情和優美的風格。我認
為， 音質十分重要。我喜愛小提琴是因
為它的歌唱般的音色。小提琴是最接近於
人的嗓音的樂器。我試着在琴上模擬人
聲，使音色柔和，樂句流暢。我不會拉得
很強烈，用一句網球術語，我不認為自己
是一個 『強選手』 。」 他說： 「我最喜愛
和崇敬雅沙．海菲茲，他是我心目中最偉
大的小提琴家。」 有一次，一個問路青年
問海菲茲： 「去卡內基音樂廳該怎麼
走？」 這位大師答非所問： 「苦練！」 林
昭亮曾借住在曼哈頓一座設備簡陋的舊公
寓樓，就因為這座樓的牆壁很厚，他可以
不干擾鄰居，在四道厚牆之間 「苦練」 。

苦練，還有天賦，家庭的支持，老師
的教導，社會的關懷，應是一代代小提琴
人才茁壯成長的必要條件。正是有了一個
藍天般的環境，一種風調雨順的氣候，我
們的雲雀才能高飛翱翔，我們的小提琴家
們才讓我們的世界不斷回響着人類的美好
歌聲。

說起理
想的生活，
我會想起海
子的詩，餵
馬、劈柴，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簡單質樸的
語言，令人

嚮往的畫面。可是， 「餵馬、
劈柴」 之後是 「周遊世界」 ，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之前
是 「我有一所房子」 。可見，
悠閒和情調固然重要，金錢和
物質基礎也是不能缺少的。

馮唐曾經在一篇小文中寫
到：女人不一定非要很富有，
但是需要有個可以養活自己的
工作。要有個自己的房子，相
對清靜，旁邊有些林子或者
水，可以走走。有足夠的錢滿
足自己的衣食住行還有精神享
受，有足夠的錢給自己買花
戴，買新上市的好看的裙子
穿。

雖然 「不一定非要很富
有」 ，提到的樣樣也離不開物
質，即便不是非常富有，至少
也是經濟自足，或者中等富
裕；不過僅僅如此恐怕還不足
以稱之為理想的生活。理想的
生活，還需要有精神層面的滿
足。

四通八達的信息和資訊令
我們的生活豐富多彩，同時我
們的精力和注意力也被分散得
七零八落。程式化的日常，日
復一日，這樣機械化的重複和
缺乏專注度的隨機，容易讓人
感到彷徨和迷失。

經歷了生活變故的許紅
豆，渾渾噩噩，她出神地凝視
着牆上那隻巨大的掛鐘，齒輪

咔嚓咔嚓地挪動，然後她終於
不堪重負地暈倒。這是電視劇
《去有風的地方》中的一幕，
是女主人公許紅豆決定辭職，
放棄在北京朝九晚五的生活和
奮鬥的轉折點，也是她即將與
男主人公謝之遙相遇並開啟愛
情故事的起點。許紅豆來到了
雲苗村，她帶着好友生前的囑
託，希望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快
樂的理由。在陌生又寧靜的鄉
村，她打開了新的生活，認識
了許多新朋友，其中就有放棄
北京高薪回故鄉創業的謝之
遙。

我朋友說謝之遙的人設完
美，集眾多優點於一身，溫暖
而不耀眼，貼地而不油膩。
我欣賞謝之遙肩負着理想，
更喜歡他一身的煙火氣，不
脫離實際，會低頭妥協，是
務實又踏實的理想主義者。

其實，劇中的理想主義者
還有大學畢業就扎身農村基層
工作的黃欣欣，返鄉支持謝之
遙創業的謝曉春，一心追求創
業夢的馬爺，筆耕不輟的網絡
作家大麥，堅持音樂理想的老
胡。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卻
都有堅定的理想和追求，不放
棄、不動搖。他們從不同角度
詮釋了人生理想，也鼓舞並感
動着許紅豆，啟發她找到生活
的方向，重新出發。

理想，是精神寄託，是指
引方向的燈塔，是能夠源源不
斷輸出精神價值以實現精神自
足的利器。理想的生活，恐怕
還是不能離開理想。海子說他
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而
我還在尋找我的理想，和我心
目中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生活

驚 蟄

如是我見
楊不秋

HK人與事
陳中威

旋轉舞台
陳安

廿四節氣

 












































三月一日，香港解除口罩令。將近三
年時間，九百五十多個日子，今天，終於要
看到大家的臉了。過去某次的大學課上，一
位教授說過，教了書那麼久，還是不適應看
不見同學的臉。教書就像是一次次演出，我
就是表演者，而你們是觀眾，我在課上設計
的講述節奏、互動的小笑話都要看着同學的
表情作為回應的。以前看到同學打了哈欠就
知道要加快節奏，看到同學微微一笑就能意
會到笑話成功逗笑了各位。然而如今，你們
和我位置相同，我站着說，你們坐着聽，卻
是口罩相隔，距離被拉得很遠，雖然勉強可
以從同學的眼睛猜測大家的情緒，但沒有了
整體的面部表情，總感覺缺了什麼。

教授這段話好像說了很久的一段時
間，內容真摯使我記得尤為清楚。三月的第

一天，天公作美，陽光撲面。街道上的馬
路、大樓，行走中的單車、汽車，形態都沒
有改變，但我卻看得比昨天清楚。看清楚了
馬路上趕路的人，大樓下行走的人。我有所
改變的，是脫下口罩以後，看世界的心態。

上學路上，一如以往。十有八九的
人，依舊都戴着口罩。網絡上，對於自己要
不要脫口罩的討論很多。路上的人，都戴着
口罩。他們的真面容是怎樣的？他們口罩下
的表情是怎樣的？我都無從得知。脫下口罩
又如何，戴着口罩又如何？今日天氣寒冷，
所以戴口罩保暖？是沒時間化妝，因為方便
而戴口罩嗎？原因有千千萬萬個。我想，大
概大家都需要一個過程──任何事，都需要
一個適應的過程。

走着，想着，我來到課堂。老師戴着

口罩，同學亦是。我又好像在中學時候，因
為某些特殊事情，可以直接穿體育服上學，
令其他同學尤為羨慕的特殊的那一個。而今
天，是每個人都可選擇戴口罩與否，這本是
一個可選擇的機會。老師繼續講課，我一邊
聽，一邊想像老師脫下口罩的樣子，一如過
往的三年，懷着好奇。老師發問，我舉手，
同學們都將目光放在我身上，準確來說，應
該是我的臉上。至少我在中學時期，同學反
應不會像此刻這麼大。可能大家都想要看
看，一個同學是怎麼張嘴回答問題的吧？想
到這兒，我因被眾人注視而緊張的心，就有
所放鬆。我需要時間適應，大家都是。

晚間時分，夕落暮升。我漫步在河
邊，一如以往，而大家臉上的表情，變多
了。我趴在欄杆之上，看着流動的河。淺淺

的它，反照着我帶點期待的黃臉蛋，透視着
河底下的黃沙石。它們似乎都靜止了很久，
有三年之長嗎？都一直呆立着嗎？我瞇着
眼，注視着，疑問道。夜間的河面亮着光，
是燈光，還是月光？望着那些沙石，我好像
看出了自己來，我又何嘗不是一顆呆立着的
黃沙石呢？河水又在流動，它一直都是，翻
動着表面的泥石沙土。忽而，對岸河畔，傳
來一陣喧囂嬉戲的聲音，我的目光不由自主
地看過去。一群人都脫下了口罩，談笑打鬧
着，正是過去人們在河邊的面目，是快樂
的。河水依然在流動，我仍趴在欄杆上，看
着沙石，沙石猶在。

今天是我第一天重新 「見人」 。今
天，你看到我，我看到你。相信我，一切都
在變好。我是，你是，大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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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線
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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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催花雨，數聲驚蟄
雷」 ，今日迎來 「驚蟄」 節氣。此
時節 「數九寒天」 結束，春暖花
開，萬物復甦，正式步入 「紅入桃
花嫩，青歸柳葉新」 的仲春時節。

驚蟄，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三
個節氣，說的是溫暖的氣息使蟄蟲
從冬眠中漸漸甦醒過來，開始四處
活動。另一個意義是春天的真正開
始，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將迎來一派
濃濃春光，桃花、杏花、薔薇盛放
一時，枝頭春意鬧。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