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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孩子還有機會撒野嗎？
一歲半的兒子現正

在香港的一家久負盛名
的早教學校上課，課上
老師會訓練孩子聽懂指
令，坐正聽老師講故
事，背手起立唱校歌，
甚至在口罩令取消前，
孩子必須戴好口罩才能

上課，否則就要被 「請」 出教室，直到
把口鼻蒙住。如果孩子上課哭鬧，也會
被老師 「特殊對待」 ，直到情緒平復下
來才能回到教室繼續上課。

作為寵兒心切的新手媽媽，看到孩
子被下規矩、被 「冷靜」 ，總覺得有些
不太人性化。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孩
子接受社會化、進入學校生活而必須邁
出的第一步。

幾天前，孩子外婆趕來港探親。交
流起成長教育時，外婆有些感慨，現在
的孩子還有機會 「撒野」 嗎？

外婆講起孩子外公兒時的故事。外
公出生在東北的農村，小時候貪玩，借
着上山砍柴的功夫，和小夥伴出去摸
鳥、爬樹，忘記了時間，更把 「任務」
拋在腦後。抬頭一看天要黑了，於是抓
起一個大樹枝，來不及打成一捆一捆的
柴火，就拖着比身子還長還寬的樹枝瘋
也似的跑下山回家，把大樹枝留給大哥
大姐 「交差」 。外公的大哥大姐笑道，
剛剛抬頭看見遠處的山路上揚起一溜
灰，原來是你拖着大樹杈跑下來。

外公十八歲考上大學，又到北京工
作，如今，他在城市生活的年頭遠遠長
於在農村的十八年。看到外孫在香港出
生、 「上學」 ，一方面感嘆現在的孩子
真幸福，一方面又隱隱擔憂，城市的生
活，能否讓孩子體會到 「撒野」 的快
樂。

外公眼裏的 「撒野」 ，不是孩子的
無理取鬧，也不是撒潑打滾，而是讓孩

子在沒有 「這規矩、那規矩」 的束縛下
恣意地玩耍，親近自然。記得我小時，
每到周末，他就帶我去北京郊區爬 「野
山」 、下 「野河」 摸魚，還去水庫游
泳；每逢寒暑假，就把我帶回他的農村
老家，陪老家親戚上山放蠶採蘑菇，到
山泉小溪間洗衣洗菜，有時還能坐着牛
車去縣城裏 「趕集」 ……種種經歷，似
乎映射的是根植在漢民族基因裏的鄉土
情懷。

其實香港 「撒野」 的地方很多啊，
數不清的行山徑風景秀麗，觸手可及的
碧海白沙羨煞內陸長大的人，粵港澳大
灣區豐富的親子樂園、動物園、海洋館
讓孩子大開眼界，世界各地旅遊更是暢
通無阻……這些都是香港在中央關懷下
擁有的不可比擬的優勢。而學校教授孩
子成為守規矩的世界人，那只是個體成
長的一部分。至於 「撒野」 ，是家庭的
自留地。

指尖傳情
在倫敦市中心

聖潘克拉斯國際火
車站，我不止一次
遇到如下場景：隨
着一陣陣悠揚的鋼
琴聲，行色匆匆的
人們突然放慢腳
步，逐漸向琴聲那
裏靠攏並靜靜駐足

聆聽，那一刻時間彷彿凝固，世界只
屬於那位彈奏者。

終於有一次，我也和其他人一樣
滿懷好奇地圍上去，近距離欣賞了被
自己錯過多次的演奏。眼前彈琴者是
一位年輕女孩，她身旁擺放着一件手
拉行李箱，看得出是一位過客，而她
彈奏的是一架深色直立式鋼琴，琴身
略顯陳舊，但音色純正，尤其是那玻
璃般清脆的高音，明亮悅耳，激盪人
心。當最後一曲彈奏完畢，四周響起
掌聲，女孩也起身禮貌地向大家致
意，隨後拖着行李箱消失在人潮中。
此後我又圍觀了幾次這樣的演奏，雖
然每次彈奏者各不相同，水平也參差
不齊，但那悅耳琴聲給人的感受都同
樣美妙。

在我的認知中，一些公共場所常
有商家擺放的鋼琴，除有裝飾效果
外，也供遊人消遣，不論你琴藝如何
都可小試身手，倫敦火車站的這架鋼
琴也概莫如此。然而，二○一九年英
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一篇老人
與鋼琴的報道，卻完全顛覆了我的想
像，原來這架每天被無數人彈奏的鋼
琴，並非 「共享」 那麼簡單，其背後
竟有着溫暖感人的故事，令我對再普
通不過的鋼琴另眼相看。

一切要從英國老人丹尼斯．羅賓
森說起，當時已九十多歲高齡的他，
每逢周一和周五都會花三十分鐘的時
間，從倫敦南部搭火車趕到聖潘克拉
斯國際火車站，他的行程只有一個目
的：奔往那架深色直立式鋼琴，然後
坐下來開始他當天的演奏。他之所以
多年堅持如此，皆因鋼琴是他的妻子
黛安於生前捐贈給火車站的，而自從
黛安去世之後，去火車站彈奏鋼琴便
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託。在他看來，
此舉除了能夠思念故人，更重要的是
有一群每天都不一樣卻又同樣欣賞他
音樂的觀眾，當中甚至包括了倫敦西
區著名歌手塞利．奧康納，兩人合作
彈奏的《在彩虹上方》（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還被路人拍攝並
上傳至網絡，得到超高的點擊率，大
家紛紛為老人的樂觀精神點讚。

實際上，黛安當初向火車站捐贈
鋼琴並非突發奇想，而是響應一項名
叫 「彈我吧，我是你的」（Play me, I
am yours）公益活動的號召，用該活
動創辦人、英國藝術家盧克．傑拉姆
的話說， 「放置一架鋼琴在一個公共
空間裏是一個催化劑，可以讓城市中
許多看不見的群體大聲地交流。」 在
他的倡議下，英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
二手鋼琴，將它們擺放到火車站、機
場、廣場甚至公園等公共場所，僅倫
敦就有超過五十架，即使在偏遠的街
區也能找到。明星和藝術家們的參與
也為活動增添了活力。二○一六年，
英國國寶級歌手及作曲家埃爾頓．約
翰（Elton John），為聖潘克拉斯國際
火車站捐贈一架雅馬哈鋼琴，並在上
面留下親筆簽名： 「享受這架鋼琴
吧，這是一份禮物」 ，他之後進行的
現場演奏，將活動的氣氛推向高潮。

自二○○八年活動發起至今，全
世界範圍內有超過六十五個城市的街
頭，放置了二千多架二手鋼琴供大家
彈奏，人們可以登陸活動的官網查詢
鋼琴的具體分布。在二○一五年五
月，該活動也來到香港，當時全港多
個地區擺放了由幾位本地設計師裝飾
過的十多架鋼琴，吸引了大批市民以
琴會友，共襄盛舉。

據傑拉姆本人憶述，創辦該公益
活動是受兩個因素啟發。一個是二○
○三年在 「音樂之鄉」 謝菲爾德發生
的真事，有一位名叫道格．皮爾曼的

學生自己無法獨立將一架二手鋼琴搬
到樓上的新公寓，於是就把鋼琴留在
了街邊。但他並不想將其遺棄，為了
防止雨淋日曬，他特意在鋼琴上方釘
上篷布加以保護，同時搬來一把椅子
並擺放一個牌子，上面寫道： 「希望
大家能像在家中一樣，可以隨意坐下
彈奏一曲。」 傑拉姆覺得這樣的創意
實在迷人。

另一個是來自於傑拉姆的親身經
歷。有一次他發現，每個禮拜他都會
去的一間自助洗衣店，總是會遇到同
樣的那幾個人，但是大家形同陌路，
彼此從不交談。怎麼樣才可以鼓勵陌
生人進行對話？或許音樂能成為人們
的共通語言。正如他後來在紐約時報
廣場舉辦活動時所說，鋼琴猶如一塊
空白畫布，不僅點綴了城市，人人都
可以在其上展示自己的藝術想像力。
「任何人都可以即興彈奏一曲，你常
常可以看到一些互不相識的人在街頭
鋼琴前切磋技藝。」 這無疑給人們提
供了一個自由表達自己並與他人交流
的機會。

在更多人看來，這些鋼琴不僅有
助於打破隔閡，還為生活增添了色
彩，試想一下，在車站或機場漫長又
乏味的等待中，欣賞現場音樂是多麼
令人驚喜，而那些懂得樂器的人面對
鋼琴又怎能無動於衷。尤其值得肯定
的是，有關公益活動中將鋼琴捐贈給
當地學校和社區音樂團體，對於貧窮
家庭的孩子來說，也許因此改寫了命
運。就像電影《海上鋼琴師》中的說
的那樣，鋼琴只有八十八個鍵，卻可
以奏出無限的樂章。

三月巴塞爾
藝術展以及藝術
中環之後，香港
的藝術市場並未
停止熱鬧：先是
M+、香港故宮
和香港藝術館各
自有特色展覽開

幕，又有蘇富比和佳士得等拍賣預
展登場，上周末，又遇上一連四日
「買得起的藝術展」 （Affordable
Art Fair），慶祝其來到香港的第十
個年頭。

顧名思義，「買得起的藝術展」
挑選展品及營銷推廣的關鍵，在於
評估藝術品的定價是否為大眾所接
納。現場所見，展品定價大多在一
千港元至數萬港元之間，最貴的展
品也不會超過十萬港元。對於聽多
了拍賣市場天價藝術品動輒數千萬
乃至上億元定價的你我來說，見到
如此平宜的價格，免不了會動心，
挑選數件帶回去贈送朋友或裝飾房
間呢。這也正是該藝術展創辦人的
初衷：只要喜歡創作並樂意表達，
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可以購買
藝術品並建立自己的獨特收藏。

今年第十屆 「買得起的藝術
展」 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共有來
自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九十多間畫
廊參展，其中香港畫廊佔近一半，

另外還有來自日本、東南亞和歐洲
等地的參展商。遠道參展的畫廊並
不算多，或與疫後全球經濟仍未完
全恢復有關。但今年也有不少畫廊
和藝術家首次參展，有些看重香港
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質，有些亦希望
以香港為平台，與內地藝術品藏家
建立關聯。除了畫廊參展，展會現
場亦配合十周年安排了特別展區及
親子繪畫空間等，為整個展會帶來
更豐富的面向。在筆者看來， 「買
得起的藝術展」 未來如欲進一步拓
展市場並吸引客戶，或許不能僅僅
以 「平價」 作為招徠的理由。

我們固然知道藝術是人人皆可
觀賞、親近及收藏，但如果只用
「買得起」 作為標準，恐怕很難幫

助市民公眾尤其是初初接觸藝術的
人們明白藝術品真正的美感和價
值。藝術品的評價標準固然不同，
「好」 或 「不好」 也無法僅僅依靠

價格或是藝術家的名氣來衡量，但
身為藝術文化從業者，有責任透過
美育和藝術教育等工作，幫助公眾
推開步入藝術世界的那扇門，而非
見到巴塞爾的展品便驚呼 「好貴
價」 、來到 「買得起的藝術展」 只
知評價 「這些作品便宜，我也買得
起」 吧。這些，或值得藝術展會的
策展方深思，畢竟，商業與藝術之
間的關係實在微妙。

買得起的藝術展

對於卡森．
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其人其
書，曾有一種難
言的失落感。起
始於多年前沒有
把她的《心是孤
獨的獵手》一口
氣讀完，感受零

散。此後也看了她的中短篇，無論
如何，對她這部問世之作不可能有
完整的看法。年前總算把書讀完，
最後一章敘述某一天，當中心人物
突然亡故，他的朋友回顧過去，各
自苦悶落寞，前景茫茫。卡森寫情
敘事筆調冷靜、詩意濃厚，耐人尋
味。近讀她的自傳《照明與眩
光》，更覺其天賦異稟名傳不虛。

《心是孤獨的獵手》初名《啞
巴》，卡森先寫了故事綱領，詳細
介紹每個人物，並在這個框架內構
思寫作，其間不斷修改。卡森忠於
一己體會，卻被靈感煎熬而無從落
筆。然而一旦醞釀成熟，零碎的色
塊便組成了巨幅的畫面，單調的音
符匯合成交響的樂章。得佩服的
是，卡森年紀輕輕，已能為每個人
物作出深入的 「精神分析」 ，卻不
讓它們停留在概念階段，而是耐心
等待一個情境、一種方式、一個爆
發點，將人物的心理以形象以事件
表現出來。論者都驚訝，何以二十
歲左右履歷不多的卡森對社會和人
性有這樣深刻的透視，成為表現孤
獨主題的聖手。她的觀察力不是修
畢幾堂 「創意寫作」 課能學來的。

卡森的小說背景在美國南方一
個小鎮，其中有五個主要人物：有
音樂天分初解人事的少女凱利（些
許是卡森自況）、鰥居失意的酒館
主人比夫、爭取黑人民權的醫生柯
普蘭、激進的酗酒工人傑克，以及
內心隱秘的啞巴辛格。前面四人各

有情結，卻把辛格當作傾訴者；辛
格本人又常沉默不語，彷彿某些論
者所認為，是一個對人間悲苦沉默
不言的上帝。

卡森把一眾人物融聚在一個小
社群裏，既以全知視角布置故事骨
幹，又以第三人稱視角進入個別人
物的世界，描畫他們日常生活、夢
想和悲歡。因此她仰慕像托爾斯泰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十九世紀作
家，便不令人感到意外。她不太喜
愛伍爾芙，因此雖也同屬心理派小
說家卻不是意識流作家。也許她不
及另一位南方作家福克納博大深
廣，但也沒有福克納的晦澀難懂。
卡森其後寫成《婚禮的成員》和
《傷心咖啡館之歌》，創造力不
減，但因健康惡化，未及看到《金
色眼睛的映像》搬上銀幕便去世，
可謂天妒英才。

卡森與丈夫里夫斯早婚，兩人
雖說不上是怨偶，但曾經離異而又
復合。卡森在文學上的成功似乎不
利於彼此的感情，她有太多的文學
夥伴，戲劇家威廉斯是其中的一
位。她也有更多親密的朋友，有男
有女。里夫斯有志成為作家，二戰
時在歐洲服役，與卡森離婚後再彼
此通信，關懷備至。然而戰場的經
歷是另一番筆墨，里夫斯在信裏
說： 「我離死亡越近，越理解死
亡，就越熱愛生命。」 可是受傷退
役的里夫斯患了嚴重的抑鬱症，以
自殺終身。

辛格、凱利、柯普蘭、比夫、
傑克，在卡森的故事裏雖多挫敗，
卻成為歷久常青詮釋 「孤獨」 的藝
術形象。但藝術可以無憾而人生總
必有憾。卡森畢生之憾，也許不是
未能獲得更高的名聲甚或克服各種
病痛，而是無法調解里夫斯的抑
鬱，如同她以最大的同情去解開筆
下人物的心結。

捕捉孤獨的獵手

燈下集
陳德錦

自由談
吳白丁

黛西札記
李 夢

英倫漫話
江 恆

市井萬象

 



















機械植物
位於中環的大館舉辦五周

年系列慶祝活動，當中《奇幻
森林動毛蟲》花園巨型 「機械
植物」 裝置率先亮相。該花園
將自然、藝術和科技結合，利
用多個由布料及氣體製成的軟
體機械人，構成繽紛夢幻的場
景，透過光影、色彩和聲音裝

置，讓觀眾與 「機械植物」 互動，感受大自然與科
技，沉浸在充滿喜悅與玩味的奇妙空間。

中新社

欣澳印象
一灣黃昏水，淡淡杉影舒。
獨釣魚兒靜，閒人愛晚殊。

文、圖：鄭紀農

▲二○一五年，街頭鋼琴活動 「彈我吧，我是你的」 （Play me, I am
yours）在中環PMQ舉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