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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今 年 是 香 港

「文壇教父」 劉以鬯
逝世五周年，亦是
「藝文對話王」 也斯
逝世十周年。遙想上
世紀七十年代，劉以
鬯編輯《快報》副
刊，扶掖後輩也斯，

成就了小說《剪紙》的連載，更因此締
結了一段長達近半世紀的師生情緣。而
今回想，師徒二人俱已作古，然則往事
並不如煙，正應了劉以鬯代表作《酒
徒》中的一句話── 「所有的記憶都是
潮濕的」 。

在《現代小說家劉以鬯先生》一文
中，也斯回憶與心儀小說家劉以鬯的初
次邂逅：他坐下來說話，一邊用漿糊黏
起稿紙發稿，拆閱來稿和來信，校閱排
字房拿過來的大樣，勾出錯誤，一面就
天南地北地談文壇掌故。即使日常瑣
事，比方來時路上過見的車禍，他可以
三言兩語生動地把它說出來。他對生活
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反應敏捷，而且有
難得的幽默感。有時他壓低聲音，說一
兩句挖苦報館的笑話……寥寥數筆，已
栩然傳神，將遊刃有餘的資深編輯與妙

語連珠的天才作家的合體形象躍然紙
上。

就文章點題的 「現代性」 ，也斯認
為，劉以鬯即使置身爭議性處境，亦平
實面對矛盾而不加掩飾，發揮透視現實
的精神，既不故作浪漫，也不假作溫
情，他遠離宗教的超越或鄉土的傷感，
以藝術作為一種存在的探索，重新書寫
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重新塑造了一
種現代人的平視和理解，重新界定了小
說家的可能性，堪稱真正的 「現代」 小
說家。

劉以鬯而立之年移居香港，作為南
下文人，在 「借來的時間」 、 「借來的
空間」 ，夾縫求生，一邊寫流行小說娛
樂讀者，一邊寫嚴肅小說娛樂自己，不
僅 「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了下來」 ，而且
開創中國意識流小說之先河，奠立了
「香港純文學之寶」 的江湖地位。在也
斯眼中，劉以鬯在大量生產流行小說維
生的同時，仍然堅持寫作精緻的短篇創
作，在商業報刊上包容文藝，猶如高難
度的走鋼線冒險，殊為不易。

面對報刊的商業壓力，副刊編輯自
然也無法幸免，劉以鬯卻總是山人自有
妙計： 「每次壓力下來，他就約多幾個

通俗欄目，或者把什麼言情的東西抬到
報端；壓力稍緩了，他又繼續刊登文藝
性的實驗。」 也斯直指劉以鬯耕耘《快
報》副刊廿五年，從中足見其在商業社
會容納文藝的苦心，並非基於功利關
係，而是純粹出於編者對文藝的堅持。
正是有賴於擇善固執，他孤軍從政商媚
俗泥沼救出無數作品，令香港人對中國
現代文學有了新的認識。也斯還以親歷
者身份自述當時在《快報》副刊寫稿享
有很大自由，從各種文藝評論到小說散
文創作都有所嘗試，就連報館壓力也在
不知情下為編者擋去，直言七十年代在
《快報》寫稿實屬一種幸運。

在劉以鬯逝世五周年之際，不免再
一次讀書思人。深值欣慰的是，不久前
獲悉有出版社將首次結集出版劉以鬯中
篇小說《馬來姑娘》，典藏復刻絕版多
年的長篇小說《陶瓷》，並由遺孀梅子
彙編《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
藉回憶文章追述與長輩、同儕、後秀等
十五位不同輩分文友的交往故事，再現
香港 「文壇教父」 的書人書事。今年香
港書展期間，還將以 「劉以鬯的書和
人」為題，舉辦講座，以資紀念。屆時，
又會邂逅多少不為人知的潮濕記憶？

大灣區文化和大灣區文化建設
近期在多個場

合聽到談論大灣區
文化建設，這裏面
包含兩層意思，一
是在粵港澳大灣區
進行文化建設，是
相對經濟建設而
言，另一層意思，
是 「9+2」 的大灣

區應該有大灣區文化，但何謂大灣區
文化，恐怕一兩句話不容易說得清
楚，不過，有心人無意中用實際行動
詮釋大灣區文化的內涵。筆者幾天前
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參觀甲子書學會
舉辦的 「嶺南曲韻動墨池」 書法展，
發現展出作品書寫的內容除了傳統的
古代詩詞和名人名句，還有著名粵曲
唱詞或粵語歌曲的歌詞，甚至有白話
兒歌歌詞，現場還展出一把私人借出
的古琴，令這個書法展呈現一種與眾
不同的風格。和剛剛主持 「書法對我
的感悟與啟發」 講座的甲子書學會會
長蘇樹輝博士聊了一會兒，才知道原
來這個展覽的策劃別具匠心。

蘇博士介紹，本次展覽突出
「書」 和 「韻」 的結合，要求會員提
交參展作品時，其中必須有一幅作品
的內容是抄寫嶺南文化膾炙人口的曲
詞，無論粵劇、流行歌曲或童謠都可
以，意在把中華民族傳統的書法藝
術，與嶺南音樂戲曲結合起來，令參
觀者既可以欣賞書法藝術之美，還可
以感受粵曲粵劇的詞意及音韻之美。
現場所見，不止一位年長參觀者情不
自禁低聲念出來哼出來，也有西人認
真仔細觀賞。蘇博士向我介紹時，背
後是他寫的一幅行書作品： 「客途
秋，報風流，夢瀟湘，琴怨玉離
魂」 ，還有幾行清秀小字 「白駒榮
小明星 嚴淑芳 薛覺先名曲」 。優
雅南音配飄逸行書，念港大數學系出
身的蘇博士對嶺南文化情有獨鍾，多
年醉心書法功力深厚，令人佩服。

在二百多幅作品中，內容與嶺南

樂韻有關的佔三分之一，有抄寫任劍
輝、白雪仙主唱的《李後主之去國歸
降》全部唱詞、粵曲《文成公主》唱
詞，還有黃霑作詞的《滄海一聲
笑》、廣東童謠 「月光光，照地堂，
蝦仔你乖乖瞓落床」 等等。也許是筆
者少見多怪，一個平常書法作品展，
因為加入嶺南曲樂的元素，便顯得品
味獨特，有一種 「尋常一樣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的效果。

說回大灣區文化。大灣區 「9+
2」 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也同屬嶺
南文化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二○
一九年二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二○二○年十二月國家
文化和旅遊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和旅遊發展規劃》。建設大灣區是
一項國家發展戰略，筆者認為，打造
粵港澳大灣區人的身份認同，是大灣
區建設的應有之義，而所謂大灣區文
化，就是大灣區人的集體精神表徵，
這種文化有其豐富而獨特的內涵，最
基本的就是既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
基因，同時又有植根於粵港澳大灣區
「9+2」 城市共同的嶺南文化元素。
嶺南文化的根在珠三角地區，源遠流
長，人才輩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

嶺南文化在香港得到很好的傳承，並
且發揚光大。

循此路徑，大灣區文化建設和發
展有很大空間，除了以大灣區名義舉
辦各種文藝活動，例如剛剛在亞博館
舉行的 「灣區升明月」 2023大灣區
電影音樂晚會，還可以粵港澳共建文
化設施和機制，例如建立大灣區音樂
戲曲院校，共同培養嶺南文化人才，
可以組建大灣區文藝團體，例如大灣
區粵劇團等。建立一所大灣區電影學
院，或者有助重振香港粵語電影的國
際地位。

此外，特區政府正在規劃發展北
部都會區，總共涉及面積達三百平方
公里，與深圳合作推展 「雙城三圈」
的規劃和發展概念，當中包括建設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毫無疑問，北部都
會區對建設大灣區意義重大，如果能
在北部都會區規劃建設一個大灣區文
化主題公園，把包括嶺南文化在內的
各種文化元素納入其中，把文化和旅
遊結合起來，這不僅能為整個北部都
會區增添文化氣息，也可發揮香港國
際化的優勢，讓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
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嶺南文
化。

最近跟着一位
喜歡研究柏林 「犄
角旮旯 」 歷史的
「德國通」 戴老師

在柏林隨便走了
走，才發現這些
「邊邊角角」 的冷

知識還挺有意思。
怎麼會想起要約着走走看看，還得

從一張照片說起。
那天戴老師發了一張周恩來總理當

年在柏林時的舊照，幾位朋友就開始討
論周總理的故居和這張照片拍攝的位
置。照片裏周總理正在一個湖上划船，
柏林周邊數以百計的大大小小湖泊，怎
麼知道這是哪一個呢？

於是，我們便相約一起去找找看，
我們猜測的那個湖逛逛，順便聽戴老師
講講他 「挖掘」 的歷史。

戴老師做了自己的 「功課」 ，也讀
了網上的一些分析，覺得周恩來總理當
年划船的湖應該就是位於柏林 「中央公
園」 裏的名叫 「新湖」 的湖。原因有幾
點，第一是就船而言，在柏林提供木槳
船的湖並不多，這裏是其中之一；第二
就船的編號的名字，也符合新湖的 「船
家」 到現在都沿用的習慣；第三，對比
了一下後面的樹木和湖岸的樣子，看着
還是和新湖符合的。

於是我們一起走到這個湖邊，看着
初夏的陽光裏划船的人們，想像着當年
周總理在這裏的場景。

說到這個新湖所在的 「中央公
園」 ，其實從德語直譯過來應該叫做
「動物的花園」 ，緊鄰這個 「動物的花
園」 又有一個動物園，這難免讓人覺得
蹊蹺。原來，早在普魯士時期，這整片
地方都是普魯士國王狩獵的地方，原來

是個狩獵場，所以還被叫做 「禽獸
園」 。後來人們覺得狩獵也有點殘忍，
便特意規劃了一個片區，做成了供人參
觀的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
園之一，佔地不大卻是世界上物種最多
的動物園，有兩萬多個物種，這個紀錄
至今未被打破。後來戴老師解釋說，一
般動物園都不包含水族館，但柏林動物
園包括了物種繁多的水族館，所以全靠
水族動物的物種取勝。不得不說稍微有
點作弊。不過前兩年在這個動物園出生
的熊貓雙胞胎寶寶着實吸引了歐洲各國
的遊客前來參觀。

動物園的邊上有一棟深灰色的方方
正正的建築，仔細一看發現竟然是西班
牙使館。比起隔壁 「使館一條街」 上各
自按本國風格設計建造的大使館，這個
西班牙使館絲毫沒有印象中西班牙人熱
情奔放的個性。戴老師告訴我們，這個
使館其實是當年德國贈送的，所以保留
了當時德國人個性中的堅固耐用包豪斯
風格，也就沿用至今了。

而西班牙使館這個外牆石料的深灰
色，也意味着這個建築的年代相當久
遠。柏林的很多建築都取材於東邊的薩
森州山區，那裏的石頭剛運來其實是紅
色的，然後隨着時間久遠會慢慢變成灰
色，再變成深灰色。所以人們能夠通過
石頭的顏色來辨別建築的年代。

我們繼續走走看看，路過了倖存於
轟炸裏的瑞士使館，看到了外牆上的槍
眼；聽戴老師講了參與設計泰格爾機場
和柏林新機場的建築設計師曼哈德．馮
．格康多年來的成就與紛爭；還看到了
東德西德在建築上的競爭等等。

不得不感嘆，柏林處處都是蘊養歷
史的土壤，讓這座城市充滿了故事。

新湖及周邊

東言西就
沈 言

柏林漫言
余 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市井萬象

 





























雙城．紀
「雙城．紀──亞運之光」 紀實影像展現正於

廣州圖書館和杭州圖書館同步舉行。是次展覽以
「亞運」 為主題，以動靜結合的方式展出了三百餘

張亞運紀實照片、十餘段亞運視頻資料和多件承載
亞運記憶的實物，包括亞運火炬、吉祥物、會徽、
「闊闊真公主號」 等。

圖為廣州圖書館展覽一景。 中新社

那天跟一位對建築史有研究的朋友聊天，
聊到瓷磚，他說瓷磚很早就已經出現在南洋，
而且比中國嶺南地區及老上海更早。可是有不
少人還以為南洋老房子的 「花階磚」 ，是由南
來的先輩從中國引進的。

他給我說南洋瓷磚的歷史，補的不是瓷磚
知識，也不是製造瓷磚的技藝，而是血色的呢
喃。

十七世紀開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
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為擴張海外領土，先後
陸續進入東南亞，以殖民手段侵佔土地。在被
控制的地區，實施戰略性殖民管理；以開疆
闢土、種植、挖礦、採煤、建立港口等多樣性
的實施來配合有計劃的資源掠奪。而建立商
埠，則為開拓海外貿易市場，為母國帶來商業
利潤。實施這些計劃，首先需要的是大規模
的勞動力，那往哪去招募呢？於是這些殖民
主義者把目光投向當時天災人禍頻繁的中國東
南沿海地區。由於天災，再加上人禍，生活困
苦的農民，紛紛響應招募，以契約勞工或豬仔

形式掀起一股下南洋熱潮。與此同時也出現了
另一波移民── 「新華僑」 ，他們之所以奔赴
南洋，目的是尋求更好的發展。這些商人的
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高，當中不乏有識之
士。除了做生意，他們在僑居地成立會館、辦
學，設醫館，在政經文教各方面亦多有建樹。
在那樣的時代空氣裏，那是一股有激昂成分的
力量。

瓷磚晚於南洋出現在嶺南地區及老上海，
是因為瓷磚的引進，得等到這些衣錦還鄉的商
人，在家鄉修建豪宅時，將南洋殖民風格的洋
房優點結合起來，建成中西合璧的花園洋房。
於是來自西方的瓷磚便派上了用場。（其實最
早發現瓷磚的地方，不是在歐洲，而是在埃及
金字塔，用以裝飾內壁。後來由中東傳入歐
洲。）所以這些中西合璧的老洋房，地上的花
磚多是歐洲舶來品。尤其是黑白相間棋盤格圖
形的，那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特有風格；沒
有細節，明快乾淨，反而簡約出品位，百看不
厭。

聽他如此一說，立刻想到三十年前那位發
跡新貴的新居，以及他那 「磅礴」 的創意──
地磚上牆。那麼多年過去了，至今仍印象深
刻。回想那些年，鋪瓷磚的勢頭可說是銳不可
當。若問這趨勢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還真
說不上來。反正那些年流行鋪瓷磚，而且創意
無限；原本鋪貼在地上踩踏的地磚，竟不管三
七二十一地從地上一直鋪貼到天花板上去，而
且不選用色彩柔和，簡約低調的圖案，反而一
派花團錦簇，彩色繽紛，並以大範圍圖形描述
各種花花草草；有大而亮眼的向日葵、有華貴
的牡丹、有艷麗的玫瑰，還有出於污泥而不染
的荷花，荷花水裏還游着兩條鯉魚呢。花間除
了蝴蝶飛舞，還有蜻蜓點水……如此大量繁殖
式的蔓延，看得我眼花繚亂──那是三十多年
前的一次瓷磚 「革命」 。而今那時光的車輪已
輾壓遠去，終於可以看出來，最懂得欣賞瓷磚
的終究是中華民族。走過一百多年歲月，審美
在裝飾與藝術性中流轉，所釋放出來的巧思，
典雅有之，浮誇不缺；橫跨歐亞，踩踏出來的

是一條悲涼而浪漫的荊途。
每次去嶺南地區，看到那些中西合璧的老

房子，閩式的也好，粵式的也罷，覺得最美麗
的是地上的花磚。經過歲月浸潤，更彰顯出那
質地的堅實、耐磨、雋永、沉穩和細膩，這些
都得慢慢去體會。總覺得房子無論多華麗堂
皇，花磚始終是靈魂。

那麼南洋殖民風格的老房子，又是如何的
呢？就說檳城的裕榮莊吧。那是孫中山在南洋
的重要革命基地，是黃花崗起義的策劃所在。
可以這麼說吧，那是時代賦予的歷史完成，所
以它一直都在。而這老宅最特別的是，進門即
見花磚，明快有序，一片花海似的，美麗極了
──那可是步步生花啊！

我們這一代人，半新不舊，夾在新與舊之
間，我們 「發思古之幽情」 的情思，悠遠而感
慨，卻又是溫暖的。懷舊不是復古風潮，是傳
統與現代的融合。而對新科技所帶來的各種方
便的感恩，也跟悠遠之思的心靈感受合該是一
樣的吧。

花

磚

文化什錦
李憶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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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是大灣區文化同根同源的藝術，圖為粵劇《文成公主》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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