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邵靜怡

手機突然發生問題開不了機，
只能火急火燎送去品牌維修中心。
工作人員面帶職業性的微笑，告訴
我維修大約需要三到四個工作日，
對於現代人而言，不要說三到四個
工作日，就算三到四個工作小時，
沒有手機也是萬萬不能的，但我也
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放下電話，衝
回家找出舊手機臨時頂上。

插電、開機，曾經熟悉的開機
畫面又出現在眼前。得益於現在各
種APP都有的雲端存儲功能，很快
新舊手機的數據就 「無縫銜接」 。
沒用多久，我就發現雖是 「舊」 手
機，但其實各項功能都沒有問題，
運行速度也不慢，另外某個很方便
的功能新手機也沒有，果然是曾經
用慣了的手機，即使擱置了一段時
間，再重新拿起來還是相當順手
的。那就有問題了：新手機修好拿
回來之後，我要再換回去嗎？新手
機畢竟是新的，整體性能上的優勢
還是明顯的，更重要的是裏面還有
最近一年的資料數據，沒理由不
換，但現在手中這部並不舊的舊手

機又怎麼辦呢？再次打入冷宮，總
覺得有點可惜。

上面的問題並未解決，我腦海
裏又浮現出了新問題：既然 「舊手
機」 沒有問題，那當時我是為什麼
要換手機？努力回憶之下，我才發
現當時的自己其實並非 「需要」 換
手機，更大的可能性是當時手機製
造商剛好推出一款新手機，在鋪天
蓋地的宣傳之下，我誤以為自己
「需要」 一部新手機而已。新機到

手，拆封試用的喜悅，完全掩蓋了
錢包的 「哭泣」 ，舊手機也很無辜
地從此被塞在抽屜角落裏，如果不
是這次新手機失靈，也不知何年何
月才有機會重見天日。如果不是這
次新手機失靈，我自己也不會意識
到，我們有許多 「需求」 並非真
實，只是被激發、被鼓動、被創造
出來的而已。

舊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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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冬日，我從就讀的中學回
家，顧不得北風刺骨，拚命蹬着單
車，一心趕回家做飯。母親患癌症多
年，我讀小學時，母親雖然經過了幾
次大手術，但精力尚好，手把手地教
會了我淘米煮飯，做一些家常菜。母
親說， 「這些事我親手教給你，你也
親手做過，才心安。」 我讀中學後，
母親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在灶台前忙
活，成了我學業之外最重要的事。

到家換好鞋襪和衣服，我就一
頭扎進廚房，給母親熬粥──癌細胞
轉移到肝部，母親的晚餐基本上以粥
為主，即便這樣，她也時常痛得徹夜
難眠。待從廚房將粥端出來，我發現
母親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飯桌旁等
我，而是在洗手間裏喚我的名字。我
忙奔過去，母親將一雙洗好的襪子遞
到我手上。這不是我剛剛換下來的
嗎？猶豫間，母親說： 「這襪子我親
手洗了，作為紀念吧。明天，我該去
住院了。」

母親那次離開家，就再也沒能
回來。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就去世
了。母親走後的這二十多年，每每想

起冬日裏那 「親手」 的紀念、教會我
基本生存能力時 「親手」 的心安，我
的眼淚就止不住地落下來。

戀愛時，在選擇中猶豫不決，
促使我下決心的，是如今的愛人，知
道我鍾愛鋼琴，不似其他追求者一般
送我昂貴的演奏會門票或是原版的碟
片，而是邀我到家中親手彈奏了一曲
《夢中的婚禮》──雖然，那技巧並
不高超，甚至還有幾個錯音，但我卻
陶醉其中，這 「親手」 的悠揚，帶給
我這世界上最美好的琴聲和最甜蜜的
愛情。

人的一生，總要親手做一些事
情，才會豐富，也才更真實。不論是
親自下廚做的一餐飯，還是親筆寫的
一封信，抑或是親手彈奏的一首曲
目，都因為有了真誠的溫度，更加有
血有肉，而格外動人。

親 手

又至一年中秋佳節。今年的農曆
八月十五日當天不僅是闔家團圓的節
日，也是巴洛克時期偉大的意大利繪
畫巨匠米開朗基羅．梅里西．卡拉瓦
喬誕辰四百五十二周年。本周應景地
選擇一張以卡拉瓦喬名作《聖母升
天》為封面的唱片。專輯由西班牙維
奧爾琴演奏大師喬迪．薩瓦爾所創建
的獨立廠牌Alia Vox於二○一○年灌錄
並發行，他本人親自執棒其組建的兩
大藝術團體：加泰羅尼亞皇家教堂合
唱團和西班牙國家古樂合奏團，攜手
西班牙女高音蒙特瑟拉特．費格拉
斯、德國女中音克勞迪婭．舒伯特等

多位歌唱家共同演繹莫扎特的《安魂
曲》和《共濟會葬禮音樂》。

身為將明暗對照法在西方美術史
中運用到極致的藝術巨匠，卡拉瓦喬
《聖母升天》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在僅
用燭火照明的巴洛克時期呈現出二十
一世紀電影大片般的戲劇性光影效
果。畫作描繪了聖經故事中聖母升天
的一幕，但畫家略掉了傳統表現此題
材時靈魂飛往天堂的神性想像，取而
代之的是將聖母以凡人去世的形象來
刻畫。卡拉瓦喬對於光線的運用幾乎
完全照搬了畫家的成名作之一《聖馬
太蒙召》──用左上方的一束光斜射

進昏暗的室內，光芒落在聖母慘白的
面頰上，這束光似乎成了她前往光明
天堂的暗示。聖母躺在一個擔架似的
床上，悲傷的使徒們身處陰影部分圍
在她身旁，這一構圖處理加上高光的
聚焦也巧妙交代了人物的主次之分。
室內上方挑起的棕紅色幔帳和聖母的
樸素長袍形成呼應，作品厚重的色調
和強烈的明暗對比不僅預示着巴洛克
風格的崛起，也展現出畫家在沒有燈
光的時代如何將光源引入畫中進而強
化主題的戲劇性。受唱片版式所限，
封套只保留了已逝聖母的局部，其餘
大多數聖徒和室內環境則均被裁切。

「碟中畫」 莫扎特《安魂曲》&
《共濟會葬禮音樂》／《聖母升天》

安息的聖母


紀曉嵐的唐時壘
初秋時節，我到了新疆的吉木薩爾

縣。當地的朋友向我介紹行程時說，
「吉木薩爾麼，就在烏魯木齊邊邊

上。」 等我坐上從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
前往吉木薩爾的車時才發現，這個 「邊
邊上」 原來有二百多公里，開了兩個半
小時，終於在晚上十點半到了酒店。

早上起床，從窗口望出去，遠處青
黑色的山連綿起伏，更遠的山頂上覆蓋
着潔白的薄雪，與極遠的層雲接在一
起。我知道，這便是天山了。一時間，
梁羽生、金庸筆下的俠士奇人湧上眼
前。待下午我從北庭故城遺址返回時，

武俠小說裏奇幻的天山添了許多歷史的
真實。

這片遺址真在吉木薩爾縣城 「邊邊
上」 ，離縣城約十二公里。公元七○二
年，武則天執掌中原王朝，改庭州為北
庭都護府，逐漸發展為天山北麓政治軍
事和文化中心。後來，又成為高昌回鶻
王國的陪都，現存 「西大寺」 遺址，就
是那時的佛寺，訴說着古代新疆多民族
多宗教並存融合的歷史。

歷史的沖刷使這片遺址滄桑無比，
故城只剩只有考古學家才能對話的大小
土堆，四野全是農田，天高野曠，風低

視廣，此景此境，我忽然明白了古人說
的黍離之悲。西大寺在考古大棚保護之
下，免了風吹雨打之苦，繞行四周，只
見佛像、壁畫十毀其八，惟交腳佛像，
雖是劫餘，肌感如生，衣褶似波，令人
讚嘆唏噓。

元末明初，徹底廢毀的北庭故城被
當地人稱為 「破城子」 或 「唐朝城」 。
紀曉嵐謫戍烏魯木齊那幾年到過此處，
寫下 「殘冬曾到唐時壘」 的詩句。後
來，清代學者徐松前往踏訪，又有 「發
地每有唐時銅佛」 之言，可見唐代此地
之繁盛。將 「唐時壘」 「破城子」 以北

庭的真面目拉回人們視野，紀曉嵐功不
可沒。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裏清楚寫
着： 「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
李衛公所築也。」 訪史至此，對北庭、
對這位 「鐵齒銅牙」 的大學士都多了一
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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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觸過的人當中，十有
八九對東北菜的印象是 「油
大、鹽多」 。明明是重油重鹽
的同義，但在表達上用了貼近
黑土地的方式，就莫名顯得更
加 「進階」 ，就好像廣袤的天
與地交織在一起，中間當仁不
讓是那一家家的炊煙，和放進
鍋中，大把的鹽和油。

可有這樣的刻板印象，絕
對是因為你還沒試過蘸醬菜。
東北餐桌輪番轉，一道道菜兵
強馬壯，從鍋包肉到酸菜大
骨，從小雞燉蘑菇到地三鮮，

走馬燈似的過，唯那道蘸醬菜雷打不動，
穩坐一隅。更神奇的是，明明並非熱菜，
它卻能一年四季都出現並且炙手可熱，管
它夏天躁動的節奏或冬天深沉的模樣，有
蘸醬菜在，場子就 「鎮住了」 。如果是家
宴，大家落座第一個動作，往往就是伸出
手去，在綠意盎然的大盤子裏挑一棵 「中
意的」 ，然後到醬裏滾一圈，送進嘴、心
滿意足。

誰說東北只有油和鹽？縱觀場內在
「綠地」 上盡情馳騁的人們，明明在表達
一種很新穎的訴求，東北的蔬菜輕食境
界，領先全國好多年。一道菜共有兩部分
組成，菜和醬，不講虛的沒有矯飾，簡單
乾脆缺一不可。醬是東北人的驕傲，黃豆
發酵的成品不能直接用，一定要放上葱花
雞蛋自己炒，鹹淡適宜，炒到香味順着門
縫奔到樓梯口，醬也就完工了。而菜的範
圍就更廣，換句話說，有這一碗醬在，萬
物皆可蘸，從水蘿蔔、大葱、黃瓜，到豆
皮、青辣椒、生菜葉，清早菜市場裏有什
麼，就都拿回家蘸什麼。如果到一個東北
人家裏做客，判斷主人對你用不用心，不
能光看桌上有幾道菜，更要看蘸醬菜的盤
子裏，有多少花樣。一個個洗得鮮亮水
靈，自成宴席，爽脆多汁，可以從頭吃到
尾。這一股東北神秘力量，無論什麼場
合，都準保拿得出手。

最近，一位昔日神童
受到輿論熱議。十幾年
前，遼寧的張炘煬十歲考
入大學、十三歲讀碩士、
十六歲讀博士，一路 「開
掛 」 ，接連刷新全國紀
錄。如今，二十八歲的
他，不僅沒有什麼學術建
樹，甚至沒有穩定的工
作、收入，靠父母接濟，
處於 「擺爛」 「躺平」 的
狀態，與往昔的光環相比

判若雲泥。
類似的現代版 「傷仲永」 並非孤

例。二○二一年，曾經的湖南神童魏
永康病逝，也引發一片哀嘆。當年他
十三歲考上大學，十七歲被中國科學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錄取，三年後卻因
成績不合格被勸退，從此 「泯然眾人
矣」 。

語言學家呂叔湘說過： 「教育的
性質類似農業，而絕對不像工業。」
教育家葉聖陶進一步闡發認為，應該
是： 「給受教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啟
迪智慧、鍛煉能力的種種條件，讓他
們能動地利用這些條件，在德智體各
方面逐步發展成長。」

教育不能如工業流水線那樣，千
篇一律，用模具壓製速成。而應該如
農夫種莊稼，耐心培育，在季節輪轉
中自然生長。固然會有個別的苗株脫
穎而出，然不論何等品種都需尊重成
長規律，水、肥、光每樣都不可偏
廢。

無論是 「神童」 還是 「天才」 ，
首先是人。張炘煬、魏永康從走上到
跌落神壇，可以說都是家長一手釀成
的苦酒。家長有走火入魔般的執念，
將刷新最小年齡紀錄當成首要目標，
只求學習成績，不及其餘，並醉心於
販售育兒經。孩子卻成了犧牲品，隨
着年齡增大，在社交溝通、生活自理
等方面的短板日漸突出，並反噬學
習。魏永康考入中國科學院後，甚至
連天冷添衣都不會。

說到底，是像《病梅館記》 「遏
其生氣，以求重價」 ，還是像《種樹
郭橐駝傳》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 ，注定了孩子的結局。

杭州亞運會服飾
杭州亞運會正在進行，在緊張的賽

事之外，各式各樣的亞運會服飾也同樣
吸睛。根據不同的場合區分，今年杭州
亞運會服飾大致有禮服、領獎服、制服
等不同類型。

中國體育代表團禮服設計名為 「星
耀」 ，是運動員參加開幕式出場等重要
儀式的服飾。 「星耀」 以中國傳統青花
瓷器上的纏枝牡丹紋樣作為視覺來源，
藍、白為主色調，色彩的交織碰撞出閃
耀星辰的遐想，象徵群星閃耀亞洲，其
中男裝為V型領西裝，領子肩頸處抬
高，有中式立領意味；女裝為合體上
衣，V型領上衣內搭牡丹紋樣的A型裙

子。
「冠軍龍服」 是中國體育代表團的

領獎服裝，以杭州 「錢江潮」 為圖形原
點，經典 「中」 字結構和留白意境的主
色調彰顯東方美學，配合 「杭繡」 技
藝，層次分明、相映交輝的觀感營造出
「勇立潮頭」 的核心設計概念。領獎鞋
鞋面上，則勾勒有三潭印月、蘇堤春
曉、雷鋒夕照等杭州特色文化標識。

頒獎禮服是為杭州亞運會頒獎禮儀
小姐與升旗手設計的服裝，設計主題為
「雲舒霞卷」 ，其中頒獎禮儀服為中式
旗袍襟口結合西式開衩裙襬，一根 「雲
水線」 串聯起西湖十景，托盤禮儀人員

為短款，引導員為長款；升旗手服裝造
型採用青年休閒西裝款式，上下皆白，
配以橘黃、淺黃象徵豐收景象漸變色的
領帶點綴。

杭州亞運會制服則是專供工作人
員、技術官員及志願者穿着使用，服飾
中間融入充滿時尚感和科技感的互聯網
雲點狀元素，點綫面交錯呈現，給人綿
延的視覺美感和無窮的想像空間，整體
呈現出靈動潤澤的曲線美。為適應早晚
溫差，志願者服飾褲裝還採用可拆卸設
計，可以一褲兩穿自由切換。

「星耀」 禮服由北京服裝學院教授
賀陽率領團隊設計， 「冠軍龍服」 由視

覺藝術家葉錦添擔任藝術總監。筆者此
前在採訪這兩位設計者時發現，他們都
尤其重視 「往回看」 ，從中華傳統文化
中汲養，賀陽說她經常到貴州等西南地
區調研，觀察民族服飾中保留的傳統元
素；葉錦添在北京設計室的桌頭，則擺
放了多個版本的《山海經》以隨時翻
閱。

尹光《Dear Myself》
香港流行樂壇百花齊放，不同年資

和風格的歌手及團隊應有盡有。然而，
若要在樂壇站穩陣腳，實力、形象和創
意缺一不可。有些歌手曇花一現，有些
歌手歷久彌堅。近期一齣音樂影片，令
我看後心情激動。尹光的《Dear
Myself》不單悅耳動聽，歌詞更滿載人
生智慧。

年輕人也許只從電視廣告認識尹
光。他以數白欖方式呼籲觀眾注意道路
安全： 「交通標誌要留神，跟車唔好跟
得太貼……」 形象生動，聲線響亮。近
期他的歌曲更與人工智能AI結合，雖未

算是大紅大紫，但亦成為香港樂壇的熱
話。

尹光多年前被稱為 「廟街歌王」 ，
因為他演唱的粵語歌曲通俗詼諧，部分
歌曲更令人想入非非，深得普羅大眾歡
迎，但又似難登大雅之堂。多年來，尹
光我行我素，雖然真實年齡不輕，但卻
發揮更多點子，緊貼年輕人心態，亦為
他自己的歌唱生涯再創新意。

「有什麼得意成就，若是想聽我樂
於跟你回眸。」 尹光在新曲的開首兩句
引領觀眾一起進入其回憶世界。 「誰人
沒有遺憾？並未進軍Hollywood但過足

口癮。」 他以自嘲的心態，訴說自己並
未曾當紅，卻有滿足的一生。 「十四座
那坐客就快歸隱，唱着最後餘韻。」 當
年尹光的其中一首金曲《十四座》，述
說小巴司機的艱苦工作。時至今日，香
港小巴已從十四座位進化成十九座位，
由此可反映社會變遷。

《Dear Myself》是尹光的自傳式
作品，歌詞內容與他曾受歡迎的多首地
道歌曲連結。當中唱至 「數一生的智慧
與荒謬」 ，更似當頭棒喝，警醒世情。
直到歌曲末段的情節，畫面上出現另一
個電腦化形象的歌手與尹光互相對唱。

尹光續唱 「到了我聲線亦折舊了，我把
這個使命過繼AI了！」 立意承傳，讓年
輕一代接棒，尹光的歌詞用心良苦，令
人感動。 「所得所失怎說起？轉轉心情
人又照舊。」 尹光叫我們保持樂觀，放
眼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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