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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創演的
舞蹈詩劇《只此青綠》自二○二一
年首演以來，已經在內地多個城市
巡演過百場，日前在香港演出，一
票難求，在港掀起 「青綠旋風」 。
舞劇創作靈感取材自宋代名畫《千
里江山圖》，觀眾跟隨曼妙舞姿
「展卷看畫」 ，在連綿青綠之間體
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雅、傳承，於
維港彼岸享受一場青綠盛宴。

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上，一
眾舞者翩若驚鴻，以絢爛舞姿展示
山河氣勢，將中國宋代風華展現得
淋漓盡致。台下，有關討論刷屏。

一眾舞者，以舞姿呈現畫中
一筆一畫的山巒起伏，在虛實之間
為古畫注入生命力。該劇導演韓真
表示相比較具體敘事，更偏重意象
的營造與展現，中國畫的留白之
處，都是特別令人在意的部分。舞
台是可以不斷延展的想像空間，她
形容編排時，真實感受到了水流和
山川的起伏。有人說舞劇是將畫中
意境變為真實實體，但在主創心
中，舞蹈本身是很抽象的，因為這

種特質，它在表現畫中意象時，就
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主創人員在創作時，堅持傳
承中華傳統文化，他們是舞劇的創
造者，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遞藏
者、守護者。這樣的使命，令其在
創作時，為了更好地展現宋代風
華，而加入了很多宋代美學的思
考，譬如從舞者的側面，髮髻、身
體到衣服的拖尾，都充滿了宋人的
美學體態，又因為宋舞傳世不多，
主創就找尋了不少的宋代繪畫、雕
塑以作參考。

觀眾在欣賞舞劇時，內心生
出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回望和遐想。
而今次在香港的成功演出，也體現
香港觀眾對傳統文化的喜愛之情，
《只此青綠》今年全球巡演的序幕
也隨之徐徐拉開。

《只此青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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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最新力作
《蒼鷺與少年》，近日在金球獎頒獎
禮摘下最佳動畫片之桂冠。影片講述
二戰時期一位少年遇上一隻會說話的
蒼鷺，結伴展開奇幻冒險的故事。

在真實世界中不會說話的蒼鷺
（Grey Heron），是歐亞大陸與非
洲大陸濕地常見的水鳥。作為鷺鳥家
族的巨無霸，成年蒼鷺身長約一米，
展翼可達一點五米，體形瘦長，腳和
頸都很長，以至有人因此而誤以為牠
們是鶴。若走近一看，要分辨其真身
並不難。蒼鷺的羽毛主要由黑、白、
灰三色配搭而成，雌雄體羽顏色相
同。成年蒼鷺身體呈淺灰色，頭頸部
分有黑白色的斑紋，頭上還有兩條黑
色冠羽，格外醒目；幼鳥的身體呈深
灰色，且黑紋較淺，顏色對比較弱。

鷺鳥廣泛分布於全球各地，據統
計共有六十多個品種，香港共錄得十
八種，其中，小白鷺、大白鷺、夜
鷺、池鷺及牛背鷺，被稱為數量最多
的幾種鷺鳥。蒼鷺也是香港常見的冬
候鳥，雖數量未躋身前五，但卻是香
港唯一一種灰色的大型鷺鳥，每年秋

冬來臨，在不同類型的濕地，如池
塘、河邊、泥灘，甚至防洪渠邊，經
常出現牠的身影。

蒼鷺愛吃魚、蛙及大型昆蟲，在
米埔沼澤自然保護區和南生圍濕地，
幾乎全年都可覓其芳蹤。聚集於泥灘
和淡水沼澤歇息的蒼鷺，或邁着大長
腳在淺水處低頭覓食，不慌不忙；或
縮起細長頸振翼高飛，舒緩而優雅；
也有不少蒼鷺站在水中閉目養神，一
動不動，如老僧入定，禪味堪細品。

關於蒼鷺，有說喜成群結隊，亦
有稱愛單獨行動，孰是孰非？其實二
者並不矛盾，牠們只是和而不同而
已。遠看，蒼鷺在同一片濕地生存，
互相守望。近看，牠們單獨覓食，沉
迷於自選動作，甚少如其他鷺鳥般，
喜歡追逐、嬉戲和打鬥的日常。

振鷺于飛

上周筆者在澳門觀賞了音樂大師
譚盾的視聽交響音樂會《敦煌．慈悲
頌》，隔天順便參觀了澳門藝術博物
館的故宮文物年度大展 「吉祥殊勝
── 故 宮與扎什倫布寺珍藏文物
展」 。自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
起，澳門藝術博物館得到故宮博物院
的支持，二十多年來合作無間，合辦
的故宮珍藏展覽已發展成一個文化品
牌。

本年度的文物大展，精選故宮博
物院和西藏扎什倫布寺一百三十七件
珍藏，為港澳觀眾帶來首次於境外展

出的以 「歷代班禪大
師」 及 「宮廷佛教藝
術」 為專題的展覽。

扎什倫布寺是歷
代班禪的駐錫地，在清
代，皇帝尊崇藏傳佛
教，歷世班禪與故宮因
相融相通的藏傳佛教文
化而相連。現存故宮博物院和扎什倫
布寺的文物，就是關於這段歷史記憶
最重要的見證。如今保存在故宮博物
院的藏傳佛教文物中，既有清宮造辦
處的精良製作，也有蒙藏地區進獻而

來的珍貴作品。展出的
這件 「金嵌松石佛窩」
（附圖，局部），就是
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向
宮廷進獻。

佛窩，又稱 「噶
烏」 ，為藏語音譯，多
指掛在頸上或背挎式的

佛盒飾物。藏族僧俗為了能隨時隨地
禮佛，常隨身攜帶小型佛窩，裏面大
多供有佛像、護法神像或護身符。

當地的佛窩一般以銅成造，清代
宮廷則多以金銀為材料，嵌綠松石、

珊瑚、青金石等，顯得更為華貴。就
如這件金嵌松石佛窩，整體呈圓盒
狀，盒蓋嵌滿圓形綠松石片，圓盒兩
側有可拆卸雙耳，供穿繩佩戴。盒內
填染青綠木雕山洞，綠救度母面部泥
金，遊戲坐，供於佛窩中。由文物所
附紙籤可知，此佛窩為慶賀乾隆皇帝
七十大壽的賀禮。

金嵌松石佛窩


不打牌的一代
步入中年，身邊的代溝一天比一

天清晰。代溝這東西是陪伴人一生
的。少年時，它就在身邊，只是當時
你站在年輕的這一邊，而年輕，就更
有把握笑到最後，此時的一句 「有代
溝啊」 ，是自嘲更像輕鬆的調侃。人
到中年，一步緊似一步地跨到了這條
溝的另一邊，再說 「有代溝嘍」 ，還
是自嘲卻多了無奈的黯然。

代溝表現在很多方面，觀念、語
言、行為，都可以作代溝的顯示屏。
而生活中直觀體現代溝的大概是娛樂
方式。娛樂是求輕鬆的，但玩一種自

己不喜歡玩的遊戲，卻是世上最痛苦
的事。而對某種遊戲的喜歡或不喜
歡，往往就是代溝作祟。

這幾年，每當認識了年輕的新同
事，我愛做一道問卷調查題：你喜歡
打牌嗎？我說的 「牌」 特指撲克而非
麻將。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否定
的。但在我的同代乃至上一代人那
裏，撲克可能是普及程度最高的消遣
方式。說來奇怪，麻將和撲克都屬牌
類遊戲，但麻將更易與 「賭」 聯繫在
一起，不宜公然開搓。其實，真要
賭，世間無物不可充當賭具。詭異高

深如《天龍八部》裏的 「珍瓏棋
局」 ，不也是一場賭局嗎？但不管怎
麼說，玩撲克的正當性似乎更加充
分。多年前，有機會外出開會或團
建，我們這些 「年輕人」 必帶上幾副
撲克，有點閒功夫就 「大戰」 起來。
撲克的打法很多，幾乎一個地方一個
打法，與外地的朋友互教互學，解鎖
新技能，也是我們當年樂此不疲的
事。

據我觀察，年輕一代不愛打撲
克，原因之一是網上娛樂充當了替代
品。即便是在網上打撲克，也多和三

個匿名網友甚至三個機器人湊一桌
牌，新的娛樂精神於此生焉，代溝也
從此開挖。隨着生活日漸被互聯網浸
潤，雖然我們無法也無意填平代溝，
卻不自覺地向年輕的一邊看齊，撲克
牌在抽屜裏沉睡的時間更長了。不
過，我還是很懷念吆五喝六、面紅耳
赤的打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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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江寧區出差，酒店後
面就是國家3A級景區、 「天然氧
吧」 方山地質公園。剛到那日天
色已晚，標註公園名稱的石碑上
六個篆字被燈光照得晶瑩剔透，
不愧為 「水晶界碑」 之名。

第二天一早跑步從景區東門
進入。雪滿空山，寂靜無人。跑
了二十分鐘，只碰到一隻油光水
滑的大胖貓。沿着彎曲山道跑到
「祖龍頂」 。傳說秦始皇東巡來
到方山， 「揮鞭趕山，斷石壟，
瀉王氣」 。鞭子過處，方山變
「赤山」 ，收鞭時帶回的土落成
現在的東山。祖龍頂是個四方土
丘，上有帶雪的灌木，宛如一個
留稀疏平頭的扁平腦殼。櫻花
谷、紫霧茶園等景點沒開放，雪
下可見坡上茶樹的隱隱輪廓，可

以想見春夏的勝景。
從祖龍頂向西北，跑過 「火山口」 。這

是死火山，但方山的主體就由火山噴發造成
的玄武岩組成。方山和湯山相連，湯山溫泉
遐邇聞名，想必也是沾了此地過去火山活動
頻繁，地熱充沛的光。靠近山崖有 「危險」
的警示牌，另一邊鋪設了一點三公里的健康
步道，還有 「我運動，我健康，我享受」 的
標語，不過穿山的 「有機綠色步道」 因下雪
關閉了。

一口氣跑到千年古剎定林寺後背，牆內
是土黃色的廟宇。附近有八卦泉，達摩崖，
十八盤，天印宮花園等景點，也有茶室和素
食餐廳。可惜時間有限，不能光顧，也無暇
進入寺廟參觀。此時朝陽初升， 「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 ，令人懷想聯翩。

方山海拔僅二百零八米，是座平頂山。
因遠望如方印，古稱印山。身在此山中，無
緣窺見全貌，但出差之餘，見縫插針，
「特種兵式」 拜山讓我在寒冬的清晨精神
一振。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不要太八卦
呂坤是明代文人兼思想家，著有

《呻吟語》。他從形而上學寫到倫
理，更寫到種種為人處世之道，而在
《品藻》一篇，他寫道： 「人言之不
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
而易傳者十九。」

三個十分之九，實在多人。有十
分之九的說話者不確實說話的內容，
有十分之九的聽者太易相信聽到的
話，又有十分之九的人喜歡將聽到的
話傳播出去。這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正是流言蜚語。

哲學家大多討厭八卦，呂坤教大
家提防 「喜傳之口」 ，而古羅馬斯多

葛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亦說： 「盡
量保持沉默，或只以一言半語說必要
的話。視乎場合節制發言，別想到什
麼說什麼。不要談論角鬥士、賽馬、
競技和飲食等隨處可見的話題。最重
要的是，不要談論別人，無論是稱
讚、責怪或比較。」 簡言之，少說
話，不八卦。

為什麼哲學家大都不鼓勵八卦
呢？除了因為八卦以假亂真以偏概全
的非理性本質，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八卦可以帶來傷害！

二十世紀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約
翰．奧斯丁（J. L. Austin）提出了

「言語行為」 （speech act）理論，
即 「言語帶有行動力」 。舉例，言語
上的嘲笑，往往會帶來肢體暴力的霸
凌；帶有歧視的所謂笑話，也會助長
實際上的欺壓。

信手拈來的閒言閒語，是不少悲
劇與傷害的禍根，那為什麼依然 「聽
言而易傳者十九」 呢？演化心理學家
的解釋是：早於史前時代，人類祖先
存活所依靠的是分工合作的群體生
活，於是人與人之間必須經常分享資
訊，而資訊的內容就是 「人」 ，討論
哪個人比較可靠、哪個人沒做好分內
事等等。久而久之， 「閒聊別人」 成

為了人類的一種本能，更是強化連結
的社交活動。

但，本能歸本能，請不要忘記文
化之必要，有時正是要壓抑生物性的
本能而成為文明人。因此，不是說不
八卦，只是不要太八卦，尤其是失實
而無益的八卦。

失而復得
近日佛山發生了一樁戲劇性的失

物事件。話說一家玉器店在網絡直播
時打算向觀眾展示一枚翡翠戒指在自
然光下的成色，怎料主播隨手向窗邊
一伸，竟不小心將戒指由九樓掉到樓
下，最後竟彈進附近一條河中。玉器
店各人當然大為緊張，網絡傳聞該玩
意價值千萬，店家亦立刻作出重大的
決定：封閉河道出口，再聘工人抽去
河水，然後日以繼夜打撈，務要失而
復得。

影視作品的情節在現實上演，愛
「吃瓜」 的群眾當然不會錯過任何精

彩場面。網上隨即有大肆報道，有跟
拍現場情況的，有直擊工人抽水與挖
淤泥的，有解說翡翠價值的，更多是
分析事情是否屬人為造假的，不單物
主着急，工人在忙，連河道兩旁的人
亦如熱鍋上螞蟻，鬧哄哄地期待寶物
重見天日。這是真實的意外，還是大
型的宣傳手法，只有店家與職員知
道，然而一場 「大龍鳳」 卻又鐵一般
地呈現在人們眼前，連筆者隔着手機
屏幕也像嗅到那條不知正確來說是河
道還是明渠的濁氣熏天。

我好奇事情的後續發展，亦曾想

像假如自己是物主，究竟會怎樣？大
部分人都有遺失物品的經驗，不過就
算不見了的東西有多矜貴，也不是人
人有條件可以尋回。一來要知道東西
落在何處，二來也要有足夠的能力時
間去搜索，更不是要找就可以找，就
像那名玉器商，若不是眼看戒指跌進
河中，加上有本事花錢聘人代勞，哪
敢果斷開展勞師動眾的搜索工程？倘
若事情發生在香港，政府又會容許有
人這樣做，影響生態與排水系統嗎？

翻了三天三夜，工人終於在河床
的污泥上看到翡翠戒指的蹤跡，現場

圍觀者頓時拍掌歡呼，甚至有民眾燃
放煙花慶祝。真真假假，無從稽考，
但大團圓結局總能振奮人心，也為事
情畫上了完美句號。聞說每名打撈工
可獲數萬元酬金，希望物主在高興之
餘，千萬別忘了發薪，一定要好好慰
勞助他失而復得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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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愛因斯坦的腦
子」 入圍內地網購平台二○二
三年度十大商品，引發熱議。
這當然不是真的大腦，而只是
一個虛擬的噱頭。但居然能成
為年度商品，足見網民參與熱
度之高。

「愛因斯坦的腦子」 （也
有 「福爾摩斯的腦子 」 之
類），一般標價只有幾毛錢甚
至一分錢。網頁上寫得清楚，
付款下單後， 「愛因斯坦的腦
子」 就會自動長到你身上或你
指定贈送的朋友身上。還可以
再細化定製 「逢考必過腦」
「一夜暴富腦」 ，滿足不同場

景需求。
花幾分錢，就能讓自己和

朋友樂呵呵好幾天。照我說，
網民能發明這樣一種商品，腦子真不簡
單，不輸愛因斯坦呢。值得點讚才是。
然而，木秀於林， 「磚家」 必摧之。有
的說是 「新式迷信」 ，容易誤導年輕人
價值觀；有的說，這類虛擬商品無法可
依，擾亂網購秩序。

年輕人哪有你們那麼傻？這種無厘
頭色彩的荒誕，其實是千萬網民心有默
契，共同完成的一場大型行為藝術。相
比起一些耗資巨大卻侮辱觀眾智商的
「爛片」 「口水劇」 ，成本可以忽略不

計。但帶來的快樂，又何止千百倍。就
好像以前的小賣部裏，將糖果包裝為
「唐僧肉」 「後悔藥」 「還魂丹」 一

樣，小學生也不會相信可以長生不老、
時光倒流，但這就是童年的快樂嘛。

又或者，這跟到廟裏燒支香求個心
安，也是差不多的。何況， 「愛因斯坦
的腦子」 不污染空氣，不噪音喧嘩，不
擾亂環境，你情我願，又不是什麼坑蒙
拐騙。愛因斯坦若在世，說不定也要吐
吐舌頭，下一單試試呢。

能讓老百姓快樂的事，無論如何都
該支持。縱然有些許不甚規範之處，也
瑕不掩瑜，修補一下就好。誰不讓老百
姓快樂，那他就不是好人。道理就是這
麼簡單。 「玻璃心」 上綱上線，大可不
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