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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需要儀式感
「天地風霜盡，乾坤

氣象和。歷添新歲月，春
滿舊山河。」 一轉眼，舊
年將去，新年將至。

說起來，如今的物質
生活雖然富足了，過年卻
是簡單了。我不禁懷念起
從前過年的往事了。那

時，雖然物資匱乏，過年倒是頗為鄭重其
事，父母過年時滿滿的儀式感，浸潤了我
的童年時光。

小時候，我總盼着過年，一進入臘
月，我天天掰着手指頭算，總覺得時間過
得很慢。因為過年的誘惑太多了，有新衣
裳穿、有壓歲錢拿、有美食吃……這可都
是平日裏撈不着的享受。

彼時，村裏就一個裁縫，為了讓我趕
在年三十那晚穿上新衣，每年臘八一過，
節衣縮食了一整年的母親，總要扯一塊上
好的布料，領着我去找村裏的他縫製新
衣。裁縫先是認真為我量體，緊接着就是

裁衣、縫製，需要的時間可不短，讓我好
一陣煎熬等待。

除夕那天，天還未放亮，父母就早早
地起了床。父親屋裏屋外忙着貼春聯，母
親則在廚房裏忙着烹製年夜飯的菜餚。中
飯過後，父親就會拿出他的手推子，招呼
我坐下，一絲不苟地為我剃頭。父親說年
前剃頭，意味着 「從頭開始，辭舊迎
新」 ，正月裏剃頭不吉利。所以，哪怕理
髮時經常被手推子夾到頭髮，疼得我齜牙
咧嘴，但也很快就被過節的喜悅沖淡了。
夜幕降臨時，母親就打發我去沐浴，並細
細叮囑我務必要從頭到腳洗得乾乾淨淨，
這樣才能洗去污垢和晦氣，以一個全新的
面貌迎接新年。

繁瑣的敬天祭祖儀式過後，我穿着得
體的新衣，志得意滿地與父母圍坐在餐桌
前，開始享用起美味的年夜飯。父親利用
這歡樂幸福的氣氛，給我發壓歲錢，並祝
福我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父親每次發給
我的壓歲錢是他提前到鎮上的銀行裏兌換

的新鈔，讓我愛不釋手。以至於我每次看
到心動的零食玩具時，總是左斟酌，右思
量，遲遲下不了購買的決心……

那時過年父母給了我滿滿的儀式感，
正因如此，兒時過年的經歷，任憑歲月流
逝亦能歷久彌新。如今生活節奏越來越
快，很多事情能僱人做，很多東西能買現
成的，很多環節可以通過手機完成，雖然
省事，卻於無形中大大削弱了過年的儀式
感。而那些儀式感裏恰恰蘊藏着豐富的年
味，綿綿的情感，美好的寄託。缺乏儀式
感的年，過起來自然平淡無味。

張愛玲曾經說過： 「生活需要儀式
感，儀式感能讓我們更好的更認真的去過
屬於我們生命裏的每一天。」 幸福很多時
候就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行為中，只要
稍加用心，多一些儀式感，凡俗的日子就
會變得可愛、可親，可想念了。那些給我
們帶來儀式感的人，往往都是真正愛我們
的人，只有他們才會耗費心思讓普通的事
變得不普通。

世間何物似情濃（上）
邢金沙老師和

溫宇航的一晚本
《牡丹亭》終於在
二○二三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如期上
演，各種艱辛和不
易難與外人道也。
作為邢老師的崑曲
課學生，自然感想

頗多。雖則一晚本僅有《標目》、《遊
園》《驚夢》（此兩齣為原著之《驚
夢》）、《尋夢》、《寫真》、《離
魂》（為原著《鬧殤》的一部分）、
《拾畫叫畫》（原著為《拾畫》）、
《幽媾》及《回生》九齣，但將湯顯祖
《牡丹亭》的核心 「情」 字娓娓道來，
演繹得令人信服感動。這自然離不開古
兆申先生的整理和改編，更離不開邢金
沙和溫宇航兩位名角及浙崑一眾藝術家
的精湛演繹。

自跟隨邢老師學習崑曲以來，對崑
曲的熱愛及了解與日俱增。以前在北京
雖也去戲院看崑劇，但總有外行看熱鬧
之嫌。如今自己學了段時間，才更能明
白崑曲的各種好處。在看熱鬧的時候，
我們可能很難在透過華麗裝飾看清崑曲
藝術的核心所在，尤其所謂戲曲創新層
出不窮的時代，一些群魔亂舞的改編雖
則吸引到了新觀眾，卻將傳統戲曲美學
逐步送上末路。在這一背景下去看古兆
申整理、邢金沙及溫宇航主演的一晚本
《牡丹亭》就更有意義了，因為這是一
個將崑曲之美按照原本的雅緻細膩充分
表達出來的版本。

邢老師與溫宇航是老搭檔了，很多
戲迷朋友親切地稱呼他們為 「溫莎組
合」 ，雖有些無厘頭，倒也琅琅上口。
平日上課時，覺得老師對售票一事毫不
着緊，到了劇場發現竟基本滿了。據說
不少觀眾是從五湖四海飛來香港看戲
的，可見 「溫莎組合」 的號召力之強。
幕布拉起，邢岷山飾演的湯顯祖在書桌
前奮筆疾書，隨後唱出《標目》中的
《蝶戀花》一曲。該曲有詞無曲，現在
流行的版本是當年周雪華譜的，這次為
了老師的演出，周雪華又重新編了曲。
邢岷山是老師的胞弟，從小一起學崑
曲，還是沈世華的女婿（當晚沈老師也
來現場 「督戰」 了），雖然後來投身影
視圈，但老生的嗓子和功底依舊在，一

曲《蝶戀花》唱得悠揚婉轉，讓人一瞬
間進入到晚明時空中。

當晚演出延續傳統戲曲一桌二椅的
擺設，舞台布景極為簡單乾淨，根據每
一齣的主要情節轉換不同背景色彩，沒
有過多的花紋圖案，讓觀眾的精力完全
集中在演員身上。檢場穿黑大褂上下舞
台搬改道具亦是延續舊時舞台傳統，拉
大幕換景不僅拖延演出節奏，還破壞隨
着劇情逐步積累起來的觀眾情緒。戲劇
是演員與觀眾一起構造的想像共同體，
其中核心是演員的表演，因此過於複雜
的布景雖可給人視覺衝擊，但第一印象
之後別無益處，甚至會嚴重分散觀眾的
注意力。傳統戲曲更是如此。演員的唱
腔和身段為觀眾提供了想像的素材，在
身段營造的空間感中，我們可以在無實
物道具的情況下依舊真實地感受到每一
個動作的指向，從而成為戲劇創作的共
同參與者。

邢老師此次演出用上了珍藏多年的
老點翠頭飾，細心扮上之後全然一副二
八少女模樣，或嬌或嗔、一顰一笑之間
早已進入了杜麗娘的世界中，讓人完全
相信台上的這位角兒就是杜麗娘本人。
她對角色和表演程式的篤定感是成功塑
造角色的重要基礎，只有演員篤定觀眾
才能信服，才能將一份 「情」 傳遞給觀
眾。而這篤定感來源於多年的打磨和訓
練，即便曲文已爛熟於心，老師在排練
時也毫不懈怠，一字一詞悉數查韻書細
摳。邢金沙老師對字韻腔格的重視頗有
曲家風範，聽她說以前每周都會去古先
生家練曲。古先生對字韻行腔極為講

究，字正才能腔圓，字清方可情真，這
在當晚《牡丹亭》的演出中展現得十分
到位。尋常伶人一到舞台上便可能把行
腔咬字的細節給忽略了，因為崑曲唱腔
難身段繁，要做到面面俱到，真要付出
十二分的專注和努力。更何況當晚三個
半小時的演出，邢金沙老師一人要表演
五十三首曲子！

上學期老師正在為這場演出密鑼緊
鼓地排練，她讓我們一起學《牡丹亭》
的《寫真》一齣，可從這一齣的教學窺
見本次演出劇本整理的取捨邏輯，以及
邢老師對於角色和表演程式的研究深
度。傳統上這一齣刪改較多，不同戲工
有不同改本，甚至抽板改腔者亦不少，
我們熟悉的張繼青版本就有許多刪改。
這齣戲講杜麗娘自手生描二八春容，核
心在於杜麗娘傷春，在繪畫過程中表達
夢中人難見，春容 「做真真無人喚叫」
（典出唐傳奇，見《太平廣記》卷二八
六引《聞奇錄．畫工》）的遺憾之情，
為後續病犯沉疴、離魂玉殞做鋪墊，也
引出柳夢梅拾畫叫畫的情節，因此這是
一齣重要的過場戲。但原文篇幅頗長，
從頭演到尾需要一小時，古先生對此進
行提煉，縮短為半小時篇幅，邢老師在
排練時根據人物性格及情節邏輯再做了
細節上的修改，但只刪不改，保留的唱
段均按《集成曲譜》演唱，身段傳承自
沈世華的 「傳字輩」 版本，細膩精準，
每個動作與曲文相輔相成，絕無冗餘。
我們在學習身段時才明白崑曲的身段與
曲文結合之細緻精準，這是歷代戲工伶
人在文人騷客指導下打磨出來的。

近來都在讀
舊書，無事便隨
手取一本，不論
是在燈下翻讀，
還是在等待的無
聊間隙，都讀得
滿心歡喜。舊書
如酒，越陳越香

醇。散文小品固然也讀，但總不比
小說來得有深度。小說之所以有深
度，是因為有故事，有亦喜亦悲的
人生滋味，讓我心存期待；想看看
作家如何把想像、虛構與真實的生
活寫得切切實實，以及人的感情損
傷是怎樣發生的。不但如此，小說
還得拋開理論；描寫人物，就讓人
物活在他們的時代中。

正如這本《閣樓》，隔了那麼
多年再重讀，首先，是自己的人生
跨度大了，心情也變了，總覺得人
生是不斷地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去
發現不熟悉的，甚至是發現一個完
全陌生的自己。因此即使是隨手翻
翻，也發現王安憶實在是可佩服
的。雖然寫《閣樓》時她還很年輕
（《閣樓》寫於一九八六年）。據
她自己說，《閣樓》是聽了一位老
人跟她講述的故事寫成的。其實故
事本身很枯燥，題材也很乏味，但
王安憶寫來卻感人至深。是她將自
己滲透在故事背景的時代中，使故
事得到昇華，在現實中顫動。

《閣樓》是寫一個叫王景全的
男人，潛心搞技術改革。他辭去工
作，在家的閣樓上搞節煤研究。研
發出可以比普通爐子節省煤球達三
分之二的新爐子，也就是以七錢的
一隻煤球，和一両柴片，可以煮熟
一斤米。一心一意要把爐子推廣，
因為 「煤是很寶貴的，裏面含有四
百多種元素。日本可以提煉四百多
種，上海可以提煉一百多種。地球
上的煤不會多出來，只會少下去，
而用在一日三餐上多可惜呀。用光
了，子孫就沒有了。」 所以，節省
煤不但很重要，也是刻不容緩的當

務之急。他曾寫過一百多封信去各
政府部門，希望可以大量製造他的
爐子，推廣出去造福人群，可總是
石沉大海……

《閣樓》開章時寫王景全在街
上示範他的節煤爐。飯煮熟了一鍋
又一鍋，吸引了許多人圍觀。開始
時人們以為他是賣藥的，看了 「表
演」 就當他是變戲法。看完煮熟一
鍋飯就散去，把位子讓給新到的
人。後來警察來驅趕，說他阻礙交
通。

看熱鬧的人群中有個熱心人說
他的研究很有價值，應該去聯繫有
關部門。他回答說信已經寫過一二
百封了全都石沉大海。熱心人說寫
信是沒有用的，要親自去才有用。
他於是跑了很多部門，都不成功。
還屢屢上當，讓人剽竊了，仿造後
拿到市場去賣，不但不節省，反而
更費煤球。為他抱不平的人很高
興，他卻不停說：害人，害人精！

經過反覆思考後，他決定到杭
州工業管理局去。待他籌足路費上
了路，又讓人追回來── 「文化大
革命」 了，他最後的一點首飾也被
抄去。他種菜，孩子已停課，割草
賣錢換點米。他沉默，孩子看出他
不開心，說不要灰心，堅持下去。
他又回到閣樓上去研究。新的爐子
又造出來了，仍是七錢煤煮熟一斤
米，不同的是一両柴也省了，只需
一張報紙。但推廣無門，又一次勞
作讓人剽竊。他的發明出現在展覽
館裏，卻換上別人的名字。

小說結尾是：王景全決定騎車
去浙江鄉下推廣。幫鄉下人做爐
子，只要給他一口飯吃，便可繼續
研究。兒子支持他，左鄰右舍也支
持。上路那天大家都來送行，一輛
腳車變十多輛，十多輛變幾十輛，
一下子就變成浩浩蕩蕩的隊伍。

王安憶並沒有講究太多的技
巧，但深沉凝重的內涵，主角以天
下為己任的堅毅，都成了這篇小說
的精魄。

重 讀

人生在線
林新發

如是我見
李憶莙

旋轉舞台
徐 成

市井萬象

 





































利東街紅燈籠高掛

天上飄逸絲絲薄霧，寒風凜冽，陣陣
涼意透骨。離開溫暖被窩，每日首件事就是
遛狗。妻子牽着三隻狗出去遛彎，當經過北
門的垃圾桶時，裏面傳出嘶啞的貓叫。妻伸
頭一看，一隻剛出生不久的小流浪貓因覓
食而跌入桶內，在寒風中發抖。妻毫不猶
豫，一把抓起小貓，塞進懷裏，將牠帶了
回家。

我和妻子叫這隻小貓 「阿尖」 ，牠剛
到家時瘦骨嶙峋，眼屎糊住眼睛，毛髮又髒
又濕，結成一團團的疙瘩，凍得縮成一團。
我馬上給牠蓋了條毛巾，倒了一碗羊奶，泡
上一碗貓糧。阿尖連吸帶啃，很快把碗裏食
物一掃而光。家裏備有貓籠，妻忙拿出一個
貓睡墊，貼上一張暖寶寶，鋪上毛氈。吃飽
喝足的阿尖，舔了舔爪子，用爪梳理一下鬍
子，躺在溫暖的窩裏睡着了。

一周之後的阿尖，胖了起來，洗了一
次澡，毛髮油亮。阿尖有一雙藍寶石般的眼

睛，像兩盞小燈籠，閃亮閃亮的。牠長着小
而尖的耳朵，每當聽到異常的聲音，耳朵直
立並保持不動。每天早上，我把牠放出籠
子，就呼嘯而去，眨眼間不知所終。當我大
聲叫着 「阿尖，阿尖」 時，牠又不知從何處
竄出，抱着我的腿往身上爬，要我抱牠。之
後的阿尖，更變成家裏一霸。牠不時從客廳
衝到廚房，又從地上飛到沙發靠背上。一
會，嘩啦一聲，玩具箱被牠打翻，然後從中
找出最愛玩的珠珠盤，想把盤中的珠珠掏出
來。

只要家裏聽不到響動，阿尖可能是在
幹壞事：從抽屜裏掏出文件，然後把它撕成
一絲一絲的紙條；跳上飯桌，無聲無息地大
嚼給狗狗烤製的肉乾；剛買回來的玩具，不
知何時被扯掉了毛。阿尖很聰明，知道妻子
溺愛牠，於是不聲不響地跑上二樓，在剛收
下放在床上通風的衣服中，專挑妻子衣服一
件件地扔到床下。妻子捨不得教訓牠，都是

叫我來管教，我拿起報紙捲成一圈，打幾下
阿尖的屁股。妻見了又大叫， 「誰讓你這麼
重打牠。」

和阿尖一起生活的一個多月裏，牠就
像我們的孫子一樣。看着牠開心地打鬧，看
牠如何耍小聰明，看牠幹壞事，看着牠吃
飯，看着牠睡覺。只要十分鐘見不到牠，
「阿尖，阿尖」 的聲音就會在屋裏回響。天
冷了，我會蓋着毛氈躺在沙發上看電視。阿
尖玩累了，就會跳到我身上，把頭埋在毛氈
裏，張開大腳，呼呼大睡。

由於家裏已經養了五隻狗狗，很怕小
貓不懂事跑到院子裏被狗咬，我們只能四處
為阿尖尋找合適人家收養。那天，到鄰居畫
家翁老師家喝茶。翁老師說到女兒一直很愛
貓，很想去買一隻養。我向他推薦了阿尖。
次日，翁老師一家上門 「相親」 。阿尖仍無
憂無慮地奔跑玩耍，在我懷裏撒嬌。活潑可
愛的阿尖，立即被相中了。

周日晚上，我們抬着貓籠、貓砂、貓
糧、一袋玩具等到翁老師家，阿尖的新房已
經整理好：八平方米的朝南陽台間，擺着一
個大貓籠，外面地上放着貓砂盆、食盆、水
盆。地上鋪了一塊毛氈，各種玩具擺滿了房
間。但阿尖並不開心，關進籠子叫了幾聲，
就縮在籠子裏不作聲了。翁老師的女兒伸手
摸了摸牠，又把牠抱了起來。阿尖很聰明，
知道這是牠的新主人，並沒有吵，任她撫
摸。就這樣，阿尖 「出嫁」 了。

終於要告別阿尖了。妻到樓上閣樓叫
了聲 「阿尖」 ，牠用哀怨的眼睛回頭看着
妻，叫了一聲 「喵」 。妻子衝牠揮了揮手，
這個聰明的小寶貝明白我們再也不會帶牠回
家了，於是傷心地轉過身去，再也不理妻子
了。出了門，剛告別朋友，妻已經忍不住抽
泣起來。回家的路上，我們默默地走着，心
裏在滴血，總覺得失去了什麼。心寬的是，
終於為阿尖找到一個有愛有溫暖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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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農曆新年，香港各區喜氣
洋洋，賀年裝飾和應節年貨陸續上
市，市場供應琳琅滿目。灣仔利東
街大紅燈籠高高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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