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筆者提到深圳美術館（新
館），倘若周末到訪這座全新藝術文
化地標，無論館內館外，各個角度都
有人在拍照，明顯能感受到公眾因為
城市新生的地標建築而興奮。

深圳美術館（新館）開館推出八
個展覽，上期介紹的 「法國諾曼底油
畫寫生與影像展」 是其一，另一展覽
「鹽田千春：顫動的靈魂」 ，更是聽
說 「大灣區的人都在瘋狂預約」 ，館
方為此不得不延長展期。鹽田千春究
竟有何魅力？本期為大家解讀。

展廳內，用紅紗線或黑線編織成

的貫穿整個空間的大型裝置，出自藝
術家鹽田千春之手，她在裝置藝術領
域表現頗為亮眼，這次展覽的底色富
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磅礴的情感能量，
凝結了她關於 「生命」 與 「存在」 的
體會。

不少參觀者被《不
確定的旅程》（附圖，
局部）千絲萬縷的紅線
所吸引，明明是清晰的
紅線，卻在展廳裏，透
過光線的照射，變得虛
幻朦朧，疑幻疑真。紅

線有如無數條血管，象徵人際間的聯
繫，小船意味世間種種情態的不確
定，表現鹽田的精神世界。這件作品
彷彿說着旅行的方向，不是一條單一
線條可以解釋，而是夾雜許多因緣，

許多變化，正如看似
漫長卻其實短暫的人
生旅程，比比皆是
「不確定的旅程」 。

展覽由日本森美
術館館長片岡真實策
劃，她表示布展通常
會依據美術館的建築

特性來調整，這次展覽的作品順序上
也與在森美術館時的不同。片岡真實
希望帶給觀者不同的體驗， 「就算大
家來看展的時候拍下很多照片上傳到
網絡上，我想也比不過親自來感受現
場的震撼。」

責任編輯：邵靜怡

伴隨文物古蹟的保育與修復越
來越受到重視，在修復文物古蹟的
過程中， 「整舊如舊」 一詞越來越
頻繁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

「整舊如舊」 的文物修復思
想，由中國建築史學家、著名建築
師梁思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提到，
梁思成認為，文物修復並不是要把
它修復得光彩奪目，而是要在修復
的過程中最大限度保留歷史信息，
不要改變它的原狀，盡量保持原位
置、原結構、原形制、原工藝，保
證建築的延年益壽。

不過，所謂 「整舊如舊」 ，到
底要多舊才算舊，則有很多的討論
空間。當初北京要復建被拆除的永
定門，為了盡量還原永定門的樣
貌，發動市民捐贈城門磚，使得永
定門復建所用的原材料皆來自北京
城的舊城牆磚，稱為古蹟修復的典
範。

但是如今伴隨科技的發展，化
學材料穩定又相對易得到，成為越

來越多文物古蹟修復的選擇。去年
底在香港舉行的一個文化論壇上，
有日本學者提到，他們當前對日本
境內的中國古書畫的修復，已經從
過去盡量尋找與原物相同的材料，
變為外部使用原材料，內部則使用
日本自己的材料。

近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修復師
來港，與香港故宮的修復師合作修
復文物，在修復過程中同樣有對修
復材料使用的觀點的碰撞。從永定
門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修復，
內地的專家更多的堅持使用原材
料，而非新的化學材料，這當然可
以更好的保留文物信息，但也可能
會造成成本增加、修復不可逆等問
題。如何把握 「舊」 的尺度，可能
還需要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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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曆
﹂
與
﹁
家
曆
﹂

五爪金龍

《不確定的旅程》


年貨指數



懷
念
約
翰
娜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小 公 園B9



收到大學教務長發布的訃
告，我校原哲學系教授約翰娜
女士今年一月去世了，感覺十
分突然。她一九九○年來到我
校，工作三十多年，去年夏天
正式進入半榮休狀態。大學還
組織了一次慶祝晚餐，招待她
和其他老教授。當時她在飯桌
上談笑風生，興致勃勃，不像
生重病的樣子。

我和約翰娜相識於二十多
年前，我剛到大學工作的時
候。她學術成就很高，多年的
研究涉及哈布馬斯、心理分
析，以及漢娜阿倫特。不過，
作為人文學科的前輩，她鼓勵

新人，循循善誘，沒有身為大教授的清
高、驕矜，也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之
一。我和約翰娜交往還因為她二十多年
前從中國廣西的福利院中收養了一個尚
在襁褓中的女嬰，多年來精心呵護，一
直培養她到大學畢業。為了讓孩子了解
自己身為華裔的 「文化傳承」 ，我們東
亞系有什麼活動，約翰娜都會帶着女兒
來參加。她對南京大學來我校交流、訪
學的教授也非常友好，在她們來訪期間
施以援手，一起做飯等等。她還曾作為
交流對象，帶着女兒暑假到南大短期訪
問過。

約翰娜的身體似乎一向不太好，平
時看着很瘦弱。幾年前還因為脊柱動手
術請病假了好幾個月。因為捨不得離開
教室，她幾經反覆，去年才終於下定決
心申請半退休。本來可以進入承擔一半
工作量，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理想狀態
了。沒想到才過去半年她就突然離世，
令人震驚，讓人嘆惋。她收養的女兒大
學畢業後回到了小鎮，聽說因為心理方
面有點問題，一直沒有正式工作，不知
母親的離世會成為她的激勵還是又一挫
折呢。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孝的實踐
我們曾經說過有許許多多的哲學

家都選擇一輩子獨身，但其實，還是
有不少如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和黑
格爾一般安於娶妻生子組織家庭的哲
人，而無論這些哲學家有沒有生兒育
女，他們始終也有父母，也是父母的
孩子。於是，思想家都無可避免要正
視 「家庭觀」 這議題。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體系， 「孝」
至關重要，而在英語世界，這一般譯
作 「子女恭敬」 （filial piety）。孝是
我們傳統的家庭觀念基礎，也是透過
由個人到社會的展現而成為構作和諧
世界的核心價值。但，我們是怎樣實

踐 「孝」 的呢？
從小到大，我們被教育孝順父母

的第一步便是 「聽話」 。我們聽父母
的話而不反駁是基本，我們跟隨父母
的指令行事與自律，就是孝。孝，發
展成不同的禮，於是我們要主動地跟
父母問好、定時關心與送禮等等，而
孝也成為了責任，於是為了避免失責
的壓力，我們盡力盡責地實踐孝。這
是孝成為了社會結構的過程，但這樣
的孝是規範的，也是某程度上的約
束。

最理想的孝，或許是一種在責任
以外的念。話說，北宋時，歐陽修與

宋祁等人奉仁宗詔令修撰了史書《新
唐書》，其中有〈狄仁傑傳〉一文，
寫到唐代名臣狄仁傑受工部尚書賞
識，推薦他擔任了并州法曹參軍。

當時，狄仁傑的父母住在河陽別
第，即今河南境內，而并州則位於今
山西境內。有一日，狄仁傑來到太行
山，也就是山西與河南的界山，回首
眺望， 「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
『吾親舍其下。』 瞻悵久之，雲移乃
得去。」

意思是，狄仁傑見到一朵白雲在
天空飄飛，於是對兩旁的人說道，
「我的父母就住在那片白雲的下

方」 ，然後他仰望天空，心中悵然若
失，直到那片白雲飄走才肯離開。

這一份對父母的念，大概就是最
理想的孝，不為禮，也不為責任，只
是發自內心的孝念。當然，若然兩旁
沒有人，狄仁傑又會否說出如此的
話，那就不好說了。

日本小姐競選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二十三，糖瓜粘。」
年，是越來越近了。中國人
好福氣，每年都可以過兩個
新年。區分的叫法有很多
種，如公曆與農曆、陽曆與
陰曆、新曆與舊曆、西曆與
中曆等等。

其實，也不妨叫作
「工曆」 與農曆。農曆是農

耕文明的產物，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皆以農曆來定農
時。就是而今，很多農村地
區依舊按照農曆的節奏生
活，集市、廟會、社戲都擇
農曆的黃道吉日。而 「工
曆」 在中國鋪開不過百年，
是近代隨着西方的商業開拓
和軍事壓迫而傳入的，西方
傾銷的棉布、煤油以及橫行

的軍艦、槍炮，無不是工業文明的產
物。

又或者，還可以對應地稱公曆或
「私曆」 。對於腦門上刻着KPI的打工人

來說，公曆新年雖然也有一天假期，不
過是又一個Q1的開始。新年前後，上年
度的總結、報表、考核，新年度、新季
度的計劃、進度、預算，還有隨之而來
的年會、團建、客戶拜訪，忙得焦頭爛
額。到了 「私曆」 年，總算可以少少喘
口氣，好好享受幾天私人時間。

老舍則曾將兩個新年稱為 「國曆」
和 「家曆」 。民國初年，西曆被定為國
曆，如國語、國幣一樣。政府甚至一度
要將春節的各種習俗強行轉移到西曆新
年，然而終究熬不過強大的民俗。除了
衙門機關、大學等之外，相當長時間民
間對西曆新年幾乎沒概念，根本沒什麼
年味。老百姓還是過自己的年，也就是
「家曆」 年。

在這個新年，從倒計時巴望回家開
始，就要給家人裝備各種禮物。為了那
頓團圓的年夜飯，不怕頂風冒雪和擁擠
的火車。也一定要走親訪友，迎接那些
親熱乃至有些許尷尬的問候、嘮叨。好
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推開家門進
來了。就拿吃的來說，國曆新年是公司
聚餐，而家歷新年是媽媽的味道。

春節不愧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
為了它，人們創造出了專屬購物詞彙
「辦年貨」 ，其他節日也置辦特色物

品，諸如糉子、元宵、月餅，卻從無
「辦貨」 之專稱。原因之一，大概是

春節需要置辦的東西量大而類多。春
節年年過，不同年代的年貨卻各不相
同。

吃了臘八粥，辦年貨的工程便開
始了。網傳，麻將機有望新晉年貨主
力，銷量同比增長近七倍，而且超過
一半是九○後買走的。看來，年輕人
「麻技」令人欣慰。麻將號稱「國粹」。

「搓麻」 之時，四人圍坐，眾人圍
觀，合乎團圓之意，與春節意頭十分
貼合。不過，麻將機自動洗牌，雖少
了搓的麻煩，但沒了喧鬧的快樂，而
這嘩啦嘩啦之聲，本是節日和聲。

與麻將機相仿，這幾年成功登上
年貨榜的還有日用小家電、健身用
品、預製菜。春聯窗花、新衣新帽，
亦是年貨的老幾樣。當然，零食更不
能少，畢竟，過節約等於 「逛吃」
嘛。說到吃，真是回憶滿滿。兒時過
年，年貨裏的零食大宗是瓜子和花
生，且大多是生的論斤買來，自家架

起大鍋炒熟，裝在吃空的餅乾鐵盒
裏。出門時，抓上一把，小夥伴春節
社交就穩了。見了面，大家口袋都鼓
着，不裝滿花生瓜子，是對大年初一
剛穿上的新衣服最大的不尊重。

生活的變化在乾果上反映很快。
先是花生瓜子從 「美容」 到 「整
容」 ，裹上糖霜，添加風味，又變成
花生糖、瓜子餅，繼而開心果、腰
果、碧根果、夏威夷果等洋氣乾果大
舉進犯，終於取代了花生瓜子的霸主
地位。到了我女兒這一代，不用說空
餅乾鐵盒早成古董，乾果進門大多自

帶禮盒禮包，還打上了 「堅果」 的家
族徽章。散裝的花生和瓜子呢，蝸居
在早市一角，老年人嚼不動，年輕人
不愛吃，鍾情擁躉，唯我等中年懷舊
之徒耳。

年貨是社會表情，也是發展指
數，真實反映出百姓生活的質量，以
及包含其中的喜樂悲悵。

每年世界各地都會舉行不同類型
的選美賽事，日本亦一樣。 「日本小
姐」 競選自一九五○年創辦，每屆均
會選出三甲佳麗作為代表參與親善活
動，推廣日本文化。在一般人眼中，
時下的日本美女應是什麼模樣？也許
要像新垣結衣般擁有杏圓眼睛、溫婉
外貌、嫻靜舉止；也許要如綾瀨遙般
帶點嬰兒肥、笑容親切、身材豐滿；
倘若是橋本環奈也不錯，相貌可愛、
嬌小玲瓏，完全符合日本人要 「卡哇
伊」 （kawaii）的審美標準。然而本
屆 「日本小姐」 冠軍卻引起了很大爭

議，雖然她長相出眾、身材標致、氣
質優雅，既是模特兒，又有參與電視
節目的演出經驗，條件明顯不俗，但
是當選後卻有不少人質疑勝出者作
為日本代表的資格，因為她是一名
日籍烏克蘭人，名叫椎野．卡羅琳
娜。

生於烏克蘭的卡羅琳娜，外表是
典型的歐洲美女：皮膚白皙、輪廓深
邃、纖瘦高挑，簡單而言就是西方人
的樣子。她隨母親到日本生活，懂日
語，並取得日本國籍。身份上， 「日
本小姐」 冠軍是日本人，可是很多人

認為她的長相、血統、文化背景不足
以代表日本，因此不滿賽果。有關報
道引發筆者深思，因為日本進步文
明，許多外國人在當地居住，不少於
符合國民身份要求後更能入籍，可是
竟有人指這類國民沒有大和血統，所
以不能成為國家代表，觀念或許過分
狹隘保守。

沒有日本血統的日本人可以成為
國家代表嗎？這關乎審視者對種族的
接納和包容程度。根據我國國籍法，
外國人只要符合法例要求，是可以申
請歸化中國籍的。倘若有一天， 「中

國小姐」 冠軍是完全沒有華裔血統的
中國人，我們又會質疑和批評她的代
表性嗎？筆者認為，對渴慕並願意成
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非華裔人士，我
們應採取與時並進的開放態度予以接
納和認同。

管理處職員的兒子斌仔，今年讀
小一，喜歡畫畫。自從跟家人去了一
趟嘉道理農場參觀後，回來常畫各種
爬行動物。這天放學後，斌仔如往常
一樣，將一張白紙鋪在大堂桌上畫
畫。路過的人好奇地問：斌仔，又畫
什麼？他答：我畫龍。有人說，畫了
四條腳，好像不是龍。斌仔一本正經
地說：這是嘉道理農場的五爪金龍。看
着他認真的樣子，大家都不忍心告訴
他，嘉道理農場的五爪金龍不是龍。

嘉道理農場有一條住了八年的五
爪金龍，名為Aberdeen，早年在一宗
非法寵物貿易中被拯救，入駐農場後
擔任動物大使，幫助訪客認識爬行動
物的生活習性。斌仔所畫之 「龍」 ，
就是以牠為原型。

圓鼻巨蜥，又名水巨蜥，俗稱五
爪金龍，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其身
黑褐色，背部有黃色環紋或斑點，尾
扁有黃色環紋。鱗片在陽光下閃爍金
色光澤，望之疑似中國古代神話故事
中的神龍，因此人們給了牠一個霸氣
名字──五爪金龍。

二○二三年八月，Aberdeen做了
有生以來最大膽的事，牠在接受傷患
治療期間，推倒圍欄的一塊木板，從
縫隙中迅速逃走。農場搜尋多日，仍
未發現蹤跡。因此在社交平台發文尋
找其下落，並提醒市民，走失的五爪
金龍身體強壯，受困時會奮力逃脫，
因此切勿試圖捕捉。

兩周後，有遊客在農場梯田，發
現這隻身長一點五米的巨蜥正在享受
日光浴。被管理員 「捉拿歸案」 的
Aberdeen，顯然對這趟冒險之旅戛然
而止，感到沮喪，但重返熟悉家園，
牠很快又收拾心情。

除了Aberdeen，葵涌、粉嶺、沙
田城門河等地，過去也曾有數次鱷魚
疑雲，後來證實是五爪金龍。五爪金
龍並非本地野生物種，現身郊野估計
是有人棄養或野放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