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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最近購買兩項公共產品，一項
是發光蛋裝置藝術，另一項是巴黎奧運會轉
播權，引起公眾討論。本港經歷太多政治談
論之後，是時候關注經濟民生，藝術和體育
是更吸引人的話題。

先說巴黎奧運會轉播權。這是繼上屆東
京奧運之後，特區政府再次出手購買轉播
權，透過香港電台及三間本地電視台免費轉
播賽事。特區政府基於商業保密原則，沒有
交代具體購入金額，只透露有關費用低於東
京奧運轉播費。參考二○一二年倫敦奧運轉
播費一點二億和二○一六年巴西奧運一點六
億，相信今次特區政府所付費用超過一億
元。在特區政府財政連續幾年出現數百甚至
過千億赤字的情況下，一億公帑不是一個小
數目，但筆者認為這筆錢值得花。

三年前新冠疫情衝擊經濟，加上之前發
生社會動亂，令本港社會氣氛壓抑，為了讓
市民能收看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和港隊的表
現，特區政府決定用公帑購買轉播權，由港

台和本地電視台轉播，結果港隊運動員在東
京奧運表現出色，奪得一金二銀三銅歷來最
好成績，筆者記得，當時在時代廣場、奧海
城等有電視直播的地方，大批市民為劍神張
家朗、女飛魚何詩蓓以及港隊健兒振臂歡呼
加油，場面令人興奮激動，不但衝散悲觀情
緒，更令社會重新凝聚團結起來。今屆巴黎
奧運，正值香港走出疫情但經濟復甦未如預
期，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之後，全社會要
拚經濟，同樣需要凝聚大團結，提振社會信
心。市民觀看奧運比賽直播，為香港運動員
加油，為國家隊奪冠歡呼，除了可催谷消
費，更可以達至無形的社會效益。今次特區
政府再次出手，是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值
得點讚支持。

再說發光蛋裝置展覽。康文署與國際裝
置藝術團隊teamLab合作，於復活節前至六
月，在中環海濱添馬公園擺了二三百顆大小
不同的充氣發光蛋，稱之為 「teamLab光
漣」 裝置藝術展，公眾可以免費觀賞。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指，這項活動是 「藝術三月」
眾多活動之一，期望通過各方努力，打造香
港成為更有活力的城市。康文署官員表示，
希望免費入場提供多些誘因，吸引遊客及很
多不同區的市民前來參觀。不過，這項展覽
代價五千萬元就引起爭議，擺放一隻發光蛋
價值十多二十萬元，是否物有所值？

我去看過發光蛋裝置展。那天是清明節
下午，我和家人從尖沙咀天星碼頭乘坐渡輪
到中環，沿中區海濱長廊往添馬公園方向走
過去，遊客川流不息。在海濱空地和草坪，
擺放大小不同的白色充氣發光蛋，大的直徑
有四、五米，小的也有兩、三米，一邊是特
區政府大樓和立法會大樓做背景，還有解放
軍駐港部隊大廈以及鱗次櫛比的商業高樓，
另一邊是潮平兩岸闊的維港，潮濕的海風迎
面吹拂，此情此景，令人陶醉。天色漸暗，
公園和周圍建築物華燈初起，一個個發光蛋
變色、五彩繽紛，映照出一個個遊客的剪
影，一個四五歲戴口罩的小女孩張開雙手擁

抱一顆比她大幾倍的發光蛋，另一邊一名外
國小男孩用單手推動一個碩大的巨蛋，不少
情侶在草坪五彩蛋陣中漫步自拍，此時的添
馬公園仿如一個童話世界。設計者利用天地
海的自然元素，用一隻隻發光的巨蛋點綴其
間，充分展現西方裝置藝術的魅力。

但是，有人說這種裝置發光蛋每隻在網
上只賣幾十元，康文署邀請teamLab擺放二
三百個發光蛋，竟花費五千萬公帑，是慷納
稅人之慨。這話似乎不無道理，康文署事先
是否格過價？是否還過價？不過，筆者認
為，一項藝術活動，不應該以單件物品的價
錢作簡單的數字加減。一隻大黃鴨遊維港，
和一對大黃鴨遊維港，成本與效益不是簡單
的一加一。如果要計算 「teamLab光漣」 的
成本與價值，或有另一個角度可供參考，據
康文署預計，整個活動將吸引二百萬人次，
如果按人頭計算，即是特區政府為每人買單
二十五元，應該不算貴。至於吸引二百萬人
次入場的無形的社會效益，又如何計算呢。

我一向喜歡參
觀博物館，得知香
港歷史博物館展出
夏、商、周三個朝
代的文物，其中包
括國家一級文物，
異常珍貴，當然不
會放過機會。我趁

着清明節假期， 「考古」 去也。
展場內空間充足，觀眾可以悠閒

踱步，細心欣賞展覽品，慢慢閱讀介
紹文字，並拍照紀念。除了本地市
民，也有不少遊客入場。前來香港旅
遊，順道參觀文物，旅程更加有意
義。

展品以陶器和青銅器為主，大部
分是盛載飲食的容器，用於祭祀和日
常生活。展品中酒器甚多，包括酒
杯、酒壺和溫酒用的器皿，可以猜想
古人喜愛杯中物。出土物品對於研究
當時人們的生活情況，扮演重要角
色。陶製物品顏色本色，雖然表面印
上細緻的花紋，作為點綴，風格仍然
樸實無華。青銅製造的煮食器具巨
大，見到它們可想像舉行祭禮和宴會
上的情形。有些物品的形貌以動物為
藍本，其中有陶豬頭蓋，豬的五官細
緻，真實生動。另一個是老虎模樣，
氣勢十足。還有一個酒壺以羊為參
考，不過只採用羊頭造型，我無法辨
認其肢體屬於哪種動物。這個酒壺造
型混合幾種生物的特徵而成，怪形怪
相的四不像，反映製作人的想像力。

一百多件展覽品中，最吸引我的
是編鐘，一套二十四件，鐘面綴以花
紋，依據大小懸掛在木架上，顯得氣
派宏偉，莊重肅穆。要是博物館播放
演奏編鐘的影片，相信更能提高參觀
者對於古代音樂的興趣。

我閱讀文字介紹，遇上不少陌生
的字，幸好博物館體貼，在一塊總結
各式各樣的物品的展板上，給難懂的
字附上粵語和普通話讀音。看展覽之
餘，還可以學習生字，一舉兩得。

談到字，不可不提甲骨文和銘
文。前者為占卜服務，清光緒二十五
年（一八九九），國子監祭酒王懿榮
因病去抓了服藥，偶然發現這種古老
的文字。這些文字在我眼中像是一堆
符號，看來看去也猜不着其意思。即
使利用以現代漢字寫出的對應文字，
兩者比較，我也難以找出其相似之
處，最後勉強認得 「天」 字，像一個
人張開兩手站着，頭上是一片天空。

銘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物上的文
字，我看見大鍋裏面，一個緊接一個
符號，一行挨着一行排列，密密麻麻
的，大概記錄了大量資料。卜辭篇幅
較短，除了欣賞字的形狀，還猜一下
是哪個現代字；銘文篇幅長，我基本
一知半解。真佩服研究古代文字的學
者，觀察力強，想像豐富。

根據介紹，歷史博物館以後會繼
續舉辦文物展覽。我希望更多人可透
過觀賞祖先遺留的寶貝，多認識祖國
悠長的歷史和內涵豐富的文化。

夏商周文物展

相比起許多
別的城市，可能
不少人覺得柏林
不大像歐洲城
市。其中一個原
因是戰爭期間柏
林作為主戰場之
一，許許多多古
建築被炸毀，整

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戰後重建的
柏林在新修建的房屋中融入更多現代
元素，便少了歐洲其他城市那種古老
的氣息。

因此不難理解，柏林人對那些倖
存下來的老建築倍加珍惜，將之視作
重建工程中的重點保護對象。

在柏林一些街道上，你可看到一
整排全新的現代摩登的樓房中間，或
夾着一間小小的老房子。不知道的人
可能會覺得看上去就像拆遷中堅的
「釘子戶」 。仔細一看，才會發現這
個又老又舊的房屋外牆外面，安裝了
一整片全玻璃防護牆。這老舊的牆壁
在玻璃的保護下，立刻有了 「古董」
的即視感，彷彿是一個被精心裝框過
的藝術品。

這樣受保護的老建築不僅是有完
整的老房屋，有的老房子被炸了一
半，剩下一個底層和一層，也會被保
護起來。然而，這並不影響建築設計
師把它的現狀修復保護後，在其上層
繼續建造新樓層。於是，柏林這種新
老兼顧的建築成為一大特色。

這樣的建築新老兼顧聽起來不是
一件易事。事實上也是，首先，承建
商必須向政府提供詳細的設計圖紙，
往往要經過多次審批才能獲准通過。

因為審批過程相當嚴格，一方面要保
證老建築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則又要
考慮新體建築和老建築是否從構造上
和安全上都合理。其次，當所有設計
稿論證合理，拿到施工許可證，在真
正的施工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之前預
料不到的難題。比如，老建築的管道
安裝、一些牆體的改建等等有可能跟
預期的不大一樣。當新的問題出現
時，如果涉及到要改變當初的設計
圖，則又需要一輪新的審批。

總體而言，老建築的翻新或重建
極其耗資耗時，但柏林人在這件事情
上反而有點樂此不疲的感覺。

一方面，很多建築設計師覺得這
樣的項目充滿挑戰性，並且非常樂衷
於在現代與古老的交叉混合中尋找靈
感，最終完成一件獨一無二的作品。
另一方面，很多德國人偏愛老房子，
特別是老房子的樓層較高，整個空間
感比現在市場上的新房好很多。如果
是老房子畢竟有各種各樣老舊失修的
問題，保暖和環保性都很差。這樣的
改造既讓他們享受到老房子空間上的
優越性和傳統感，又能夠有完善現代
化的保暖及水電配套。

不僅如此，遊客們也對柏林街頭
巷尾偶爾出現的 「玻璃框」 裏的老建
築驚喜不已。充滿現代感的設計中穿
插着一些古老的牆面，彷彿坐在一群
小孩中講着傳奇故事的老人。遊客們
駐足面前，在感受，也在聆聽。

柏林人長期在建築現代化城市的
同時，精心設計保護老建築。 「玻璃
框」 裏的老建築，穿插於現代建築
中，它們是柏林另一道飽含歷史底蘊
的風景線。

絲織繁華

柏林漫言
余 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市井萬象

今年是抗日戰爭
勝利七十九周年，也
是我母親子岡（彭子
岡）誕辰一百一十周
年紀念。在這不平常
的日子裏，也更使我
懷念她的音容笑貌及
不屈不撓的鬥爭精
神。

日軍大轟炸──大公報記者子岡
採訪歲月中重要的一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民政府遷
渝後，重慶成為中國抗戰之中樞──
戰時首都：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
中心。

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
八月，日軍先後出動軍用飛機九百餘
架空襲重慶，進行滅絕人性的大轟
炸，以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膝投降，
並妄圖摧毀人民的抗戰意志。

在這不平凡的抗戰歲月中，我母
親子岡於一九三七年九月，與徐盈
（我父親，大公報記者），離開淪陷
後的北平，輾轉抵達漢口。一九三八
年十月，武漢淪陷，《大公報》又遷
到重慶。這樣，母親又經歷了在重慶
的日軍大轟炸及 「跑警報」 的歲月。

那些年，母親寫的有關日軍大轟
炸及其他事件是很多的，發表於《大
公報》，如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
《撲滅現代劊子手──記武昌被炸區
域之悽慘景象》，一九三八年八月十
二日《煙火中的漢陽》，一九三九年
五月四日《五．三的血仇更深了》，
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霧裏空襲
記》，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光明和
動力的使者》等等，可以看出，母親
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懷着深切
的關注和深情。戰爭對於這位才二十
四歲的年輕記者來說，也是一種歷
練。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日軍瘋
狂轟炸武昌，子岡寫下了：《撲滅現
代劊子手》的檄文，此文立刻登在漢
口版的《大公報》上。 「……警報！
時鐘指着十二點一刻，天空明亮得如
同點着萬千盞汽燈，憤怒地準備監視
人間強盜的屠殺……」 「不到二十分
鐘的巨響，他們炸塌了無數民房、醫
院和美國教會學校……糧道街、二道
街等處附近成了火燒場，成了屠門，
成了新墳。

哭泣、嘆息、咒罵！
焦黑的死屍，破爛的瓦片，傾圮

的電線杆，荒塚一樣的瓦礫場……
胭脂山的民房被炸毀了一大片，

已經挖出的死屍搬到山對面的人行道
上，殘缺的肢體垃圾有時嗅到一陣血
腥，挖出來一隻腿，一隻胳膊，或是
一個辨不出眼睛鼻子的焦黑頭顱……
死者家屬跑過來認，剎那間竟認不出
是不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省立醫院之外落一彈，院內落二
彈……有幾個嬰兒死了，被家人抱
着，小眼睛骨碌骨碌看着天花板，不
知可曾震聾了小耳朵，初生就聽到了
這樣巨大的聲音。這幾個劫後的遺
孤，將來一定會是敵人的對手，畢生
忘不了死在產褥上，死在彈片下的媽
媽。

遠在武昌小東門的美國教會女學
校聖希理達也被炸，汽車數輛也被
毀，天上的劊子手連屋頂上的美國國
旗也不看在眼內……」

這就是年輕的記者──二十四歲
的子岡對於日軍轟炸的描寫。她文筆
精練，文字生動，不愧是教育界導師
葉聖陶的好學生。

母親出身蘇州教授家庭，本可以
穿着精緻，優雅悠閒地行走在蘇州街
道上，但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看到的
是一個真正的戰士，以 「獅子般的勇
猛」 來描寫、控訴日軍的暴行，字裏
行間，透露着對國家危亡的焦慮及對
百姓的深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子岡在
《大公報》發表《五．三的血仇更深
了》。同一天，《大公報》也發表社論
《血火中奮鬥》，兩篇文章同放在一
版上，影響很大，它表達了中國人民
堅決抗戰到底的鬥志和勇氣。

隨着大轟炸給人民帶來的生命財
產損失， 「跑警報」 更給重慶市民生
活帶來無盡的苦痛，產生極大的戰爭
恐慌及心理壓力。每當日機來襲，市
區防空警報隨即拉響，市民紛紛躲
避。在重慶大轟炸五年多的時間裏，
跑警報已成為市民中不可缺少的事
情。

當時我父母在重慶《大公報》工
作，他們為了躲警報，住所連續搬了
四次。當最後一次他們的住所也成為
瓦礫之後，愛國老人、七君子之一沈
鈞儒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讓他們搬
進良莊──這是沈老及幾位愛國民主
人士居住的地方。他倆搬進沈老不足
十平方米的客廳，一住數年，受益無
限。

子岡的第一個孩子（即我的長
兄），就是在躲警報中夭折。當時母
親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從防空洞中爬出
來時，才發現嬰兒已停止呼吸，原來
是小毯子遮蓋太嚴……母親傷心到極
致。

從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是重慶
大轟炸的高峰時期，也是重慶市民跑
警報最頻繁的時期。重慶上空曾經連
續七天七夜不間歇地鳴響防空警報，
這種血火中的磨煉也促使大家戰勝恐
慌，堅強起來。

子岡類似的聚焦大轟炸，寫敵軍
暴行及人民英勇的文章還有不少，在
敵軍狂轟濫炸的歲月中，由子岡以筆
為武器，以剛勇正直的 「獅子般的精
神」 投入戰鬥，一篇又一篇，表現出
非凡的戰鬥風采。

如今回望，更加堅信：勝利永遠
屬於熱愛和平、堅持鬥爭的人們。

新的老建築

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正
在舉行 「絲織繁華：從中國到歐
洲之路」 展覽。該展覽囊括約一
百五十件珍貴展品，由絲綢自古
代中國出現至現代的演變，深入
探究絲綢的歷史，通過來自中
國、法國、印度及意大利的各類
珍貴絲綢文物，剖析其在藝術、
貿易、時尚與技術上的發展，並
展示中國絲綢和傳統織物工藝於
兩千年間，如何對全球文化起重
要影響。 中新社

子岡筆下的日軍大轟炸

人與事
徐 東

▼

一
九
三
八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
大
公
報
》
發
表
子
岡

的
文
章
《
煙
火
中
的
漢
陽
》
。

▲二○○七年出版的大公報名
記者叢書──子岡卷《如是我
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