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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歌舞 歌英雄
不久前，一個五歲

「英歌女孩」 紅遍大江
南北。

故鄉朋友傳來網絡
平台上一段短視頻：在
汕頭貴嶼，英歌隊正在
巡遊表演，街邊觀看的
人群中，一個穿花布上

衣、手執兩節短棒的女孩子突然投入，跟
着隊伍的鑼鼓節奏舞動，手腳靈動，有板
有眼。英歌隊中幾位壯漢，興致勃勃專門
停下和她對舞一番，然後才握手繼續前
行。

此後幾天，我陸續看到圍繞這個小女
孩的幾個視頻。基本情節相同，也增添了
一些內容，如女孩在廣場參與英歌隊員的
訓練；在家玩蛇舞等等，還用特寫鏡頭顯
示她純真可愛的笑臉。

英歌舞，是潮汕地區民間傳統的表演
藝術，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目
錄。表演時，可一隊二十四人，也可以是
三十六人，特別龐大時可擴大到七十二
人，但目前已少有如此規模。

它的表演形式獨特，雖在路上巡遊，
但隊員卻要如台上戲劇演員一樣化妝打

扮。除了領頭的手拿道具長 「蛇」 不停旋
動，及作為指揮的司鼓外，其餘的人均手
執兩根木槌，隨着鼓點邁着馬步，敲擊揮
舞。木槌的長短也有規範，直徑二十五毫
米，長三十五至三十八厘米，且要上色，
中間黑或白，兩頭紅。

小時候，曾在故鄉城市的節日遊行中
看過英歌舞表演，印象尤為深刻。當木槌
雄渾、整齊的擊節聲遠遠傳來，未見隊伍
已讓人翹首。待看到浩浩蕩蕩而來的舞
者，更令人震撼。舞者邊走邊揮動兩手上
的木槌，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互相對
擊。那壯觀場面、粗獷豪邁動作，直擊心
靈，宏大聲浪久久在腦海中迴盪。回到家
裏還拿一雙筷子，學着敲打一番。

潮汕英歌舞始於明朝中期，距今約六
百年。它糅合南派武術、地方戲曲和民俗
舞蹈於一身。至於起源，有幾種傳說。一
是中原一帶士兵戍邊屯田於此，帶來了北
方儺舞，起初是戴着面具，後直接化裝在
臉上；另一種說法是，當時沿海倭寇橫
行，民眾為抗擊外敵，團結起來進行操
練，後演化為民間舞蹈；還有說是以舞為
名，實是秘密習武，伺機反清復明。而比
較普遍的說法是，由山東大秧歌演變，加

上水泊梁山故事而成。
潮劇《攻打大名府》中，梁山泊好漢

入城救出盧俊義的人物情節，與英歌舞排
陣十分相似。英歌舞走在最前端舞蛇的，
正是故事中最先潛入城刺探虛實的時遷；
擂鼓總指揮扮演的是宋江；走在大隊人馬
前面的有林沖、武松、李逵、魯智深等，
一個個英姿勃發，大展拳腳，氣吞山河。

汕頭潮陽後溪的英歌隊還登上央視
《星光大道》舞台。兩名全妝扮演水滸人
物關勝和秦明的舞者，在接受主持人採訪
表演後，又聯袂汕頭一位歌手演出具有濃
厚潮汕特色的《英雄之歌》，博得滿場熱
烈掌聲。

英歌舞呈現的不畏強暴、團結奮進的
英雄氣概，也表達潮汕民眾，包括萬千海
外潮人艱苦奮鬥、敢於逆境而上的精神。
正因如此，它才能代代相傳。

當然，文化的傳承，需要從小孩抓
起。 「英歌女孩」 的出現令人欣喜。在潮
汕地區，這種傳統文化正越來越被年輕一
代喜愛，現在，幾乎每個村都有自己的英
歌隊，有的地方還組織了女子英歌隊，少
年英歌隊。

英歌舞的魅力，正在不斷發揚光大。

中山大學第三和第四校區
中山大學深圳

校區是我見過的內
地最現代化的大學
校園。所有建築都
仿照廣州中山大學
百年學府以及中山
紀念堂的紅牆綠瓦
中西合璧的獨特風
格，形神兼備，連

圖書館前的孫中山雕像，也是以一比一
複製廣州校區內的雕像。雕像矗立在校
園內一座樹木蒼翠的小山頂，背後是一
個歐式馬蹄形走廊，走廊後面是六角形
的圖書館，這裏是整個校區的地標和核
心。圖書館居高臨下，從頂層可以俯瞰
整個校園，圖書館的圓頂天幕設計別出
心裁，在這裏伏案苦讀的莘莘學子抬起
頭來，便可仰望蒼穹，師生們稱這裏是
「光明頂」 。

上周四（四月二十五日）應中山大
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教授邀請，筆者和幾
位本港潮籍商界新聞界朋友到深圳光明
區參觀中山大學深圳校區。上午剛過口
岸天氣驟變，一路上傾盆大雨，能見度
很低，開車大約一個小時才到達目的
地，可是一進入校園便雨過天青。藍天
白雲下，一幢幢紅牆綠瓦、大氣典雅的
建築物，到處綠草如茵，一條橫穿校園
的小河，幾朵粉紅色荷花露出水面，悅
目清新。這裏遠離塵囂、詩情畫意又充
滿時代氣息。

中午在學人苑吃完飯，陳春聲書記
親自當導遊，帶我們參觀了網絡空間安
全學院、航空航天學院、集成電路學
院、醫學院，以及圖書館、體育館、游
泳池、音樂廳等。校園太大，好在有電
瓶車代步。雖然時間關係只能走馬觀
花，但已讓我們大開眼界。體育館游泳
池都可以舉辦國際比賽，音樂廳的舞台
深度多達八層帷幕，工作人員介紹，這
裏的音響設備是一流的。在教學樓和教
學實驗室，我們看到可供本科生和研究
生使用的各種先進設備，可以製作各種
機器人、飛機模型、無人機，以及數控
車床、3D打印機等等。研究人員向我
們演示已經投入使用的一套用於交通安
全管理的道路交通信息系統，在這套系
統的範圍內，任何經過的車輛行蹤以及

車上人員所有信息都無所遁形。在航空
航天學院，一名年輕的副教授帶領學生
製作了一個火箭發射裝置模型， 「我們
準備在今年年底的百年校慶活動上發射
這個模型」 ，副教授興奮地告訴我們。
醫學院是最早成立也是規模最大的學
院，這裏有一整套臨床執業資格考試系
統，每一個科目設有獨立考室，學院領
導介紹，該院畢業生執業資格考試首次
合格率達百分之九十五，名列全國醫學
院前茅。

據介紹，中山大學在AI技術、網絡
空間安全、航空宇航科學以及醫學生物
等多個高科技領域，都達到國內一流或
國際先進水平，成為國家科技創新的重
要基地和國家級重大科研創新平台。此
外，深圳校區與多家著名高科企業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形成產研學一體化。陳
春聲說， 「我們取得很多重要的科研成
果，不少領域都有我們的貢獻，但基於
各種原因，我們多做少說，或者只做不
說。」

陳春聲介紹，當年中山大學主要領
導和深圳市主要領導一拍即合，可謂機
緣巧合。二○一五年十一月雙方簽署共
建世界一流大學戰略合作協定，在光明
區建設中山大學在廣州、珠海之外的第
三個校區：深圳校區，規劃佔地面積三
百一十四點三公頃，一期建設用地一百
四十四點八二公頃，二期一百六十九點
四八公頃規劃作為農學院的農業用地。

二○一八年六月全面動工，二○二○年
起分批交付使用，當年首批學生入校。
二○二三年全部完成建設，交付給中山
大學，俗稱 「交鑰匙工程」 。連同配備
教學設施和儀器設備，深圳市政府總投
入三百二十億人民幣。無論建設速度，
還是投入金額，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
覺得難以想像。

更加令人讚嘆的是，短短四年，中
山大學深圳校區已成為一所學科齊全的
綜合性理工科大學。從二○二○年第一
批來自醫學院的學生入校，迄今已經有
十七個學院，包括十個新工科學院、三
個醫科學院，以及農學院、生態學院、
商學院、理學院等。教職員一千兩百多
人，當中包括兩名院士和三十八名國家
級高層次人才共五百多名專任教師。學
生一萬三千多人，當中九千名本科生和
四千多名研究生。而深圳市和光明區，
亦已經開始為當年大手筆投資中山大學
的果斷決策，收穫豐厚、源源不絕的經
濟和社會綜合效益回報。作為大學一把
手，從學校選址到整個學科規劃，陳春
聲為深圳校區的建設投入大量心血，在
向各位好友介紹一項項成果時，他的臉
上成就感滿瀉。

中山大學正在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
學，南下深圳辦學只是第一步，該校區
的目標是要成為 「支撐引領深圳經濟社
會發展，輻射粵港澳大灣區及亞太地區
的高層次創新人才重要培養基地」 。中
山大學將於今年來港設立香港高等研究
院，邁出跨境辦學第一步，努力爭取在
國際化辦學方面取得突破。換言之，中
山大學第四個校區已經選定在香港。

我喜歡 「點
心」 這個名詞，容
許我望文生義，來
一 次 「 說 文 解
字」 。

點心，就是點
點心意的意思。我
看故事發生時代比

較遙遠的電視劇，人們為了對在意
的人表示關懷，往往帶着點心登門
造訪。有一個經典場景：女人提着
竹籃，滿腔熱情地走到男人工作或
居住的地方，把竹籃放在桌子上，
打開蓋子，把點心一碟一碟提出
來，整齊放好。點心作媒，二人對
望，一個微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香港人愛上酒樓，尤其是假
日，酒樓是一家人必到之處。酒樓
除了提供飲食，還是為家庭關係錦
上添花的地方。長者跟子孫上酒
樓，吃點心，享受幸福的時光。兒
子給父親夾一枚山竹牛肉，孫兒遞
上一個叉燒包，送上的就是一份關
心。長者向朋友報告，孩子和他們
「飲茶」 ，吃點心，說話的時候笑
得合不攏嘴，這才是點心存在的意
義。

人們上酒樓，孩子賴床，或者
忙着功課，老人家怕冷懼熱，不好
外出。人在酒樓，面對各式各樣的
點心，心裏卻是記掛着家中的人。
離開時點了外賣，把點心送回家
去，還不忘催促各人趁熱吃，不要
把點心放涼。點心會放涼，可是心
意卻一直溫暖。

一件點心，普通不過，輕輕點
在心坎上，最能觸動情思。

吃點心，只需要吃一點點，就
可以心滿意足，不要過量。午餐和
晚餐是正餐，點心是點綴，正副分
明。早上吃點心，切勿貪心。我小
時候跟祖父到茶居吃早點，人人面

前停泊一艘 「茶船」 ──一隻細小
的圓形碟子，上面一艘船，船頂鋪
上蓋子。船艙內有茶葉，熱水倒
滿，放上蓋子，等待一會，然後用
蓋子撥弄水面，把茶葉撥到一邊，
一口一口把茶呷下。我放眼看去，
總是見到喝茶的人多，動筷子的人
少，彷彿人們上茶居就是為了喝
茶， 「茶居」 這個地方，名副其
實，喝茶為主，吃點心只是陪襯。
祖父謹守一盅兩件這條原則，只叫
一、兩碟點心，墊一下肚子，心裏
歡快。

韓語裏午餐叫 「點心」 ，可是
韓國人午間並不是以點心填滿肚
子，還是以米飯為主。我問老師箇
中原由，她解釋不來，無需深究。
我午飯時候上酒樓，往往見到滿桌
子點心，點心記錄卡上蓋滿印章。
以點心作午餐的大有人在，正符合
韓語所指。有些酒樓下午辦 「點心
放題」 ，即是點心自助餐。顧客付
款入場，能夠吃多少，看你的本
事。吃點心吃到這種地步，似乎是
另一種境界。

點心，還可以表現點點心思。
點心師傅把包點捏成動物的模

樣，有熊貓，有貓狗，甚至是卡通
裏的角色，來個多啦A夢，或者是
米奇老鼠，也可以是Hello Kitty，
小孩見到，立即要一碟，可是看在
眼裏，捨不得把它吞進肚子。有些
包子在師傅的巧手下，綻開了花，
花瓣鮮明可辨。染上顏色，更添美
感。還有星星，有荷包。就是不
吃，光是看，也賞心悅目。這些別
具心思的點心，沾上些許藝術品的
氣息。

雖然營養師不時標示各式點心
含有的熱量，提醒大家淺嘗為尚，
不過這正好印證了對待點心的正確
態度。

點 心

華沙大街
地鐵站一直是東
柏林重要的交通
樞紐，從一九○
二年開通的鐵路
主線到現在與新
建地鐵和高架鐵
路相交。這裏不

僅是大型公司辦公樓選址的新熱門
區域，也是柏林的外國人聚集地，
不少年輕美國人特別喜歡這周邊的
酒吧和俱樂部，被大街小巷濃郁的
文藝氛圍深深吸引。

對我來說，這個片區有一部分
很熟悉，而一街之隔的另一邊卻一
直沒去過。

先說說我常去的這一邊，也就
是各大公司的總部聚集地。新建的
大樓各有特色，亞馬遜的新總部眼
看着要完工。著名的東邊畫廊在這
片高樓的咫尺之遙，天氣好時過來
沿着東邊畫廊的柏林牆走一走，在
斯普雷河畔的草坪上看看櫻花，小
憩時分，都是春天裏柏林人消磨閒
暇時光的 「傳統項目」 。

東邊畫廊正對着，便是柏林最
大的室內演出活動地，以前叫奔馳
演出中心，最近改名為優步中心，
旁邊還有其附屬的音樂廳。每逢有
演唱會音樂會或運動賽事，這裏都
人山人海。緊鄰音樂廳，有一個大
型電影院和購物廣場，其中還有一
個保齡球場館和幾個大超市，當然
也少不了各種風味的餐館。

這個片區現代化的建築，寬敞
的街道，豐富的娛樂項目，不管是
周末散步購物還是家庭日看電影用
餐，這裏都是一個絕佳的目的地。
我常跟家人們來，自然也很熟悉。

走到一街之隔，華沙大街地鐵
站的另一邊，是因為先生邀請我去

看一個電子藝術的沉浸體驗活動
──著名墨西哥女畫家Frida Kahlo
的電子畫展和VR模擬短片。

從華沙大街地鐵站的另一邊出
去沒走幾步，便能看到一個酒吧和
幾個搖滾樂演出區域，門口站着幾
個背着樂器的人。畫風突變，房屋
從街道另一邊的高樓大廈變成滿是
塗鴉的老紅磚屋，行人們也由匆匆
忙忙西裝革履上班的人們變成了不
修邊幅奇裝異服的音樂人藝術家。
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於是我快
步走進到這一片古老建築群中。

映入眼簾的是滿牆的塗鴉和壁
畫，這在柏林並不稀奇。仔細一
看，壁畫的中央還有一個鐵門，原
來這裏還是一個電子藝術博物館。
古老的建築，不拘一格的塗鴉，裏
面是前沿的電子藝術。繼續往前
走，又有一個小小的門，門口掛着
一堆鞋，定睛一看，裏面大有洞
天，竟是攀岩館。攀岩的牆就順勢
沿着老房子的結構設計，甚至頂上
還有一片直通藍天的開敞空間，沒
有屋頂。

接下來出現的，算是 「預料之
中」 的樣子──有搖滾舞台、文藝
電影院以及酒吧俱樂部等等。在院
子盡頭的滑板區背後，卻是一個
「音樂房子」 ，裏面有各種古典音

樂教室和工作室。更沒想到的是，
著名的環球音樂和MTV總部辦公
室也在附近，就在那個重新設計翻
新過的舊燈泡廠裏。

古老和現代，經典和前衛，音
樂和運動，混搭得融洽又自然。

我陷入沉思，一街之隔的兩個
世界表象上是那麼的不同，但都有
關藝術、文化和娛樂休閒，是默
契？是相通？都是柏林生活多姿多
彩的縮影。

天氣變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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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沙大街地鐵站周邊

一道低壓槽為華南的
天氣帶來變幻，一周以來
香港經歷了暴雨、狂風、
雷電等，市民外出不免狼
狽。家中也難免濕漉漉，
持續抽濕是無奈之舉。此
時節，筆者的植物開得最
好，書籍卻受折磨。

圖、文：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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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深圳校區一景。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