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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過滄州文廟有感

大家都聽過 「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 這句話，但不一定知道這句話來
自先秦時期的一首詩，名叫《擊壤
歌》。

什麼是擊壤？它是一種古時的投
擲遊戲，玩家將一塊木板放在遠處，
然後用另一塊木板扔過去打它，擊中
者為勝。《擊壤歌》則講述堯帝時
期，有老人在路邊玩擊壤，旁人見他
有閒情玩樂，讚嘆天下和平實乃堯帝
行德政之果，但老人聽了不以為然，
唱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
哉？」 老人的意思是，他每天早出晚

歸辛勞工作，自己鑿井才有水喝，自
己耕種才可以飽腹，一切日常自給自
足，付出了一天的勞動才換來空暇玩
樂，實在不明白這跟堯帝有什麼關
係。

因為這個典故，後人以 「擊壤」
比作太平盛世，而唱《擊壤歌》的老
人，也被視為蒙受堯帝恩澤而不自知
的純樸又無知的百姓。老人的無知，
在於他不知道之所以可以自給自足，
源於堯帝行德政以至天下太平，同
時，他也無知於不理解自己工作的目
的。

老人的勞動實踐與想法，跟現代

都市人沒有兩樣。老人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每天辛勞，為的是溫飽，而勉
強說他要追求之目的，也就是換來閒
情。這樣的想法沒有錯，只是以 「辛
勞換閒情」 的矛盾本質，太容易叫人
迷失於勞動。

在此，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古希臘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提醒。亞里士多
德認為，工作是追求幸福的一種運
動 ， 也 就 是 將 自 己 的 「 潛 在 」
（dynamis）轉化成「現實」（energeia）
的過程，而這樣的轉化是為了讓我們
可以做 「更善的選擇」 。

老人自給自足的勞動，或許有善

於自己，但若然他能夠明白工作的本
質，以工作來創造更多的善，正如堯
帝的工作，就是創造了一個善的世
界，讓百姓好好生活，那麼，工作就
不只是勞動。

如果你發現自己正在迷失於無休
止的忙碌，不妨想一想：你的工作，
有善於誰？你的工作，又可以怎樣讓
你做出 「更善的選擇」 呢？

單看劇集名稱，內地電視劇《今
天的她們》不容易吸引觀眾注意。然
而，讀過宣傳文案，我決定追看全劇
二十四集，為的是兩個原因：故事以
傳統川菜如何革新為主線；香港女演
員佘詩曼擔任其中一位女主角。

近年以飲食為題的電視節目如雨
後春筍，故事不離如何烹調和珍惜食
物，又或是如何推廣傳統美食。所謂
「太陽底下無新事」 ，怎樣說好故事
而獲觀眾共鳴，仍然是創作人經常需
要面對的挑戰。《今》劇主要場景是
成都的傳統菜館川白樓，店主顧大鵬

是名廚，銳意保留川菜精髓，但年事
已高，且晚年染上頑疾，再加上現代
化商業集團出面收購川白樓，令到顧
大鵬面對重重壓力。全劇推進在於川
白樓的傳承經歷，相關角色包括顧大
鵬的徒弟陳東，還有大鵬的女兒漫婷
及其閨密路真真，以及商業集團女高
管梁清然。

劇名所指的 「她們」 就是漫婷、
真真和清然。前二者是好友，清然本
來是收購川白樓的競爭對手，但經歷
一番轉折，三人在事業和個人感情上
都各自成長，最終在川白樓革新之

後，再創立另一間新式川菜館，將南
堂川菜發揚光大。

單論劇情而言，《今》算不上是
頂級之作。除了在事業上的爭逐，三
位女性在愛情路上亦兜兜轉轉，個別
情節令觀眾難以盡信。不過，全劇對
經營和保育傳統川菜的細節有不俗描
寫，例如 「川戲離不了幫腔，川菜少
不了好湯。」 觀眾對川菜能夠加深認
識。

佘詩曼飾演來自南方的梁清然，
故事初期又是一副《新聞女王》的姿
態。雖然她說着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台

詞，但卻能符合角色的背景和個性，
將一位在商場上運籌帷幄，在愛情路
上鍥而不捨的現代女性形象表露無
遺。佘詩曼在內地影視圈已經發展十
多年，受到觀眾及製作人歡迎，可說
是香港藝人闖出新天地的其中一個成
功典範。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一片區域，
售賣文玩舊物，集聚一方閒人。北京
最有名的是潘家園，金石瓷陶竹木牙
角，寶貨琳琅。去過多次後，每次去
我依舊會感慨，天下原來有這麼多可
盤之物，人間之趣真如肥沃土地上的
野草，不停地冒出頭來。

今年 「五一」 小長假期間，我們
一家人取道冀南赴黃河入海口遊玩，
夜宿滄州。晨起散步，才知酒店緊鄰
着文廟。滄州文廟明初創修規制漸
備，明清以來歷經二十餘次修建。目
前的建築大多是近年維修復建的。門

口的孔子像前方立着一座四柱三門七
樓牌坊，綠琉璃瓦頂，三塊坊額上寫
着對他的稱頌，從右往左分別是 「德
配天地」 「滄海文明」 「道冠古
今」 。孔子像後面是一片類似於潘家
園的空地，二三十個攤位挨挨繞繞擺
成兩長排。一半是文玩，一半是寵
物，零星幾個賣舊書報和花草，還有
一個長着老年斑的遊醫用某種秘製藥
水為另一位老者祛除臉上的老年斑。

我轉了半個小時，邊看攤上的
貨，邊看攤邊的人。滄州文廟的這個
「潘家園」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核

桃手串、玉料泥石、鸚鵡鴿子、金魚
烏龜，應有盡有。不過，生意一般
般，賣貨的比買貨的還多，而賣的與
買的似乎都是老相識，唯有我這一個
誤闖進來的外地人。所有攤主只顧着
向自己的熟客或同行打招呼，互相誇
讚着對方手裏的核桃或腕子上的手
串，沒人有興趣招攬我的生意，任我
落落大方或落落寡歡地獨自遊蕩。

這些年，廟堂尤重文脈，民間追
求煙火氣。二者看似兩橛，實則互為
呼應。文脈乃文氣所聚，煙火氣卻為
文氣之基。沒有煙火氣的 「文氣」 冷

森酸腐，難潤人心。一個地方煙火氣
與文氣之涵育，均需一群不急不躁、
有心有閒之人。當他們在滄州文廟這
樣的地方憩息安頓，舒洩閒情逸致，
生活中的鬆弛感、人際間的親近感便
多起來，文化創造於此興焉。

為什麼要工作

《今天的她們》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
夜寐，靡有朝矣。」 在《詩經》
的氓篇中，女子純情溫柔，不顧
明媒正娶的禮數，私底下就向前來
求婚的氓許下了 「秋以為期」 的諾
言，結果卻遭遇 「士貳其行」 「二
三其德」 。從此篇開始， 「痴情女
子負心郎」 幾乎成為愛情敘事的主
要模式，此後的《鶯鶯傳》《霍小
玉傳》《鍘美案》以及現代話劇
《雷雨》等，也都是女子痴情地盼
與心上人成眷屬，而男子卻負心，
造成悲劇結局。

在主流夾縫中，只有為數不多
的幾個 「負心女子痴情漢」 故事。
其中最讓人熟知的，一個是 「弈請
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
月」 ，嫦娥背負后弈的感情竊藥獨
自飛升；另一個是《水滸傳》裏，
武大可謂一往情深，而潘金蓮卻常
常 「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 要和他
離婚，甚至為了與西門慶成其好事
而毒死了武大。但此類文本畢竟是

少數。
詩歌、小說、戲曲是現實的反

映。不過，時代在變，女子是否變
「負心」 不好說，但 「痴情漢」 不
斷增加現實腳本，像近日內地的
「胖貓」 事件，男子自己捨不得吃
貴一點的外賣卻為女友轉賬五十餘
萬元，面對冷暴力，在跳江前甚至
還備註 「自願贈予」 給對方轉去六
萬餘元，可謂把愛全給了女友。大
量網友知曉此痴情漢的事後，在外
賣平台點單送至墜江的大橋，祭奠
這位 「純愛戰神」 。

打開電視，相比過去女子爭
寵，現在痴情漢匍匐在女主石榴裙
下的文本敘事也越來越多。留心一
下，近年熱播的《羋月傳》《夢華
錄》和《風吹半夏》等 「大女主
劇」 ，莫不如此。

「五一」 小長假，意外收到美國大學
藝術史系同事X的一封電郵。原來她在台北
學術休假一學期，到上海調研一周，順便來
無錫博物院研究館藏。得知我在老家學術休
假，希望能一起吃頓便飯。X那天一大早來
無錫工作，下午兩點回上海，時間緊張。我
倆約定中午見面，我帶她去本地人推崇的一
家麵館。

走進市中心居民區一條窄窄小巷，兩
層小樓的麵館熙熙攘攘。哪怕已過了飯點，
顧客依舊絡繹不絕。和X商議後，我點了兩
碗紅湯麵，澆頭為炒鱔糊、雙菇麵筋、涼拌
馬蘭頭和薑絲。這家的陽春麵曾被評為本地
第一，一向以湯頭清鮮出名。幾個澆頭不是
時令菜就是本地特色，值得遠來的同事品
嘗。這家麵館的紅燒青魚划水也很有名，但
食材是有魚骨的河魚，X不太會吃。等了一
會兒，兩碗湯麵和澆頭一起端上桌來。果
然，麵條纖細筋道，在青花大碗中碼得紋絲
不亂。澆頭是 「甜出頭，鹹收口」 的錫幫菜
風味，本地人做菜慣用少許食糖提鮮，X覺
得好吃。因為這家店受到中國人的喜愛，而
不是糊弄老外的所謂老店，X格外欣賞。

X的新課題研究宋元明清墓葬中反映的
遊牧民族女性的物質生活，已去了西安、甘
肅、山西等地。她曾打車一個半小時從蘭州
趕到甘肅南部小城，前往當地派出所樓上的
博物館調研。我十分驚嘆她的冒險精神和生
活能力，也越發期待聆聽她的研究成果。

有幸在老家和美國同事共進午餐，見
面時間雖短，吃食雖簡單，但內容豐富。物
質、精神兩方面都大有收穫之餘，尤其感念
生活中的意外驚喜以及促成這個驚喜的學術
休假制度。

今年是奧地利作曲家布魯克納誕
辰二百周年，國際古典音樂界各自籌
辦誌慶音樂會，其中不少演奏他的九
首交響曲中的幾首代表作，以雄渾壯
麗的管弦氣魄，向大師致敬。

即將離任的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
監梵志登，可以說是一位布魯克納專
家，當今將全套交響曲作商業錄音少
數健在的指揮。選演未完成的《第九
號交響曲》作告別可謂最佳選擇。很
可惜他的最後一個樂季一首布魯克納
的作品都沒有。下月底兩場告別音樂
會選來一套雜錦節目，演奏管弦選
段，其中勃拉姆斯、蕭斯達高維契樂

章幾個月前剛演過，
貝多芬《命運》也不
知演過多少次。雖云
曲目由聽眾投票選
出，但新作品《龍之
因子》不會是投票結
果吧？既然有斟酌空
間，何不考慮來一段
布魯克納？

據一位樂評朋友
告知，他曾問梵志登
會否指揮港樂首次演奏 「布九」 ？當
時答案是肯定的。但到今天還是有待
首演。不知道未來總監會否來得及演

出這首曠世作品。有傳聞
說假如今年九月還沒有總
監人選，梵志登意欲留任
兩年。但願這個傳聞不是
真的，因為經過十二年的
重複演繹，開始有一點千
篇一律的感覺了。

說回布魯克納全球
誌慶，香港作為國際都
會，沒有相關演出將會很
失禮。猶幸香港聖樂團十

九日晚在香港大會堂上演一場紀念音
樂會，作品是比較鮮有演出的《安魂
曲》（見附圖），也是作曲家首次創

作包括樂隊的一首早期作品。
不說不知，香港聖樂團一九九五

年的首張商業錄音，正是此曲，也是
該年陳永華教授首次以音樂總監指揮
的演出曲目。這次是近三十年來首次
重演，獨唱女高音請來香港演藝學院
聲樂系主任阮妙芬擔綱，在音響最佳
的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值得期待。





布魯克納二百歲在香江

從痴情女子到痴情漢

有朋自遠方來

一九八四年，中國提出了大
熊貓租借方案，想擁有大熊貓的國
家可以採用短期借展的方式，請大
熊貓到當地的動物園巡展。目前旅
外大熊貓至少有六十四隻，分布在
十八個國家。

隨着 「旅居」 海外的中國大
熊貓越來越多，作為一種有着濃郁
中國印記的文化符號，大熊貓的影
響力也走出動物園，演變成全球共
享的熊貓文化，越來越多的國際合
作項目開始以熊貓命名。從由熊貓
綠色能源集團發起建設、攜手聯合
國開發計劃署共同推動的綠色能源
示範項目熊貓電站，到以人民幣計
價、由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在華發行
的熊貓債券，還有世界自然基金會
等許多國際組織也使用熊貓作為標
誌。

二○一七年，聯合國招募了
十七名來自全球五大洲十四個國家
的 「熊貓使者」 ，承擔推廣包括消
除貧困、提高公平正義、保護環
境、清潔飲水、消除飢餓等任務目
標。聯合國將這些志願者命名為

「熊貓使者」 ，這源於大熊貓親和友善的形
象和風靡世界的感染力。

這也是為什麼夢工廠動畫公司製作的
《功夫熊貓》系列電影跨時十六年仍然賣
座，加上上月上映的《功夫熊貓》第四部逾
五億美元的票房，全球吸金近二十五億美
元。大熊貓加上功夫，這兩個最受歡迎的東
方傳統文化元素足以令全球狂熱。

大熊貓從頭到腳的憨態可掬，舉手投
足的可愛呆萌，代表着中國向世界釋放出的
友好與和平之意。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以
熊貓為紐帶的民間交流，為中國與世界的深
度融合奠定基礎，營造氛圍。」 許多外媒都
曾評論和報道稱，中國的大熊貓傳遞出的是
「互信、互惠與堅實的夥伴關係」 這一信

號。



「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
鄉在哪裏？」

「我的家，在陝西，過河還
有三百里。」

……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唯一一

個這樣的人：我對於《黃河大合
唱》最早的印象，並非 「風在吼，
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大氣磅礴的
《保衛黃河》，而是上文提到的
《黃河對口曲》。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第一次聽
到《黃河對口曲》是多大年紀了，
應該不是小學就是剛剛上中學的時
候吧，就連知道《黃河對口曲》這
個名字也是很久之後的事情。當時
的印象深刻，或許是因為很少在嚴
肅高雅的交響樂團前聽到如此 「接
地氣」 的對唱，或許是因為剛開始
的幾輪問答，在頗具彈跳感的節奏
之外，還有些幽默愉快的意趣，更
或許是因為轉眼這關於家鄉與家人
的閒聊，自然而然變成對已淪陷故

土的眷戀和對已逝去親人的懷念，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

此後的歲月，《黃河大合唱》
在我心中已然成為了文學與音樂完
美結合的典範，歌詞的文學性和音
樂的旋律性巧妙融合，且將合唱、
獨唱、詩配樂、對唱、輪唱、對唱
等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共冶一爐。

震撼之餘，我突然發現自己
聽那麼多次，都是通過電視或是網
絡，從未有機會現場聆聽。既然隔
着大氣電波都可以有如此神奇的力
量，那麼現場聽豈不終身難忘？終
於有機會了——《黃河大合唱》
來香港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
日，香港文化中心將上演音樂會
《黃河大合唱——林大葉與香港
中樂團》，黃河的豪邁之音終於可
以在香江之濱奏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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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樂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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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秋莎在俄羅斯人氣高。

《黃河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