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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題

由北京歌劇舞劇院創演的舞劇
《五星出東方》，為香港首屆中華文
化節打響頭炮。舞劇的創作靈感來自
一九九五年十月在新疆和田尼雅遺址
出土的漢代織錦護臂，上繡篆體漢
字：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五星
出東方》由此帶來一台舞蹈盛宴，演
繹兩千多年民族之間的情誼，讓這件
國家一級文物拭去歷史的塵跡， 「活
現」 舞台。

舞蹈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
一，可能沒有什麼形式比舞劇，能更
好地在舞台上 「活化」 文物，如聞一

多先生《說舞》所言：舞是生命情調
最直接、最實質、最烈、最尖銳、最
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

在《五星出東方》中，端莊典雅
的錦繡舞，婀娜多姿的燈舞，市井味
濃的集市舞，激情四溢的蹦迪舞……
融合東方美學與西域風情，讓人們看
到文物題材舞劇創作的更多可能。

從文物汲取創作靈感的，還有今
年一月來港演出的舞蹈詩劇《只此青
綠》，被海內外譽為 「舞繪《千里江
山圖》」 。故宮博物院藏《千里江山
圖》，是北宋畫家王希孟傳世唯一畫

作。創作此畫時，王希孟還是十八歲
的少年，他以群青和石綠顏料入畫，
希望 「此畫與天地眾人共繪，往來者
但見青綠足矣」 。

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創演的《只
此青綠》，大膽創新，採用時空交錯
式的敘事結構，以青綠重現青春，引
領觀眾以展卷人的視角，體驗國寶文
物與現代人之間的情感連接。

在實現文物 「活化」 和把國寶文
物搬上舞台的跨界融合中，由甘肅省
歌舞劇院創演、被譽為 「活的敦煌壁
畫」 的舞劇《絲路花雨》，是成功的

先行者。 「反彈琵琶」 、 「千手觀
音」 等經典舞蹈，取材自敦煌壁畫，
以一種新的舞蹈語匯再現。

《絲路花雨》一九七九年在蘭州
首演，四十五年來常演常新，歷久不
衰。該劇分別於一九七九年和二○一
六年在香港獻演，好評如潮，在香江
颳起敦煌風。

這些年的內地電視劇，確實與日
劇或韓劇不相伯仲，平均水準有過之
而無不及。我選看的內地劇集，多以
獨特題材先行，其次以演員為着眼
點。對於古裝劇種，我便較為審慎，
那些神怪奇幻式的古裝武俠劇，即使
故事天馬行空，影像奇詭，但就不是
「我杯茶」。由是，我並沒有看過《慶
餘年》的首季劇集。該劇今年推出第
二季，聲勢浩大，期望者眾，我實在
想看看該劇到底有何吸引之處，故此
先從線上搜集一些有關首季的背景資

料，然後才看第二季全套三十六集。
也許我可以用兩句話概括《慶》

劇主旨：范閒憑着現代思維，在古代
慶國作出大刀闊斧的推動和改革。范
閒在首季尾聲面臨死亡威脅，第二季
開始的幾集內容，介紹他如何置之死
地而後生，並且重新回到慶國以延續
首季故事。也許我不明白太多 「前
因」 ，故此我覺得前幾集內容較為拖
沓，有時東拉西扯並沒有與主線搭上
關係。再往下來，我開始明白創作人
的用心。范閒具有的現代思維，不論

是 「財富的意念」 ，抑或 「知識產
權」 ，都是將古今社會放置在平衡的
道路。只有建立良好的管治理念和系
統，古往今來都可以發展興隆。

《慶》劇的角色眾多，關係複
雜，有時令劇情過於兜轉和隱晦。全
劇的主旨表面上有關范閒與二皇子的
爭鬥，但是范閒如何為慶國改革朝
政，以及打擊貪官污吏，更能突顯故
事以古喻今的意圖。例如范閒諷刺都
察院的官員，推動都察院重新振作而
勸諫慶帝；另外，范閒擔任春闈考場

的主考官，銳意整頓考場以往的陋
弊，令寒窗苦讀的考生能有一次真正
「公平公正」 的考試。該兩段情節較
之全劇其他具想像力的戲份，更能打
動觀眾情緒。 「慶幸餘年，同道而
行。」 故事留下的未解之謎，正是人
生繼續要追尋的答案。





舞繪國寶文物

《慶餘年》第二季

夏日美顏飲食

在一次活動中被人問到，如何理解
「吃的儀式感」 ，這讓我思考許久，都沒得

出一個清晰、統一的答案。一個幾乎每天被
我們掛在嘴邊的主流詞彙，等到需要用自己
的價值觀、認知去進一步解讀它時，竟然變
得異常困難。就像每天經歷的生活，在那麼
多的稀鬆平常之外，始終還有一些盲區不被
關注、無人深究。

疑惑背後，也可能是我們對自己的忽
視和麻木。很多人用外顯的繁榮構築起一道
道看似堅實的堡壘，卻沒意料到，最狡猾的
敵人，往往不會大張旗鼓地宣戰，而是早就
潛伏在城門裏面，從內部蠶食。如今人人追
求的儀式感，為什麼變得如此必要？也許是
因為我們太需要安全感，而安全感則要通過
一系列具象體驗，才能內化成屬於自己的情
緒基點。比如在畢業大餐的儀式感中憧憬未
來，彷彿所有的躊躇滿志都有了去處；再比
如從燭光晚宴的儀式感裏描摹愛情，縱然虛
幻，好歹有諾言相伴；哪怕是一人食的儀式
感，也所幸能透過庸庸碌碌，抓住一絲光亮
去奔赴前程。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解
構、了解、認同，而吃，恐怕是最能關聯現
實和精神的一種方式了。沒有一日三餐，哪
有存在與陪伴？

如果流動去看，吃的儀式感，不應該
是刻意和靜止的。對當下的索取越多，就會
在儀式終了時，越感覺到眩暈和惆悵。它並
非某個場景裏的裝飾、點綴，也不是強加給
自己的一套衣衫，而應該是對之後的延伸和
連接。在我們身處的時間和空間裏，把點連
成線，再把線牽引到那些原本不曾抵達的地
方，走過去，帶着更多膽量和好奇，看看這
個世界，也看看自己。所以，儀式感這件
事，就注定是模糊的吧，好像誰都無法一夜
長大，卻能在這些養分和經歷中，發芽開
花。

那日與友人相約外出走走，
她帶上了印傭普吉，說普吉想找辣
椒。出門不遠，普吉看到了銀合歡
樹上的 「長豆角」 ，非常高興，便
大批採摘，打算送些給同鄉。她剝
開一條嫩莢，取出豆豆給我們品
嘗，說這是印尼常吃的食物。

普吉一路採摘一路吃，包括
番石榴、蓮霧、龍珠果等，還拔了
一株半人高的野辣椒。見她吃不
停，我提醒要小心，別吃出麻煩
來，她說一定無事。我在外邊從不
亂吃未洗的不明果實，普吉讓我開

眼界了。
走着走着，眼前出現一大株

黃花夾竹桃，此花像倒置的酒杯，
故也叫酒杯花。留意到花枝間有幾
粒扁圓形青果，即打開手機查詢能
不能吃，一看嚇一跳，原來此果劇
毒，一粒便可能要人命，幸好普吉
不識此果也無意品嘗。

走上一段山間小路，普吉突
然停下腳步，舉着撕碎的綠葉給我
們聞，好清香啊。她說這是咖喱
葉，我即在手機上查，果然是很出
名的 「調味九里香」 ，製造咖喱粉

的香料之一。
幾株長在灌木叢中的咖喱樹

正結着可愛小漿果，這是以前常見
的植物，竟不知是好東西呢。普吉
費牛勁拔了株小的，已比那株辣椒
還高大。





調味九里香

落葉歸根

吃的儀式感

見過呂正惠的人都會對他那
雙圓圓的大眼睛印象深刻。圓圓
的大眼睛，加上似乎總是含笑的
厚唇，既構成了他喜感的相貌特
徵，也突顯了他的睿智與和善。
我第一次見呂正惠是在一九九八
年，他 「率領」 陳映真、藍博
洲、施淑等台灣學者赴京參加
「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 。那

次會議我從呂正惠那對圓圓的大
眼睛背後，看到了他對台灣一些
社會思潮的擔憂。

後來我又有許多機會在海峽
兩岸的各種學術場合見到他。每
次遇到呂正惠，他都會睜着圓圓
的大眼睛，笑嘻嘻地問我： 「劉
俊，你什麼時候才會長大啊？」
每次呂正惠這樣笑問我，我都囁
嚅着不知如何回答──我實在不
知道在他眼裏，怎樣才算 「長
大」 。

也許是一直把我視為 「長不
大」 ，所以當我表示我的酒量屬
於 「小兒科」 時，他是不與我

「計較」 的。有次在他家裏和他聊起音樂，
我說我很喜歡俄羅斯音樂，他順手拿起剛買
的尚未拆封的一套十張俄羅斯小提琴家基東
．克雷曼（Gidon Kremer）的CD套裝，轉
身就送給了我。我知道呂正惠是有名的CD
發燒友，他將這套CD送給我，在他真的是
「割愛」 了──想來這也是他對 「長不大」

者的關愛吧。
其實要說 「長不大」 ，在有酒的場合

呂正惠才是 「長不大」 ──那種把酒的率性
和無拘無束的一醉方休，最是一個人 「童
真」 的全面體現。別忘了呂正惠最初以研究
唐詩著稱，李白的酒文化基因在呂正惠的身
體內是有遺傳的。當然有時他醉後轟然摔倒
的情景也挺嚇人，有次在他家裏，我們圍繞
着摔倒後醉卧的呂正惠，都默念着希望他能
快快 「長大」 ，不要再那麼 「好」 酒。

如今我不見呂正惠已好多年了，不知
他再見到我時是否還會問我 「你什麼時候才
會長大啊？」 也不知他自己是否也已 「長
大」 對酒開始有所克制。不管怎麼樣，我們
兩個都有着 「長不大」 特點的人，現在都增
添了歲月的刻痕是肯定的。呂正惠你還好
吧？你圓圓的大眼睛，還是那麼富有喜感
嗎？



比起化妝品和護膚品的功用，
我們每天接觸的食品和飲品，其實
對身體有更大的影響力，包括在容
貌方面，如果產生不良作用，就不
是單靠美妝可以解決的。

在秋冬日子，女士們對日常食
療會比較注重，像各種湯水、美顏
食品和滋潤保濕品等，但在夏日就
可能會疏於這方面的保養。夏日的
飲食習慣，對健康和美容同樣重
要，簡單而有效的飲食方式，有助
把飲食美顏概念延續下去。

很多時候，一些看似簡單的飲
食習慣，如不少女士喜愛進食有點
辛辣味道的食品，像咖喱類或不同
特色的東南亞食品，都是屬於比較
燥熱的食物，吃下去感覺好像會有
點暖意，喜歡吃這類食物的女士，
如果要改變口味，一時間好像會難
以用其他食物代替。這些都是可能
會遇到的經歷，不過，能夠減少進
食一些辛辣刺激性食物，對美顏方
面，像減少暗瘡和皮膚乾燥等都會
有幫助，不妨趁此炎夏開始作出一

點改變，讓容顏有煥然一新的感
覺。

從基本食品到創意食品，不同
的食物用料和風味，都可因應個人
口味的不同喜好而稍作調整。像每
日只飲一杯咖啡，是不少人既定的
習慣，若想再提神的話，可改以茶
類代替。還有晨間的一杯清水，應
是女士們每天必然的選擇，清水的
作用一定較其他飲料更有益身心。
身體內的水分充足，你會感覺臉上
的肌膚更有柔潤感，除了補充水
分，也要多進食一些天然蔬果類，
美容效益不容忽視。

而經典的日常湯水，同樣是有
助提升美顏效果的良方。一般日常
補充營養的湯類，都會按不同季節
而定，像秋冬時節會着重滋補養
生，春天主要補氣去濕，夏天則主
要是消暑補充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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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內地高考剛剛落下帷
幕。與往年刻意求新求怪的題目相
比，今年各地考卷中的作文題，大多
既貼近日常生活又富有哲學價值，最
終的落腳點都以 「人」 為依歸，引導
考生思考人生、認識自我。

全國甲卷聚焦的是 「與他人相處
是要三緘其口避免衝突，還是要打開
心扉坦誠交流」 的話題；北京卷關注
的是 「如何看待微信朋友圈點讚現
象」 ；天津卷提出了關於 「被定義」
和 「自定義」 的辯證思考……這些作
文題雖各有側重，但殊途同歸，本質
上討論的都是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

「人」 字的結構，本身就需要一
撇一捺相互支撐。如何提升人際交往
能力，構建和諧的周遭環境，是一個
重要的社會議題。現實生活中，我們
時常面對這樣的困惑──坦誠交流能
否換取真心？ 「點讚」 是表示贊同認
可還是客套敷衍？要正視 「被定義」
的事實、顧及他人之評價與期望，還
是聽從內心、自我定義，自信灑脫地
回擊一句 「且視他人之疑目如盞盞鬼
火，大膽地去走自己的夜路」 ？

常言道， 「文如其人」 ，文字是
作者的面貌，內容是作者的肝膽。在
高考試卷中，作文扮演的角色之所以
至關重要，皆因它是考生觀察、思

考、表達和創造能力的綜合體現，不
僅展示學子們的才華與學識，更承載
他們的思想與體悟。今年高考作文涉
及的這些話題，並沒有非黑即白、非
此即彼的標準答案，但對於即將從
「自然人」 走向 「社會人」 的高中生
來說，在跨過成長門檻的重要瞬間，
認真思索一下如何在人生的百舸爭
流中，既展現自我又兼容並包的宏
大命題，不失為一次意蘊深遠的成
年禮。

教育是塑造人的靈魂的偉大事
業，其本質意義在於完善三觀，使其
成為每個人精神世界的基石。一道好
的高考作文題，能在潤物無聲、薰陶

化育中，引導青少年獨立思考、勇於
創新；激勵他們堅守自我、彰顯風
華；推動他們不僅在高考中交出滿意
答卷，更能在人生旅途上積極應對變
化與挑戰，寫好 「大寫的人」 這篇文
章，正體現了教育的初心和價值所
在。

對於中國人來說，落葉歸根這
個詞，刻在了骨子中。可對於我而
言， 「落葉歸根」 ，乃至 「故鄉」
這個概念似乎很遠。

有人把父母的出生地當作故
鄉，可這兩個地方，我甚至一次都
沒有去過。有的人也將自己的出生
地作故鄉，終生懷緬，可我小時候
就已經隨着父母搬離，也鮮少再
回。所以從小，我最怕的問題就是
「你老家是哪裏」 ？往往到這個時
候，我就會陷入思索與沉默。隨着
年齡增長，這個問題的答案逐漸變
得敷衍，類似於 「父母所在的地方
就是故鄉」 。

可故鄉這個概念或許終究是埋
藏在血脈的最深處。幾年前，我第
二次回到粵西小縣城的老家，聽着
熟悉而陌生的鄉音，莫名地湧起一
絲鄉情。望着小縣城村裏碉樓邊漫
無邊際的水稻田，心中響起的是一
首《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父親
完全不會說故鄉的方言，但一直很
關心老家的發展，與村長說着祖屋

與往事。聽村長說，作為僑鄉的小
城，這座小村現在常住的也就十餘
戶人家，其餘的不是移民去了海
外，就是去了珠三角發展。剩下的
十餘戶人家，也有許多是退休後落
葉歸根回到鄉下的。

數年過去，我沒有再回過那座
粵西小村。最近，父親傳來一段視
頻，看得我心潮澎湃。村尾的祠堂
正在翻新，為鄉賢樹立的紀念館已
然建好，荒僻的小村突然有了人
氣，村頭的池塘邊，還建起了籃球
場。最新的視頻，更是用上了航拍
技術。村長也不再孤獨，縣城派來
的駐村幹部扎根村裏，正在為這片
土地煥發新的生機。

或許故鄉，早已刻在了我的血
脈裏。

先做對，再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