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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查分

「七一」 慶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七
周年，特區政府提供一系列活動及優
惠予市民，各適其適，各自精彩。

運動愛好者可免費使用康文署的
室內體育場館。香港之地，實在是麻
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差不多每個社
區都設有體育場館，內裏最受歡迎的
乃羽毛球場及乒乓球場。前者大多與
籃球場混合使用，若成為羽毛球場，
每個區塊可供多人互相對打，那麼受
惠者便倍增，氣氛亦更熱烈。除此之
外，康文署轄下的游泳場館，設備十
分齊全，當中包含不同款式和深度的

泳池，個別場地更有戶外嬉水區域，
平日的門票費用都算便宜，這天更可
讓市民免費入場，應是一家大小的好
去處。

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我和家人
當然會選擇參觀文化場地。我家是康
文署旗下博物館的常客，平時的門票
十分便宜，不同時期亦有不同的優
惠。是次 「七一」 慶典，較特別的是
西九文化區的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當中大部分展覽廳都會
免費開放，確實令人喜出望外。事實
上， 「西九」 屬於財政自負盈虧的法

定機構，各場地都以收支平衡為管理
的最終目標。M+及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的門票不算便宜，倘若全家一起
參觀，也要一定程度的消費力。今年
「七一」 能夠讓市民免費入場，確是
難能可貴。

若要悠閒地享受這個假期、認真
體驗香港的地道風貌，選乘港島區的
電車是不錯的選擇。

我兒是一個 「鐵路迷」 ，鍾愛任
何在軌道上行駛的交通工具。空閒
時，我會在假日陪他一起 「遊車
河」 。我發現好些本地市民及遊客都

喜歡乘坐電車遊覽港島區。平時我和
兒子一般會在東區鄰近太古的車站上
車，因為該站較少乘客因而容易找到
座位。我們會一直坐到上環甚至西
區，沿途可以看到港島不同面貌。
「七一」 能夠免費乘搭電車，那麼我
們便可在中途站下車，逛一會然後再
登車。





又到了高考放榜的時候，自媒體
上各路段子手粉墨登場，創作許多高
考查分的搞笑短視頻，聲情並茂演繹
着從700+到100+的人間百態。刷着
這些視頻段子，不由讓我有 「想當
年」 的感慨。我高考的年代不要說短
視頻，連 「視頻」 這個名詞也還不存
在。高考查分無網可用，途徑唯二：
其一，當地報紙用幾大版刊登全省考
生分數；其二，電話查分，這比報紙
更方便。報紙出得晚，但依然很重
要，因為從報紙的大榜才能知道自己
的省內排名情況。而對於填報志願來

說，排名比分數更有參考性。每年高
考放榜時，我都看到有人晒記錄了自
己考分的老報紙，發黃的榜單述說着
青春的故事。

中國自古重考試，發榜不但是士
林大事，還塑造地方文化。記得浙江
蕭山有一句諺語 「無來不放榜」 。
「來」 指當地大族來氏。在宋以後的
科舉考試中，據說來姓考生必居榜
中。明清時期來氏家族還有 「一門二
十四進士」 的佳話。

在古代，放榜還擔負了相親職
能。不過，當時只有男子才能參加科

考，這 「相親」 是單向的，僅指擇
婿，至於 「女駙馬」 只是戲曲故事罷
了。比如在唐代的上巳節，新科進士
匯聚曲江池畔，參加曲江宴， 「四海
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 ，皇室
貴族都會出席，順帶挑女婿。善寫愛
情詩的李商隱就是在曲江宴上被涇原
節度使王茂元選作東床的。

宋代讀書人地位更高。王安石
《臨津》詩裏寫的 「臨津艷艷花千
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卻憶金明池上
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正是放榜之
後大家爭看高中者的景象。其中不乏

「榜下捉婿」 的豪門大族，電視劇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裏就有眾
人圍着中舉者爭相定親的場面。所謂
「書中自有顏如玉」 ，絕非虛談。

隨着清末廢止科舉，這種景象早
已消失。不過，從高考查分帶起的一
波波熱度中，仍可感受到撲面而來的
崇文之風。

懸置式詠物

七一好去處

努力生活的身影
時值畢業季，學生循例都要向

授業老師說一聲感謝，老師則多會
引用孟子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的名言，表達自己作為老師的 「師
者之幸」 。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 雖說有教無類，但人之常
情，老師總還是喜歡點播聰明的弟
子。《西遊記》裏有一個情節，菩
提祖師 「考察」 孫悟空，在孫悟空
頭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將中門
關了，撇下眾人而去。孫悟空眼珠
一轉，即明了祖師心中之意，晚上
三更，來到寢榻之處等待教導。祖
師見孫悟空極有悟性，便將衣鉢傳
給了他。

聚才而育，老師都盼望青出於
藍而勝於藍。教育史上留有 「吾道
東」 和 「吾道南」 的佳話。漢代鄭
玄跟隨馬融學習，學有所得，等到
辭別而回時，馬融長嘆一聲，對門
人說： 「吾道東矣！」 到了宋代，
楊時師從程顥，等到他歸鄉的時
候，程顥送他出門，對在坐的客人

說： 「吾道南矣！」 當學生離開老
師，能讓老師感嘆自己的學問將隨
之而去，足見老師對學生很滿意。

但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學生
裏也必有不成材的。以前有笑話諷
刺一個痴人，講此人的妻子懷孕七
個月就生了，他很怕早產兒養不
大，朋友寬慰他： 「無妨，我家祖
亦是七個月出世的。」 這個痴人竟
錯愕地問： 「那你爺爺後來養大了
沒？」 朋友的爺爺倘沒養大，哪還
有朋友能站在眼前？這樣的痴人，
恐怕沒有老師來認領。

老師教得了邏輯和知識，但無
心的學生仍會說無腦之語，行無腦
之事。對這樣的學生，老師的心願
恐怕就剩菩提祖師的那句話了：
「說什麼報答之恩！日後你惹出禍
來，不把師父說出來，就行了。」

農曆四、五月是農事繁忙的日子，收
麥、插秧、養蠶等種種勞作都集中於這段時
間。有古詩為證： 「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
蠶桑又插田」 （翁卷）； 「簌簌衣巾落棗
花，村南村北響繅車」 （蘇軾）； 「田家少
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
黃」 （白居易）。然而農夫 「足蒸暑土氣，
背灼炎天光」 （白居易）的辛勞，在大家筆
下總會化作 「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
如薰」 （蘇軾）的詩境。

在美國讀博士時，春日在校埋頭學習
一天，精疲力竭地步行回家。看到西邊天空
中緩緩下沉的金紅色夕陽，腦海裏會突然冒
出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 「開春理
常業，歲功聊可觀」 的詩句。倒不是特別迷
戀陶淵明，這些隨機憶及的文辭也不總能寫
實、應景。可能因為每年五月都是一個學年
收尾的日子，模模糊糊與那些文字背後代表
的心情產生了共鳴。無論從事什麼行業，如
果全力以赴並順利完成了任務，心裏都會產
生這種半是疲勞，半是欣慰，既勞累又輕鬆
的情緒吧。

夏收、夏種的農曆五月將盡，我這一
年的學術休假也進入倒計時了。過去十二個
月裏，我越洋旅行兩次，在內地旅行十餘
次，參加中外學術會議共六次。修改、出版
英文專著一本，並就新著接受線上訪談兩
次。撰寫英文論文兩篇、中文論文一篇。到
中、外十幾所高校交流、講座，內容涉及創
意寫作、飲食文化及網絡文學。

休假的日子過得飛快。無論如何戀戀
不捨，接下來要為新學年、新工作計劃做準
備了。只願不忘初心，勤耕心田。但多耕
耘，少問收穫。

上周本欄悼念葉惠康博士，一星
期後的今天剛好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對葉博士及
葉氏兒童合唱團有特別意義。

「經過排練之後，七月一日在舉
世矚目的歷史時刻──香港回歸中
國，特區政府正式成立的慶典上演
出。葉氏兒童合唱團共派出三百成員
參加盛事，除了唱《九七交響曲：天
地人》外，年紀較小的團員就唱《回
歸頌》。」 葉博士撰文回憶說。

作曲家譚盾通過湖北編鐘、馬友
友的大提琴、童聲，譜寫過去、現在
和未來，其中著名民謠《茉莉花》樂

段由馬友友獨奏及童聲頌唱，聞者動
容（見附圖）。

不知譚盾知悉否，他指揮的葉氏
兒童合唱團創辦人葉惠康，其實是他
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大
師兄。事實上，葉惠康投入兒童音樂
教育的同時，幾乎從未間斷創作及編

寫各類曲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多
次指揮香港中樂團首演《中西共匯》
序曲等新作品。筆者特別印象深刻是
他的《 「E」 音上的交響曲》，一九
九○年由他的女兒葉詠詩指揮泛亞交
響樂團首演，四個樂章表達作曲家對
人類爭取世界和平努力的感受。二○
一○年由廖國敏指揮修訂版前，年屆
八十的葉惠康在台上講解導賞，歷歷
在目。

接下來的十年，葉惠康筆耕不
息，新作品不少回顧往昔，例如二○
一四年大提琴協奏曲改編自一九五五
年的畢業作品。他的小提琴協奏曲從

二○一六年首演首樂章，兩年後再由
凌顯祐首演全曲三個樂章，全曲取名
為《英雄傳奇》。

最讓人感動的是二○一九年連續
首演的兩部交響詩：《夢》和《我的
故鄉─海韻之城》，由二胡與樂隊演
奏，表達年近九旬作曲家晚年心境，
下期請來擔任二胡獨奏的陳璧沁分享
回憶。





曲終人未散

畢業季老師心願

思耕心田

「日出嵩山坳，晨鐘驚飛
鳥，林間小溪水潺潺，坡上青
青草……」 當走在這條曲徑通
幽的石板路上，竹林下，小溪
旁，這一段柔美的、悠揚的、
暴露年齡的曲調就如心中的老
唱片機被按下了開關，自動在
腦中播放了起來。眼前彷彿有
幾個小和尚挑着水頑皮地跑
過，組成了《牧羊曲》中的音
符，一個個在記憶中活潑地跳
躍着。

這裏正是一九八二年李連
杰主演的《少林寺》部分場景
的取景地、與少林寺一山之隔
的河南平頂山汝州的風穴寺。
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歷史，始
建於東漢初平元年，毀於董卓

之亂，重建於北魏，時稱香積寺，隋代為千
峰寺，唐代名白雲寺、七祖寺。據史料記
載，洛陽白馬寺、嵩山少林寺、開封大相國
寺和汝州風穴寺被稱為 「中原四大名剎」 。

不對稱的園林設計在北方古寺中別具
一格，尤其站在高點的望州亭眺望，頗有高
低錯落的美感。全寺周邊山清水秀，林木葱
鬱，風景幽美，現已闢為一處國家森林公
園，現存建築一百四十餘間，多為清康熙五
年重修時所建。主要有山門、天王殿、中佛
殿、毗盧殿、方丈院、地藏殿、觀音閣、鐘
樓、藏經閣、七祖塔、望州亭等。這一座座
唐代的塔、金代的殿、宋代的閣、元代的
亭、明代的木構、清代的彩繪等，讓人讚嘆
大飽眼福。

到訪之日正逢農曆十五，虔誠單純的
百姓們念叨着諸如 「身體健康」 「學業有
成」 的樸實願望，寺內香火鼎盛，繚繞地帶
着這些對生活的美好期許捲入風中。

「腰身壯膽氣豪，常練武勤操勞，耕
田放牧打豺狼，風雨一肩挑，一肩挑……」



如果我告訴你，有一條在B站
上播放量近一千五百萬的視頻，內
容只是一個大學生一個人從宿舍出
發，走過天橋，去馬路對面的餐廳
吃一頓飯，你會覺得奇怪嗎？──
就這樣的內容，怎會有如此之高的
播放量？但如果你知道，這個大學
生是一個盲人，是否所有的感覺就
都會不一樣？

視頻是由掛在盲人胸前的手
機或者運動相機拍攝的，這種近似
第一人稱的視角很有代入感：我能
看到畫面下方不斷左右點地、試探
前方障礙物的盲杖，我也能看到前
方主動為盲人讓開道路的好心路
人，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看到
的所有東西，他都看不到。於是，
原本稀鬆平常的一切都不再平常。
他面前有一扇打開的門，盲杖一左
一右地點地，剛好沒有碰到門。於
是，我 「眼睜睜」 地看着他一頭撞
了上去── 「砰」 的一聲，明明聲
音不大卻震耳欲聾，讓人揪心。剩
下的路程，屏幕前的我和屏幕內的

他都一樣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生怕
一不小心再生意外。好在，回程的
路順順利利。當他重新回到宿舍的
時候，我才深深呼出一口氣，放下
心來。

明明是坐在電腦面前看了一
條不足十五分鐘的視頻，卻不知怎
的，疲勞得彷彿剛剛走完好長好長
一段路。轉念一想，視頻中他所做
的，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只是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事──出門吃個飯，
僅此而已。而這一切，對於盲人而
言，難度陡增，真是不容易啊。

這位視頻製作者在B站叫做
「夏果夏果」 ，他還有一條視頻，
專門講述盲人如何剪接和製作視
頻。去看看吧，看那在特殊的世界
中，努力生活的動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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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穴寺兩隅。

植物的綻放與凋謝，吸引眼球，
也啟發了人們無盡的創作衝動。有人
愛好種花插花，有藝術家畫花花草
草，也有文人雅士以詩詞詠植物，讓
我們讀到了不少詠植物的佳作名句。

舉例，元稹詠菊， 「不是花中偏
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 李白詠松
柏，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崔道融詠梅花， 「數萼初含雪，孤標
畫本難。」

詩人詠物，旨在吟志。菊花代表
了不畏凌寒的堅貞、松柏象徵了孤傲
耿直的性情、梅花比喻了高尚清雅的

人格。但，我又想，假如詠物，而不
吟志，那又會是怎樣的一種賞物呢？

又說，我們可否只欣賞植物的
美，而暫時忘記其背後的真相、聯
想、感悟呢？或許，王安石勉強做到
了這樣的賞花，才會在《詠石榴花》
寫道： 「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 春色不須多，有時，思考
也不須過多。

思考本質，是知識分子的普遍執
著，所以，康德才會強調 「現象」 之
重要，提到人類所處的世界是以現象
組成，而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更將這

想法推而廣之，形成了 「現象學」 。
胡塞爾指出，人應該以仔細觀察

日常事物作為體驗世界的方法，他更
以古希臘文的 「懸置」 （Epoché）
一詞來表示人們應該擱置追求 「什麼
是真實？」 這根本不能解答的問題。

有人會問，這樣着眼於表象的人
生態度是否很膚淺呢？膚淺的動作，
也可以有深刻的態度，就像沙特的小
說《嘔吐》的主角，他在公園的長椅
上，坐了下來，盯着一棵樹看，只是
看，卻是一直看。這樣的 「一直
看」 ，是深刻的看。

沉浸於當下，就是懸置，暫時忘
卻了無法解難的現實或真相，體驗着
眼前的一切。如此一來，我們也不妨
嘗試一次 「懸置式詠物」 的初級練
習：找一個在你眼前的物體，盯着看
十五分鐘，然後以各種方式體驗它，
你可以拿起它仔細看、聞一聞它，或
以臉頰感受它，以此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