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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星光燦爛
黃 永 熹 （Sam

Wong）拍的照片，
香港人多半欣賞過，
因為許多歌星的唱片
封套、演唱會及影片
的宣傳海報、《號
外》封面，都來自他
的鏡頭。他入行四十
年，歌影視圈紅人的

照片拍了無數，早已成為殿堂級攝影師
了。如今年屆六十六，趁精神體力足可
應付，終於決定舉辦首次攝影展，讓彌
足珍貴的光影再度閃現。攝影展甫開
幕，立刻約之華去欣賞。之華是情誼最
厚密的舊同事，我倆常常一起看展覽，
這次卻非常特別，因為她是攝影師的大
嫂，此行由是更為親切。

展覽設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名為
「It's about time」 ，意思是什麼呢？
攝影之為藝術，正決定於快門按下的剎
那，就是時間之掌握，攝影展當然扣緊
關連着時間。然而，看完展覽後，我倒
是有多一層體會，原來把剎那捕捉，以
鏡頭記錄，匯聚了剎那，便成集體記
憶，即是時代，就是歷史了。展覽陳列

了至為美麗的人間色相，其中一些竟化
為塵土，真是既驚艷又讚嘆復唏噓，不
由得為之動容。陳百強一派貴介公子的
悠閒氣度；百變梅艷芳不是壞女孩不是
妖女，反似西洋鋼筆畫伊甸園裏的夏
娃；最令黃永熹印象深刻的是張國榮，
在一九九一年替他拍下一輯粵劇花旦造
型，據說當時他正與尊龍角逐《霸王別
姬》的角色。他們在鏡頭下氣質獨特，
光華奪目，可堪惋惜，梅艷芳最後演唱
會海報與張國榮靈堂擺放的相片，都是
他拍攝的。

還有，王菲美目慧黠毫不傲慢的可
愛樣子、張學友經過黑房技術處理強調
疤痕的特寫、黎明一臉木然年輕英俊的
容貌、陳奕迅跑了十圈的表情。更有周
潤發半披皮褸攬住結他、張曼玉長髮微
鬈卧着扮鬼臉、鍾楚紅在秋天童話裏清
純嬌美……兩盞巨如大鑊的銀燈製造光
效，泛光（floodlight）流溢，展覽廳在
銀光映照下，恍如影樓，又似早期荷里
活片場，更重塑他在洛杉磯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上攝影課的光景。氛
圍懷舊，才情煥發，黑房專業技術之高
明，黑白照片撼人的力量，攝影師不同

凡響的身價，這一切都在數碼相機出現
前風華勝極。相片一張一張地證明商業
藝術亦不失為藝術，一幀一幀地重組娛
樂圈的鼎盛日子。那時人才輩出，各有
風格，揚眉瞬目之間足以叫人一見難
忘。藝人神采飛揚跳脫而出的相片，正
好說明那一段香港歲月，而歲月是一去
不復返的。的確，It's about time！

攝影師有些話很有深意，值得記錄
下來： 「你的人生怎樣，便會拍怎樣的
相片」 、 「Photography is life」 。

風涼何處
三伏暑天，

熱汗蒸騰，讀錢
仲聯校註的《劍
南詩稿》第四
卷，其中一首七
律，有這樣幾句
詩，寫宋時暑天
情景： 「風生團
扇清無暑，衣覆
熏籠潤有香。竹

屋茆檐得奇趣，不須殿閣詠微涼。」
從唐宋到現在，上千年來，如此炎熱
天氣，依然需要風涼解暑，只不過，
如今的空調，取代了扇子而已。

此詩下面，有錢仲聯先生的一則
註釋，註釋比詩更有意思，方才是放
翁所得的 「奇趣」 。註釋引《廣卓異
記》所記載一則唐朝皇帝的軼事，也
關於暑天風涼： 「唐文宗夏日與諸學
士聯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
長。』 柳公權續曰： 『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 ……文宗獨諷公權兩
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
題於殿壁。」

《廣卓異記》，是宋代一位叫樂
史的人編撰的一本筆記。這則軼事，
雖簡單，卻將唐文宗和柳公權寫得維
妙維肖，有言有行有詩，還有題寫於
殿堂牆壁上的書法淋漓，很是生動。
唐文宗這個皇帝，和宋徽宗愛作畫一
樣，鍾情作詩，尤愛五言。唐文宗當
政時，柳公權官居侍書，已經侍奉了
文宗前兩代皇帝穆宗和敬宗，三朝元
老，長居朝中，前倨後恭於皇帝身前
身後，自然懂得眉眼高低，揣摩得透
徹皇帝的心思。皇帝前嘴剛說出上
聯，他立刻就對出下聯。對於一個詩
人，這樣的文字遊戲，當不在話下，
關鍵是要對出皇帝的心思，即皇帝身
上癢癢了，你要立刻遞上一個玉製的
癢癢撓。

看，皇帝說了： 「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

柳公權立刻接上： 「薰風自南

來，殿閣生微涼。」
皇帝吃涼不管酸，大熱天的，眾

人叫苦連天說太熱了。他偏說：我就
愛夏日，還希望它再長點兒才好呢！
整個一個不食肉糜的主兒。

柳公權的厲害在於，他明明知
道，宮內和民間自然大不一樣，再熱
再長的夏日，宮內自有宮女的宮扇不
停在搖，還要冰塊散涼驅暑。他卻要
拍皇帝的馬屁，說是薰風自來，殿閣
生涼。於是，皇帝高興了，立刻誇他
「辭清意足，不可多得」 ；而且，立
刻讓他 「題於殿壁」 。發揮他作為書
法家的特長。唐詩多了，辭清意足的
多了，未見這句就是不可多得。

皇帝高興了，就是不可多得。皇
帝為什麼高興了？因為柳公權適時適
地地遞上了癢癢撓。

我們就可以知道，柳公權這個官
就是這樣當的，而且，就是這樣當得
如此長久。僅僅會作詩和書法，是遠
遠不夠的。

讀放翁詩，對柳公權如此之詩與
言行，放翁顯然是不屑的。解暑的風

涼，他只須在竹屋茆檐下，一把扇子
就夠了。

同樣是暑天風涼，皇帝、柳公權
和放翁的態度，是這樣的大相徑庭。
來自宮廷殿閣，來自竹屋茆檐，是這
樣的涇渭分明。暑期天熱，是客觀，
屬於自然，即所謂天熱中的天，是由
老天爺在管着，誰也奈何不得。但風
涼卻不盡歸天管，人亦能為。居廟堂
之高，自有宮女和差人等人工製風；
處江湖之遠，如放翁可以手搖一把扇
子即可。

當然，風涼的大小、清爽和質
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謂夏蟲不
可語之冰。可見，天熱可以一視同
仁；風涼卻從來難以那麼民主平等。
「不須殿閣詠微涼」 ，可以隨便詠你
的微涼，不須，只是你自己的以為；
殿閣詠微涼的柳公權，卻是官當得如
唐文宗所言夏日一般長，死後獲贈
「太子太師」 稱號，了得！放翁卻是
憂憤成疾，死於山陰鄉中，雖有《劍
南詩稿》多卷，卻未獲得皇帝的一枚
獎章。

▲盛夏時節，荷塘裏暗香浮動。 新華社

鮮甜爽脆花香藕

養老中心園內，
有七八家餐館，其中
餃子館最紅火。北方
人喜歡吃餃子，特別
是過節過年，紅紅火
火，養老院倒不是這
個目的，主要是滿足
在住者的各方需要。

鄰居聶爺爺，山東出生，人高馬
大，雖已九十歲掛零，但身體很好。
他提着兩盤餃子，從餃子館走出。他
愛吃餃子，也常安排一家三口吃餃
子。他熟悉，在北京開餃子館的，一
般是山東人。他說，中午可以吃得複

雜一些，但是晚上就簡單一些，買點
餃子煮一煮，不用在廚房大動干戈。
吃餃子很簡單，他買生餃子，回家一
煮。餃子館現包，吃個新鮮，如果家
裏做，又和麵，又拌餡，費力不少，
還不一定好吃。超市買的冷凍餃子，
味道就差一些。

聶爺爺吃飯時還有個習慣，要喝
一盅酒。他說，北京人有福氣，有中
華二鍋頭，還有牛欄山二鍋頭，不比
茅台差，他也就喝一盅，過過酒癮。
一家三口，除他們夫婦外，就是外來
的護理員，他們把她看成家裏人。三
口不多，喝酒吃餃子，和和美美。

故宮．茶世界

人生在線
延 靜

復興小札
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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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東言西就
沈 言

在今年香港書展現場，筆者的視線為
一個敦煌女孩兒無比純澈的目光所深深吸
引。女孩兒輕歪着頭，微揚着眉，帶着一絲
桀驁、一絲不羈，正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
睛斜睨着前方，不經意間，流露出對未知的
好奇、對世界的嚮往。她彷彿從畫中出走的
精靈，只一個眼神，便可直抵對視者的心
房。

女孩兒正是公益圖書《文明的心光
─一萬個太陽畫集》的封面人物。畫中
女孩兒的創作者黃太陽，也是擁有同樣純澈
目光的少年。而畫集中自然也不乏目光純澈
的畫中人與創作者。

這是一本由一群熱愛繪畫的自閉症學
生集體創作的特殊畫集。孩子們以中華文明
瑰寶為審美對象和創作方向，通過簡單、純
粹的繪畫表達，探索和發現古老文明，解構
和再現東方文化。在這裏，傳統文化與當代
表達以 「藝術＋公益」 的形式結合，中華文
明的遺傳密碼化作華夏兒女的文化基因，變

身打開自閉症孩子心窗的心靈之匙。在這
裏，孩子們與文化藝術交會，在感知歷史、
回應當下的同時，藉手中的畫筆映射文明的
星光，綻放 「文明的心光」 。

這是一場五千年文明的溯源之旅。在
書中，跟隨孩子們天馬行空的筆觸，一起追
尋中華文化的歷史軌跡：遨遊山海經，遙望
滿天星斗，邂逅三星堆，凝視漢畫，重返克
孜爾千佛洞，寫意敦煌，夢回唐代盛世，觸
摸故宮國寶……在畫中，山海經裏有神
仙，光怪陸離的神獸世界帶來遠古的召喚；
三星堆裏有外星人， 「千里眼、順風耳」 露
出神秘的笑容；漢畫裏的東王公和西王母以
愛心為眉，門神手執糖葫蘆權充戰斧；敦煌
裏的菩薩低眉垂目拈花微笑，慈悲喜捨普度
眾生……

未經世俗污染的心靈，正是自閉症孩
子的藝術淨土。純淨的天性讓其畫筆長出心
性的翅膀，毫無雜念地追求內心深處最本真
的永恆之美。在沒有疆界的藝術天地，他們

無拘無束，任性自由，以瑰麗爛漫的色彩、
簡約樸拙的線條、變幻莫測的畫風、無與倫
比的想像，描繪並建構異彩紛呈的精神原
鄉。正如 「一萬個太陽」 公益項目發起人陸
一飛所言：每一個孩子都是畢加索，拿起筆
就能畫，一畫便是自由流淌，物象萬千，他
們筆下的奇異和生拙，隨處瀰漫着自性的光
芒，他們的畫筆幾乎可以觸到人心最柔軟的
部分。

一直以來，自閉症患兒因腦部發展障
礙而在社會化學習上遇到困難，面對情感表
達與社交互動的挑戰。加之公眾對自閉症認
識不足，以致患兒在成長路上缺乏支援，甚
至屢遭挫折，猶如夜空中獨自閃爍的星，與
世隔絕。其實，九成的自閉症患者沒有天
才，只有孤獨。即使擁有天賦，亦極有可能
囿於社交障礙而未獲發揮。所幸 「一萬個太
陽」 以善念和愛意串起點點星光，匯流星辰
大海。因為藝術， 「來自星星的孩子」 不再
是孤獨的星球，而是溫暖的太陽，得以發掘

潛能、提升自信，在浩瀚的宇宙中發光發
熱。

今時今日，來自藝文界、教育界、時
尚界和企業界的善緣，正聚沙成塔，發散並
傳遞千千萬萬個太陽的光與熱。香港商務
印書館於一百一十周年之際，出版《文
明的心光──一萬個太陽畫集》，即旨在
喚醒公眾對自閉症特殊群體真正需要的
關注，藉此開啟一條通往自我探索與社
會認受之路。

在心靈成長的人生旅途上， 「一萬個
太陽」 的參與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愛變
化。曾經創作敦煌女孩兒的黃太陽，在敦煌
之旅後變得願意與人親近，擁抱乃至貼面的
見面禮打破社交隔閡，令人如沐暖陽。事實
證明，在支援自閉症患兒的藝文之路與公益
之路上，以愛為營，以美引美，以善引善，
讓每一個孩子都享有健康成長的平權，綻放
「文明的心光」 ，擁有更加光明美好的人
生。

文
明
的
心
光

話餃子

應老友盛邀，我
攜妻帶子去了一趟蘇
北水鄉金湖。大半天
的觀光遊覽，仍意猶
未盡。晚上，廚藝了
得的老友特設家宴款
待。餐桌上自然少不
了當地的時令美蔬，

亦是我一直都心心念念的──花香藕。
花香藕，顧名思義就是荷花盛開

時節長出來的藕，這個 「香」 字，不
單是荷花的香，更指藕的香味。荷花
雖屬夏植，但也並非獨屬於夏，初秋
的荷花更具風韻。而且只有立秋之後
的荷花下面才會有花香藕。許是秋水
微涼的緣故，新出水的花香藕，最
嫩，最脆，也最甜，一口咬下去，
「嘎嘣」 一聲，滿嘴的漿汁，無半點
渣滓，更無半點的 「藕斷絲連」 。

蓮藕一直是我最愛吃的菜蔬之
一，且尤愛生食。生食，自然花香藕
最佳，而花香藕的頭把交椅非蘇北水
鄉所產莫屬。

老友說，最簡便快捷的生吃，就
是涼拌，涼拌又分甜口和酸口。甜口
就是先將花香藕洗淨去皮，然後切成
薄片，再灑上一層白糖，白白淨淨
的，不但賞心悅目，輕輕夾一筷子入
口，藕片的滑嫩加上白糖的顆粒感，
瞬間融合在唇齒間，滿口生津。酸口
也是切成薄片，只加少許鹽和糖，多
放老醋，再以薑絲、葱絲、香油拌

之，清涼脆爽，過齒難忘。
除了涼拌，老友還特意做了 「桂

花糯米藕」 ，讓我眼前一亮。之前我
熟食蓮藕，多是諸如炸藕合、炒肉片
等等這樣的大眾吃法， 「桂花糯米
藕」 倒是從書上讀到過，但一直無此
口福。今天有幸得以品嘗，禁不住大
呼過癮。

老友知我也頗好廚事，特意將我
喊進廚房，正好我也趁機學一手。只
見老友從水池中順手抄起兩節鮮藕，
利落地洗淨削皮，先切開藕頭，於藕
的孔道裏填塞糯米，並配以桂花醬，
再將剛才切下的那片藕頭用牙籤封蓋
好，便可以上鍋蒸煮了。

等待的過程雖然煎熬，但也越發
勾起了我的食欲，而至老友切片裝盤
上桌後，便猴急地伸出了筷子。入口
一吃，糯香藕鮮中夾雜着濃濃的桂花
香，香甜軟糯，其味悠長。老友說，
其實這 「桂花糯米藕」 涼食味道更
佳。就是煮好後，晾涼，再放入冰箱
冷藏一夜。那口感一個字 「絕」 。

酒足飯飽，茶香氤氳中，我的味
蕾依然被那道 「桂花糯米藕」 肆意地
霸佔着，話題自然也是它。無意間又
聊到了它的長相，驀然發現這花香藕
不但味道鮮美，模樣也生得委實俊
俏，細細長長，鮮嫩潔白，絕無半點
瑕疵。難怪書中常把美人的胳膊喻為
「藕臂」 ，想必這個 「藕」 一定就是

花香藕。

「故宮．茶世界：紫禁清韻──茶文化精
品文物展」 正在石家莊的河北博物院舉行，該
展覽由故宮博物院、河北博物院聯合主辦，分
為 「宮中佳茗」 「乾隆與茶」 「茶事源流」 和
「茶香燕趙」 四個單元，匯集故宮博物院、河

北博物院、中國茶葉博物館三館珍藏的一百六
十件（套）文物與相關史料。 中新社

▲展覽 「It's about time」 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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