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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西札記
李 夢

如是我見
明 德

柏林漫言
余 逾

百荷呈祥冬日綻放
初冬北京，天朗氣

清。香港美協主席林天
行個展 「百荷呈祥」 上
周六在榮寶齋開幕。展
出的一百幅荷花寓意吉
祥，在冬日暖陽下粼粼
裊裊，別具暖意和生
機。

很榮幸擔任 「百荷呈祥」 策展人，與榮
寶齋團隊密切合作，獲益匪淺。討論展覽主
題時，得知天行先生上次北京展覽已是近
二十年前，他這些年在畫藝上的精進與發
展，該以怎樣方式與北京的藝術同好相
見？我們想，與其延循時間線回溯，不如擇
一主題，以不同筆法、構圖及色彩，呈示這
位香港藝術家在筆墨上的深耕、激情與創
變。

荷花，是我們談論天行畫作時常談常新
的主題。不單因為 「花中君子」 在中國傳統
文化藝術中意境深遠、獨樹一幟，更因為
在過往四十多年藝術的實踐和探索中，天
行之荷在中國傳統書畫的筆墨神采之上，
加之西洋繪畫諸如印象主義、野獸派的影
響與啟發，不論構圖或意境，線條或色彩
皆融合東西，兼及中外，最終模塑別出心
裁的畫荷傳奇。從兒時記憶中的故鄉的蓮
花峰，到西藏生死之旅夢中所見滿天飛舞的
蓮花，再到如今日日在筆端紙頁揮灑的蓮荷
百態，荷花既見證了畫家藝術創作中的所見
所思及所感，亦是畫家人生旅程中的陪伴與
慰藉。

用天行先生本人的話說， 「百荷呈祥」
的一百幅荷花，每一幅都不同。冬荷有冬荷
之意，夏荷有夏荷之美，四時四季各美其

美，而畫中之荷在不同時節和不同情境中，
亦各有奇巧、變化萬千。時而波光粼粼，嬌
憨可愛，時而俊雅秀麗、不蔓不枝，也有
時，靜謐安寧，在那一爿深沉中透出一束光
來，美美與共，澄明如一。

古今中外，寫荷詠荷者眾，荷花的故
事，畫荷的故事，亦常談常新。寫荷不難，
難就難在找到獨屬於己的風格特色，在提筆
折轉起落之間，找尋心象以及形而上的靈犀
一點。天行先生寫荷融會東西，並以作品回
應日常。

今次在榮寶齋展陳香港藝術家新作，實
屬難得，頗具意義，為京港文化藝術交流寫
下生動一筆。

期待京港兩地文化藝術界繼續密切合
作，為藝術家特別是青年藝術創作者搭建平
台。

尹錫悅一着臭棋

那天和
德國朋友克
勞迪婭喝咖
啡，她表揚
我的德語口
語有進步，
我忍不住跟
她 「吐槽」

說跟德國人聊天其實還挺難
的。一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德
國人不愛聊天，還是德國人不
會聊天。克勞迪婭哈哈大笑，
喝了口咖啡跟我講起了 「如何
和德國人聊天」 。

首先，德國人到底愛不愛
聊天？那要看跟誰比了。跟南
歐熱情的西班牙、意大利人相
比，德國人時常給人感覺是嚴
肅又冷酷，拒人於千里之外；
但跟高冷又 「社恐」 的北歐人
相比，德國人彷彿又成了健談
之人。

我問克勞迪婭： 「和德國
人聊天，比如說電梯裏遇到鄰
居這種，你們也會像英國人一
樣聊天氣麼？」

克勞迪婭皺皺眉頭，歪着
腦袋想了想說： 「好像不，天
氣這個話題實在是太無趣，我
們德國人不喜歡的。這種一定
是一句話就把天兒聊死了。」

原來如此。那德國人喜歡
聊點什麼呢？克勞迪婭告訴
我，關於德國人喜歡的聊天話
題，據說有個調查，排名第一
的是 「寵物」 。

我想了一下，為什麼是寵
物呢？大概率是因為在德國沒
有寵物的陌生人之間是不會無
緣無故地聊天的。這也是為什
麼在一個社區裏，互相認得的
往往是狗主人們。每天雷打不
動遛兩次狗，狗幾乎隔三差五
就能碰到，狗在一起玩，主人
們聊天的話題也都是關於狗
的。都是愛狗人士，聊起寵物
滔滔不絕。

排名第二的也不會讓人意
外──德國人喜歡聊最近上映

的電影電視劇，音樂會演唱
會，或者畫展藝術展這種有關
文化生活的內容。特別是在柏
林，各種活動眾多，無論是音
樂還是藝術，都能有當下熱議
的話題。

聊完音樂藝術，必然就是
體育了。德國人對足球的熱愛
是眾所周知的，聊完德甲還可
以繼續聊歐洲的幾大聯賽。如
果真是兩個球迷湊一起，可以
邊喝啤酒邊聊球開開心心說一
晚上。當然了，德國人對體育
的愛好一定還有戶外活動，今
年去哪裏滑雪、到哪個海邊衝
浪、去爬什麼山徒步等等，話
匣子打開了可是收不住的。

很自然的，從這些戶外活
動很容易便會聊到旅行計劃。
德國人很有意思，並不是所有
人都喜歡 「世界那麼大，我要
看遍所有的精彩」 。德國人安
排旅行並非都要去自己從來沒
去過的地方，反而會每年安排
一次去同一個地方度假，既熟
悉又放鬆，也沒有觀光的 「壓
力」 。 「躺平」 幾天，才是真
正的休假。

「這些都是非常輕鬆的話
題。」 我問克勞迪婭， 「那麼
德國人之間會聊政治麼？」

她告訴我，這個還真的分
人，有的人很喜歡聊政治，甚
至覺得朋友之間哪怕有很大的
分歧，也應該通過多溝通來讓
互相了解分歧的原因所在，這
也有助於各自更深刻地理解自
己和對方的立場；而有的人就
完全不會聊政治，原因很簡
單，單純就是因為毫不關心。

看起來，德國人能聊天的
話題其實並不少。他們也會聊
當下的熱議新聞，會聊家庭，
自己旅行或者居住過的城市，
以及吃過的不錯的飯店和喜歡
的各種美食……

多和德國人聊聊天，發現
他們的 「話匣子」 可豐富着
呢。

如何和德國人聊天

文化經緯
招祥麒

東山寺是傳承中國禪
宗 「東山法門」 的嶺南名
剎。 「東山法門」 指五祖
弘忍禪師的法門，因五祖
住在湖北蘄州黃梅縣之黃
梅山，其山在縣之東部，
因而叫做 「東山」 。該寺
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大鵬所

城旁，坐落於龍頭石山南側的山腰上，背山
臨海，俯瞰大亞灣。龍頭石山不高，海拔一
百多米，據說因山脊無樹，光禿發亮，形態
酷似南北而卧的昂首巨龍，故得其名。 「龍
頭」 是花崗岩石群，叫做 「龍頭石」 ，相傳
古時有一隻巨大的大鵬鳥降落此石造化，因
此龍頭石山又名 「鷲峰」 。

東山寺始建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一
三九四），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雲遊大鵬
灣，路經東山龍頭石山，發現該地有紫霞
光，認為是吉祥之光，便告訴當地村民，此
為勝地，如在此建一座廟宇，可保一方平
安，於是建成了東山寺。上世紀五十年代此
寺遭受嚴重破壞，寺內大鐘、塑像、匾額、
琉璃瓦以及一大批文物均被砸碎、焚毀，僅

存一座牌坊、一座石塔，兩根吊鐘的石柱。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當地村民及華僑等善
長紛紛捐獻，古寺才得以重修，在二○一二
年重新落成。

進入寺門，仰頭便見仿古明清風格建築
的天王殿，門外前柱上懸掛一副楹聯，曰：

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種甚因，
得甚果；

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

先求心。
楹聯上款題有 「歲次庚寅初秋之吉」 ，

下款題有 「莽園指墨敬書於穗城」 ，知是郭
莽園在二○一○（庚寅）年初秋吉日寫於廣
州。郭莽園是廣東汕頭人，西泠印社社員、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州畫院
藝術顧問、中國手指畫研究會顧問、世界中
華美食藥膳研究會顧問、水墨村村民等，早
年受業於陳半醒、趙一魯、梁留生諸耆宿，
修習詩詞、書法、篆刻、國畫，根基扎實。
作品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廣州、西安、澳
門、香港、澳洲、韓國等多地展覽。出版有
《莽園畫集》、《莽園冊頁》、《郭莽園．
狂狷與性靈》、《中國指墨》、《百年中國
畫家書法》、《潮汕工藝尋蹤》等書籍。據
傳此聯是民國李亭齡所撰，刻在山西小西天
無量殿門兩側。李氏於民國初期在山西臨汾
隰縣擔任八年知縣，頗有政績云。

全聯三十二字，上下聯各十六字，皆以
五分句（三、三、四、三、三字）組成，蘊
含深厚的哲理與佛教思想，以精煉的語言表
達了對因果律和心性修行的深刻理解，具有
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深度。

哲理禪味俱足的東山寺名聯（上）

智能手機的魔法術

幾年前跟幾個
朋友組團到韓國旅
遊，除了看風景進
娛樂場所，筆者臨
時建議加插一站：
參觀朝韓邊境。那
天天氣晴朗，我們
搭指定旅遊巴士進
入邊境禁區，途中
有士兵上車檢查每

一個人的證件，來到 「都羅山驛」 ，大家
下車集合，導遊叮囑我們要依照指示，不
要自己亂跑。這裏有一個巨大的DMZ標
誌，舉目所見：鐵絲網、軍機、紀念碑等
等，到處都在提醒人們這個地方非常特
殊。這裏原來有一個連接南北的火車站，
月台還在，鏽跡斑斑的鐵軌上，停放一輛
鏽跡斑斑的火車頭，時光倒流，彷彿可以
聽到它當年進出月台時發出震耳的汽笛
聲。最震撼是一條長長的地道，寬可通行
小型車輛，據說是當年北方的朝鮮挖掘，
假若不是被韓方發現，某一日突然大批朝
鮮軍隊從地底下冒出來，直搗釜山、首爾
（當年名稱 「漢城」 ），朝鮮半島的歷史
可能改寫。

南北方兄弟相殘，是刻在每一個朝
鮮半島民眾心裏難以撫平的傷痛，但這段
血與火的歷史，卻常常被政客所利用。最
新例子，就是韓國總統尹錫悅自編自導自
演的六小時短命戒嚴令。

韓國總統尹錫悅於三日深夜十時
半左右，在首爾龍山總統府召開的記者會
上發表緊急談話，宣布自晚間十一時起實
施緊急戒嚴令，尹錫悅聲稱此舉是為了
「剷除從北（親朝鮮）勢力，維護自由憲
政秩序」 ，並強調 「這是不可避免的措
施，以確保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尹錫悅
任命戒嚴部隊司令官，發布戒嚴令六條內
容，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包括國民議會、
地方議會、政黨、政治協會、集會和示威
活動，以及所有媒體和出版物均受戒嚴控
制。軍方立即出動，企圖阻止國會議員進
入國會。消息傳出，韓國政壇震撼，國際
社會震驚，連美國也表示 「嚴重關切」 。
本港電視台立即採訪正在韓國的香港遊
客，發現當地情況並無特別異常，本港旅

行社亦表示多個韓國旅遊團將如期出發。
筆者半夜和關心國際新聞的朋友交流，都
覺得很奇怪。一覺醒來打開電視機，發現
戒嚴令已經解除，尹錫悅自己出來宣布，
說是依照國會的決定取消戒嚴令，等於認
輸，但沒有認錯。短短六個小時，這場政
治鬧劇剛剛開始就已經落幕，但是尹錫悅
的厄運才剛剛開始。共同民主黨等六個在
野黨聯手提出彈劾尹錫悅，最快本周六表
決。執政黨國民力量雖然反對彈劾案，但
已要求尹錫悅退黨，擺明視之為負資產，
要和他劃清界線。

尹錫悅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得
到軍方支持。韓國軍方聯合參謀本部當晚
召開緊急會議之後宣布，除監視及警戒作
戰等任務外，將暫時控制部隊移動，執行
戒嚴令的軍人沒有對違反戒嚴令的議員和
示威民眾採取強硬行動。軍方說不，尹錫
悅成了光桿司令，國防部長金龍顯事敗請
辭。

尹錫悅為何會下這一着臭棋？簡言
之，因為他這個總統快當不下去了。十一
月二十九日，共同民主黨在國會預算決算
特別委員會上單獨通過削減預算案，其中
包括削減檢察院、監察院、警察等主要機

構的特別業務經費和特別活動費六千七百
八十億韓圜，以及總統辦公室特別活動費
八十二億韓圜。此外，將政府應急預備金
從四點八萬億韓圜削減一半。整體削減金
額達到四點一萬億韓圜。尹錫悅稱在野黨
的做法是 「預算暴行」 ，指責共同民主黨
「利用財政預算作為政治爭鬥的手段，這
種立法獨裁很快會演變為預算彈劾」 。此
外，韓國國會定於本周三（四日）對監察
院長和檢察官的彈劾案進行表決。這就是
尹錫悅突然頒布緊急戒嚴令的導火線。當
然，在野黨緊緊揪住尹錫悅夫人金建希涉
嫌濫權干政、受賄、操控股價等問題不
放，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一旦罪成，不
僅金建希難逃牢獄之災，恐怕尹錫悅也脫
不了干係，這些私怨亦是尹錫悅和在野黨
攤牌的重要因素。

明明是內政問題，是黨爭，是政治
權力鬥爭，甚至是涉及個人刑事問題乃至
個人權位問題，尹錫悅卻硬要說成是南北
對立問題，指責在野黨是親北方敵對勢
力。但是，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為一己
之私，在民族傷口上撒鹽的人，終將成為
民族的罪人。無論尹錫悅能否逃得過彈
劾，他的政治生命似已提前結束。

筆者一
位朋友的丈
夫，是筆者
認識唯一沒
有使用智能
手機的人。
沒法想像在
現今社會，

沒有智能手機怎樣方便地生
活？他有個人電腦，也有固網
電話；卻選擇不用手機。筆者
認為這是個人選擇，不存在任
何問題。

沒有智能手機在身，不是
完全沒有好處的。在與別人用
餐的時候，他不用 「平行時
空」 地跟外面世界 「熟悉」 的
陌生人溝通，不會忽略在面前
同枱家人或朋友，不會把他們
變成 「陌生」 的熟人。原來智
能手機可以把人的關係如魔法
般 「改變」 。

智能手機也可把人與人之
間距離拉遠拉近。可容易跟遙

遠的對方通訊，甚至視像見
面；亦可把人類距離拉遠，近
在咫尺在同一時空裏，也可以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沉迷
在手機世界裏。舉例來說，在
酒樓經常看到一家人在飲茶，
但各自看手機， 「逃離」 現
場。

某種意義上，智能手機能
把人類的感官 「改變」 ，從此
人類用眼睛代替耳朵，看手機
看WhatsApp，就不用耳朵聽
別人說話；人的手指代替嘴
巴，用手機發訊息，就不用與
人交談。手機的 「魔法」 確實
高超。

「魔法世界」 令人嚮往，
疑幻似真，亦真亦假，亦假亦
真。宜偶爾放下手機，多抬頭
觀賞面前的世界、多用眼神跟
身邊人接觸、多開口問候朋
友、多用耳細心聆聽、多用手
跟朋友打招呼。現實世界亦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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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銀杏葉的祝福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梅蓉村位於浙江省杭州市桐
廬縣，自古文化底蘊深厚，清代
以來遍植梅樹，成為江浙一帶著
名的賞梅勝地。

▲深圳東山寺的天王殿。
作者供圖

▲韓國首都首爾市中心的雪景。 新華社

▲梅蓉村吉木丘林農場的裝飾展板上貼滿了遊客寫着祝福
語的銀杏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