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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言西就
沈 言

文藝復興尼德蘭的雙條屏？

文化經緯
招祥麒

松山亭，位於澳門松山健康
徑旁，又名柯維納總督紀念亭，
建於一九四九年三月，由建築師
戴文渭設計。

亭前兩側石柱上刻有一聯，
曰：松風徐送，正盪胸懷，更看
鏡海波光、蓮峰嵐影；山雨欲
來，且留腳步，遙聽青洲漁唱、
媽閣鐘聲。

上款：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春月，澳門華商總會
倡建松山亭落成屬題紀念

下款：李供林敬撰並書，時年六十有八
從落款可知，此聯是李供林六十八歲時，應澳

門華商總會之邀撰作並書的。李氏字立屏，諱翰，
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紫里人。善詩詞、書
法，生平喜愛遊歷，暢遊名山大川遍及十多個省
市，到過日本、新加坡等國家。抗戰時期，奉母居
住澳門，寄情詩詞，後移居香港。其書法取長於王
羲之，帖味甚濃，用筆凝練沉着，秀逸雅緻，自出
面貌。著有《怡怡草堂遊草》，並與父親李達廬
（光緒年間舉人）、兄長李蟠（字仙根）合著詩詞
集《喬梓集》。

整副楹聯共三十六字，上下聯各十八字，由四
分句（四、四、六、四字）組成。李氏先從亭的地
點 「松山」 落想，將二字分別嵌於上、下聯之首。
此屬鶴頂格。如此，寫成的楹聯便只能用於松山此
亭而不能移用他處了。

上聯 「松風徐送，正盪胸懷，更看鏡海波光、
蓮峰嵐影」 ，寫亭中所 「見」 。先以 「松風徐送」
營造出一種清新脫俗、悠然自得的氛圍。松風，即
松樹間吹過的風，常被視為高潔、堅韌的象徵，其
徐徐吹拂，不僅帶來了涼爽，更彷彿能盪滌人的胸
懷，使人心胸開闊，煩惱盡消。接着， 「更看鏡海
波光、蓮峰嵐影」 ， 「鏡海」 ，本是澳門的古地名
之一，這裏泛指澳門半島與氹仔島之間的海面；
「蓮峰」 ，指蓮峰山，位於澳門半島北部的一座小

山，高六十點七米，因其狀似蓮花而得名。松山亭
處於高處，處身其中，既可望到澳氹間海面波光閃
爍，也可看到蓮花峰上雲霧繚繞，山嵐與峰影交相
輝映。山海之間，構成了一幅動人心魄的自然美
景。此聯通過視覺與心靈的雙重感受，展現了自然

界的寧靜與壯美，引人嚮往。
下聯 「山雨欲來，且留腳步，遙聽青洲漁唱、

媽閣鐘聲」 ，寫亭中所 「聽」 。李氏承上筆鋒一
轉，描繪了一幅即將來臨的風雨前夕的景象。面對
「山雨欲來」 的預兆，他並未急於躲避，而是選擇
「且留腳步」 ，這份從容與淡定，體現了對生活的
深刻理解和熱愛。 「遙聽青洲漁唱、媽閣鐘聲」 ，
「青洲」 ，葡語作Ilha Verde，意為 「綠島」 ，其名
因環境綠樹蒼翠而得名，位於澳門西北部的半島，

與珠海毗鄰，原是位於澳門半島西北角的一個小
島，後來因填海而與澳門半島連成一體； 「媽
閣」 ，葡語作Barra，意為 「港口的狹窄入口處」 ，
位於澳門半島西南部、西望洋山和媽閣山的西面，
常指媽閣廟的附近一帶。媽閣有數百年歷史，一九
九三年被評為 「澳門八景」 ──媽閣紫煙。此時，
遠處傳來青洲漁人的歌聲和媽閣廟的鐘聲，漁歌互
答，鐘聲悠揚，這些聲音，在風雨前夕的寧靜中顯
得格外溫馨與和諧。此聯通過聽覺的描繪，將人與
自然、人與社會緊密相連，展現了人間生活的美好
與和諧。

整副楹聯以自然景象為引，寓情於景，情景交
融，既表達了對自然之美的讚美與嚮往，又寄託了
對人間生活的熱愛與留戀。同時，也啟示我們，在
面對生活的風雨時，應保持一顆平和與從容的心，
去欣賞和珍惜身邊的美好。

一九四九年至今，澳門發展迅速，松山亭周邊
高樓林立，遊人到此，只能追憶舊日景致，體會撰
聯者的情懷，並欣賞對仗工整、平仄對應、音律諧
協的楹聯特色。至於鏡海波光、蓮峰嵐影、青洲漁
唱、媽閣鐘聲，也許只能看到蓮峰山，其他的，應
該是看不見，聽不到了。

年度漢字中的香港

在尼德蘭
地區逛博物館
和美術館，能
夠明顯意識到
風景畫在藏品
中佔據着海量
比重。毫無疑
問，北方文藝
復興時期的低
地國家對風景

畫的崛起和發展至關重要。試想一
下，若以風景為背景的肖像畫範式
未能從尼德蘭傳進意大利，或不會
有《蒙娜麗莎》了。西方美術史中
公認最早的無人物獨立純風景畫同
樣出自北方文藝復興畫家、德國人
阿爾布雷希特．阿爾特多夫爾
（Albrecht Altdorfer）之手。而在
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一個靠窗的
角落，一對尼德蘭繪畫大師傑拉德
．大衛（Gerard David）的雙條屏
風景吸引了我的注意。

要知道，屏條（國畫俗稱 「條
屏」 ）始終是我國傳統水墨畫的特
有創作形式，除了十九世紀下半葉
推崇 「日本主義」 的歐洲畫家們偶
有照貓畫虎的案例，早在文藝復興
時期是不存在的。而這對名
為《枝繁葉茂的景觀》很明
顯是相關、且可合二為一
的。左側畫板在茂密的樹林
露出一座荒廢的堡壘式建
築，前景處的草坪上卧着一
頭小驢，牠身前的灌木上還
站着一隻山雀；右邊的小溪
中有另一頭驢和牛在涉水，
背景則是更加幽深的樹林。
頂端留出的藍天白雲給幾乎
濃蔭蔽日的樹林留出了 「氣
口」 般的空間縱深，而橡
樹、白胡桃樹和山毛櫸等多
種樹木因光線折射以各種漸
變綠色穿插而成的細節則為
觀眾交代了光源。加上池塘
邊的可辨識的黃鳶尾和車前
草等水生植物，畫家大衛對
於忠於植物品種的自然主義
風格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這對細長條的《枝繁葉茂
的景觀》是作為獨立風景畫存在的
話，那麼關於美術史的一些細節將
被改寫。比如，被視為首幅無人物
獨立純風景的阿爾特多夫爾名作
《有石橋的風景》將把此記錄拱手
讓給傑拉德．大衛。又或許，這對
林間風景將證明早在文藝復興時期
的歐洲便有了和我國屏條一樣的創
作形式？

帶着這些令人興奮的疑問，對
此作念念不忘的我在離開後翻閱了
大量資料，結果略感失望：此組雙
條屏風景並非是一組獨立風景畫，
而是歸屬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
三聯祭壇畫《有贊助人、聖傑洛姆
和萊昂納德的基督誕生》的一對外
翼嵌板，其功能更像是主畫屏的
「遮光外窗」 。除了禮拜和重大節
禮日之外，私人禮拜堂內呈閉合狀
的這組三聯祭壇畫能夠被 「外人」
所見的部分僅有這兩條幽深的森林
景觀。唯有在打開之後，主題為基
督降生的主畫板才會接受供養者及
其家族的拜祭。

在目前沒有已知其他三聯畫在
外側翼屏上有類似風景的背景下，

此作很可能是贊助人特邀擅長描繪
大自然的傑拉德．大衛來量身訂製
的。結合主祭壇畫基督降生和兩條
內側翼屏供養人的肖像，一個有趣
的現象是閉合前後的畫面是相關聯
的。伴着一群天使攜天國的祝福從
天而降，耶穌基督誕生在牛棚中，
襁褓中的他身邊分別有公牛和驢子
正在跪拜，牛棚外則是遠山和森
林。而閉合後的雙條翼屏風景中不
僅呈現的是茂密的樹林，且恰好有
牛和驢在林中踱步。上述細節說明
無論畫家試圖讓觀者跟隨牛和驢來
到林間深處見證基督降生，還是預
示着不久後聖母子將踏上逃往埃及
的旅程，都無法脫離這兩種家畜的
關聯性。由此可見，平日裏閉合後
對外的細長 「雙條屏」 實則是內部
主祭壇畫的 「引子」 。外側翼屏閉
合後的圖像提供一種 「氛圍感」 ，
打開兩扇 「視窗風景」 ，彷彿走入
林間深處見證基督的降生，給予供
養人及信眾引人入勝後豁然開朗的
體驗感。至此，不由得驚嘆於尼德
蘭藝術家們卓越的敘事想像力。

傑拉德．大衛在完成這組三聯
祭壇畫時，威尼斯畫派巨匠喬爾喬

內也創作了代表作《暴風
雨》，歐洲文藝復興關於人
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在此刻無
疑是同步的。雖不屬於獨立
作品，且與我國的條屏形式
大相徑庭，但這對與主畫屏
天各一方的外側翼屏證明
了，相較於意大利藝術家們
開始用風景作為敘事背景的
處理，阿爾特多夫爾和大衛
等北方文藝復興人已經開始
將視角投射在還原純粹的自
然世界了。純風景畫隨後在
這塊土壤上綻放也變得順理
成章，有跡可循了。

歲末年初，二○
二四香港年度漢字
「愛」 新鮮出爐。從

二○一三的 「和」 ，
二○一四的 「融」 ，
二○一五的 「法」 ，
二○一六的 「亂」 ，
二○一七的 「貴」 ，

二○一八的「順」，二○二○的 「安」 ，
二○二一的 「疫 」 ，二○二二的
「通」 ，二○二三的「興」，回望過往的
十屆年度漢字，不禁感慨字裏有乾坤。

文字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文明的載
體，更是時代的鏡像、社會的印記，映
照出世情人心的巨浪與微瀾。十個年度
漢字，不僅烙印着香港的變遷軌跡，也
承載着港人的喜怒哀樂。那是家 「和」
萬事興的希冀，雪釋冰又 「融」 的熱
望，那是樓 「貴」 不易居的求解，那是
「通」 關 「通」 航的努力，那是 「疫」
下守望的同心，治 「興」 交織的築
夢……

曾經，在全球公共衞生危機之中，
香港備受世紀疫情衝擊，經濟民生受
創。在疫霾陰影下，從社交距離、安心
出行，到圍封強檢、疫苗氣泡，又怎一
個 「疫」 字了得？

往事耐人尋味。所幸從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橫空出世，到完善選舉制度撥亂

反正，這座城市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與此同時，疫情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香港也終於告別疫情，全面復常。作為
東西文化交流樞紐的香港，在通關與通
航之下，重新聯通全球，重返世界舞
台。

有人說，香港是一本複雜難懂的大
書。或許，上月出版的新書《年度漢字
中的香港》，可以為讀懂香港提供一個
小切口，為鑒往知來提供一條小線索。
該書以十屆年度漢字為契入點，以大事
回眸為經，以人物訪談為緯，講述香港
跌宕起伏的十年故事。從 「和」 「融」
「法」 「亂」 「貴」 ，到 「順」 「安」
「疫」 「通」 「興」 ，十個年度漢字，

串起香港十年，記錄香江往事，承載市
民記憶。可以說，年度漢字的十年故
事，既是浴火重生的香港故事，亦是心
手相連的中國故事。一如全國港澳研究
會副會長譚耀宗所言：這是一本關於香
港、關於時間、關於記憶的書。通過一
個個回憶和鮮活的故事，連接起香港社
會的過去與現在，讓讀者能夠穿越時空
的界限，感受到那份屬於香港的獨特溫
度與力量。

而今， 「愛」 當選二○二四香港年
度漢字，可謂眾望所歸。新的一年，以
「愛」 為營，從 「心」 出發，期待 「東

方之珠」 再綻華彩。

市井萬象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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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下集
徐 成

「二戰」 期間，由於男性參軍，大量社會
工作崗位需要女性參與，女性走出家庭，走向
社會，促使兩性平權運動有了顯著發展。但戰
後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回歸男主外女主內的
傳統，令女性走向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路徑再
度受阻。雪莉．傑克遜作為 「二戰」 後崛起的
一代女作家，自然對這一社會氛圍十分敏感。
作為家中長女，母親對她毫不掩飾的嫌棄和不
合常理的控制，以及對弟弟的偏好亦令她對重
男輕女價值觀充滿了鄙夷。而自己急轉直下的
夫妻生活，更令她深刻意識到兩性地位的不平
等。雪莉作品下的女性常被社會生活壓迫到精
神失控，她擅長用隱喻形式對現實中兩性關係
的不合理處進行批評。某種程度上，雪莉．傑
克遜是有女權主義傾向的，但這種傾向也許是
無意識的，她的文本中並無明確的女權主義表
達。

《我們一直住在城堡裏》作為作者的最後
一部小說，可謂以上兩個主題的集大成者。小
說的主角是兩姐妹──美麗賢淑的姐姐康絲坦
斯和離經叛道的妹妹瑪麗．凱瑟琳．布萊克伍
德，故事的敘述者是十八歲的妹妹瑪麗，故事
情節以瑪麗的視角展開，小說所用的語言較為

簡單，顯示出瑪麗小於生理年齡的心智狀態；
她時而思緒混亂時而呢喃夢語般毫無邏輯的言
論令一個怪異敏感且偏執的少女形象躍然紙
上。故事的不合理感在開篇第一段瑪麗．凱瑟
琳的敘述中便已顯現，尤其是最後一句 「我們
家其他人都死了」 更增加了小說的懸疑感，從
而為後續故事的展開做了極好的鋪墊。

「我們家其他人都死了」 一句話揭開了布
萊克伍德家族富足顯赫榮光下的黑暗現實。在
瑪麗將除了姐姐康絲坦斯以外的家人全部毒死
之前（叔叔朱利安倖存，但身體殘疾且經常神
志不清），布萊克伍德家族是鎮上最富裕、最
風光的一族。而毒殺案讓這一大家庭中的不和
諧因素暴露在世人面前，並使他們迅速從上流
社會跌落到社會底層，成為鎮上異化的怪人。
上層與底層的距離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遠，
亦不單純靠財富劃分，更多地是由集體信仰的
虛假體面感來維繫。毒殺案後，布萊克伍德大
宅變成了姐妹兩人避世的城堡，康絲坦斯只在
宅子和周圍一小塊區域內活動，而瑪麗則必須
忍受村民們的指指點點，每周去鎮上採購生活
物資。與大家族相對的小鎮居民並非民風淳樸
之輩，當布萊克伍德家族從權威地位跌落後，

村民們積壓已久的不滿肆無忌憚地暴露出來。
因為布萊克伍德家族的兇殺案打破了村民們按
部就班的生活節奏和對公序良俗的認知，他們
拒絕接受任何變化，十分愚昧守舊。日常他們
對瑪麗和康絲坦斯已充滿敵意，最後的大宅之
火是矛盾的集中大爆發，村民們瞬間變成從眾
的暴徒，開始瘋狂打砸布萊克伍德大宅。

不過相對查爾斯堂哥，村民們的惡是無意
識的，是一種羊群效應導致的從眾行為。良心
發現後，村民們為繼續生活在廢宅裏的姐妹倆
送來了各種食物。而查爾斯堂哥的惡是有主觀
能動性的，他可謂全書惡的代表。花言巧語的
他因覬覦伯伯的遺產而來到布萊克伍德大宅，
試圖通過迷惑善良的康絲坦斯來達成目的，卻
始終無法收買瑪麗，最終導致大宅被燒毀。火
災時，康絲坦斯和瑪麗的處境一度十分危險，
查爾斯反而無影無蹤了，事後回來也只是想騙
康絲坦斯開門，從而可以讓小報記者拍上幾張
照，給自己賺點外快。作者筆下的查爾斯外表
和內心都十分醜陋，他那拙劣的手段更是可笑
又可恨；自私自利的查爾斯是作者對在社會中
佔據優勢地位卻一無是處的廢物男性的無情鞭
笞。查爾斯接近康絲坦斯是為了經濟利益，而

雪莉．傑克遜辛辛苦苦賺的稿費、版稅不正是
被她丈夫海曼拿走了嗎？雖然作者未必有此影
射的意圖，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不禁如此
聯想開去了。

整部小說裏只有康絲坦斯的言行舉止符合
日常規範，但她對自己妹妹瑪麗的不合理寬容
和包庇又顯出極不正常的一面。社會生活的
陳規多有對人性的扭曲和壓抑之處，雪莉．
傑克遜通過怪異又殘酷的情節將這些不合理
之處展現出來，小說雖然情節上多有脫離現
實之感，但內核是絕對寫實的。小說的最
後，康絲坦斯和瑪麗再也沒有離開過大宅，
她們一直都住在這座燒毀了的 「城堡」 裏。我
們不禁要問：是什麼阻止姐妹倆走出宅子？難
道僅僅是她們內心的藩籬嗎？其實阻礙她們出
門的是整個社會無形的禁錮和壓迫，一些所謂
的公序良俗對人性的極度壓抑。聯想現實，這
不也是作者後期難以跨出家門的原因所在嗎？
有人說雪莉．傑克遜的小說並不驚悚恐怖，但
讀完後卻讓人壓抑難過，反而比恐怖小說還後
勁十足，這是因為雪莉寫作題材中的恐怖感是
來源於現實生活的，而非什麼虛構的神魔鬼怪
外星生物。

譯
後
記
（
下
）

臨近農曆新年，灣仔和昌大押的老建築，布置了一條金光閃閃的
「金蛇」 ，穿梭在二、三樓的走廊中，十分吸睛，為新年添上一分靈氣
與喜慶。 香港中通社

情景交融之澳門松山亭聯

▲澳門松山亭。 作者供圖

◀傑拉德．大衛（Gerard
David）作品《枝繁葉茂的
景觀》。

作者供圖

金蛇呈祥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