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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冶若水
胡恩威

柏林漫言
余 逾

朱興華老師九十
香港著名畫家朱興

華，一九三五年生於廣
東，一九八九年獲頒市
政局藝術獎及一九九二
年獲香港藝術家聯盟
「畫家年獎」 。創作涵
蓋水墨、繪畫、紙本作
品、雕塑、裝置藝術及

工藝品。作品多次入選 「香港藝術雙年
展」 及 「視覺藝術協會年展」 。

朱興華老師今年九十歲，漢雅軒畫廊
為他舉行 「朱爺九十生日快樂！」 個人展
覽，展期由即日起至三月一日。朱興華老
師作品豐富，藝術水平以至成就很高。香
港畫家較少舉辦展期長的大型展覽。

香港舉辦的群體展多是由策展人主
導，似乎沒有系統性地介紹香港自身的藝
術家，所以大眾對有些藝術家的認識並不
深。朱興華老師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的
作品有深厚的東西方魅力，有中國畫的構
圖，也結合西方油畫的技法。他的繪畫風
格是典型香港式，應該有系統地介紹給大
眾認識。這次漢雅軒舉辦的個展雖然規模
小，但也是非常值得觀賞的。

朱興華老師的作品裏，有一些在西方
繪畫角度是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
觀念，也有一些是魔幻寫實的構圖。他也
會將香港獨有的建築空間環境以及建築風
格融合在他的畫作之中。其作品風格呈現
模式是一種對於香港這座城市以及世界的

觀察。他的用色、筆下的人物，衍生出一
種特別的香港風味。

藝術帶來的感性很難用文字來形容。
寫畫是一個語言表達的過程，但畫要看，
要看得仔細。朱興華老師的作品是一種細
緻式的觀察書寫，帶有一種香港實驗的風
格。他的作品也許影響了香港中青代的漫
畫作家。香港很多漫畫和繪畫其實都是互
相重疊的。朱老師的技巧和技法營造了一
種好像兒童、但實質上慢慢細嚼下會發現
裏面有很多功法的創作模式。

舉辦個人回顧展是很重要的，個人回
顧展也是說好香港故事的一種方式，要有
人物才會有故事。朱興華老師正是香港藝
術史故事裏面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市井萬象

四海一堂春
「四海一堂春──乙巳蛇年新春文化

展」 正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今年
春節為春節申遺成功後的第一個新春佳
節，展覽甄選館藏文物精品，涵蓋青銅、
玉器、錢幣等多個品類，全方位、多角度
地呈現春節豐富的文化內涵。圖為展出的
《伏羲女媧像立幅》。 中新社

人生在線
張君燕

大寒，是二十四節氣中的最後一個節氣。《授時通考．天
時》引《三禮義宗》解釋道： 「大寒為中者，上形於小寒，故
謂之大……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 對應民間廣泛流傳的
「數九」 習俗，即從冬至逢壬日算起，每九天算一 「九」 ，依

此類推，所謂 「熱在三伏，冷在四九」 ，大寒節日正值 「三
九、四九」 階段，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民諺云：小寒大
寒，無風自寒。可見大寒寒冷的程度。

在豫西北地區，這時期田地已被冰雪覆蓋，基本上沒辦法
種植作物。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在小雪至大雪節氣這段時間，
農民就已經給冬小麥澆灌了封凍水。小麥有了水分的滋養和溫
暖，可以舒服地睡個越冬覺。農民趕在下雪之前，收了地裏的
蘿蔔、白菜，儲存進地窖，也安下心，開始歇冬。

大寒在歲終，過了大寒又立春，農曆新年恰在立春前後。
所以，大寒一到，年味漸濃。這期間的許多民俗多了些辭舊迎
新的意味。雖是農閒時節，但家家都在忙着除舊飾新、醃製臘
味，吃臘八粥、祭灶、掃房子、磨豆腐、蒸年饃、殺年豬、貼
年紅等等習俗，一個個忙得手腳不停，卻又喜氣洋洋。

「耍老虎」 是焦作地區的傳統舞蹈，也是特有的一項風
俗。忙了一年農活，農民們終於有時間把 「老虎」 「耍」 起來
了！從臘月一直到正月，在鄉間時常聽聞敲鼓、打鑼、拍鑔的
聲響，歡天喜地、熱熱鬧鬧。不管是排練還是正式表演，都有
觀眾圍觀，時不時地爆發出掌聲與喝彩聲。

「耍老虎」 在當地也稱作 「老虎棒」 。老虎棒既是舞蹈名

稱，也是表演時用來打虎的裝備──連在一起的一長一短的兩
節木棍。 「老虎」 的虎皮多用彩布製成，虎尾用鋼鞭製成，頭
用鐵絲做骨架，紙糊彩繪而成。表演主要以兩人合作為主，一
人舉虎頭，一人撐虎尾，伴隨着喧天的鑼鼓，表演各種動作，
或凌空撲咬，或就地翻騰，或嬉戲打鬧，活靈活現，生動有
趣。有時會有一人手持 「老虎棒」 逗弄老虎，觀賞性和趣味性
大大增加，往往逗得孩童捧腹大笑，直滾到大人懷裏，兩人笑
作一團。

待到正式表演的日子，儀仗樂隊與 「老虎」 浩浩蕩蕩地上
街了。舞虎者先是在平地做出撲、跌、甩等動作，吸引陸續趕

來的觀眾。待到方桌壘起表演台，舞虎者便逐級登上高台，所
謂 「猛虎上山」 。這很考驗舞虎者的功力，虎頭與虎尾兩人或
托舉或跳躍，配合默契，動作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引得眾
人時而驚呼，時而喝彩。

「耍老虎」 的隊伍一路向前行走，算是鄉村裏的巡迴演
出。若有村民覺得不過癮，想要多留一會兒，便與同村人商量
了，搬出一張條櫈，擋在路上。意味有二，一是請 「耍老虎」
隊伍歇腳；二是挽留，再來一場表演。遇到這種情況， 「耍老
虎」 的隊伍往往要拿出真本事，表演一齣高難度的動作，方不
辜負村民的喜愛。之後，吃了村民準備的點心和茶水，鑼鼓聲
又起，繼續前行，留下一地歡聲笑語。

據《古氏南遷》與《涂氏宗記》記載， 「耍老虎」 源於中
原地區。早在西漢時期，中國出現了虎舞並流傳於黃河中游。
懷川先民從百獸之王老虎的騰、跳、撲、卧等動作中受到啟
發，以虎的生猛和威嚴彰顯驍勇善戰的武士精神，融合武術、
戰爭、宗教等元素，創編了這一獨特的民間舞蹈。發展到今
天， 「耍老虎」 這一歷史悠久的民間藝術形式已成為懷川人民
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承載着人們對於勇往無前、堅韌不拔的
精神品質的追求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大寒是一個生機潛伏、萬物蟄藏的時令。無論是忙忙碌碌
地準備各種吃食，還是熱熱鬧鬧地 「耍老虎」 ，都是人們對自
己辛苦一年的犒賞，也是對新年的祈望與祝福。過了大寒，又
是一年。大寒之後天漸暖，一個新的輪迴又要開始了。

大
寒
迎
年

理療復健
最近我拜訪

了兩位不同的德
國骨科醫生，討
論我的膝蓋半月
板損傷。一位堅
定地立刻要把我
弄上手術台做膝
蓋關節鏡手術，

另一位淡定地說： 「不要緊，略加
注意即可，順其自然」 。於是，我
決定暫時不要作決定，去嘗試一下
復健理療，再考慮是否做手術。

可能很多人對於德國骨科的了
解一般是兩方面──前沿的科研和
尖端的機器。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德國骨科頗具盛名的還有其科
學完善的高質量復健。所以這裏的
骨科醫生開復健處方也是比較常見
的，一般一個療程四到八次不等。

於是，我找到了離我家較近並
且評價不錯的一個復健診所。

第一次去復健診所，感覺和去
見骨科醫生差不多。復健師認真地
看了我所有的檢查報告，詢問了一
系列相關問題，然後便開始了和骨
科醫生不大一樣的部分。復健師讓
我躺在就診床上，用他的方式來
「核對」 我的檢查報告。

復健師把我受傷的膝蓋從各個
方位和角度都試着活動了一遍，來
確定哪個位置在哪種姿勢會引起疼
痛，並且跟另一個健康的膝蓋進行
對比。他東看看西看看，這個角度
掰一掰，另一個位置按一按，時不
時還扶着下巴歪着頭想一想，思考
一下，嘴裏念叨一下說： 「嗯，有
意思」 。彷彿在解開一個有趣的迷
宮一般。

從就診床上爬起來，復健師又
讓我到就診室外面像健身房一樣的
大廳，按照他的要求做一系列的動
作，他依然一邊念念有詞一邊記
錄。有時候對着鏡子做動作的時
候，他還會提醒我說： 「看，你左
右膝蓋的區別。」

經過大約二十多分鐘的各種檢
查測試，復健師開始跟我詳細解說
他的結論。他先拿出他的教學「道

具」──人類骨骼模型。他從人的
膝蓋怎麼扭轉運動，再到髖關節與
膝關節的關係，逐一仔細分析。然
後告訴我，我的膝關節受傷的部位
是怎樣造成的，哪一些不正確的扭
轉是疼痛的原因，需要加強哪幾塊
肌肉的力量來幫助糾正這些錯誤的
姿態，從而正確地發力和受力。

接下來，我便跟着他開始正式
的復健練習。雖說鍛煉同一個部位
的肌肉有很多不同的姿勢和方式，
復健師時刻關注我在做動作時受傷
膝蓋的反應和身體其他部位的配合
度。一旦他發現某個動作我做起來
吃力，他便會調整難度，直到我只
需稍加努力就可以比較自信舒服地
完成動作，這便是最好的狀態。有
時候我有點領會不到動作要領，他
也會嘗試讓我換一邊做動作，或者
同樣的動作躺下來做，這樣可以放
鬆身體的其他部位，專注到需要發
力的肌肉。

過程中復健師不僅講解細節，
還會簡短錄像，跟我一起看錄像回
放，告訴我動作的重點和有什麼問
題。我連連點頭： 「噢，原來是這
樣，以前從來沒注意過。」

最後復健結束後，我問到關於
是否應該做膝蓋手術，他立刻開啟
了 「科研模式」 ：

「我最近正好讀了一個文獻，
對於你這種不是因為某個單次事故
或者意外受傷撞擊造成的半月板損
傷，也就是說你是因為長期姿勢或
者發力錯誤給半月板造成的損傷。
這樣的情況，有醫院對做手術和不
做手術的人進行了追蹤調查發
現——做了手術後的第一年，做手
術的比不做手術的情況好，但是從
手術後第二年開始，就基本上一樣
了沒什麼區別。也就是說，手術並
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你這種情況的半
月板損傷。」

「明白了。要從根本解決這樣
的膝蓋問題，還是要糾正不正確的
日常行走或者運動的姿勢。那我們
就給膝蓋時間，用理療康復訓練來
恢復！」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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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南川區梅華園，梅花被雪覆蓋。 新華社

中西合璧下午茶
一位在美國工

作的老同學不知是
否看了我的書《錯
配》，有一天突然
在微信中問道：
「香港人都喝下午
茶嗎？你們在辦公
室喝不喝？在家也
喝嗎？」 我答：

「私人公司一般都有喝下午茶習慣，中
資機構則好像是有人喝有人不喝，家庭
中就不得而知了。」

喝下午茶在香港司空見慣，若不是
老同學問起，還真沒去留意，原來其他
地方的人對香港的下午茶是有些問號
的，比如：少數人喝還是多數人喝？怎
樣喝？

我開始常喝下午茶是在三四十年
前，那時進入一間出版社工作，公司在
觀塘一棟工廠大廈內，二十多位員工，
辦公室及書庫分別在兩個不同樓層，每
到下午四點鐘，同事們便離座，下樓去
喝下午茶，通常是在茶餐廳、咖啡廳，
叫杯飲料，吃塊小點而已。若有本公司
老闆請，或印刷、製版、裝訂等有相關
業務的公司老闆來了，那就另當別論，
由老闆們花錢。當有夥計送來下午茶，
樓上樓下的同事們會聚在一起，喝杯飲
料，吃塊西餅，休息十來分鐘。

那時辦公室有位女同事，與我的辦
公桌相隔不遠，她只返半日工，午
餐後才來工作，是老闆特意的安
排，方便她照顧孩子。她看起來
有心事，很少講話，四點鐘大家
都外出鬆一鬆，她卻趴在桌上休
息，偶爾也對我說： 「麻煩你幫
我帶一塊西多士和凍檸茶。」 一
段時間後，她開朗了些，我們便
一起下樓喝下午茶，二人面對
面，問她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嗎？她才斷斷續續地說出自己的
經歷，她是單身母親，有許多的
困難，也有解不開的痛苦。她後
來遠走他國投奔前夫，決心去守
護她放不下的另一個孩子。她在
那段下午茶時間的訴說，一直是
我們之間的秘密，至今記憶仍
深。

英式下午茶在香港是自由式
的，除了時間是下午，其他，像
與誰喝，喝什麼，配什麼吃食，
五花八門。我後來轉職的幾百人

大公司，有茶室，也有食堂，提供冷熱
飲，公司有打卡制度，不鼓勵工作時間
外出，同事們三五成群，稍聚片刻，喝
點吃點，則不成問題。公司也有較熱鬧
的下午茶，比如，有同事辭工的最後一
日，會請請大家，大量的飲料和西餅被
送入辦公樓，伴隨着簽名、致辭等，來
一場人走茶不涼的告別活動。還有就是
有人升職，特別是職位升得高，加薪加
得多的，請吃飯慶祝是一回事，下午茶
的內容也會有所不同，有可能請吃燒
臘，豬、雞、鴨等被切成塊，大家自沖
一杯茶，用紙碟去夾幾塊肉食，那滋味
又與吃西餅不同。我喜歡上司請吃乳
豬，又脆又香，以前乳豬不貴，一隻三
百元上下，大大的盒子送來，裏面卻只
鋪了薄薄的一層，但每塊差不多大小，
排列整齊，好看，也吃得開心。

只要是下午吃喝，都可叫下午茶。
我家院子裏有對老夫婦，子孫不在身
邊，二人拿着政府長俸，周圍人總說他
們錢太多，不知怎麼花吧？我與那太太
年齡相近，常常閒聊，有次說到作息時
間，她說當然是睡到自然醒啦，又說他
們一天只吃兩頓飯， 「不吃哪一餐？」
我不禁好奇地問，她說： 「菲傭準備的
早餐會很豐富，有葷有素有水果，吃過
後做做事，下午開車外出喝下午茶，當
晚餐啦，然後買買東西才回家，不再吃
什麼了。」 太太說的下午茶是在酒樓裏

進行，慢慢喝茶，叫些可口點心細細品
嘗，這種下午茶其實與早茶的內容是同
樣的，只因為是在下午兩點至五點之間
進行，價錢有優惠，客源又不錯，所以
也被叫作下午茶了。

說到家庭中的下午茶，若不是外籍
人士，大約較少有正兒八經的下午茶，
我家小朋友們會在三四點鐘吃一次水
果和零食，愛喝咖啡的菲傭到時會為
大人孩子及自己作些準備，這種可算
是定時定點的進食，算不上是真正的下
午茶。

真正的英式下午茶是精緻而富貴
的，酒店提供的下午茶服務，不僅環境
優美，座位舒適，餐具華麗，上桌的東
西也是有藝術感的。有兩年曾參與生意
場的應酬，知道有的老闆不喜歡吃正
餐，有的老闆常在趕時間，有的老闆礙
於身份背景，不方便吃正餐，他們反倒
不排斥下午茶，處理商務，聯絡感情，
交流信息，一樣可達目的。招待方請的
下午茶，當然也是要拿得出手的。

我品茶是外行，喝什麼茶只會用清
香、好喝來形容，事實上，高檔的下午
茶，茶是主角，喝的是什麼茶大有講
究，懂茶的人自有一番心得和妙論。至
於三層盤盛裝的茶點，也有講究，底層
是甜點，中層是三文治、酥點等，上層
是三文魚和魚子醬點心等，最好是自下
而上地享用。

香港的下午茶既有英式的經典
傳承，又有中式的自由創新，呈
現中西合璧的特色。說來說去，
港人接受下午茶，追捧下午茶，
其實質是欣賞下午茶中蘊含的情
調：休閒，不慌不忙地享受生
活；優雅，提升精神層面的品鑒
能力。

HK人與事
慕 秋

◀▲香港下午茶種類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