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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見
明 德

哪吒與旅遊
今年內地春

節檔電影《哪吒
之魔童鬧海》大
收旺場，期待盡
快在香港上映。
這股熱潮令筆者
想起，多年前到
澳門大三巴牌坊

打卡拍照，無意中經過一間哪吒廟，
位於大三巴牌坊後右側。大三巴哪吒
廟是二○○五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遺產名錄，創建於一八八八
年，改建於一九○一年，廟內供奉哪
吒。

相傳哪吒原是印度佛教的護法
神，再演變為道教的神仙，小說《西
遊記》和《封神演義》更把哪吒形象
本土化，逐漸轉變為中國少年神話人
物。《西遊記》八十三回記載哪吒的
出身，寫道： 「哪吒奮怒，將刀在
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
母血，一點靈魂，徑到西方極樂世界
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只聞得幢

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
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
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
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
魔，神通廣大。」

網上查看，原來澳門還有第二間
哪吒廟，是比大三巴哪吒廟歷史更悠
久的柿山哪吒廟，建於清初，於光緒
廿四年（一八九八年）進行重修擴
建。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為 「哪吒
誕」 ，該廟會舉行哪吒巡遊活動。筆
者認為，澳門可利用這次契機把哪吒
的故事講得更深入，使哪吒廟香火更
鼎盛，旅遊景點也多元化，吸引更多
遊客。除了大三巴牌坊、前地及石階
等熱門景點，下次到澳門旅遊還可參
觀哪吒廟。

深水埗有三太子廟，是香港唯一
供奉三太子哪吒的廟宇，已有一百
二十多年歷史。香港不乏寺廟文
化，把天后、觀音、譚公等等故事
講好， 「以文帶旅」 帶動香港經
濟。

自由談
姚文冬

在我北方的
家鄉，二月是徹
頭徹尾的冬天，
雖然也貼有 「立
春」 、 「雨水」
兩個節氣的標
籤，也不過是冬
天遞給春天的一

個笑臉。
春節前，氣溫一連數日在零度以

上，三九、四九也不例外。這便給人
一種錯覺，以為春天提前了。所以當
除夕前日氣溫驟降，便有人說，過年
了咋還這麼冷，不應該呀？

前幾天朋友聚會，見面寒暄先說
天氣，哎呀，真冷！的確，春節這撥
冷空氣還沒過去呢。有位朋友說，這
就是倒春寒吧。我說，春天還沒到
呢，哪來的倒春寒？現在還是冬天
呢，這樣的氣溫很正常，與往年比
較，還算是暖和的呢。

記得二十多年前的二月，天連日
陰沉，風如同割臉的刀子。忽一日，
太陽出來了，風也停了，街上行人也
多了。我等公交時，隨口說，這麼暖
和，怎麼也有八九度吧。一位老人笑
了，他說，今天最高氣溫才零下四
度。 「零下四度」 ？我記住了這個溫
度，從此，它成了我心理上冷與暖的
分界線。無論天氣預報如何渲染降
溫，別人多麼恐慌，只要不低於這個
溫度，我就會泰然處之。

這些年，或許是過慣了暖冬，總
有人錯把暖冬當春天。自然，也就有
了氣溫反覆帶來的煩惱。

其實，二月的氣溫無論如何波
動，都屬於冬天的 「內政」 ，不容別
的季節 「干涉」 。當然也不會從內部
發生質變──它離春天還遠着呢。三
月才是冬天向春天妥協的談判代表。

況且，冷與暖的標準，也不一定
與氣溫有關。二月也有暖天。

節後開工，路遇一位上班族，互
相打招呼，他說，今天可真暖和！我
很驚詫，暖和嗎？當日可是入冬以來
氣溫最低的一天。我以為他凍壞了，
在說反話。但他認真地說，不暖和

嗎？你看太陽多好。我沒看太陽，倒
是看到他厚衣棉褲穿得滾圓，帽子、
圍脖、手套全副武裝，這能不暖和
嗎？

人就是這麼奇怪，在二月零度以
下會感到溫暖，在三月七八度的天氣
裏卻抱怨冷。什麼原因？主要是衣服
的變化，到了三月，人們穿的衣服比
二月薄了許多。還有就是心理上的，
三月是春天了，便覺得它就不應該
冷。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理想化的春
天，一如孩子對父母，好像父母就必
須遷就孩子，稍不如意，就會噘嘴，
哭鬧。

北方有 「貓冬」 的說法，隆冬時
節，倒也心安理得。但 「貓」 的時間
太長了，難免令人厭倦，故又會有
「窩了一冬」 的說法，這就是帶了點

情緒，只因盼春心切，難免浮躁，焦
慮。於是，離春天最近的二月，便成
了心理上自我搏殺的戰場。也就有了
前面所說，在最冷的日子裏感到暖和
的，也有在冬天裏說倒春寒這種話
的。

我從不把二月誤作春天，而是隨
遇而安。在二月，要有過冬的心態，
有了這樣的心態，享受二月的暖天，
比真正的春天還要怡人。就如同人在
低谷，就非得每天灰心喪氣、怨天尤
人嗎？也該有心靈的興奮點，或值得
喜悅的事，雖然還遠遠算不上春風得
意。又好比過去的貧寒年代，過年能
吃一頓餃子，就彷彿嘗到了人間至
味，比現在嘗遍山珍海味卻了無食慾
強得多。

其實，多數人終其一生，都難以
擁有春天般的繁花似錦。那麼，二月
的暖天，已是最常見的福報。所以，
對多數人來說，不必太執著於春天，
我們需要的，僅僅是一點溫度而已。
如此，幸福的秘訣便是，在冷天裏穿
得足夠多，心裏有一個 「零下四度」
的低期望值。

何況，老天爺也垂憐人，不然，
為什麼二月會比別的月份少兩天呢？
還不是想讓我們抵達春天的路程短一
些。

二月的暖天

肥女的找到

人生在線
霍無非

最早踏上香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
沙頭角的中英街。那時，內地居民訪港的大
門還未洞開，來深圳的遊客除了參觀 「三天
一層樓」 建設速度的國貿大廈，內地首個微
縮景區錦綉中華等，少不了去中英街觀光購
物。要想成行，得辦理特別通行證，由於僧
多粥少，我所在企業集團每月的指標，往往
不足半月即用完，不得已，本地員工得謙
讓，先就着內地客人去。

我和同事終於走進了中英街，迎面看見
顯赫立在街頭的界碑和古井，碑上字跡已經
斑斑駁駁，沐風櫛風百餘年，透着一股屈辱
的蒼涼感。再往裏瞧，界碑沿街一溜排開，
碑這邊屬深圳，碑那邊屬香港。說實在的，
這條狹窄的街面，超出了我的想像。它偏於
青山田原一角，很有些置身鄉下的感覺。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港店多售賣首
飾、藥品、手錶、時裝、日用百貨等免稅商
品，種類和價格都很有吸引力，但遊客是不
能越界的，有的港店在門口掛張布簾，店員
在門口招徠生意，有人趁管理人員不備，快
步越界購物，布簾一遮，啥也看不見，錢貨

兩訖後，再由店員左右張望，告知遊客離
店，這種 「捉迷藏」 屢見不鮮。遊客逛了買
了，拎着大包小包心滿意足而歸。

轉眼到了一九九八年，證券行業組織上
市公司的董事會秘書赴港參觀，這才正兒八
經去了趟港九的繁華街市，到中英街暫告一
段落。初來乍到，新鮮感十足，在水深浪湧
的維多利亞港岸上，兩個年輕人在垂釣，一
條條泥蜢魚上鈎，我驚訝在這船舶穿梭，高
樓列岸的水域，竟有這麼多的魚，讚嘆釣者
身手不凡。正值周末，尖沙咀的鐘樓廣場，

休假的傭工數不清，老鄉會老鄉，她們三五
一堆，或竊竊私語，或開懷大笑，構成香港
獨到的一道風景。從天星碼頭乘渡輪到對
岸，在宏偉壯觀的香港會展中心，仰視飄揚
了一年餘的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繼而坐有
軌纜車上太平山，沿陡峭驚險的山體到達頂
峰，在艷陽下俯視眺望，湛藍的海水襯着淺
白的樓海，那種美感，無以言表……

二○○二年，深圳放開辦理居民出國護
照，我拿到燙金國徽的紅本本，出國旅遊
了，好幾次是往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乘國
際航班飛往目的地的。記得首次跟團出國，
領隊是一位年輕女孩，一過羅湖關，她操粵
語講了有關事項，末了強調勿脫團不歸。其
實，隨着國家的富強，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這種現象屬鳳毛麟角。

航班從國外返港，按規定持護照乘客可
在港逗留七天，遂小住兩日。在開往荃灣的
地鐵上，我身邊一位大男孩翻看着一沓飛機
照片，與之搭訕，得知他是技術職校生，閒
時愛到機場看飛機起降，興致來時隨手拍
下。他說，他最青睞大飛機，最喜歡中國國

航的 「鳳凰」 司徽，希望國家也能造出大飛
機，將來乘飛機到嚮往的首都機場三號樓降
落。我相信他的願望一定可以實現。在荃
灣，路遇一家區辦公共圖書館，館不大，裏
面座無虛席，一個個讀者專心閱讀。我還在
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了 「香港故事」 的展
覽，這個展從 「史前時期的香港」 到 「現代
都市及香港回歸」 ，分八個專題，內容涉及
香港的方方面面，觀後大有裨益。

話說回頭，前些年我重遊中英街，辦證
只需將二代身份證，分別在兩台自助終端機
上各感應一次，一張卡片式通行證隨即從機
內吐出，方便快捷。街還是這條街，變化得
漂亮了。如今越界到港店購物，儘管大大方
方過去，只要不擅自進入對面的村巷就無人
干預。中英街還設了歷史博物館、浮雕牆和
警示鐘等，撫今憶昔，史實生動，不僅內地
的居民遊客觀賞，香港居民也看，商業氛圍
中增添了文化氣息。

從中英街這個 「小世界」 作起點，一步
步深入港九腹地，邁向亞非歐美 「大世
界」 ，圓了我一個從小不敢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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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春節
又來了！」

日前，看到報
道許鴻飛蛇年雕塑
新作亮相西班牙古
城的消息，活動儀
式在薩拉曼卡市廣
場舉辦，雕塑作者
與當地市長由西班
牙女郎簇擁着分站

雕塑兩邊，市長西服套裝一絲不苟，作
者雖也領帶西裝，卻依舊不捨那活力十
足的紅襯衫、牛仔褲，當然更有他那撇
別致的小鬍子。

雕塑作品題為 「銀蛇飛舞」 ：一位
「肥女」 含笑吹奏着橫笛，一條靈蛇在
她頭上身邊翻飛起舞。

自二○一三年迄今，許鴻飛雕塑世
界巡展已到過美國、英國、法國、德
國、意大利、日本、土耳其、澳洲、新
西蘭、泰國等二十多個國家三十多座城
市，這次是第六十五站，也是他第七次
帶 「肥女」 生肖雕塑來到這座西班牙城
市首發亮相，這也為成功申遺後的中國
春節在海外增添了墨香彩異的一筆。

前年去廣州出差時，曾應邀參觀過
鴻飛先生的工作室 「石磨坊」 ，對這個
藝術空間展陳的三類作品都印象深刻。

第一類是現實題材的人物雕塑，幾
乎留下了當代中國各個時期的歷史印
記，當然還有古代文化名人塑像。這類
創作數量不少，而且觀察深刻、表達準
確、藝術精湛，顯示出深切的家國情
懷、深厚的專業功力。

第二類是獨具特色的 「肥女」 雕
塑，該系列作品不變的是女主人公：
肥碩的身軀、龐大的體量、誇張的動
作、樂觀的表情、可掬的憨態。變的是
「肥女」 的生活場景：她狂奏提琴、她
縱馬飛馳、她揮杆擊球、她力夾槓鈴、
她被狗追趕、她反彈琵琶、她騎豬瘋
跑、她打針尖叫、她撒把單車、她深情
雙舞、她雙手提魚、她險踩滑板、她與
虎互動，她被他人艱難托舉、她單手輕
鬆舉起他人……座座作品都讓人忍俊不
禁，開心不已。

一類那麼寫實，二類如此誇張，這
些風格迥異的作品，竟都同出一人⁈

第三類卻是黃永玉先生的書畫作
品。這是我在湘西界首大學藝術博物館
之外看到的黃老數量最多、拘束最少的
隨性灑脫之作，而且大多是他八九十歲
的作品。其中有為人熟知、受人喜愛的
生肖畫：紅的龍、黃的虎、黑的鼠、好
鬥的公雞、馳騰的戰馬、狂奔的野牛、

「一巢已足何需三窟」 題詞旁哈哈大笑
的紅口大白兔……有眾人偏好的花卉：
恣意的劍蘭、任性的荷葉、乖張的艷
蓮……有多張為許鴻飛畫的肖像漫畫，
有取有捨，或繁或簡，但落筆總在濃的
眉毛、黑的鬍子上……

最吸引眼球的還是黃老的那些書法
作品，他不僅為主人寫下 「石磨坊」 牌
匾，還留下了 「許鴻飛──以雕塑的名
義！」 「石頭打就，磨盡人生」 「磨不
盡萬古風流」 「蛇唔蛻殼死梗」 「相濡
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等醒目大字，寄
語直抒胸臆，期待和盤托出。他還信手
揮就不少即興偶得、深情有趣的大字對
聯，有的甚至就是粵語口語直接上牆：
比如三字聯 「眼碌碌，牙擦擦」 ；四字
聯 「一蘇頂嘴，兩手和泥」 ；五字聯
「洞中方七日，世上一星期」 「鴻雁幾
時到，飛花滿城春」 「唔來又想你，見
咗亦冇話」 ；七字聯 「綠眼紅眉番鬼
婆，嬉皮笑臉廣東仔」 「到此已窮千里
目，誰知才上一層樓」 等等，有的對聯
就直接題上 「鴻飛一笑」 。每幅對聯書
法作品，都是個性灑脫自然，表達標新
立異，情感真摯動人。

看了第三類作品，又知道了 「肥
女」 的緣起，才搞懂了第一第二類作品
的內在聯繫。

據鴻飛先生介紹，他從廣州美術學
院畢業後，儘管工作一直很努力，但總
感覺沒有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一九九
八年，他偶然以一位本地身形豐滿的女
士為原型創作了雕塑作品《秋》，不料
這件作品恰好被黃永玉先生看到並相
中，數次表示希望買下，於是鴻飛先生
就將作品贈予黃老，而黃老則回贈白描
荷花圖一幅。後來，兩人在往來切磋
中，黃永玉建議許鴻飛： 「你就做肥女
吧，藝術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你要
跳出 『學院派』 ，越快越好。」 許鴻飛

接受了建議，從此，這位有學院背景的
雕塑家就開始專注於 「肥女」 雕塑的
創作，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黃許兩
人也就成了藝術上心心相印的忘年之
交。還有藝術家朋友說，結識了許鴻
飛後，黃永玉的創作也出現了某些新
的變化。

許鴻飛認準了：藝術必須有獨特
性、創造性、共通性。不獨特，就沒有
自己的價值；不創造，就只算別人的摹
品；不共通，就難以走進他人的心靈。
是啊，作為藝術品，有個性才有貢獻於
世界；富人性才有益於人類。個性是引
人入勝的，人性是息息相通的，好的藝
術應當是共通的 「語言」 ，應當達到沒
有翻譯、沒有解釋的境界，它閃爍出的
自由、快樂、幽默的人性光芒，就可跨
越歷史傳統、文化語言的鴻溝，穿越國
界、種族、性別、年齡的隔閡，直抵人
心。

這些，許鴻飛的 「肥女」 做到了，
那是從東方出發帶給世界的健康、從
容、樂觀、自信和歡欣，在疫情陰霾籠
罩之時，對人們更是彌足珍貴的撫慰。
這些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向世界展現着可
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如今，身材瘦小、不苟言笑的許鴻
飛，已把體態碩大、活靈活現的 「肥
女」 做成了自己的藝術標識。他找到了
黃永玉，找到了 「肥女」 ，找到了自
己。實際上， 「找到」 是相互的， 「實
現」 是彼此的。無論做什麼，每個人也
都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
「這一個」 。

在 「石磨坊」 那面大牆上，赫然懸
掛着九十六歲的黃永玉於 「己亥二月書
贈鴻飛」 的大幅書法作品：

── 「人說女人是男人的太陽，現
在許鴻飛帶着他的胖太陽們環遊世界去
了」 。

市井萬象

雨林之歌

人與事
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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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華僑城文化創
意園南區展館正在舉行
「雨林之歌」 藝術收藏
展，通過三百餘件木雕
作品及田野影像，呈現
熱帶雨林的文化與生態
智慧，探索其與現代生
活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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