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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線
明 德

柏林漫言
余 逾

汪曾祺的香港印象
在開羅大

埃及博物館
裏，那位會說
中文的埃及導
遊指着一個女
性壁畫說，這
就是我們埃及
最美的皇后奈

菲爾緹緹，她有一個絕美的半身像
在德國。我立刻想起在買柏林博物
館年票時，宣傳小冊子的封面便是
一個女子半身像雕塑，一定是奈菲
爾緹緹無疑了。

旅行回來對於埃及的千年歷史
文化意猶未盡，第一時間重返柏林
博物館島的埃及館，我最想看到的
便是這個半身像。

旅行回來第二天一早，我便迫
不及待地跑去了博物館島，尋找那
一尊奈菲爾緹緹的半身像。遠遠還
沒走到博物館門口，便看到一幅巨
大的海報，從頂到底掛在長廊的圓
柱外側。果然， 「鎮店之寶」 就是
她，她就是德國的 「蒙娜麗莎」 ！

奈菲爾緹緹的半身像在博物館
二樓，穿過埃及廳，幾乎要忍住不
停下腳步，否則一路上的雕像和壁
畫已經要把我吸引過去駐足。不過
到了二樓，還是被奈菲爾緹緹皇后
谷陵墓裏的一塊壁畫 「抓」 了過
去。

這是一塊以金色為主的彩色壁
畫，畫的是皇后奈菲爾緹緹。哪怕
距今超過三千年，色彩依然栩栩如
生，每一處的細節依然清晰且精
緻。我從上至下細細端詳，從
頭飾上的羽毛圖案到五彩的項
圈，到手中曼妙的花束和精美
的手鐲，簡直看不夠。但是我
還是幾步一回頭地離開了它，
走向奈菲爾緹緹半身像的大
廳。

這是一個坐落在博物館東
翼盡頭的擁有拱形穹頂的大
廳，空蕩蕩的大廳裏主要的光
束只有一條，打在這唯一的一
件展品身上──這就是奈菲爾
緹緹半身像。還沒走近，正在

邁進這個展廳大門，我已經迫不及
待地舉起手機打算先拍下一張遠景
圖。這時，一男一女兩位工作人員
揮舞着大手已經衝到了我面前，我
立刻意識到不能拍照。我這才注意
到我身後不遠處立着個牌子 「不能
拍照」 。

我不好意思地放下手機，男工
作人員向我招招手示意 「跟我
來」 ，把我帶到展廳門口，地上有
一條線，離半身像大約有個五米，
告訴我 「可以從這裏拍」 。我笑笑
點點頭表示謝意。鏡頭拉到最大，
也不大容易拍清楚，簡單留念幾
張，我便重新走到半身像跟前。

這就是奈菲爾緹緹啊，她臉部
的輪廓充滿了立體感，卻又不失柔
美，皮膚的顏色看起來細膩均勻，
又有點健康的深膚色。仔細看眼周
的細節，連那些細小的些許皺紋都
顯得那麼得自然又溫柔。儘管帽子
和項圈的顏色都略有點時光的痕
跡，不再艷麗奪目，卻莫名地隱含
着極其吸引人的古老的神秘感。

我圍繞着這個半身像端詳着走
了一圈又一圈，注視着她，她渾身
散發着淡淡的金光一般。如此的金
光很容易讓人沉浸其中，彷彿跟她
一起回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

每年埃及都會在德國舉行幾次
歷史文物珍寶展，帶來無數千年瑰
寶展出。傳說展出方每次離開時都
會向德國索要這尊奈菲爾緹緹的半
身像，希望有一天能讓他們最美的
古代皇后回到埃及！

奈菲爾緹緹半身像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周五晚上應酬結束準備回家，接桂哥
來電，說一班老友在九龍灣啟業邨大牌檔吃
宵夜，我立即飛的士趕過去。將近十點人頭
湧湧，燈火通明，圓枱膠櫈加一箱啤酒，這
場面熟悉又陌生。以前在報館工作，深夜下
班後經常和一班行家老友記到旺角或灣仔銅
鑼灣宵夜「吹水」，吃到凌晨三四點，順便在
酒樓門口報檔買一份剛剛出爐帶有油墨香的
報紙回家。不做報人多年，這種夜生活變得
陌生，但一到大牌檔坐下來，大家舉起大杯
啤酒，一聲 「乾杯」 ，熟悉的感覺又回來。

當晚主角是老友謝喜武兄，幾個鐘頭之
前，他就在附近的輔警總部當了一回檢閱
官，他的人緣好，逾百名親朋好友前來捧
場，連已退休回潮汕家鄉定居的老友也專程
搭高鐵前來觀禮。我本來答應幫他主持檢閱
儀式之後的非官式活動，但前一天接到工作
安排，臨時改由警民關係組Madam主持。
我看了視頻，高大威武的謝兄一身深色西裝

打煲呔站在檢閱台上，一百四十多名輔警人
員在西區警區輔警周年進修訓練指揮官陳培
真輔警警司帶領下，以中式步操通過檢閱台
接受檢閱，場面莊嚴隆重。此外，還有簽
名、贈送支票、合影等環節，出席活動的有
助理警務處長、港島總區指揮官郭嘉銓，以
及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楊祖賜，西區警區指
揮官梁領群總警司，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
會長許學之、黃書銳，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葉
永成等，參加觀禮的老友都稱讚當晚整個檢
閱及相關活動安排妥當，過程流暢，非常成
功。

曾經有內地朋友問我，香港輔警的角色
是什麼，與警察有何不同？

輔警全稱是 「輔助警察隊」 ，由社會各
階層的志願人士組成。輔警成立於一九一四
年，比香港警隊遲七十年。根據警方介紹，
輔警有三項特定角色，分別為：

（a）一支受過內部保安訓練的後備隊

伍，職責如下：
1.保護重要地點；
2.為指揮及控制中心提供人手；
3.提供人手保衛警署；以及
4.保護領事館。
（b）在天災或影響民眾的緊急事故發

生時提供一支後備隊伍協助有關工作；及
（c）在大型公眾活動及其他預先策劃

的行動中支援正規人員執行人群管理工作。
此外，輔警也會提供後備受訓人手，支

援正規警隊執行日常巡邏工作，以及在大型
活動進行期間，增補正規警隊的一般警察服
務。

香港多年來被評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大都
市之一，香港的輔警亦有一份功勞。補充一
句，香港的輔警可以兼職。此外警務處也推
出 「輔警大學生計劃」 ，正在就讀本地大學
或專上學院也可考輔警。

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守正創新，香港

的確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改變，但有一些傳
統做法值得堅持，例如警方定期邀請社會賢
達檢閱輔警的傳統，有助拉近警民關係。謝
兄多年來熱心支持警隊，特別是在黑暴期間
旗幟鮮明撐警察。一場簡單而隆重的檢閱儀
式，是他今年新春收到的最佳禮物。

早春深夜寒意料峭，但大牌檔熱氣騰
騰，一班老友頻頻舉杯，第一次出席這種港
式警隊檢閱儀式的內地朋友說，感覺很新
奇。

我突然想起，儀式其實也是一種旅遊資
源，例如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倫敦
白金漢宮的衛兵交接儀式，台北的 「國父紀
念館」 禮兵交接儀式等等，對遊客都很有吸
引力。特區政府正在大力推行 「無處不旅
遊」 理念以帶動經濟發展，是否可以考慮將
輔警檢閱儀式對外開放，包裝成一個旅遊觀
光項目，既可吸引遊客，又可宣傳香港警
隊，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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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的告白

汪曾祺五到香
港，是其人生的一
段重要印記，在他
的作品與書信中都
有對香港印象的刻
畫表達。

汪曾祺對香港
現代化大都市的記
憶深刻。汪曾祺年
輕時兩度途經香

港，一個從蘇北農村走出來的小青
年，對於香港的繁華既陌生又新鮮，
充滿了好奇，又有着很深的距離感。
他那傳統老舊的衣着與香港時裝格格
不入，語言也不通，卻驚奇地說：
「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
當時的感動。」 而這只是在棧房屋頂
平台上煤屑上的兩顆芋頭，冒出些綠
葉迎風飄動，讓汪曾祺感到一種 「生
機」 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之後的三次到香港，
汪曾祺從容淡定自信了許多。早上九
點鐘上街閒逛，發現香港人起得很
晚，街上人少，看到一個遛鳥的覺得
很新鮮。在他看來，香港人是匆忙
的，每個人走路都很快，都是有事情
在忙。而在高樓林立的香港街頭，汪
曾祺關心的卻是北京的大樹。同樣是
大都市，他希望北京在城市現代化建
設進程中不要忘記保護好大樹，高層
建築密集的香港在他眼裏總是少點什
麼。進而他才理解 「為什麼居住在高
度現代化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們需
要暫時離開緊張的生活節奏，需要安
靜，需要清閒。」 汪曾祺在點評梁鳳
儀小說時說 「（香港）這是一個花花
世界。（梁鳳儀）小說所寫的生活、
環境、人物，股票、地皮，醉濤小
築、豪華酒店，金融大亨、豪商巨
賈、名花艷婦、乃至黑社會人物……
這些都是大陸讀者所不熟悉的。」

汪曾祺對香港的藝術氛圍比較喜
歡。香港的繁華，也帶來了藝術的繁
榮。在汪曾祺許多作品裏都提到 「最
近劇團要到香港演出」 、 「到香港演
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員都關心，
都想爭取的美事」 ，京劇名家裘盛戎
告別演出就是在香港舉行的。一九五
○年代黃永玉畫展在香港舉行，汪曾
祺特地寫封信祝賀，毫不掩飾地稱：
「這個展覽必將是一個生動新鮮的，
強烈的展覽。」 一九八五年十月隨中
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時，汪曾祺發
言說： 「有一個時期，我的小說明顯
地受了西方現代派影響，大量地運用

了意識流，後來我轉向了現實主義。
西方現代派的痕跡在我現在的小說裏
還能找到，但是我主張把外來影響和
民族傳統融合起來，納外來於傳統，
我追求的是和諧。」

隨後幾年，他與舒非、陳映真、
蔣勳等港台作家建立了聯繫，在香港
《大公報》《文學家》《香港文學》
等多個文學報刊發表作品。一九八七
年五月台灣《聯合文學》刊出 「汪曾
祺作品選」 專輯，同年九月汪曾祺小
說集《寂寞和溫暖》由台灣新地出版
社出版。汪曾祺專門為台灣鄉親編選
《茱萸集》，一九八八年九月由台灣
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台
灣《聯合文學》再次刊發 「汪曾祺專
號」 。

在寫給夫人施松卿的信中，汪曾
祺說 「我和台灣、香港的作家相處得
很好」 。在與作家施叔青對話時，汪
曾祺差不多談了八個小時，暢談自己
的人生經歷與創作體會，並把《晚飯
花集》授權在台灣出版。香港《良
友》雜誌編輯作為汪曾祺作品在港台
地區發表的代理人，兩人書信往來密
集、關係匪淺。

汪曾祺不僅是作家，也是地道的
美食家，自然對香港的飲食比較留
意。他在《香港的鳥》寫到 「酒席上
幾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鴿」 ，在
《手把羊肉》寫到 「奶茶以磚茶熬
成，加奶，加鹽。這種略帶鹹味的奶

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慣的」 ，在《水
母宮和張郎像》寫到 「香港人吃的水
一部分是從大陸送過去的」 ，在《壩
上》寫到 「香港人知道壩上的大概不
多，但是不少人知道口蘑」 「香港人
是見過馬鈴薯的，但是種在地裏的馬
鈴薯恐怕見過的人不多」 ，在《泰山
片石》寫到 「香港咋能吃到野菜
呢」 ，在《豆腐》寫到 「北京人有用
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這是侉吃
法，南方人不敢領教……這是一道上
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卻是在香港的一
家上海飯館裏」 ，在與黃裳的信中寫
到 「香港稿費一千字可買八罐到十罐
鷹牌煉乳」 ，等等。雖然是隻言片
語，卻不無表露出汪曾祺一貫對生活
細節的關心，特別是對飲食的偏愛。

汪先生喜歡品嘗美食，更喜歡親
自操刀下廚。在美國，他煮過一次茶
葉蛋給大家品嘗。在北京做煮乾絲，
沒有乾絲，他就用豆腐片兒做，切得
很細，配料很好，聶華苓端起大碗都
喝光了。燒揚花蘿蔔，用乾貝配料煨
湯，台灣女作家陳怡真讚不絕口。一
道炒雲南乾巴菌，吃剩的一點，陳怡
真都打包帶回了賓館。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汪曾祺應
作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倒計時五十天
徵稿，創作《紫荊梅花圖》。畫面
上，一支紅梅張開雙臂，將紫荊擁入
懷中，題曰 「喜迎香港回歸」 ，壓角
鈐 「信可樂也」 白文印一方。可見，
汪曾祺這麼一個熱愛生活、非常有趣
的老頭兒，香港留給他的印象總是美
好的，年輕落魄時能看到 「生機」 ，
繁鬧都市之中也能看到悠閒的 「遛
鳥」 ，聽到斑鳩的叫聲，想起北京的
大樹……遺憾的是，一九九七年五月
十六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再也沒能到
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太太常告訴
筆者，行路時要
挺直一點，不要
老態盡顯。

想起朱自清
在《背影》中寫
道： 「我看見他
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馬

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
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
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
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
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
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
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
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
也怕別人看見。」 背影，確實能透
露一個人的年齡與狀態，它無聲地
揭露年齡的秘密。

筆者走在街頭，發覺背影能反

映人的年齡。當一位步履蹣跚的老
人走過，即使未見其面容，也能感
受到其背影承載的年齡記號；而一
位步履輕快的年輕人，即便只看到
背影，也能感受到青春的活力。

話雖如此，筆者亦曾見過一位
長者走路，他挺直脊背走過，其背
影顯得年輕有朝氣。

筆者認為，背影隨年齡增長承
載歲月痕跡，但卻能散發內在狀
態，一個健康、充滿活力的長者，
其背影都會散發出積極的能量。

隨着年齡增長，我們除要關注
面容的保養，更應注重背影給人的
訊息。年齡只是一個數字的表述，
背影卻是一塊告示板，隨一個人走
動時顯示其個人活力和狀態，哪怕
路人太忙忽略他的路過，也會從其
背後遠遠一直看到他的背影。宜盡
量保持健康、保持挺直腰板，讓背
影留給世界一種正能量。

市井萬象

彼托邦

文化什錦
趙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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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斯亞．夸德：彼托
邦」 近日在香港大館展出，是
波蘭裔藝術家艾莉斯亞．夸德
在香港的首個美術館個展。展
覽展出藝術家的九件作品，以
及因應大館F倉歷史和建築而
創作的全新委約裝置。藝術家
在對稱的展廳中創造了一個雕
塑般的環境，讓作品彼此相依
共存，如同一個多重宇宙。

香港中通社

▶柏林新博物館中精美的埃及
皇后壁畫。 作者供圖

▲喜迎香港回歸祖國，汪曾祺
創作的《紫荊梅花圖》。

作者供圖

▼

《
慢
煮
生
活
》
，
汪
曾
祺
著
，
江
蘇
鳳
凰
文
藝
出

版
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