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藝術
家而言，建立
深厚恆久的友
誼，似不是一
件 容 易 的 事
情。因他們太
敏感，太推重
個性和獨特，

故此在個人生活中，往往少了一
些對於他人的共情與體諒。回望
過去數百年藝術史，起初惺惺相
惜、而後分道揚鑣甚至互相詆毀
的例子屢見不鮮，而像雷諾阿
（Pierre-Auguste Renoir，一八
四一至一九一九）與塞尚（Paul
Cézanne，一八三九至一九○
六）這般互相扶持且友誼恆久一
生的藝術家好友，確屬少見。

正在香港藝術館展出的 「塞
尚和雷諾阿的世界──法國橘園
美術館及奧賽博物館珍藏展」 ，
透過五十多幅遠道歐洲而來的真
跡名作，與我們分享藝術家之間
的彼此體諒與珍惜，如何在其各
自的藝術創作中得以呈示。

塞尚和雷諾阿都是法國藝術
家，且年齡相仿。二十多歲時，
兩人在彼時的 「藝術之都」 巴黎
相遇，年輕氣盛，一見如故。兩
人的友誼迅速升溫，得益於他們
對於繪畫發展的理念和預想不謀
而合：兩人都極力反對傳統學院
派的死板條框和局限，渴望在新
的語境、新的理念中創新發揚。
也正是在兩人友誼的肇端，日後
在歐洲畫壇掀起巨浪的 「印象主
義」 流派登場。一眾與塞尚和雷

諾阿一樣勇敢且富有個性的年輕
藝術家，冒着被沙龍畫展拒之門
外、被資深藝評人嗤之以鼻的風
險，轉身背對傳統，以色彩、以
光，以此前從未被主流悅納的筆
法和構圖，構建了一個迥然不同
的藝術新世界。

儘管塞尚和雷諾阿性格不同
（前者憂鬱、後者爽朗樂觀），
儘管他們的創作最終導向了兩種
並不相近的風格（前者關注構圖
的秩序以及對於幾何元素的運
用，後者偏愛以光影和動感描
摹），但無礙兩人的友誼綿延一
生。在相當程度上，這兩位印象
派藝術家的創作彼此影響且互為
啟發：在雷諾阿靜物畫《蘋果與
梨》中，我們隱約見到塞尚靜物
畫慣用的構圖；而在印象派畫家
通常較少涉足的肖像畫領域，兩
人則皆有不俗的建樹。

我因而想到《論語》中有一
句 「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其不
同、因其各具特色，才有繪畫世
界之多元豐盈。

黛西札記
李夢

和而不同

▲塞尚畫作《蘋果與餅》或影響
了雷諾阿的靜物畫創作。

圖片來源：橘園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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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玉淵櫻紅
北京玉淵潭公園內櫻花綻放，與中

央電視塔 「同框」 。
中新社

英倫漫話
江恆

涼茶舖裏的灣區故事：從香港銅葫蘆到澳門廿四味
梅 毅

（
廣
東
篇
）

在香港中環的街角，有一座掛着銅葫蘆招
牌的老字號涼茶舖。走到近前，氤氳的藥草香
裹挾着市井煙火氣撲面而來。這座百年老店，
不僅是嶺南人對抗濕熱氣候的智慧見證，更承
載着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都會的歷史變遷。從葛
洪採藥到王老吉開舖，從勞工解暑到都市養
生，涼茶文化的每一次轉身，都映照着灣區社
會的深層脈動。

涼茶的誕生，源於嶺南人與自然的博弈。
嶺南地區自古多濕熱瘴氣，東晉道家醫藥家葛
洪南下嶺南時，見此地 「瘴癘流行、溫病橫
行」 ，遂以《肘後備急方》為基礎，採集夏枯
草、金銀花等草藥配伍成方，用於防治疾病。
這種就地取材、以中草藥煎煮成的湯劑，奠定
了涼茶的雛形；而這種 「藥食同源」 的智慧，
也逐漸演變為嶺南地區的日常習俗。至清代，
廣州十三行誕生了第一家涼茶舖 「王老吉」 ，
標誌着涼茶從家庭配方走向商業化。港澳地區
因地理環境與嶺南一脈相承，涼茶文化在此扎
根尤深。清代的苦力、漁民將涼茶配方帶入香
港、澳門等地，銅葫蘆、竹蔗茅根水等基礎款
涼茶開始在碼頭流傳。

從前的香港，涼茶更凸顯社會分層。一八
六四年前港英政府禁止華人看西醫，基層勞工
患病時，只能依賴涼茶緩解頭痛發熱。銅鑼灣
的碼頭工人常聚在涼茶舖，一碗苦茶即是藥
方，因而老輩人常說 「飲一杯涼茶，不用找醫
家」 。一九一六年在香港開業的 「春回堂」 ，
既賣涼茶又設中醫問診，形成 「前舖後醫」 的
特色模式。銅葫蘆裏的藥汁既是飲品，也是基
層老百姓的治病良方。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涼茶舖迎來空前繁

榮。當冰室下午茶要價三角時，涼茶舖以 「一
毫子一碗」 的平民價格，成為普羅大眾的避暑
聖地，也是勞工階層消遣的重要場所。碼頭工
人結束勞作後，喝一碗廿四味，頭頂吊扇輕
搖，收音機裏播放着 「麗的呼聲」 電台的粵
曲，點唱機投幣聲與談笑聲此起彼伏。涼茶舖
天花板上旋轉的吊扇、牆壁張貼的泛黃海報，
苦中有甜的美妙味覺，構成了老港人的集體記
憶坐標。當然，涼茶配方也隨需求演變。廿四
味、五花茶、竹蔗茅根等經典配方應運而生，
針對着不同症狀提供 「定製化」 調理。銅鑼灣
「恭和堂」 更將龜苓膏與涼茶搭配，開創 「苦
盡甘來」 的味覺哲學。

澳門的涼茶史同樣厚重。一九五八年《澳
門年鑒》記載，僅十五萬人口的澳門已有二十
八家涼茶舖、逾百家涼茶檔。老字號 「顯記涼
茶」 以 「送口涼果」 配飲，並設報刊、收音機
招攬顧客，將實用性與市井趣味融為一體。而
「大聲公涼茶」 更延續二百年手工傳統，店主
親自採藥、熬製，一直以無糖菊花茶、羅漢果
茶等經典款維繫街坊情誼。澳門的 「廿四味」
配方尤具特色。雖名為 「廿四」 ，實則根據季
節與體質動態調整藥材組合，少則八味、多則
十餘味，既有祛濕的雞骨草，也包含潤肺的羅
漢果。這種靈活配伍，體現了中醫 「因人制
宜」 的精髓，也讓澳門涼茶在商業化浪潮中保
留了一絲古早匠心。

七十年代西醫普及化浪潮中，香港涼茶業
經歷生死考驗。老式涼茶舖從一九七三年的一
千二百家，銳減至千禧年的不足三百家。危機
者，機會並存也，這種危機也催生了產業革
新。鴻福堂首創瓶裝涼茶，讓藥飲走出舖頭、

走進雜貨店；海天堂開發龜苓膏軟糖、雪梨海
底椰等衍生品，迎合年輕人口味。這種 「傳統
內核+現代包裝」 的模式，將 「清熱解毒」 的
功能訴求轉化為 「養生美學」 的生活方式，也
使涼茶從治病湯藥轉型為都市養生飲品。這種
轉型背後，蘊含着文化價值的重構。二○○六
年，粵港澳三地聯合將涼茶列入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標誌着這一文化符號從市井走向文
化殿堂。二○一四年香港將涼茶定義為 「以人
為核心的傳統實踐」 ，列入非遺清單。澳門方
面，借助涼茶的 「非遺」 身份拓展國際影響
力，部分老舖引入生產線，以環保包裝將涼茶
銷往東南亞乃至歐美。

二○二○年新冠疫情成為涼茶回歸療癒本
質的契機。香港多家涼茶舖發起 「愛心贈
飲」 ，將裝有金銀花、板藍根的涼茶包送至隔
離中心，不斷上演 「涼茶送溫情」 的場景。同
樣的場景也在澳門延續：氹仔老字號 「李康

記」 每天熬製廿四味免費派發，苦味藥湯裏熬
煮着灣區同舟共濟的精神。這種 「推己及人」
的濟世精神，與百年前春回堂向碼頭贈送涼茶
的場景遙相呼應，印證了涼茶不僅是飲品，更
是百姓面對困境時的精神慰藉。恰如深水埗百
年老舖門聯所書： 「但求世上人無病，何愁架
上藥生塵」 。

如今，香港中環的銅葫蘆老舖與澳門賣草
地街的涼茶車，仍在訴說着灣區同源的水土記
憶；而涼茶從 「治病良方」 到 「養生潮流」 的
演變，更折射出傳統與現代在灣區社會的交融
共生。涼茶舖的煙火氣裏，藏着灣區人務實、
包容的生活哲學。無論是香港勞工在涼茶舖投
幣點唱的一曲《獅子山下》，還是澳門老街坊
端起涼茶碗時的一句 「飲勝」 ，都讓這份苦盡
甘來的滋味，成為粵港澳文化認同的鮮活註
腳。這杯穿越千年的東方藥飲，每一碗都是歷
史的回甘，每一間舖頭都是文化的驛站。它不
只是大灣區百姓的舌尖記憶，更是一部用銅
壺、瓷碗和草藥寫就的民間史詩──講述着普
通人對抗時艱的智慧，記錄着城市變遷的年
輪，更預示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浪潮中的新生
可能。

作者簡介：梅毅，國家一級作家，中國金
融作協副主席。長期擔任中央
電視台《百家講壇》 「梅毅話
英雄」 系列主講人。曾獲魯迅
文學獎、華僑文學獎等榮譽。



作家眼中的AI世界
今年是英國作家石

黑 一 雄 以 人 工 智 能
（AI）世界為背景的科
幻小說《別讓我走》出
版二十周年，對於當今
AI的飛速發展，與二十
年前相比，他的看法發
生了哪些改變？

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石黑一雄，
其所有作品都體現了對微小甚至平凡細節的
關注。從《無可慰藉》到《長日將盡》，他
在過去四十年來創作了很多最令人難忘的
小說。但或許沒有一本書比他的第六部小
說《別讓我走》更受人們的喜愛，該小說
的銷量超過了他的所有其他小說，不僅被改
編成一部主流電影，而且還被改編成舞台
劇。

《別讓我走》講述了在AI世界人類培育
克隆人的故事，幾位主人公在遠離塵囂的寄
宿學校中長大，直到有一天，他們意識到自
己是被刻意複製出來的克隆人，目的是最終
用身體拯救他人的生命。這部小說圍繞着一
個最基本、最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都會
死，但我們必須像沒有死一樣活着。用石黑
一雄的話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人類無法
完全接受自己的命運，因此我們渴望有特殊
的安排，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想要繼續活下
去，更因為我們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痛苦、
悲傷和孤獨。實際上，小說中的克隆人也有

同樣的情感。
石黑一雄在小說中開啟的一系列有關

人類與AI世界的思路和主題探究，幫助塑造
了他的後續科幻作品，包括《被埋葬的巨
人》和《克拉拉與太陽》。總體而言，當時
石黑一雄對於AI世界關注的重點，是希望、
愛以及人類定位。其中《克拉拉與太陽》以
具有思考能力的AI機器人克拉拉的視角，思
索AI與人類的關係究竟能走多遠。當克拉拉
負責照顧一名體弱多病的年輕人時，她在關
心病人和了解這個家庭的同時，也開始思考
自己的存在和生存的意義，形成了自己的精
神和對世界的熱愛。

由於《克拉拉與太陽》是在世界第一
隻克隆哺乳動物多莉羊問世後創作的，引發
了人們對富有的億萬富翁是否會克隆自己，
進而造成人類社會不公的擔憂。實際上，石
黑一雄對於AI領域正在發生的強大革命，一
直在深入思考新技術將如何創造一個雙層社
會：有些人從中受益並因此而得到提升，而
另一些人則處於原有狀態，最終導致出現幾
乎兩個不同的物種，即人類和超人類。顯而
易見，他把這些對AI世界的擔憂寫入了早期
的《別讓我走》以及後來的《克拉拉與太
陽》之中。

如今距離《別讓我走》的發表已過去
了二十年，石黑一雄對AI世界有了新看法，
從當初關注AI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平等，轉向
了如何保護人類免遭AI控制的命運。他認

為，目前人類只是在考慮用AI來處理數據或
做類似的事情，但很快AI就能弄清楚如何在
人類身上創造某些情緒──憤怒、悲傷、笑
聲。AI將非常擅長操縱情緒，而我們正處於
這個邊緣。隨着AI技術的不斷增強，這種情
況只會進一步加劇。

事實上，科幻小說提供了許多關於未
來AI世界的設想，而作家往往比常人擁有更
大的腦洞，很多人像黑石一雄一樣對機器人
發出某種預警。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哈蘭
．埃里森的《我沒有嘴，但我不得不尖
叫》，被公認為是對AI主導的世界最殘酷的
描述之一：一個為發動核戰爭而製造的名為
AM的機器人，殺死了大多數人類。阿西莫
夫在《我，機器人》中，提出了人類今天仍
在思考的有關機器人和AI的關鍵問題：我們
什麼時候認定機器人具有感知能力？如果它
們有了知覺，它們能感受到情緒嗎？那麼它
們被我們奴役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威廉．吉
布森在 「蔓延」 三部曲之一的《神經漫遊
者》中，描繪了在不久的將來真正威脅人類
的AI出現。而泰德．姜在《軟體物件的生命
周期》中，探討了當代文化對新興AI的影
響，並很快得出結論：我們可能發現自己周
圍有數以百萬計的AI存在，我們需要像照顧
孩子一樣照顧它們。因為它們像悶悶不樂的
青少年一樣游手好閒，只會製造麻煩，而遠
非一支順從的勞動力隊伍。我們人類需要擔
心嗎？也許吧。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故事」 展覽，曾重
塑數十年前的涼茶舖場景。

圖片來源：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繽紛華夏
雲德

二十年前在報社辦
副刊，正為一張呆板無
趣的大樣發愁的時候，
突然收到雲南記者站發
來的標註為元陽梯田的
彩照。照片上，與藍天
白雲交相輝映的阡陌縱

橫的梯田，以及豐收時節繽紛多姿的瑰麗景
色，共同構成了一幅夢幻般的人間仙境，給
人以強烈的視覺震撼，上版後瞬間令版面煥
然一新。唯可惜當時沒彩版，黑白照片的效
果比實景遜色了很多。但照片卻一直珍藏在
我的電腦裏，它不但讓我印象深刻地記住了
元陽，也埋下了定要一睹風采的決心。

未承想，這個美好心願期待了很久，一
直沒機會得到滿足。直到去年春夏之交，有
雲南朋友邀請去紅河參加一個民族題材的影
視研討活動，我立馬爽快應約，心想，天賜
的良機終於還是等到了。

令人高興的是，主辦方亦善解人意，會
議結束的當晚，採風活動就安排在元陽。為
了能夠觀賞第二天的日出，我們每人拿着簡
便的餐盒就急忙上路。汽車剛過個舊，天就
黑了下來。好在大家一路說笑着，沒太在意
車外的明暗。繼續行駛不一會，窗外隱約見

到前方城市的燈光，與此同時，一股熱浪湧
入車廂。司機忙提醒大家空調已開，趕快關
窗。驚問其故，師傅則賣個關子，並不正面
回答。只講旁邊就是元陽縣城，這裏是除版
納之外雲南平均氣溫最高的地方。而梯田的
形成與維繫，直接得益於這裏的高溫，明天
的現場自有答案。

第二天凌晨，按照入住前領隊的吩咐，
大家穿上厚厚的外衣，集體驅車前往多依樹
觀看日出。抵達時，儘管冷風襲人，觀景台
上聚集的眾多遊客和攝影愛好者一點不為所
動，爭相佔據有利位置，靜靜期待着第一縷
陽光的降臨。然而，隨着時光一刻刻流逝，
天空一直被潮濕且濃重的雲霧籠罩着，遠處
的山巒在晨曦中若隱若現，像是被輕紗包裹
的夢境。太陽和梯田彷彿都在灰蒙蒙的面紗
下掩起了面容，羞於同大伙見面，再一次給
期盼者留下了懸念。雖然情感上略有幾分失
落，卻也絲毫沒影響到初來元陽的興奮，特
別是霧靄中遊人、蒼山與大地渾然一體的朦
朧景色，伴隨着清冷空氣中瀰漫的泥土芳香
和耳邊輕輕迴盪着的鳥兒的歌聲，同樣給人
留下別一番的韻味。

早餐過後，天公似乎也不情願大家難得
的行程無端落空，陽光轉瞬普照大地，大伙

遊覽的興致立馬又高漲起來。
車子一到老虎嘴，元陽梯田的鬼斧神工

般的壯麗景色迅即映入眼簾。這裏的梯田形
狀各異，似龍脊、像鳳尾、如鏡片、若魚
鱗，但卻上下一體、層次分明，約三千級的
梯田如漩渦般依次向谷底盤旋，給人一種氣
勢恢弘的壯闊感。陽光透過雲層灑在層層疊
疊的梯田裏，從一畦畦宛如明鏡的水面上折
射出耀眼的光芒，大小不一的泛着淺金、靛
藍、玫瑰紫的光波連接成一條條斑斕的緞
帶，纏繞在山坡與稻田之間，形成了一道道
光影交錯的奇幻景象。微風拂過，梯田裏的
水波輕輕蕩漾，剛剛插過秧的綠色稻苗在水
中搖曳，泛起層層漣漪，間或有鴨子流動的
身影，彰顯着生命的靈動與活力。成片的雲
朵不規則地掛在蔚藍的空中，薄如絲、厚若
障，且不停歇地流動變幻着陣勢，起伏的山
巒不時被白雲遮擋，碧綠的近山雖清晰可
見，但墨綠的遠山卻時隱時現，它們與梯田
的光波交互輝映，共同構成一幅氣勢磅礴、
如夢似幻的水墨山水畫卷。在一個萬籟俱寂
的廣闊空間，這近乎世外桃源般的神奇存
在，不禁讓人驚嘆，也令人陶醉。甚至在為
這人間仙境讚嘆與激動的某個瞬間，能夠清
晰地體悟出一絲審美的窒息感。

宛若夢幻的勝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