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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園史思

在巴黎奧賽美術館的展廳裏，有
一幅畫總是叫人駐足。《奧爾南的葬
禮》（A Burial at Ornans）高約
三公尺、寬超過六公尺，橫跨整面
牆。沒有聖人，也沒有穿戴華麗的英
雄，畫面裏，是一群平凡的人，站在
一個打開的墳墓前。

沒有悲傷的音樂、沒有燭光搖
曳，只有一些人交頭接耳，一些人低
頭沉默，一條狗眈天望地，一位神父
念着祈禱文卻又似乎沒人理會。這不
是我們常見的畫面，卻又真實，像極
了我們曾經在場的，又或終會面對的
某一場離別。

奧爾南，是法國東部的小鎮，也
是 畫 家 庫 爾 貝 （Gustave
Courbet）的故鄉。一八四九年，庫
爾貝的祖父過世，他便在鎮上搭建了
臨時畫室，請來親人、鄰居與朋友擔
任模特兒，細細描繪這場看似毫不起
眼的葬禮。他所畫的，不是崇高的宗
教幻象，而是現實：以一幅龐大的畫
布，描繪一場普通人的死亡。

庫爾貝要畫的，不是死亡的榮
光，而是死亡的平凡。他筆下的人群
幾乎都與畫面等高，排成一列，沒有
主角、沒有光環，每一個人都一樣。
這是一場普通人的葬禮，但也正因如

此，這幅畫才那麼有寫實的力量。
《奧爾南的葬禮》的畫面下方是

一個敞開的墓穴，旁邊擺着一顆人骨
頭顱，赤裸地放在畫面中央，提醒我
們：死亡就在這裏。死亡，不是來自
天堂的審判，也不是地獄的懲罰，而
是活生生的一個洞，一個收容我們的
地方。

庫爾貝說： 「藝術，應該描繪真
實與存在之物。」 這句話乍聽之下平
淡，卻在這幅畫裏獲得實踐。他不是
要我們對死亡感到敬畏，而是讓我們
從它的無聲之中讀出日常，以至必
然。

就像畫中那些不太專心的哀悼
者，那位低頭沉思的老兵，那個站在
角落抱着小孩的母親，他們只是一些
在日子裏習慣了死亡的人，就像你我
一樣。這幅畫裏沒有眼淚，卻有比哭
泣更響亮的沉默。 （一）

從網絡視頻看到有關尖沙咀重慶
大廈的介紹。坦白說，於香港土生土
長的我對這地方感覺異常陌生，比那
兒時曾遠遠看過一眼的九龍城寨更為
「這麼近，那麼遠」 。不少香港人，
如我一樣，數不清多少次路過重慶大
廈的門外，卻選擇急步而過，像稍作
逗留，就會危機四伏。

重慶大廈門外聚集的南亞裔或非
裔人士，也許大部分只在向途人及進
入大廈的遊客推銷餐飲、賓館、零售
及外幣兌換的服務，沒有惡意，但許
多市民因大廈內的陳舊混亂，加上從

前曾發生於該處的多宗刑事案件而自
動 「敬而遠之」 ，視那裏為 「生人勿
近」 之地。不知在重慶大廈居住和謀
生的人對 「非重慶大廈」 市民種種負
面看法有何感受，也許不是味兒，也
許樂得自成一體，沒想過要費力改變
大眾對重慶大廈的誤會。

筆者因看了視頻才知道重慶大廈
的前身是售賣高檔貨，如絲綢、洋
服、瓷器、象牙等的重慶市場，直至
上世紀六十年代重建為商住兩用大
廈，仍是以宜室宜居的形象作招徠，
沒人想到日後會成了一般市民心目中

罪惡的溫床。幸好知名導演王家衛曾
在那裏取景拍了一齣藝術價值極高的
電影《重慶森林》，自此令大廈蜚聲
國際，不再只屬繁華都市中一個沒落
廉價的棲身之處，還華麗轉身成了東
方之珠中的一個多元文化地標，神秘
的氛圍更令不少遊客趨之若鶩。

身為港人的筆者正打算放下成
見，找天到訪 「重慶大廈」 。聽聞那
裏可嘗到正宗高質的印度菜，也有不
少具南亞特色的零食小店。一個如此
特別的地方，如不趁它仍在的日子去
親眼看看，到某天或要拆卸重建時才

喊保育無疑太遲。正如今日已沒可能
於同址再感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坐
在 「重慶市場」 內的咖啡店，舒適地
享用下午茶的悠閒。錯過機會，就算
將來能置身同一地方，也非同一回
事。





庫爾貝的寫實

重慶大廈

風吹「鳥浪」
看過不少拳擊電影，但好像沒

看過拳擊劇場作品，中英劇團原創
音樂劇《擊不倒的她》，把這個題
材帶進劇場，還築起一個擂台陣，
設三面觀眾席，無論是訓練、比賽
還是文戲，都讓觀眾近距離看個
夠，真的叫人有看拳賽的感受，頗
有心思。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不
像影視作品，有鏡頭捕捉、剪接輔
助，現場表演最考功夫最見真章。
難得一眾演員功架十足，直拳勾
拳、後退閃躲、防守反擊，明顯受
過一番苦練嘗過苦頭，而且動作設
計也肯定花了不少心機，值得讚
賞。

故事講述Sunny因一次比賽受
傷，從此絕跡拳壇，跟太太一起經
營紋身店。昔日同門師兄弟兼當年
令他受傷的阿捷，事隔多年後登門
造訪，邀他為自己新辦的拳館做教
練，猶豫之際，卻跟拳館學生小卿
意外地合得來，還從她的身上看到

了從前的自己，漸漸重燃對拳擊的
熱情，也把期待寄予了她，收她為
第一個徒弟，跟助教們一起為她特
訓操練。經歷挫折、受傷、失望、
放棄，小卿最後重新踏上擂台，向
對手揮出絕地一拳。

《擊不倒的她》沒有複雜故事
刁鑽情節，沒太多懸念，有些劇情
也似曾相識；在哪裏跌倒，就在哪
裏站起來之類道理，已是老生常
談；部分人物塑造略嫌單薄，好像
阿捷到底跟Sunny亦敵亦友還是有
什麼城府，叫人摸不清。然而一眾
演員在演技和歌唱方面也合格有
餘，加上落足心機的拳擊動作，還
有不俗的現場氣氛，讓《擊不倒的
她》有一定的可觀性。

去美國得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聖安東
尼奧參加學術會議，有幸領略了最精華的聖
安東尼奧河（ 「東河」 ）步道。

忙裏偷閒，和三位同行在燦爛的夕陽
下漫步。氣溫已達三十攝氏度，一派夏日風
情。遊客光顧的單駕馬車 「噠噠」 從街頭走
過，白馬、棕馬都很精神。市中心在舉辦露
天拍賣會，有騎馬的警察維持秩序。本地
人、遊客穿短衫、裙裝，戴牛仔帽，摩肩接
踵，在河邊酒吧、飯館流連，街頭樂隊在人
群中穿梭。耳邊傳來發動機的聲響、導遊的
解說，一艘遊船慢慢駛來，穿花拂柳，恍惚
是威尼斯河上的 「岡多拉」 。

「東河」 上世紀二十年代發大水，造
成傷亡。後來河上修建水閘，治理水患。二
○○九年以來，兩岸擴建綠地，連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天主教
傳教遺址及 「美國墨西哥戰爭」 留下的
Alamo關隘等建築，又興建博物館、劇院、
酒店，讓這裏成為世界聞名的景區。走馬觀
花，夕陽下富於拉美風情的建築，淙淙流淌
的噴泉，火樹銀花的燈飾，都給我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太陽下山了，我們找到一家河邊餐
館，在二樓露台上邊吃邊聊。德州地大，人
大，菜式分量也巨大。半份烤肋排送上桌滿
滿一盤，切開有八塊。烤雞腿、烤香腸、烤
牛腩也實惠，水杯足足裝了八百毫升水。涼
風習習，油香、花香撲鼻。河上燈影搖曳，
樂聲陣陣。我們沉醉在槳聲燈影中，幾乎不
知今夕何夕。然而本地同行告知：該州政府
敵視中國，下令公立大學教授不得使用學校
經費去中國調研，自費赴華也須每日報備行
程，令人難以置信。

近期家中裝修，為玄關尋覓一張
兼具美感與實用的換鞋櫈時，目光最
終落在日本設計大師柳宗理的蝴蝶櫈
（Butterfly Stool，附圖）。這張誕
生於一九五○年代的經典之作，不僅
以輕盈的蝶翼造型令人一見傾心，更
因其工藝深度與文化意涵，被紐約現
代藝術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維特拉
設計博物館、香港M+博物館等列為
永久館藏。

蝴蝶櫈的設計初衷，源自柳宗理
對 「用之美」 的哲學堅持。他受父親
柳宗悅（日本民藝運動推動者）影
響，主張器物應摒棄浮誇裝飾，回歸

實用本質，同時融入傳統工藝的溫潤
感。蝴蝶櫈的結構看似簡約──兩片
對稱的模壓膠合板以銅棒與螺絲固
定，形似振翅的蝴蝶，實則暗藏精密
計算。其七層垂直紋路的樺木夾板經
高壓熱彎成型，既確保了承重力，又
透過 「對花」 工藝將木紋無縫接合，

展現宛如天成的自然紋理。這種 「以
工業技術實現手工質感」 的矛盾統
一，正是他的美學核心。

蝴蝶櫈的造型靈感，被認為隱喻
了日本神道教的 「鳥居」 拱門線條，
而雙翼般的曲面卻又呼應了西方現代
主義的流線型風格。柳宗理早年師從
柯布西耶的弟子夏洛特．貝里安，並
受美國設計先驅伊姆斯夫婦的膠合板
傢具啟發，但他並未複製西方樣式，
而是將日本傳統建築的含蓄與現代工
業的理性熔於一爐。

蝴蝶櫈低矮的弧線便於穿脫鞋
履，堅固結構足以承受日常使用，而

木質的溫潤更為空間添了份靜謐禪
意。這張獲諸多博物館珍藏的櫈子，
見證每日出入家門的平凡時光，這或
許正是柳宗理所追求的渾然天成的
「用之美」 。





蝴蝶櫈

劇場上的擂台陣

漿聲燈影賞「東河」

近日，南京法院審理了一起
侵權案。原告 「許阿姨」 糕團店
勝訴，被告 「徐阿姨」 糕團店承
擔賠償責任。原來， 「許阿姨」
是當地一家網紅青團店。一些遊
客慕名而來，不料買到的卻是
「徐阿姨」 。後者主觀故意通過

諧音店名，來搭便車、傍靠網
紅，構成不正當競爭。

筆者在這方面曾有吃虧經
歷。北京 「鮑師傅」 糕點店走紅
之後，筆者小區門口也開了一家
分店。慕名買了幾款產品，拿到
手裏才發現，包裝袋上不是 「鮑
師傅」 ，而是 「京城鮑師傅」 。
真正的鮑師傅，好不容易打響了
品牌，卻不得不耗費精力，周旋
於 「金典鮑師傅」 「精品鮑師
傅」 「鮑大師傅」 「鮑老師」 等
山寨品牌之間，被一場場維權弄
得心力交瘁。

其實，這也並非新事物。古
今中外，都有無良商家通過名
稱、包裝、廣告的相似性誤導消
費者，剮蹭知名度和口碑來牟
利。清朝光緒年間， 「同仁堂控
同仕堂冒名案」 ，順天府判決同
仕堂 「冒名漁利，混淆視聽」 ，
責令更名並賠償損失。另有 「同

仁堂記」 亦屬魚目混珠。當時《申報》曾刊
登《京師藥業仿冒成風》，報道 「同仁堂屢
遭 『同仕堂』 、 『同仁堂記』 等號攀附，訴
至官府，判令改匾。」

日本亦曾發生過類似案例。明治年
間，清酒品牌 「月桂冠」 ，發現市場上出現
了一款 「金桂冠」 清酒，僅一字之差，商標
設計亦高度相似，消費者誤以為是同一廠
商。月桂冠提起訴訟，最終法院認定金桂冠
構成不正當競爭，判決其停止使用該商標並
賠償月桂冠的損失。該案還推動日本制訂了
《商標法》。

對於受害方而言，打假維權成本太
高，是核心問題，這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發
展，也敗壞了營商環境。最關鍵的在於司法
當局應積極作為，為 「許阿姨」 「鮑師傅」
們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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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自古富庶，富人的愛好是修
園子。蘇州以園林著稱，揚州的好園
林也不少，个園便是其一。或說竹葉
三片形似「个」字，或說「竹」的半邊是
「个」字，而園林主人黃至筠喜愛竹
子，於是便有這個別出心裁的園名。

个園設 「福祿壽財喜」 五門，每
門之內各有一路豪宅。更吸引人的則
是後花園中四座選材各異的假山，採
取分峰用石的手法，用石筍、湖石、
黃石、宣石疊出春夏秋冬之 「四季假
山」 ，號稱國內孤例。人行其間，如
歷四季輪迴，周而復始，似要導人領

悟天地不仁、人生如寄的道理。
園內遊人如織，我在豪宅、名

木、奇石以及人群間側身穿行，欣賞
少有遊人駐足的對聯。 「家餘風月四
時樂；大羹有味是讀書」 「傳家無別
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惟儉與
勤」 「咬定幾句有用書，可忘飲食；
養成數竿新生竹，直似兒孫」 。看落
款，不少為當代書家之作，我不知這
些對聯是宅中舊物復原，還是作為景
點的配飾，但與耕讀傳家、重教崇文
的文化傳統十分貼合。

展廳中一張圖以表格列出了這個

園子轉手的過程。參以我找到的其他
史料，明代這裏是壽芝園，園主失
載。个園最早有記載的主人是康熙年
間大鹽商安氏，安家為權臣明珠家
臣，把持鹽業，明珠倒台後，安家部
分房產歸於馬氏。乾隆中期，黃至筠
的父親黃凝從敗落的馬家購得住宅。
但黃氏享有園子也只八十餘載，其後
幾經曲折，同治年間園子歸於李氏。
此後直至民國後期，園子又改姓過
徐、朱、陳、王、紀。

老杜詩曰 「天上浮雲似白衣，斯
須改變如蒼狗」 。私家園林之變遷亦

同此理。正像揚州大儒陳含光的《个
園歌》所寫： 「借問園主誰？昔時姓
李今姓徐……故家亭館十八九，喬木
雖存主人換」 ，每一個園林如同一部
秘史，寫滿層累疊加的故事。

（散記江蘇之六）

莊子《逍遙遊》云： 「北冥
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 到底古人眼中 「不知其幾
千里也」 名為 「鯤」 的大魚，究
竟有多大？千百年來，只存在於
人們的想像之中。

三、四月是候鳥的遷徙季，
也是人們觀賞 「鳥浪」 翻滾的最
佳季節。春風至候鳥歸，鳥群集
結高飛，形成一浪高於一浪，由
單一或多種鳥類組成的 「鳥
浪」 ，變化萬千。

卧龍湖，是遼寧省內最大的
平原淡水湖，湖域面積多達一百
二十七平方公里，成為亞洲東部
鳥類遷徙的重要停歇地。四月
初，卧龍湖濕地萬鳥成浪、遮天
蔽日的壯美景象，出現在電視聯
播的畫面上，恰似鯤鵬遨遊，觀
眾驚呼：《逍遙遊》照進現實，
「鯤之大」 具像化了。

在西遼河支流老哈河奈曼旗

段，今春已有一百二十七種、八
萬餘隻候鳥在濕地停歇，牠們或
覓食於水邊，或棲息於水草之
間。成千上萬的候鳥在河面上翩
翩起舞，不斷地變換隊形，如烈
風下雲捲雲舒，震撼 「鳥浪」 來
襲。

濕地是鳥類的天堂，觀賞鳥
浪的最佳地點，多為入海口或江
岸湖區，如山東東營黃河入海
口、遼寧丹東鴨綠江口濕地、福
建泉州灣等，都是攝影愛好者拍
攝 「鳥浪」 的熱點。在天津濱海
新區，早春時節有網友在高速路
上駕駛，目睹一群密集的鳥群遷
徙， 「鳥浪」 長達百餘米，彷彿
絲帶長空飛舞，有序飄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