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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漫話
江 恆

黛西札記
李 夢

埃塞克斯人
在英國，如果

有誰提到 「埃塞克
斯 人 」 （Essex
Man）， 不 妨 留
意，因其可能像英
文 俚 語 Karen 那
樣，存在字面以外
的含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英國《星期日
電訊報》刊登了專欄作家西蒙．赫弗
的一篇文章，稱因時任首相戴卓爾夫
人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埃塞克斯
地區居民過上富裕生活，令他們在整
個八十年代都一直支持保守黨，成了
她連續三屆選舉獲勝的主要功臣。由
此，西蒙創造了一個新詞── 「埃塞
克斯人」 ，用來描述一種新型選民：
主要來自於倫敦東部工人階級家
庭，但年輕、勤奮、靠從事金融行
業暴發且略顯傲慢，代表着工業衰
落之後個人主義興起。文章還附帶
一幅漫畫，畫的是一個額頭較小的
傢伙，穿着一套昂貴但不合身的西
裝，在他閃亮的新車和議會大廈前喝
着一罐啤酒。

此後 「埃塞克斯人」 的說法迅速
走紅，不僅成為媒體熱門詞彙，還成
了喜聞樂見的真人騷節目中一種特定
喜劇類型，效果經久不衰。二○一○
年，專門打造的《唯一出路是埃塞克
斯》真人騷節目問世，以一群皮膚曬
黑、身材健美的二十多歲年輕人在銀
幕上演繹分手和假日浪漫的故事，創
造了極高的收視率，甚至吸引到美國
女明星詹妮弗．勞倫斯成為忠實的粉

絲。但該節目也進一步強化了當初漫
畫中對埃塞克斯人的負面印象，尤其
促成了 「埃塞克斯女孩」 （Essex
Girl）笑話的流行，其作為 「埃塞克斯
人」 稱謂的衍生品，專門用來嘲笑當
地穿白色細高跟鞋和假曬黑、舉止粗
魯的女孩形象，較經典的笑話是：
「埃塞克斯女孩下車時如何打開車
門？──她會用腳踢。」 長期以來，
這種刻板印象在英國文化中根深蒂
固，以至於在字典中有專用條目，比
如《牛津英語詞典》稱她們 「不聰
明、吵鬧雜亂、唯物主義」 ，而《柯
林斯英語詞典》則添加了 「缺乏品
味」 。

為何英國人對埃塞克斯有這樣的
偏見？恐怕要從歷史上找原因。英國
歷史學家佩夫斯納曾說，埃塞克斯的
形象問題早在羅馬入侵之前就已存在
了。如果我們將英國的地圖想像成一
隻頭髮蓬亂、憤怒的怪物對着愛爾蘭
大喊大叫，那麼埃塞克斯就坐落在它
的腸道──泰晤士河口之上。儘管該
地區距離倫敦僅有幾英里，但其居民
經常被視為落後的人──貧窮、迷信
和受教育程度低。

作家笛福早在十八世紀出版的遊
記《大不列顛全島之旅》中便寫道，
埃塞克斯坎維島是一個沼澤地，居住
着一些牧羊人，每當其中一個男人帶
新妻子回家時，她就會死於埃塞克斯
瘧疾。他對埃塞克斯的揶揄可見一
斑。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緩解
嚴峻的住房和生活需求，英國興建了

一批新城鎮，當中就包括埃塞克斯，
它吸引了大批來自倫敦的新移民到此
安家落戶。

可是他們之中魚龍混雜，也帶來
貧富分化和階層矛盾。比如一九七七
年，英國導演麥克．李創作了戲劇
《阿比蓋爾的派對》，劇中主角貝弗
莉是一個講究吃穿的消費主義者，
專門來諷刺這種現象，引起觀眾共
鳴，演出了上百場仍座無虛席。該
劇後來又被改編成電視劇，只是背
景換成臨近倫敦的羅姆福德，這是
一個由古老的市場轉變為通勤城鎮的
城市，可以說是埃塞克斯在文化上的
翻版。

埃塞克斯不僅僅是一個傲慢的消
費主義城市，它還被描繪成一個偏見
的溫床。一九九二年，英國社會刊物
《Harpers & Queen》刊文對埃塞克
斯的不良風氣感到失望，指埃塞克
斯人代表了一種粗俗的資本主義，
因為一些白人逃離多元化的倫敦搬
到這裏，很多證據表明他們存在仇
外心理和種族主義，比如主張脫歐的
極右翼英國民族黨（BNP）便誕生於
此。

實際上，近年在多元化風潮影響
下，埃塞克斯人的對外形象已有不少
改變，如今越來越多被當成新時代中
產階級中間選民來看待，不僅是左翼
和右翼政黨競相爭奪的目標，甚至成
為觀察英國政治的一個晴雨表。儘管
如此，其特定稱謂的色彩仍揮之不
去，畢竟每個人心中都住着一個不同
的埃塞克斯人。

人與事
尹 畫

臨摹《苕溪詩帖》，並非一時興起，而
是長久以來對米芾 「風檣陣馬，沉着痛快」
書風的嚮往（蘇東坡曾盛讚米芾： 「真、
草、隸、篆，如風檣陣馬，沉着痛快」 ）。
在我看來，書法不僅是線條的藝術，更是一
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而此帖，恰似一扇通往
北宋文人精神世界的窗。

苕溪，位於現今浙江省北部，是太湖流
域的重要支流。因沿河各地盛長蘆葦，進入
秋天，蘆花飄散水上猶如飛雪，當地居民稱
蘆花為 「苕」 ，故名苕溪。這片山水靈秀之
地，吸引了米芾前來遊歷。

宋元祐三年，米芾與友人暢遊苕溪，沉
醉於這裏的湖光山色，飲酒賦詩，而後乘興
寫下自作詩八首，成就了這傳世的《苕溪詩
帖》。字裏行間，既有 「松竹留因夏，溪山
去為秋」 的閒適，又暗藏 「久賡白雪詠，更

度采菱謳」 的孤傲，將文人的風雅與狂放融
於一體，堪稱其 「刷字」 風格的典範之作。

米芾曾自稱 「臣書刷字 」 。所謂
「刷」 ，可以理解成他能交替靈活地運用中
鋒和側鋒。初臨《苕溪詩帖》，我即被他獨
特的 「八面出鋒」 難倒了，常常顧得了筆畫
的形態，卻失了墨色的變化。 「八面出鋒」
是米芾書法美學的一種體現， 「八面」 並非
實指八個方向，而是藉 「八」 這個數字來表
示多角度的運筆，傳達出米芾自由、隨性的
書法藝術精神。

為了攻克 「八面出鋒」 ，臨寫時我特意
放慢了速度，仔細觀察字帖中每一根線條的
起訖與走勢。通過反覆練習，終於明白米芾
的 「刷字」 並非隨意為之，而是在快速行筆
中始終保持着對筆鋒的高度敏感。每一次提
按、每一次翻轉，都是對腕力與眼力的雙重

考驗。
我很喜歡《苕溪詩帖》裏的意境。一遍

遍臨寫時，彷彿看到米芾在苕溪的畫舫中，
醉眼矇矓卻又筆力千鈞地寫下了那些詩句。
他的灑脫與不羈，彷彿都化作了筆下的線
條，落在我的仿古灑金宣紙上。那種感覺，
非習字者不能體會。

然而我得承認，米芾的字體很難臨摹，
過程中有喜悅，更多的則是挫敗感。當我將
寫好的作品晒在朋友圈，朋友誇讚寫得有模
有樣，我卻十分心虛。自己知道，存在的問
題很多，每一個字都經不起細看。不過，臨
得不百分之百的像有什麼要緊呢？於我來
言，習字不僅是技藝的錘煉，更是一場心靈
的修行。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能靜下心
來，勻出兩個小時，在橫豎撇捺間尋找內心
的寧靜，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

臨
《
苕
溪
詩
帖
》

筆墨自在 無問東西
與香港知名水墨畫

家何百里先生和太太相
識，已有十餘年了。這
些年，雖見面次數不
多，每次都難忘，到訪
百里先生的畫室 「自在
軒」 時，不論賞畫、求
教或是閒談，每每有如

沐春風之感。百里先生少時眼見從事會計
工作的父親終日忙碌，心有不忍，遂暗暗
發誓長大後不為外物所累，做一逍遙自在
人。這位 「自在軒」 主人，不論創作或生
活，皆講求自在隨心。其作與其人，故此
率性灑脫，自成一格。

八十之齡，百里先生即將在香港大會
堂舉辦個展，展出創作生涯一甲子不同時
期的佳作：既有早年間傳承嶺南畫派風格
寫成的牡丹或蓮花等扇面小品，有遠赴太
行山親見朝陽初升而對生活心懷熱望的
「曦望」 系列，有 「靈山秀水」 和 「四方
秋思」 中四時四季之妙趣多變，還有與同
為畫家的兒子何紀嵐合寫的、呈示香港山
海風景的 「嵐山百里舟」 種種。創作年代
不同、心境各異，風格時有創變沿革，卻
皆為 「寫心」 之作，由景及人，借景抒
情，我手寫我心。誠如他本人所言： 「師
自然，由情入手為高。」

回望作畫歷程，每十年有一變化，越
變越開闊不拘。青年時期在香港，百里先
生跟隨嶺南畫派名家趙少昂高足胡宇基學
藝，時常與老師和同學一齊往香港郊野看
山看海，啟迪創作；上世紀八十年代舉家
移居加拿大，廣袤遼遠的北地風光又為他
的創作闢出新徑，他一面策劃中國當代水
墨藝術展覽推動中加文化交流，亦不時前

往當地博物館和美術館等參觀，對西洋繪
畫尤其是印象派和浪漫主義風格作品了解
漸深；二十年前返香港定居後，時常前往
內地名勝風景寫生，花甲之年上黃山、遊
太行、覽灕江，將親見祖國壯闊河山而生
出的激昂澎湃心境融入畫中。因着東西兩
重藝術語境的浸潤和滋養，百里先生在其
間遊走，探尋其中的相似與共通，自創
「何家山水」 ，找到獨屬於己的創作風

格。
我尤其喜歡百里先生畫中的潑彩技

法，既見出印象派捕捉光暗變幻之敏銳，
亦糅合潑墨、破墨、漬墨和潑彩等等中國
畫技法。紙與筆、墨與水，往來交融，激
盪而生出的煙雲或霞光，於山間，於林
畔，靈動傳神。立於畫前細看，彷彿正身
處畫中風景裏，一呼一吸皆得自然之妙
趣，不知今夕何夕。

焦灼忙碌的日子裏，觀百里先生畫，
樂而忘煩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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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倍加珍惜孩子們的想像
葉 梅

（
北
京
篇
）

近年來，我因創作了兒童小說《北斗牽着
我的手》，收到很多孩子的來信，也應一些邀
約而走進校園，以 「奮進吧，科學少年」 為
題，與孩子們進行交流。我發現在談到科技與
夢想時，孩子們那一雙雙亮晶晶的眼睛睜得大
大的，他們雀躍地提問，能否像書中的小主人
公一樣，將來真的在太空建立花園城市？或者
在北斗七星上建立宇宙觀測站？太空是否也需
要清道夫，謹防將來被垃圾污染？

還有很多很多。
他們的想像並不止於提問，事實上，就在

我曾去過的紹興一所小學，就有一位小男生在
老師和父母的支持下，利用課餘時間研製小火
箭，在學校操場上成功發射到天空，並成功收
回，得到了社會各界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科學家
和航天員的讚許。這位小男生所在的小學校長
和老師說起孩子們的創造時，語氣裏充滿慈愛
和珍惜。

我見到各地的中小學裏，有的同學做智能
機器人，有的做風能發電機、無人機，有的做
各種改良的勞動工具……他們小小年紀，在老
師的指導下，做得有模有樣，並可以操作使
用，讓人驚嘆不已。還有，在孩子們手繪的圖
畫中，更是充滿了神奇的想像，有會飛的智能
圖書館，廢舊電路板拼成的星際戰艦，還有穿
越時空與外星生物的對話……這些有趣的幻
想，恰似天上閃爍的星辰，雖微小卻蘊含着無
限的可能。

千百年前，我們的先人曾以豐富的想像勾
勒着宇宙的模樣，他們仰望星空，將北斗七星
想像成天帝乘坐的馬車，斗柄的轉動預示着四
季更迭；想像銀河是天上的河流，牛郎織女隔
岸相望；想像嫦娥奔月，廣寒宮裏桂樹飄
香……《淮南子》中曾有記載，古人認為 「天
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
里」 ，這些大膽而浪漫的想像，不僅是古人對

世界的認知和理解，也是對宇宙奧秘最初的探
索，並奇妙地成為現代文明傳承的重要基因。

我在《北斗牽着我的手》一書中，寫到明
代有一位本名叫做陶成道，又被稱作萬戶的奇
人，他從小熟讀詩書，未曾科考，卻偏愛古人
發明的火藥和火箭，夢想借助火藥箭做成一隻
飛鳥，將自己送入遙遠的天空。他花費多年的
心血，嘗試過無數次，也失敗過無數次，可從
不灰心，仍然不停地試驗。一年年過去，終於
有一天，他用木頭做的大鳥飛了起來，後來他
又做了一隻更大的飛鳥，在鳥兒的尾部捆綁了
四十七支火箭，趁着一個風清氣朗的日子，他
坐上了那隻飛鳥，然後吩咐人點燃了尾部的火
箭。隨着 「轟」 的一聲巨響，在一片濃煙滾滾
之中，烈焰翻騰，那隻大飛鳥帶着萬戶，飛向
了高高的天空。

萬戶的夢想在後世得到世界的公認，後人
確認中國明朝的萬戶是世界上真正的航天始
祖，他的那次飛鳥行，是人類探索天空的首次
最偉大的嘗試。美國火箭學家赫伯特．S．基
姆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著作《火箭和噴氣發動
機》中寫到萬戶，說他是 「試圖利用火箭作為
交通工具的第一人」 。前蘇聯兩位火箭學家，
費奧多西耶夫和西亞列夫，也在他們的《火箭
技術導論》中寫到，中國人不僅是火箭的發明
者，而且也是 「首先企圖利用火箭將人載到空
中去的幻想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天
文聯合會將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
Wan Hoo（萬戶）。

孩子們讀到兒童小說《北斗牽着我的
手》，對萬戶的故事很感興趣，更對書中寫到
的北斗導航研製的科學家們充滿了崇敬。從孩
子們閃亮的目光中不難得知，古人的想像在今
天得以傳承，也正是孩子們認知世界的獨特鑰
匙，在他們的眼裏，世界從來不是被數據和規
則定義的冰冷存在，而是一個個等待他們去探

索的奇幻樂園。他們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填補對
未知的好奇，用幻想搭建起通往未來科技世界
的橋樑，恰似古人用想像叩擊宇宙之門。

從古人幻想嫦娥奔月，到如今人類成功登
陸月球；從想像千里眼、順風耳，到電話、互
聯網的發明，想像力始終是推動科技進步的重
要力量。古人對北斗七星的想像，在現代孕育
出了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浩瀚的宇宙中為人
類指引方向，為全球用戶提供高精度的定位、
導航和授時服務。當代的孩子們，無論是城市
裏接觸前沿科技展覽的學生，還是鄉村通過科
普書籍了解世界的少年，他們對人工智能、量
子計算、虛擬現實等前沿科技的想像，都蘊含
着無限潛力。關注孩子的想像力，就是在守護
他們的創造力源泉。

孩子的大腦如同一片充滿活力的創新沃
土，想像力則是播撒其中的珍貴種子。那些看
似稚嫩的想法，或許會在未來某一天轉化為新
科技的靈感，如果都能像紹興小學那位孩子所
得到的充足培育和呵護，那些稚嫩的種子便能
生根發芽，將來完全可能成長為推動科技發展
的參天大樹。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坦
言，當下現實生活中，孩子的
想像力仍不時受到某些束縛，
標準化考試和程式化教學所帶
來的利弊引人思考，在讓孩子
們掌握固定的公式和答案之
外，是否對那些與眾不同的想

法和非標準的答案也應給予一席之地，加以關
注和呵護，讓孩子們的想像能夠得以更多的舒
展和發揮，這似乎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們還應注意到，想像力還是孩子情感表
達和心靈成長的重要通道。在想像的世界裏，
孩子們能相對自由地表達內心的情感和願望，
忽視孩子的想像力，就如同關上了他們的心靈
之窗，讓他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情感宣洩和自
我認知的機會。為孩子的想像力營造一個靈動
生長的空間，避免孩子的心靈受到壓抑，除了
學校和老師，家庭、家教也責無旁貸。我們應
意識到，孩子將來的天地或狹窄或廣闊，在某
種意義上也取決於其成長期的想像力、視野、
胸襟之狹窄或開闊。

人類未來的希望之光存放於一代代孩子們
的想像之中，它純淨、靈動、充滿無限可能。
無論是城市的霓虹燈下，還是鄉村的田野之
間，每一個孩子心中都有一片想像的星空。尊
重和珍惜孩子們的想像力，不僅是為了他們個
人的成長和發展，更是為了人類文明的創新和
延續。謹在 「六一」 國際兒童節到來之際，讓
我們把更多的愛和理解給孩子們。



◀河北省石家莊市育才小學開
展豐富多彩的科技嘉年華活
動，學生被小型機器人 「舞
姿」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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