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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禮裏的教育溫度

近期許多酒樓食肆宣布結業，
「民以食為天」 ，所以每當聽到食店
「執笠」 ，人們自然覺得比較相關貼
身，也就更感唏噓。

這種感覺我兒時已有所經歷。上
世紀八十年代，中式酒樓食店像現
在的便利店那麼多。尤其在灣仔，
由於同時是商住旺區，酒樓的生意
就更蓬勃。當時家住軒尼詩道，對
面正是《大公報》舊址，那大廈相
鄰的地舖就是一間名 「百樂門」 的
酒家。同區當然還有許多同行競
爭，單是粵式酒樓，我粗略記得的也

有八家，較為人熟悉的包括 「雙
喜」 、 「龍門」 、 「榮華」 等。此
外，還有滿街的上海菜館、港式西
餐、雲吞麵店、橫街大牌檔的魚蛋粉
與潮州打冷等，單是回憶已叫人垂涎
欲滴，禁不住懷念上世紀 「美食天
堂」 的吸引。

時移世易，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
年代初，傳統食肆都曾因市民口味的
轉變及對新鮮感的追求，被紛紛開業
的快餐店、西餐廳、意式薄餅店甚至
是迴轉壽司店夾擊，灣仔的傳統酒樓
也一家又一家的結業。當時未成年的

我看着常光顧的地方突然不再開門，
那驚訝、不捨和難過之情一時間也不
懂如何紓解，可說是直接上了人生有
關 「離別」 的第一課。

聽到在金鐘開業數十年的 「名都
酒樓」 宣布即將結業，筆者也嘆了口
氣，大感可惜。有朋友建議在酒樓
「執笠」 前再光顧一次，以示支持。
在我而言，那是不必的，一來真心支
持就不應在快結業時才光顧；二來我
也不想吃酒樓關門前的食材 「貨
尾」 。散聚有時，我情願在幻變不息
的歲月中，將往昔的美好留在心底細

味回憶，正如 「名都酒樓」 一直有售
的 「魚翅餃」 、 「麻蓉包」 、 「鵪鶉
蛋燒賣」 等新一代或已不曉得的傳統
點心，那些經典的美味是能叫人忘不
了的。





在抽象中看見靈魂（上）

聚散有時

海獅的「肥胖紋」

開封的州橋是北宋都城的御街和大運
河汴河段交界處的標誌性建築，史上又稱為
「天漢橋」 或 「天津橋」 。和《清明上河

圖》中描摹的虹橋地處郊區不同，州橋飛跨
京城命脈汴河，是皇宮和平民居住區的分
野。考古學家從一九八四年起論證、探索，
二○二二年取得重大突破，發掘出高三點三
米的北宋堤岸石壁等重要文物，成為當年全
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發掘工作實際上才進行了一半。開封
曾多次因黃河氾濫、汴河泥沙沉積被淹沒，
從戰國時期的魏都大梁到唐、宋、元、明、
清，歷代城市層層疊疊，猶如因火山爆發覆
滅的龐貝古城。目前已開掘的兩大 「探方」
作為高校科研、學習基地，不對外開放。地
下水還在不斷滲入坑裏，土層亟需保護，給
考古帶來巨大挑戰。

開封面臨的問題不是缺乏古蹟，而是
如何才能有效保護。走在百年名校河南大學
的老校園 「明倫校區」 ，我又如此感嘆。河
南大學的前身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和
北京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現清華大學）、
上海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同為當年
可直接派遣公費留學生的機構。白色歐式建
築的舊大門不復存在，現有的是仿製品，但
六號樓 「博文樓」 、歷史文化學院所在的七
號樓 「博雅樓」 （梁思成、林徽因點讚過的
「美女樓」 ）、河南貢院執事樓都是百年以

上的建築。 「齋房」 是過去的學生宿舍，
「小禮堂」 也有年頭了。去年因火災受損的

大禮堂也是歷史建築。
古蹟處處，底蘊深厚，但也無一不在

表明既要保護傳承，又要有效使用歷史建築
的不易。

七月十九日，是清代宮廷畫師郎
世寧的誕辰。一六八八年的這一天，
他生於米蘭公國的聖馬爾切利諾，原
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少年時在
米蘭接受系統繪畫訓練的郎世寧，十
九歲便為歐洲王室作畫。一七一五
年，當他以傳教士身份踏上中國土
地，未曾想到自己將在此度過五十餘
載春秋，最終長眠於北京。

郎世寧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成為 「西洋畫師第一人」 ，郎世
寧的畫筆幾乎觸及了宮廷生活的每個
角落。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郎世
寧奉旨創作《十駿圖》，描繪蒙古王

公貴族進獻的十匹名駒。其中第一軸
《萬吉驦圖》（附圖）成為跨越三個
世紀的名作，藏於故宮博物院。

這幅巨幅絹本，以驚人的寫實功

力呈現了喀爾喀郡王多爾濟札爾進獻
的 「萬吉驦」 。畫作左上方以隸書題
寫 「萬吉驦」 三字，下註： 「高四尺
二寸，長七尺一寸伍分」 。

畫中白馬扭頭回望，身體傾斜向
前，姿態矯健優雅。郎世寧以幾乎與
真馬等比例的尺幅描繪，使畫面極具
視覺衝擊力；這種在中國傳統畫馬題
材中罕見的回眸角度，藉由西方透視
技法展現得自然生動。畫中駿馬運用
西方素描的明暗法，通過細膩深淺的
色澤精準表現出肌肉紋理的起伏與皮
毛質感。馬匹溫馴高貴的眼神，以及
回眸瞬間的動態神韻，被永恆凝固於

絹素之上。
《十駿圖》在清宮繪畫中地位崇

高。畫作均以滿、蒙、漢三種文字題
寫馬名及進獻者信息，並加蓋 「石渠
六璽」 及多位帝王鑒藏印。如今，十
匹 「駿馬」 天各一方，北京故宮博物
院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各藏五軸。





郎世寧《萬吉驦圖》

超人也有苦惱

古都覓史

東京的夏天，雖然不像香港
那種灼熱蒸騰出的潮氣，但也常
常帶着一種倔強的熱意。昨天午
夜開始淅淅瀝瀝地落雨，持續到
今天一整天。到黃昏的時候，雨
恰到好處地停了，把街頭巷尾都
重新擦拭過一遍。

走出公寓時，我並不急於前
往哪裏，其實也不知道要去哪
裏，只是想走走。雨後的清新令
人迷醉，彷彿整個城市都呼出了
一口熱氣。天光還未完全收斂，
淡金色的餘暉穿過雲層灑落在屋
簷與樹影之間。幾株齊人高的向
日葵，終於迎來屬於自己的一線
光芒。偶爾一陣迅疾而不猛烈的
風，吹散神社屋簷的積雨，吹皺
路邊一汪小小的積水裏的細碎漣
漪。零星還有幾把還未收起的雨
傘，晃悠悠地隨着步伐，穿過小
巷。

濕潤的空氣中有一種混着些
許泥土氣息的清香。鐵道邊的牽
牛花─日本稱作 「朝顏」

─還帶着水珠，洇染着淡淡的藍白。野
菊經了濯洗，黃得愈發鮮亮。列車穿過，鐵
軌的回音似乎也不再那麼沉重。幾隻鳥在電
車上空飛快掠過，雖然沒看清，但似乎只能
是燕子。櫸樹的葉子在夕光中泛着濕潤的墨
綠，枝頭上傳來清麗的鳥鳴，像是對這場大
雨的答謝，也像是對雨後世界的一種輕快的
確認。

不記得是哪位作家說過，大意是，越
是平凡的日常，越要以藝術家的眼去觀看。
眼前正是如此輕描淡寫。雨後靜謐的溫柔
裏，街邊的小店漸次點亮招牌燈，帶着一絲
黃昏的遲疑，與晚霞交接班。長椅腳下青翠
的小草生意盎然，盡情呼吸，和着唧唧的蟲
鳴。一位老婦人推着手推車緩慢地行過街
角，步履悠然，雨後總是有一種額外的從
容。被人用繩子牽着的狗，自在散漫的流浪
貓，都沿着自己熟悉的路線走着，對彼此熟
視無睹。

暮色漸深，靛藍的天幕自東邊漫上
來。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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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的時候，最難應付的不是雙
方的意見分歧，而是那一句毫無來由
的嘆氣、一個突然提高的音調，甚至
一個眼神。這些不具內容的細節，有
時是爭執的引爆點，有時是助燃劑。

語意往往是模糊的，但情緒卻是
真實。爭吵不斷升溫，誰也不肯讓
步，到了最後，已經不再記得吵架的
起點。細節雖然具體，但有時卻讓人
迷失方向，無法看見真正的本質。我
在說吵架，也是在說畫，因為我想起
了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康丁斯基是抽象藝術的開山祖

師，他的抽象畫乍看毫無具象之物，
滿是色彩與線條。然而，正是在這些
「去對象化」 的表現裏，他希望觀者
看到更深層的情緒與精神。他曾說：
「在所有藝術中，抽象繪畫是最困難
的。它要求你會畫、懂得構圖與色
彩，還要成為一位詩人。這最後一
點，尤其重要。」

在康丁斯基看來，抽象不是逃避
現實，而是穿透現實。以《第4號構
圖》（Composition Ⅳ，1911）為
例。這畫表面上只是色塊與線條的交
織，但若細看，你可能發現其中藏有
數名哥薩克戰士、長矛、城堡、船、

彩虹，以及一名卧躺的人。
康丁斯基大幅度簡化與變形這些

內容，並以濃烈的色彩與粗黑線條包
裹它們，使我們幾乎識別不了細節，
又或說是令人一早放棄了去辨識內
容。其實，這並非隨意的視覺混亂，
而是設計好的一種精神秩序。

《第4號構圖》的主題，是 「末
日般的戰鬥，與之後的永恆和平」 。
畫面左邊是戰士與對峙，右邊則是流
動的色塊與安靜的身影，一動一靜，
也代表了毀滅與救贖。康丁斯基不是
要我們 「看見」 戰爭，而是要我們
「感受到」 戰爭的緊張與安息、混亂

與平靜。他試圖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
視覺語言，不依賴既有的自然參照，
而是以線條與色彩來召喚人類內心的
共鳴。如果說具象畫作是在訴說一件
事，那麼抽象畫作可能在說一種感
受。 （待續）

七月十二日，一則社交媒體
帖文衝上熱搜。有網友發現浙江
台州灣野生動物園的海獅身上布
滿一道道 「痕跡」 ，懷疑是遭受
虐待所致。該帖圖文並茂，讓很
多網友憂心忡忡。然而，園方火
速出面闢謠，幽默又專業地解釋
說： 「那不是傷痕，是肥胖
紋！」 他們表示，海獅毛髮濕水
後會貼在皮膚上，當牠浮出水面
時，毛髮便像倒刺一樣翹起來，
看上去像是一條條痕跡。園方還
大方邀請質疑者親自前往近距離
觀察這些胖嘟嘟的水中明星。

那麼，海獅為什麼會這麼
胖？這就要從牠們的飲食習慣說
起。海獅主要以魚類為食，如沙
丁魚、鯖魚、鱈魚等，偶爾也會
吃烏賊、章魚，甚至小型甲殼類
動物。牠們的食量驚人，一隻成
年加州海獅每天大約需要攝取五
到十公斤的食物，以維持牠們強
健的體魄和厚實的脂肪層。

在動物園裏，飼養員根據每
隻海獅的年齡、體重與活動量來
制定精準的餵食計劃。除了定時
提供新鮮魚類，有些飼養員還會
將魚類藏在玩具或冰塊中，鼓勵
海獅透過嗅覺和智力去尋找食
物。這不僅防止牠們因長期圈養
變得懶惰，還能提升牠們的心理
健康。

肥胖對於被圈養動物來說，
確實是需要關注的問題。海獅若
長期攝取過多熱量、活動不足，
可能導致關節壓力增大、內臟負
擔加重。這次 「肥胖紋事件」 雖
然起初源自誤解，但也讓更多人
開始關注海獅的生活狀態與飲食
習慣。

不只愛神，原來超人，也有苦
惱。《超人》一開場就讓超人示
弱。他首嘗敗績，伏在北極冰原
上，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後來才
知道，擊敗他的魔超人，正是他的
複製人，超凡基因出品，難怪那麼
難纏，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展開
連串跨國干預行動的超人，被網絡
霸凌，被政界攻擊，被市民質疑，
再流出一條世紀黑材料的影片，作
為外星人而且萬夫莫敵的他，到底
為人類帶來幫助還是威脅？人類從
來對非我族類心生恐懼，從愛戴到
憎惡，只是一瞬間的事。

儘管超人上天下海飛天遁地刀
槍不入，但他的內心還是跟人類一
樣，會擔心、失落、困惑、不安。
《超人》的重點，不是他的超人能
力和英雄形象，而是他的人性，也
是他的苦惱根源。他視自己為人類
一分子卻得不到認同；所有作為皆
以人類裨益福祉為先，卻被視作別
有用心。如果他沒有人類的心理，

可能輕鬆得多，人類有難，與我何
干，蹺埋雙手食花生不好嗎？

其實一切都是那位超級天才兼
億萬富翁搞的鬼，魔超人是他的得
意發明；拉攏這國入侵那國、迫使
超人跨國干預，是他設下的局；打
網絡戰 「賞」 超人一個個負評的兇
狠鍵盤戰士，亦由他操控。演員演
活了那種自以為是、野心勃勃、被
仇恨蒙蔽的邪惡人類，跟超人悲天
憫人、以保護人類為責任的高尚情
操，形成強烈對比。

超人也有苦惱。怎麼辦？回老
家，好好睡一天，曬太陽，跟小狗
玩耍。多麼平凡的事，超人做到
了，很多凡人卻辦不到。

前段時間，內地各高校紛紛舉行
畢業典禮。與以往莊嚴肅穆的學業收
官禮不同，當下許多高校的畢業禮更
像是精心搭建的 「情緒充電站」 ，校
長們則化身 「首席情緒官」 ，耐心回
應着學子們各種創意十足的請求，用
鮮活的互動為即將踏上社會的年輕人
注入前行的能量。

從現場視頻來看，這屆畢業典禮
上，有的校長與學生一起比愛心、拋
彩帶、拉橫幅，老花鏡滑到鼻尖也顧
不上推；有的校長被邀請為學生情侶
「見證愛情」 ，眼角的笑紋裏盛滿了

真誠的祝福。這些跳出儀式流程的互
動中，沒有教授與學生間的距離感，
只有長輩與晚輩間的親切感，校長們
的眼裏也滿滿都是 「參與青春」 的熱
忱與寬慰。

這些場景與人們記憶裏的畢業典
禮截然不同。曾經的儀式感，藏在筆
挺的學位服、規整的隊列和字正腔圓
的致辭裏，像一套按部就班的規定動
作。而現在，搞怪合照裏校長比學生
還放得開，這些 「不按常理出牌」 的
瞬間，讓畢業儀式完成了從 「單向授
予」 到 「雙向奔赴」 的蛻變，讓 「被

重視」 與 「被理解」 的感覺直抵人
心，讓 「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育理念
具象為一種生動的實踐。

有人擔心這樣的 「出圈」 會消解
教育的神聖性，但其實，教育的莊重
與活潑本就可以共存。社會不再執著
於用統一模板框定角色，年輕人敢於
向權威提出個性化需求，校長們通過
即時反饋學生的創意，讓每個天馬行
空的請求都獲得珍視，這種 「被看
見」 的幸福感構成了比學位證書更鮮
活的生命印記，讓學生們在充滿愛與
尊重的氛圍中感受到教育的魅力。

成長不必端着架子，教育可以笑
着進行。理想的大學應該是既能教會
人專業與嚴謹，也能守護人天真與熱
烈；既能用知識搭建階梯，也能用溫
度照亮前程。多年以後，或許很多畢
業生依然會記得，自己曾被母校用最
真誠的方式寵愛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