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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節的深夜 我在胡同裏遇到……
人定時、月朦朧、夜朦朧，我在餐廳外
瞧了一眼天空，深黑的夜色裏，月亮泛着
幽黃又彷彿帶點高級灰，我和幾位大哥揮
手道別，「謝謝朱總和尹總，期待下次再
約飯局，繼續推進合作，下次見了！」東
直門朱總是我好大哥，常常提攜我，又經
常介紹帝都大佬給我認識。幹活不累喝酒
累，今晚為了公益紀錄片項目談贊助合
作，觥籌交錯間喝了快一斤白酒，因為餐
廳離家不遠，於是我醉着酒、紅着臉地從
帝都東二環裏經過簋街飄着醉步回家。
黑夜裏，街上的霓虹燈暗暗在閃爍着，
廣告牌幻化成一抹抹的玻璃倒影，我抬起
左手看一看錶，十點多，路上異常的安
靜，路人特少，冷冷清清的，這讓我感到
很奇怪，平常這個時候應該很多顧客大排
長龍等着吃夜宵，一口麻小一口啤酒的
啊，於是我俯身在路過的餐廳玻璃窗，雙
手手掌曲成L形放在眉前，擋着玻璃反光
往裏看，光影變形折射出十桌九空，沒看
到幾桌客人在吃的啊，彈吉他的小哥也沒
精打采地打着呵欠。
我保持着這姿勢看着看着，想起剛才天
上的月亮很大很圓，月圓之夜？今天不正

是農曆七月十四嗎？傳說中的開門夜……
想到這，不禁心裏有點打鼓，忽然背後一
涼，好像有一陣陰風吹過，身體自動哆嗦
了一下，全身炸起了雞皮疙瘩，我不自覺
地大口呼吸讓玻璃上泛起了霧氣，在一片
白霧的玻璃反光裏，眼角邊隱隱約約瞄到
有東西向我背後慢慢靠近……
突然，哇！ 一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大兄弟，要吃夜宵嗎？」我忍不住大喊
了一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餐廳的服務
員出來拉客，「我大吉你個大利！你們店
不帶這樣嚇人的啊！」我黑着臉看着服務
員，他還穿着一身清朝官帽官服，「對不
起啊哥，我要在街上拉人來吃飯，拉點業
績啊，今晚路上又沒有什麼人。」我立即
把寫專欄的功力調到超水平檔次、用十二
分文字功底組成一連串優雅的港普音節，
祝福他們全中國的店都「生意興隆」，一
輪輸出後如俠客般收劍入鞘，感覺真爽！
過後，酒也醒了幾分，繼續走回家去。
拐個彎兒溜進胡同，路更黑，只有微弱

的月光反射，遠處傳出了幾聲「汪汪
汪！」狗狗的吼叫聲、犬嗚聲、低鳴的磨
牙聲在迴盪着。我剛想打開手機燈，就聞

到空氣中有一些燒焦的味道，遠處有點微
弱的火光在流螢飛舞，胡同十字口閃出幾
個模糊的人影，好像有一個在低着頭，另
一個正蹲下來圍着點着什麼東西。 月色
下，我一步步走近，慢慢地、慢慢地在微
弱的火光裏浮現出半邊老太太的臉，那是
一張皮膚乾癟、帶着深深皺紋的側臉，她
蹲着在地上，用那皮薄瘦如骨的雙手把元
寶和紙錢放進火盆裏，嘴巴裏呢喃着：
「收錢了！各列祖列宗、冤親債主、孤魂
野鬼，收錢了！ 各位好好過日子了！」
她抬起頭，用那雙幽深如古潭的眼眸，空
洞地盯着我雙眼說：「你收了嗎？」我愣
了一愣，心裏有點發毛，感覺有點不太對
勁，我立馬收回目光，趕快打開手機燈照
着老太太，她也愣了一愣，趕忙用手擋着
燈光，我問她剛才說什麼，「年輕人，你
別照我了好嗎，剛才我是在問你，你燒了
嗎？這是我們傳統習俗啊。」好吧，看來
我的酒還未醒，還是我的普通話聽力有問
題。
一宿醒來，我坐在電腦前寫着專欄，回

想昨晚的場景還是挺好笑的，於是在網上
搜了一下網友如何說關於中元節燒紙的問

題，有些人反對，理由是封建迷信和火災
危險，有些人則認為應該保持傳統，紀念
祖宗先人的精神寄託儀式感這傳承不能
斷。我倒認為這事應該客觀看待，不走兩
邊極端，我們理性分析一下，首先，什麼
是燒紙？燒紙是一種紀念祖宗先人的儀
式，本質上是對祖宗、先人、亡魂的一種
悼念拜祭；為什麼要燒元寶和紙錢呢？這
是現實的人對亡人的一種囑託，讓自己有
個心理安慰，希望他們在另外一個維度有
錢可花、吃好、喝好、穿好、用好；什麼
時候燒紙呢？ 除了農曆七月中元節，傳
統習俗在清明、重陽、葬禮、超度法會等
等也是會燒的；誰燒紙呢？ 就是對列祖
列宗和先人有懷緬情懷的炎黃子孫；在哪
燒、如何燒、燒多少？這個問題我倒認為
既然傳統延續下來了，堵不如疏，這屬於
城市公共空間管理範疇，我了解南方有些
小區是有公共燒紙區的，一個大的不銹鋼
箱子周邊配備滅火筒等工具，在祭祀高峰
時節大家在晚上排着隊燒，也可以安排居
委會志願者或其他人手在旁邊準備着以防
火災。
說個趣事點，北方文化簡單直接，基

本就是燒金元寶和紙錢，什麼節日都是
吃餃子為主；而南方更細膩豐富和生活
化，除了傳統的紙紮傭人、房車別墅、
還創造性地發展出紙紮5G手機、平板電
腦、無人機等等。 2010年5月，文化部
亦將香港申報的「中元節（潮人盂蘭勝
會）」入選，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
寫到這，我喝了一口啤酒、聽着《廣陵

散》，想起玄幻小說裏面，除了靈魂是自
由的，其實……鬼魂也是自由的，你現在
有沒有感覺到，你背後也有雙眼睛正盯
着，陪着你一起在看這一期專欄……呵呵
呵。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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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紙本質上是一種紀念先人的儀式習俗。

仿鐵皮玩具中尋共鳴

「童年」陶藝特展
地點：淺水灣影灣園Artspace K 日期：即日起至10月3日

陶藝作品喚醒童年回憶

●●展覽展出展覽展出3535件陶藝作品件陶藝作品。。

●陳景亮《小學的回憶》

●李金生《飛俠》

●李金生《黑板的故事》

●唐壽南《小高帽》

●唐壽南《三輪車》

●李金生《鬥士》

●李金生《雨天追憶》

●●「「童年童年」」陶藝特陶藝特
展策展人李宇涵展策展人李宇涵

童年童年，，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快樂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快樂、、無憂無慮的時光無憂無慮的時光，，孩童的時光瞬間即逝孩童的時光瞬間即逝，，不可復不可復

返返，，才讓人最懷念才讓人最懷念，，每個人心中均有一些場地每個人心中均有一些場地、、物件承載着自己的童年回憶物件承載着自己的童年回憶。。隨着時隨着時

間流逝間流逝，，這些物件也許已不在社會上流行這些物件也許已不在社會上流行，，惟有藝術家以陶藝製作的方式記錄他們的惟有藝術家以陶藝製作的方式記錄他們的

童年童年，，讓這段快樂的回憶得以永久保存下來讓這段快樂的回憶得以永久保存下來，，若觀者能從藝術家的作品中找到共鳴若觀者能從藝術家的作品中找到共鳴，，

必定能會心微笑必定能會心微笑。。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張美婷

●唐壽南《飛向未來》

正在舉行的陶藝特展「童年」
中展出了三位台灣藝術家陳

景亮、李金生及唐壽南，共35
件造型精湛的陶藝作品，包括3
件陳景亮的細膩創作、12件李
金生童年生活回憶作品，以及
20件唐壽南全新創作兒時鐵皮
玩具主題作品。三人的創作風格
各異，「童年」陶藝特展策展人
李宇涵表示，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充
滿兒時生活氣息與童趣感，「他們以
物質寫實、造型寫實、薄釉上色等風格，將
取之於大自然的陶土與釉料完美結合，以不可思議
手法及擬真質感與情境表現，令人嘆為觀止。」

長木椅上玩耍的小孩
甫踏入展覽場地，先映入眼簾的是李金生的作品

《飛俠》，作品上有六名小孩在長木椅上玩耍，雖
然木椅是破爛的，但小孩們仍在木椅上玩得高興，
有的站在椅上扮演成超人般幻想着飛行；有的坐在
椅上手捧着飯碗餵着妹妹吃飯；有的卻用力爬上椅
子希望能捉住小狗，在作品的右方也有小狗與之打
成一片，整個作品恍如把李金生的童年時光定格，
作品上所有的陶瓷人物和動物均製作得十分仔細。
《飛俠》是李金生於2002年製作的作品，亦是

他「童年系列」的其中一個作品，他以寫實的創作
風格表達出自己兒時的生活記憶，捏塑出充滿童趣
的作品，透過混合不同陶土，高溫燒製將陶土低
調、樸素的質感顯現，將小孩穿着制服純真無邪、
羞澀的表情，赤腳玩耍歡樂的景象與氛圍發散出
來，因此，作品很自然地喚起觀者的童年回憶，讓
人嘴角和心情不自覺隨之上揚。
李金生的創作以人物塑造為主，經常描寫着上世

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兒時的點點滴滴、農村生活及社
會背景等，以質樸、生動的人物呈現童趣，表達他
對美的詮釋。陶土與人有很深厚的淵源，代表人類
發展的軌跡伴隨文明的誕生，所以他選擇用古老而
悠久的材料來詮釋他生命中的記憶，且努力地嘗試
突破傳統，創造新的主題與形式。2014年李金生因
心肌梗塞送醫治療，雖救回一命，但卻重度失憶與
失智，無法繼續創作，因此今次展出的作品也是他
生病前完成的童年系列作品，也是近年來難得一見

的作品展。

充滿小學回憶的桌椅
展覽中，有一張「木椅和木
桌」可說是以1:1實體比例製
作而成，它是陳景亮的作品
《小學的回憶》，這作品看似
是以木材砌成，實際上是以硬
陶製成，陳景亮在製作時，無論
是木材顏色還是刻痕均製作得維妙

維肖。他擅長以物質寫實風格表現主
題，其寫實能力和燒窯技術超凡，使觀眾

在欣賞作品時恍如挑戰視覺，必須萬分仔細才能發
現作品製作的物料。《小學的回憶》牽引着觀眾回
憶起童年那段時光與場景，尤其等身大小的小學課
桌椅作品，陳景亮在製作課桌椅時，桌面上刻出學
生們塗鴉的刻痕、木頭與鐵釘經過歲月洗禮腐朽的
樣貌，以及將木工榫接組裝方式製作出來，細節面
面俱到地呈現在陶藝作品上，是細膩創作的作品。
陳景亮創作的題材，兼具美學、工藝和精神性，

作品能讓觀眾發現到現代陶藝的精湛，感受到藝術
家對陶藝的熱情以及能帶給我們生活的美好。他在
創作時亦不忘藉雕塑的技法來保留東方文化精神與
背景，作品不論展現在何處，都能透露出他家鄉的
生活文化。

深色陶土造出鐵銹感
走到展覽的中間位置，抬頭一看會發現半空中掛

着數個「鐵皮玩具」，這原來也是陶藝作品。《飛
向未來》是唐壽南的作品，作品上的小孩坐在飛機
上，作品的質感是以陶土仿鐵皮玩具的方式製成。
唐壽南原是一名童書插畫家，2009年開始從事當代
藝術創作，從平面到立體，創作內容是他的童年記
憶，也是大家的童年記憶，運用相同元素來喚起大
家的回憶，代表一個時代感。
他是次展覽作品的主題是鐵皮玩具，他尤其着迷

於鐵銹的感覺，因為鐵銹的痕跡恍如把時間刻畫出
來，他嘗試以陶土創作，將鐵皮玩具外形作為基本
塑型，再利用深色陶土及配合薄釉使作品透出土
色，燒製後讓鐵皮斑駁銹蝕的質感呈現得更逼真，
陶製鐵皮玩具作品系列定必讓觀者想起兒時最愛的
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