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哭泣的威尼斯

蔬果 書籍 器與道
曾沂聶是我幾年
前在廣州一次畫家
聚會時認識的年輕

人，他2007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
院油畫系，2019年結業於廣州美
術學院寫實高研班。他的油畫作
品曾入選全國和省美術作品展。
最近，他創作了一批以蔬果與
書籍為題材的油畫。蔬果與書籍
有什麼關係呢？蔬菜水果用於果
腹，而書籍用以傳播精神文化，
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範疇。
《周易．繫辭上》：「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是無形象的，含有規律和準
則的意義，稱之為形而上。器，
是有形象的，指具體事物或名物
制度，稱之為形而下。據此，我
們將蔬果歸入器的範疇，書籍代
表文化，歸入道的範疇。
道和器是一對哲學範
疇。道器關係實即抽象道理
與具體事物的關係，或相當
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曾沂
聶試圖把道與器之間的關
係，用繪畫的形式進行詮
釋。
曾沂聶認為人生有不同的
年齡階段，也有不同的認知
階段，還有不同的生活境
遇。接觸層面有所不同，不
同階段對道與器的認識和體
悟自是不同，這裏面有很多
話可說。老子說「道可道非
常道」，繪畫的圖式剛好可
以去提示或暗喻某些「道」
的智慧。
曾沂聶有一幅作品，畫的

是一本名為「誓不分離」的書籍
和四周緊貼的4個梨子。大概表
達器與道是互為依存，密不可分
的。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
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
作用。相反，唯心主義認為意識
先天就有，是意識先於物質、先
於實踐。曾沂聶的畫並不揭示這
兩者的關係，只是暗示觀眾去思
考。曾沂聶的其餘作品都以不同
形式給出這樣的暗示。作品的哲
理性是獨特的，也是油畫作品中
罕見的，這凸顯畫家獨特的內
涵。
順帶說一下，曾沂聶的超寫實

工夫也很是到位，但他並非以此
為作品的賣點，而只作為表現主
題的手段。一個有思想的藝術
家，不須炫耀技巧，我特別欣賞
他這一點。

近日聯合國教科
文 組 織 （UNES-
CO）專家建議把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及周圍的潟湖列入「瀕危世界
遺產名錄」，以喚起意大利政
府對保護水都的重視。UNES-
CO指出，威尼斯因氣候變化面
對水位上升，加上遊客過多兼
且過度發展，正面臨「不可逆
轉」的損害風險，批評意大利政
府保育不力。
2019年，威尼斯經歷百年來第
二大水災，全市80%地方被淹
沒，潮水一度高於水平面 1.87
米，意大利政府展開緊急搶救。
這次是該座歷史古城於3年內第
二度有機會落入黑名單，意
大利2021年於最後一刻採
取緊急補救措施，包括下令
禁止排水量超過2.5萬噸的
大型郵輪進入威尼斯中心區
域，才得以避過列入「瀕危
世界遺產名錄」的命運。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
這座歷史文化古城的人口
已在逐漸減少，由15萬回
落至今天只有5萬的居民，
試想像每日接待着來自世界
各地8萬人次的旅客（年訪
旅客3,000萬），能負荷得
了嗎？不平衡的發展，導
致名城埋下了危機重重。
遊客氾濫、大興土木，都
在加劇名城的疲憊傷痛，

每次的水位上升、水都下沉，彷
彿在嚎啕哭訴——「哭泣的威尼
斯」！
猶記得當年遊經威尼斯，船伕

一面划着Gondola（用於意大利
威尼斯運河的交通小划船）、一
面哼着意大利文歌，以自身威尼
斯人為榮，訴說着威尼斯的前世
今生，他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又
特意划到一條清幽僻靜的小河，
在一座古舊樸實的樓房前停下，
原來這正是世界知名的探險家和
商人馬可．波羅的出生地，想到
他當年歷盡艱辛，通過絲綢之
路，遠赴當時元大都的中國，為
日後東西文化交流帶來重大貢
獻，不禁對威尼斯人刮目相看！

記得當年為了訂座 Jacky
Yu（余健志）的私房菜「囍
宴」等了3個多月；又為了去
品嘗 Ricky Cheung （張錦

祥）的西餐，我去了浸會校園，見到他和大
學生們打成一片。最近兩位「鬼馬廚神」雙
劍合璧合作電視飲食節目《主題Cook》甚
受歡迎，取得該台的收視冠軍，可喜可賀。
節目已超過100集，到底靈感從何而來？

Jacky答道︰「因為我不做私房菜後，當了
品牌廚具的大中華代言人，去過200多個地
區作宣傳，不同地區烹調豬牛羊都有其獨特
的煮法，不覺吸收多了很多靈感。最難忘的
是到雲南，以為當地只愛菇菌，原來他們也
愛吃昆蟲，主人家當我上賓，端來脆炸的蠶
蛹和蚱蜢，只要見不到牠們的腳再動，我也會
禮貌地裝作好吃。」Ricky回應︰「我們的編
審要求極高，又好記性，他會指這餸菜我曾在
某地方煮過，不斷要求新鮮感，設計新菜式並
不容易……我就在日常逛街市超市時留人家對
話，記入腦中下次試煮。實在懂煮中餐對煮西
餐有幫助，因為西餐變化不大，但中菜1小時
的車程，已有兩個完全不同的面貌。」
兩位可有一次最有壓力的飯局？Jacky提

起了一位城中名人︰「他吃過我的私房菜，
立即邀請我到他的家中做菜，他對飲食非常
講究，又有影響力，賓
客也甚有名望的，他家
中有17位工人，1,000
多呎的廚房，我早早去
視查，菜單也經過多番
的溝通，結果賓主盡歡
好滿意。」Ricky想了
想說︰「我的壓力來自
飲食前輩，例如蔡瀾、
唯靈等，他們對飲食要
求極高，他們喜歡吃那
一款法國的鴨，有可能
他們已吃過無數大師傅
的手勢，我得打醒十二
分精神，不過只要前輩
說一聲，『好，下次煮

一樣的』，我就會非常開心！也有可能我和
唯靈叔的重口味相同，豬肉要肥，雞要連
皮，每次見面都好開心。」
兩位成名之後，可有什麼改變？Ricky自
覺自己沒有改變，「我由細到大都愛吃街邊
小食，但總會遇上一些朋友走過來贈兩句
『咦？祥仔乜你都食呢啲？』我開始留意以
免吃得太張揚。」Jacky興奮地說，「我之
前在廣告界20多年，生活沒有大變化，入
了飲食界就像開了一道大門，可以上電台、
電視。餐廳開業初期只有兩張半枱，後來最
高峰全港有5家，外地也有3家，這是始料
不及的。」
到底兩位名廚在家中的飲食習慣又如何？

Jacky喜歡家爺仔乸一起吃飯，「我要讓他們
試一些新菜式，例如當年還未流行口水雞，
我也會讓家人一試，我要認認真真煮好飯
菜，會早一兩天開始準備！」Ricky喜歡在家
中打邊爐，「一日三餐都不會厭，之後成個
煲放入雪櫃好方便，因為我放工後已過了買
餸時間，打開冰箱有什麼便吃什麼，我不用
靚湯去打邊爐，太過分，用靚湯底打邊爐，
再加點牛肉加點蝦，算點，不如直接飲靚
湯，其實清水已足夠。太太為何可以忍受我
天天打邊爐？可能是她的意思，我是被迫的
呀！哈哈哈。」

如果時間可以逆轉，兩位最想
回到哪個階段？他們異口同聲說
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
和諧，百花齊放，經濟就像火箭
一樣，如果全球經濟環境好，香
港飛彈得更快！當年酒店業花紅
多達三四個月，夜夜笙歌，半夜
的市面沒有兩三點也不會散
Band，一片繁榮……他們都希
望香港早日重現昔日「飲食天
堂」的光芒。
實在，兩位名廚Jacky由廣告

界到飲食圈、Ricky由西廚到中
廚，轉新跑道絕無難度，懂得轉
彎的人可以跑更遠，其實靈活的
香港人應該大有前途！

「鬼馬廚神」雙劍合璧
所有人上網時，只要進行過任何動作，
可能是到訪過某個網站、在社交媒體發帖
回帖或點讚，轉發網誌文章或視頻內容，
以至被媒體報道過或訪問過，都會留下紀

錄，稱為「數碼足跡」。
近年，由於互聯網日益普及，人手一機，上網非常方
便，加上網上內容，亦包羅萬有，因此不少人在購物消
費、選擇餐廳，以至決定度假旅遊地點前，都習慣瀏覽
一下網上資訊。而最多人利用的工具，相信就是搜尋引
擎了。
然而，搜尋引擎得出的結果，往往真假資訊混雜，如
果不辨真偽，就很容易被人誤導，信任了虛假訊息，甚
至將之轉發予其他朋友，變成傳播錯誤訊息的幫兇。因
為所有搜尋引擎，都只是基於人工智能的運算，再依次
展示搜尋結果。只要相關資訊吸引過很多人瀏覽及轉
發，在互聯網世界留下一定數量的「數碼足跡」，就很
易被不明就裏的人工智能，將其排列在搜尋結果中，甚
至放在頭幾位的顯眼位置。
「數碼足跡」其實也影響了危機管理。例如上星期，
以澳洲為總部的LAWASIA發表聲明，稱關注香港警方
通緝8名人士，並關注香港兩個律師會對被通緝者啟動
相關調查程序。LAWASIA本無中文譯名，但原來香港
律師會一直將之譯為「亞太法律協會」，因此不少傳媒
報道事件時，都將LAWASIA稱為「亞太法律協會」。
LAWASIA的名稱，本來就只有「亞洲」而無「亞太」
之意，因此將之譯成「亞太法律協會」，根本就是誤譯。
其實本港也另有「亞太法律協會」，早於2001年在香港
註冊成立；其幹事主要包括香港的律師及大律師，大部分
都曾接受過香港普通法、《基本法》及中國內地大陸法
系的培訓，屬於愛國愛港的香港法律界協會。
誤譯名稱事件，當然會為「亞太法律協會」產生公關
危機，但影響所及，如果日後有人想了解該會，在上網
搜尋其背景時，見到被混淆了身份的數碼足跡，因而誤
會該會並非愛國愛港組織，就非常無辜了。
要處理數碼足跡，並不容易。文公子建議協會應先要

求香港律師會更正誤譯，並公開發出聲明，昭告協會各
持分者與傳媒，一方面澄清以香港為總部的「亞太法律
協會」，與以澳洲為總部的LAWASIA，並非同一組
織；另一方面亦應譴責 LAWASIA 抹黑《香港國安
法》、攻擊行政長官，並公然替被特區政府通緝人士開
脫、干涉香港刑事檢控工作、破壞香港司法獨立之行
為，為協會製造正面的數碼足跡，方為上策。

數碼足跡不容忽視

香港《文匯報》
創刊於1948年，今
年是其75周年紀念

的大喜日子，1.5個世紀以來，香
港《文匯報》見證了新中國的誕
生和發展。
《文匯報》歷史悠久，同時見
證了香港由一個漁村蛻變成一個
國際大都會，這些年來，香港
受到了不同的衝擊，經濟大衰
退、沙士、疫情，近年不少紙媒
不敵電子傳媒衝擊，結束實體報
紙，《文匯報》堅守傳媒天職，
記載「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
歷程。
《文匯報》因應傳播技術更新
迭代，與時俱進，除實體《文匯
報》外，早已發展文匯網、文匯
App及文匯系列社交媒體，吸納
不同年齡層讀者。
他們目前出版發行共35個海外
版（逾200萬份），覆蓋全球五
大洲，維繫全球華人。早年在外
地念書，當時未有互聯網及社交
媒體，每天新鮮運到的《文匯

報》成為主要精神食糧，最快知
道香港發生的一切。
《文匯報》內容豐富，時事、

財經、政治新聞、香港+內地+台
灣+國際消息、教育、名家評
論、投資理財、娛樂、作家專
欄、體育、讀書、戲曲天地、副
刊、特刊等，排版簡潔，紙質
好，油墨印刷高質，拿報睇完手
指頭不會染黑。
榮幸地，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在

《文匯報》開始寫專欄取《紅查
館》，主力評論娛樂新聞，跟很
多藝人或娛樂機構拿料時，他們
都有問必答，如數家珍，因為他
們欣賞《文匯報》健康正氣，永
遠發放正能量。
香港回歸以來，《文匯報》忠

實傳遞中央訊息，報紙發行量穩
居香港傳媒第一方陣，並在北京
設分印點，每天直送至中央有關
機關和各省市區負責人，是中央
和香港最堅穩的橋樑，與特區政
府同路，愛國愛港，是香港一大
品牌。

香港《文匯報》香港品牌

我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總會受
到各種質疑的聲音：為何不要安穩，
非要選擇一條如此曲折的道路？人家

那些成功的創業，都需要有聰明無比的頭腦和充
裕的資金，要是創業這麼容易能夠成功的話，那
誰不會去做？身邊總是出現如此種種的抨擊，這
其實都是出自於一些總是限制自我的人。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也說明了一切皆有可
能，而我們也相對比較肯定的是，只要選定了一
個方向，再付出正確的努力，總也會獲得相應的
成就，那麼誰又能說，創業就是一種錯誤的道
路？當我們在猶豫不決時，或許別人已經正在通
往成功的象牙塔了，身邊有太多的人，一生都是
平平庸庸，並不是因為他不夠勤奮，也不是因為
運氣糟糕，人到了年老時，回望走過的一生，總
是常常嘆息：如果當初能多一些勇氣，如果當初

沒有那樣瞻前顧後，如果當初……但是人生並沒
有重來的機會。
曾經有位朋友也遇到過一次非常好的機遇，他

現在想來，如果當初可以勇敢挑戰這個機遇，有
八成的機會可以成功，但是這只是後話了，在當
時，他對自己的信心不足，總是想着：別人要花
那麼長時間才能修煉成功，現在才開始已是太晚
了，怎麼可能獲得成功呢？也想着，作為一個平
凡人，只要獲得一點小成功就可以，那些巨大的
輝煌都只是傳奇故事……於是一再猶豫，最終錯
過了機會。
或者也可以說，這也不一定是百分百能成功的

機會，因為誰也不能確定，但也想藉此分享告訴
給大家，有些時候我們之所以無法實現創新和突
破，並不是因為能力受限，而是因為缺乏走出去
的勇氣。人最怕一直停在原地，給自己的人生設

限，就像是畫地為牢，白白錯失了更多的可能
性。天地有無限大，夢想海闊天空，世俗中的看
法多種多樣，有時候別人的看法和意見，我們可
以參考，但是不應該成為束縛自己的理由。
還需要提出的是，很多人為自己設的限制，都

是受年齡的影響。我們現在很多人都處於焦慮之
中，看着時間年年月月地流走，總覺得自己已經
錯過了最佳的時光，但人生永遠沒有太晚的開
始。有無數的例子都是大器晚成，只要我們把年
齡這個數字看輕了，它便可有可無的，只要肯努
力敢去闖，什麼時候都為時未晚。
人生不設限，只要確定我們走的不是歪路不是

歧途，那麼我們就可以勇敢地去做。想要去實現
的目標就勇敢去追；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抓緊行
動，當敢於突破內心的自我，才有機會擁有與眾
不同的人生。

別給自己設限

尊重自然，更好地保護自然生態
印度著名的哲學家奧修在《生命的

真諦》一書中寫道：「每一樣東西都
依賴其他東西。當你看着一朵玫瑰花
的時候，你感到快樂——你的快樂是
玫瑰花創造的。現在科學家已經證
明，當你快樂的時候，玫瑰花也感到
快樂。它依賴着你，它等着你來。如

果你不來的話，它就像一個愛人似的感到難
過……如果你愛玫瑰花，它就會長的更快，它
就會開出更大的花來，因為有人在關心它，在
愛它，在看它；如果沒有人愛它，它就不會快
樂，也就不會開出這麼大的花朵。」這說明世
界上的動植物都是有靈性的，它們能跟人互
相感應，互相依存，和諧相處。
日本著名醫學博士江本勝還對水進行了專

門研究。他從1994年開始，就對水作了一系
列神奇的科學實驗。他通過對沒有污染的天
然水說不同的話，播放不同的音樂，貼不同
內容的標籤，發現水的分子結晶竟能出現各
種不同的圖案。比如在裝滿水的瓶子上貼上
「感恩」的標籤，水的結晶居然像個「心」
字；貼上「阿彌陀佛」4字的篆刻，水的結晶
呈現七彩色；貼上「愛」與「感謝」的標
籤，水結晶會呈現完整的六角形；貼上「宰
了你」的標籤，水結晶呈現出一個孩子被欺
負時的樣子……江本勝博士的實驗表明，水
能聽，水能看，水能知道生命的答案，具有
複製、記憶、感受和傳達人類信息的能力。
水的這種本能，正是大自然的一個縮影。
無數事實證明，大自然本身也是有生命、有
「思想」、通人性的。它也能感受人類的信
息，也能隨人的心性改變而改變。你尊重
它、愛護它，與之和諧相處，就能得到豐厚
的回報；反之，如果以征服者自居，與它為
敵，也必將受到它的無情報復。
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我國古人的核心理

念就是「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以和善、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萬物，善待
鳥、獸、草、木等。如《老子》主張「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類
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辦事，並把它當作自己的行
動準則。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
都是自然的產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
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
物；道家把自然規律看成是宇宙萬物和人類
世界的最高法則，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比人與
人的和諧還要崇高；佛家認為萬物都是「佛
性」不同的體現，眾生皆平等，萬物皆有靈，
萬物都有生存的權利……各家儘管各有主張，
但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個問題上，卻是完
全一致的。而作為回報，大自然則把美好、
乾淨的生態環境奉獻給人類。
我們祖先這種熱愛、尊敬大自然的優良傳

統，至今還在一些少數民族中較完整地保存
着。比較典型的是納西族。納西族人認為，
「人與自然是兄弟」，對大自然不可隨意冒
犯，否則將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在他們信
仰的東巴教中，把「署」當作大自然的化身，
認為「署」是大自然之神，司掌着山林河湖、
野生動物等，因此每年都舉行規模宏大的祭
「署」活動，這對納西族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生
活、生態道德觀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人與自然是兄弟」這種傳統思想支配
下，納西人不但把保護自然生態當成自覺遵
守的行為規範，民間還制定了一整套保護自
然生態的法規、禁律等，讓人們嚴加遵守，
以此來規範制約人們的行為。這些禁律包括
不能砍伐水源林，不能污染水源，不能砍伐
和放牧過度而使山上露出紅土，不能隨意砍
樹，不能毀壞別人的莊稼……違者將受到
「神」的懲罰。這些禁律雖帶有一定的宗教
迷信色彩，但卻具有積極的社會功能。它同
納西人傳統的崇尚大自然的道德觀念一脈相
承，客觀上對保護生態環境起了重要的促進

作用。這一切，都使納西人聚居的麗江地區
至今保留着世上少見的美好生態環境，向有
「東方威尼斯」之稱。
隨着人口的膨脹、工業的發展和人類活動
能力的增大，尤其在「征服自然」、「人定
勝天」等錯誤觀念的支配下，到了近代，人
類跟自然的關係迅速發生變化，原來跟自然
和諧相處的人類一躍而變成為大自然的征服
者、支配者，無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無限
制地掠奪自然資源，任意破壞森林，污染環
境……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招致大自然的無
情報復，帶來嚴重的生態災難。如地震、海
嘯、洪澇、乾旱、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頻頻發
生，危害愈來愈嚴重；氣候惡劣，物種銳
減，能源緊缺，耕地減少，使得地球愈來愈
不適於人類生存……以過去的一百年為例，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最快的一百年；同時也是
大自然遭到的破壞最嚴重、生態災難最多而
且危害最大的一百年。有人估算，如果靠掠
奪地球為代價的現代文明繼續發展，即使把
全球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美國1980年的水
平，也至少需要20個地球才能滿足人們的需
要；如果加上堆放垃圾和處理污染，那麼40
個地球也不夠。而上帝半個地球也不會再增
加，那麼應對這種文明的，只能是更加嚴重
的生態災難。顯然，這種以掠奪地球為前提
的現代文明的最終歸宿，只能是自我毀滅。
我們現代人是不幸的，因為我們正在飽嘗

大自然被破壞所帶來的苦果；我們現代人又
是有幸的，因為我們能從前人創造的正反兩
方面的經驗教訓中清醒地認識到應當如何同
大自然相處。這方面，一些先知們早就為我
們敲響了警鐘，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在其哲學論著《自然辯證法》中，
提出那跨越時代的理性洞見：「我們不要過分
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
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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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沂聶油畫《誓不分離》。
作者供圖

◆兩位名廚Jacky（左）與
Ricky（右）希望香港早日重
現昔日「飲食天堂」的光
芒。 作者供圖

◆世界知名的探險家和商人馬可．
波羅在威尼斯的出生地。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