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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不摜蛋 等於白吃飯
金髮碧眼的小姐
姐坐在我對面打出
三帶二，今天打的
是摜蛋國際局，來
自摩洛哥的她，用
了不到四年，普通
話到基本溝通沒問
題，竟然也開始學
打摜蛋，既本地化
又國際化，確實是
讓我們比賽的朋友
另眼相看，我看着
她這麼接地氣，感覺挺魔幻的。
上期提到打摜蛋最近大火，有些朋友也想
我寫一下摜蛋的遊戲規則和小白入門注意要
點，那這期就接着寫，也引述一下摜蛋文化
的氣度。
作為撲克牌類智力運動，首先得了解，摜
蛋一局是用兩副撲克牌，A到K四種花色加
大小王，共54張，兩副就是108張。4個人
打，其中2個人一組，所以是2對2，坐對面
的是隊友。遊戲勝利的標準是爭取頭游，即
第一個人把牌全打出去，同時因為是2對2
團隊戰，所以也要顧及隊友。開局按自己手
上的牌決定是爭取頭游或是輔助隊友頭游，
當牌很強自己爭取頭游或牌很弱輔助隊友頭
游不難決定，但一般情況都是牌不強不弱，
那究竟怎麼辦？還有除了爭取頭游，能不能
保二游，最差也保着不要弄成末游等。這裏
面就大有動態「定位」，先天條件和後天運
籌的學問了。大家洗牌抓牌後，開局每人手
上就有27張牌。有些朋友，尤其是小女生手
比較小，單手一把拿着27張牌確認是拿不
穩，所以有些人也習慣分兩層拿着，但這樣
很容易暴露牌型。
比賽是按小隊計分制，就如雙人乒乓球或

羽毛球一樣，按2人
一對計分，一局局打
然後積累總分數。一
局如果和隊友，頭游
二游，小隊總分加3
分（升3級）；如果
是頭游三游，小隊總
分 加 2 分 （ 升 2
級）；如果是頭游末
游，小隊總分加1分
（升1級），遊戲開
始由2開始打，升幾

級就打幾，舉例，如第一局小隊頭游二游，
升3級就是打5，接下來這局5就是主牌，論
單牌小於大小王但大於尖，當中紅桃5是百
搭牌（又叫混子、逢人配）。
簡單也解釋一下牌型和遊戲規則，關於牌型

有以下幾種：炸彈、四張及其以上同數值牌，
都叫炸彈。其中包括由混子組合而成的炸彈。
還有一些技術名詞，頭游，二游，三

游，末游，進貢，還貢，抗貢，接風等，
在這就不一一細說了，其實以上都是術的
層面，大家玩一會就會自然弄明白。摜
蛋，遠遠不只技術那麼簡單，知道怎麼打
和打得好不好，是兩回事，以打牌之道，
打出人生感悟，再借鑑應用在生活工作，
才是關鍵所在。
在道的層面，得打出傲視萬物的氣度：萬
里長江橫渡，勝似閒庭信步。丈夫何事足縈
懷，要將宇宙看稊米。打出從容淡定：暮色
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打出戰士氣
概：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
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吾深深認為：打摜
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
播大使梁家僖

◆首屆「留學報國盃」摜蛋聯誼賽

香港文匯報訊由雅安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四川師範
大學出版社主辦的「羅大佺文學作品研討會」日前在雅
安舉行，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伍立楊，中
共雅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主席楊術兵出席會議
並作講話，學院黨委委員、宣傳統戰部部長黨支部書
記、院長郭英才等來自成都、雅安的文藝評論家、作家
共30逾人參加了會議。著名作家陳建功、賈平凹、周
大新、梁鴻鷹、李朝全、羅偉章、劉江濱發信祝賀。
羅大佺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林業生態作家協

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螢火蟲之約》、散文集
《童年的酸鼻子樹》、《一個人的故鄉》等。散文集
《故土難離》即將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的
多篇作品曾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國家林業局
首屆梁希林業文學藝術獎」等，並被語文出版社選入
中小學語文課本義務教育教科書，他也被《作文指導
報》等譽為「中考熱點作家」。
研討會上，羅大佺介紹了自己從一個山村放牛娃到

鄉土作家的奮鬥歷程，並暢談了自己的創作體會和創
作理念。隨後，與會人士圍繞他的長篇小說《螢火蟲
之約》、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樹》、《一個人的故
鄉》等作品展開了熱烈討論。伍立楊認為，羅大佺從
一個鄉村放牛娃成長為一位知名作家，豐富的人生經
歷和不懈的刻苦努力，奠定了他的文字基礎和文學成
績，他的作品有溫度、有厚度、也有高度。
青年評論家徐良表示，羅大佺筆下的童年生活和故

土風情充滿陽光和溫暖。「他的文字最大的特徵，就
是善於透過生活的本質，用清新的筆觸，輕描淡寫地
剝去生活艱辛的外衣，然後抓住生活中最質樸和最寶
貴的民族優良傳統和積極樂觀主義精神加以弘揚。」
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鄧添天稱，羅大佺

以手中的筆訴說心中之音，表達了對國家鄉村振興戰
略前景魅力的展望。「他的作品目光犀利、睿智前
瞻、腳踏實地、滿含感情地探索實踐着時代的話題，
既扣問當下社會的一些問題弊端，又用美的手段抒發
引領社會風尚。」

四川農業大學中文系主任匡存玖則從「歷史敘事：
鄉村社會轉型下的農村生存狀況」、「精神圖繪：傳
遞扎根基層服務鄉村振興的責任擔當」、「辯證書
寫：蘊含於矛盾和隱喻中的藝術張力」這三個方面深
度剖析了《螢火蟲之約》的藝術成就。他認為，羅大
佺以一種歷史主義的視角透視了近40年來川西南社
會轉型中出現的「鄉村焦慮」，將敘事置於中國社會
發生深刻轉型變化的20世紀九十年代，將空間置於
川西南的偏僻山村，帶給讀者特殊的歷史與社會的時
空記憶；小說以班主任和留守兒童的教育互動作為故
事主線，抽絲剝繭般地展示了農村青壯勞力外出打工
後，鄉村出現「空心化」帶來的留守兒童教育、空巢
老人照顧、土地荒蕪等問題，並歌頌了一批批願意扎
根基層、服務鄉村教育與發展振興的優秀先進人物。
「小說既充滿了辛酸與欣慰，眼淚與歡笑，絕望與希
望，寒冷與溫暖，也充滿了愛和人性的力量；小說寫
出了鄉村對美好、希望和幸福的追尋，是一部有深
度、有溫度的歷史敘事小說。」
作家陸楊、楊宓從羅大佺作品的一貫性、質樸性、

當下性、寓意性、通俗性給予了充分肯定。評論家杜
光霞、山鷹則認為，《螢火蟲之約》體現了作家對現
實問題的敏銳與觀察，故事架構完整；但在對人物的
心理描寫和敘事細節上缺少了進一步深入，建議進一
步修訂豐滿，增加厚重。

文學作品《螢火蟲之約》
體現作家對現實的敏銳觀察

文人合作畫，帶有東方文化中文人雅士的

遊戲特質，不僅創作者們要有着不相上下的

藝術功力，也講求創意的配合和對全局的兼

顧，若落筆相宜，便能呈現錯落有致、虛實

相交、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品。饒宗頤文化館

藝術館正舉辦「嶺海風韻：饒宗頤與嶺南四

君子合作畫」展覽，展出的36幅畫作，正

是由饒公與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及楊善

深四人合作的繪畫。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趙少昂、饒宗頤
《葫蘆紅蜂》
（1987）

◆關山月、饒宗頤
《梅石》
（1987）

◆黎雄才、饒宗頤
《細雨魚兒出》

（1994）

◆楊善深、饒宗頤
《坡石蘭竹》
（1998）

◆「嶺海風韻：饒宗頤與嶺南四君子合作畫」展覽現場

◆左至右：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博士，饒學研究基
金永遠行政董事鄧偉雄博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
潤雄先生GBS、JP，一濤居主人孫少文博士BBS、
JP，饒宗頤文化館管理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授GBS、
JP，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

筆墨間的文人交遊筆墨間的文人交遊
饒 宗 頤 與 嶺 南 四 君 子 合 作 畫

1983年至2001年間，饒公將自己完成的作品交予四位嶺南大師，請他們自行根
據他的畫作補筆。展覽中每幅渾然天成的畫作，都
標誌着饒公與四位大師之間的友誼，也反映着饒公
不為門戶所限，開放交流的廣闊胸襟。適逢饒館年
初獲孫少文基金會捐助開展半年翻新工程後的首個
新設展覽，饒宗頣文化館管委會主席李焯芬表示，
饒館將繼續長期展出更多饒宗頤作品，並由一新美
術館提供策展支援，為文化館賦予歷史、藝術及教
育等深層意義，共同提升大家對中國文化及藝術的
認知和欣賞能力。

默契配合蘊藏大師智慧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介紹，文人合作畫自明代
開始流行，但保存下來的不多：「合作畫通常分為
兩種形式，最常見的是一人畫畫，另一人題詩，作
品是繪畫和文學的結合；另一種是畫面中的不同部
分，比如樹是一個人畫，旁邊的石又是另一人畫，
這叫補筆。饒公與四位嶺南大師的作品，就是後
者。」他也表示，要令所寫所畫天衣無縫地融合，
即興的補筆考驗正是畫家的配合，若二人之間有一
方功力有參差，就配合不好。
趙少昂與饒宗頤合作的《蘆葦蜻蜓》中，饒宗頤
畫下塘中斜生的蘆葦，趙少昂的補筆，就是水面低
飛的一隻蜻蜓。兩人的藝術風格完全不同，從趙少
昂的蜻蜓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嶺南派風格，饒
宗頤則師古人之風，然而他們所畫卻融合得很好，
沒有衝突之處，可見二人功力相當。

「趙少昂只補很少的東西，饒畫葦草，趙就加蜻
蜓，整幅畫一下子由靜態變為了動態，有了生命
力。」楊春棠說。又如在二人所作《荷花游魚》
中，饒畫荷花，趙便補上游魚，寥寥數筆，盡顯盎
然生機。楊春棠評價：「在補筆時，趙少昂收斂起
嶺南派的豪放揮灑，筆觸變得細膩微小，體現了中
華文化中的『主客分明』，補筆的人不會喧賓奪
主，只會用一些細小的元素來帶出氛圍，這也是藝
術大師的智慧之處。」

體現東方藝術和諧之美

楊春棠提及，這批饒宗頤與嶺南四君子合作畫藏品
共有68幅，今次先展出36幅，之後還會更換展品。
「其中最多的是趙少昂與饒公的合作畫，因為趙少昂
住在香港，與饒公常常碰面，而關山月、黎雄才住在
廣州，楊善深雖在港但比較遲才與饒公開始合作。四
位嶺南大師各有他們的特點，趙少昂擅長畫昆蟲花
卉，楊善深繪畫的題材最廣泛，人物花鳥均有涉獵，

關山月擅長畫梅花，黎雄才則擅山水、松樹。而饒公
是萬能的，他的過人之處便是書法，而且他才思敏
捷，經常會想到一些詩句題在畫作之側。」
據饒學研究基金永遠行政董事鄧偉雄博士記述，
趙少昂與饒宗頤為多年好友，某次相聚，趙少昂忽
然說起「我倆應合作一些畫，以作我等交遊之紀
念」，從此之後每逢兩位相聚時，就會乘興揮毫，
有時他也會為兩人傳送作品，讓另一人補筆，因此
才積累了這麼多幅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嶺南
四君子就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大型
合作展覽，關山月、黎雄才來港，與饒宗頤結識，
後來到九十年代，廣東畫院為饒宗頤舉辦書畫展，
他有了更多機會與關、黎二人見面，於是與他們一
同創作。這些合作畫，不僅記錄了嶺南大師們與饒
宗頤之間的友誼，也是嶺南藝壇之奇珍。

◆來自成都、雅安的文藝評論家、作家30多人參加了
羅大佺文學作品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