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著名畫家蕭暉榮個人中國畫展6月28日在北京全國政協
禮堂開幕，展覽展出了30餘幅國畫精品。蕭暉榮表示，是次畫
展是獻給中共建黨90周年和香港回歸14周年的一份賀禮。全國
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
正，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全國政協書畫室主任張思卿，全國人
大原常委、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林麗韞等出席了開幕式。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特致函祝賀，稱讚蕭暉榮不僅是一位熱愛

中國文化、藝術成就卓著的畫家，還是一位熱心推動香港與內
地文化交流的社會活動家。蕭暉榮則表示：「這次展覽是我獻
給共產黨90周年的一份禮物，以《日出東方》為例，中間的紅

色太陽象徵 共產黨蓬勃向上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56個民族和諧相處的美好生活。」
蕭暉榮1946年出生於華僑家庭，是當代著名國畫家、雕

塑家，定居香港。近年來，他先後在內地、香港、台灣、
日本、韓國等地舉辦了近30次藝術展。
據介紹，為期6天的《日出東方——蕭暉榮中國畫展》，

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文化部藝術
司、中聯辦宣文部、國家畫院聯合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協辦，中國藝苑研究學會承辦，並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書畫室作為支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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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稱讚一個人多才多藝，或許仍會說他
「琴棋書畫樣樣皆通」，可是不少人卻搞不清當中的
琴和棋指的是什麼！這裡說的琴，應該都知道是
張有絃的彈撥樂器，但直接想到的多是古箏，甚
少知道是七根絃的古琴；至於棋，總以為是象棋
或各式各樣的棋，而不知單指圍棋；唯有書、畫
一般都知道是書法和繪畫。琴、棋、書、畫各有
悠久的歷史，動輒數千年，而四者被放在一起，
最早見於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唐玄宗朝何延
之〈蘭亭記〉：「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
其妙。」何氏讚賞辯才這位僧人在學問和文藝方
面特別出色，文就是寫文章，而琴棋書畫大概是
屬於藝，古人後來將四者歸入「藝」的範疇，合
稱為「四藝」。
「四藝」的說法始於何時，或已不能確考，就

今天所見之記載，最早提及的算是明末清初李漁
的《閒情偶寄》，其中「聲容部」云：「以閨秀自
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李漁
不但論盡女性的外在美，還強調了內在的修養。
他否定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認為「才」
與「德」並無牴觸。四藝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修
身理性之具，明清時代更推及大家庭中的閨秀。
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作旁證，書中賈府四
「春」(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丫鬟名字，都是
按照主人所擅長的琴棋書畫來取的。元春在八十
回中只在寧親一幕出現過，雖沒有提及她喜歡彈
琴，卻知其婢女名「抱琴」，估計她應該是擅長彈
琴或喜愛彈琴的。至於迎春，醉心弈棋，從她誤
嫁孫紹祖後，寶玉到紫菱洲徘徊信口吟成的一闕
歌詞可知，其中兩句云：「不聞永晝敲棋聲，燕

泥點點污棋枰」，所以她的侍婢就
取名曰「司棋」。探春精於書法，
自號「蕉下客」，典出唐代書法家
懷素取蕉葉練字的故事，第二十三
回提到元春命探春依次抄錄眾人在
大觀園的題詠，自然是她的書法高
於他人的緣故，曹氏便給她的兩個
丫頭取名為「侍書」和「翠墨」。
惜春擅畫，書中多處描述她繪畫大
觀園的情景，她的丫鬟也就取了
「入畫」這名字。

琴棋書畫雖為「藝」，但由於深
受文人士大夫的喜愛，一直被視為
修養身心之器，古人常言的「棋
品」、「畫品」、「書品」、「琴如
其人」、「書如其人」、「書，心畫
也」、「琴為心聲」等，都強調了
人與四者之相融合一。因此，他們
不單以「藝」目之，還將之提升到
精神哲理層面上的「道」，即所謂
的「琴道」、「棋道」、「書道」、
「畫道」，說明了四藝並非僅流於藝
的層面，而都是追求更高的「道」。這裡所謂的
「道」就是其精神之核心，是人們透過參與這四種
活動而達至的一種精神境界，並藉此完善個人的
修為、人格。因此，四者合稱，其道必定不相
悖，假如發現四者之間出現了相違背的地方，那
是由於人為之使然，導致最根本精神的喪失或改
變。例如不少人都認為四藝中，棋專言勝負，鬥
爭的意念太強，有違品性修養。其實，在古人的
觀念中，下棋可訓練思維，並以追求思維奧妙的
境界、修養身心為終極的。只有遇到實力相當的
對手，互相促進，才能共同營造出更高更妙的意
境，到了這時候，輸贏已不重要。
很大程度上，四藝具有類近的精神追求和體

現。明末徐上瀛《溪山琴況》中廿四況的首四況
─和、靜、清、遠，似乎放諸另外三者亦準。
「和」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意味 人與宇宙萬物的
和諧統一。鼓琴時，講的是人與琴之和、指與絃
之和、絃與絃之和、音與意之和；同樣，下棋
時，棋子黑白陰陽之和、佈局之和、棋手之和，
是營造出奧妙思維境地的要素；寫字繪畫， 重
筆墨之和、線條之和、整體佈局之和。而在操作
的過程中，四藝都展示出一種虛實、輕重、緩
急、剛柔、疏密等二重性的和諧統一，而當中所
強調的也就是一個「和」字。
「靜」，主要指人之靜，是從內而外的一種狀

態，從精神到形貌，《樂記》說：「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於琴上而言，更及器、曲、環境
等。明代汪廷訥《坐隱弈譜．自敘》說：「託弈
為坐隱者，不過陶汰俗念，溫養性靈，為止靜之
工夫，藏機煉神之活法也。」 白居易〈池上二絕〉

其一：「山僧對棋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
見，時聞下子聲。」頗有王維〈竹里館〉的況
味。人靜，則心無雜念，方能全神貫注，思慮周
到，即如書法繪畫之運筆，一氣呵成，自然就氣
貫其中。
「清」者，是雅正之本源，包括了人之清、思

想之清、品格之清、器具之清等。清與靜又不可
分割。心思若不靜，則手不靜。對操縵者而言，
手不靜，則琴音必混雜不清；至於揮墨運筆者，
畫面則凌亂而不潔；對弈者，思緒不清，則舉棋
不定，難成佳局。清代施定庵《弈理指歸續編．
題辭九首》其一有歌云：「弗思而應誠多敗，信
手頻揮更鮮謀。不向靜中參妙理，縱然穎悟也虛
浮。」也就是這個道理了。
「遠」者，在四藝中，是指超越形貌、技藝，

是心與神所嚮往的一個高遠國度，亦即指立意之
遠、意境之遠、境界之遠，是弦外之音、言外之
意、象外之意。而遠又與清息息相關，嵇康〈琴
賦〉說：「體清心遠」，漢劉安《淮南子》亦有
云：「非寧靜無以致遠」，意謂人若靜若清則可臻
於遠。四藝所求的就是沒有窮盡的高遠意趣和玄
思。
琴棋書畫，對今天的讀書人來講，已非必學之

藝。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周作人就曾以聽不懂
古琴而覺得 「慚愧」、「抱歉」和「不大名譽」，
相信今天我們大概再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了。棋已
被列入體育競賽範疇，而書、畫、琴在大專大學
都設有專門的課程，這種種的變化，到底說明了
什麼問題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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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為群

漫談琴棋書畫

有118名內地和香港著名演員參演的《建
黨偉業》，果然是一部大製作，陣容龐大，
歷史場面千軍萬馬，震撼人心。周潤發飾演
的袁世凱、劉德華飾演的蔡鍔、梁家輝飾演
的教育總長范源濂、任達華飾演的實業救國
政治家張謇、張家輝飾演的梁啟超，吳彥祖
飾演的胡適，維肖維妙，他們都反映了清末
到民初中國出現的各種思潮和代表人物的傾
向，反映了當時各種民主的追求，反映了各
個政黨的誕生背景，反映了中國歷史的大轉
折的關鍵因素，這是進行國情教育的最佳中
國近代史教科書。
在民國初年，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志

士仁人，都提出了各種救國的方案，希望挽
救積弱百年、民不聊生、軍閥混戰的舊中
國。當時正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結
束期，歐洲、美國、日本列強在巴黎舉行和
會，居然合謀宰割了做為戰勝國的中國的領
土山東省，賣國的北洋政府曾經簽署了喪權
辱國的二十一條條約，山東省又在日本侵略
控制之中，中國希望收回自己的主權。1918
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率
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在此之
前，全國上下充溢 「公理戰勝強權」的樂
觀。但結果也令人驚訝，公理非但沒有戰
勝，但是，長期擔任外交總長的陸征祥清
楚，外交舞台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
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曾親手簽下「二十
一條」的陸征祥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
勝強權」。4月22日，陸征祥、顧維鈞應邀到
美國總統威爾遜下榻處開會。威爾遜宣稱，
中日兩國已有成約，是中國自己把問題搞複
雜了，而日本與英法就山東問題早有協議，
不能違背。美國維護了強權，出賣了中國。
全國情緒激昂，中國爆發了爭取民主的五四
運動。
在這個混沌的時期，中國有很多發展方向

和可能，不同政治派別的人紛紛亮相舞台，
有主張全盤西化的，有主張學習英國內閣制

度的，有主張日本的君主立憲制的，有主張
學習美國的總統制的，也有主張學習俄羅斯
的革命道路的。《建黨偉業》就是通過當時
的主要政治人物的主張的交鋒和衝突，說明
了許多道路都走不通，帝國主義從來不希望
中國有主權，有民主革新，最後中國人民不
得不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當時，民主革新的訴求，響遍了神州大

地，為什麼中國沒有走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
的道路？原來，當時的美國、英國法國、日
本，只要支持一下中國收回主權的合情合理
要求，中國就有可能向 這個方向發展。但
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就站在侵略者日本的一
方，扶植日本，其戰略目標是牽制發生了十
月革命的俄羅斯，迫使中國喪權辱國，失去
了神聖的領土，讓日本霸佔了山東。西方的
民主老師們，從來就沒有站在中國的一面，
從來沒有關注過中國人民的權利和民族尊
嚴。最後，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這部電影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孫中山的辛亥

革命成功之後，依附 滿清王朝的北洋軍閥
勢力兩次篡奪了共和的果實，共和國裡面居
然出現了兩次復辟，出現了兩個皇帝，中國
陷入了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的慘況，正是
在這樣的特定歷史環境之下，李大釗、陳獨
秀、毛澤東等人參加了建設共產黨的大業，
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航向，使貧窮落後的中
國，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經濟崛起
的大國。
親近西方的人，一次又一次向西方取經，

追求強國之路。可惜，特別是親美的人，一
次又一次遭到了無情的打擊，遭到了絕望的
挫折，近代美國又在釣魚台的歸屬、南海諸
島的主權問題上，宰割了中國的主權和領
土，親美者從中可思考，為甚麼這個老師永
遠欺負中國這個學生，永遠想中國積弱下
去？所謂「普世價值」究竟去了哪裡？回顧
這一段中國歷史轉折關頭的重大事件，對於
了解今天的國情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文：范　舉 ■文： 鈴　蘭

讀梁文道的《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

蕭暉榮北京開個展

春日如水。寂寞如草。
誰的名字可以做刀？刀鋒要快過花開，快過天黑，快過惦念。
這是一個人過日子的女人常常自修的一個命題。就如練瑜伽。
就算年方三十而獨立的女人真的夠膽相信自己正是一席盛宴，到

了三十二、三、四歲時，也不能無視鏡子裡桌面上身法凌亂的杯杯
盞盞。說不難過是假，誰不知道青春是個好東西呢。說蒼涼倒也沒
到那份，只要動動腦子、挖地三尺或三米，總能找到一個把自己哄
得不知天高地厚的理由。比如，不用提防別的女人是不是惦記 自
己家的男人，或者自己家的男人有沒有惦記別的女人；不用費心別
人的老婆怎麼可以一直那麼妖那麼美，或者自己的老公怎麼好意思
愈來愈像自己的弟弟。雖說很明白身陷上述水深火熱的太太只是個
案，這些酸葡萄牌妄想也不能影響個人發展的歷史進程，但起碼可
以讓心裡的不甘打上一個寬慰的小盹，讓本打算鋪排在鬧市的嚎啕
痛哭改尺寸為一隅飲泣，讓臭美依舊抬頭挺胸收腹地臭美。
據某先生說有點慧根的女人是絕佳的紅顏知己，但不太適合發展

成糟糠之妻，言下之意是有點想法的女人活該是單飛在風裡，而做
成了內人的女人都是腦殼裡沒有內存的。他一定不會知道為人妻者
對他的謬論抱之以怎樣不屑一顧的哼哼冷笑。誰比誰更傻，還真不
好說 。誰會將一個能把聰明男人嫁為己有並讓他對自己不離不棄
不設防的女人當作笨婆，那他一定智障。若真有某太太是低能的，
那麼娶她的某先生不是更傻就是居心叵測。天底下有傻的女人，那
就是視愛情為呼吸，為愛情視一切名利為糞土視四面楚歌為煉鋼
鐵，為愛情甘願脖子斷了送上腰、腰斷了送上腳，卻又偏偏遇人不
淑的女人。《水滸傳》中有句話，一腔熱血要賣與識貨的主。若一
腔熱血先被當作狗血後又被賤賣，她還幫 討價還價幫 數錢，還
悲壯地表白愛是付出是成全是不求承諾，還左等右等生生把絲綢般
的好年華等成了粗麻布，她不被當作豬腦殼也會令人神共憤。幸好
這麼傻又這麼好的極品女人越來越少了，那些唾棄的唾沫和同情的
淚水可以節省下來派別的更有意義的用處了。
單身女人最好自備些缺陷，作防身用。如果女人不巧單身，又不

巧成熟而自立，更不巧地又不夠醜不夠冷，那就有點缺乏同情心有
點過分了。再如果她不但不醜不冷，而且居然貌若天仙嫵媚迷人，
那簡直就是喪盡天良罪不可恕。且聽某太太語錄，鬼才相信她不明
白把自己弄成那樣會成為一些事業有成多情有餘的有家男人的毒
藥，會讓那些男人背後的女人不自信不快樂。她根本就是故意的有
預謀的，不然她為甚麼不早點把自己嫁掉和大家共同黃臉共同不招
人喜歡？自家男人是有點花，可花的人又不是只有他一個，如果她
不出現或把自己搞得噁心一點，不就沒事了嗎？！還說莫非孤獨
又美麗 是一種罪？難道還是巨大貢獻不成？！笑話！真是笑話，
不過是不一樣的笑罷了。
愛的人可以不一定要，不愛的人堅決不要。單身女子汪平如是

說。這樣山青水綠的話，可以洗心，可以裝裱起來，掛滿整個春
天，讓花朵領 芬芳來聆聽，讓月光提 燈盞來朗讀。
單身女人並不是沒有愛情，而是她的愛情是單數。一個人的愛情

有點孤單。一個人的愛情永不磨損。一個人的愛情有悲劇的美。一
個人的愛情是深藏的翡翠。一個人的愛情是一種主義。適合旁觀欣
賞，不宜輕言加入。

如同春日裡的過客，單身女人只是起身離開了婚姻的花樹，也
許她只是走開一小會兒 ，也許會很久。大可不必為她揮霍唏噓同
情，更犯不上向她浪擲側目，如果她能受用，又怎會有當初。不如
尊重。油菜開花，芥菜抽芯。春天啊春天啊！還有甚麼比春天更好
的呢。

■陸　蘇

春日裡的過客

近年，訪談類書籍開始悄悄興起，我讀過的就有三本之多，
如：楊瀾的《一問一世界》、李魚平的《愛，聽十人談》，以及香
港媒體人梁文道的《訪問》（簡體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5月）。之所以喜歡這類書籍，是因為這些書的內容是以
對話的形式，內容真實自然、現場感強，且條理分明，讀來，
如臨其境，更易引起心靈的共鳴。
在《訪問》中，梁文道共計收錄了15位有思想的書人的對

話，他們分別是：董橋、趙廣超、王貽興、詹宏志、陳智德、
榮念曾、鄒頌華、吳俊雄、十年砍柴、哈金、舒國治、陳雲、
黎智英、梁家權和長平，讀罷，受益非淺。
董橋是當代華文世界裡一流的文章大家，終日與書為伍，但

他卻說 「沒有最喜歡的書」。因為在他的眼裡，好書與漂亮女
人一樣，距離遠一點看是美的，會讓人產生靠近的衝動。太近
了，就會看到這樣那樣的缺點。言外之意是說，所謂的好書，
只是好在某個方面，比如某個段落、結構或行文風格等，不可
能從頭到尾都是完美的。所以，董橋從不為別人推薦好書。
董橋還喜歡看原版英文書，他認為翻譯作品或多或少失去了

原來的味道。他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作家最需要的是進入他人
的世界。在倫敦生活時，他曾發奮讀過十幾位經典作家的作
品，其中最喜歡的當數毛姆，這位善於講故事的作家，給了董
橋許多啟發。讀書著文對董橋來講，不但是致力於追求的一種
事業，還是他生命中最享受的一種鍛煉。
在談到香港與內地作家時，他對香港作家感到遺憾，因為生

活在懂英文在環境中，卻極少有人去讀英文書、學習和借鑒原
汁原味的西方文化的精華。而對大陸作家，他提出：「一個作
家跟一個人一樣，你必須坦蕩，你必須沒有任何居心。」
趙廣超是我非常佩服的「作」家，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書

體，叫「作書」。傳統書籍總是把「寫作和圖版設計分開，不
是先寫好內容再用圖像裝飾解說，就是以圖為主再加上文字點
綴。」而趙廣超卻是用圖畫與文字表達思想的人，他說，內地
許多書內容很好，但卻極少有人問津，因為喜歡讀這類書的多
是上了年紀的人，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致。他希望可以把這些好
書的讀者群的年齡再推前一些，因為假如25-30歲的讀者對這
些書感興趣，還有時間和精力將其發揮、鑽研。
「作」書的過程是非常繁瑣的，越廣超必須將許多圖畫掃進

電腦，再一筆一畫勾勒出原圖的輪廓和結構，經放大、縮小、
變形⋯⋯使之深入淺出，別有趣味。他的作品暢銷兩岸三地，
北京故宮看了他精彩絕倫的《大紫禁城》之後，決定找他這個
香港人製作最新的官方導遊手冊，這不能不讓人慨歎，對他油
然生出些許敬意。
在對榮念曾訪談錄下面，有一個副標題：還有很多事情要

想，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難看出，這位香港的「文化教父」
有多麼忙碌。榮念曾從小喜歡畫畫，國畫、西洋畫都有涉獵，
他的漫畫啟發了許多文化人的思維方式，他喜歡慢讀，給外人
的印象是凡事都會冷靜思考。他「喜歡觀察別人說話的方式，
總覺得許多人的發言空有姿態沒有內容，就像漫畫吐出的一圈
圈空白雲語。」語言風趣幽默，充滿睿智。
讀書與交友有許多相似之處。好書可開啟人的心智，浸潤人

的心靈，使人神清氣爽。益友亦是如此，他身上一定有許多過
人之處，影響到你的人生觀、價值觀。讀《訪問》，彷彿與眾
多有品味的文化人對話，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這些精英文
化人的思想、意念、經歷、智慧使人耳目一新。

（《訪問》，梁文道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

「建黨偉業」
是歷史的教科書

■ 唐琴九霄環佩 來源：《故宮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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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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