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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10月4日是世界動物日（World
Animal Day），當天筆者認識了戴夫．索莫尼

（Dave Salmoni），他不但是著名的馴獸師及動
物行為專家，也是電視主持人及製作人，還擁
有自己的製作公司，他來港是為了宣傳即將在
Discovery頻道播出的《野性邊緣》（World's
Deadliest Towns）。一連三集的《野性邊緣》，
索莫尼會帶大家進入偏遠的印度及非洲村落，
看人類與動物的生死搏鬥－－兇殘大象、殺人
河馬及吃人老虎全面宣戰，準備掠奪人類的土
地及糧食，有時甚至把人類當成大餐。索莫尼藉此希望我們知道為甚麼
這些動物會向人類宣戰，從而令我們明白人和動物之間密不可分的關
係。

問：你父母對你的工作有沒有意見？

答：我母親是花式溜冰教練，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我在Laurentian
University讀動物學，畢業論文的題目以探索加拿大黑熊的冬眠活動
為主，雖然在大學時拿到野生動物化學保定執照，但父母對我現在
的工作，即是在非洲、印度等地方近距離接觸野生動物，仍是覺得
太危險了，但他們也很明白我，因為這是我的本性。
我在安大略薩尼亞出生長大，成長環境圍繞 野生動物，記得7歲時
我已獨自到野外探險，可說是在年輕時已找到心之所向。因此我大
學修讀動物學，曾在多倫多附近的Bowmanville Zoological Park當馴獸
師學徒，專攻大型貓科動物訓練。一直以來，雖然父母擔心我的工
作，但亦很支持我。幸好其他兄弟姊妹跟父母住得近，讓父母很放
心。

問：這麼多年以動物為工作「對象」，你有何感覺？

答：對於野生動物，經驗告訴我，牠們只可以訓練，
不能被馴服，我在Bowmanville Zoological Park當學
徒時就遇到第一次襲擊。我和重500多磅的成年非
洲獅Bongo朝夕相處，那時已「相識」了幾個月
了，以為大家很「老友」，但在訓練期間牠突然撲
向我使用的訓練毯，我克服了這次被「攻擊」的
陰影，之後繼續訓練牠，也學懂了一件事：最安
全的大貓同時也是最危險，馴獸師永遠都不能掉以輕心。

問：有沒有甚麼難忘的事件？

答：我之前曾製作、主持動物星球及Discovery頻道的節目，如《Rogue
Nature》、《Predator vs. Prey》、《深入獅穴》、《After the Attack》
等。很多人都問我有沒有甚麼難忘的經驗，我就答時時刻刻都會發
生意想不到的事，所以每一件事都很難忘。
以這次《野性邊緣》為例，在我們的認知中，會以為大象是非常溫
和的動物，但在印度西孟加拉的小村落裡，人們的入侵令天生是草
食性的大象攻擊及踐踏人，甚至開始吃人肉，這令我很意外。
另外，在尚比亞尚比西河，有一隻河馬殺光一家九口，當地村民深
信這是巫毒造成的，因此我參加了河馬的驅魔儀式，並找出動物攻
擊人的原因。
在印度Sunderbans，皇家孟加拉虎每天都殺人，令當地一個農村陷入
人與食人動物的衝突危機中，我親身調查最近的案例，揭發了老虎
殺人的原因，也提供了解決的方法。

問：你認為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是怎樣？

答：平時大家都知道要愛護動物，但這次拍攝令我親身體會到在實際環
境中人和野生動物的關係。大象、河馬、老虎等本身是野生動物，
但牠們為甚麼會入侵當地村民生活的地方，甚至襲擊、食人呢？是
動物天生如此殘暴，還是人類生活影響了野生動物？但你又會看到
當地村民活在掠食性動物的陰影及威脅下，他們都很害怕自己看不
見明天的太陽，因為大象、老虎和河馬都很可能會終結他們以至摯
愛的生命。
自小已跟不同動物打交道的索莫尼，在筆者面前看來有些累，原來
他來港之前，已在台北、馬來西亞等亞洲地區宣傳《野性邊緣》。

「我除了要拍攝及製作節目外，平時也要到世界各地，做各種市場推
廣及宣傳工作，所以每年只有大概兩個月時間在家。」幸好，完成
香港的宣傳工作，索莫尼便可回家了。 ■文：曾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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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索莫尼　當人遇上真正的野性

《野性邊緣》（共3集）
從10月11日起，在Discovery頻道（有線電視53台、now寬頻電視
209台及bbTV 313台）逢星期二，晚上9時播放。

談到創作《松花江放船歌》落筆的意蘊
時，劉成指出在創作《松花江放船歌》的時
候，為了進入最佳創作狀態，曾先後三次沿

康熙東巡的線路踏查，身臨其境地感受那
段遠去的歷史，並且搜集有關的歷史資料，
向歷史學家請教，把那段歷史銘記於心，把
那首歌研究得非常透徹。準備好了，書寫之
前，總是要凝神靜氣，思接千載，眼望八
方，彷彿走進了歷史的隧道，親身感受那亙
古的塵煙，作一次神遊之旅，作一次靈魂的
淨化，然後，才能夠用其所摯愛的藝術之
筆，無阻礙地去描繪、去塑造、去生發已經
融入心中的那首千古絕唱——《松花江放船
歌》。

作品清新脫俗
劉成指出《松花江放船歌》是康熙二十一

年（1682）春末夏初，清朝聖祖皇帝玄燁巡
視吉林，於松花江上所作。時年29歲的年輕
皇帝親臨邊陲，在松花江的驚濤駭浪中視察
水師、艦船，目睹東
北軍民反擊沙俄侵略
者的鬥志，即興寫下
了反映吉林、松花江
沿岸的錦繡河山、北
國風光的詩篇。這首
詩，感情熱烈奔放，
頗有峰巒高插、濤瀾
動地之氣，一掃隨風
而靡、無病呻吟的虛

假情感；其語言通俗率真，深得流水行雲、
渾然天成之妙，更為許多「御制」詩中那種
鋪排造作、競尚浮華、缺乏生氣的語言望塵
莫及。

《松花江放船歌》與吉林歷史
《松花江放船歌》共15句，每3句詩為一

段，可分成五個自然段落。全詩沒有熱鬧的
鋪排，用白描手法重現300年前充滿戰鬥氣
息的松花江春色，豐采華茂，情景交融。而

《松花江放船歌》產生之時，恰是當時國家
面臨 嚴重的內憂外患。康熙在中國歷史上
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帝王，他8歲繼位，14歲
親政，經過多年剿撫，終於創造了比較安穩
的政局，他開始全面經營東北。當時，作為
年輕的帝王，一定是滿腔熱血、豪情萬丈。
他在「安內」之後，又開始「攘外」，而那
時的外患就是沙俄，1682年，盤踞在雅克薩
的沙俄軍隊悍然對我國進行戰爭挑釁，發生
了野蠻殺害中國邊民的血腥事件，就是在這

樣 複 雜 的 歷 史 背 景
下，同年，康熙親赴
吉林，以「問民俗」
為由，部署反侵略戰
爭。

吉林當時是軍事重
鎮，是造船基地和水
師營駐紮地，又是通
過水路向北方前線輸
送的樞紐。因此，康

熙到這裡東巡便有了特殊的政治意義。康熙
是很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儘管他
在詩中寫到「我來問俗非觀兵」，其實只是
一種策略而已。

長途奔波的康熙，在吉林休息了兩天，率
領200多艘船隻和眾多貴戚，順江直至烏
鞡，江面艦船相接，鱗次櫛比，帆櫓如林，
旌旗招展，密密層層，氣勢浩大，雄姿勃
發。見到此景，康熙非常振奮，這實際上是
一次對水師營的軍事檢閱。在這種情勢下，
康熙詩興大發，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松花江
放船歌》，此詩自然流暢，意境優美。這首
詩在當時的時勢下，表達了康熙大帝濃重的
愛國情懷和保境安民的理想抱負，也反映了
當時中國廣大民眾保衛國家，創造安樂祥和
生活的意願。

煉與悟的書法藝術
牌匾是中國書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

其廟堂牌匾，更多為書法家看重。當談到宗
教與書法藝術的關係時，劉成說：「有些宗
教典籍裡的哲學、禪學我特別的喜歡，因為
那裡常常有許多智慧，或者說妙旨。書法藝
術是一種很純淨的藝術，所以，每當我創作
一幅作品的時候，總要凝神靜氣，排除雜
念，懷 一種崇敬之心、感恩之心、求精之
心來做。在寫字之前，先要詳細了解字義、
出處、歷史背景及現實意義，還要感悟其中
深刻的內涵，盡量做到最好，假如作品中有
不如意的絕不放過。 」

一切源於「佛」
「在書寫『大雄寶殿』之前，我詳細地研

究了有關大雄寶殿的知識。得知大雄寶殿，
是供奉佛的正殿。大雄也就是大英雄的意
思。也就是大英雄寶殿。誰能真正稱得上是
英雄豪傑呢？古聖先賢經常告誡我們『人生
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所
以，我們要戰勝自己，不但要戰勝自己的煩
惱習氣，而且還要戰勝自己的生死輪迴，這
才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誰做到了呢？佛做到
了，所以佛是真正的大英雄豪傑。佛門裡面
的建築不僅是藝術，也是一種文化和歷史。
那裡的建築也是表法的。大雄寶殿外面看是
宮殿式兩層，從裡面看是一層。兩層代表佛
家的術語『真諦』、『俗諦』，也就是我們講
的世間法、超越世間法。兩層裡面是一層，
表示世間法跟出世間法是一不是二。迷了就
有二，悟了原來是一啊！所謂『佛法在世
間，不離世間覺』，不是離開俗諦之外別有
真諦。」劉成說。現代人都重視發展經濟，
創造財富，如何能夠學到既能創造財富而又
不為財富所累的道理，明白到擁有財富是福
報，善用財富是智慧，不要反被自己所創造
的財富推向痛苦的深淵。利用自己的福報與
智慧，為社會大眾帶來沒有後遺症的光明與
喜樂，這只有明白真俗不二的人才能做得
到。大雄寶殿是整座寺宇的中心，縱然是很
小的道場，只有一座殿堂，也會供奉 釋迦
牟尼佛像，名之為大雄寶殿。顯示出佛弟子

不忘根本，更顯示出慈悲與清淨是佛法的根
本教誨。

從「無」到「有」
「我們的人生在歷史的長河中是非常短暫

的，如何在有限的時空中做更多的事業，這
就需要胸懷和氣度。書法藝術本身是藝術創
作的過程。學習、修為是在煉氣，思索是凝
神聚氣，書法過程是行氣。所以，在寫『大
雄寶殿』的時候，就要有一種大英雄的氣
慨，大英雄的胸懷，做到『忘我』、『大
我』、『無我』，當你甚麼都不去想的時候，
心中幾無一物，一切歸於無，才能空生妙
有。由於有了這些感悟，在書寫的時候，才
能有如神助，瀟灑自如，一揮而就，寫出動
人心魄的字來。」劉成表示。

搞藝術的人，都是有靈性的，在日夜不斷
思慮之後，有時會產生靈感，在創作中能夠
達到天人感通，神來之筆的人，常常是學養
修為俱佳，德高望重之人。「例如在夢中有
人教你寫字，或者腦中忽然閃現妙語佳句等
等，在創作學中叫作靈感，在社會心理學中
被稱作『心靈感應』，也有叫作『通靈』、

『天人感通』的。在西方也有被稱作『靈媒』
的。所以，我認為，書法功夫在書外，這個
外便是修為和德行，而這是『修煉』出來
的。」

有人講：好字是修出來的。這個修字內涵
非常豐富，是很需要潛心去悟，身體力行
的。

集成眾妙 以藝蘊神
書法家

前不久，吉林著名書法家，金意庵關門弟子——中國書法家協會會

員、吉林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劉成隨吉林市文化交流團到台灣進行交流

訪問的時候，展示了他所書寫的《松花江放船歌》，引起了台胞的關

注，並產生很大的迴響。在吉林，有一種特別的文化現象，無論是著名

書法家還是書法愛好者，大都書寫過康熙的詩作《松花江放船歌》。

清朝皇族後裔，已故著名書法家金意庵曾書寫過一幅《松花江放船

歌》，鐫刻在西關賓館正廳的一塊巨型大理石上，觀之心神俱爽。美籍

華人陳香梅女士來訪時，被那氣勢渾厚、暢快淋漓的藝術作品所吸引，

誠懇地向吉林市領導提出想求一幅金老的作品，其時年已古稀的金老聞

說，不顧年邁，奮筆揮毫，一氣呵成，完成了這一大作。

■文：廖一

■ 金 意 庵 書
法 《 松 花 江
放船歌》

■劉成向媒體介紹書法。

■劉成書法「大雄寶殿」

■與虎為友的Dave

■Dave與當地
人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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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成 書 法
《松花江放船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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