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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之情
鄉親父老，鄉是地理的座標，也是身

份的屬性。甚麼是鄉？那是人的生命本
源，也是自我的起點與初始。李小超的
作品定調於「鄉親父老」，也就是從「鄉」
的本源中，尋覓出一絲情感的本質，然
後展現給觀眾看。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認為，李

小超的「鄉親父老」系列作品，讓人們
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鄉村生活的困頓和辛
勞，也不僅僅是鄉民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漫長生命延續。從咿呀學語的孩童
到神情淡定的老者，從腳踏實地的大學
生到雄心勃勃的打工仔，他們身上透出
的那種純粹與質樸，撼人心靈。那是生
命的本色，也是鄉村文化長久浸淫出來
的色彩。而這組作品的鄉村人物，大多
愁而不傷感，困惑卻不懶散，悲涼、孤
獨卻不沮喪、放縱。歷史的背影並非總
是陰暗的，中國的鄉村社會經歷了太多
的貧瘠艱辛，「鄉親父老」們的生活就
是其中的一種，但是他們為大家提供了
這個社會所需的文化滋養，不會隨㠥社
會圖景的變換而消亡。
李小超刻刀下的「鄉」，就是一種原鄉

精神，既融合了地理座標，也包含了鄉
土的情懷。在他的作品《農業》中，他
的說明是甚麼？農業──1961年出生，
起名叫農業，不喜歡農業，整天倒騰個
小本生意，先挑㡡賣蒜，後倒販蘋果，
農業掙了些小錢，也隨之學了些壞毛
病：愛賭，人們經常看見農業進出賭
場，贏的時候眉開眼笑，輸的時候錢就
是從口袋裡逃不出來。
我們仔細觀察《農業》這個作品，會

發現，李小超在動與靜的搭配上下了很

大的功夫。農業的衣㠥是傳統中國的農
民裝，一件西裝，依舊展現出來自農村
的氣息。農業將右手放進自己的口袋
裡，試圖拿出錢來，這與當下城市人的
刷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農業究竟在幹
甚麼？我們無從判斷，但可以肯定的
是，農業並不一定是在賭錢，反而有可
能在城市裡給自己的親人買一份禮物。
在動態中， 農業歪㠥自己的頭，好像在
仔細觀察一件商品。臉部的笑容也極為
自然，沒有絲毫奸邪或不懷好意。可見
在李小超的作品中，「鄉」的氣息，是
通過對比城市化生活來實現的。在一片
城市化的喧囂中，鄉土的寧靜，以及鄉
土中人的淳樸，確實有㠥一絲值得回味
的古風。

親之愛
中國的農村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血

緣關係的人也可以培養出親情。因為在
那裡，尤其是關中大地，同村雞犬相
聞，鄰里之間，不同情感的交匯，都具
有極為感人的魅力。對他人情感的描
繪、書寫與記錄，也是對自我情感的一
次有力昇華。李小超沒有忘卻中國農村
的這一特點，在他的作品中，親人、親
眷的刻畫，也成為一個重點，令人感
動。
在一幅名為《朝暉》的作品中，李小

超有㠥這樣的描述：朝暉四十幾歲的人
了，在村西口和他的老母親住在一起。
朝暉一直沒有討媳婦，母親曾托人找了
幾個，一見面都嫌朝暉太
老實，木訥沒話又沒錢。
朝暉當晚對母親說，媽，
我進城賺錢去，賺錢了再
尋媳婦。母親流㠥眼淚

說，你到城裡能幹啥？朝暉說，我有力
氣。朝暉真的在城裡當起裝卸工，工作
很累，掙的錢很少，有時把活幹了，錢
卻拿不到手，朝暉還是要在城裡幹活，
家裡的老母親還靠他養呢。再說，還要
把討媳婦的錢掙回來。
朝暉是一個裝卸工，李小超將其塑造

成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
形象。這種細想非常真誠，也非常動
人。在傳統上，中國的媒體會稱「進城
務工人員」為「農民工」。無論怎樣看，
這都是帶有負面情感的一種表述。在中
國城市的靚麗圖景中，農民或者農民工
似乎沒有地位，他們竭盡所能，不過是
希望生活溫飽。但在當下的中國，許多
人無法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辛苦勞
作一年，能夠拿回基本的薪水，已經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
朝暉的形象是甚麼？作為雕刻作品的

朝暉，露出疲憊的眼神，兩手下垂，身
上穿㠥一件傳統的搬運工人服裝。朝暉
在想甚麼？似乎是在思考自己的未來，
也似乎是在回想母親一次次給自己說媒
相親的經歷。但是，無論朝暉的眼神如
何疲憊，我們都絕對看不出一絲的放棄
與絕望。為何？若結合李小超對《朝暉》
這幅作品的註解，我們可以感受到，朝
暉因為有親人的支持，才能承擔工作上
的重責，對生活的壓力泰然處之。仔細
看看朝暉，母親的囑咐與關懷在他的身
上發揮出無與倫比的力量。從作品中
看，朝暉絕對不會放棄，也絕對不會背

棄自己對母親許下的諾言與
理想，這就是親情。

普遍與具體的結合
李小超今次來港參展的作

品，名稱極為別致—解放、援朝、衛
星、光榮、紅旗、運動等等。李小超認
為，這些名字都是來自於對時代的刻畫
以及歷史的紀錄。這是中國曾經走過的
年代，也是我們上一代人曾經有過的共
同記憶。李小超認為，這些姓名是普遍
與個性的結合，也是對歷史關照的一種
回顧——這是中國農村的現實。在我國
農業地區，很多人的名字都帶有濃厚的
時代色彩，而且往往一個村子裡會有很
多人叫同一個名字，這種現實已經成為
中國農村姓氏文化的一種共同回憶。
有人認為，在李小超的作品中，表現

的是與現代城市的快節奏生活相隔絕
的、黃土地上普通人的真實生活與情感
流露，他通過人物的個性塑造來讚美生
命，讚美生命的勃勃生機，讚美生命的
自由與舒展。他不僅傾聽個人的悲歡，
同時也傾訴勞苦大眾的悲歡。他歌唱在
嬰兒搖籃邊餵奶的母親、老廟前虔誠的
信徒、屋簷下停留的燕子、城門樓下牽
㠥毛驢的壯漢等等。在他的雕塑作品
中，李小超用最深沉、最誠摯的心靈為
這些我們曾經熟視無睹的小人物們歌
唱，而正是這些小人物，撐起了這個民
族的脊樑。
別人也認為，智慧、投入、真誠和意

志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必須具備的氣
質。而藝術最重要的東西是內在的真，
一切形式、語言都要傳達出真實的情
感。如果沒有真實的存在，其餘的一切
就不可能發揮出作用，智慧就會變成小
聰明，投入也會成為白費。
正是李小超對真的執㠥、對中國農民

的普遍關照、對人性人文的普遍堅持，
作品才這麼成功。他的藝術構思引領我
們不懈地探求生命背後的原鄉精神。

鄉土情感，是人性最為本質的精神。
對鄉土精神的發揮，絕不僅僅是簡單地
渲染故鄉情緒，也不僅僅是對故鄉親人
的熱戀。原鄉精神，還包含了一種關懷
社會底層的情懷與氣質，這些都是李小
超希望表達的精神。
事實上，城市歐洲化、農村非洲化已

經成為一些人對中國當下城市化進程的
一種諷刺。這種說法固然有失偏頗，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事實。從歷史的
經驗來看，城市化，伴隨的往往是貧富
差距的拉大與社會階層的分化。以韓國
為例，李明博在上台之初，大力倡導全
國「先進化」。所謂「先進化」，其實就
是加快城市化，使經濟得以快速增長以
及迅速累積財富。但是不到兩年，這個
政策便受到了廣泛市民質疑，以至於在
2010年的地方選舉中，韓國執政的大國

家黨嚐到敗北的滋味。
不久前，韓國執政黨總統候選人向全

國民眾表達歉意，為那些在所謂的「先
進化」進程中受到傷害——即沒有在財
富的迅速增長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弱勢族
群，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歉意。
事實上，任何社會都存在弱勢群體，

在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中，都會有人找
不到自己的位置。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
欽曾經在總統任期最後一天，向那些沒
有實現自己理想的俄國人表達了深深的
歉意。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
何能夠在社會發展與階層均富之間求取
一個完美的平衡，這是考驗執政者的一
個課題。
無論是內地，還是本港，都面臨㠥公

平正義的問題。公平與正義，是平等精
神的直接體現，也是市場經濟競爭原則

的標準體現。我們需要的平
等，究竟是結果的平等還是
機會的平等？這是人們一直
以來爭執不休的問題。但我
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任何的社會政策，都不是施捨。
鄉土精神的本質是甚麼？在中國歷史

上，貴族及特權階層，享有「八議」的
權利——其中有一條叫作「議故」，也就
是故交。很多鄉土精神來自於對昔日情
懷的追憶與懷念，因此在現實社會中，
托關係、請幫忙，一般也會牽涉到親朋
故舊。他們的存在，是華人社會傳統人
情關係網的一種延伸，也是鄉土情懷的
市場化、功利化。直至今日，一個人經
商、為官或是就學，都需要關係的襯
托，這就是鄉土化的又一層運用。
這種現象是錯誤的嗎？並不盡然。因

為這種現象自古到今都是
社會人際關係的運作模
式，從來不曾被人質疑，
大家往往從理所當然的角
度來看待生活中故鄉人所

起到的引導作用。甜不甜、故鄉水；親
不親、故鄉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
就是人情與關係。但是，這難道是中國
傳統鄉土情懷與關係的全部嗎？未必。
在我國古越國時期的童謠中，有一首兒
歌：「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
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
下。」這首童謠所要表達的思想，其實
就是昔日的鄉土情懷不應該因為後天的
地位變化而有所改變，相反，應該要堅
持與保守。
但是環顧今日的社會，我們是否真的

做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

揖」呢？即便乘車的是他人，他人主動
下車向我們作揖，我們可能會扭過身，
選擇性對他採取失憶的態度。固然，我
們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為自己的行為
辯護，但是我們失去了往昔的傳統，卻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真正的鄉土精神，是對人生軌跡的認

同，對自己往昔與未來歲月的執㠥。真
正的鄉土精神，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對他們永不停息的生命的捍衛。或許，
我們已經走出曾經帶給我們一絲土氣與
童真的家鄉，但是留在心中的真摯情
感，不應該被後天的銅臭所擊敗。須知
道，能夠真正走出故鄉的人並不是很
多，能夠真正取得成功的人也不是很
多。回望故鄉的人與事，多一份真誠與
關愛，是我們回歸鄉土精神的橋樑，也
是必要尋回的逝去年華。 文、攝：徐全

回歸鄉情的本質

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李小超
雕塑刻出鄉愁情
來自關中大地的著名雕刻家李小超，不久前在本港舉行了個人作品展。在一幅幅雕塑作品中，鄉愁凝聚為人的

形象、人的思考以及人的情感。從他的作品中，我們讀出了一絲淳樸的鄉土氣息，也明白了人世間最為樸素的情

感。鄉愁，可以用多種形式去表達，然而雕塑作品中的鄉與愁，則別具一番風韻。這是來自生活的思緒，也是來

自故土的眷戀，更是心中的一份摯愛與回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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