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座繁華的城市，在我，已是寂靜空城了。
因你。你讓一座城喧嘩璀璨，也讓一座城荒涼蒼

白。
眼淚落在誰的窗外，才算好雨？
你不會知道，永遠不會，想你的那種痛，無藥可

止。
你也不會聽到，我在你的城市，在你不會經過的

大街小巷，淋 夜雨，不可遏止狂呼你的名字，對
每一盞相遇的路燈，說我真的愛你。直到燈影黯
然，聲絕力盡。這樣的瘋狂，這輩子再付不起。

那些我們一起夢想過的銅門環、木格窗，還有水
清清的井、雕花書案上的棋局，已成記憶裡的古
董，再回不來。我默默地等，除了等來老去，除了
等來失去，已等無可等。

原諒我的不再等。我已一個人走遍了這城裡每一
處曾想與你共走的風景，每一處都埋下一段理想，
覆土，再壓上一塊青石做標記。雖然，今生再不會
重來翻起。

我決定很認真地慢慢把你忘記。雖然當面對別人
的嫁娶；偶爾與一頂你曾允諾的俗紅艷綠的花轎相
遇；不小心翻 了曾想為你穿起的嫁衣，那一刻的
呆愣和無語，我還不能一下子適應。雖然這一下
子，不過百年。

如果在放鷂子的春日，你偶爾看見一隻似乎是在
夢裡我們一起放飛過的紙鳶，一念間想起我來，隱
隱的有點牽掛，我的決絕也算是值得。

轉瞬即逝的是一輩子，過不去的是曾經一刻
的銘心刻骨。

最後一次，在心裡輕輕叫了你的小名，又自
己替你答應。然後，拄 一聲嘆息，從你的城
市踉蹌抽離。

今夜過後，再無故事。
空城是你，亦是我自己。

佛教音樂除了是宗教傳播的媒介
外，亦是中國音樂文化中十分重要的
一部分，近幾十年以來有關方面的研
究亦開始得到重視。著名音樂學學
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
長、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田青教授
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
講文化講座，便簡介了漢傳音樂的起
源和歷史。

宗教與音樂
田青教授在講座甫開首時便引用梁

啟超的說話：「佛教是智信，不是迷
信，是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
世。」指出佛教以至所有宗教均是人
類社會文明的表現。宗教的出現，代
表了人內心的疑問及對生命的好奇，
在探索自己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的
過程中，正正便印證了人和其他動物
的區別。而在宗教的發展過程中，音
樂便一直是宏法的一種手段；像大船
一樣，盛載 各個宗教的教義到不同
地方去。

另一方面，宗教音樂作為藝術的一
種，也是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以西
方古典音樂為例，它的發展便與基督
教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從教堂內的
管風琴、教會的唱詩班，一直發展至
多聲部的音樂和合唱，當中培育了一
大批像巴赫（J.S. Bach）、韓德爾

（Handel）等著名作曲家及宗教音樂
家。雖然中國文化方面較少類似的論
述，但事實上，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土
後，經歷了一個逐漸華化的過程，除
歷史十分悠久外，其內容及藝術意義
也是非常豐富的。

張騫與曹植
佛教傳入中土的時間，其說不一，

但大約是在紀元前後。當時，佛教音
樂在天竺甚盛，南朝的慧皎在《高僧
傳》中便記載大德鳩摩羅什的話說：

「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
韻，以人弦為善。見佛之儀，以歌贊
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而唐
代的義淨和尚實地考察之後，也在

《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備述「西國禮
教，盛傳讚歎」的情況。那麼，這些

「歌贊」是否也在那時候傳來中國
呢？中國現存的佛樂，與古印度的佛
音有什麼關係呢？

田青教授隨後指出，佛樂的傳入，
原來比佛教傳到中土的時間還早。他
曾做過相關的研究，發現最早把佛樂
引進中國的人，極有可能是西漢時被
漢武帝派往出使西域的張騫。《晉
書．樂志》中有道：「張博望（張騫
封博望侯）人西域，傳其法於西京，
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
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張騫
鑿空，出使西域，共有兩次，第一次
是從西漢建元三年（西元前138年）
到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第二次
是在元狩四年（西元前119年），此時
佛教尚未正式傳人中國。當時李延年
根據這首「胡曲」創作的「二十八解
武樂」，也就成為了中國漢代最早的
軍樂，在邊境耀武揚威。可惜的是，
據記載，魏晉以來，這首二十八解已
在戰爭中失傳，並沒有流傳於世。

魏晉時的曹植，據說亦是對中國佛
教音樂貢獻良多的重要一人。田青教
授再次引用慧皎的說話：「自大教東
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
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
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
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
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
深愛音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
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
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
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契者，
書契之契也，含有記錄下來的意思；
慧皎的話是指，曹植「口傳的曲調有
三千之多，其中被記錄下來的則有四
十二首」。這段文字不但概述了中國
佛教徒對佛教音樂譯詞配曲問題的困
惑，亦使曹柑漁山創作佛曲的故事廣
為流傳。田青教授表示，曹植天資聰
慧，惜懷才不遇，一生屢遭貶謫，他
沉浸於佛典之中並不為奇。《法苑珠
林》也稱他「每讀佛經，輒流連嗟
玩，以為至道之終極也。」亦正因為
他既迷戀佛教又有極高的文化教養和
音樂才能，所以才具備「遂制轉贊七
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育，咸憲

章焉」的資格。事實上，除佛教的典
籍多有記載曹植漁山製梵的故事外，
儒、道兩家亦對此津津樂道。南朝宋
劉敬叔《異苑》便載：「陳思王遊
山，忽聞空裡誦經聲，清遠遒亮，解
音則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
步虛聲。」唐道世《法苑珠林》亦
載：「（曹植）嘗遊漁山，忽聞空中
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
聽良久⋯⋯乃摹其音節，寫為梵唄」
由此可見其對佛教音樂的貢獻。

結語
田青教授表示，從東漢至三國，除

曹植外，其他幾位早期的佛曲作家本
上都是外族人，如：支謙係月氏人、
康僧會係康居人、支曇龠亦係月氏人
等。因此，曹植所創佛曲，也是在天
竺佛曲的基礎上創造的。中國佛教音
樂之初，應該是天竺化、西域化的，
佛教音樂的華化，就像天竺佛教的中
國化一樣，有一個必然的過程。而佛
曲華化的完成，恐怕是在唐代。當
時，文化發達，國家鼎盛，泱泱大
國，百川匯集，唐人對音樂的酷愛，
為佛教音樂的發展造就了機會；而佛
子興佛化俗、光揚佛法的使命，又促
使其投人所好，充分利用音樂的魅
力。於是，俗講大盛，贊唄風聞，蔚
為一代之風。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

提供)

二十多歲的時候，看街上穿得花花綠綠的人們，
我有自己的偏好。

那時候，我喜歡白色或者黑色的衣服。再不然，
就選擇淺灰作為自己的主色調。作為一個男人，我
總是覺得，白色象徵朝氣，而黑色穩重大方，永不
落伍。所以，那種白襯衫加上黑西褲的刻板，是我
留給人的主要印象。

三十歲以後，我開始漸漸理解「絢麗」這個詞的
意思。我開始知道，自己的人生，或許應該更寬闊
一些了。這種寬闊，更多意味 寬容、接受和理
解。

後來就看到了克里姆特的畫，並且為之一震。再
後來，在很多場合，我都提到這個畫家。自然而然
地，就有人開始問我：「克里姆特是誰？」

是啊，克里姆特是誰，他是何方神聖？面對質
疑，我總是搖頭。

他是個畫畫的，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我是個看
畫的人，在一百多年以後偶爾知道他。然後，我和
那些畫作交流，揣摩畫家流動的心緒，情感的熾
熱，這就夠了。難道非要讓一個看畫的人跑到他的
故土去憑弔一番、或者像徐志摩那樣寫詩朗誦並哀
悼拜倫？這，總是些脆弱的文藝青年所為。

自然，如要我說，我還可以說出其他一些理由。
比如說，我擔心與畫家近距離接觸以後，會滿懷失
望而歸。再比如，我擔心以後影響看畫的情緒。少
年時代，我曾對托爾斯泰非常景仰。但是多年以
後，在毛姆的筆記裡，不幸知道了托翁的一些私
事。從此對他大為不滿。雞蛋和雞的辯證法，看來
是大有道理的。

克里姆特的意義，首先在於色彩的運用。他的筆
下，出沒 一群妖嬈的女人。她們穿 絢麗的衣服
從畫家的筆下走出來。她們身後的背景，無一例外
具有鑲嵌畫的美麗。似乎刻意要詮釋生命的真諦。

與梵高相似，克里姆特也喜歡高調而亮麗的黃
色。這是種容易激發熱情的顏色，高貴、奔放而熱
烈。但是，克里姆特與梵高終究是不同的。梵高的
向日葵和麥田，給人一種焦灼感和憂鬱的氣質。他
的《十四朵向日葵》，就像十四顆驕傲的頭顱，那
麼執拗、執 ，肆無忌憚。又像十四顆炙熱的太
陽，幾乎要把大地烤熟蒸透。——焦灼，總會讓人
產生一種緊迫的感受，總會讓人喘不過氣來。

克里姆特不是這樣。他的亮麗，他的黃色，是那
種明快的調子，透露出一些歡快的氣息。在一些靚
麗的女子身上，黃色和朱紅色搭配，完成某種既莊
重又活潑的儀式。——儀式，是的，他筆下的女人
都在完成一種儀式。她們穿 大紅或者明黃的衣
服，展示 自己的身段和象牙的皮膚。⋯⋯我喜歡
艷麗的顏色，青春少年時代的那種黑白分明，如今
竟轉化為對熱烈的理解和期盼。我知道自己還沒有

老。同樣地，我也漸漸地知道，對於生命而言，絢
麗和奔放是何等的重要。一個對生活無比執 的
人，必然是一個對生命有 獨特感悟的人。當更多
的人選擇灰色或者黑白色作為背景的時候，我開始
明白一種絢麗繽紛的執拗究竟意味 什麼。

是的，沒有什麼能夠輕易改變我們對生活的追
求。就像一個女子，即使八十歲了，仍然難以忘懷
自己做女孩兒時的幽夢。

克里姆特的大多畫作，都在表現女子。那些女子
都站在畫布的中央，她們赤裸 身體，或者半裸

。她們身上的衣服，衣褶和紋理，就像是一汪絢
麗的湖水，澄澈得逼人的眼。

有一幅畫作，畫家刻意表現人生的輪迴。畫布
上，從左到右，他依次排列了三個女子：老婦人、
年輕的母親和幼小的女孩兒。畫家為這幅畫取名為

《人生的三個階段》，寓意，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那
個謎語一樣：有種動物，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午
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這是一種
宿命的滄桑。智者總是試圖通過種種途徑告訴我
們，生命是有限的，活在當下永遠比沉浸在歷史的
悲傷中有益和有趣。

但是，我總是習慣於將克里姆特看作是一個哲學
家。他的畫作，我願意為它們取一個總的標題。我
想，這個標題應該叫做《河流》。——有這麼一幅
畫，畫家是如此進行構圖和佈局的：三個女子被招
引到畫布上來，兩個黑髮女子，一個金髮女郎。她
們有蜂蜜一樣的唇，都側 臉展示出某種嫵媚。她
們都穿 裝飾 圓圈和斑點的衣服，那是種紅色夾
雜 黑色的衣衫。她們就像一股活水，不，確切地
說是三股活水。中間那個，像是一個美麗的漩渦。
整個畫面顯得如此典雅和寧靜。

那是一汪水，是一條歡快的河流。克里姆特憑借
這條河流的構圖，成就了自己。而她們，那些美麗
的女子，用自己象牙色的皮膚和豐滿的乳房，更用
絢麗的底色告訴我們關於生命——或者說，是一條
河流的秘密。

藝 天 地文

■文：星 池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文：馮 磊豆 棚 閒 話

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
歷 史 與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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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
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
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
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
習畫練字。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

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九）

作者簡介：

詩 情 畫 意

地方戲劇及粵劇的《桃花扇》都能
突出李香君的不畏權貴。「桃花薄
命，扇底飄零」，正是李香君的寫
照，也是中國古代眾多女性的寫照。

浮 城 誌

學 習
■文：陸 蘇

河 流

天氣陰霾，迎面吹來一陣陣濕潤微風。手
攜飽滿脹起的購物袋，由超級市場緩步回
家。忽然，昔日畫面從心坎湧到眼前，憶及
當年常提 食物或日用品，跨過香港中文大
學的中央校園，踏上略陡的小路，然後步行
一條下斜路，逐漸投入逸夫書院的懷抱，返
回國楙樓學生宿舍。此段日子，可堪回味。
三年住宿生活，學曉自理，事情須自行解
決，是學識以外，習得的寶貴一課。也許，
近日閱得父母接送大學生的報道，因而有感
而發。常言道「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父母滿懷關愛，實無可厚非，卻無須過慮，
讓子女能成長。最令人慨嘆的是，欣然接受
家人管接管送的大學新生。

中大創校五十載，校慶活動浪接浪，電子
郵箱常接相關的電郵。選讀中大，愛其環境
秀逸，遊走建築風格迥異的大樓之間，綠意
盎然。中大更實行本港學府之中獨有的書院
制，所經歷的，別校學生難以體會。與今有
別，回頭那些年，僅有崇基學院、新亞書
院、聯合書院與逸夫書院此四間。學系內或
全校活動，同學們良性競爭，友誼依舊，牽
手進步。

此外，毋忘轉堂時搭乘學園校車的往事，
地圖以外，還須備有校車時間表。中大校園
佔地一百多公頃，依山而建，不時會遇上，
在山上的新亞書院範圍內上堂，下一課便要
到山麓的崇基學院講堂，此時須趕上校車，
排隊等候者卻眾多，車廂亦總是滿。若目送
車尾離去，便選出最近路線，借助大樓的升
降機及長石梯，趕往目的地，暫且無暇細賞
小橋流水，幽靜林木。中大校園的路徑，往
往景致迷人，閑時宜漫步，賞花觀樹，看四
季徐徐變化。

生活於學術氣氛濃郁的大學，學習知識
外，重要是學習主動尋得知識。寫功課或撰
小論文，可在寬闊範疇下自定題目，於無涯
知識之中，撿拾感到有興趣的碎片，以喜愛
的方式研習，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從
中獲益。多間富有特色的圖書館坐落校園各
處，最常徜徉在新亞書院的錢穆圖書館，功

課上或導修堂須參閱的書籍多放在此。也會
到中央校園的大學圖書館查找圖書，在偌大
館內，有熟悉的區域，數排常去的書櫃。餘
霞滿天，夜幕未低垂，偶要乘校車往崇基學
院，在牟路思怡圖書館翻動書頁。猶幸住
宿，能隨心善用時間，看看手錶，再讀校車
時間表，是時候踏橋而行，穿過未圓湖，在
車站等候校車返回宿舍。

曾在課堂上，細聽教師分享年輕時隻身遊
歷外國的經驗，揹起背包，沒跟旅行團，完
全自主，近身感受當地的文化，學習語言。
近年，興起短期遊學團，學生能擴闊視野實
屬美事。惜舉辦者良莠不齊，經旅行社全程
安排的參觀，學生未必能有深切體會。遊學
團非人有我有的學習必須工具，家長宜量力
而為。倘若眼光未懂放大，身在他國也是白
走一趟。

記得那年甫進大學，已熟看校園地圖，查
閱課室位置，揀選必修科以外的科目，編排
時間表，讓一切順暢而有效率，更要辦理住
宿手續及收拾細軟。皆因由自己處理，回首
才略覺自豪。現今網絡發達，科技日新月
異，指尖輕敲鍵盤或略掃手機屏幕，交通情
況與大學地圖即盡收眼底，萬事較往昔清晰
方便，資訊恍若放到面前，難道人們還要懶
得信手拿來運用。

三年大學生涯，稍獲學問，成長不少。此
際，帶點唏噓，縱然學制曾改，入讀大學的
子弟比往時年輕一點，但未足十八，也夠十
七歲，表格何須家人代填寫，何解父母沒陪
伴便生怕迷路及遲到。碰壁令人增添經驗，
是種閱歷。

大學生須學習自立，家長要學習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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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克里姆

特 的 畫

作。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