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文匯副刊文化視野 ■責任編輯：趙 僖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4月9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韓城報道）「中國．韓城2014甲午
年民祭史聖司馬遷大典」於日前舉行，來自海內外多個國家的學
者、民祭代表、司馬遷後裔以及當地民眾、遊客等上萬人，齊聚司
馬遷家鄉——陝西省韓城市拜謁先賢、共祭「史聖」。
今年的祭祀活動遵循漢代祭祀的儀軌，將祭祀活動回歸「民祭」

本色，精心打造的專屬於「民祭」標準化的祭祀儀式，顯得更加莊
嚴和厚重。祭祀大典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百人韓城行鼓的震
撼表演中開始。身漢服的樂團司儀敲擊編鐘，起奏漢樂，司馬後
裔敬獻祭禮和焚香祭拜，將精心製作的約2米高的巨型花饃以及酒
水、水果、五穀和點心各9種敬獻史聖，表達對先祖司馬遷的無限追
思之情。來自全國各地的81位司馬遷後裔組成的祭拜團行「三拜九
叩」大禮，認祖歸宗。最引人注目的是敬獻黃河水環節。主祭人百
家講壇著名講師鮑鵬山手捧黃河水，緩步上台敬獻於史聖，象徵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司馬精神生生不息。現場130名少年兒童手捧蓮
花燈，齊聲朗誦《史記》名篇。司馬遷後裔則拾級而上，登臨司馬
遷祠墓，以傳統方式上墳、祭祖；現場觀禮者、群眾上前分食沾福
饃。
據介紹，本次大典祭祀儀軌經過王立群、彭林、閻純德等文化學

者及專家共同研究確定，並建議將此儀軌作為民祭司馬遷的標準化
祭祀儀軌。參加活動的專家學者們表示，「民祭」司馬遷作為中國
三大祭祀品牌，有了「標準」儀式將更加有助於提升品牌的知名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成
為一名作家，是命運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了
命運。」美籍華人、著名作家嚴歌苓走進中山大
學，以《我筆下的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作了主
題演講，嚴歌苓說為了這次講演的主題，她費了
不少腦力。一生漂泊，遊歷世界各地，這種作為
異鄉人和旁觀者的視覺，以及天生的敏感，使得

她得以從對比和質疑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我寫
出的作品，都有嚴歌苓的痕跡。」
嚴歌苓可以說是生在了一個最好的時代，也處

在了一個最壞的時代。但她無疑是那個時代裡最
幸運的女子。在時代迅猛轉變的潮流中，她都趕
上趟了。在以當兵為榮的年代，能歌善舞的嚴歌
苓12歲就以舞蹈演員文藝兵的身份隨部隊奔波國
內大江南北巡演，直至後來成為部隊軍官；20歲
時，3個月的戰地前線記者的經歷讓嚴歌苓在越
戰中深刻領悟了生命的可貴和人性的考驗；往後
又在出國潮中，30歲的嚴歌苓花了一年半時間，
把新概念英語的前三冊背得滾瓜爛熟，輕鬆完成
托福考試，隨即31歲的嚴歌苓赴美留學；再後來
認識外交官丈夫，三年換一地的外交官夫人生
活，讓她遊歷世界各地，感受萬千生活。
都說，嚴歌苓寫生活，翻手繁華，覆手蒼涼，
隨手拈來特別帶感。這樣的功力，自然和她個人
獨特的「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分不開。在
講演現場，57歲的嚴歌苓總結起自己的生活：
「『文革』中的童年、當兵時期的少年和留學後
的移民生活，是我的一手生活。」而她所謂的
「二手生活」當然就是她高產的小說世界。但在
說到自己的「一手生活」時，嚴歌苓還大方分享
了自己的不自信：「其實在作品中，除非我永遠
寫我自己軍旅大院等過去的生活，那我是很自信
的，寫其他的東西我都不自信。」
為了獲得這種自信，嚴歌苓選擇的是參與式的

體驗。談到最近她的新書《媽閣是座城》，嚴歌
苓為了體驗書中人物作為賭徒的心理和體驗，她
曾多次前往澳門試手賭博，以求在寫作時更接近

真實的描述。嚴歌苓說這是她一手生活的來源：
「其實一手生活，我缺失很多。寫作要靠一點想
像力。我有一種天生的敏感，敏感到對平常接觸
的事情，我都能感覺到那種疼痛。比如說在河南
體驗生活，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對農村無
法進步的感覺，總是有一種感覺，我的神經是裸
露的，我有一種疼痛的敏感。」
講演現場，不少讀者對嚴歌苓的成長經歷頗感

好奇，嚴歌苓也自然回憶起自己的過往。在成長
的過往，祖父和父親對嚴歌苓說，他們共有的敏
感和噁心，是一種略帶病態的血脈相傳。祖父是
民國時期留學美國歸來的博士，是一位熱愛文學
的政治學家，但最終因為難堪國內的時事世情，
於1937年選擇跳樓自殺，但爺爺沒死成，就打上
石膏，後來石膏中毒死掉了。
嚴歌苓說自己是敏感的，也忍受不了噁心的事

物。於是，選擇做一個「他鄉人」、「旁觀者」
來看周圍的一切，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對比中，不
斷反思自己是誰？不斷醒悟世事。所以，這樣的
身份也造成了嚴歌苓寫每一個城市的態度。絕不
是膚淺的遊記寫作，卻也寫不出王安憶筆下的上
海、莫言筆下的高密。
因為嚴歌苓的確缺少這樣一種土生土長的一手

生活素材。但是嚴歌苓之所以是嚴歌苓，就是因
為她可以寫中國農村，也可以寫海外移民。現場
有學生覺得嚴歌苓的經歷和三毛有些類似，對此
嚴歌苓特別強調，自己除了和三毛遊歷世界的經
歷類似之外，對於寫作她只適合老老實實寫小
說，要是寫自傳、散文，她就不自覺地會編起
來，那樣子寫的東西就不是嚴歌苓的了。

嚴歌苓：
略微病態的敏感 讓我只做「他鄉人」

萬人韓城祭「史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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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我筆下的一手
生活和二手生活》。

「盛世就要做大事」
中國唐代書法理論家孫過庭曾著《書譜》上、下兩卷，對唐
代以前的歷代書法進行了品評，是中國書學史上一篇劃時代的
書法論著，為中國書法美學理論奠定了基礎。此著在書法藝術
與其書法理論上的成就高度一致。自後，再無「來者」以賦為
平台以書法為展示手段總結品評中國幾千年書法史。成都滿族
人舒炯，四歲開始研習書法，幾十年筆耕不斷。如今剛過天命
之年，但其書法界名氣早已享譽全國、亦名揚日本、新加坡。
身為四川省書法協會副主席、成都市書法協會主席的舒炯，
總認為面對當今盛世，自己應該有所擔當，他說「盛世就要做
大事」。三年前的一天，舒炯在與當代著名女詞人蔡長宜交談
時獲得靈感，兩人不約而同地提到想以賦的形式來總結品評中
國幾千年的書法史，於是一拍即合，決定聯袂創作《書法
賦》。

苦熬三載終成佳作
賦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誌」為手段，
以「頌美」和「諷喻」為目的的一種有韻文
體，多用鋪陳敘事的手法。賦必須押韻，這
是賦區別於其他文體的一個主要特徵。正因
如此，賦的創作十分艱難，司馬相如創作
《子虛賦》、《上林賦》花費了百餘日的時
間；西晉左思一年足不出戶才得以完成《齊
都賦》；而修改《三都賦》則耗費了二十多
年。中國歷史上能成功駕馭賦的多是文史哲
大師和語言學家，如司馬相如、揚雄、班固
等。清代學者阮元曾語：「莫不洞穴經史，
鑽研六書，耀彩騰文，駢音麗字」。賦像文
字裡的建築、雕塑和油畫，要讓世間萬物呈
現華麗美妙的效果，不麗不美不成賦。所以

要用賦來總結、品評中國幾千年書法史，難度自是不言而喻。
蔡長宜與舒炯一道，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歷代書法大家之藝術

風格與特點後，找到了創作思路。他們以字之起源、字之演
變、字之類別、字之風格、書家代表、書法略陳、名家陣勢、
耀我中華，把八大主題串聯全文。在總輪廓確定後又字斟句
酌，幾易其稿，歷時三年終於創作出了《書法賦》。該作曾於
去年底在《中華辭賦》上發表，《中華辭賦》的評價是：「獨
闢蹊徑，別開生面；溯本探源，博辯縱橫；剖斷剴切，刻肌刻
骨；瑰瑋曠放，雄肆跋扈；燁燁煌煌，戛戛獨造」。

獲書法泰斗高度評價
隨後，舒炯又對此賦作書法構思，最終用六個小時時間，一
氣呵成。近日，國際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全集主編劉正
成在觀賞這幅書法佳作之後，大加讚賞，並親筆為其題跋。劉
正成寫道：「賦體起於蜀人，楊子雲、司馬相如長楊賦、子虛

賦名垂青史。今又有鄉人舒炯氏，以賦體贊
書，洋洋兩千餘言，攬古頌今，鋪排張揚，
寫盡書之技法、書之境界，堪稱辭書並美。
舒炯者，蜀之名家也。其書精神內凝，蘊籍
含蓄中頗得儒雅之氣息。於是文以書美，書
得文氣，二美並馳，可不寶諸。甲午仲春歸
故里，拜讀此卷因跋。正成」。
同日，由北京榮寶齋畫院與成都一班文人

志士聯合創辦的心香山館在成都開館。該館
成立後中國著名書畫藝術家時常在此舉辦學
術講座，相信畫院未來在中國西部地區將起
到傳承中華文化、弘揚國學，促進中國書畫
藝術交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書法
長卷《書法賦》未來還將展於北京榮寶齋畫
院，屆時全國各地的書法愛好者均可一睹其
風采。

日前，一幅總結、評價中國五千年書法史的書法長卷《書法

賦》在成都心香山館開館之際問世。國際書法家協會主席、中

國書法全集主編劉正成不但專程從北京趕赴成都為心香山館揭

牌，還親筆為這幅長達15公尺、具有2000餘字的行草驚世之

作題跋。據記者了解，截至目前，能夠對中國歷代各書法流派

進行如此精闢評價，且以文學體裁——「賦」呈現的書法作

品，在中國書法史上是第一次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宇保、劉銳

中國書法長卷中國書法長卷
《《書法賦書法賦》》驚現成都驚現成都

■《書法賦》局部。

■長達15米的中國書法長卷《書法賦》局部。

■四川省書法家協
會副主席、成都市
文聯副主席、成都
市書法家協會主
席、中國書法家協
會首批會員舒炯。

■劉正成與舒炯、
蔡長宜在剛揭牌的
心香山館前合影。

■■國際書法家協會主席國際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中國
書法全集主編劉正成正在觀摩書法全集主編劉正成正在觀摩
《《書法賦書法賦》。》。

■榮寶齋畫院畫家、四川美協會
員、劉大為工作室研修生、心香山
館負責人陳宇康正在向國際書法家
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全集主編劉正
成介紹書法長卷展出的相關情況。

■當代著名女詞人蔡長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