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中國公眾考古─仰韶論壇」在
三門峽市舉行。我又一次來到仰韶村，漫步在這
片文化沃土之上，欣賞着這裡美好寧靜的環境，
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氣，我似乎又有了新的感
悟。
仰韶村位於豫西丘陵的黃土高地，背靠韶山，

三面環水，由多個散居在遺址周邊的自然村落組
成，每個自然村都好像是一幅美麗畫卷。每走進
一個小村，映入眼簾是錯落的院落、威武的門樓
石獅、精緻的屋舍窗欞，以及掛在窗外金燦燦的
玉米穗和紅彤彤的小辣椒。片片樹木濃蔭垂地，
疏影橫斜。這裡的村民雖然都搬進了現代的合院
建築，但原來居住的窯洞和土坯房還零落存在。村
民們抱素懷樸，十分珍視這些老房舍。他們說，這
些窯洞和土坯房是祖先留下的財產，有的可能是
90多年前的考古工作者居住過的地方，要精心保
護。
仰韶村有一座仰韶文化博物館，是當地政府在

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時建成的。開放兩年多，參
觀的人很多，社會反響很好。曾前來參加開館儀式
的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總館長桑娜．尼爾森女士多
次盛讚：「把仰韶文化博物館建在村子裡是一種智
慧，代表着當代人對祖先的敬仰，對文化遺產的保
護，對當地民眾的尊重。仰韶村是名副其實的博物
館。」
仰韶村是一座詩意濃濃的植物標本室。每每提及

鄉村，浮現於人們腦海的往往是「花褪殘紅青杏
小，燕子飛來，綠水人家繞」的田園牧歌，是「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悠詩意。今天，透過
國家大遺址保護工程的持續實施，這種詩情畫意正
在古老的仰韶村展現出來。

仰韶村雖地處丘陵，但因其北高南低的特殊地勢，村子東西部懸崖底部的
兩條小溪，自然延伸至村南交匯，形成山水環繞的美景。這裡的小溪雖然沒
有江河那樣洶湧澎湃的波濤，但常年流水不斷，滿足了村民們世世代代生存
發展的需求。因為有水，仰韶遺址周邊的樹木，無論是種植的還是野生的，
都旺盛茂密，喬木高大，灌木叢生，遠遠望去，儼然一個森林公園。為了防
止水土流失，仰韶村前兩年沿着小溪種植的上千棵柳樹，如今已經枝葉繁
茂。村民們也喜歡種植果樹，享譽方圓幾百里的澠池大杏、澠池紅棗和澠池
柿子遍布仰韶村的溝溝坎坎。深秋時分，杏樹、棗樹等已過了碩果纍纍的輝
煌期，只有黃橙橙的柿子還高高地掛在枝頭。站在這裡，不禁想起「雲淡風
清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的詩句，冥冥之中有些巧合，感覺像是宋代著
名學者程顥專為今日仰韶村所寫。
隨着仰韶文化遺址保護工程的實施，這座植物標本室的內容不斷豐富。仰
韶文化博物館把國家批准的保護規劃逐步落實在仰韶遺址上。為了減少農業
耕作對文化遺址的破壞，他們從農民手中租來遺址上的耕地，嘗試種植花
卉。我發現，仰韶文化博物館對花卉的選擇也很有趣：一側是中國的傳統花
卉菊花園，園內黃橙橙一片；另一側則是引進的歐洲花卉薰衣草，展示着芳
薰百草色艷群英的風姿。說起菊花，中國已經有3000年的栽培歷史。菊花花
色艷美，有吉祥長壽之意，歷史上稱其為「壽客」，深受人們喜愛。而薰衣
草原生產於地中海沿岸和歐洲，現被各國廣泛種植。性喜乾燥耐寒的薰衣草
適宜仰韶村的環境氣候，在種植的第一年，它細長的莖幹末梢開起小小的紫
藍色花朵，花形花色溫柔細膩，當微風緩緩吹來，薰衣草園猶如紫藍色的波

浪層迭起伏，優美典雅。大
概在明末清初，中國菊花傳
入歐洲種植，而在上世紀六
十年代，中國也引進了薰衣
草。因為仰韶文化遺址的保
護，遠隔萬里的歐亞花草在
一個小小村落競相開放。漫
步這美麗的花園，我的衣角
似乎留下了一抹中西融合的
獨特清香。
站在仰韶村，我們不曾想

到，正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
小村莊，讓中國和瑞典有了
千絲萬縷的聯繫。1921
年，受聘於中國政府礦業顧
問的瑞典學者安特生和中國
學者袁復禮等在仰韶村發現
了「仰韶文化」，由此拉開
中瑞文化交流的序幕。如果
沒有到過瑞典，我們還不曾
想到，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
館之遠東博物館，至今還舉
辦着中國仰韶文化時期的展覽，名稱為《中國之前的中國》，展覽是利用安
特生等發掘研究後留存於瑞典的文物舉辦的。瑞典學者曾風趣地讚美展覽中
的仰韶彩陶，「文物顯示了驚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如能跨越時代，與創造
了它們的我們這些親屬見面說話，一定會談笑風生。」
試想，當時安特生等學者海運到瑞典整理研究的文物，如果返回中國的另
一半不丟失，或以後能完整地找到，其影響和意義將不可估量，無論是仰韶
文化博物館還是瑞典遠東博物館的陳列展覽，都會更加精彩奪目。
正是因為「仰韶文化」，中瑞文化合作延續不斷。2012年5月，我們履行

5年合作協議，在瑞典遠東博物館舉辦「黃河流域國王與諸侯——中國河南
青銅文明展」。展出時間一年，濃郁的中華文明元素在瑞典顯現，各種宣傳
畫布滿斯德哥爾摩市的小巷大街，瑞典藝術家在展覽開幕式上演唱的中國民
歌在廣泛傳唱，展覽效果之好，超出了預期。中瑞文化交流，牽動着酷愛中
國文化的瑞典王室。早在80年前，因為仰韶文化等文物的發現，當時的阿道
夫王子、後來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前來中國訪問，因為戰亂僅一步之遙
沒能來到仰韶村，留下終生遺憾。今日舉辦河南文物展覽，國王古斯塔夫六
世之孫、當今的國王卡爾十六世夫婦也給予諸多關心支持。開幕式那天，國
王夫婦參加了活動全程，認真觀賞來自中國的文化瑰寶。中瑞合作交流隨着
文物展覽逐步擴展和延伸，「唐代洛陽文物展」即將赴瑞典展出，與斯德哥
爾摩大學的合作正逐步實施。
英國作家威廉．哈茲里特說「田野是書房，自然是書籍」，仰韶村就是一

本厚厚的書。這本書內容豐富，隨處可見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一個窯
洞，一間老屋，甚至一把泥土，這些都記載着文明，書寫着淵博的學問。這
本書我雖時常翻閱，但僅是觸摸了書皮、閱讀了簡介，對書中深邃的知識還
未完全領悟。仰韶文化的研究是一漸進過程，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仰韶文化遺
址在不斷發掘，「隨着研究的深入，更加證實了仰韶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
文化中是處於核心地位的考古學文化」，嚴文明先生在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
紀念大會上這樣說（見《中國文物報》2011年11月11日一版）。
今天，手捧着這本厚厚的書，自覺趣遠情深，敷彩長智，彷彿看到知識的
小溪沿着幽深的懸崖緩緩地流着，它發源於往日的荒原，流向未來的小溪，
永無止境。

話說二王廟位於都江堰市，坐落於岷江東岸的玉壘山麓，與都江堰渠
首隔內江相望，始建於東漢，原為紀念蜀國望帝杜宇的望帝祠。南齊建
武年間改為崇德祠，改奉李冰石像。宋開寶五年，增奉傳說中的李冰之
子李二郎石像。五代之後，隨着李冰父子相繼被敕封為王，清乾隆時之
《灌縣誌》中稱二郎廟，後遂稱二王廟。
有一年春天，一行六人，午後乘車到二王廟去。也不知為甚麼，大男

孩打從抵達灌縣當晚起，就一直嚷着要到二王廟去，大夥兒在都江堰遊
玩了一個上午，都餓了，卻拗不過他，只好空着肚子趕路。
到了二王廟，本來最好從離堆公園經飛沙堰，走過把岷江分為內外的

金剛堤，然後沿安瀾索橋橫越內江，走到二王廟大門，可是索橋正在維
修；有人建議走山路，沿玉壘山走過去，大概也只是半個小時腳程，可
是大夥兒都有點累了，聽司機說二王廟內外都有食肆，便決定以車代
步。
車抵二王廟後門，街上熙熙攘攘，廟門前擺滿販賣小食和紀念品的攤

子，只是國內一般廟宇名勝的格局，大夥兒也許既疲且餓，也無心瀏
覽，便匆匆購票入廟。然而，走進廟內，沿着曲折石階梯道走了一會
兒，又覺得內裡的殿宇和廊道轉折層疊，佈局幽深多變。
原來這二王廟依山傍水而築，背倚玉壘山，面向都江堰，殿堂依山勢

以圍牆，石階實串，錯落牽連，沿途林木環繞，層次折疊有致，從二殿
到堰功堂，大殿而至牌樓，走下一層又一層的石階梯級，每一層都別有
洞天。
穿過牌坊走出前門，沿石堤臨江前行，眼前又忽然為之一亮：沿江有

一排垛堞形的平台，擺滿了熟食攤子，低矮的石欄前有竹椅木圍着小
桌，攤檔冒着暖胃而騰熱的煙，下午二時的陽光在江上泛着煦和的霧
氣，跟先前廟內的重疊幽深截然不同，又是另一番景致了。
大夥兒在江畔吃了一頓愜意的午餐。吃抄手的時候，大家都嚷着不要

辣的，可是抄手不加辣又好像太平淡了，終於連粉絲、菜湯也鋪了一層
薄薄的紅辣油，吃得額角冒着汗珠，吐着舌頭呵着熱氣，大男孩不斷游
說護士小姐多添辣油，一邊抹汗，一邊嗆咳着說：有意思，過癮極了。
也記不起為什麼，那時有人背誦了一首詩：「一種塗脂抹粉、土裡土

氣的詩歌／符合那樣的描寫，但又不／完全是那樣。不存在什麼迅捷，
／但事情完成得很快。／我童年生活的卡通時代／變成了一捆印刷品；
看啊，／這東西上面印着什麼？／誰知道它會成為甚麼？／此時它喘着
氣，彷彿掛線上的一條魚。」「你在瀑布底下彎腰，／彷彿在青苔中讀
着／小小的符號，於是一
切都甦醒過來，／但來得
靜悄悄。沒有辦法把它記
錄下來。」
事隔十年才弄清楚，那

是阿什伯利（John Ash-
bery）的《在另一個時間
裡》，至於為何是這一
首，都忘了，只約略感覺
到那詩必然與二王廟相
涉，也與一個「緣」字相
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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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情 畫 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二十六）

重看《老港正傳》的左向港

世間夫妻關係大抵都
如此。雖然可能已是老
夫老妻，但仍猜不透對
方心意。

試 筆

■文：星 池浮 城 誌

富 足
一個微涼的早上，日光擦亮了搖晃的車廂，窗

外景物如常迅速倒退。阿清獲親人陪同，前往目
的地。須臾，下車，像獲太陽擲下善意的熱力，
緩緩走進灣仔政府大樓，到達「家事法庭登記
處」的櫃位查詢。注視着電腦屏幕的職員，輕敲
鍵盤，木然地說：「現時，並沒有辦理離婚手續
的申請記錄。」頓然揭破了阿清的丈夫阿威所說
的謊言。於是，阿清與親人走過明亮的通道，徐
徐離去，均對阿威的胡扯瞎說以及不負責任，見
怪不怪。
乘車返家途中，和煦的陽光從沒遠離，忽然，

一段矇矓片段湧現阿清的腦海。那個傍晚，十一
歲的孿生女兒在場，丈夫阿威聲稱已單方面提出
離婚，惡言地要她下個月收拾行李遷出，否則會
把其物品全丟出走廊。可是，兩星期轉眼飛逝，
阿清尚未收到離婚呈請書的副本及相關文件，嘗
試問丈夫，卻不獲回答。經阿清的親人上網查閱
離婚程序，頓覺有詐，唯有留下字條予當廚師需
夜歸的阿威，弄個明白。結果，常常酒醉回家的
阿威，僅寫下粗口字句，辱罵她要盡快搬走。
阿清一家租住政府的公共房屋，阿威無權趕走

租約上列有名字的人。縱使，阿清深知家中充斥
丈夫的髒話及無理咒罵，還是期盼能夠留在孿生
女兒及五歲小兒的身旁。
晃眼來到另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患上癲癇及

曾有輕微情緒病的阿清，如常由母親陪伴到屯門
醫院覆診。醫生徐徐說：「情況不錯。」阿清
問，時時覺累，醫生答，她須長期服藥來控制病
情，多睡屬正常。因病，阿清反應較為緩慢，有
少許腦退化跡象，近數年無力照顧子女，僅能照
料小兒至一歲，三名小孩便交由家婆代為看顧。
在夜幕低垂，廳燈未算光亮之時，走廊傳來腳步
聲，家婆把小孩帶回阿清的家中，一股暖意流入
她的心坎。阿清的兒子調皮地想與母親玩耍，怎
料家婆連忙把孫兒擁入懷內，催促他入房睡覺。
阿清不屬圓滑世故的人，早與家婆不咬弦，此
際，家婆也毫不體諒，常埋怨阿清啥家務也不
幹，極端慵懶，只愛睡覺。家婆常對人言，絕不
理會阿清夫婦之間的事情，卻在搬弄是非，甚至
阻撓小朋友親近母親，把想法強加諸就讀幼稚園
的小孫兒身上。
離婚鬧劇被揭穿之後，阿清依舊聽到迫遷的話

語，丈夫阿威也常借題發揮盡情責罵，或在她面
前大模大樣與別的女人曖昧通電話。但是，阿清
極清楚，一旦搬出，以後難以見到子女。由於，
丈夫及家婆從沒正面交代清楚，只愛以小孩傳
話 ，令阿清的母親甚為擔憂，因此嘗試找阿清
的家婆，欲談數句。怎料，阿清的家婆拋下一句
與她無關，即迅速逃離。過了一陣子，阿威便來
電，以髒話辱罵阿清，最後，連阿清的母親亦接

到女婿的來電，同是一段沒內容的粗言穢語。
面對會使用暴力及出言威嚇的丈夫，不足九十

磅的長期病患者阿清，只好搬到母親那兒居住，
儘管她絕對有權住在自己的公屋內，亦不願暫別
子女，無奈有此橫蠻無理的丈夫及家婆，只能如
此。阿清但願小朋友將來能明辨是非，別滿口謊
言，做個有承擔的人。
其實，阿清未被迫走的最初，丈夫阿威縱有正

職，卻不善理財，銀行的欠債紀錄惡劣，不能再
獲發信用卡，於是，阿清的母親曾以己之名申請
信用卡暫借給女兒，無私地幫忙。阿清簽賬後，
每月尚會準時還款。後來，阿清長期進出醫院，
信用卡落在阿威手上，他曾誓言旦旦，會肩負還
債和照顧妻子的責任。結果，在繳交每月最低還
款額之時，每月也有使用信用卡，令所欠金額積
大。終於，某一夜，阿威在電話一端兇惡地狡辯
從沒用過分毫，欠債的是阿清，與他無關，從此
由阿清的母親來揹債。阿威一向愛拖欠金錢、不
負責任，他能用錢買新款手提電話來講千百個推
卸責任的藉口，每晚睡得安穩。不過，相信，在
那兒不當獲得的錢財，於某處失去的總必會更
多。
富足，並非是在指隙流走的沙粒，以物質及

謊話來堆砌，而是用真誠於心扉種出芬芳的繁
花，心安理得，自會得到幸福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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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老港正傳》中，左向港的品格和價值觀皆有
其可賞之處。左向港待人接物正直忠厚，奉行一種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處事原則。根據電影情
節，「人人為我」也許並不常見，但左向港的「我為
人人」卻有充分的展示。例如，左向港會不捨得花幾
千元到北京旅行，一圓其前往天安門廣場拍照的美
夢，卻在故友之子周家俊陷入喪父、失業的困境時，
二話不說，把家中多年積蓄的八萬元送給對方。左向
港一直住天台屋，居住條件不佳，但他卻總是想如何
改善別人的處境，總惦記在內地的親戚，只要有能
力，就寄衣物回內地。一些細節也顯示了左向港寧願
自己吃虧，也要幫助別人的善良心腸，如買西瓜，付
出同樣的價錢，他卻刻意選擇較小的一個，讓果販和
後來的顧客得益。左向港凡事關顧他人，難怪和他最
親近的妻子陳秀英常說他「總是把自己放到最後」、
「心地很好」。
此外，左向港也對自己的信念非常堅定。他信奉社
會主義，熱愛國家，嚮往到天安門廣場感受祖國的偉
大。在日常生活裡，他也盡力貫徹社會主義精神，如

克勤克儉，避免資本主義式的物質享受，甚至要求兒
子左忠衣飾髮型一概樸素，又常常熬湯給工會眾人，
發揮團結精神；當他與陸佑就意識形態發生分歧時，
連幾毛錢他也急急退給陸佑，立場清晰。左向港的價
值觀在香港是否合時則見仁見智，但其堅守信念，主
一無適，自有令人敬佩的地方。
林奕華的評論文章〈《老港正傳》：「被動」的香
港〉則採取另一角度，對左向港作出負面批評。概括
其說，林氏認為左向港不屬於典型的香港人，因為香
港人善於把握機遇，左向港卻總是不思進取，極為被
動。至於左向港前往天安門拍照的夢，林奕華也評之
為「把虛妄的幻想當作精神寄託」，這就或多或少接
近三島由紀夫筆下小和尚對金閣寺的嚮往，或《牧羊
少年奇幻之旅》的水晶店老闆渴望到麥加朝聖，但林
奕華直言到北京一事相當容易，並不存在對個人意志
的挑戰，故左向港之不能圓夢僅因其「窮」，而左之
不能圓夢與貧困，自然還是植根於被動。
林奕華的意見有許多獨到之處，唯取捨之間，對左
向港的品格及堅持作一肯定則似乎更合於今日的社

會。「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在許
多地方都是屢見不鮮的情景，資本主義下人人「太思
進取」，結果往往使得人際關係愈加疏離，社會愈加
冷漠，而左向港為人付出，於改善自己處境而言固屬
「被動」，對恢復人與人的互助互信卻算十分「主
動」。但是，捨己為人，會否讓自己跟左向港一樣，
貧乏無依，甚至犧牲了家人的幸福？可以說，電影中
左向港式的集體主義的失敗，其實乃在於「我為人
人」之後，未能實踐「人人為我」的雙向互動所致，
如接受左向港資助的周家俊後來成為中資企業的旗
手，大有能力回饋恩人，左向港婉拒之後，周也就不
了了之，未有切實圖報。在電影內外，若是「我為人
人」成為一普遍的精神，互助得以落實，左向港式只
有付出的困窘相信是能夠消弭的。
左向港對信念的堅持也給人一些啟示。當代或許是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on）崩解的時代，意識形態
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交鋒至少在香港沒有造成戰
爭歲月、冷戰時期般的巨大衝突，但這種穩定卻同時
帶來「沒有英雄的年代」或甚至「沒有理想的年

代」，令人喪失獻身精神或使命感，淪於遊戲人生。
左向港數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支持其社會主義信念，以
公共利益為依歸，雖然無成，卻是有終，能教輕易放
棄思想陣地、立場搖擺如風中之柳的人慚愧。要知
道，堅持本身也是一種「主動」。此外，左向港的北
京夢雖然渺小，但他亦未嘗不「屢敗屢戰」，甚至考
慮過以步行的方式由香港前往天安門，沒有「知窮而
退」。這一點，對於即使是只擁有細小夢想的「平凡
人」來說，不是也具有提示的作用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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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港正傳》中，黃秋生飾演的左向港正直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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