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宗教默許仇警？

瘋狂補習班
近日，中國兒童中

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在京聯合發佈了今年的兒童藍皮書
《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9）——兒童
校外生活狀況》，當日，「六成兒童參
與課外班」登上微博熱搜榜。藍皮書裡
那麼多內容，唯補習班話題瞬間就脫穎
而出，果然是社會眼中「兒童校外生活
狀況」是首等大事。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相關新聞的熱
門跟帖都表達着同一個意思：「說少了
吧？」、「應該百分百吧？」、「我身
邊的人無一漏網」……事實上，小狸
也有同樣感受——朋友圈裡所有「適
齡」的娃，幾乎沒有一個不在參加這樣
或那樣的課外班。而此處的「適齡」，
指的是從剛出生到高三；「這樣或那
樣」，指的是因家庭經濟條件而有所
區別的輔導項目以及它們當中暗藏的
鄙視鏈。當然，報告較低的數字可能
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其調查對象為全
國 10個城市和農村的 14,874 名幼兒
園、小學和初中階段3-15歲兒童或家
長，這裡面並不包括早教和高中階段的
學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對象包括
農村學生人群，而依據媒體之前的報
道，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曾於去年表
示，據估算北京市約有70%的中小學
生在參加校外培訓。雖然調查樣本不
同，但還是可以作個大致參照，即加入
了農村學生的數據後，學生整體參與補
習的比例並未稀釋很多，因此或可說明
即便是在鄉村，讓孩子參加課外補習也
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
事實上，有不少文章和網友回應也

都證明「如今農村孩子補習也不弱」，
甚至很多村裡都有補習班，究其原因大
致有兩個，一個是農村家長「更希望通
過學習來改變現存的這種狀態」；而另
一個則是外出務工的家長更願意把留守
兒童送進課外補習班「有人管」。
不管怎麼說吧，全國上下都熱衷送孩

子「課外用功」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
實，甚至還因此產生了專有名詞——推
娃，即推着孩子前進、走向成功之意。
關於推娃，無數父母都覺得它是種病，
但無數父母又完全無可奈何地含淚屈
從，其中尤以中產階級為最。原因很簡
單，路面並不寬，別人都在推，你不推
你的娃就掉隊，不是成績排名掉隊，而
是掉出本來階級的隊。
是的，關於這一點，廣大中產們簡直

要焦慮死了。如今很多城市的普通高中
升學率正愈來愈低，比如深圳去年的實
際普高升學率只有46.47%，即兩個孩子
裡都不見得能有一個考上高中，另一個
就要去唸職高或者技校。面對這根獨木
橋，有錢人家可以瀟灑地拿金錢開路，
考不上公立咱直接私立然後出國唸；窮
人家也有不錯的優勢——國家針對貧困
學生有專門的扶助政策，各種錄取分數
會相當傾斜。唯獨不尷不尬的中產，兩
頭靠不上。而這些中產，很多都是原本
985（內地一流大學）的夫妻倆通過打
拚多年好不容易在城市落腳後才勉強獲
得，而他們的孩子，卻有很大機會成為
職高學生，然後分分鐘掉下好不容易爬
上來的階級——要知道，內地的中產和
貧民之間並沒有太遙遠的距離。
所以，除了「拚了」，還能怎樣？

除了「瘋狂」，又還能怎樣？

上文筆者將二零一
九年香港的超大動亂
命為「小孩暴動」和

「蟑螂革命」，又提到造成今天有這麼
一大票香港年輕人言行乖張，很大程度
是受了政商、學校、宗教、法律和傳媒
五大界別重量級人物的影響。
近日商界都陸續表態譴責示威暴徒
的暴力，政界方面，鐵桿的反對派政棍
誓言不「割席」，這是用漢末大德管寧
與華歆「割席斷交」的故事，香港許多
人都喜歡引用。積極參與暴動的一些大
學師生、個別法律專業人士和偏頗的傳
媒卻以「雙重標準」反過來誣衊香港警
察在這兩個多月過度使用武力，對暴徒
到處刑事毀壞公物和對異見者行私刑則
視若無睹。最應該發聲的宗教界卻還未
譴責暴徒的違法惡行和暴力，這不是很
奇怪嗎？
我們在討論香港政事的時候，講
「宗教界」其實等於在說「基督宗
教」。廣義的基督教包括羅馬天主教、
基督新教（香港人說的基督教較多指
此）和對香港影響不大的東正教。天主
教由香港教區管理，基督新教的教會則
不相從屬，聖公會因為是英國國教，在
香港該是影響力較大的基督新教教派。
至於香港其他宗教團體和信眾都沒有積
極「參政從政」，佛教、道教、伊斯蘭
教和孔教都如是。
香港社會現時出現最大的失德行為，

毫無疑問就是示威者的仇警辱警襲警惡
行。近時香港示威者已演化成很可怕的
一種動物，起初在六月份時白天遊行示
威時表現和平守法，到了晚上留下來的
都變成破壞公共安寧的妖魔。到了八
月，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肆無忌憚地

搗亂！有數量可觀（significant）、但未
必是大多數的香港人忽然仇警，筆者多
次強調，都是歸咎二零一三年的「林慧
思辱警事件」打響了辱警的第一槍！
林慧思當時是天主教寶血會培靈學

校的教員，她在旺角街頭涉嫌干擾警方
執法，還罵了中英文髒話，事後得到整
個反對派陣營的大力支持，就是政、
學、教、法、媒五個界別都有大量名人
保駕護航。
這回二零一九年「小孩暴動」、

「蟑螂革命」，我們又見到基督宗教所
辦的學校出了仇警教員。二零一三年林
慧思只是針對一小隊執法警員，用廣東
人最具惡意挑釁和刻毒攻擊的一句髒話
辱警，「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概是「強
姦你阿媽」。今回「教會學校」教員則
是「無差別」地攻擊所有警員。先有嘉
諾撒聖心書院（香港天主教嘉諾撒仁愛
修會創辦）的教員賴德鐘公開狂言「黑
警死全家」，所謂「黑警」是近時暴徒
對所有香港警察最常用的侮辱用詞，全
家針對不止一人，而是不論男女老幼！
再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助理
校長戴健暉的嘴更毒，具體「祝福」警
員子女「過唔到七歲」（「過唔到」即
「活不過」）和「死於非命」！
若按所謂「國際標準」，中小學教
員有一天公開散播仇恨言論，明天就不
用再上學，必被開除！
到八月下旬，還未見天主教香港教

區宗教署理湯漢樞機和香港聖公會鄺保
羅大主教，對香港地區有教會學校教員
惡意恐嚇警隊及家屬有一言半語的批評
或勸止，更不要說譴責了。
湯樞機和鄺大主教能說一兩句公道

話嗎？ 暴動的亂後重建（二）

近 教 詩
坊，和少年人
講余光中的新

詩《親情傘》。余光中九歲時，
正值日本侵華，母親孫秀君女士
獨自帶他逃難；1958年，孫秀
君女士在台北逝世。余光中卻
在香港，一直不能見他的母
親。
他傳世的新詩《親情傘》，內

容講述作者回憶兒時在故鄉，母
親於大雷雨下挺着傘護着他，及
寫自己已度過大半生後，卻沒有
去母親的墳前探望，抒發了作者
對母親的懷念之情。讀詩時候，
傘的美好意象，觸動我許多豐富
的親情聯想。
《親情傘》首段如此寫：
最難忘記是江南
孩時的一陣大雷雨
下面是漫漫的水鄉
上面是閃閃的迅雷
我瑟縮的肩膀，是誰
一手抱過來護衛
一手更挺着油紙傘
負擔雨勢和風聲
母愛情濃，親情心意，借助於

一柄油紙傘，母子之間在共撐的
傘下，聞得彼此的氣息，母子連
心，天地裡變得親暱而狹小，
「負擔雨勢和風聲」的母愛護衛
相扶，使兒子心裡不驚不懼呢！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還沒讀過

《親情傘》，可是我心目中，認
為傘是母愛親情的重要象徵媒

介，就曾經寫過一篇抒情短文
《雨線下的溫情》呢！
文中我寫自己的慈愛母親，是

愛──母親在雨中向着站在校門
口無奈的我奔跑過來的情景，刻
骨銘心──母親來了！她成了我
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美好形象。
是母親的愛──使我在傘下，

擋住了密麻麻的雨、呼呼聲的風，
在一片風雨裡，許多話語化為無
聲的舉動，容心內情緒化為擁抱
─我何其幸福！怎會驚懼呢？
儘管雨衣出現了，雨傘依然沒

有被生活淘汰，傘成了我們的日
常夥伴。雨天出門，我免不得會
帶一把傘，遇大雨滂沱也就不至
於濕透了。可是，自從傘子不再
是雨傘（雨傘原來竟然可被利用
作為醜惡尖銳之武器，做違法之
罪惡），像口罩不再是口罩（戴
口罩不再是醫療用法，變質為模
糊面目、隱藏真面目之偽手
段），這還未算，「明人不做暗
事」──傘下，有人戴口罩遮擋
面目，以銳利而尖硬之傘柄端，
擊傷人而幹見不得光之勾當！罪
惡，竟然可因傘之名被利用作歹
違法！甚或加以頭盔配合，以遮
掩做壞事時的嘴臉惡相，怕被
明人辨認和逮捕嗎？難道做正
義的事會懼示人以真面目？
「往事只能回味」，我感嘆

傘和人的美好聯繫已消失無
蹤，許多美好的感情和溫柔的
畫面，只能回憶舊時了吧！

傘的隨想
夏去秋來，立秋已過了不少日子了，然而世界各地

包括香港在內，天氣還是酷熱得很。香港人常說的
「秋老虎」今年特別勇猛，實在令人受不了。

兩個多月來，無論政治或經濟都像「秋老虎」一樣，使人受不了。
尤其在香港所發生的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社會上不同政見和立
場的人都議論紛紛，爭吵不斷。以暴力行動令社會深感不安，沉默的
大多數終於也群起反對之，尤其是各大商會、各大政要和商界人士紛
紛公開反暴力的聲音，響徹雲霄。老實說，亦引起世界各地對香港發
生事件的言論，令人不安。
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香港愛國愛港的社團，紛

紛籌備迎接慶祝節日的到來。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日前假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大禮堂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文藝經典大匯
演。千餘嘉賓雲集，欣賞數百演出者的精心表演，彰顯對祖國的歡
欣情懷。最令觀眾驚喜的是其中表演者有7至12歲小朋友，藝驚四
座，惹來掌聲不絕。據大會統籌人芬姐表示，這次節目已經錄播
了，9月21日在無綫財經台播出，將令更多內地同胞與海外人士知
悉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小朋友對祖國的熱愛之情。芬姐又認為愛國
教育必須由娃娃抓起，歡迎廣大讀者觀眾屆時細心欣賞，給予指導
意見和批評。
芬姐接受訪問時滿懷感慨地說，用六個字來表達她最近的心情：「留

下愛，放下恨」。人生在世，生命無常，我們實在應該珍惜所擁有的。
我們留下的愛，愛國家、愛香港、愛家人、愛自己；而我們要放下恨，
放下仇恨、放下怨恨，融入社會，大家和諧友好，社會便能夠無暴力，
有和平。上周，特首林鄭月娥舉行新聞發佈會，語重心長向市民講
出她的心聲和想法。其實，某種程度是回應了某些人士對她的訴
求。林鄭決定邀請政教名人建立對話平台，使社會收窄分歧，減少
怨聲。另外監警會計劃邀請海外專家協助調查，以示公平與公義。
從媒體上看到，我們的特首精神看似憔悴了，令愛護她的市民心痛
不已。
時間過得真快，漫長的暑假快將結束，莘莘學子將重返校園，繼續

學習了。相信很多「陪太子讀書」的一眾家長將會很忙了。遺憾的
是，聽到某些不負責任的聲音，以學生罷課作為壯聲勢的籌碼，將所
謂政治鬥爭搬入校園，令人痛心疾首。富有正能量的社會人士都在期
望，我們親愛的家長與教育工作者，堅守崗位，不能讓孩子罷課，因
為最終損失的，是純真的孩子。

留下愛放下恨

最近和女兒到深圳
按摩和吃晚餐，今年

二十四歲的她已對當地十分熟悉，帶着
我到處找美食，原來她經常和朋友北上
消遣，包括唱Ｋ遊玩。我們居住在香港
北區，到深圳福田口岸或羅湖口岸才十
多分鐘，較出香港市區方便得多。
深圳發展的確一日千里，新建設此
起彼落，由於地大，無論是公路、商
場、店舖等等都較香港要廣闊，設計也
落本，經營多創意，但消費水平相對香
港便宜得多。
我對福田口岸和深圳灣口岸的附近
區域分外喜歡，尤其是後者，環境舒
適，市容設計既有新加坡的椰影處處，
也散發着一點歐陸風情。
我問在多倫多讀書七年
現於香港工作的女兒在多
倫多生活還是選擇返回內
地，她毫不猶豫地選內
地，認為內地朝氣勃勃，
經濟起飛，市場龐大，對
年輕人來說機會很多。她
說加拿大發展太慢了，一
段長時間再去，情況也不

會有太大變化，不會錯失了什麼，「我
寧願在內地找機會！」她說。
最近中央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
見》，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
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
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
實力大幅提升，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
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
成為全國典範。此外，深圳將實行更加
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
制度，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港澳居民
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加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這個消息對香港是好是壞？香港人

要更加努力去保持實
力，深圳的生產總值
（GDP）去年已超
越香港，香港人要有
危機感急起直追。另
一方面，香港人也多
了選擇，與深圳和大
灣區融合，互惠互利
共創佳績，只看大家
眼光是否長遠。

明日深圳

Gucci今年早春推出了一
款彩色運動鞋，叫Gucci

Distressed leather sneaker（網眼皮革運動
鞋）。鞋型來源於上世紀70年代經典運動鞋
的靈感，條紋、皮革加橡膠底。兩側的尼龍
條紋織帶有「紅綠」和「紅藍」兩種配色。
不過這不是重點，這款鞋最引人矚目的是設
計師對整個鞋面進行了做舊處理，所以整個
鞋初看上去有點髒兮兮的。不過到目前為
止，這款鞋相當成功，儼然已經變成這個夏
天的一個時尚標杆。
很多人把這種成功看成是消費者對前衛和

叛逆的追求，把做舊理解為對傳統價值觀的
挑戰，以刻意顯示與眾不同的生活態度。套
用這個理解，當然可以對標許多針對年輕人
的品牌，比如同為意大利的Diesel，就是反傳
統的。他們的設計最注重面料的油污感和硬
度，以激發男性身上潛在的荷爾蒙。為了達
到這種效果，Diesel的衣服經常看上去有很多
不均勻的色斑，骯髒而富於野性。牛仔衣的
版型更是注重貼身，襯托着身材的線條。有

時，連褲襠拉鏈也會刻意拉長外露，走起路
來一晃一晃，凸顯着性的指引。
Gucci的小髒鞋顯然不會有這樣的效果。它

非但無法張揚個性，反而相當含蓄。以一種
默默無聞的方式緩解着新鞋上腳那一刻產生
的焦慮。這種焦慮來源於人與物尚未合一時
的不習慣。因為一雙新鞋，無論是嶄新的顏
色還是硬挺的造型無不提醒我們它的存在。
走出家門的那一刻，陽光的反射讓我們更感
不安，似乎自己全身的焦點都集中在了腳
上，生怕因此而吸引別人的注意。直到鞋子
穿過一次，這種難耐才得以紓解。
所以，小髒鞋就像一個心理學實驗，讓我們

跳過了這個穿鞋的心理過程。固然它依然有新
鞋的觸感，但至少看起來是平凡的。尤其一想到
着裝一半是為了自己，另一半是為了別人，做舊
的心理安慰效果就更明顯了。正如心理學家An-
gela Bahns所說：「鞋子太乾淨，可能給人過於
謹慎、焦慮以及保守的感覺。因此鞋子髒一點，
或許能展現出你鬆弛、平靜、自由的一面。」
忽然想起紅樓夢當中寶玉初見黛玉一節。當

時寶玉剛從外面回來，就徑直去換了舊的便服
來見黛玉。為此還受了賈母輕輕的一句寵溺的
責備：「外客沒見就脫了衣服。」表面看來，
這個情節似乎閒筆，但它有個妙處，可以瞬間
將外面世界的客套和距離感摒棄掉，換上最
親密的家居生活。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曹雪芹
營造出的自然與舒適。顯然，小髒鞋的設計
師也懂得這個心理，他知道人是矛盾的動
物，既喜新厭舊，又懼怕絕對嶄新的東西。因
此，儘管為了將作品做舊，他會精心地打磨、
洗水和上色，但他並不提這些，只是期待着這
雙鞋子完成一種叫做隱退的藝術。
這個術語曾經出現在《追憶似水年華》當

中，普魯斯特用它來讚揚沙龍女王奧黛特和
維爾迪蘭夫人的交際術，認為她們之所以能
夠舉辦成功的沙龍，就在於她們都懂得凸顯
來客，自己則保持半隱半現。於無聲處，小
髒鞋也像這種社交術的一種隱喻。設計師將
他關於隱退的理想變成一種做作，這種做作
既有社交氣，又有藝術性。讓昂貴、善解人
意與藝術混為一體。

隱退的藝術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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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水墨叫徽州，
時光是徽州的一點點淡
墨，清水淡墨，漸漸淋
描在古城的眉目和肌膚
上。古徽州府轄六縣，

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
源。因地處皖南，與浙贛交界，古徽州的
村鎮大都沿河而建，依山成形，傍水取
勢，獨成氣質。這正是「恍昨世，一簾清
幽夢，一窗碧瀾一輪月」。
一座座氣勢恢宏的牌坊，矗立在碧水藍

天中，靜默在蒼煙夕照下。遙想當年，富
足的徽商曾將古老的文化歷史——熔鑄在黑
白兩色之中，黑得堅決，白得透徹，那是怎
樣一種狀態。在徽州，歷史的陳香——像矗
立着的人性豐碑，倔強而樸素，一瞬間，你
彷彿走進明晃晃的光陰皺紋裡去了。
徽州素有「粉牆黛瓦馬頭牆」的美譽。

「粉牆黛瓦」的諸多建築，像似不多言語
的老者，卻閱歷萬象，閃耀着智慧的光
輝。而每處建築獨有的「馬頭牆」，要高
於山牆和屋面的高度，以牆面中點為中
心，呈對稱結構，體現出儒家中庸之道和
講究規矩的禮制。
其造型酷似「馬頭」，線條穩定富有秩

序，動靜結合；遠遠望靜謐村落，猶如諸
多馬頭牆連在一起，萬馬奔騰，竟給人一
種動感之美。馬頭牆的邊簷黑瓦與整面白
牆，猶似鋼琴的黑鍵與白鍵，疏密虛實、
高低起伏、起承轉合，奏響了徽州建築優
美的旋律。恰「一夫當關」的馬頭牆，封
山火、防颶風、遮驕陽；可「馬頭」也是
藩籬牆，女主人常獨居盼夫歸，撣纖塵、
臥蓮房、醉娉婷、裊雲衫。月扣西窗剪小
調，香台墨暗雪無殤。
粉箋揉碎，相思邀墨舞，最是歙硯好，

徽墨甲天下。歙硯尤以婺源與歙縣間龍尾
山下的澗石為優，落紙如漆，色澤黑潤，
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飄逸，只是如
今此類硯石已奇缺。古徽州的代表元素，

不僅是手工的寶墨貢紙，還有許多沉浸在
微雨中莊嚴樸素、天長地久、保存尚好的
村鎮人家。古橋青苔流水淡，岸邊紅葉了
芬芳，情有千千結，愛有綿綿長，寂寞歲
月最柔腸。其實，心靈的泉水，至今還在
靜靜地流淌。小巷的木雕小店裡，老藝人
總是戴着花鏡低頭刻東西，古樸雅致，詩
意幽幽，彷彿挽着歲月的裙角，將思緒拋
擲到雲端去了。當然，還有手捧青花瓷碗
的老婦人慢慢走過，瓷碗裡泊着白嫩的豆
腐。再看，一枝淡黃的凌霄花從斑駁的圍
牆上探出頭來，世間的一切安然靜美，都
在徽州的空氣裡——流轉開來。
可是，宏村的潺潺溪水不盡是明麗，待

到蒼茫四起，是否還能激起鄉愁的大霧
呢？節婦、烈女、忠臣、孝子，一個個影
像緩緩地繚繞在黑白兩色之中，彷彿有很
多話要說。待到天落小雨的時候，濕了牆
瓦屋簷，歲月的蒼苔也似在獨自嘆息。而
今日的徽州女子，用細密的步履撐一把雨
傘，一路滴濕了腳下的石板路，心中恍若
得悟，連綴起來竟像極一闋宋詞。
走進徽州老宅，木門、檻聯、天井、大

缸、浮萍、睡蓮，傳達着積善、讀書的禮
儀，有從容入世、清淡出塵之妙；廂房的
花窗刻有「羲之戲鵝，淵明愛菊，和靖愛
梅」的典故，千百年的詩書都活在美輪美
奐的木雕裡；後院蕉肥石瘦、碧水紅魚，
紫薇正開得爛漫，是否曾有紅頂商人與其
如花美眷在此品茗賞月呢？
雖聽不到古徽州月白風清、雋永綿長的

悠揚歌吟，但那種真正氣沉丹田的聲音，
那種動人心扉的盼望與堅守表情，讓我恍
惚間生發一點點歷史的醉意。如是，意合
了徽州，便可以有幸隔着一個仰望的距
離，一路看遍戲台，可以值鑼鼓與二胡敲
擊、拉響的當兒，閉上眼睛，回憶起徽劇
的韻腳，徽硯的儒雅——有時圓婉超然，
有時縱橫飛揚，有時左右開張，有時禪意
芬芳。

奇松、怪石、雲海、水墨、磚瓦，煙鎖
重鎮，霧籠山巒，這一幀幀的風月回憶，
這一圈圈密合彌連的春夏年輪，從水口悄
然淌到足下，由沙堤寂然滄桑百年。是誰
在雲路上輕拂翠柳捋塵煙，紅塵何曾老，
傾心長相隨，卻不知淚眼早已朦朧。慢慢
踏進小巷，「黟縣青」石在腳下鋪開，它
的奇特在於平日裡顯青色，遇雨則為濃黑
色。此時，剛下了一場雨，黟縣青像一筆
散發着醇香的濃墨，把徽州獨有的文化一
路潑灑開來。
空氣裡尚有氤氳的水汽，一汪溫和而平靜

的湖水裡，倒影着不老的青山，仕途家業、
深居高院，這曾是誰人、何時天下笑傲？明
月松間，清泉石上，淡然品茗，一縷馨香，
盛世繁華，怎敵我笑醉一回？前塵舊夢，若
眼前水間鱗次櫛比的徽州民居，心香卻是一
葉輕舟——蕩起一片漣漪。
湯顯祖有詩曰：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

州。徽州的風雨滄桑，總在趁人不備時，
悄然徙轉。徽州黛瓦粉牆，煙蘆雲樹，小
橋流水，一步步走去，曲徑通幽。徽州的
水榭長廊，石雕池塘，庭院深深深幾許。
所有這些，都印證了徽州古老窗欞裡的優
雅和寂寞，真有「一任階前雨，點滴到天
明」的意趣；須臾之間，徽州雨夜滴下來
的彷彿不是雨，而是淡淡的墨了。
有這樣一種水墨，似拈花淺笑，如幻輕

簫，悄然滴落紙面，風過花飛香如故，魂
牽處寂寞如是這般。歲月的燈影搖曳，滄
桑年華已暗換流年，墨跡深深淺淺，恍若
一回眸就是一癡念，染了素箋。何須愁
怨，穿越牽絆，淡看雲飄風起，煙雨徽州
看不厭。徽州之美，美在水墨。徽州古井
裡記錄着過往的喧囂與岑寂，徽州是一部
古書，氣閒神定，一幅木雕、一闋宋詞、
一杯淡茶、一簇花開、一輪明月，都是一
卷水墨丹青……有一種水墨叫徽州，那是
文化的水墨，歷史的水墨，境界自成的水
墨，人心聚散的水墨，風姿搖曳的水墨。

有一種水墨叫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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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型商場林立，香港人
愛前往消費。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