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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年伊始，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和解
放軍的援鄂醫療隊，奉黨中央和國務院之命，數
萬名白衣戰士，在疫情嚴峻的危險時刻，從祖國
四面八方逆行出征、捨生忘死，義無反顧地馳援
湖北，用青春和熱血、乃至生命，奏響了一曲表
現人間大愛的動人交響樂。3月中旬之後，湖北
和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明顯好轉，這是來自祖國
各地和部隊的數萬名白衣戰士，與鄂地醫務工作
者通力合作，拚死與瘟神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
隨着一座座方艙醫院在病人治癒後陸續關閉，多
所定點抗疫醫院完成任務，各地援鄂白衣戰士，
也是在上級指示下，結束援鄂的神聖使命，有序
地撤離武漢，返回自己的家鄉。在這個惜別的時
刻，讓人淚目的畫面一幅幅展現，給大家帶來強
烈的視覺衝擊和精神震撼。除了獻鮮花、授獎
章、贈錦旗、打標語、列隊相送等常規的送行儀
式外，武漢交警還用「最高禮遇、最深敬意、最
佳形象」的超級規格，以摩托警車開道，護航平
凡又不凡的外省市白衣戰士返程。黃岡十萬百
姓，則自發地在十里長街列隊，為完成任務的湖
南和山東的援鄂醫療隊夾道送行，有的群眾手握
紅旗一再向車隊九十度彎腰鞠躬，表達了荊楚人
民對外地白衣戰士的拳拳感激之情、依依難捨之
意。觀看這些視頻，真的使我們熱淚盈眶、激動
不已。而白衣戰士到家時，故鄉人民歡迎歸子的
安排，亦新招迭出。北京、山東和山西人民在飛
機場跑道兩側，用消防車噴出一座高高的「水
門」，在陽光下幻化出絢麗彩虹，讓降落的飛機
從彩虹門下徐徐通過，表達家鄉人民對白衣子弟
兵勝利凱旋的熱烈歡迎，真是別出心裁、妙想奇
思，令人歎服。
而此時，正是武漢市新一年的櫻花盛開到落
謝時。
武漢大學位於著名的東湖地區，每年三四
月，這裡栽種的櫻花盛開怒放，賞櫻者冠蓋如
雲。但2020年的賞櫻佳時，武漢大學櫻花區卻
不見湧動的人潮。掉落的殘櫻因少人踐踏，竟組
成了櫻花大道，在往昔所未見。我讀到一首關於
武大櫻花的現代詩云：
「武漢大學的櫻花，/悄然開放。/沒有熙熙
攘攘的遊客，/也沒有朗朗的讀書聲。/今年的

櫻花顯得有些落寞，/但是即便現在的陰霾下，
/它們依然用力地綻放着，/如這座城市一樣，/
勇敢而頑強。/待到櫻花爛漫時，/願山河無
恙，/人間皆安。」
詩句質樸無華、明白如水，但真摯地代表了

中國人民戰勝新冠病毒的決心和意志。恰如那爛
漫於枝頭的潔白、粉紅的櫻花那樣，中華大地的
勃勃生機，是任何力量也摧殘阻擋不了的。
說到櫻花，人們常會與日本聯繫起來。確

實，日本的櫻花栽植廣泛，日本人自認櫻花為他
們的國花。中國現代偉大文豪魯迅曾留學日本，
他在名作《藤野先生》裡寫道：「東京也無非是
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卻也像緋紅
的輕雲」。中國另一位現代著名女作家冰心，曾
在訪問日本後寫了一篇散文《櫻花讚》，亟寫櫻
花盛開美景：「山路的兩旁，簇擁着雨後盛開的
幾百樹幾千樹的櫻花。這櫻花，一堆堆，一層
層，好像雲海似的，在朝陽下緋紅萬頃，溢彩流
光。」1972年，周恩來總理曾從當時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贈送中國的櫻花國禮中，選擇出50株
大山櫻，轉送給武漢大學培育，目前已形成很大
規模。可見，日本國民的愛櫻情結，十分濃烈而
牢固。去冬今春中國突遭新冠肺炎襲擊，日本人
民給我國予防疫用品支援。櫻花時節日本也新冠
肺炎發作，我國人民投桃報李，同樣回援日本。
事實說明，新冠肺炎是全球性瘟疫，任何國家不
可能置身度外，只有世界各國合作抗疫，才能真
正戰勝疫魔，還全球以健康潔淨環境。
歷史資料表明，日本人酷愛的櫻花，真正的

原產地是在中國的喜馬拉雅山脈地區。兩千多年
前，櫻花就已在中國的宮苑裡茁壯盛開，逐漸普
及到民間。唐朝時期，日本來中國朝拜者，將櫻
花帶回東瀛，才開始在日本漸次廣泛栽種，至今
僅一千多年。目前全世界共有野生櫻花150種，
中國有40多種，廣泛生長於中國多地。除了武
漢的櫻花園外，北京的玉淵潭公園也遍植櫻樹，
本國品種外，也引進日本等國外品種。每年陽春
三月舉辦的玉淵潭櫻花文化節，常吸引成千上萬
國內外遊客前來仰首觀賞櫻花美景，拍下無數張
櫻花的玉容倩影。
我曾多次在和煦的春風裡去觀賞櫻花。櫻花

樹高在15米到25米之間，觀看近處花朵需抬頭
仰視。盛華時節，樹上櫻花連綿鋪蓋、密密匝
匝，真似那白色或緋紅的輕雲。那清白如雪的花
瓣，比雪花更加純潔；那緋紅如雲的花朵，比霞
光更加綺麗。站在花樹下，凝望潔白的美櫻，會
感到心曠神怡、胸襟寬闊、精神聖美、暖意盈
懷。所以人們把櫻花比喻為生命的珍貴、心靈的
潔淨、善良的高尚和幸福的恒遠。在時下這個特
殊的艱危歲月裡，用櫻花讚美那些奮力與死神搏
殺、救黎民於水火的抗疫火線白衣戰士，十分貼
切恰當。正因為他們有捨身取義的無私精神和行
動，才使更多的患者免遭瘟神的追索，拯救了成
千上萬的鮮活生命。
今年的櫻花依然繁茂瑰麗，為了保護更多的

人類生命，我們只能暫離櫻樹，遠觀滿枝櫻花自
由綻放。告別武漢回鄉的白衣戰士曾在惜別時，
含着熱淚說：我們還會回來的，到那時和武漢的
同胞鄉親們同賞爛漫的櫻花，共慶抗疫人民戰爭
的輝煌勝利。
方岳的《入村》詩云：「山深未必得春遲，

處處山櫻花壓枝。桃李不言隨雨意，亦知終是有
晴時。」2020年的春天確實來得有點遲，武漢
的美櫻未能贏得更多仰慕已久的粉絲，這是令人
遺憾和痛惜的。況且病毒還在地球上兩百多個國
家與地區瘋狂肆虐，一定時期內，疫情依然非常
險惡，長期抗疫決不可掉以輕心。然而，在全中
國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攜手努力抗疫下，雨後必
將放晴，酷冬畢竟要成為過去，漫山遍野怒放的
炫麗百花，昭示新的春天已經降臨大地。山河無
恙、人間皆安的美春，就在眼前。當生命安全得
到可靠保障後，我們會摘下口罩、脫去手套，一
起擊掌歡迎久盼的新春。當來年櫻花與百花爛漫
的春天到來，讓我們笑臉相對，一起漫步於武大
和其他百卉盛開的美麗公園和田野上。

話說華人作家借助西方藝術的
各種表現技巧，從而探索中西結
合的文學樣式：歐洲為諸多文藝
思潮及文學流派的誕生之地，歐
華文學有近水樓台之便，受歐洲
之文藝風向影響甚深，華人作家
自覺將歐洲文學的長處融入寫作
之中，豐富藝術表現手法、探索
新的敘事方式；每種語言俱為自
成一體的表意系統，海外華人作
家採用非母語所寫作，主動挑戰
「巴別塔」倒塌之後，人類所面
臨的語言隔閡困境，非母語寫作
體現出華人作家同異文化溝通的
意識自覺，賦予寫作者獨特視
角，為作品實現跨越民族、國
家、語言、文化的融合提供條
件。
熊式一為獲得法國費明娜文學

獎、榮譽騎士勳章、法蘭西學院
法語系文學大獎三項殊榮的傳奇
作家，透過主角「天一」在中國
追尋人生目的、愛情、自我慾望
的實現，以及在歐洲接觸到藝術
與音樂，因而深受影響，將東西
方文化的差異和交融，縮影在一
個脆弱而敏感的人身上，同時皆
因時局的流變、愛情與友誼的牽
扯及糾纏，令天一選擇回到此塊
苦難的大地，完成他曲折而苦難
的一生，天一、玉梅、浩郎三人
所組成的故事，則可說為近代中
國歷史所結晶的至情至性的一則
傳奇。
趙淑俠為旅歐瑞士華人作家，

原籍黑龍江肇東，1931年12月生
於北京，畢業於瑞士應用美術學
院，曾任美術設計師、電台編
輯，現今專業寫作；自幼喜愛文
學藝術，17歲時開始在報刊上發
表文章，至今已有小說及散文計

約500萬字在中國內地、台灣、香
港、新加坡、美國、德國及瑞士
出版。
其母知書達理，通得音律及善
於丹青，教子有方，三至四歲時
就規定她每日描紅、寫大字、認
字與背唐詩，如功課做得好則有
獎勵，獎品為母親的畫；在抗日
戰爭期間，她隨同父母南下入
川；歷戰爭、逃難、恐懼、挨餓
以及不公平，成為她的童年回
憶；就在九歲那年，她讀到《窮
兒苦狗記》而受到感染，此書開
啟其心智，從此她一本接一本讀
課外書，無論什麼書都讀，在10
歲以前，她已讀很多魯迅、巴金
等的小說與劇本。
虹影為英籍華人女作家及詩

人，她在1962年生於重慶，1988
年開始發表小說，1991年移居英
國，代表作有長篇《孔雀的叫
喊》、《阿難》、《飢餓女
兒》、《女子有行》、詩集《魚
教會魚歌唱》等，她的小說主題
大多關乎異國愛情所遭遇的文化
衝突。
定居瑞士的余心樂原名朱文

輝，生於台灣台東，文化大學德
文系畢業後往瑞士蘇黎世大學專
攻傳播學系及社會心理學系，他
在1975年起旅居瑞士，對推理文
學（尤其小說）有濃厚興趣，曾
以《生死線上》一文獲第二屆林
佛兒推理小說首獎，亦在推理雜
誌發表專文《偵探推理文學面面
觀》，展現多年以來的研究心
得，對中外語文現象之觀察與研
究亦有濃厚興趣，積極參與瑞士
犯罪推理小說界的活動，他的長
篇小說《命案的版本》亦有德文
譯本發行。

■葉 輝

熊式一．趙淑俠．虹影

「七仙女」記（上）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斯 雄

■成志偉

■陳鴻雁

豆棚閒話

來年美櫻更絢麗

詩情畫意

食在春天
春天像個無所不能的魔術師，把水變
暖、風變柔、大自然變美，一切皆在它的
呼風喚雨下甦醒、生長。物以稀為貴，食
以野為奇。食慣了美味珍饈、吃膩了山珍
海味的食客，對山鄉野味反而更加青睞起
來。春天，大自然以它原汁原味的鮮美、
豐富天然的營養，誘惑着食客們精細挑剔
的味蕾。
春天，食一縷鮮花的清香。用「秀色

可餐」形容鮮花，也許最適宜。梅花清新
淡雅，可入酒煮粥；櫻花嬌艷柔美，甜品
茶食皆可；梨花純潔無瑕，可入羹入菜。
當各種花兒爭奇鬥艷時，槐花也不示弱。
白色素雅的小花，一串串，一簇簇，擠擠
挨挨，掛滿枝頭，散發出淡雅的芳香。趁
着花季剛好，摘幾串烹飪，蒸，煮，炒，
拌，煲，樣樣皆可，營養美味。春天，百
花齊放，賞心悅目，入食更是馨香醇美，
清甜可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春天，食一把野菜的鮮嫩。薺菜是報

春的野菜，它在春寒料峭中吐芽冒葉。小

時候，母親常把挑來的薺菜切碎，加調料
作餡包餃子，一碗素淡的薺菜餃子，清香
淡爽，足以讓我回味一輩子。薺菜以其翠
綠、鮮嫩、味美、醇香，深受人們喜愛。
無論是涼拌、清炒、煮湯，味道都極其鮮
嫩清香。「三月三，薺菜賽靈丹。」薺菜
不但味美，營養還豐富，是野菜中的珍
品。香椿味道奇特，食之卻齒頰留香，讓
人戀戀不捨。春天的田間地頭，山花爛
漫，野菜遍地。
春天，食一口河魚的鮮美。養了一個

冬天的魚、蝦、蟹等，活蹦亂跳，豐胰肥
美。肉肥質嫩的野生烏魚，加葱薑蒜、豆
瓣醬、生抽等紅燒，調料的辛香與烏魚的
醇香鮮美完美融合，讓人欲罷不能，大快
朵頤。春天的餐桌上，無不透着春的氣
息、春的鮮美。
春天的空氣裡，氤氳着陽光暖暖的味

道、春風柔柔的味道、泥土惺惺的味道、
鮮花甜甜的味道，春天的舌尖上，更是回
味無窮、春意無限的味道。

浮城誌

一首古詩風味甚濃的歌詞，題目是《哀祖
國》。值得一提的是曲譜採用法國民歌《月
光》。中詞西曲在今日常見，但在約100年前李
叔同是大膽的嘗試。
李叔同一面用最古韻味的歌詞，借《詩經．小
雅》等典故抒發自己對祖國受着豺狼統治的悲
痛，另方面又可採用外國曲譜配合，可見李叔同
的才華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何等暢快。李叔同
當年的中詞西曲感動和啟發了大批青年學子。請
看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對老師的讚
頌：西洋名曲所以傳之用於全世界者，因為它們
都有那樣優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
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所知，中國能作曲又作
歌的樂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歌詞內容悲觀，慨嘆當年知識分子救國無門的
傷痛，《哀祖國》讀來令人落淚。

救國無門的傷痛
二十八

哀
祖
國

小
雅
盡
廢
兮
，
出
車
采
薇
矣
。

豺
狼
當
途
兮
，
人
類
其
非
矣
。

鳳
鳥
兮
，
河
圖
兮
，
夢
想
為
勞
矣
。

冉
冉
老
將
至
兮
，
甚
矣
吾
衰
矣
。

李
叔
同
詩
句

素
仲
配
畫

丁
酉
秋
日

牛郎織女，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之
一，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流傳深遠，被譽
為愛情的千古絕唱。歷代文人墨客反覆吟
誦，在小說、詩歌、戲曲中演繹出好多版
本。
雖然講的是牛郎與織女的故事，但真正被

人喜歡且能記住的人物，還是「七仙女」。
可是，與荷里活電影最後都以歡天喜地的
大團圓結局不同，這些感天動地的民間愛情
故事，大多是以恩恩愛愛的喜劇開頭，以催
人淚下的悲劇收場。我總是不忍心看下去。
在我印象裡，種類繁多的中國民間戲曲，

題材大多是悲劇。我老家所在的湖北荊州一
帶，就流行花鼓戲，與湖南花鼓戲差不多，
只是唸白略有差異。在我很小的時候，母
親、姐姐和姐夫都喜歡花鼓戲，經常帶我去
看草台班子的演出。農閒時刻，每逢有戲班
子來，十里八村的鄉親們都會興高采烈地去
趕場，在露天的瑟瑟寒風中，看得津津有
味。人山人海、人聲鼎沸的熱鬧場面，完全
像是在過節。
花鼓戲雖是家鄉戲，我其實也談不上喜

歡，主要是聽着經常很難受。比如《槐蔭
會》，講的就是「七仙女」的故事，那悲悲
切切、撕心裂肺的聲腔，讓我幼小的心靈承
受不起，聽起來感覺像在打喪鼓。偶爾有一
兩段被稱之為「抽筋戲」的，常常引來笑聲
一片，倒也有些印象。過了半夜十二點，大
人們一般都會把小孩子支走，說是這個時段
演的都是「弔膀子戲」，有些兒童不宜。
真正讓我改變對地方戲曲印象的，是在改

革開放之初，看到黃梅戲電影《天仙配》。
悲歡離合的故事情節，優美動聽的唱腔音
樂，美輪美奐的舞美設計，是我過去從未見
識過的。特別是嚴鳳英飾演的「七仙女」，
形象唯美，淒美哀怨，有血有肉，性格鮮
明，有情有義。悲劇能演繹得如此之美，讓
人聽得如癡如醉，簡直顛覆了我的「三
觀」。到底看了多少遍，已記不清了，但我

當時居然能把整本《天仙配》從頭到尾唱下
來，連自己都感到驚奇。
《天仙配》的故事，改編自牛郎織女的傳

說。牛郎織女的故事，從牽牛星、織女星的
星名衍化而來。傳說織女乃天帝之女，擅長
織布，她討厭天上枯燥的生活，偷偷下到凡
間，私自嫁給河西的牛郎，過上男耕女織的
生活。但人神戀愛是違反天條的，此事惹怒
了天帝，把織女捉回天宮，只允許他們每年
的農曆七月七日在鵲橋上相會一次。他們堅
貞的愛情感動了喜鵲，無數喜鵲飛來，用身
體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喜鵲橋，讓牛郎織女
在天河上相會。
「七仙女」本是神話中七位女神的總稱，

後來更多是單指七姊妹中最小的七妹。在黃
梅戲《天仙配》的故事裡，牛郎變成了董
永。《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董
永賣身》，是黃梅戲早期積累的「三十六本
大戲」之一、黃梅戲的保留劇目之一，是首
部以電影方式出現的黃梅戲。改編後的《天
仙配》，全劇分《賣身》、《鵲橋》、《織
絹》、《滿工》、《分別》等七場，講述玉
帝之七女，不戀天宮繁華，同情為葬父而賣
身為奴的人間青年董永，私自下凡與其結為
夫妻。「七仙女」一夜織得錦絹十匹，使董
永三年長工變為百日。百日期滿，從此不再
受那奴役苦，夫妻雙雙把家還。孰料玉帝卻
令「七仙女」重返天庭，拆散鴛鴦兩分離。
後來才曉得，黃梅戲電影《天仙配》，早
在1955年就已公映，轟動全國。隨後又看了
嚴鳳英主演的另外兩部黃梅戲電影：《女駙
馬》和《牛郎織女》，但我最最喜歡的，還
是《天仙配》和「七仙女」。
嚴鳳英祖籍安徽桐城縣羅嶺鄉（今安慶市

宜秀區羅嶺鎮），1930年出生在安慶城區龍
門口街下的余家祠堂。自小歷經苦難，命途
多舛，承受了母親出走、妹妹賣走、回鄉放
牛、販米、挖菜等諸多生活磨難。12歲拜師
學藝登台後，又為家族宗長所不容，險遭沉

塘之災，被迫離家出走，隻身闖蕩江湖。在
舊中國，藝人的從藝之路，充滿心酸和險
惡，她為擺脫惡勢力的迫害不得不遠走池
州、南京避禍。新中國成立後，才重返安
慶，再次登上黃梅戲舞台，聲譽鵲起。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
顏……」本來只是「七仙女」和董永的一段
戲曲對唱，居然被大膽改編成二重唱，最終
像流行歌曲一樣，在大江南北廣為傳唱。
從黃梅戲電影《天仙配》開始，嚴鳳英的
演藝人生大放異彩，推出一部又一部經典，
鑄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她連拍三部黃梅戲
電影，並灌製了大批唱片和錄音盒帶，不僅
風靡全國，還在海外市場掀起陣陣熱潮。電
波的衝擊，拓展了黃梅戲舞台藝術和觀眾市
場，在海內外吸引、培育、造就了一代代忠
實的觀眾。黃梅戲也因此從一個地方小劇
種，變成全國皆知、廣受歡迎的大劇種。有
那麼一段時間，天南地北的人，差不多都能
隨口哼唱幾句……黃梅戲的所有這些風光，
都與領軍人物嚴鳳英的努力，密不可分。
嚴鳳英和她的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出現

後，嚴鳳英一下子成了「七仙女」的化身。
時至今日，提到嚴鳳英，就會想到《天仙
配》和「七仙女」，就會想到黃梅戲，已經
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未完待續）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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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劇照，嚴鳳英飾
演「七仙女」。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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