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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過江龍
今年是李小

龍逝世五十周
年，提起他對世
界的貢獻，人們
熟知的無疑是中
華武術和功夫電
影，但有一個領
域他也堪稱先
驅，卻常被外界

忽略，更欠缺對他的補償。
日前，英國文化專欄作家托馬

斯．霍布斯撰文提到英國人對國際
功夫巨星李小龍的印象，普遍認為
他是英俊瀟灑、出神入化的武術大
師，正如曾是武術家的美國作家馬
修．波利在傳記《李小龍：生命》
中所說，生性好動的李小龍就像
「一匹被拴住的野馬」 ，這句話完
美地詮釋了他在銀幕上令人眼花繚
亂的戰鬥方式──旋風般的飛踢、
空中彈出的雙節棍、讓對手不安的
吶喊以及雙拳以擊劍手般優雅地擊
打敵人。

儘管李小龍英年早逝，但他不
僅鞏固了中華武術在全球的主流地
位，也衝破了此前阻礙許多亞洲演
員進入荷里活的障礙，尤其在銀幕
上，他那虎視眈眈的眼神和快速的
近戰風格深入人心，激勵了眾多動
作電影導演以及像康納．麥格雷戈
和羅伊斯．格雷西這樣傑出的格鬥
世界冠軍。如波利書中所寫： 「在
李小龍之前，你只能在銀幕上看到
笨拙的拳擊打鬥，但在他之後，所
有的電影都充滿了踢腿和握拳，甚
至蝙蝠俠也開始像李小龍一樣戰
鬥。」

然而，對於李小龍的精神遺
產，波利在傳記中有一樣幾乎沒有
提及，那便是他對電子遊戲世界的
巨大影響。用托馬斯的話說，日本
和美國大型遊戲工作室的開發者在
成長過程中，都在研究李小龍的電
影。因此，當遊戲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真正起飛時，他顯然是一個參考
點，不論遊戲行業是否願意完全承
認其對李小龍的抄襲程度。比如，
公認的 「格鬥遊戲之父」 、一九八
四年的街機經典《功夫大師》，就
沿襲了一九七八年在李小龍去世後
上映的電影《死亡遊戲》中的打鬥
方式，玩家登上一座陰暗的塔樓，
並在一層又一層的關卡中擊敗對
手。此外，《空手道冠軍》、《街

頭霸王》和《功夫》等早期錦標賽
風格的格鬥遊戲，也都是李小龍電
影《龍爭虎鬥》中一對一、殊死搏
鬥的模仿。

再如，在流行的清版動作遊戲
（beat'em up）中，幾乎每一款
主打產品都有一個角色複製了李小
龍的頑強精神，像《街頭霸王Ⅱ》
中的飛龍、《真人快打》中的劉
康、《死或生》中的李劍以及《鐵
拳》中的馬歇爾．羅，都是以他的
形象塑造。據說遊戲商為了避免支
付版權費，對這些角色使用了不同
的名字，但他們看上去和李小龍沒
什麼兩樣。按遊戲玩家的說法，這
些角色是第一次玩時可以信賴的熟
悉面孔，就好像出戰的就是李小龍
本人，這也是許多格鬥遊戲都包含
他的克隆體的原因所在。

另外，諸如《雙截龍》、《快
打旋風》和《怒之鐵拳》等橫向卷
軸打鬥遊戲，也讓人想起李小龍的
戰鬥風格，以及他消滅大量壞人的
方式。在這類遊戲的劇情中，主角
經常處於劣勢，道路不斷變化，你
感覺永遠被推到一個角落，只有在
發現對手的弱點後才能反擊成功，
這也與李小龍在《死亡遊戲》中所
做的如出一轍，電影裏他與由前
NBA球星賈巴爾飾演的巨人交手，
並專門攻擊巨人敏感的眼睛。

如同英國電子遊戲作家戴夫．
庫克在《勇往直前》一書中所言，
「你總能感覺到李小龍的角色處於
生存模式，幾乎完全靠本能行動，
提前兩步思考如何擊敗每個對手，
並為自己創造空間，這樣他就不會
被超越。」 書中提到， 「李小龍擁
有閃電般的能力，甚至可以用腳擊
打敵人或阻擋對方的攻擊。清版動
作遊戲迫使你以這種方式對待每一

場戰鬥，利用你掌握的每一個動作
來消滅大批敵人。可以毫不誇張地
說，李小龍的技能和電影從一開始
就影響了遊戲。」

熱門遊戲《二次打擊》的開發
商達尼洛．巴博薩坦承，正是受到
李小龍的啟發，他在遊戲中展現了
李小龍以藝術而又強悍的戰鬥方式
對付大量敵人的能力。用他的話
說， 「即使是到了今天，我們仍然
看到很多動作遊戲，試圖向玩家提
供成為一名偉大武術家的體驗，我
確信這些遊戲開發者都愛上了李小
龍的電影和那種興奮感。將神奇變
為現實總是會鼓舞人心，尤其是對
遊戲開發者而言。」

波利在後來的訪問中也提到，
李小龍值得被稱為電子遊戲的鼻
祖，雖然很遺憾他過早離世，無法
像後來人那樣使用遊戲手柄玩遊
戲，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在整個歷史
上對遊戲開發者產生的變革性影
響。如果沒有李小龍，遊戲顯然會
缺乏如此多的情感內容，他塑造了
格鬥遊戲，並激勵一代又一代的遊
戲開發者，是當之無愧的遊戲先驅
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多大型
遊戲商都欠他一大筆錢。

電影《龍爭虎鬥》的導演羅伯
特．克勞斯曾說，李小龍為中國人
的精神貢獻良多，成為了他們持久
的驕傲之源。波利深表認同，他
說，當你看電影《超人》時，你知
道主演克里斯托弗．里夫不會戰鬥
或飛行，但李小龍在銀幕上所做的
幾乎所有事情，他在現實生活中都
可以做，他是一個只是碰巧演戲的
超級英雄。製作一款下一代動作遊
戲向李小龍致敬，是一個合適的方
式，而它應該被稱為 「李小龍遊
戲」 （Bruce-'em-ups）。

中 秋 國 慶 假
期，去沙田大會堂
欣賞香港舞蹈團新
創大型舞蹈詩《廿
四節氣》。八十分
鐘的作品，依時序
吟詠春夏秋冬四季
物候風景，舞動、

樂音與布景互為呼應，綿延流暢，一氣
呵成。

早前與《廿四節氣》編舞、香港舞
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交流，聽他分享編
創此作的初衷。三年疫情，蔓延全球且
破壞力十足，提醒我們尊重並善待自
然，而 「廿四節氣」 作為中國傳統農耕
文化的重要構成，不單指導春耕秋收，
更承載古時人們與自然相伴共生的奧
義。香港舞蹈團排演此劇，並非意在重
現古代農耕生活方式與節奏，而是以舊
時智慧思考當下日常，喚醒久居城市的
你我，對於自然萬物的注目與思考。

如同楊雲濤所言，《廿四節氣》是
一齣在觀感上相當愉悅的作品。不同地
域和文化背景的創作團隊，將其各自對
於 「節氣」 與東方文化的思考加添其
中，並未令到整部作品深奧難解，反而
予觀者輕盈自在之感。韓國作曲家金哲
煥筆下旋律豐盈流暢，以電子配器詮釋
傳統韻律；同樣來自韓國的服裝設計師
閔天泓與本地布景設計師LCM配合無
間，因應季節流轉為不同舞段設計服裝
及布景：清明以綠色；芒種以黃色；寒
露、大雪和大寒，則用鮮明對照的黑白
雙色應景；而來自台灣地區的數碼影像

設計師林經堯，同樣以簡約手法配合舞
台和服裝色彩與舞者律動，再輔以香氛
充盈其間，台上台下渾然如一，共同模
塑穿行古今、既有東方哲思又不乏抽象
與現代意味的唯美空間。

一眾舞者的表現同樣亮眼。編舞並
未為二十四節氣編排二十四段舞，而是
揀選驚蟄、秋分等九個節氣編創九個舞
段，餘下段落則以音樂牽引，避免
「填」 得太滿，更顯留白之趣。舞段或

以獨舞，或以群舞及雙人舞，時而澎湃
昂揚如大風起，時而婉約浪漫似春萌
動。舞者以肢體語言模擬自然風物、模
擬農耕場景，更重要的是，藉由舞與樂
的互動牽引觀者情緒，突破寫實語境，
直抵寫意與抽象的詩意氛圍之中。

如今都在談論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和
香港故事，在我看來，香港舞蹈團此番
新作，便是一次上佳嘗試。善用國際編
創團隊，以當代筆法講述中國傳統，在
香港東西文化匯融的城市首演，且親切
易懂、流暢生動，尤是難得。

繁花星移，生生不息

過 「雙節」 ，朋
友來上海玩，第一
站，帶她去豫園。

豫園，是上海人
的後花園。逛豫園、
買國貨、吃綠波廊、
賞花燈，是我們此次
豫園之旅的活動安
排。

豫園裏有很多百年老字號美食舖
子。南翔小籠包是必吃之美點。創立於
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南翔饅頭店，距今已
有一百二十年歷史。小籠包系江南名
點，南翔小籠包以皮薄、餡多而出名。
店家還搭配售賣梨膏露，這是本地一種
草本飲料，清涼可口，解膩去腥，故成
為南翔小籠的最佳搭配飲品。人多坐館
子需要排隊，不如買一隻南翔灌湯包，
相當於大號小籠包，汁水又多又鮮，內
餡是用蟹粉製作的，將麥管輕輕插入包
體，像吸飲料一般吸出暖暖的湯汁，吸
盡湯汁，再搭配梨膏露來吃包子，既解
了饞，又可以留出肚子繼續打卡別家老
字號。

徜徉在豫園老字號一條街，真會覺
得自己的胃還不夠大。 「大壺春」 生
煎、 「真老大房」 鮮肉月餅、 「沈大
成」 拉糕、 「丁義興」 烤鴨卷、 「鮮得
來」 排骨年糕、 「喬家柵」 鬆糕、 「德
大西菜社」 脆皮法棍泡芙……每一樣看
着都好想吃。總之，若想遍嘗上海特色
小吃，空胃來豫園就對了。

除了吃，豫園的小商品舖子也是
多，最有特色的是國貨齊全。這些年，
國貨回暖，人們意識到經典品牌不但價
廉物美，還承載了我們的童年情懷。此
次豫園之行，我買下一罐友誼牌雪花

膏，一盒百雀羚護手膏，這兩件護膚品
都是我童年時代常用的。包裝仍是老包
裝，味道仍是老味道，時光好似飛回從
前。豫園裏還有很多民間非遺文化舖
子：剪紙、製扇、刻字、畫肖像……我
和朋友挑了一個剪紙攤位，讓老師傅給
我們剪側影。紅色的剪紙用胡桃木色的
相框裝起來，就是一件有意義的家居裝
飾品了。在豫園，最好留出寬裕的時
間，不着急，慢慢逛，一定可以滿載而
歸。

來豫園，綠波廊也是必打卡之處。
綠波廊位於豫園九曲橋畔，是明嘉靖年
間的老建築，距今已有四百餘年，與湖
心亭相映成輝。因其糕點造型精美，菜
式海派，故常被挑選為接待世界政要之
場所。店內陳列了許多名人造訪綠波廊
時的留影。我們點了一份 「夫人點
心」 ：長壽桃、順風葉、小糉子、葫蘆
酥，每一件都又美又好吃。

這是二○一四年上海舉辦亞信峰會
期間第一夫人們吃的點心，故名為 「夫
人套點」 。等位時，排在我前面的是一
對八十多歲的老人， 「阿拉爺娘年紀大
了，一定要帶他們來吃個綠波廊圓下
夢。」 老人們的女兒如此說。綠波廊，
已然成為上海人心目中的一塊金字招
牌。

吃完綠波廊，再去九曲橋上賞花
燈，這是過節遊豫園的重頭戲。亭台樓
榭，小橋流水，洋溢出濃郁的中國風。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

的夢」 ，人在景中遊，景中人也成了被
別人觀賞的一道風景線，熙熙攘攘的人
群烘托出紅塵煙火的熱鬧和繁榮。夜幕
之下，一片歡歌笑語，不禁感嘆人間值
得。

遊豫園

如是我見
陸小鹿

黛西札記
李夢

英倫漫話
江恆

在一年中月亮最圓最美的中秋明月
夜，思緒不禁隨月華起舞。 「月有陰晴圓
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 天上的
月與地上的人，因着陰晴圓缺與悲歡離合的
交互，產生了天上人間的共情，月與人因此
不再遙不可及。從盛唐青蓮居士的 「青天有
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到大宋東坡
居士的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明月
作為文人墨客吟詠、對話乃至追問的不二之
選，在詩詞世界擁有幾乎無可匹敵的符號意
象。

明月寄託着無限情思，承載着無盡鄉
愁。古往今來，最膾炙人口的明月詩非《靜
夜思》莫屬。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
鄉」 ，詩仙李白床前的一輪明月，於一仰頭
一俯首之際，將望月之舉與思鄉之情水乳交
融。每個人的眼中都有一輪明月，每個人的
心中都有一縷鄉愁：那是 「明月出天山，蒼
茫雲海間」 的慨然悲情；那是 「共看明月應
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的黯然傷感；那是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的無盡愁緒；那是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
秋思落誰家」 的寂寥心情；那是 「春風又綠
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的反覆思忖；那
是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的
無常感懷；那是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
明」 的不變執念；那是 「三湘愁鬢逢秋色，
萬里歸心對月明」 的滿心歸意；那是 「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的心靈慰藉；那是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的平生夙
願……

酈波在《唐詩簡史》中，將李白的
《靜夜思》、張九齡的《望月懷遠》和張若
虛的《春江花月夜》，並稱為盛唐三大明月
詩。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的直白
曉暢，到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的古
拙大氣，再到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 的雄渾磅礴，大有開啟詩國盛唐氣
象之勢。對於《春江花月夜》，清末文學家
王闓運不吝 「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之譽，

聞一多稱其為 「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
峰」 。酈波則指，從整個詩歌史的角度看，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對明月在詩詞文學
中的意象可謂最經典，毫無疑問具有里程碑
式的奠基之功。

《春江花月夜》通過對春、江、花、
月、夜五大主題錯落有致的描繪，呈現一幅
幽美邈遠的春江月夜圖，融詩情、畫意與哲
理於一體，將讀者引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從
生活際遇至人生感慨，再至天地思索，表現
出敻絕的宇宙意識，令人嘆為觀止。聞一多
將此境界形容為： 「一個更深沉、更寥廓、
更寧靜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恆前面，作者只
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 『有
限』 與 『無限』 、 『有情』 與 『無情』 ──
詩人與 『永恆』 猝然相遇，一見如故，於是
談開了。」

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追問 「江
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慨嘆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

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與李白在
《把酒問月》中感言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
皆如此」 ，竟有異曲同工之妙。與白駒過隙
的短暫人生相比，亙古不變的明月才是世間
永恆。流光在生命中悄然逝去，從古人與明
月的最初相遇，直至明月與今人的最近相
守，面對生命的迷茫與困惑，張若虛的千古
一問可有答案？或許，發問本身即是關鍵之
所在，至於答案已經無關緊要了。置身月華
如水的流光之中，環顧世界，回望歷史，更
洞察內心，豁然開朗也好，怡然自得也罷，
無非是尋求一種天地人的和諧。

同一輪圓月，穿越古今，照耀着古人
與今人，共話千秋家國。彼時明月，曾照亮
了古代先賢的求索之路，撫慰了文化托命之
人的心靈；此時月明，正注視着千年文脈的
賡續之途，光耀着文化傳薪之人的星空。但
願，香江花月夜，有書香盈袖。但願，明月
映文心，夢圓共此時。

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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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言西就
沈言

市井萬象

 




















典亞藝博2023

近日， 「典亞藝博2023」 在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預展，展覽邀請
香港本地及海外藝廊展示從中國古代
青銅器到當代藝術的不同類別的收藏
品。圖為觀眾在參觀各式展品。

中新社

▲香港舞蹈團新創大型舞蹈詩《廿四節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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