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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州政府榮譽支持、澳洲國際

精英文化藝術中心和全球華人詩藝協會

聯合主辦、著名主播趙立江先生和原

上海電視台英文主播Lydia  Li女士主持

的“Wings of Love．愛之希翼”慈善詩

歌音樂會，在悉尼奧運村PIA總部禮堂

成功舉辦。

這是一場同舟共濟（Stronger   Together）、回饋

澳洲社會的慈善文化活動。本次演出的門票和捐款總計

$5660.00全部捐贈給了The  Salvation Army Australia，

以幫助有需求的貧困家庭和兒童度過一個美好而又難忘的

聖誕節。

Parramatta副市長Cr  Sameer  Pandey致開幕詞，他和

The Salvation Army Australia的負責人Adrian Kistan先生

在發言中都表示在澳華裔和華人社區是非常具有愛心的族

裔和組織，他們一直用非凡的愛心回報澳洲社會。

出席音樂會的有何與懷博士，著名語言藝術家呂忠

堂老師，George  River  Council的王斌議員，Parramatta 

Council的Cr Dan Siviero和Cr Donna Wang議員，救世軍

代表Nuria    Gonsalves，新藝術聯合會負責人顧錚和唐培

良、悉尼北京會負責人徐永群、秦大學等。嘉賓和現場的

觀眾以及演職人員近四百人參與了本次活動。澳洲印像“

立江直播”進行了全程現場直播，在演出結束時點贊量已

達2萬多人次。

開場節目是由悉尼古箏學校曲宸嬈校長帶領她的學生

們重奏了名曲《憶江南》。悠悠揚揚的古箏和琵琶聲中，

一幕幕江南好風景仿佛呈現在觀眾眼前，讓人怎能不憶江

南。

精英藝術團典雅而又精彩紛呈的華服秀《書簡》，展

示了中華民族悠長歲月中的薪火相傳。

董方是大同中文學校的副校長，也是一位詩人。大同

中文學校語言才藝班的學生在趙立江老師的藝術指導下，

朗誦了他的詩歌《與風說》。

蔡妙甜女士曾是著名的南國

歌后，她在澳洲創立了“小火花演

唱團”。在她的指導下，小Olivia 

Mai獨唱了《Let  it  go  & 雪花》，

而慧慧、拉拉、甜甜、帥帥四人則

合唱了《Lemon  Tree》生動活潑的

表演贏得全場觀眾的陣陣掌聲。

劉建平老師是澳洲著名的朗誦

表演藝術家，也曾是電台的主播。

在藍花楹的映襯下，她非常專業地

朗誦了詩人廖世敬的作品《藍花楹

開香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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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影是感性的，人們看電影最大的感受，似乎就是將

銀幕上的畫面和觀眾的喜怒哀樂融化一體。

當老朋友姜德成將他的新著《百年影蹤》遞到我的手

上，厚厚一本，四百七十餘頁。這大概是第一本由中國國

外華文學者研究敘述中國百年電影歷史的專著。

德成兄是研究明史方面的學者，曾經著有《徐階與嘉

隆政治》一書，此書猶如一口古井，深邃幽暗，井底升上

來的數百年前的幽幽氣息，非專業者，難以張嘴承吸。此

著每一句的論敘都有古文出注，引經據典，比起現在銀幕

上的流行的明清電視劇，完全是兩碼事，那是專業研究和

大眾看熱鬧的兩個涇渭分明的場景。

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古史研究者最近推出了一本現代至

當代的電影史研究著作，不僅僅是從古代跳躍到現代，而

且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起初讓我感到有點疑惑，閱讀

專著後，又有進一步認識，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兩書都可歸

入“史”的研究。聞悉撰寫此書也和作者在澳洲大學的教

學內容有關。

當然，這本電影史書要比明史研究好讀的多，第一，

完全是當代語言敘述；第二，又是大眾熟悉的現代語境。

更可貴的是，能讓觀眾在觀賞過一部部影片後，在感性認

識的基礎上，通過閱讀影史，又對每部電影的時代背景，

社會意義，如何產生，為何產生？甚至電影藝術的表現手

法等等，提高到一個較高層次上的認識。

比如，書中對中國百年來的故事電影進行了層層梳

理，源流解析，又對一些有影響的電影人進行介紹，對一

部分主要電影，通過情節概括，情理論述等等，道出了電

影理性化的成分。

二
此書讓我得知，電影業的誕生，從世界到中國，也就

是半年多的時間，1896年8月，法國盧米埃兄弟發明電

影，半年後，上海徐園雜耍游樂場就出現了“西洋影戲”

。從晚清到民國時代，雖然世事紛亂，但中國電影業跟隨

在歐美電影的身後，亦步亦趨，從中國電影公司的誕生，

電影人的大批成長，明星閃爍，一部部故事電影爭先恐後

地搬上銀幕，可謂欣欣向榮。可見那個年代中國電影文化

一點也不落後，不僅僅是娛樂大眾，影響世道，甚至可以

說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一波波潮流。此外，中國影事也

完全和國外電影接軌。例如電影業最發達的美國好萊塢影

片，上映不到一周，就會出現在上海灘的各家影劇院中，

還有其它歐州電影和印度電影等等。

說來，我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大上海是中國電影的

發源地和搖籃，得天獨厚，我們家周圍步行半個小時的範

圍內，就有十幾家影劇院，例如大光明大上海新華電影院

及美琪大戲院等。離家最近的，走出弄堂，穿過一條橫馬

路，就有一家規模不大的“明星大戲院”。《百年影蹤》

告訴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電影業最有影響力的

就是鄭正秋和張石川創辦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

而“電影明星”這個稱謂閃爍影壇，貫穿百年，連文革大

批判也無法把這個概念消滅，而後“明星”仍然成為大眾

娛樂業追捧的對像，可見電影對於人們刻骨銘心的影響。

可惜的是，我少年至青年時代，處於文革之極端氛圍

中，文化封閉，猶如把人的精神意識禁錮在一個瘋狂愚昧

的圈中，所能看到的影片也少得可憐。不過在記憶中，還

是留下了一些難忘的童年

電影情結。比如不知看了

多少遍的“地雷戰”，“

地道戰”，就比唱來唱去

革命樣板戲更來勁，八部

樣板戲改拍的電影磨磨蹭

蹭讓人難受，  我始終沒有

看全。再如我看“南征北

戰”，“渡江偵察記”就

比慢騰騰的兒女情長的“

英勇兒女”更爽。現在想

來，這都和少年時的認知

和天性分不開。

德 成 兄 由 於 在 海 外

作書，思想禁錮較少，也

可打破各種顧忌，文思開

闊，再加上史學作者的嚴

謹，力求各種文獻引錄和考

證，從晚清末年產生的影戲

至如今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年

代電影娓娓道來，追尋百年影蹤，就事論事，夾敘夾議，

不偏不倚，只求反映影史中客觀面貌，力圖為後人留下一

個百年中國電影的較為清晰真實的軌跡和蹤影。

三
閱讀這部影史期間，我又在網上看了兩部老電影，一

部“小城之春”，另一部為“一江春水向東流”。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意大利都靈“中國電影回顧展”

上，對於四十年代的中國竟然能拍出“小城之春”這樣的

優秀影片感到驚嘆，“無論從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手法上

都表現出高超的水准和現代感”。

“一江春水向東流”給我的感受是，大概除了先進的

攝影手段和技術材料等等，和當代影片比較，其故事編劇

情懷滲透意義發掘都達到了中國電影的一道高峰，今天的

大部分的國產影片，只能對它抬頭仰望。

當我走入成年後，看電影的感覺也發生了變化，漸漸

從看熱鬧的感性走向對於影片內容的沉思，特別是對於那

些打動人性情懷的影片，更能引發人的理性思考。

從感性到理性又到情懷，打破文化禁錮後，產生了一

批打動人性的優秀影片，葉楠導演的“巴山夜雨”，謝晉

導演的“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等，根

據諶容小說改編的電影“人到中年”等，不僅僅是影片好

看，其刻畫的人物情懷高尚，並具有啟發人們思想的批判

現實主義精神，已經成為我們那一代人腦海中不可磨滅的

記憶。

而後又有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等人拍攝的“活著”，“

歸來”等，更從普通人角度來揭示社會悲劇後面的人性等

深層原因。

如今的電影似乎走進了兩大漩渦，一曰票房率，二

曰正能量。例如“戰狼”等影片，學來了好萊塢的打鬥熱

鬧，再加上民族主義的催情春藥，組織觀看，票房大賣，

雖然能讓觀眾在觀看時熱血沸騰，看完後更是神神叨叨，

猶如打了雞血一般，好像感性滿滿，卻無內在的真正的打

動人心的情愫，也缺乏理性思考的內涵。無可奈何花落

去，落花有意水無情。

電影的感性理性和情懷
——散談姜德成先生新著《百年影蹤》 沈志敏

■姜德成《百年影蹤》日
前曾在墨爾本舉辦新書發
布會。這是海報（部分）
。

誰叫你是駱駝  林一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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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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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許貨真  

幾許假冒  

誰叫你是駱駝  

誰叫你享有沙漠之舟的稱號

睡前在微信上看到一則“

真實的笑話”，睡後懶床想

想，覺頗有意思，於是想再復

審其真實性，卻找不到此帖

了。遺憾！

帖中文章好像沒有署名，

但記得是第一人稱“我”，陪“紀登

奎”出差的回憶。笑話就是途經“貴

州”時，紀登奎“告訴我的”。紀

登奎在文革時是位中央大領導，能陪

他出差的“我”，自然身份也不一般

了。所以我想“真實的笑話”應該真

實可信。

該帖說，文革時，李再含是貴

州省革委會的第一位主任。他有個報

告，被周總理調去讓人審查，可知是

非同小可。但審查結果，報告內容與當

時《人民日報》的文章精神高度一致，

只是文後所加的三個口號有點問題。那

是三個什麼口號？簡單復述就是：

一、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二、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三、敬祝貴州“小月亮”李主任

身體比較健康！

由於整篇報告內容正確，口號的

前兩個是當時全國盛行的，而第三個

大約半年，我就要清理一次書房，把書架、書箱、書

櫥、紙箱等都要清理一番，將不用的書報、書稿等清理出

來扔進垃圾桶。突然間，我找到一本《艾青詩選》，一翻

開就現出《給女雕塑家張得蒂》，其中有：從你的手指流

出了頭髪……/從你的手指流出了眼睛……/從你的手指流

出了一個我……。並且還使這個“我”體驗到了：“有我

的呼吸/有我的體溫……”

能為一位中國大詩人雕塑，這已經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了，並且還促使大詩人為她寫一首詩贊美，這更是少之又

少的例子了。

讀了艾青的詩句之後，我想以後如有機會也去欣賞，

參觀一下雕塑展覽會吧。

世上的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本月3日，我讀到一位朋

友傳來他寫的參觀悉尼邦迪海之雕塑展的文章，我讀後拍

案叫絕。如果沒讀這篇文章，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

於是，我即寫微信對他說，明天我叫家居服務的徐姑娘載

我去參觀，兩個小時夠嗎？因為服務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接著我即打電話給徐姑娘，並將地址傳與她。過不久，她

來話告知，來回就要3個小時，如加上塞車和觀看時間最

少要5個鐘頭，我被潑了一頭冷水。既然去不成了，那拜

讀了朋友的大作，不也算是參觀過展覽會了吧。突然，友

人來電話邀我明天上午前去觀賞。

於1997年創辦的這個世界上最大型的免費向公眾開

放的戶外雕塑展，本來在悉尼每年舉辦一次。後因新冠肺

炎之疫情而停辦了三年，今年又重返悉尼邦迪海灘，時間

意味深長的笑話
黃冠英

■文革中的毛林

的“小月亮”，意思是那邊的“紅太

陽”照過來，這邊的“小月亮”才折

射出光，這也沒錯，所以李主任沒受

處分。

不過第三個口號緊接在前兩個之

後，顯然越位了，欠妥，下不為例！

上行下效，東施效顰，人人唯恐落後

是文革很突出“革命風氣”。據說貴

州省就有個縣開大會時，在3個口號

之後又加一個：“敬祝縣革委會主任

張三同志身體勉強健康！”看到這裡

我實在忍俊不禁，心想不知公社

一級的群眾大會有無照辦？有的

話，加的第5個口號就該是“祝

公社X主任少生病痛”了！

這則真實的笑話，確實體

現“文化大革命”荒唐性！連經曆文

革的人如我者，現在乍聽也以為是瞎

編的。可是文中提到了周總理、紀

登奎，還有李再含、張三等當事者，

卻真名實姓確有其人，讓人不能有懷

疑。這則“真實笑話”值得深思。我

看從中至少有兩條教訓值得記取：一

是個人崇拜不能再搞了，一搞勢必

層層學樣，將歪風驟起、邪氣上升；

二是宜多宣傳甚至定規，嚴禁阿諛奉

承，防止小人得勢。馬屁精一多，

社會必定烏煙瘴氣。如若拍馬拍到馬

腿上，也難說馬屁精自己會遭馬腳一

踢。文革中，開始時鬥人最狠的人，

後來也紛紛成為被鬥者，不正是活生

生的“現世報”？

個人崇拜與阿諛奉承是一對帶毒

的孿生兄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進饞言，上未能辨。如此繁衍，禍

國殃民。這就是荒唐文革史的教訓！

（2022.11.15）

從你的手指流出了一個我……
——參觀邦迪海之雕塑展隨想 胡少璋

從10月21日至11月7日。

這個陽光、大海、藝術三位融合的雕塑展，其展品

來自十幾個國家，並且由各個流派的藝術家創作出來的千

奇百怪的一百多件的藝術品。它們不僅迎來了來自世界各

國、各地區的數十萬人前來參觀，並且使其展品帶來了震

撼心靈的效應。

那一百多件展品分別在三處展出，其一，主要是在臨

海的一大塊大草地上擺開；其二，較小的物件以及戶外的

重型大物件經過縮小後也都放在戶內再展出；其三，從大

草地邊拾級而下至海畔的一大片黑礁石旁。這裡的環境也

相當吸引游客，遠處太平洋水天相接，那深藍色的海洋在

陽光之下波光粼粼；近處海水的顏色淡了許多，令人雙眼

舒適；就在我們腳下的海岸邊驚濤駭浪，濤聲震耳，卷起

千堆雪！

在這裡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中，有八座雕塑是中國藝

術家親手制作的。所用的材料類別繁多，有木制的，有用

鋼板焊接而成的，有用青石雕刻而成的……。如用青石打

造的外方而內園的排成長隊的，每座比伸開雙臂還要寬的

石墩，每個約有幾十噸重。還有用水泥或松香等原料與岩

石融為一體的各種造型……。

眾多的展品形像都比較鮮明，當然也出現了另類，

有的在像與不像之間，有的不管你從東西南北的方向去觀

察，總是猜不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如有一個用廢鐵片電

焊起來的，有三條纏在一起的，像蛇嗎又沒有頭，像蚯蚓

嗎兩頭又太尖。這到底像什麼？不得而知。

對於某一件雕塑作品，當你無法想像時，你又怎麼產

生出幻像呢？但你不能武斷地否定它。藝術家創作出來的

作品，是要與讀者、觀眾互動、交流的，至於觀者會獲得

什麼，這是因人而異的。退而言之，哪一件雕塑對你而言

毫無感覺，那就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吧，不用悲憫也不必謾

罵。如在海邊的岩石上蓋一塊大白布，又如在一個岩石的

窟窿裡放上被遺棄的木椅殘肢……。它們也會化腐朽為神

奇嗎？

在一起觀看展品中，友人對我說，頭一次他參觀後即

寫了一文，第二次是陪家人來觀看發現漏看了許多，他要

補上去，所以還要再寫一篇。他並且對我說，你也要寫一

篇，看看你是從什麼角度去寫的，有什麼感覺。看來友人

是下了命令，我也只能從命了，那就步其後塵吧。

那位女雕塑家為艾青所造的像是一件藝術品，它已

經從“小我”擴大到“大我”了，“小我”本是對艾青而

言，而“大我”是對大眾而言。故而，面對所有展品人人

都應當把它們當成是自己的，尊重它、愛它、欣賞它。在

觀賞時先要投入自我，然後，物我，客主之間展開互動、

交流。雖然有的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裡已注入了“生命”

，但觀者不一定會察覺到。在這方面詩人做到了極致，因

為他在自己的造像面前也是一位觀眾。不然，怎麼知道它

已“有我的呼吸/有我的體溫”了呢？！不過詩人也太誇

張了有點，但明白的讀者倒覺得有趣。在欣賞雕塑藝術方

面，或許我們達不到艾青那樣的高度，但完全可以作為一

個方向而加以追尋。

在這眾多的雕塑面前，如果沒有十分鮮明的形像，我

是看不懂的，也無法想像，可以說不懂藝術，也許是隔行

如隔山吧。

年輕的時候，我總以為自己有一張文憑就可以稱之

為“知識分子”了。後來讀的多了，認為在這座知識大山

裡自己的學識淺薄，根本達不到一個分子，故稱自己為“

半知識分子”。如今，在這眾多的雕塑面前，我根本不懂

藝術，猜不透作品的含義，十分無知，應該稱自己為“知

識原子”了吧。

用詩歌和音樂溫暖人心
“愛之希翼”慈善音樂會在奧運村成功舉辦

■兩位主持人趙立江、Lydia Li和作家
淳子及詩人映霞現場互動。

英語主持Lydia    Li是音樂會的一個亮點。她不僅用一

口漂亮純正的英語自然大方得體地主持節目，而且還用自

己作曲並鋼琴彈奏的配樂，朗誦了詩人托馬斯的作品《轉

個彎，向裡走，就是天堂》。

澳洲是多元文化社會，為了突出Stronger  Together

的主題，主辦方特地請來了知名的印度舞團Rasika  Dance 

Academy。她們表演了印度舞蹈《SHIVA——The   Lora 

Of Dance》，展示了古老民族的藝術魅力。

蘭木女士不僅是一位博士、文化傳播者，也是一位

詩人。趙立江和他在西悉尼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生蘇菲，在

Lydia豈迪的長笛伴奏中，配合默契地朗誦了蘭木的詩歌

《如果孤獨是美麗的》。

悉尼灘上神似鄧麗君的歌唱家朱炎萍老師，她在籌備

將於12月2日在Chatswood音樂廳舉辦“致敬鄧麗君”個

人演唱會時，仍抽出時間來奉獻愛心。在現場，她用柔和

平穩、溫暖流暢和甜美自然的《鄧麗君歌曲聯唱》，完美

地展示了她豐富的舞台表現力。現場觀眾聽後，紛紛表示

要立即購票，聽她的整場獨唱音樂會。

“這是歌聲回來的日子……這是微笑綻放的日

子……”來自中國的著名主播、作家、復旦大學海派文化

學會副會長淳子老師是此次活動的特邀嘉賓。在舒伯特充

滿聖潔祥和的《聖母頌》中，她朗誦了詩人映霞為聖誕節

而寫的詩歌《這是歌聲回來的日子》。她用全心虔誠的氣

息，向觀眾傳遞著愛的氣息。兩位主持人和淳子及詩人映

霞的現場互動也充滿了滿滿的愛。當天正巧也是映霞來澳

33周年的紀念日。

于佳易老師是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曾多次在全國大型

歌舞比賽中獲大獎。在現場她用醇

厚有力的女中音首先帶來的了英語

經典歌曲《Unchained   Melody》

。接著又演唱了悉尼新晉詞人陳代

勇先生在疫情時期創作的新歌《我

在悉尼等你》。現場倆人互動共舞

的情景令人動容。最後，于老師在觀眾的一再鼓掌中，加

唱了現代京劇選段《打虎上山》。

旗袍是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的傳統服裝，它被譽為中

國國粹和女性國服。澳洲精英藝術團優雅的女士們在劉建

平朗誦映霞的《在江南》詩歌聲中，展示了她們獨特的風

彩，再次把觀眾帶回到雨巷及柳絲飄動著的江南。

最後觀眾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年青的傑出小提琴演奏者

Harry  Wang出場。Harry首先為大家演奏了小琴獨奏曲中

不朽的世界名曲，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薩拉薩蒂

的作品在演奏中自始至終都十分講究效果和技巧，Harry 

Wang以他深厚的功力，完美地呈現了作品中那回腸蕩氣

的傷感色彩，與艱澀深奧的小提琴技巧所交織出來的絢爛

效果，讓人聽了心蕩神馳。最後他壓軸的曲目是中國走向

世界、由陳鋼和何占豪大師創作的小提琴名曲《梁祝》片

段。Harry深入而又細膩的琴聲呈現了此曲所要表達的情

感和意境。近年Harry在澳大利亞各種音樂節比賽中榮獲

無數獎項，也曾在維也納Virtuoso音樂節獲得一等獎及在

新加坡國際小提琴獨奏比賽中兩次獲得金獎。他的個人慈

善獨奏音樂會也將於12月10日在悉尼Town Hall舉行。他

在現場也歡迎大家出席聆聽。

最後活動主辦方再次感謝現場所有的觀眾、義工和

所有的演職人員奉獻的愛心。感謝場地提供方PIA地產集

團。感謝舞台監督劉瑩、音響師海寶、攝像師梁俊、莎

莎，攝影師龔仁華，海報設計王毅老師，以及此次活動的

出品人映霞、策劃Maria Wang、導演Donna Wang、統籌

廖世敬、Helen、Willie的辛勤付出。

（澳洲精英文化供稿）

■演出結束後，嘉賓和演員合照。
■傑出青年小提琴演奏者Harry 
Wang壓軸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