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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如約而至的藍
色清晨，她一襲潔白無瑕
的霓裳，沐浴在多彩的朝
霞中，閃著耀眼的光芒，碧波蕩漾，鷗鳥翻
飛，一派海天盛筵壯美圖景。

自她誕生，驚艷世界，游者過客，千
里迢迢，翹首而望，引以為傲。僅一人盡畢
生精力打造她，終老也未見她如夢般的身影
而抱憾一生。他就是親手設計驚世美貌的
悉尼歌劇院設計者、丹麥建築師約恩·烏松 
（Jorn Utzon）。

一幢（組）建築本不具性別的，但人
們總把她歸於閉月沉魚之貌容，出水芙蓉風
姿綽約之佳人，或終有了美顏女子之特性。
飄逸靈動的悉尼歌劇院，讓每位見到她的總
會贊嘆有加。她那獨特新奇的造型，是二十
世紀人類建築的巔峰之作。今年正逢悉尼歌
劇院五十華誕，值此歡慶之際，不禁令我
回憶起與這世界著名建築相知相遇的點滴往
事。

最早知道澳洲悉尼歌劇院是在一本“
舶來品”的掛歷上。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初期，家中牆上掛著一本掛歷，其中有一幅
月歷圖片就是悉尼歌劇院。美侖美奐的悉尼
歌劇院如人間仙境般吸引眼球。面對如此神
奇精彩的建築，美言之餘，油然而生的更是
向往。如不是那一眼的滿懷期待，我人生游
歷世界的第一站，還不知是哪裡？

八十年代末，灰樹葉飄轉在池塘，看
飛機轟的一聲去遠鄉。當我好奇地推開了世
界的大門，在爬高的飛機上俯瞰腳下的故鄉
都市，一片灰蒙，高樓屈指可數。飛了“八
千里路雲和月”，在遙遙天之涯，有幸站在
了悉尼歌劇院前向她致敬！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本人所讀的語言
學校就在麥覺理大道盡頭，每天能在百餘米
外見到她潔白清晰的身影，面對這一組大小
貝殼薄胎的建築造型，揣摩著設計建築師
約恩·烏松（Jorn Utzon）怎會有如此大膽
神奇構想？是切開的橙？棱角更分明誇張突
顯；是海中的風帆？鼓起的白帆尤如一鉤彎
月；側看更似三層重疊的巨浪驚濤拍岸，卷
起千堆雪，回潮又驟起兩朵浪花。我沒見過
神奇的宇宙飛船，總感到悉尼歌劇院或有它
的模樣，似乎是銀河系某星球分割成多個不
等分而巧妙組合賜於了人間。總之設計者神
來之筆，天意相助。天才往往就在剎那間天
賦異稟衝天，靈光乍現，一蹴而就！可以
說悉尼歌劇院改變了澳大利亞城市面貌和命

以夢為馬 
時間呢？不由分說便走

到立冬的門前。氣候有點反

常，覺得依舊置身於夏秋之

交，又悶又熱。在南國都市。

天氣煩悶。一整個早上沒精打彩。

哇哈哈——

提醒自己，生活往往是一種重復。

於是，照例完成早餐“工程”。

禁不住想起家鄉的花生，那是平

日裡最喜歡的食物，當然喜歡的還有那

篇出自閩南名作家之手的《落花生》小

品。

夢裡鄉關。輾轉，遙首，回眸。

談起家，自然又聯想到目前旅居的

異鄉——悉尼。

一座天也藍、海也藍，連人的心

情也藍著的南半球大都市；一個曾經舉

起驕傲，舉辦過新千年第一屆奧運會的

城市。南十字星空以其純粹的自由和歡

愉，讓在那裡學習、工作和生活的親人

好友，蔚藍著各自的遼闊。

人，這種特殊高級動物，總愛遐

想、思念、回憶……，也許正是這種特

性，人有時才顯得可愛和有趣。

揣著懷裡的那隻鷹，似在雲端漫

游。冀望自己變成期待視野中的閑雲野

鶴，自得悠然地放牧時光。

疲倦這幽靈又悄悄來臨了，並強行

闖入七尺軀體內，叫人難以自持。

躺下小憩。孵出一個夢，夢見自己

與家人歡聚一塊，茶几上精致擺滿各色

各樣的點心，其中有家鄉的花生。

走出夢的軀殼。醒來不忘每天相隨

的手機，還有書報。

沉浸在茶香中品茗。驀地，一紙盛

滿人應如何活出最佳狀態的文字，一直

盯緊自己的眼睛。精神為之一振。

肉身沉重。懶散使然，未經伸張按

時鼓搗鼓搗的肌體又在提意見。

據說，俯臥撐可以強身健胸，可以

保持堅碩和硬朗。

自我加足馬力。像一隻小狗俯臥身

子，在地板上或挺或撐，一上一下。

力量的加持，讓空氣具有了質感。

躍躍飛翔的心，驅使意念的熒屏亮閃一

朵idea。

哦，音樂——那首每天都彈響好幾

遍的“音樂”又響鈴。日常使用手機時

選擇的信號，原來擁有如此驚人的“騷

擾權”。

意料之外，有朋友來電詢問關於赴

澳洲留學之事宜。噢，每個人都想把最

好的年華，交給自認為最好的舞台。

開始走入日常事務佈下的天羅地

網。自己又被它俘虜了。生活嘛。

回眸駐足，新訂做的鐵管書架上，

余華的長篇《活著》剛好放在中格的最

前面。讀著封面上那兩個大字，想起昆

德拉的《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如同啜飲了一杯嚴肅與深刻。好在

季候風吹醒了潛藏於記憶深處的映像。

哈哈，晚飯又來了。最可口的地瓜

稀粥，又熱騰騰地向我打招呼。

飽食終日。以夢為馬。當闌珊夜

色在星光下緩緩浮泛，舊的一天漸行漸

遠；以另一種存在方式駕馭時光，黎明

面帶熹光的微笑，又在前方深情招手。

無所適從
陽光雨，潑灑在新一天的肌膚上。

昨天那些堆積疊加的俗務雜事，總

想在今天一口氣清空。

以深呼吸聚氣，沉入丹田，整個身

心似乎減輕了一千萬噸重壓。

然而，昨夜的轍印還在，心事被

時光壓彎。梳理頭緒，怎樣做而且讓事

情做得順暢，看似一回事，其實是兩碼

事。

煙量是減少了，不抽嘛，又好像對

不起那“香”。有時，確實需要以毒止

痛，即用尼可丁的所謂毒素，在乾枯的

寂靜裡，止住日積月累的痛。

一支煙點燃了，常常變成了火的

化身，可以燒掉煩憂或郁悶，燒烤一樁

樁心事，抑或在自我消遣中引爆思考的

火花，甚至可以充當做了一回大腦健美

操。

My   God！門鈴又響了。原來是快

遞小哥送來遠方友人惠寄的禮物。

日子如此搖曳多姿。時常承蒙來自

各地親友的雅愛關照，沉醉於受寵若驚

的美意，紛呈在光陰延伸的故事裡。

瞧，比情人還要纏綿的手機又在呼

喚，禁不住抓起，手指的舞動帶著一種

節奏。

海量的信息總是在不動聲色中接踵

而至。哦，人海闊，無日不風波。

認識與不認識的，熟悉與陌生的，

高雅與通俗的，文化與商業的……都在

屏幕裡相遇。

現實無奇不有，世界斑駁陸離。我

們的心，是否可以容納所有的一切，包

括悲歡離合，陰晴圓缺。

透氣就能養心嗎？吐故就會納新

嗎？騰空就可留白嗎？

減負，打磨，掙脫，蛻變。感受人

間的愛恨冷暖，酸甜苦辣，在我與夢之

間，時與光坐在上面，令我無所適從。

據說，早飯要飽，午飯要好，晚飯

要少。是否真理，姑且不論。

午飯時辰已到。該吃些什麼啦？又

要刺激腦筋。這是一個連吃飯都感到麻

煩的時代。

過去的日子早被風乾了，新的日子

總不能酸澀。努力體面地生活，總覺得

有一雙眼睛在凝視著自己。

時間馬不停蹄地奔跑，生命的每個

分秒都呈現不一樣的形態。

時間空間（系列五章）
莊偉傑

一大疊等著自己青睞的

打印稿堆放在案前，修改、

校對、編排……，又進入方

塊字打造的世界。

在時光的背面，學著痴

笑，或者呆萌，學會自我解嘲，別有

一番滋味。不管像還是不像。

站起來伸一伸懶腰，挺起腰杆，

好像在舒解著那剛剛過去的一切。

此刻，打開音響，聽一首中國

古典音樂名曲，泡在悠遠典雅的清韻

中，儼然衝著溫水澡。

有人在樓下喊我的名字。依稀傳

來，蠻好聽的。原來是一位久違的詩

友有事前來交談。

要知道，在風雨和陽光的挾持

下，還有很多沒完沒了的大小事務，

正用急切的眼神盯緊我。

一直在理想與現實交錯的隙縫裡

奔突。一匹奔波喘息在路上的瘦馬，

難道就是自己？

哦。無所適從，有所適從，無所

謂？唯有無奈地學會適從……

時間空間
冬至來臨，季節不由分說進入冬

的腹部。

同樣的節氣，地球似乎變得比從

前還要熱。掌燈時想加點衣服，室外

的溫度仍在發酵，只好作罷。

自覺地穿上暗綠色有紋格的襯

衫，系上一條友人饋贈的領帶。

上街辦點私事，順便兜兜風。東

瞧西顧，想探望市場有啥最新行情。

人，除了吃喝，還要學會玩，學

會樂活，學會讓自己開心。也許，這

就叫善待自己。

視線突然好奇地盯著路邊那棵

樹，聽到一隻鳥在枝頭鳴叫，好像不

停地呢喃著什麼。

落葉的拋物線，無聲無息。所有

的榮枯，給人一種自我較勁的感覺。

信步走進新華書店，放眼四望琳

琅滿架的圖書報刊新面孔，挑選了部

分自己喜歡的。花了鈔票卻換來無盡

的驚喜，意外撿到沉甸甸的收獲。

一種踏實感，在緊鎖的眉峰綻

放。暢飲一杯咖啡，有股暖流從心底

緩緩穿過……

在歲月的風霜裡坐享時光，一

半明淨，一半陰影。所幸平素喜歡剪

報，尤喜剪集報頭收藏。

看到自己收存了這麼多大小不一

的紙張，在低眉的瞬間，為自己的痴

情感到好笑。

在這物質需求比精神需求更盛

的年代，只能在這二元對立的交叉

點上，像放飛鴿子一樣放飛自己的思

想，試圖尋找突破的空間。

夜幕又低低地拉開了，唯有孤獨

指向高懸的一彎新月。

（未完）

2023年10月15日一大早，我便坐車穿過悉尼南郊的

國家公園，應約來到沈嘉蔚家裡。這天下午，在這個位於

距離悉尼市中心三十公里的Bundeena小鎮上，有一件“

大事”發生——在沈嘉蔚新建的可稱之為豪宅的三層樓家

裡，來自悉尼各地的兩百多位來賓聚集一起，慶祝他的巨

幅系列油畫《巴別塔》的完成。

這天下午，拍攝，錄影，演說，採訪，觀察，交談，

人頭湧湧，熱鬧非常，但上午很安靜。我在層高達八米的

畫室也是展廳中，長時間地觀看前後左右大牆上釘掛著的

四幅巨畫。

最大的一幅7.2 X 7.2米，命名《烏托邦》；

右側是7.2 X 3.6米的《英特納雄奈爾》；

左側是7.2 X 3.6米的《古拉格》；

對面是一幅3.6 X 7.2米的《薩圖耳諾斯》。

《巴別塔》就是由這四幅巨畫組成。

真是少見的異常宏大的歷史展現——而且是通過巨幅

油畫展現。

我震撼了。

      “再見革命”後的《巴別塔》：
      二十年三易其稿，終於大功告成
二十一年前，2002年9月27日，在悉尼市中心一間

稱為“4A”的專業畫廊，沈嘉蔚題為“再見革命”的個

人畫展開幕。事後，我寫了一篇長達二萬二千多字的評

介文章，題為“他在釋放身上的歷史積沉——看沈嘉蔚個

人畫展《再見革命》”。在這篇長文的最後一節，我談到

沈嘉蔚計劃中的一件作品，將是一件幅面巨大的大場景作

品——稱為《巴別塔》。

《聖經‧舊約》記載的一個故事這麼說：洪水過後，

挪亞後人興旺發達，遂造塔欲昭告天下。上帝懼之，遂

一夜間改變他們的語言，使之互相不能溝通，人群散去四

海，塔半途而廢。這個典故啟發了沈嘉蔚，在2001年有

了創作巨畫《巴別塔》的靈感。“Babel”這兩個字來源

於動詞“balal”，在希伯來語中意為“使困惑”或“使

混亂”，也可說來源於阿卡德語“bab-ilu”，意為“神之

門”。人類總喜愛建造各種高塔，然後又被上帝或自己的

手瞬間秒殺，就像《聖經‧舊約》中那八層的通天塔。沈

嘉蔚覺得，建造“巴別塔”即是追求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

理想；“語言變亂”相當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爭吵

及後來各種內爭外鬥；“上帝”則為共產主義者的宿命；

畫面的各種細節可以表現共產主義者為實現崇高理想竟而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試談沈嘉蔚油畫組合巨作《巴別塔》 何與懷

重陽戲作

2023年10月22日下午，Lydia作為Mintz   Club創始

人在悉尼哥頓浸信會教堂舉辦並主持了一場名為 “探索珍

藏背後的故事”古董藝術沙龍，分享她收藏的古董、藝術

品，還有她創作的音樂。Lydia曾是上海電視台中英文節

目主持人，也是一位鋼琴原創音樂人。近幾年來，Lydia

一直支持慈善活動，在很多重要的大型活動中在舞台上亮

相，擔任英語主持及展示鋼琴原創音樂才華。

■沈嘉蔚對其畫作《巴別
塔》的最初構想。

■10月15日慶祝《巴別塔》繪畫階段告終
的集會。

採用暴力與血腥手段。沈嘉蔚用此

典故比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一百

五十年間的興旺至衰敗，既鮮明又

深刻。

2004年4月，沈嘉蔚開始畫製

《巴別塔》。這年，他五十六歲，

打算以他這幅大場景作品作為他近

四十年繪畫生涯的收官之作。

當時，在藝術處理上，沈嘉蔚

想以法蘭德斯文藝復興時老勃魯蓋

爾的名作《巴別塔》為藍本，但把

細節全部改動。塔身有許多不同國

家的特別風格與故事。例如塔的一

部分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蓋成了中

國寶塔式，塔外遠景的一部分是壯觀的土高爐群之類，港

灣裡有蘇聯的航空母艦……。也會畫入許多著名的共產黨

員藝術家及其作品，如畢加索、馬蒂斯、塔皮埃斯、庫圖

佐、里維拉、弗里達‧卡洛、西蓋羅斯，等等。在塔頂部

分，將會畫上蘇聯藝術家塔特林於1919年做的未來派雕

塑、現代美術史里程碑名作《共產國際紀念碑》。原作是

框架結構，因此顯得像是未完工的塔身骨架。

但2004年嘗試後，沈嘉蔚停頓下來。

他的創作藍圖有所改變。特別是，在此創作《巴別

塔》期間，他讀到了索爾仁尼琴最後的巨著《紅輪》，於

是調整了計劃，暫停《巴別塔》的創作。

2008年，沈嘉蔚有了今日所見的構思框架。2010

年，沈嘉蔚完成了畫布上的構圖。他還製作了全部九十塊

畫板。為了方便繪製，也為了提供《巴別塔》畫成之後永

久性的陳列場所，他拍賣舊作購下了目前這塊地皮，並從

2015年開始建造包括這座畫室的三層樓房。2017年11月

7日是所謂“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從這天開始沈嘉蔚在

畫板上勾勒黑白底稿。2019年7月遷入這座畫室，並開始

用油畫色繪製表現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奮鬥理想——《烏

托邦》。2020年底，《烏托邦》基本完成。這時，沈嘉

蔚購置了腳手架將九十塊畫板全部上牆。

此後三年，沈嘉蔚在腳手架上完成了其餘三幅巨畫，

表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部分：

《英特納雄奈爾》，描繪共產主義悲壯的奮鬥歷程。

那些最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和他們的同路人，為了那個

烏托邦而奮鬥，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

《古拉格》，以臭名昭著的前蘇聯集中營，集中表現

共運的災難性後果。這裡描繪了大飢荒與對知識分子的無

窮盡的迫害，也描繪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兩難困境，還展示

了有良知的黨內改革派的奮力一搏。共產主義給人類造成

的悲劇不亞於法西斯帶來的浩劫。

第三幅是《薩圖耳諾斯》。薩圖耳諾斯是羅馬神話中

可預見未來的宙斯之父，他預見自己將被孩子取代，所以

不斷將自己的新生兒吞噬。此畫描繪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

進行內部清洗的歷史現像。這是國際共運史上貫穿始終的

悲劇：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

10月15日的集會，是慶祝《巴別塔》繪畫階段告終。

今後兩三年裡，沈嘉蔚要在繪畫基礎上編輯寫作，講述畫

面背後的歷史與畫中四百多個人物的故事，以及畫作所描

摹的一百多件藝術作品所構成的另類美術史。（未完）

趙九歌  

又屆重陽日，忽覺已暮年。

此生多滋味，糖醋連椒鹽。

幼時立宏志，老邁願等閑。

體內有小恙，篋中無閑錢。

提筆少佳句，舉杯伴愁顏。

樂園幾時去，長短盡由天。

晚  風  悉尼燈火
悉尼吾舍群山頂，放眼藍天大地晶。
碧浪海洋陽台傍，中秋燈火繁星瑩。
千車萬賈朝夕奮，四海五洲市場興。
更戀歌橋情港靚，萬國都會罕明星。
（2023中秋夜詠）

探索珍藏背後的故事
熱心慈善的收藏家Lydia舉辦古董藝術沙龍

■Lydia分享她收藏的心得。

研討會通知
11月11日（周六）上午十點至十

二點，將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

議室舉行研討會，內容如下：

淳子、劉放、何丹尼、蔣行邁四
人談
澳華文學三十年：從《嬗變》一

書談起
歡迎與會者踊躍參與討論，大家

為澳華文學的繁榮發展提供建議。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Rockdale NSW 2216（圖書

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

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

分鐘。）

■Lydia（左三）會後和部分嘉賓
合照。

這次的藝術沙

龍，Lydia以慈善

家和收藏家身份，

近距離與各位來賓

朋友分享每件藏品

所蘊含的歷史、人

文、藝術及收藏價

值，用她特有的原

創音樂作為橋梁，

把所有在場的朋友帶入寧靜

的領域，一同探索每件珍藏

背後的寓意。Lydia有一句

真言：“我喜歡藏品，因為

我喜歡分享每一件有價值的

藏品背後的故事。我相信生

活就是藝術，且永遠不會停

止探索藝術。”Lydia把她

每一件藏品娓娓道來，並穿

插自己原創的安撫心靈的鋼

琴音樂，巧妙自然地把音樂

與古董藝術品相結合。最後

她現場彈奏了她最新的鋼琴

原創曲“Rhapsody”，作

為是次沙龍的尾聲，帶出煥然一新的感覺。

這次的藝術沙龍是一次VIP聚會，得到很多重量級人

物的支持，包括文化界、商界、藝術界和社團代表，如澳

大利亞全球和平華人聯合會林順德會長、活曼特(Homart)

首席執行官葉蓓玲女士、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

召集人何與懷博士、中國美術學院澳大利亞校友會會長

李鋼、澳洲潮洲同鄉會李國興會長、澳大利亞國際文化產

業協會楊志唯主席、詩人映霞、東南網澳大利亞站雷蒙站

長，等等。

這次古董藝術沙龍是Lydia近距離與各界朋友的深層

次交流。活動的圓滿成功是給予Lydia繼續探索古董藝術

品珍藏的最大動力。Lydia希望有一天能借助私人珍藏的

力量為慈善事業做點更有實質性的事情。

張 帆歌聲飄蕩五十載——賀悉尼歌劇院50華誕
（Mamiya 65mm、f1.8Auto）鏡頭，也再
無其它中長焦鏡頭與攝影裝備，故應允我
入內，但指引我只能在歌劇院左側較遠距
離規定區域內拍攝。

這一舉世矚目的拍攝活動由美國著
名藝術家斯賓塞·圖尼克組織發起。當天
黎明，不同年齡、民族與身材的男女聚集
在悉尼歌劇院，隨後他們裸露身軀從地面
層來到這座貝殼形建築的大台階上，擺出
雙臂高舉、仰臥在地或互相擁抱等各種姿
勢，開創悉尼歌劇院自誕生以來最驚艷的
大型“群裸”首秀，也即“世紀之作”大
片。

前來參與這次名為“根本”拍攝活動
的志願者人數是預期的兩倍，安排的時間
剛好與該年舉行的一年一度的悉尼同性戀
大巡游湊到了一起。

圖尼克說：“同性戀和異性戀赤身裸
體地躺在一起，向世界傳達了一個重要信
息，那就是澳大利亞是一個熱愛自由和平
等的社會。”

當天共有5200多名志願者參演，其中
約半數還參加了歌劇院內的拍攝。

圖尼克以拍攝大型裸體藝術照而著
稱，他曾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多次裸體拍攝
活動，吸引了成千上萬人參加。這次我見
到攝影大師圖尼克架了幾台攝影機，在歌
劇院對面的崖石土坡上，傾著身子俯瞰整
個悉尼歌劇院前震撼畫面，時而與助手交
談，或用對講機與現場導演進行交流。當
天悉尼歌劇院上空還有直升機盤旋，不僅
為是次“世紀大片”保駕護航，還在空中
俯瞰拍攝該活動恢宏場面。

我還有一次黃昏時
分在歌劇院前廣場上，
偶遇三五個身手不凡的

外國少年，隨著他們高超頗有難度的動作，
容不得你有攝影前的准備考慮，說時遲、那
時快，提起手機與相機馬上抓拍，這就所謂
的“稍縱即逝”，拍攝後看到影像畫面而一
陣驚喜。

後來也有幾次登臨悉尼歌劇院觀演，
入夜的悉尼歌劇院宛如一座水晶宮般璀璨，
星光點點，輕拂的海風時而夾著曼妙的音樂
蕩漾在耳旁。觀演時極強的儀式感與專注性
會高度統一，在華麗的瓊薩瑟蘭劇場，一曲
威爾弟的“祝酒歌”，讓人度過一個激情四
射的夜晚！

每年的火樹銀花跨年焰花狂歡，與近
年來悉尼冬季極具創意的燈光秀，均為澳洲
贏得了全球觀眾的青睞，悉尼歌劇院也多次
與富有中國特色的彩俑、生肖與藝雕等元素
組合，嘆為一道有異樣光彩的風景線。

多少回在悉尼港灣坐船帆外游，悉尼
歌劇院宛如一艘巨輪，與船帆向相而行，久
久才會拉開距離，緩緩離去。

悉尼歌劇院，是每位到過悉尼的游客
首選的著名景點，也是澳洲最負盛名的國家
名片。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一座名聞世界
的建築，五十周年僅是她的短暫時光。我迷
朦的眼睛裡長存，是初見她在藍色的清晨，
白色靈動的身影飄逸在蔚藍的大海上。走過
半個世紀風雨滄桑，悉尼歌劇院依然站在世
界著名建築頂端行列，依舊風光無限，聚焦
世人的目光從未停止過。

這 次 悉 尼 歌 劇
院與裸露人體同框“
世紀之作”引起全球
轟動，雖然趨之若鶩
的攝影愛好者受阻於
外，望之興嘆！但是
次盛典永載世界攝影
史冊。我有幸親歷此
次悉尼歌劇院裸演拍
攝，雖稍有限制，但
還是有所收獲，感受
到了如此罕見的“世
紀裸演”場面。

運。這就是一幢建築帶來的巨大收獲，也為約
恩·烏松贏得了世界著名的普利茲克獎。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於1973年為悉尼歌劇
院揭幕，她認識到不僅誕生了一座標誌性建
築，還展現了一個國家的新面貌，開創了表演
藝術新時代。女王陛下評論道：“悉尼歌劇院
吸引了全世界的想像力，盡管我知道它的建設
並非完全沒有問題，人類精神有時必須乘風破
浪，創造一些既不實用也不平凡的東西。”伊
麗莎白二世她在去世前曾四次參觀這座美麗建
築，最近一次是在2006年。

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
員會的專家將其描述為“不僅在20世紀，而且
是在人類歷史上人類創造力無可爭議的傑作之
一”，它為無數歷史時刻提供了背景。這樣的
評價真的很了不得。

如今悉尼歌劇院是全澳游客到訪量最大的
旅游景點，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表演藝術中心
之一。

居住悉尼多年，悉尼歌劇院給我留下了難
忘的印像。

剛來澳洲沒幾年就在可望不可及的悉尼歌
劇院，正襟危坐觀看了一出《中華魂》，這是
一出由來澳學生集編導演的大型文藝薈萃，節
目不僅揭示了中國學生懷揣夢想正在異國他鄉
開拓新生活的艱辛，同時也體現了融入多元文
化大家庭的美好意願。在苦與樂中度過一個難
忘的夜晚，祈盼前程安居立業。這第一次在悉
尼歌劇院觀演，頗有印像。

2010年3月1日清晨，五千多名來自澳洲
與世界各地的赤身裸體男女，冒著秋涼聚集在
悉尼歌劇院前拍攝集體裸照，給澳大利亞的這
一地標性建築增添了濃濃的“裸”意。這樣大
膽構想別具一格的場景堪稱罕見，再次刷曝全
球，驚艷世界。

據 報 該 年 度 的 “ 悉 尼 同 性 戀 狂 歡 ”
（Mardi Gras）最為精彩，因由這場名聞世界
的裸體大片作鋪墊。

當我在得知這一活動信息後，清晨我抱
著一絲能參與拍攝的願望，也早早趕去。在悉
尼歌劇院的百餘米外已築起一道圍欄，禁止一
切與活動無關人員入內，數百人簇擁在圍欄外
而止步。見這一情形我只有隨機應變，出示
了還未續期的記者證。工作人員看了我的證
件，並檢查了我隨身攜帶的相機。因我僅背了
一個帶皮套的相機，機上僅按一個瑪米亞短焦

■晚霞中的悉尼歌劇院（世界攝影十傑
凌永雄作品）

“人類精神有時必須
乘風破浪。”願她永葆亮
麗風姿，Forever You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