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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 接 上 期 ） 意 大 利 “ 諾 尼 諾 國 際 文 學 獎 ” 認
為：“莫言的作品植根於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無限
豐富而又科學嚴密的想像空間，其寫作思維新穎獨
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語言，展現了中國這一
廣闊的文化熔爐在近現代史上經歷的悲劇、戰爭，反
映了一個時代充滿愛、痛和團結的生活。”

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贊嘆說：“莫言先生是
當代中國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獨特的寫實手法
和豐富的想像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
狀，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導亞洲
走向未來，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
和世界文學的旗手。”

“茅盾文學獎”指出：“莫言的《蛙》……以多
端視角呈現歷史和現實的復雜蒼茫，表達了對生命倫
理的思考。敘述和戲劇多文本的結構方式建構寬闊的
對話空間，從容自由、機智幽默，體現作者強大的敘
事能力和執著的創新精神。”

四，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真實始終是
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僅僅是文學的
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莫言榮獲的
所有獎項都是以這個最高標凖來檢驗並認可他的
文學成就。

眾所皆知，文學的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莫言的
小說顯然體現了這個文學本性，真實地揭露了中國社
會人間百態。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體刪除的諾獎頒獎詞所評論的
兩部莫言長篇《酒國》和《蛙》來說吧。

《酒國》首次出版於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繼續
沿用其“鄉土性寫作”和“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風
格，打破傳統，通過三條線索進行寫作和交代，在敘
事實驗方面進行大膽嘗試和創新，形成了該小說文本
結構特色。小說主線是特級偵查員丁鉤兒奉命到酒國
市去調查地方官員烹食嬰兒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國市
的人沒有能經得起誘惑的，這位特級偵查員在權力、
美酒和女人之間周旋的過程中最後醉酒淹死在茅廁
裡。他的墓志銘刻著：“在混亂和腐敗的年代裡，弟
兄們，不要審判自己的親兄弟。”

小說動筆於1989年9月。觸發莫言靈感因而動筆
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報刊的文章《我曾是個陪酒員》

鄭板橋是清代著名
的文學藝術家之一，
但他最著名的還是其
特立獨行和離經叛道
的言語行為，他也因
此被世人尊為“揚州八怪”之首。板橋先生有過振聾發
聵之言，比如他說“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
士為四民之末”；他還說過“不仙不佛不聖賢，筆墨之
外有主張”。可見，板橋先生不是一個墨守成規和膽小
怕事之人。他曾於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參與科考20
年，但只當過12年的七品芝麻官，還因為違抗上命擅
自賑災而被罷免。由此又可見，板橋先生不是一個追逐
私利和不顧民間疾苦之士。

相傳乾隆上台後的16年，鄭板橋在外出時被鄉紳
用當地名菜“糊塗菜”招待，他對其味道十分贊賞，隨
後提筆寫下了“難得糊塗”的墨寶。這幅題字隨即便在
社會上流傳開來。同時被流傳的還有他另一幅題字“吃
虧是福”。這兩幅字神機妙和，表達了板橋先生的一種
人生哲學，其含義明白地被表達在他寫於“難得糊塗”
題字下面的跋文中：“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
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
也。”首先可見，他說出此言時的立意並不是為了後來
的福報；再者，“由聰明轉入糊塗”不是指真糊塗，而
是指“退一步”和“放得下”，達到一種“心安”的境
界。板橋先生在處事、為人和做官的言語行為中確實踐
行了這種人生態度。對此，從以下三個小故事中也可見
一斑。

故事一，一次半夜小偷進入鄭板橋的家門行盜，板
橋先生在假睡中見小偷衣裳襤褸頓生同情，便吟出一句
詩：“大風起兮月黃昏，有勞君子到寒門。”小偷被驚
到了，於是尋門欲逃，板橋又吟道：“夜深不及披衣
送，收拾雄心回家門。”

故事二，在鄭板橋的縣令任上，一個僧人和一個尼
姑被人以通奸罪抓到縣衙門，板橋先生在審問中得知他
們二人乃青梅竹馬的情人後，便拍案大聲宣判：“僧尼
偷情，佛法難容；責令還俗，成其良緣。”見陪審的衙
役和老百姓又驚又喜，騷頭接耳，他又說：“是誰勾卻
風流案，糊塗縣令鄭板橋！”

故事三，鄭板橋在濰縣任職時，恰遇大災，他哀民
悲民，想要立即賑災。為了請示山東巡撫，他給巡撫畫
了一幅墨竹圖，並題詩一首：“衙齋臥聽瀟瀟雨，疑是
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在
施行文字獄的清朝，板橋先生敢於把這樣的詩呈給上
級，體現了他為民請命的膽氣豪情。他後因抗令賑災而
被罷免的事實也說明，他“放得下”的是個人的名譽地
位，而他所圖的是老百姓的疾苦得到關懷。

然而，板橋先生“難得糊塗”這句名言，和許多民
間箴言俚語一樣，在傳承中也變得有了雙重性甚至多重
性，人們各有各的領悟。

一種領悟是“槍打出頭鳥”，而“明哲保身”的那
種糊塗。

一種領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和“各人自掃門前
雪”的那種糊塗。

還有一種領悟是“何處惹塵埃”及“與世無爭”的
那種糊塗。等等。

長期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難得糊塗”在中華民
族中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人逃避現實矛盾的心理安慰。
清末舉人余覺有一對聯：“飽諳世事慵開口，看破人情

只點頭”，就是這種人的
寫照。這種“難得糊塗”
的人在公共危機事務上的
表現就是沉默不語，並在
危難時刻保持中立。但丁

在神曲裡寫道，“地獄裡最熾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出
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然選擇保持中立的人，因為他們其
實已經站在了邪惡的一方。”所以，這種所謂的“糊
塗”是不道德和險惡的。

在一個專制和打壓自由思想的制度下，絕大多數人
不得不附和權勢和主流媒體的宣傳。少數有民主自由意
識的人也只能三緘其口，不能暢所欲言。這是專制制度
下人民的悲哀。而“退避三舍”和所謂的“難得糊塗”
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下被許多人當作信條，成為一些國家
和地區文明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久前，何與懷在《澳華新文苑》發表了題為“人
生難得不糊塗”的文章，宣稱他信奉的是“難得不糊
塗”。

其實，我們今天的世界之所有有一系列現代文明的
成果，就是因為古往今來有一大批“難得不糊塗”的先
驅，他們前赴後繼地堅持了“質疑、抗爭、改革和創
新”的精神，亦步亦趨地用良知取代愚昧，用文明代替
野蠻。

早在13世紀初期，英國的貴族和教會為了自身的
權益而挑戰了皇室的最高權利，由此產生了《大憲章》
，開創了“皇在法下”的歷史先河。《大憲章》在十年
內還幾經修改，最終確認了保護人身權利和保護私有財
產的條款。這便是現代文明的開端。也可以說，“難得
不糊塗”的根本理由是保護自身的權利和利益，從而引
申到保護社會整體的利益。

為了結束中世紀的黑暗，1520年前後，新教改革
的先鋒馬丁.路德牧師在德國的教會大門口張貼了人類
第一張大字報《九十五條論綱》，尖銳抨擊教會的專制
和暴力，反對權利壟斷。在被教廷緝拿追捕的十年裡，
路德又發表了三篇宣言和80卷檄文，揭露教廷黑暗，
主張人權、平等和宗教自由。之後法國的一個教會書
記員約翰.加爾文接過路德的衣缽，高舉宗教改革的旗
子，並創建了新教的第一個派別。《大憲章》和宗教改
革是之後兩百年西方“文藝復興”和“光榮革命”的基
礎，開辟了人權和憲政的光明前途。而這些都是由那些
難得不糊塗的先人們不畏迫害而頑強爭取出來的。

就在清朝皇帝們推行禁書、連坐、文字獄和殺九
族，將皇權專制推向頂峰的同時代，大洋彼岸，為了建
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的國父先驅們於1787年對國家
體制和憲法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辯論，爭辯的激烈程度曾
一度使得華盛頓後悔啟動討論程序。當時只要任何一方
放棄自信，糊塗一點，三權分立的民主體制和第一部共
和憲法就不可能產生。

也許有人會說，以上這些人都不是凡人。但他們哪
個不是從娘胎生出來？哪個不是一年一歲長大的？是他
們後天得到的教育、思想的成長和精神的升華造福了人
類。如果他們抱著所謂“難得糊塗”的人生信條做人處
世，那末中世紀的黑暗也許就會延續到今天了。

所以，我們普羅大眾應該學習先人，對公共事務勇
敢一些，參與一些，從而共同維護我們今天所達到的人
類文明，共同爭取和享受民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本文為2024年5月16日悉尼Rockdale圖書館專題

文化節目的講座稿。）

“難得糊塗”辨析
行　邁

在鄂爾多斯西部的鄂托克大地
上，在茫茫的阿爾巴大草原深處，
凸起一座紅砂岩石的平頂小山——
被稱為“草原敦煌”的阿爾寨石
窟。

創建於北魏，始鑿於西夏，盛
行於蒙元，終於明末清初。阿爾寨
石窟的來歷，像迷一樣存在於草原
之上。從開鑿到現在，時間已經過
去了1600多年。在這段時間裡，誰
知道發生了什麼？從春到夏，從秋
到冬，草原的風毫無遮擋一覽無餘
直直地吹著這座小山。風吹日曬，
雨雪風霜，紅砂岩開始慢慢風化，
時間如同一把雕刀，在岩石上刻出
了很多微妙的圖案，巨大的岩石變
得千瘡百孔，有些奇形怪狀，遠遠
看去形態各異，姿態萬千。

山頂的寺廟只剩下半人高的圍
牆，圍牆也是用紅色大塊岩石砌
成。曾經高聳在山頂的佛塔，是何
等壯觀，幾十里外的草原上就可以
看得見。如今只有剩下一堆磚塊。
雜草長滿了房基，殘牆斷壁，碎瓦
雜石，有許多牆皮上還有繪畫的痕
跡，現已經無法拼接，無法辨認。
那些受了傷的壁畫，畫面留下了無
數道劃痕。無數次劃過那些精美的
壁畫，不知道是何人所為，有些可
能是現代人的傑作，畫面上用漢字
刻下了許多人的名字。有些彩畫剝
落的無法辨認畫的內容，後經過搶
修，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只是加
固了殘缺的地方。還有被破壞的佛
像，只留下一個個空空如也的牆壁
開鑿的佛龕，佛龕的背面是多個窟
窿，顯然有些造像不是從石壁上開
鑿出來的，或許是後來安置上去的
造像，如今許多造像不翼而飛。

和中國大地上的其它著名洞窟

草原敦煌游思

■阿爾寨石窟內的壁畫

甲辰暮春晨行隨筆
灘塗傳五漏，海霧斷雲涯。
屐響招狺犬，浪平隱惡鯊。
境空情未減，詩短意難加。
世路多風雨，何愁斗柄斜。

甲辰暮春夜思
春燕無嘉訊，塵襟久寂寥。
頭須隨日改，詩意詆時夭。
霧勃愁天暗，星疏恨路遙。
耄思參素蟻，醉醒又今朝。

■王力軍（曉帆）先生《紅樓夢中人》海報

晚霞，
從脫皮老屋的門縫裡擠出血來，
星若滄海。
我站在地獄的第三個台階，
想往火裡跳。
忽聽有聲從窗外傳來：
我在時間的盡頭等你，
見面時，
請帶著你鐮刀下的短歌。

丟失的謊言，
是青春的味道，
你只知道眼淚是鹹的，
卻不知眼睛不只是黑白，
還有灰色。
那是燃燒過的激情，
在一塊碑上鐫刻的陰影。

我在第一天出生，
就死在當晚。
認浮蝣做了兄弟，
這樣，

飛投到波心的影子隨風一晃而過就如飛越心坎一樣；
飛投到金黃稻谷上的影子像一片綢緞那樣漂移蕩漾；
飛投到山巔上的影子儼然削顛如泥卻不留一點刀痕。

與單光子對視的攝像頭不再波粒二像性有的說不再量子疊加不再是薛定諤的貓。
投影到膠片上的影子可以洗出來洗得宛如新鮮出爐的一樣就如少女出浴一樣；
投影到植物上的光合作用為葉綠素投射到動物身上的促進骨骼生長有的也生成黑色素瘤。

都說光沒有靜止質量可是一旦被擋住就會呈現出萬千現像而這些都有靜止質量。
我們不知道光有沒有情緒但把各種情緒的電磁波卻可以集成轉換成相應的能量，
那人類情緒與光能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

追尋光的極致是影子、追尋影子的極致是光麼？
二者之間只要沒有阻擋就沒有轉換、若是遇到了片刻便可以轉換麼？
影子轉換成光與光轉換成影子的原理是正反螺旋對麼？

4月27日，墨爾本的沃伯頓山谷裡，人們在享受令
人難忘的文化盛宴。

安娜公益劇藝社演出莎士比亞的名作《仲夏夜之
夢》，這是集話劇、歌劇、舞劇於一體的大型森林實景
劇。它以敢於創新的精神，用華語對莎翁的這一名著進
行別開生面的詮釋，使這部富有浪漫主義的喜劇，讓赫
米婭和拉山德的愛情故事，深入華裔觀眾的心靈，對西
方文化中的“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主題，有了直觀的
感受。

。文章撰寫者發現自己是個永遠喝不醉的人，結果被調
到礦山黨委，專陪幹部出席酒宴，深得領導寵愛。莫言
原想只寫部五萬字的中篇，只寫酒，寫這奇妙的液體與
人類生活的關係。但當寫起來莫言才知曉這是不可能
的：當今社會，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決定於觥籌交錯之
間，喝酒已變成鬥爭，酒場也變成了交易場，由酒場深
入進去，便可發現這個社會的全部奧秘。於是《酒國》
的諷刺和批判鋒芒越寫越尖銳。莫言自己表明：此書是二
十世紀九十年代對官場腐敗現像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
說，可是“現在批評界的領袖們喜歡的是‘優雅’和‘高
尚’的東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們的標凖”。

中國酒文化的醜惡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這個國度早
已發展到驚人的地步，這是不爭的現實。《酒國》借
助“酒”來抨擊中共官場的腐敗，毫無疑問具有強烈的
現實批判意識。但誰敢說它不真實？

《蛙》這部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
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深痛的長篇力作。它
將視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鄉土中國生育史，通
過書中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變遷，大膽探討生命及一
系列社會矛盾熱點，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

子卑微的靈魂。
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自己的下屬們忠實地執行

中共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生育的男人結扎，讓已生育
的孕婦流產，成了心頭兩件大事。在執行這個“基本國
策”的過程中，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件發生了。就姑姑來
說，她親手結束了二千多名胎兒的性命。晚年時，姑姑
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內心充滿罪惡感。為了能夠彌補和
懺悔自己心中的罪惡感，她嫁給了泥塑大師，和丈夫一
起通過捏泥娃娃的方式來贖罪。但這種方法無疑是蒼白
的，並沒有讓她罪惡的內心得到一絲好轉。因為心靈上
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後導致神智失常，時
常身披黑袍，像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晚上一片蛙叫
聲裡，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無數死去的嬰兒精
靈在控訴……

“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
場合接受不同的訪談時都一再提到這句話，可以看成他
寫作的根本動因，也是他小說想要描述和揭示之處。
所謂“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如論者所說，就是寫作
對像在某個層面上真正進入莫言的精神世界，並且深深
地使他感到揮之不去的痛苦，不寫出來便難以疏解。具
體到《蛙》這部長篇，是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社會
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涉及到了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等
諸多方面，已經深深地震撼到莫言。這些問題，不僅是
他人的痛苦，也與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關（莫言的姑
姑確實是他寫《蛙》時的模特，當然小說中的姑姑，與
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蛙》指向中共愚
昧、蠻橫、罪惡、毫無人道的獨生子女政策。書名“
蛙”與“媧”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隱喻。原始時代古人
搞不清自己是從哪裡來的，於是從蛙卵中想像出自己的
身世。“女媧摶土造人”的傳說，正是基於這樣的想像
而來。“蛙”是生命、繁殖的隱喻，是人類長河中不斷
延續香火的象徵。而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殺生
命。現在中共猛然醒悟，發覺它這個方針政策後果極其
嚴重。它從不久前堅決的“一家一子”到現在鼓勵多生
到三孩，但為時已晚，老的已經生不出年經的不想生，
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人們都說，盡管不敢說
搞明白了中共的計劃生育問題就等於搞明白了中國，但
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計劃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
明白了中國。莫言的《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說。 
（未完）

■莫言長篇小說《蛙》
封面

■莫言長篇小說《酒國》
封面

影之謎
影子與光子彼此是彼此幽深玄妙的井就如深不可測的心思一樣。
他們彼此可以解碼彼此深藏的只有天曉得的秘密；
他們彼此是彼此的心靈剎那間卻又可以彼此背叛成各種新生世界。

我喜歡把影子與光子定義為彼此的平行世界還喜歡把二者定義為時與空剎那間的互導，
因此時空便被我定義為光與影合成的微分與積分。
每當這樣定義的時候我都怯怯地暗生無比的自豪不過就怕被愛因斯坦知道。

完全可以假設光與影互為奇點而且互相引爆了對方，
這樣便彼此成為了彼此的底片底片上全是彼此的錄音錄影、彼此的故事和證據，
因此偵探家們便說如你不太瞭解光就看影子如不太瞭解影子就看光他們絕對互質。
（2024年3月14日）

就不會有喜悲，
也不會有記憶。

活著如果是一種罪過，
沉默中的死亡也不是解脫。
不知你已經多少次，
從我的全世界路過，
仍然看不見那條，
血紅色的河。

壁畫相比，比如敦煌莫高窟、龍門石
窟、雲岡石窟以及永樂宮壁畫、毗盧
寺壁畫、法海寺壁畫、瞿曇寺壁畫相
比，阿爾寨石窟壁畫受地域文化、地
理環境及歷史朝代等原因影響，這些
壁畫略顯粗糙，人物輪廓與線條缺少
精致的繪制，反映了當地的文化特
征，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存在的差
異。

《蒙古秘史》告訴後人，成吉思
漢的軍隊第六次攻打西夏，曾經在石
窟附近休養屯兵。成吉思漢親率十
萬兵馬向西夏進軍，准備一舉殲滅西
夏，卻意外墜馬受傷，“於搠斡兒合
惕駐營”，昏迷了三天三夜。“搠斡
兒合惕”蒙古語的意思是眾多石窟彙
聚之地。休養半年之久，隨著西夏投
降，成吉思汗病故，“搠斡兒合惕”
也就隨著成吉思汗的秘藏而銷聲匿
跡。到今“搠斡兒合惕”是否就是阿
爾寨也成了一個迷。

如佛像、天王像、佛經故事、
明王像、僧侶像，供養、祭祀、舞
蹈、禮佛……迎請詩、祈禱詩、贊
頌詩……二十一救度母佛、十六羅

漢、四天王、達摩居士……“西
夏官兵渡河圖”“蒙古帝王受祭
圖”“各族僧眾禮佛圖”“巴思八
說教圖”“六道輪回圖”“千手觀
音”……以及在壁畫上的藏文題記
和回鶻蒙文榜，榜題、浮雕藝術等
構成了阿爾寨石窟規模宏大的壁畫
群及石窟建築群，令人嘆為觀止。

蒙古高原，成吉思汗。一個王
朝在草原上崛起，另一個王朝開始
衰落。蒙古帝國崛起，大宋王朝終
結，蒙元時代結束，大明王朝開
始……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遷，
能留下來的都變得極其珍貴。

阿爾寨石窟雖有諸多的遺憾，
畢竟留存了下來。而今，面對這座
草原上的藝術寶庫，我們該如何保
護並留給我們的後代呢？！

王博生

春藥嗑過了。一輪又一輪
亢奮。充氣娃娃一樣的
各式政策，極具魅惑的
各式調情。花式睡姿也玩過了
終了，都在“不”字裡爽著：I
股市不賣彙市不流肉市不漲娃市不生
當然，花市不謝——她最善於裝高潮
讓高音喇叭裡的盛世，不停地叫床

無奈房市，連帶房事，還是統統
不舉。即便親自指揮親自自信親自
挑逗，還是一瀉千里地
早泄。這嚇著了難弟股市，只能

救 市 紅 柳
霸王硬上弓了——國資奮勇
舍身救市，以制度優越的名義亮出
公有的陽具。總算把K線圖
菜綠色臉上多年不見的紅暈，搞出了
幾日。若想開弓沒有回頭箭須再多
幾日。讓大國幾度風流的胯下
子彈再飛一會兒，看風景這邊
獨好的眼神，再色眯眯一會兒
減肥後的錢包，像賈玲一樣
再清秀、性感一會兒

好在尚有一市興旺——人市！騎手小哥
被接見過後，激情與求職大軍一樣
空前浩蕩，席卷了眾多碩士博士
美名曰靈活就業者，美容了報表上的
失業率……呵呵，誰不說俺
龍子龍孫龍年正雄起？

郭生祥

成功的嘗試 羅可群血紅色的河（知青詩選）晉  夫

張鐵釗詩兩首
我們一幫華人，乘坐長城旅行社的面包車到

了美麗的小鎮，先觀賞紅彤彤、金燦燦的楓葉和
諸多美景，4時多，便早早地來到演出地點——
山谷中的高爾夫球場。但是，有人比我們來得更
早，他們早在最佳的觀看位置上，鋪開墊子，大
家席地而坐。接著，許多熱情的華人或是與友朋
結伴，或是舉家出行，前來的觀眾絡繹不絕，其
中有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也有年僅8、9歲的學
童。

夜幕即將降臨，演出開始。這種露天的實景
給人以親臨其境的感覺，在悠揚的樂曲聲中，仙
女們翩翩起舞，美妙的舞姿，把人們帶進入當年
雅典貴族莊園高雅的情境。而在夜色朦朧中轉場
之後，那閃爍的燈光則把原生態的樹林裝飾成神
話世界，開始了仲夏夜之夢。

仙王和仙後爭吵後的歌詠令人感嘆：“曾經的愛情
閃耀著甜蜜的光芒，為什麼頃刻間跌入痛苦的漩渦？
如果愛情是永遠清澈明亮，為什麼我的心會在黑夜裡飄
蕩？”赫米婭對愛情執著的追求讓觀眾由產生同情至由
衷敬仰，拉山德在噩夢中的變態則使人心酸，海倫娜在
狂熱戀情中的心理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激動人心，驢
子的表演惟妙惟肖，生動喜人，一個個動人的情景使人
們忘記了自己是在只有8、9度的露天草坪上的寒冷，
全神貫注著劇情的發展，一直到演出結束，響起熱烈的
掌聲。有的嘖嘖贊嘆“太好了！太好了！”，有的人還
跑過去和演員互動。我們上車後，旅行社的司機狄師傅
也說：“我也去看了，確實是好！”

好就好在：這次由喬艷君女士編劇金翼導演的《仲
夏夜之夢》，在非華語的異國他鄉，敢於用華語演出話
劇，這是勇氣；把話劇、歌劇、舞劇融於一爐的森林實
景劇，這是創新；選擇美麗的山谷作大型森林實景劇的
舞台，則是眼光獨到。

大膽創新，敢於出彩。南宋詩人陸游詩句“嘗試成
功自古無”，胡適之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高呼：“自
古成功在嘗試！”

我們說：在莎士比亞誕生460周年之際，大型森林
實景劇的演出，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必將添上濃重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