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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花火歲月花火 有你共鳴有你共鳴

●彥 火萍兒的情感之歌—讀《無色之境》的遐想

我在閱讀萍兒的新詩集《無色之境》，香港電台第四台正播放德

國音樂家馬勒的《大地之歌》。我自然而然地把這些詩篇與交響樂

聯繫在一起。

馬勒並未到過中國，但他讀過中國唐代詩人包括李白的詩，內心

的激動如波濤起伏，他刻意要創作這闋《大地之歌》交響樂，交響

樂加上唐詩、特別是李白詩歌的元素，令這闋《大地之歌》為之勃

然生色。

在馬勒九部半交響樂外，這部《大地之歌》最為膾炙人口。

聽過水藍指揮的新加坡交響樂團演奏的《大地之歌》，女高音梁

寧和男高音莫華倫，他們不採用古詩原文馬勒德語歌詞的中譯，而

是用保留古音最多的粵語演唱，使人耳目一新。

萍兒的詩集《無色之境》呼應了整個作品的主題。詩集通過詩人

的筆觸和言語，描繪了一種抽象的無色之境，暗示了一種超越現實

和感官的境界。這種無色之境可能是一種內心的寧靜、思考的空

間，或者是一種追求真理和哲學思考的精神領域，這種主題的存在

賦予了整個詩集深邃的內涵和思考價值，也許作者要刻意追求禪的

意境。如作者的〈把轟烈寫成轟轟烈烈〉所呈現的意向：

用詞牌後的雨滴造一湖春釀

借入夜最後章節的亮光

一株樹木無聲落下

負星星改寫它的餘生

再前一步

就是天涯

還是那片尖葉

把轟烈寫成轟轟烈烈

把冷夏碎成日落長河

所有往事被賦予了禪

留下淨。

你被月亮牽掛

被虛度喚醒

萍兒的詩作展現了一種清新而

含蓄的風格。詩人通過對細節的

觀察和對內心感受的描繪，營造

出一種寧靜和恬淡的氛圍。此外，詩作中透露出對自然的熱愛和對

生命的珍視，同時也表達了對人性的思考和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這

種清新而含蓄的風格給人以一種冥想和思考的空間，使讀者能夠在

閱讀中感受到一種純淨而美好的存在。詩作〈你是一

枚二○二○年中秋的月亮〉中，作者將中秋的月亮比喻

為一個特殊的存在，表達了對親人的思念和對美好時

光的嚮往：

被最長情的煙火遇見

與蔓延開來的月色一飲而盡

把我和我的空杯子一併寄給你

世界的鄉愁正緩緩地康復

情感的探索是萍兒詩作中的核心元素。在〈春日七

支．第二支〉中，她以「暮色斜／一任花海漫卷」開

篇，展現了對於相思的細膩描繪。詩中提到「手握千

詞／不敢讀你」，這一句流露出一種深沉的思念與無

奈，讓人感受到情感的掙扎。詩人以「震耳欲聾的寂

靜」與「滔滔不絕的沉默」形成強烈的對比，展現了

愛與失落之間的微妙平衡，讓人不禁想起那些曾經深

刻的情感經歷。在這種情感的表達中，萍兒不僅僅是在寫詩，更是

在用心靈的筆觸，描繪出人與人之間那份難以言喻的聯結。

詩人在情感的表達上，展現出她對人生的深刻理解與思考。在

〈冬日七夜．第三夜〉，她寫道「一些事物失去定義／總想暗喻一

條溪流」，這不僅是對生命流逝的感慨，更是對於人與人之間關係

的反思。詩句中的「深不可測的靜寂」和「被我們分開」讓人感受

到一種無奈的孤獨，彷彿在訴說每一個人都在尋找那條流淌的溪

流，但卻不知何去何從。

萍兒的詩歌中常常透出一種哲學的思考，讓人對生活的本質產生

更深的思索。在〈冬日七夜．第七夜〉，她呼喊「我曾站在疼痛的

對面與你辯論」，這一句充滿了對存在的疑問與探索。她對「疼

痛」的體驗不僅是個人的情感，更是對人們共同經歷的深刻映射。

詩人的詩歌不乏對感情的訴說：「我曾有一段石板路／等你歸

來／無法確認靜物的跳動之美」（〈夏日七朵．第三朵〉），這一段

話深刻地表達對過去的懷念與期待。石板路的堅硬和漫長，使人感

受到等待的艱辛，而「靜物的跳動之美」則暗示了生命的靜默與內

心的渴望。詩人通過這樣的表達，讓讀者感受到那份寂寥與遐思，

彷彿每個字句都在訴說一段未曾完結的故事。

我特別喜歡〈冬日七夜〉，她用七個夜晚的描

寫，細膩地呈現了情感的起伏與變化。每一夜都是

一個獨立的詩篇，卻又彼此交織，形成了一個完成

的情感旅程。她寫道：

在越來越寒的秋風中

放下。放下。

無法醒來的，烈馬冬野

就待在夢裏。

這段詩句中，詩人以反覆的「放下」強調了情感

的沉重與解脫。她的詩句如同輕柔的風，帶淡淡

的哀傷，讓人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孤獨感與思考的寧

靜。

詩人在不同的時間點和情感狀態之間切換，呈現

出詩集的多樣性和變化。有時，詩人展現出對社會

現實的關注和詰問，表達出對權力和社會弊端的不

滿；有時，詩人轉向內心世界，探索個人情感和思想的起伏。這種

時間感和情感轉換讓詩集更具層次和豐富性，同時也展現了詩人的

多面性和寫作才華。

讀萍兒的詩歌如同經歷一場心靈的旅行，讓讀者在字句之間感受

到生命的活力。透過她的詩，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我，思考存在的

意義，並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中獲得一絲絲慰藉。

《無色之境》詩集中的很多詩，如浮雲、溪流，作者善於運用韻

律和節奏，使詩句的流動如同音樂般美妙動人。這種音樂性的表達

方式使詩作具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給讀者帶來愉悅的感受。作者

通過運用押韻、重複和變奏等手法，使詩句的節奏變化多樣，呈現

出一種韻律美和動感。

我暗忖，如有一個作曲人把以上所述諸元素加以整合和提煉，大

可譜寫成聲色燦美而遼闊的「萍兒版大地之歌」。

（作者為香港散文作家。）

▲萍兒的新詩集《無色之境》。
（香港作家聯會提供）

▲香港詩人萍兒。（萍兒提供）

編按：「讀萍兒的詩歌如同經歷一場心靈的旅行，讓讀者在字句之間感受到生命的活力。透過她的詩，我們得以
重新審視自我，思考存在的意義，並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中獲得一絲絲慰藉。」作者深摯評介萍兒新詩集《無色
之境》與其詩，加上詩人佳作精選，讓文字、情感、韻律，編織成一首聲色燦美而遼闊的交響樂。

——萍兒的情感交響樂萍兒的情感交響樂
【特 輯】■

夏日七朵

第一朵

你說我是一株植物

一束被證明的無

所謂綻放

以踩碎

今生給你的詞語存在

剪舊春日

所有明天的決定

都已經太晚

第二朵

是你嗎

那一季夏夢

點亮蒼翠之處

癡迷於

你那一絲微笑

從此

深知一朵花開的力量

千年孤寂

第三朵

從桃紅說起

你早已把自己

交給這片土地

我曾有一段石板路

等你歸來

無法確認靜物的跳動之美

你的畫筆

一場如夢的誦讀

比如葉片 比如蝴蝶

研墨。忘了提筆

我潛入我自己的經年累月

少年還在對岸

（作者為香港詩人。）

第四朵

比你眼中的山水濃烈

繾綣枝蔓的眉宇

花朵有花朵的故事

隱約有起伏的紋理

盛夏已經長在渡口

一場極夜

在萬語千言與賦予意義之間

第五朵

彷彿要取盡遠山的詩意

等待一場更遼遠的敘述

夢中令人怦然的牧場

我只能從今夜的涼月中出走

風在送風 雨在別雨

喜歡你

手拿傘

行走於泥濘

和污濁的雨中

虛構一輪圓月吧

五月的盡頭，看花瓣淡淡地落

第六朵

莫名墜入晚星的思緒

你闖進新夏的容顏

剜平時間的靈魂

保留一個傷口恰當的鋒利

以及痛楚

把自己交給靜止的空氣

你是我始終無法等待的綻放

與寂寥的山巒一起

立在思念的橋頭

第七朵

失散的華年

留給秋月

給深愛過的生活

漫捲烈風 催促山雨

舉起杯子

你挺拔的骨骼

並非要向你表達什麼

「你如同憂鬱這個詞。

我喜歡你是寂靜的」

五月如何消匿

有一個五月

跟隨一簇簇的

春

夏

秋

冬

與第五季

兀自奔向明媚

秋日七枝

第一枝

以秋日為落幕的皆為風動

我從不正視你眼中的謎

站在你門口的秋神色憂鬱

一片不願意談悲喜的葉子

躍下了鮮明的風骨

第二枝

在想像中描摹

多雨的季節每一片雲層都有名字

走近時群山挪移

接受海風響徹後的長髮及腰

走過無數人次走過的荒蕪

以及搖晃的全部

瞭解萬物的平庸與邊際

甚至聽到愈發光澤的言語

竭力接近天真

這一切都發生在第二枝

空靈的多情

流淌的血脈

第三枝

所有的悲歡

似曾來過

不曾來過

經過山、海

石頭與堅冰，烈日與霜雪

經過反復不曾的生活

執於凜冽的意義

我們找到珍貴的眼神

閱讀彼此明亮的部分

不同程度的深淺

把寒冷的時光輕輕披上

你說，

都不是第三枝

第四枝

目光曾及

有意無意忽略的美

平分秋事

山高水長

這時的幸福有幾十米深

一公里遠

岸在岸外

風已放手

第五枝

——沒見過你的人不會明瞭

相比於雲霧一直埋沒記憶

我更願意走在鷹的視野中

它。銳利浩茫辨識不了人類的恐懼

八月之末的微涼與鋒芒

誦讀范仲淹，或者李白

走出巍峨廣袤的夜

一種念想被詩句的塵埃攔腰斬斷

記住從秋天開始的虛無你的熱愛

第六枝

秋天也將結束

可是。一些綻放還來不及

一些花兒還在開

我關心

清晨遇到的那片葉子

還疼不疼

更擔心

經過的飛鳥能否最後叫醒黑夜

他們的眼神裏

含生。活。

轟轟烈烈

誰在喊

誰在忍劇痛

漫天星斗

第七枝

我的牧歌和羊群，

還有黑駿馬

萬朵雪蓮

可否贖回你的笑容

夜夜聽到

維港的心跳

近了又遠，遠了又近

不知道 如何

遠了又近，近了又遠

如何

阻止自己的第一行詩

●萍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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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青近鄉情怯
中國的文學史是包容的，即使說到人品很差的作家也不因人廢

言。唐初的沈佺期和宋之問，史稱「沈宋」。因為近體詩規格發

展到他們手上，幾乎定調了。《新唐書》說他們還寫了很多歌功

頌德的「應制詩」，且都做過諂媚或賄賂奸佞小人等壞事，後人

恥其言行。

《新唐書》寫宋之問的八百多字，大都在罵他，不過也告訴我

們他本是個天才少年，大概二十歲就已得武則天的賞識。並且

「偉儀貌，雄於辯」，後來唐中宗把他一貶再貶，他來到浙江紹

興做越州長史，即地方官的秘書。唐睿宗即位，更恨他狡猾險

惡，再把他貶到廣東省去。

今天廣東省真正富可敵國，但當時嶺南地區乃「蠻荒」之地。

長安人大都有「恐南症」，認為只要在南方呼吸或喝水，必定會

病倒甚至死去。因此有傳宋之問從貶地逃至襄陽，再從那兒逃回

洛陽，過程中需要渡過漢江，因而得出了這首名為〈渡漢江〉的

名詩：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詩裏的「怯」，不知內容指什麼。怕被人看見他北回？怕家鄉

的人不認他？總之，「近鄉情怯」成了國人都懂的成語，這個

「怯」正是用來做填充題的那個洞洞。回鄉時，有人會覺得羞

愧，有人會覺得內疚，有人會覺得自己老得面目全非，有人會不

敢見某個他開罪過的親友。這首詩非常易懂，不是《新唐書》說

的「靡麗」、「錦繡」，而是具體、深刻而真誠的。

可是，《新唐書》沒提此事，反而說，他和一個皇親因太過腐

敗而被處死於桂林。是以有人說此詩不是宋之問寫的。無論怎

樣，我們就詩論詩，這個作品非常有效地表達出「客旅」的處境

和感情。首句描述陌生可怕的空間和它帶來的焦慮、牽掛，一下

筆張力盡顯，第二行寫時間在客旅期間變得漫長難熬：只不過半

年，就要用上兩個動詞（「經」、「歷」），再加上這個「復」

字，有力地強調了他天天都活在痛苦之中。第三句是虛寫，用上

了形容詞「怯」，讓人先猜想「怯」的因由，而「怯」的具體表

現就是「不敢問」，用筆大刀闊斧，情感卻藕斷絲連。我覺得此

詩實在寫得極好，不僅精準有度，樸素自然，感情體會深刻獨

到，還留給讀者參與的空間，甚是耐讀。

（作者為香港作家。）

生活本身就是骨感、無奈，就是你需要什麼就沒有什麼。

比如我們辛苦為文你們就說是爛雞湯，那我今天就寫點茅台。

什麼是對抗能力呢？就是你對現狀極端不滿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

程度，那就不是一個認知問題，大道理小道理根本不起作用，因

為人性是很頑強的，有人從小吃傷了南瓜，無論多有營養一輩子

都不再吃南瓜就是明證。所以不要講道理。

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到自己的對抗力。

有一個朋友在藥房工作，每天都是對藥瓶子擺藥發藥很煩，

但是他每逢周日會去自主的小樂隊吹小號（在家也不能吹鄰居會

煩），我的朋友許石林就是去文化館唱京戲，噢噢噢的拖腔拿

調，他的優點就是比較達觀。

有的人是讀書寫詩，有的學崑曲，有的是旅遊或者做菜、烘

焙。

把愛好變成對抗力肯定是一個辦法。

我有個朋友她媽媽就是愛抱怨認為全家人都對不起她，我的這

個朋友絕對不講道理，直接帶媽媽外出遊玩，去五星級酒店享受

美食與服務，她媽媽就比以前心平氣和多了。

所以，把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一個台階也可以加強對抗力，因

為你會覺得如果我不辛苦工作就沒有眼前的一切。

有朋友說，我也每周去合唱團唱歌啊，也沒有任何經濟負擔，

可是還是深陷現實的泥潭拔不出來，內心有深深的厭惡感，但

是又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逃離。這種情況就是你的對抗力太弱了，

無法招架對現實的巨大不滿，也是許多人荒廢了自己的重要原

因。就是如果刷刷手機，看看熱鬧吃吃瓜，再跑到別人的生活裏

混一混時間也是好打發的，但是通常結果是更深的埋怨和虛空，

感覺時間如細沙般流失，自己仍舊兩手空空。

這個情況就必須找到深層次的目標，你看沈從文研究服飾，他

那麼愛文學又那麼有才華但是又不能寫作，這種苦難不可謂不深

重。

然而他研究服飾如此博大精深，令專業人士都不得不佩服和感

歎他的能力、耐力以及對細節的鑽研。這就是他身上了不起的對

抗力，就是你把我碾成灰我也能從中開出花來的能力。

人，就是這樣，沒有人會重視你憐惜你，共情於你內心深處的

悲傷。別作夢了，沒有。只有自己摸索找到出路，然後用比工

作辛苦百倍的努力走下去，一直走一直走，才能真的不介意眼前

的苟且。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張 欣對抗能力

【文化綠蔭】■

再遊逸仙湖公園
●香港都會大學 程鈺瀅

在我小的時候，外婆常帶我去

中山逸仙湖公園玩。記憶中，每

次去逸仙湖公園一定會買上一

包三塊錢的魚飼料，然後便胡

亂灑到湖裏，給魚兒們飽餐一

頓。每每回憶到此處，我總會被大

人們說道一番——「別人是慢慢餵的，慢慢玩，

就你不一樣，一通亂撒。」對此，我也只是笑

笑，為我的「沒耐心」做出沉默的辯解。後來，

我們家便搬到離逸仙湖公園遠一些的地方去了，

往後的十幾年都沒有再踏入逸仙湖公園。直至二

○二二年的十二月。

那是特殊的一個月份。那個月，城中的許多人

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我也是染病的一員。在家

隔離了許久，康復後我便下定決心要出門逛逛。

說到底，是想念陽光灑在身上的感覺。可以曬太

陽，又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我想起了逸仙湖公

園。

跨進逸仙湖公園大門，映入眼簾的依舊是那個

養了許多金魚的湖畔。只不過賣魚糧的小亭子早

已被拆除，「沒耐心」無法再販賣給我了。再往

裏面走一些，有一片竹林。茂密的竹林霸佔住了

半片天空，所幸它還肯留一半與人類分享。從竹

葉的間隙間眺望，能看見古老的平房以及摩登的

摩天輪，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幾樣事物，在陽光的

加持下卻相映成輝。一切，在被囚禁過的人類眼

中，都是自由與美好。

遊至中段，坐在公園內的石板凳上，我大口呼

吸。鳥飛、魚游、樹葉間相互摩擦。我只是坐

着，卻在靜止中感受身邊的一切動態。陽光如願

地灑到我的身上，驅走了一切束縛。

我再遊逸仙湖公園，一進一出，我的疫情時

代，結束了。

【學苑春秋‧學府點滴】■

遊 園

遊園觀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王廖欣

這年夏天，我來到台灣，參觀

了位於清華大學的清華蝴蝶園。

夏日炎炎，尤其在中午，太

陽毒辣得像在追着人跑，毫不

退讓，執拗地停在頭頂上。刺眼

的陽光射向大地，大地也覺燥熱，

釋出熱氣降溫。焗熱使人昏昏沉沉，一時半刻忘

記自己身在何處，只顧在意因汗水而變得黏膩的

身子，以及眼前走着的路。

「大部分幼蟲都有偏好的植物。要想找到牠

們，可以先找找看這個品種的寄主植物。」志工

撥開遮擋的枝葉，在林林總總的綠植之間，指着

一片綠葉。仔細一看才發現上面沾着只有露水般

大的卵，彷彿若有人輕彈葉子，它便會順勢滴

落、彈起。

我對蝴蝶的認識甚少，也沒什麼觀蝶的機

會——或許偶爾能在城市的綠化地帶找到幾隻鵝

黃色成蝶，總之是看不見（找不出）卵的，更別

提像這樣從志工手中接過幼蟲仔細觀察了。遊園

的時光意外有趣，我好像很快就跟隨志工的步伐

逐步深入園區，太陽與我競走，看看誰先到終點

找到美麗的蝴蝶。

我輕輕側身避過枝葉，唯恐驚擾不知生活在哪

裏的幼蟲。我盯着腳下略顯狹窄的小徑，害怕邁

開步才發現地上的蝴蝶。我還記得在市區行人路

上看到被路人踏中的蝴蝶，破翼腐爛，如同枯葉

般躺臥地上。

仲夏的風吹起，群蝶起舞。我舉起手，想擋擋

陽光，仔細看看，卻被邊上的朋友制止：「別

動，有隻蝴蝶停在你的肩膀曬太陽。」

迪士尼與「神奇」
●吉林大學 金 彤

從一九五五年第一家迪士尼樂

園開業到現在，迪士尼樂園已經

走過了近七十年歲月，在複雜

現實世界中為世人建造一個夢

幻純真的小世界，它是一個烏托

邦、是一片精神上的休憩地，用快

樂和童話把成人生活的困惑苦悶隔絕在外。

我喜歡去迪士尼樂園。上海迪士尼開園以後，

我辦了年卡，開心的時候去玩，不開心的時候也

去玩，每次都能興致盎然地歸來。我甚至萌生過

要去迪士尼樂園工作的念頭，想着做這樣把快樂

傳遞給別人的工作，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吧。

某次小長假期間，在迪士尼樂園裏遇到一位淳

樸靦腆的保安，他是因為假期客流驟增而被臨時

增派過來維持秩序的，晚上放煙火時，他請我幫

忙錄幾段視頻。他是一個年輕的父親，希望能用

錄影給孩子看到迪士尼煙火。我盡力為他錄了全

程，聽他講自己經濟並不寬裕，一張迪士尼門票

抵過他一個星期的工資，也許暫時還不能帶孩子

來現場體驗，希望錄影可以給孩子一種快樂的期

待。我給他簡單地介紹了一些迪士尼人物，當煙

花盛放時，為他搶拍了幾張合影，看到他幸福的

笑臉，內心有莫名的感動，對他和他的孩子來

說，這是快樂的一天。

「祝您擁有神奇的一天」，是迪士尼樂園裏常

常可以聽見的一句話。我覺得迪士尼的「神奇」

並不只是那些固定遊樂設施帶來的快樂體驗，還

有許許多多的瞬間產生的「故事」，而以愛和快

樂為底色的故事，為我們帶來了真正的神奇。

園內的萌發、茁壯，如我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王靜雯

仍記得四年前，剛升上中學，

看着校園陌生的模樣，心中載着

的是萬般緊張害怕，對一切不

熟悉的設施：課室、樓梯。

現在的我漫步在校園裏，心中

只有輕鬆心情。課間閒餘時，我偶

爾會選擇跟摯友在校園裏走走，在同學吵鬧玩樂

的人群中慢慢穿過，在老師旁邊走過，我心再沒

有從前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

我的課室在一樓，每次漫步在校園的起點都會

格外熱鬧，因為只要在一樓欄杆往下一望便是露

天操場，我們學校的體育生都會趁着那從課間擠

出來的一點點小休時間，全部奉獻給他們所熱愛

的籃球、排球又或是羽毛球。一樓會聚集一些剛

進入中學生活的中一同學，看他們有些會跑着的

去下面小食部恢復那被上課消磨的精神，也看他

們帶着我們那已逝去的一點點童真。

我們慢慢走上二樓，二樓的一個活動室門口有

幾幅毛筆字，每次經過都不禁驚歎一番。然後再

走到二樓課室前的水機，盛滿那出門時忘記的

水。然後我們就會再沿路返回課室，或者再去下

面的小食部吃魚蛋。學校的咖喱魚蛋雖然形狀不

一，但卻味道不錯。通常一串魚蛋過後，鐘聲便

會準時響起，我們跟鐘聲競速到達班房。

不知兩年以後，那不知不覺中學快畢業的我，

還會否再有這輕鬆寫意時刻，還會否記得這充實

的校園生活？

鳴蟬嘶嘶

陽光 在搖曳的葉間飛舞

重認柔風

多少年前 窗畔讀書聲

紙筆摩擦之間呼吸着滿眼山野綠影

傳來的微熱香氣

夢想在無限飛翔

白雲下無限生趣

踏上高樓作為師者

聽着操場上的嬉戲喧嘩

共鳴的青春

河岸遠映 簾外晴空

純粹初心 激情高昂

緣份 是你我約定的——是非題？

荔枝園內 星空巴士

銀光手環 一雙說永遠

長洲咖啡 南丫島豆腐花

日記簿上留下可愛

九份山城 十份幸福

鐵軌 升着良願天燈

密密麻麻 真心訴說

火心熾熱 盼神看顧

那

徘徊於一瞬

與永恆的

那些年

（作者為香港青年詩人，香港大學中文

學院碩士。）

▼圖：潘宇清

永恆的一瞬 ●風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