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事之都回來了

詭異的十九歲
著名女導演張婉婷受
母校委託攝製的紀錄片
《給十九歲的我》備受

好評，本月初公開在電影院線放
映，筆者正打算看，卻傳來電影被
兩位女主角投書控訴而撤下，有點
可惜。一齣備受好評的名導大作遭
受指責而下畫，自然成為新聞，網
上意見領袖也分成多派，爭議不
休。也正常。
我冷眼旁觀，覺得奇怪，電影雖下
畫，但是，該看的人都看了，拍攝的
初衷（籌款）、目的據說也達到，獎
也拿了──當然後面還可以有更多，
怎麼片中人到現在才來反悔？何況還
有已公開發行的DVD正在流傳。
撇開當中的政治陰謀論，有人說是
涉及私隱，尤其是未成年人（拍攝
時）私隱，以致個人資料私隱公署也
表示「非常關注」。
翻看公映前的記者會，部分主角及
其父母出席，人人笑逐顏開，一片祥
和、愉悅的樣子，卻在另一邊廂，原
來有人暗自落淚，悔不當初！有人分
析說，公映之後，當年的女孩子──
今日的成年人面對公眾壓力……
我沒看過該片，無從具體評說，
但從各公開資料看，事前都有簽
約。中途後悔想退出，也應在公映
前就解決了，沒理由現在才來一場
沸沸揚揚的「私隱討論」。看過那
篇長近萬字的投訴文章，寫得條理

清晰、思維成熟，我從行文中卻感
覺「詭異」。
每個人都有成長的過程，對女孩子

來說，從青澀的少女到進入社會工作
的女白領，是一段不斷學習、適應和
變化的過程，對人生、對社會的認知
也會有變，但曾經的經歷卻是實實在
在的成長過程，是記憶，也是歷史，
應該尊重當時的自己。
對於藝術家來說，十年也是一個不

容易的過程。有人會說，藝術家花了
十年時間拍攝，也是為了成名拿獎，
但又如何？他們付出了時間、心血，
最終能獲社會認可，拿獎是一種肯
定，有這想法也是情理之中。
紀錄片不同於可創作的劇情片，它

的故事是基於事實，有真實的人物、
場景和對話，而不需要演員去演繹和
特別搭建的布景或另選場景，真實就
是它的最大賣點。所以，紀錄片近年
相當流行，也是電影製作人新開拓的
片源，雖然市場叫座力沒有劇情片
高，但它的製作成本也低。
我在想，這是否涉及學校和學生，

尤其是學生家長之間的溝通問題，乃
至「利益分配」？學生最初義務拍攝
是為幫母校籌款，當這義務完成之
後，紀錄片因拍攝得好而作商業公映
時，當中產生的額外價值乃至利潤應
如何分享乃至分配？這可能是「參與
製作」的女主角們及其家長不會不考
慮的？

日前自疫情復常後香
港 首 個 大 型 體 育 盛
事——渣打馬拉松終於
順利舉行，雖然普通市

民也關注到這一項大型體育活動，但
至於誰是冠軍大家則鮮有留意到，只
知道是來自外國的黑人選手，反觀最
多人談論的是名人周潤發（發哥）也
有份參與10公里賽事，而且以63分
鐘完成，成績十分不錯，相信下一屆
馬拉松10公里賽事也可能因為發哥的
參加而直接或間接吸引更多市民參
與，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都是一件美
事，所以一些賽事也經常邀請一些名
人藝人做代言人，有時更會重金禮
聘，大都是值得的。
今次馬拉松大會因賽事踏入值得紀
念的第25個年頭，而將達標的運動員
特別獎金加碼十倍，由過往1,000港
元加至10,000港元，只要男子於3小
時內完成全馬，女子於3小時30分鐘
內完成即可獲獎，結果有151位男參
加者及66位女參加者，共217位合資
格得到特別獎金，成績也算不俗。
疫情過後，將會有很多大型體育盛
事恢復舉行，包括3月尾的國際七人
欖球賽、6月則有8隊世界女排來港作
賽、9月份的國際羽毛球公開賽，及
計劃中11月份的越野車世界賽，眼看
體育盛事陸續有來，社會逐漸復常，
是大家久違了3年的光景，真令人振
奮。這些賽事除了吸引香港人入場
外，其實也吸引一些海外及內地的體
育觀眾，讓他們藉着觀賞賽事的機會
順道遊覽香港，從而促進香港經濟，
由此可見，體育活動絕對是能帶旺社

會經濟的，也難怪各國寧願提高經費
也希望爭取主辦大型體育活動，如奥
運、世界盃、亞運、賽車等等，除可
增加主辦地方知名度外，更吸引大量
遊客。除了體育外，其他大型活動盛
事如演唱會也能吸引大量遊客，例如
4月份的「五月天演唱會」、5月份的
「周杰倫演唱會」等，這些盛事內地
也有很多旅行團以套票方式供旅客來
港觀賞，期待這一年香港盛事之都將
重現。
講開體育盛事，我們體育傳媒除

了報道今年香港體育大賽外，則會
集中關注6月份的成都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及9月份的杭州亞運會，報道規
模大小，則視乎傳媒取向，但站在體
育角度，亞運會對香港極其重要，相
信將會是香港代表隊最多運動員參與
的一屆，成績方面相信乘着東京奥運
佳績很大機會能超越上一屆印尼亞運
會46面獎牌，屆時我們全港也為運動
員打氣，希望他們能突破自己，創出
佳績！
但對傳媒而言，報道亞運會香港隊

表現相對比較吃力，因為參與的香港
運動員及他們所參賽的項目均不少，
要報道全部香港隊便必須要有足夠資
源才能完成，另外更由於今屆亞運
會，大會沒有安排傳媒代理商協助，
香港轉播亞運便要直接到杭州安排各
項轉播事宜，令難度更加提升，但
身為體育傳媒，面對着港隊有機會表
演的舞台，大家也會一同興奮，因此
一定會盡力而為做到最好，務求全
港觀眾能透過傳媒為港隊出一分力
打氣！

「我非常欣賞這種浩大無邊
的境界，也希望自己能在黑暗
中給人光明，於是把法號改為
星雲」。1947年在江蘇省宜興

大覺寺，20歲的今覺法師改法號為星雲法
師。星雲法師很有名氣，受萬人景仰；而他
與我唯一的緣，是一篇紀念吳大猷院長的拙
文，曾在他創辦的《人間福報》刊登過。
總覺得這位大和尚好管天下事，紅塵俗

事，事事關心；有報道說，記者問他「如果
還有50年繼續弘法，你最想做什麼？星雲玩
笑地回答，想做國民黨黨主席，讓國民黨重
生，親民愛民，不要官僚，不要老大。」
2013年2月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台灣

各界人士訪問團」訪問北京時，星雲法師也
同行；天下事，他事事關心並身體力行；然
而我們普遍認為，佛門乃清淨之地，是不問
世事，四大皆空，只渡有緣人，是被動的、
消極的出世精神。不禁自我反省，是否在不
知不覺中，我們被既有的框架固化了？
自2月5日星雲大師圓寂的那一天至今，
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和兩岸及港澳政商文化
等各界人士，不分黨派不分立場，紛紛發表
緬懷他的文章，透過一篇篇文章我這才了解
他的一生，是一位多麼睿智、豁達、樂觀、
慈悲並充滿着對萬事萬物關愛的大和尚，以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給人信心、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星雲大師實
踐太虛大師的佛教哲學，不應消極避世，而
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他主動走入
紅塵俗世，貼近地
氣，普渡眾生。
我 曾 參 觀 佛 光

山，感受其宏偉莊
嚴；據悉在世界各地
有16所佛學院、5所
大學、200多所寺院
學校、300家道場、

23家美術館、26個圖書館；他監修《佛光大
藏經》、《佛光大辭典》；成立「佛光出版
社」、「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創辦「香海
文化」；設立《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
報》。他一生著作無數，輯成《星雲大師全
集》合共395冊，4千萬字。可見星雲大師不
僅是一位善於經營和弘揚人間佛教的大和
尚，更是一位非凡的高僧。
星雲大師是位宗教領袖，也是中國國民黨

黨員，曾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評議委員，
有人稱他為「政治和尚」，而他說，批評他
是政治和尚的這些人都不了解他，甚至不認
識他，他也覺得無奈。是的，我相信，說他
是政治和尚的人，沒有接近過他，的確不認
識他，才有這種片面的看法。
星雲大師的一生，誠如他自撰的詩偈：

「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
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台灣南部有星雲法師，中部有淨空法師，

北部有聖嚴法師，這些高僧大德都是大陸人
在歷史的洪流中到了寶島台灣，他們都成長
在軍閥割據、抗日、內戰的混亂年代，在台
灣篳路藍縷的環境下，一生無私無我地奉
獻，弘揚佛法普渡眾生，是台灣人的瑰寶，
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75年前他們都是年輕
人甫抵台灣時，省籍矛盾相當嚴重，但是今
天台灣人接受了外省人，而外省人也融入了
台灣社會，希望明年（2024年）再次選舉的
時候，台灣政客不要再拿二二八出來炒作
了，畢竟那一頁歷史已翻了過去。誠如星雲
大師所說︰「我是台灣的中國人！」而我
想加上一句「也是中國的台灣人！」
星雲大師圓寂荼毘大典已於周一（13

日）下午在台南白河大仙寺圓滿後，由僧
信二眾恭迎大師真身舍利回山。星雲生前
雖說「我沒有舍利子」，但佛光山公布，
大師有25顆比珍珠大的舍利子，小的就
無法估計數目。

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
跟同齡人的飯局，基於閱歷相

同，儘管見解有落差，互相尊
重，還是可以擦出火花的；但長
者與年輕人同枱吃飯，要找到共

通話題並不容易。
無綫有個政論節目《香港飯局》，幾位卸下
職銜的前政壇人物，每集邀請青年新生代，談
論城中聚焦議題，能否「有偈傾」，那就要看
是什麼議題了；而且這類清談節目，不容易引
起觀眾注意，不過，節目聰明之處，那是安排
時段在《中年好聲音》之後，觀眾聽完歌意猶
未盡，會順便看下去。
愚見認為，首集主題講「香港如何復常」，

這議題太闊，比較務虛，嘉賓雖然有備而來，
意見多多，但觀眾似乎感受不到建設性的意
見，當然，這只是電視清談節目，又不是議政
殿堂，不能有太多期望。所以第一集的「食
飯」感覺比較強烈，佳餚美酒、名廚亮相，席
間還有猜燈謎，花款不少，議題雖沉重，眼睛
卻輕鬆，有了很好的平衡。
觀眾總不能每集看他們「吃飯」，觀眾對美

味佳餚沒有共鳴點，要吸引觀眾看下去，還是
需要有火花的。
第二集的主題議論「簡約公屋」，涉及不同
方面的利益，一般市民只知社會有爭議，但具
體爭議些什麼，還是不清不楚的，飯局中人為
表達己見，講到實際問題，爭論很激烈，雖然
仍有名廚菜式登場，估計飯局中人不知自己都
吃了些什麼。作為觀眾，看完第二集「簡約公
屋」的爭議，明白議員支持議案通過的背後，
他們還是有不同的想法，觀眾從中得到啟發思
考，相信這也是節目追求的效果。
電視需要不同類型的清談節目，當然，名人

風花雪月、明星八卦訪談，都能吸引相當部分
觀眾追捧；但城市話題的清談，比較冷門，吸
引廣告不容易，電視台能夠推出這類節目，是
不容易的決定，卻是媒體一種擔當，希望節目
能更進一步，有「飯局好聲音」的效果。

「香港飯局」

天生是水果迷，何止
照專家說每日吃它四
份，興到時真個口不停

到連時間都可以忘記，近年各國不同
地方不同類型水果爭妍鬥麗般大量湧
至，好些新品種，未知其味已色香誘
人，水果攤真是一片好風景。
不過儘管「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
我」這句口訣唱到街知巷聞，說到蘋
果營養價值高到既可防癌減肥降三高
還能穩定血糖和預防糖尿病，可惜就
不是我的至愛，十分奇怪，總覺得那
不至於是亞當開世紀的老口味，上世
紀水果市場單調的日子也吃厭了，所
以多年沒買過它。
梨子亦如是，尤其是皮色淡黃光身
的更加淡而無味，總不如十多年前微
青渾圓帶麻點那個品種清甜，甚至水
晶梨也味不如前；本來一向喜歡香蕉
吃時方便簡單，某牌子本來不
俗，這兩年亦蕉味有變了，加
以來自不知名國家產地的，未
熟先爛白肉黑心味道古怪口感
如嚼瓜者亦有之，以後便寧取
味道老實的大蕉。
之後愛上提子，巨峰有段時間
價廉物美，但是香印出現之後便
不見影子。香印不錯，只是貴到
物非所值，淺嘗即止算了，橫豎
多吃也厭，何況冒牌香印多如孫

行者化身，當中還帶大聖體味；番鬼
荔枝變身碩大釋迦，肉大厚實，總覺
不如前身「迷你番鬼」每瓣獨立奇香
獨特。
物離鄉貴已成定律，在外國長大的

小妹來港時，買不到給她形容到味道
只有天上有的西班牙大柿表示失望，
她離港後此柿運到，買來一試，也不
過跟我們家鄉的水柿和新疆哈蜜瓜差
不遠，吃過水柿哈蜜瓜小妹就不會說
天上有了。
一日色變，兩日而味變，不單指荔

枝，什麼水果亦如是，離開本土果
園，吃出原味八成已十分難得。多年
沒吃過橘子，年晚時買來的大橙不如
理想，看到超級市場門口擺放的大桔
枝葉茂盛，皮色光潤，姑且買來一
試，果如推介字牌所說清甜無核，意外
驚喜之餘，還滿有回到家鄉的感覺呢。

還是家鄉水果好

西曆情人節前到外地出差，事
畢，大家都在情人節當天趕着回
家過節，獨餘下我優哉游哉地乘

了許久不坐的火車返回。
還未跨進家門，就收到女兒從地球另一端發

來的「520」大紅包，又看見門口擺着一把翠
綠的油麥菜，以及一盒朱古力，一捧紅到刺眼
的絹製玫瑰花……這一串禮物帶着甜蜜、溫暖
和驚嚇把我砸得昏頭昏腦的。青菜自是我熟知
的鄰居付姐姐給的，而朱古力和那一捧令人驚
嚇的假花則成了懸案：問了一大圈，也沒問出
來是誰送的。於是，情人節的晚餐，付姐姐給
的青菜成了我餐桌上的主菜，再切了幾塊豆腐
乾，配了紅酒，一面吃喝，一面與女兒閒聊，
一個人的情人節亦過得頗有滋味。
飯後又藉着酒意到後院去，開了燈，仔細將

園子裏自己種的青菜巡視了一遍，便覺得這個
節日是圓滿的了。除了書櫥裏擠得滿滿當當的
書本和前院一年四季都綻放的鮮花，後院那幾
畦小菜也是我少有熱愛的事物。我對種植花草
有一定的心得，種菜卻是兩樣，大多時候是把

菜籽撒進地裏，等來等去都等不到它們發芽。
後來與鄰居付姐姐熟識，我的菜地裏便種滿了
付姐姐給的菜苗，付姐姐給的菜苗培育得好，
即便是隨意地種下，不用特別精心打理，就能
夠看着它們一天天地茁壯成長，時令到了，總
能如願吃上幾茬意料之外的鮮味。
我的菜園子小，菜苗們生長的速度總也趕不

上吃的速度，這時候付姐姐總是「菜大氣
粗」，喚我到她的園子裏去摘菜，或是順手摘
了送來放在我家門口，有時候又憐我孤獨，乾
脆把菜做好，請我到家裏去吃。
我是羨慕付姐姐的。我們所住的別墅都是室

內的面積大而花園小，所以付姐姐的菜園子其
實也不大，但是因為隔壁的幾家鄰居尚未裝修
入住，花園都荒着，與人商量，可以用他們的
地。付姐姐的先生閆哥哥溫文爾雅，不好熱
鬧，退休後只在家埋首音樂和書本，鼓搗音響
器材，但付姐姐要多種菜，他便放下書，挽起
袖子，揮鋤將那些荒廢的土地開墾出來，給了
她更多的施展空間。
付姐姐是典型的北方人，平日說話做事在爽

朗中帶有幾分粗獷，但侍弄起地裏的小菜來卻
是極精細，她對每一棵菜苗都溫柔以待，鋤地
時不小心鋤倒的，也要將它重新栽種好，希望
它可以順利成長。閆哥哥取笑她種菜貪多，連
一棵菜苗都不放過，付姐姐卻是理直氣壯，她
說她貪的不是菜苗，而是因為她種下的每一棵
菜苗都是希望，誰會放棄希望呢？菜種得多
了，可以拿去送給鄰居，送給自己喜歡的人，
她種下的是希望，送出去的也是希望，能夠得
到希望的人，內心肯定也都是歡喜的吧。
閆哥哥便說，那我去給你多挖一塊地，你還
可以多種一點。後來我得知情人節那天收到的
假花還有另一個名字——永生花，大抵是因為
它不同於鮮花，永不會凋零吧。雖然花是假
的，但想來希望是真的。然而相比起來，我更
喜歡付姐姐種的那些希望，以及她的先生給她
開墾的讓希望生長的土壤。
倘若哪一天假花的懸案得以破解，我期待以

後收到的「希望」能夠是鮮花，哪怕它會枯萎
凋零。或是青菜也好。因為無論如何，「假」
永遠不能代替「真」。

付姐姐的菜園子

「麗君，麗君，麗君！」她又在
樓下把我的名字叫得震天響。
我一邊提着長裙，一邊飛奔下

樓。見了她，我沒好氣地說：「不
是說好了嗎？到了樓下，你打個電
話就行，不要喊得樓都要塌

了……」見我不高興，她馬上翻出她帶來的
寶貝：「君寶貝兒，諾，這是你愛吃的香煎
紅水河魚，這是五色糯米飯……」一見美
食，我就把她叫我震天響的事兒忘了。一把
抓過她帶來的香煎紅水河魚，吃得不亦樂
乎。她笑咪咪地看着我，一副滿足的樣子。
但這副親媽的樣子才持續了幾秒種，她

又換上了一副後媽面孔：「你說你像話嗎？
煮飯都不如弟妹好……」我只想快點逃離，
便開始掏錢。每次見她，我都習慣把錢給
她。這次，也不例外，我一邊吃，一邊掏錢
給她。見我掏錢，她馬上翻臉，說我老是把
她看成貪財鬼，一邊嘴裏罵着，一邊奮力舉
起手掌想打我。
她就是這樣，給我的感覺都是：上一秒親

媽，下一秒後媽。我們每次見面，她一會兒
親媽模樣，一會兒後媽面孔。
但，她卻確確實實是我的人間四月天。
我們家一共4個孩子，我是老大。既然是

老大，自然很少得到她的寵愛。凡是家裏有
好吃、好穿的，她通常態度特別好，會甜甜
地摟着我，對我說的都是同一句話：「你是
老大，讓着弟妹點。」她還經常動手打我。
而且，她不僅脾氣壞，還愛財。我參加工作
後，她給我下了任務：每個月，我的工資，
必須交三分之二給家裏，一分也不能少。我
說，這不是掠奪嗎？她說，你愛交不交，不
交你就自己出去住。工作第5年春天，我生
了病。春天來了，我卻在春天裏哭泣。
那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痛，後來愈來愈嚴
重，手也舉不起來了，發展到後來，我竟然

起不了床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從婆
家拎回娘家親自護理。
回到娘家，朝夕相處，她給我的感覺還

是：上一秒親媽，下一秒後媽。
她先是軟聲細語安慰我，說不要怕，你
是媽最有出息的孩子，媽為有你驕傲。有
媽在，即使全世界都拋棄了你，你還有一條
路可走，那就是回家的路，家門永遠為你打
開……一聽她這話，我本來就脆弱的玻璃
心，立即碎了一地，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所
有的委屈、害怕，一瀉千里，瞬間汪洋一
片。西藥吃了不少，也花了不少錢，病情卻
絲毫沒有起色。我絕望了，不好好吃飯，也
不配合治療。她很生氣，說我不中用。我說
反正我也沒有錢醫病，我就放棄治療了。她
盯着我看了好久，見我不是賭氣的樣子，她
快速地從枕頭下摸出一本存摺扔到我面前。
我一看，怔住了。
這是一本以我的名字開戶的存摺。上面
的數額，我用我不太靈光的數學頭腦粗略
算了一下，正好是我從參加工作到生病的
這些日子，每月我給她的錢的總額！原
來，我給的錢，她都沒有用。她擠出一絲
笑容，說：「你花錢如流水，去趟商場，恨
不得把整個商場的東西買下來。如果我不
硬着和你拿錢，你有個三長兩短，你怎麼
辦？」我抱着她放聲大哭。她固執地認為
中醫能治好我的病，每天不辭辛勞地幫我
熬藥。熬好後，又親自先嘗，如果太苦，她
會先打電話給主治醫師，確認可以加糖，她
就會幫我加一些糖。
在她的精心護理下，我那莫名其妙的疼痛

好了很多。有一天，主治醫師和她說，再吃
一個星期的藥，我就可以上班了。她很開
心，抱着我孩子似地哭了起來。這時，我發
現她額頭一撮燒焦了的頭髮。我問她是怎麼
回事，她支支吾吾，我問多了，她就生氣，

說我多嘴。壞脾氣一上來，又想打我，但手
和以前一樣，終究只是揚了揚，沒有落下
來。後來妹妹告訴我，她額頭那撮燒焦了的
頭髮，是為我熬藥熬出的「成品」。原來，
她為我的病，一直吃不下，睡不着，一邊為
我熬藥，一邊打瞌睡，一不小心，火苗就竄
上了她的額頭，幸好她反應快，只是頭髮燒
焦了，皮肉沒事。
聽着妹妹的訴說，我的淚落了一地。雖
然，因為我是老大，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
裏，我是比弟弟妹妹們少了一些吃的、穿
的，但在我生病的日子裏，她彷彿要把以往
欠我的母愛都要還回來，讓我真切感受到了
親媽對孩子的舐犢情深。後來，我發現，年
紀愈大，她愈喜歡我們哄她。我回娘家的目
的，就是把她給哄舒服，眉開眼笑。
每次回娘家，如果她在睡覺，我就會坐
在床頭，輕輕撫摸她的額頭，把臉貼在她
曾經燒焦的髮上，輕輕對她說：「媽媽我
愛你。」有時，她睡很久才醒來，見我坐在
床頭，便會問我是幾時到的，我笑着說我剛
剛到，她會從我的笑容裏看出我是剛到家還
是早到家。如果是早到家而沒有叫醒她，她
的壞脾氣會馬上冒出來，對我罵罵咧咧，說
我不是好孩子，回娘家還讓老娘睡那麼久，
都不能和寶貝女兒聊天。
這時，我就會哄她，把她哄得舒舒服

服。近來，她還愈來愈任性。如果哪天，
我打電話回家，是父親先接而不是她先
接；如果我和父親說的話比和她說的要
多；甚至只是我因為頻繁給錢她，她便會
生氣不理我，說我偏心，說我一直把她當
守財奴看。我撒嬌叫她，她也不肯應，還
嘟着嘴，像個任性的孩子。
她脾氣壞，任性，有時還矯情，可是我愛

她。這輩子，有幸和她做母女，下輩子，還
和她做母女。她，是我的人間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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