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勿「以偏概全」
最近有消息傳出，不少歌手的演唱會

不再是歌迷心裏「吃香」的娛樂，繼而
影響到演唱會的門票銷量，是耶非耶？

有樂壇中人表示︰「的確有演唱會因為門票銷售不符理
想，以及種種原因所致而停辦，連帶有部分行中人的『預
約工作』亦被迫取消或改期，不過仍有多位歌手的演唱會是
『一票難求』或賣個『滿堂紅』，故此希望大眾不要『以偏
概全』，而『偏』則包含了偏聽、偏見、偏講等。」
「演唱會的門票問題，存在的因素很多，但民眾普遍認

為門票的『售價太貴』，令歌迷卻步，加上『黃牛黨』的
猖獗，動輒將門票提高到比原價高出一兩倍以上出售，除
非是個別人對某位歌手『特別偏愛』而購買外，一般普羅
大眾覺得財力負擔太重，為看演唱會就變得『太不划算』
了！所以，演唱會門票如果要高於千多元一張，的確對每
月只領幾千元工資的打工仔來說，不如買套音響和CD，
既可循環播放，也不用被某部分人拿捏着財政咽喉。」
有音樂人亦認同很多演唱會的門票確實是「太貴」
了，單看一場還可以負擔，但想多看兩三場則是頗傷
財，疫情後有不少歌手被認為是為撈金而開個唱，一直
以來個唱門票也被視為奢侈品的一種，身邊亦有朋友為
感受一下現場氣氛，花了數百元買一張「山頂位」，更
覺得歌手大部分是「站樁式」唱歌，舞台設計又不「突
出」，沒什麼「睇頭」！建議有高價門票的個唱多花資
源在舞台製作上，好讓歌迷有種「值回票價」的感覺。
事關不少觀眾仍能看得出製作單位或歌手在製作上所花
的心思，若要令大眾對演唱會「重拾信心」，多花心思
的製作是不可缺少的，賺錢是要賺的，但最好不要抱着
「賺到盡」的心態吧！
有歌手指出，演唱會有「回憶殺」的歌曲對部分歌迷
而言是不錯的安排，可是亦要考慮到年齡層的問題，取
平衡點的選唱歌曲亦需要花心思，當事人也要切記勿
「自視過高」。

西九交通配套不足
香港西九文化
區是亞洲一個重

要的藝術和文化項⽬，我還未去
過其M+博物館，反而最多去戶
外空間看演唱會，但每次的感覺
都是指示不足。之前去自由爵士
音樂節，同時間有很多活動，所
以很難找到場地位置。去到又下
大雨，在商場走到過去，其實距
離很遠，已經令人興致盡失。另
一要走很遠距離的場地是亞博
（亞洲國際博覽館），但它最遠
的距離都在鐵路上，而下車後都
是室內的，指示也清晰。有一次
場次準時開騷，但很多人都未去
到，工作人員也立刻廣播，像趕
上機般提醒大家盡快入場。而且
回程也會安排前往不同區域的巴
士等待，盡快疏導人潮，安排較
為貼心。
西九的問題是地方很大，有不
少入口，但沒有巴士配合，港鐵
站距離又很遠，而最大問題是很
難傳召的士，沒有的士站可有秩
序輪候（還是有的？但完全不知
道在哪裏）。走的時候，想乘的
士的人全堆在港鐵站，而沒有事

先讓的士進場接走大量從音樂會
走出來的乘客。港鐵和商場都沒
有為音樂會做任何準備，例如指
示和交通等，簡言之非常失敗！
去過香港的不同場地，還是紅
磡最好。既在港鐵站上，且每次
都有很多巴士和小巴，直接接送
觀眾到分區。我雖然可以乘港
鐵，但若有巴士也會乘坐巴士，
因為巴士有座位，且沒有那麼擠
迫。
說回西九，場地的確大，但有
了博物館之後，十分難找不同區
域，年紀大了，沒有那麼多心情
慢慢找。反而中環碼頭雖然地方
不大，但勝在交通方便，近年
CLOCKENFLAP 都移師中環。
朋友說十分慶幸，以前在西九一
旦晚了，想起還要走出去，就累
得想哭。若非十分吸引的節⽬，
實在都不願意去西九。西九現在
其實資源更多了，但對樂迷或觀
眾來說，反而距離遠了。
整個藝術區有不同的⽬的或使
命，沒有那麼純粹和定位不明
確，希望這個印象在未來會改變
吧。

作為子孫把先
輩掛在心中似乎

還不夠，儘管常把他們放在心
裏，還是不踏實。只是近年來卻
總是找藉口，稱自己太忙了，騰
不出時間去拜祭。有了藉口便一
直拖着，心中那愧疚仍然未散。
終於扚起心肝去拜祭爺爺和伯
父。他們是在廣州病逝的，死
後，非常孝順的姑媽把他們的骨
灰帶回香港安放，希望他們與親
人在香港相聚，而孝順的姑媽後
來亦已辭世，她因為信奉基督
教，便安放在基督教地方，但願
他們都能在天國重聚！
那天去拜祭爺爺和伯父，他們
被安放在一個骨灰龕內，那地方
位於一座比較細的寺廟後一個骨
灰閣，陰暗擠迫，走入去很不自
在，我相信當時選這地方是因為
近我叔叔的家，姑媽希望她的弟
弟有空便去拜祭父兄，如今叔叔
也不在了，去拜祭的
後人已經不多了，我
把他們所在的寺廟、
所在的龕位都記下
來，但願我的後後輩
能記得，希望我們不
在的時候，大家都有
個心記掛着先輩！
不過，我一直有些
想法，就是香港地少
人多，少得連先人的
骨灰安置也成問題，

更莫說墓地了，有的地方只有宗
教有條件，因教會有錢，看他們
花7.5億元買下新光戲院便知。
然而，普通老百姓死後便要花上
不少錢才有安樂位置，家父1989
年辭世，家人堅持要在某淨苑買
長生位，當時的我也堅決反對，
35年前一個牌位2萬元，我認為
那是訛錢、很不合理，便與那個
受很多名人明星追捧的住持力
爭，對方只冷冷地拋一句：「我
們這裏便是這個價錢，沒有錢便
不要買！」當時很生氣，心想拜
佛的出家人何出此言？但既然家
人一定要，我還是妥協了。
如今牌位還在，不過愈縮愈
細，因為那些牌位愈放愈多，先
人都幾乎沒有位置擺放了！也因
此個人非常之贊同綠色殯葬，隨
便把骨灰撒在樹下便安心了，更
也不必讓後人有負擔，記得便在
心中，忘記了也就忘記了吧！

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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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我率領香港弦
樂團來到珠海華發中演大
劇院，完成了樂團內地巡

演在第4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的最
後一場演出，我們再次為觀眾們帶來了創
新跨界融合的《粵劇幻想曲》，展現了粵
劇與弦樂、傳統與現代的中西碰撞與精彩
新韻。演出的反應還是特別好，觀眾不讓
我們離開，希望加演曲⽬，觀眾中也有一
些專程從澳門特區趕過來聽，真正體現了
灣區一家、藝術共享的美好。本屆大灣區
文化藝術節是香港首次擔任主辦城市，我
在舞台上特別感謝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和康文署對演出的大力支持，讓
我們大灣區自己的創新作品能夠跟更多城
市的觀眾見面。
珠海站的表演也是第 4屆珠海藝術節

「拾啟．繁花」展演劇⽬之一，演出所在
的珠海華發中演大劇院和我們樂團一樣，
已經有十年歷史。劇院中特別設置藝術家
手模區，留下了世界名家的印記，也展示
了珠海打造世界級藝術殿堂的雄心。演出
中，我也在現場觀眾的見證下，特別留下
了我的手印。佛教中講「以心印心」，就
是以「佛心」印「你心」，通過心靈的交
流達成共鳴，我覺得這也正是音樂藝術的
平台為人與人的交流帶來的妙處。
雖然這是第一次留下手印，但我對珠海

的「心印」早已留下。27年前，我在內地
的結婚儀式就是在珠海舉辦。以前我公公
在世的時候，我每年冬天都會去珠海看望
他，因此，我對珠海非常有感情。情感的

溫暖往往是存留人心最長的記憶，因此藝
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留情感的溫度、
人性的關懷。11月5日，我參加在深圳舉
行的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精神傳達會，會上談到「推進
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新輝煌」，
特別也講到要文化為民、服務為民，我覺
得這也就是「以心印心」。這次在大灣區
城市的演出，我們很多都是惠民優惠票。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因為音樂是從生活當
中出來的，怎麼能夠更好地結合我們的藝
術，連接廣大人民的生活，更好地用文化
服務人民，提升全民素養，也是文化強國
的重要組成。這也是我長期以來堅持用音
樂點亮基層孩子生活的初心。
「以心印心」從佛家禪宗來說，還特別

注重真修實證，不推崇空談理論。這一點
在當前香港發展的新時期也尤為重要。上
周五，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在深圳主持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講到「要堅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鞏固
並提升好香港傳統優勢；積極探索新產業
新業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他提到
要講實話、講真話，我覺得這也是他一直
所強調的求真務實態度，講真話、幹實
事、見實效，是以誠動人、凝聚眾心的基
礎。文化藝術的發展也離不開大家的真情
實感，真心為業界長遠發展多付出、做實
事。夏主任還提到「要堅定愛國護港，面
向海外講好香港故事，維護好香港國際形
象」，我想這也就是我們到世界上為港發
聲、以心印心的好機遇。

以心印心
據知，金庸
小說越南文的
最重要譯者為

寒江燕，原為中學教師，漢語
修養深厚，從殖民地時期開始
從事翻譯工作，專門為法國殖
民政府教育部翻譯書籍。他從
1965年起開始翻譯金庸作品。
1967 年，香港《明報》連

載《笑傲江湖》時，寒江燕聯
繫金庸，並得到授權。
於是，越南與香港幾乎是在
同一時間推出《笑傲江湖》。
在此期間，越南西貢共有
44家報社，其中就有12家訂
購了寒江燕的金庸作品譯作。
每到金庸新文章在香港刊行之
時，金庸手稿往往會從香港連
夜空運到西貢。
當時東南亞民間流傳着「無
金庸，不賣報」的說法。
就以整個西貢為例，當地的
報社幾乎全靠金庸小說以及寒
江燕的譯著來維持銷量。
每逢颱風，飛往西貢的香港
航班均被取消，既沒有了金庸
的原稿，也沒有了寒江燕的譯
稿，報社只好暫停連載，連載
一停，銷量就暴跌。
東南亞國家金庸的版權正式
簽署，是新加坡和越南。
新加坡的簡體字版金庸武俠

小說漫畫版是在1996年以後
的事。
越南於2000年才為金庸正
式全面授權。
越南金庸版權代理人阮麗芝
曾表示，當時「我在越南南方
文化公司擔任圖書版權經理，
那時我談下了金庸先生所有作
品的越南版權合同，把作品譯
介到越南來。」
那已是2000年後的事了。
據阮麗芝指出：「閱讀金庸
作品的熱潮在1963年12月達
到了頂峰，當時西貢40多家
日報都不得不長期刊登金庸武
俠小說，否則越南讀者會不喜
歡，日報的發行量也會立即減
少。很有意思的是，那段時間
越南南方的作家、文化評論家
也自願成為金庸的粉絲，跟其
他越南讀者沒有區別。他們使
用金庸作品的經典人物名字作
為自己的筆名。」
阮麗芝回憶道：「上世紀五
六十年前，金庸武俠小說早已
在越南受到熱烈歡迎。開始是
在越南報紙上長期連載，有時
甚至一章還沒刊登完，就已經
被迅速譯成越南文，來源正是
每天乘搭飛機從香港飛往越南
的《明報》。」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十）

越南六十年代已有金庸譯本

樓下的避風塘泊着船，有些
船隻好像從來都沒有挪過窩，

從我住在這裏，就見它泊在那兒，晚上會有燈
亮，船艙住着人，2樓的甲板上擺放着桌椅沙
發煤氣爐和鍋灶，也有電視機，晚上常常有人
在唱K，都是廣東話歌，唱的人拉拉雜雜，路
過的人耳朵裏津津有味。
有兩隻麻鷹一前一後飛進了灣畔的樓林裏，
牠們機敏得很，張開的翅膀從不怕撞到橫逸旁
出的樓角或是晾衣架上。香港的房子屏風一
樣，白天只覺得密集雜亂顏色潦草，到了晚
上，每間亮燈的窗口都像安裝了一塊碩大的鑽
石，密密麻麻鑲滿了鑽石的屏風，就是香港獨
一無二的夜晚。我在書店裏看到過有外國攝影
家出版的樓宇畫冊，大都是白天拍的，看起來
五顏六色煙火濃重，其實還遠沒有抓住這座高
密度城市值得被探究的內涵。
路上的車子行駛起來好似都不大有聲音，可
坐在樓上，巨大的噪音轟轟隆隆，1分鐘也沒
有間歇過。打開窗戶躺在床上，像是癱睡在路
邊竹椅上待客的攤販。我有時候懷疑這渾濁的
聲音，是不是主要是空調外機製冷發出的，側
耳細聽了一陣子，除了摩托車馳過時放出的顫

音好辨別，其它都是或粗或細的嗡嗡聲絞在一
起，擰成了一股混沌的轟鳴，在街巷裏橫衝直
撞。聽着聽着就耳順了，翻書、刷手機、睡覺
都影響不到。人的適應性在這些細碎的處境
裏，無師自通地慢慢織成一個個囫圇的繭子，
柔軟和嬌弱都裹在裏面，不知不覺間，就越過
了古往今來的溝溝坎坎。
以前水旱蝗亂頻密，可以充飢的食物版圖跟
着迅速擴大，從一棵野草到一隻動物，都在無
窮無盡的智慧裏，有了與之匹配的烹飪方式。
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時候，這些南來北往稀奇
古怪的吃法，就漸漸昇華成了豐富獨特的美食
文化和美味體驗。我一直不吃手手腳腳，也不
吃蠶蛹蟬蛹這樣稀奇古怪的食材，盛世無飢
餒，好吃的東西多着呢。現在的人慾望多，想
要的也多，很容易便被外在的評價框架所鼓
勵，深陷在裏面怎麼也找不到自拔的出路。焦
慮和失落像是趕也趕不走的蝗蟲，鋪天蓋地的
繚亂。短暫麻木在下飯的電子榨菜裏，也是一
層雖薄卻能有效造成屏蔽的繭房。這樣看來，
信息繭房不都是壞事。人心如水，再細微的碎
屑墜入，都能泛起一圈漣漪。如人飲水，能在
只適合自己的認知裏，邏輯自洽，稍稍撫平些

許摺痕。
南丫島上的「三支香」遇到日落餘暉，像是

把整片天空都點着了，燒得島上四周都泛起了
滾燙的鐵水。海面上正在航行的船隻，將這一
鍋熱辣辣的紅湯，一遍一遍犁開，波微瀾動，
那些停在港灣裏動的小篷船，只好跟着輕輕蕩
漾，像極了火鍋裏翻滾了許久的肉丸，總也不
見有人願意搭筷子撈起。暮色漸漸濃沉，天海
一色的艷紅，也跟着沉澱成了化不開的暗紅。
很多人站在防波堤上舉着手機，不一會兒，這
片瑰麗的紅，就燒到了朋友圈。

香港仔避風塘

冬天意味着白天變短，夜晚變長。冬
天還意味着天氣變冷，人們不得不忍受
幾個月的寒冷，直到百花紛擾的春分降
臨。冬天對鄉村來說，意味着更少的農
活，更多的休閒，開始為婚喪嫁娶做好
必要的準備，進而為過好春節做好生活
準備。當年在母親的陪伴下，冬時對年
少的我，卻是長身體增知識強才幹磨性
情的絕好季節。
我十來歲的時候，母親在新河糧站工
作，她的崗位是會計。忙碌的秋收已經
結束，國家收購的糧食已經顆粒歸倉，
農藥防鼠防蟲都打過，沒有大的工作量
了。冬季對職工來說壓力不是很大，僅
僅需要應付正常少量的城鎮居民糧油供
應。母親和女同事開始織毛衣。買來五
顏六色的毛線，在細長的幾根針穿梭
下，一件件毛衣就化身成漂亮的毛衣，
上面有時還根據男女款式打幾朵不同類
型的花。當然，毛褲、手套也在編織其
列。上海針織毛衣的畫冊，不知何時被
女士們翻來翻去，都翻捲了邊，用手使
勁按都不平，還在繼續流轉。
作為少年，我甚至有點喜愛冬天。湖
裏的冰泛着無聊的光芒，泥地的漿水變
成稍硬的渣滓，空氣清冽微涼。如果飛
雪開始，打雪仗，那是一件多麼開心的
事。我跑得汗唧唧的，頭上掛着水滴。
回家把厚棉衣一脫，母親趕緊拿乾毛巾
擦背。手背和耳垂因寒風吹被凍出瘡
痂，先紅後黑，遇到高溫和水就癢得要
命，擦什麼好像都不管用。
冬季有美食作為補償。說也奇怪，冬
天的菜比夏天、秋天菜好吃。我不知道
是自己食量開始加大，只道是菜味道

好。確實，冬天的蔬菜，蘿蔔、大白
菜、菠菜、萵筍、芹菜，經過霜降的歷
練，纖維變細，糖分提高，變得營養好
吃。還有冬天的魚牛羊肉，脂肪變厚，
加點辣椒粉煮起來鮮美可口。那些秋天
開始醃製的蘿蔔菇、臘肉，正好可以派
上用場。豆製品、米酒、粉蒸、黃花
菜、圓子系列，排隊上桌。小炭火一
烤，熱氣騰騰，屋外白雪一飛，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喝起來，不啻神仙生活。
這樣的日子不天天有，但是偶爾一下，
足夠體會生活的甘美。
我有糟心的事，有段時間貪玩，學習

成績不佳。上課時，內容都懂，作業練
習不足，考試不會，成績非常誇張的不
理想。母親一生氣，考慮我提前一年上
小學，在初二時，讓我留了一級。尷尬
是尷尬，日子也得過。
重讀初二時，就開始如履薄冰。母親

還讓我堅持晨跑，天氣好時，陪我打羽
毛球。沒曾想，課程突然變得那麼容
易，我不知不覺做了初二班的數學課代
表，當學霸。數理化，沒有擋手的。從
此，自信心升騰起來。
冬天總有乏味的時候。這時，就想搗

鼓點新鮮事。糧站為了防鼠，會在糧倉
附近下藥。老鼠死了一大片，跑過來吃
食的野鴿子和麻雀跟着遭殃。我就常常
一個人去糧倉後找野鴿子。遇到暈乎乎
的鴿子，就追。鴿子中毒不久，有的有
力氣飛，飛出糧站院牆，逃生而去。有
的沒有力氣飛，匍匐到雪地。我衝上
去，一把抓住，朝水泥地上一摔，撿起
來送人。
那時農村來的同學居多。冬天帶火球

上學，條件好的帶銅火球，條件一般的
帶泥巴火球。有的同學順帶小紅薯，火
烤的紅薯就是好吃。有時賞我幾根吃
了，感覺甜粉得無法形容，革命的友誼
開始建立起來。
我是在冬天那時開始看所謂的文字版

課外書籍。小人書已經看了很久，《東
周列國志》等傳統文化已經熏陶了一
遍。電影看過幾十場，《少林寺》《405
謀殺案》等打開了審美眼光，開始看文
字版的故事書。那些繪聲繪色的故事，
還有父與子等幽默圖，比較對胃口，記
住了故事忘記了文字營養。偶爾從單位
大人那裏掏來的《三俠五義》《說岳全
傳》，文字雖然多，囫圇吞棗看了一
遍，忠義精神閃爍在心間。
一次，老表串門時帶來《神鵰俠

侶》，讓我癡癡看了一周。電視劇開始
引領我的周末，《霍元甲》點燃熱血，
《射鵰英雄傳》打開武俠的夢想。母親
訂閱的《大眾電影》《當代》雜誌到
了，前者畫多，還有國外電影畫報，我
就先翻着看。後者描述多，故事不夠精
彩，就看得少。沒有消化的文字隨風而
飄。學校作文還是寫得一塌糊塗，乾巴
巴的，從沒有上過90分。
冬天的夜晚，分外有着特殊的魔力。

大雪紛飛時，四下萬籟俱寂。吃過晚
飯，洗臉洗腳後，開始寫作業，母親織
着毛衣守着我。作業已經不難了，寫完
睏意上頭，千金墜。母親催着我上床。
被窩裏有水袋焐熱，鑽進來，只能感覺
熱了一角，但是被窩裏很快就熱起來。
呼呼一覺睡天亮，不知道冬天裏世界已
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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