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有關氣候變化其中一個最大影
響，就是水平面上升。美國有多個城
市也面臨這個問題，特別是佛羅里達

州的邁阿密等。這種天災很多，可能某一天美國很多
地方也突然被水淹，所以部分城市已經開始在沿海改
建或加建一些防禦水淹的設施，包括準備很多水泵，
或改變地下水道等。
因為自己很留意有關天氣變化及大自然影響我們生
活的內容，最近看了一個有關氣候變化的節目，這個
議題，我覺得對於我們人類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內
容及自己蒐集到的資料一一跟大家分享。
可能你會覺得，現在沒有這麼嚴重的情況出現，但
如果50年後會怎樣？某些國家或某些人會覺得，就好
像佛羅里達州州長斯科特（Rick Scott）不認為這是一
個重大問題，而且禁止使用「全球變暖」、「氣候變
化」等詞彙。
很多人也不相信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為美國當地一

些政要也提出很多疑問，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工業及利
益，如果要參與氣候變化的工作，其中開發石油、提
煉石油便需要停止，可想而知，為什麼會有某些美國
政治人物會反對及不同意會有氣候變化的問題。
其實，某些國家根本只關心利益與經濟的變化，反
而不關心氣候的變化。如印度看到這個情況，也會說
為什麼呢？我們這麼努力，原來有些國家反而不支持
及沒有真正的行動。就如中國，在2023年，安裝太陽
能電子板，僅僅一年內已經超越美國的總和，且搭上
了電網。現在中國在全球三分之二的風力發電及太陽
能發電廠已經是美國的八倍多。可想而知，我們中國
人其實正在努力為這個地球出一分力，希望我們自己
也盡一點責任去保護這個地球，免得我們下一代受到
愈來愈嚴重的天災影響。

熱鬧的十二月
即使會令趙露思迷感
到不悅，我還是要說句

實話，她近期在《珠簾玉幕》的演技，
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原來她不善於演
出這類角色，若是她要轉型，不甘於長
期演小鳥依人，而希望扮演平民大眾角
色，相信她必須掌握更多的人生閱歷，
才會把角色演得好。否則角色定型了，
變化也不會很大。
11月份的重頭劇，似乎已消耗得八
八九九 ，期待着12月份的幾套新劇，
傳聞12月份會推出的劇，演員分量十
足，女角方面有秦嵐、白鹿、王楚
然、田曦薇等，男角方面分別有鄭業
成、歐豪、檀健次和王鶴棣。秦嵐和
區豪主演的是《隱娘》，古裝女神秦
嵐與台劇女王楊謹華將於同劇演出！
劇情講述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局波譎
雲詭，守護皇城的青翊府與江湖秘境
聯手剷除朝廷隱患，白玉京應運而
生，對外是無家可歸女子的容身所，
對內則是訓練女性刺客的深山秘境，
這些刺客或隱沒於市井之間，或蟄伏
於朱門之內，以「隱娘」之名伺機而
發，亂世中，她們在白玉京經歷生
死、愛恨、背叛的淬煉，為護天下蒼
生，她們最終拔劍而戰。
由區豪、白鹿主演的《北上》，故事

聚焦蘇州運河的故事，跑船運河深藏着
幾世代人的夢想和過往，從八國聯軍入
侵北京到國土軍閥割據，又到了2014
年，大運河已然成為文化歷史的見證，

屬於運河邊的故事始終持續着，一群人
為了打造《千里運河圖》，經歷青春碰
撞、創業艱辛、生活挑戰，最終再現光
景，向歷史、當下和未來致敬。
第三套在今周介紹的是《愛情有煙
火》，改編自小說《投行男女》，講述
小職員錢菲原本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人生
規劃裏，卻遭未婚夫分手，被迫重新規
劃人生方向，而另一邊富二代李亦非則
是不甘於穩定，女友也受不了沒錢的創
業日子而離開他，人生觀相差極大的錢
菲、李亦非因為房租有了交集，互相改
變、妥協、適應，漸漸的他們從生活到
事業變得密不可分。這類城市故事對主
演檀健次和王楚然來說，應沒有什麼演
出難度。
王鶴棣、田曦薇主演的《大奉打更
人》改編自同名網絡小說，劇情講述
現代打工人楊凌意外進入充滿玄幻色
彩的大奉王朝，並且改頭換面成為一
名監察百官、為大奉百姓破案的打更
人銅鑼——許七安，他憑藉現代技
術，利用科學和推理成功破獲一樁樁
奇案，成為大奉斷案高手，而在有
妖、法術，和人心詭辯的大奉世界
裏，他遇見了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
迎難而上，為守護大奉安定而努力。
這種用科學和推理為題材編寫的劇
集，我個人是情有獨鍾的。
4套劇截稿前仍有編好的播出時間，
要是4套劇安排同一周播出，到時仍未
知鹿死誰手。

香港中樂團每次演出
的曲目設計和主題都別

具巧思，尤其不時因應主題邀請不同風
格的演唱嘉賓，增添新鮮感和趣味性，
也讓人欣賞到來自不同藝術領域的演唱
家們如何用聲音與樂手們的器樂交融，
大開眼界。難得的是，經常有該團委託
作曲家創作的新舊曲目，充分體現傳承與
創新的精神。近日欣賞該團一場名為《古
．今》的音樂會，這種感覺尤其強烈。
音樂會由該團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
揮周熙杰執棒，上半場的演出有兩位背
景獨特的嘉賓，分別是來自土耳其的卡
農琴演奏家哈坎．管格什（Hakan
Güngö r）和有「民歌狀元」稱號的歌唱
家龔琳娜。前者以卡農琴夥拍香港中樂
團揚琴首席李孟學，引領樂隊演奏由德
國作曲家恩約特．施耐德創作的樂團委
約雙協奏曲《水之道》，作為世界首
演。這位德國作曲家協會前主席擅長
「跨文化作曲」，本闋樂曲亦然，將老
子《道德經》中「道」的中心理念及其
中「上善若水」的柔弱特性，經上述兩
種樂器細膩含蓄的彈撥與樂隊整體演奏
的強音形成對比，又互為協調，傳遞出
空靈般的平和之音。
接下來是由龔琳娜演繹東漢女詩人蔡
文姬在歸漢途中寫下的樂府詩《胡笳十
八拍》中的第一、三、十二和十八拍，
由該團首任音樂總監兼指揮吳大江作

曲，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大會堂
首演。歌詞講述蔡文姬為匈奴左賢王所
擄，並嫁給對方，生育兩個孩子，在異
邦度過12年歲月。詩中控訴戰爭的悲慘
──兵荒馬亂，民卒流亡，以至個人命
運漂泊。淒涼的憶舊情緒、對故土的思
念情懷，以及歸漢離夫別子的沉重心
情，以深遂古樸、紓緩悠長的曲調和歌
聲表達，令人聽之動容。
而她在掌聲中返場演唱的是風格不同
的、早年響遍大江南北的原形音樂《忐
忑》。這是一首沒有歌詞、只有「啊、
喲、哦、咿……」一堆疊字的哼唱歌
曲，節奏感強，音域跨度大，曲風多
變，非常考驗歌者的唱功。龔琳娜激情
澎湃般的演唱，充滿力量，很快令觀眾
從《胡笳》的壓抑中跳出來，也把現場
氣氛推向高潮。
聽着龔琳娜，令我想起另一位20多年

前當紅的民族歌手朱哲琴，她以受藏族
音樂影響的《阿姐鼓》專輯成名，再來
一輯猶如天籟般質樸的《央金瑪》。兩
個專輯內的作品歌詞都很少，主要以聲
音呈現意象般的藏族風情，恍若從天而
降的原音，輕輕飄進人心。
龔琳娜和朱哲琴是兩位不同時代的女
歌唱家，演唱風格完全不同，卻都有顆
勇於嘗試、探索民族聲樂，並以現代方
式演繹的心，讓人看到中國新藝術音樂
的前景。

聽中樂 喜遇龔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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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十多歲前往
海外繼續升學，旅
行成了筆者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縱使不少人眼中我
的旅遊方式是：怪！
一點也不怪，只是長久習慣自由自

在獨自上路且厭惡攜帶行李，往往就
一個背囊另加手拖免寄艙行李。
某次老友問詢能否跟我一道旅行……
在下提出條件︰只要他能像我一樣

攜帶輕便手提及不寄艙行李便可。
消息傳開去，自始筆者成了別人口

中的旅行怪胎！
近年營生漸轉半退休階段，已學會

世界不會因缺少誰人而停下運轉，何
必弄得自己精神繃緊，經常累個賊
死？不單止工作，甚至吃、喝、玩、
樂及旅行，也應將步伐放慢（雖然離
「慢活」信徒仍有頗遠距離）。
一直以來每年旅行在外的時間，加

在一起，佔去起碼四分一。尤其疫情
過後，在近兩年間，近乎報復性，一
段段緊接的旅程，漸覺吃不消，不說
遠，就計過去半年：
6月中旬︰檳城、怡保，榴槤之

旅。
6月下旬至 7月中旬：西班牙東
岸，隨後法國南部地中海岸、普羅旺
斯，中部里昂，略北的布根地產酒
區、巴黎。
8月：台灣。

9月及10月：意大利米蘭、西班牙
馬德里、南美洲厄瓜多爾全國遊、西
班牙巴塞隆拿。
10月中至11月初：加拿大多倫多
探親兼欣賞紅葉。
11月初至11月中：江南美食及陽
澄湖大閘蟹之旅；南京、揚州、宜
興、蘇州、陽澄湖、烏鎮、杭州。
11月中：吉隆坡年底榴槤季節之
旅。
12月前半部：倫敦探望家人及老
友。
聖誕節及新年：東京、福岡及九
州。
當不少朋友對我的旅程羨慕不已
時，自己卻漸覺身心疲累，如此密集
的旅行着實吃不消。
旅程安排不適宜過分緊湊，旅程與
旅程之間也應保留相當空間，讓身體
獲得足夠休息，在毫無壓力的安排
下，旅行才算得上「享受」。

旅行也累
按照網上和朋友教
的方法，將鮮牛奶加
熱至滾，放入糯米

酒，盛進小碗裏，然後烤，也可以
蒸，最後降溫冷藏，瑩潤如脂，入口
甘沁的北京乳酪就做成功了，解了掛
念的心病，唯一欠缺是凝結得不夠
實；第二次放一小勺魚膠粉解決了，
但味道差了一點點，還是梁實秋先生
教的自製乳酪，用美國凝乳片好些，
可香港沒有。
乳酪是牧民日常吃的甜食，他們的
牛羊奶太多，要想辦法變變花樣，把
乳汁變成半凝固的固體，乳白香滑入
口即化，可以化食解膩，醒酒提
神，後隨滿人入京。北京的乳酪創始
人姓魏，光緒年就在前門外大柵欄附
近的幾個戲院門口擺攤賣乳酪，後來
在門框胡同租了一間門面房，開了酪
舖，一年四季都有乳酪賣。梁實秋先
生經常光顧，還有魯迅、老舍、胡絜
青，出宮後的溥儀兄弟，這兩位當然
不是自己去，是派下人買了回府上
吃，再有就是京劇曲藝界的名角名
家。
舊時乳酪賣不完，不能存放，就把

它烤乾，烤出來的酪乾兒是碎的，有
點像核桃仁，北洋時期駐在北平的西
班牙公使夫人最喜歡酪乾兒，她說吃
麵包配北平酪乾兒，比任何高貴的起
司都有味，卸任回國之後，每年都要

託人買幾斤酪乾兒寄去西班牙，過聖
誕節。
以上說的這兩種北京乳製品，現在

知道的人不多了。
台灣曾經仿製過乳酪，台北有一家

冰飲店，做出的乳酪吃到嘴裏似是而
非，有人說像杏仁豆腐。香港沒見過
有店舖仿製乳酪，杏仁豆腐倒是有，
也許是我吃得少，真沒見過正宗的，
不是太稀不成形，就是放多了大菜
糕，太像豆腐，不軟滑。
回北京和幼年朋友聚會，一定會
說起童年一起吃過的，現今找不到
的小吃，做為韶華的追憶和哀悼。
現在時興旅遊，北京曾經失蹤的小
食又回來了不少，但不對味的也多
了不少。有一次在一家有名的豆汁店
買了豆汁和焦圈兒、糖耳朵，焦圈兒
不脆，糖耳朵不知用什麼麵做的，硬
得咬不動，跟在我後面買的，是兩
個外省來的年輕男女，和我買的一
樣，我留心看了看，他們邊吃邊
說，一定是在說，久聞其名的北京
名小吃真難吃吧。
北京牛街開了一家乳酪魏，打出的
是創始人魏龍的招牌，應該是正宗，
朋友去吃過說味道很正，同時還說牛
街的「涮羊尾」必得一吃。羊尾都是
白花花的羊油，不膩嗎？朋友說，不
但不油，還特別好吃。下次回去，就
為這兩樣也要專程去一次牛街。

自製乳酪

我在社交媒體看到一
段有趣的文字。發該段
文字的人希望可以獲得

網民幫忙，把一樣她渴望得到的東西轉
讓給她。到底她渴求得到的是什麼，令
她發文尋求幫忙？
她的帖文大致這樣寫着︰「我已移居
外地，因為最近家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急
需返港處理……我是某某某劇團的20年
忠心『粉絲』，我現時『撲飛』，希望
有人可以轉讓某某某劇團的某某演出的
戲票給我。」
我看到這篇帖文後，竟然認真地思考
了一會。我本來以為此君家中發生重要
的事情不是好事，所以她才急於返港。
雖然我不認識她，卻自然地有點擔心。
可是，當知道她仍有心情「撲飛」觀
劇，可能她要返港辦理的事情只是急而
非壞，所以我也寬心了。
忠實觀眾原來可以如此鍾愛一個劇團。
當然，她未至於像那些「追星一族」般一

直跟隨着其偶像，坐在世界不同舞台的觀
眾席上支持。因為要當這種「追星一族」
其實是要具備很多條件的，如要有充裕
的時間、金錢、體力、心情等。但這位
小姐對該劇團的愛戴已經令我很感動
了。她 20 年來一直支持着她喜歡的劇
團，即使在其它地方居住，也心繫該劇
團。現時一旦回港，知道劇團剛巧有演
出，便立即在網上徵求戲票。
如果劇團知道有觀眾對自己不離不
棄，多年來以行動和金錢證明他們真的
喜歡和支持自己的演出，是否應該比我
更感動。我相信這便是做演藝事業的其
中一項「花紅」。因為藝人在工作之
後，收到的不只是如其他行業從業人員
所獲得的薪酬，還有觀眾的掌聲、愛
戴、支持，甚至仰慕，視你為偶像，這
些都不是能夠從其他行業的工作崗位上
得到的額外回報。
時間過得真快，若非那名觀眾提到她
已經「追團」20年，我也不知道原來該

劇團已經有20年的歷史，當年成立劇團
的年輕台柱今天已經變成前輩了。他們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獲得一批忠心耿
耿的觀眾的支持。每次我看他們的演
出，觀眾席的座位大多是坐得滿滿的。
對劇團經營者來說，這真是對他們努力
的最大回報。
要長久吸引着同一批觀眾進場觀看自己

的節目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實在
有太多原因影響他們會否購票。大家可
能不知道其中一項原因原來是與觀眾自
己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影響的。多年
前，我聽過大劇團的管理人員說他們的
年輕觀眾一旦到了結婚生子後，便會自
動流失。到了他們的兒女長大，不需要
他們照顧後，如果他們仍然喜歡戲劇的
話，便會再次走進劇場去。原來當觀眾成
了家後，金錢和時間都花在家庭上，再不
如以前寬裕，可以常看演出了。
所以，該劇團真的要好好多謝這位

「追團」20年的觀眾。

難能可貴的忠實劇迷

囍帖街
30 年前，囍帖街上的阿然和依
心，一個住東頭、一個住西尾。阿
然家開喜帖舖，依心家經營一間小
花店。阿然經常跑到依心的花店，
蹲在花架旁，看她給花草澆水，他
總愛打趣：「你這些花啊，比人都
金貴。」依心笑得眼睛彎彎，如盛
放的向日葵。
8年過去，依心成了花店掌櫃，阿
然接手了喜帖舖。他們合併了兩家
店，取名「心然」——初心依然。開
張那天，全街的人都來了，茶餐廳的
老闆送來一籠剛出爐的叉燒包，祝他
們好彩頭。
「心然」生意興隆，婚慶旺季更為

忙碌。第二年，依心在報紙上看到激
光鏤空機的廣告，暗忖：這機器，
好現代呀，會讓阿然省力些。阿然
卻皺起了眉。他說過這機器太貴，不
值，「手作心裏踏實，而且，眼下多
存點錢，可以早點……」但他沒有把
「結婚」說出口。不過，那之後，兩
個人爭執漸漸多了。
2005年，囍帖街終要拆遷，街坊

陸續搬走。依心感到兩人當初的感
覺漸行漸遠。某個雨天，她和阿然
清算了「心然」。離開的那天，依
心拖着行李箱，背影愈來愈遠，阿
然始終沉默。
依心離開後，報名參加了一檔唱歌
節目。那是2006年的春天，節目播出
後，她一夜成名，成了家喻戶曉的明
星，頻繁出現於電視、廣告和舞台
上。幾年時光匆匆，但她總覺得，燈
光再亮，終究照不進她心裏最深處的
角落。依心偷回了一趟囍帖街。她戴
着帽子和墨鏡，站在街口，遠遠地望
着「心然」店舖。門口掛着幾盞紅燈

籠，紅得鮮亮，那麼陌生。她猶豫
了很久，腳步幾次向前，卻又生生
止住。透過玻璃窗，看到阿然站在
櫃枱後，正低頭專注地整理一疊喜
帖。歲月在他臉上刻下了痕跡，眉
宇間多了幾分滄桑。
依心下定決心要推門進去時，一位
年輕的女子從後院走了出來。她手裏
端着一杯熱茶，輕輕放在櫃枱上，低
聲說了句什麼。阿然抬起頭，接過
茶，嘴角露出一絲溫暖的笑容。依心
怔住了，她站在原地，像是被什麼定
住了一般。那一瞬間，彷彿整個世界
都安靜了，只剩下她耳邊回盪着的心
跳聲。她最終沒有推開那扇門，只是
靜靜地看着他們，眼裏掠過一絲失
望。她低下頭，轉身沿着街道緩緩
離去。街燈將她的背影拉得很長，
像是一道漸漸消失的舊時光。風吹
過，街頭的紅燈籠微微搖曳。
2023年，依心再次來到舊街區。這

片土地已完全被現代化吞噬，高樓大
廈鱗次櫛比，人流匆匆而過。她找到
「心然」在新商業中心的店舖。門口
掛着幾盞現代化的裝飾燈，但櫃枱上
的那盞紅色老枱燈依舊。一個小女孩
正在整理喜帖，看到依心進來，甜甜
地喊了一聲：「爸爸，有人來了！」
阿然走出來，臉上皺紋更深，眼神
依舊溫和。他望見依心，微微一愣，
隨即露出一絲笑容：「好久不見。」
依心點點頭，環顧四周，目光落在櫃
枱旁的一台新式機器上。正是當年她
想引進的激光鏤空機。她忍不住自嘲
地笑了笑，說：「你也捨得用機器了
啊。」阿然苦笑了一下，眼裏掠過一
絲複雜的情緒：「那時候不是捨不
得，是我想多存點錢，早點……」

話沒說完，後院傳來輕快的腳步
聲，阿然的妻子小曼端着茶走了出
來，懷裏抱着一個胖乎乎的小男孩。
阿然下意識停住了話頭。依心不禁心
頭一震。依心的目光轉向小曼，想起
10年前自己遠遠望見的那個女孩，忍
不住問道︰「對了，10年前店裏那個
幫你忙的小姑娘，不是她吧？」
阿然聽到這話，愣了一下，似乎
在努力回憶。他緩緩說道：「你是
說……哦，那個是我鄉下來的遠房
表妹。她剛來城裏時沒找到工作，
給我幫了半個月的忙，後來找到工
作就走了。」他頓了頓，像是想起
了什麼，抬起頭看向依心。
那一瞬間，阿然的眼神有了些許

變化。他突然意識到，依心來過。
她見過那位表妹，她曾站在那扇門
外，看着他，卻沒有進來。
空氣裏瞬間多了凝重。阿然欲言

又止。依心看着他的神情，微微一
笑，掩飾掉心底的酸楚：「祝你們
幸福。」阿然輕輕點了點頭。
依心沒有再多留，轉身離開了。
走出店門的那一刻，她彷彿聽見身
後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走在回程
的路上，眼角微微濕潤。她明白，
囍帖街的拆遷，象徵着一段舊時光
的結束。但正如街區會有新樓拔地
而起，人生也總會迎來新的風景。
有些人、有些事，留在記憶裏就

好。人生如戲，離合悲歡，皆是常
事。就像歌裏唱的：「築得起人應
該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實沒有一種
安穩快樂永遠也不差，就似這一區
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
依心抬頭望了望天，陽光透過雲

層，照亮了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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