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變化的最大影響（二）
印度新德里這個地方，其實正經受
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為印度的碳排放
量是世界第三大，全國面臨大規模電

力短缺問題，所以當地政府表示，最大的優先事項是
開發，並使人們擺脫貧困。
他們也關心氣候變化，但實際上獲取能源的挑戰性
不只氣候變化。節目訪問了一些環保組織，他們說：
「我們得確保每個印度人都能取得能源，印度有逾14
億人口，生活上沒電沒燈用的，那相當於美國全部人
口。現今印度的農村裏，你會發現人們拿牛糞制成所
謂的牛糞餅當能源。甚至印度人覺得，美國經常提及
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也提議印度應該多採用太陽能，
但發現其實美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大力推動這個環
保功效。為什麼不坐言起行？」
他們續說：「我知道美國人消耗量，真的會令地球
生病。我認為那些是我們需要討論的議題。我給你看
一個相關的圖表，一個美國人在家裏消耗的電力，相
當於1.5個法國人、2.2個日本人、10個中國人、34個
印度人消耗的，為什麼？因為美國人比以前使用得更
多。事實上是我們把生活方式與消耗量的問題作為氣
候談判的重心，很難說服美國人需要改變生活方式，
我也認為或許不會改變，若想解決氣候危機，唯一希
望是投入金錢和資源愈多，太陽能和風力的價錢愈來
愈便宜，最終解決很多問題。但誰會投資，現在印度
在太陽能上的投資及中國在太陽能上的投資比美國更
多，美國有什麼做法值得其他國家仿效？他們對地球
有什麼貢獻，可以令我們學習呢？」
這位印度學家說得很有道理。就正如上星期也說
過，有些國家可能只是片面支持減少碳排放及利用多
些天然發電的方法，去令到全球氣候暖化可以沒有來
得這麼快，但實際上很難擺脫金錢這個利誘。但我們
正在努力，也希望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同樣一起努
力拯救地球。

不討好的勇氣
如果沒有認真看過《不
討好的勇氣》這套劇，不

會理解這套劇名的精妙之處，到底世間上
有什麽勇氣是不討好的呢？
「勇氣」不是一種正能量的表現嗎？
「不討好」說清楚就是令人討厭，這種令
人討厭的勇氣又是什麼一回事？
不討好的那種「勇氣」是來自劇中女主
角吳秀雅（李庚希飾，見圖），曾經放棄
的一種信念，可是人生交叉點上往往會遇
上一些模糊的抉擇，有時難以避免為了顧
全傳統價值觀而作出取捨，不過隨着遊戲
規則的不斷更新，加上生活的折騰，已徹
底讓邏輯判斷與現實脫鈎。秀雅在感情
上，遇上看似有着穩定的事業和上進的男
友（王皓飾），可是這個男朋友完全誤解
愛護一個女朋友的真正道理，只管以自己
的才華和自己的職位，不顧是否適合女朋
友的意向而任意為她鋪排，結果還是沒法
把這段感情發展下去。
在職場上，她遇到了一個無
賴同事，以詭計騙走了她的升
職機會，秀雅初時不願再顯
示自己那種「不討好的勇
氣」，寧願忍氣吞聲，但最終
就是因為自己不甘喪失機會，
不單與男友正式分手，同時也
鼓起勇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徹底擊潰在公司壓制她的人，好
運終於重新降臨在她的身上。
故事的兩個賣點，在開頭幾集開始的時候
導演用了不一樣的開場白，花了一點心思，
用了一點蒐集回來的資料，把一些城市人關
注的健康問題，譬如說大家都喜歡翹腳而
坐、城市人失眠的痛苦等去聯繫劇情。另一
個賣點就是用脫口秀的表演去把主角的反叛
性格演繹出來，當然也藉此把她與劇中另一
位男主角魏大勛拉上關係。
回到演員的現實，李庚希算是個新人，
但已演過不少的戲，她主演的青春劇《超
越》《二十不惑 2》《大考》都有好表
現，憑借《超越》獲得CMG首屆中國電
視劇年度盛典「年度突破女演員」的榮
譽。看過她這套劇的主要對手魏大勛出演
的青春情感劇《我的人間煙火》，也是新
一代的實力派。
全劇25集，把年輕人在感情和職場的遭
遇，編織出悲喜交集的城市故事，劇中亦

不時以導讀的方式引發觀眾的思
考，也針對問題提出看法，這算
是整套戲另一種賣點。這個年頭
太多人在現實下低頭，不過看了
這套劇，可能會有反思，不失是
對人生態度重新檢討的動力。當
然這種「不討好的勇氣」，絕不
適宜用於違法的行為。

已經好久沒出席高級時
裝騷了。日前，受香港時
裝設計師協會主席楊棋彬

邀請，首次踏入開張不久的香港建築新地
標—The Henderson頂層玻璃天幕宴會廳
Cloud39，欣賞一場具開創性的高級訂製
時裝騷。
這是響應特首李家超去年施政報告中提
出由2024年起每年舉辦「香港時裝設計
周」之首屆以「香港時裝薈」為品牌的時裝
設計盛事之一，而名為《VIRTUOSE：高
級訂製服的藝術》環節由香港時裝設計師
協會主辦，該會前任執委張潔雯策展。
特別邀請了4位正在冒升、代表東西方
文化背景的設計師參與，除了時裝工藝
外，作品都帶有一定的文化烙印。以北京
為創作基地的陳采尼以融合當代建築結構
與中式古典元素的廓形「風雅器」著稱，
2021年在上海舉辦《驚鴻照影》高訂時裝
首秀，向觀眾呈現一場靈感源於東方竹林
和瓷器的作品，以猶如瓷器花
瓶般的造型和竹葉圖案，在展
示女性的曼妙曲線時，也將竹
林的綽影和瓷器的淡雅這種東
方獨具的韻味帶出來。本次展
示的最新系列不如上述養眼，
但造型上仍具瓷器花瓶影子。
跟陳采尼對中式古典的執着
相反，香港的郭子鋒着眼於未
來，風格大膽前衛，打破常規
的造型，不但令人聯想到元宇
宙，也把時裝變成名副其實的

流動雕塑品，甚具觀賞性；今年27歲的法
國青年Charles de Vilmorin被西方媒體譽
為Z世代時裝之星，此次帶來12套以紅與
黑為主色調的設計，輕盈別致的花邊和拖
地的長長裙裾有點歐洲宮廷貴婦的裝扮影
子，又不無巴黎街頭的法式浪漫。最後出
場的是來自荷蘭的Mohamed Benchella，
設計師本人親自帶領1女4男在場內轉了
一圈後來到一角，拉開布幕，呈現一組充
滿層次感的時裝展示品，手工非常精緻，
高訂時裝的巧妙細節盡在眼前。
看時裝騷，在香港是平常事，但本次時
裝騷的「開創性」主要在於「高級訂製」
四字。因為以往由貿發局以會展中心為展場
的時裝節所舉行的其實是成衣騷（prêt-à-por-
ter），是用來反映來季時裝主要顏色、款式
和用料走勢的預告展，屬於大量生產。而高
級訂製時裝騷（Couture Show）則是針對個
人的，顧客非富則貴，展陳地點的選擇也別
具心思。本次以由國際知名的已故建築師

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
創辦的同名團隊打造的商廈現
址，符合國際時尚慣例，頂層
充足的光線和窗外廣闊的視
野，也令人感覺舒適。
為期兩周的「香港時裝薈」
只是開始，它能否突破經營了
逾半個世紀的「香港時裝
節」，而令生活中非常時尚的
香港，成為真正吸引外人的時
裝之都乃至創意之都呢？拭目
以待吧！

高級訂製時裝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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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求證當地人，原
本吉隆坡舊時唐人集中
營商的中心，上世紀八

十年代初訪當地，表面興旺的茨廠街，
其實已經相當衰落。
唐人街這個名稱，在東南亞其實相當

奇怪，泰國曼谷，新加坡，印尼雅加
達，越南胡志明市，馬來西亞半島西岸
檳城、怡保、吉隆坡、新山……有哪一
個城市自百多二百年前開始，在商貿發
展方面不是倚靠華人？而華人在這些區
域根本成了大多數，整體來說唐人生活
及營生的區域不止一兩條街，而是整個
城市，大膽說一句，沒有華人的參與，
上述城市未必有今天的表現。
華人數目於馬來西亞近年不斷流失，

注重教育的華人出生率不斷減少；一個
起兩個止夠晒數，不少於成長之後到海
外留學，接着旅居國外回流的甚少。上
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華人
數量佔大馬40%，隨後馬
來人生育率提升，印度人
移民增加，這兩大族群人
口不斷上升，華人出生率
下降及不斷移居海外的情
況下，今天相信只剩下
25%。
茨廠街百年變遷，上世

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前10
年，愈變愈荒涼，破舊不
堪的情況下，到此旅遊，
當地朋友都不會隨便帶領
同遊。吉隆坡近年大興土

木，不少發展基建如雨後春筍，茨廠街
附近拆卸重新興建不亦樂乎，欣慰舊區
保留下來，除了原來的幾條舊街，建築
起新型的頂蓋方便行人逛街於南洋雨水
多的氣候，附近未被拆卸的百年前舖後
居老房子，慢慢轉型改變成跟時代潮流
貼合的新派精品酒店、咖啡廳、酒吧、
特色餐館……還有不少標榜傳統美食，
如海南特色茶餐館「何九」，每天從早
到晚排隊人數佔去幾乎整條小街。回去
茨廠街原本的市場，猶如回到六七十年
代的舊貌，賣榴槤、腸粉、廣東粥粉
麵、肉骨茶、油條、牛脷酥、鹹煎餅，
還有筆者自小喜愛的全蛋沙翁，幾乎應
有盡有，當然不可或缺濃厚馥郁的馬來
咖啡Kopi。
整體說來，馬來西亞華人以福建閩南
人佔大多數，然而，楊紫瓊的家鄉怡保
及吉隆坡說道地廣府話的人口依然佔大

多數；在這裏遊走吃喝，
聽着身邊不同歲數華人以
華語（普通話）及粵語交
談，大增親切程度。
近年不少遊客對歷史文
化的興趣不斷遞增，曼谷
唐人街及更古老的唐人區
Talat Noi、檳城及馬六甲
的百年舊區、吉隆坡茨廠
街，都是備受本地人及遊
客尊敬愛戴的區域，遊人
不斷增加，老區成就了這
些不斷發展的超級都會的
核心星級地段。

茨廠街復活
我結識盧燕是
在香港，香港話
劇團要排演我的

《德齡與慈禧》，盧燕應邀從美
國專程來港演出慈禧。那日她到埗
已是夜晚，話劇團從機場接了她，
要請她一起吃晚飯，知道她在香港
有很多朋友，問她想邀上什麼朋
友，她第一個要邀請的竟然是
我，我是這個劇本的編劇，那時
候我們還不認識呢。在尖沙咀的滬
江飯店見了面，她第一句話就是：
「您的劇本寫得真好。」
在盧燕女士的自傳裏，除了她
自己的經歷，還收有十多篇朋友
的文章，我想是她自己選的，有
幸也有我一篇，這些文章飽含深
情，記錄了和她相處相交及共同
工作的往事，李安導演的文章作
為序之二，登在榜首。
盧燕1956年與丈夫移居美國，
後定居洛杉磯。1958年演出首部電
影，以東方女子的面容在美國荷里
活亮相，隨後一部接一部，打開知
名度。第一個進入荷里活演女主
角的東方影星是黃柳霜，她出生
在美國，除了東方人的面孔，並不
了解中國文化；第二位就是盧燕，
她是出生在中國的第一位華人女
星。她除了開展自己的事業，大部
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提攜內地影
業界同行，她知道中國人要憑借自
己的努力在美國出人頭地十分艱

難，不少中國電影人都在美國找過
她，她竭盡所能幫助他們，接待他
們，聯絡人脈和鋪路。像張藝
謀、陳凱歌、陳沖、尊龍，直到李
安。李安還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盧燕就看過他的作品，當時就認
定他來日必大有作為，後來應邀
在李安的幾部戲裏出演配角，角色
戲不多，她不取分文全力支持，李
安對盧燕的這份情義追念至今。
她樂於助人，幫助人還不想別人
知道。那一年，一個年輕的製作人邀
她共同做片子，為了支持他，她應承
下來，做了幾個月，片子完了，但那
個年輕人經驗不足預算失控，不但
沒有錢付給她作報酬，還欠了錢，
盧燕知道很不安，她正在拍攝電影
《紅樓夢》飾演賈母。我們去北京
遠郊探班看她，她拉着我說有件事
要我幫忙，講出因果後，提出由她
出錢，讓我們以贊助為名付錢給那
年輕人，我們都勸阻她另想辦法。
從25年前第一次見面，我和盧
燕成了忘年交，我叫她盧姨，她叫
我冀平，她對我的稱謂永遠是
「您」。她對藝術，就像她對人一
樣真摯不虛，她內在的慧美、修
為，化做神韻洋溢在滿身，愈老
愈美，永遠那麼美，美得如同神
跡。演藝界這條船，風波浪裏，
能做到如此優雅知性的，以我所
知不多，盧燕是其一。燕銜泥，
百鳥之智莫與齊。

燕銜泥

最近一名大學副教授
訪問馮盈盈和莊子璇。

她們除了都曾是香港小姐冠軍外，亦是
香港大學食物及營養學系的畢業生。因
此，她們日前應學系之邀，與師弟妹分
享她們人生路上的各種體會。
可能是大學安排的訪問吧，即使主持
人和受訪者都是中國人，整個訪問都是
以英語對答。我理解這種做法，我在大
學上課時，無論是教授或講師授課的語
言、我們呈交的論文和功課、述說報
告、考試和測驗等，在絕大部分情況下
都是以英語教學和撰寫的。
回想以前，同學們都不習慣說英語，
更加沒有膽量在課堂內當眾以英語發
言。要等到老師或教授點名，才以不太
流利的英語回答。我以為我們以前較為
害羞，而且較少機會以英語與外籍人士
交流，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沒想到我
在兩間大學教學時，很多學生依然不敢
以英語對答。

這次兩名前香港小姐在接受訪問時都
以英語回答，很多網民立即為此作出比
較，一般都批評馮盈盈「作狀」。我看了
部分影片，明白網民為何有這樣的觀感。
英語不是我們的第一語言，要我們在
大庭廣眾前以第二語言接受訪問並不容
易。我不覺得馮盈盈作狀，只是猜想她
可能因為視這個訪問為一項與其他表演
工作一樣，是一個可以表現自己，讓觀
眾欣賞她的機會，亦不容自己在人前被
比下去，因此她很用心地去演好她的角
色，顯示她很重視這個訪問。
她尤其花上較多時間在念台詞之上。
對，她在回答主持人的問題時，看得出
她是在把準備好的台詞背出來。由於花
了時間，更加要讓人看到自己的工夫和
能力。可能就是這種心態，令一切都刻
意了，不自然了。我不知道她平時的英
語程度，亦不知道她是否向來操美國口
音，還是因為此訪問而刻意鍛煉。若是
後者的話，大可不需要。

有些人誤解美國口音比其他口音較為
優秀或悅耳，在說英語時愛刻意地模仿
美國口音。可是，除非你在年紀很小時
已經開始在一個令你可以變成操美國口
音的環境學習英語；否則，對大部分人
來說，當你成年後，你無論怎樣捲舌或
壓扁口形，也是很難甩掉你的母語口
音，過分強調美國口音反而會弄巧成拙。
我在美國讀書時，一來每天都與美國

人交談，二來常向美國人請教讀音，所
以我在一個美國口音的氛圍下生活一兩
年後，非土生土長的人與我交談時，以
為我是在美國長大的華裔。不過，我騙
不到英語是母語的人，他們常問我為何
有英國口音，我卻開玩笑地說我的是香
港口音啊！
當時，說英語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

以我是很自然地說，沒有刻意地把每個
字都像播音員或考英語口試般咬字和發
音，而是像莊子璇般自自然然地傾談，
而不是表演。

自然地說英語

凡人詩心
詩詞是流淌在心間的一種浪

漫，在歲月中像一壺老酒愈來愈濃
烈。詩是我遙不可及的夢，不曾想
過攀登詩歌這座高峰。自詡只是在
文學邊緣遊走的愛好者，偶用文字
記錄生活感悟，把它變成詩歌片
段，偶發表於報刊雜誌，自我滿足
與陶醉。
生於泱泱華夏，何其有幸。中華
民族源遠流長，漢字文化博大精
深，語言優美精湛。詩的鼻祖《詩
經》經久不衰，耐人尋味。「窈窕
淑女」「蒹葭蒼蒼」皆是從《詩
經》裏走出來的經典詩句，距今雖
二千多年，撲鼻而來的仍是那份最
純真無邪的愛情和帶着泥土的芬
芳；「路漫漫其修遠兮」依然深刻
入骨，催人奮進；唐詩宋詞裏的婉
約浪漫也好，豪放清新也罷，從詩
仙李白、詩聖杜甫到女詞人李清
照，再到近現代詩歌的徐志摩、林
徽因等，他們皆是在中華大地上，
在詩詞歌賦裏一顆顆最璀璨的星，
用優美的文字串出歷史的五彩斑
斕，影響一代代中華兒女。
人生最美的韻律莫過於詩詞歌
賦。從牙牙學語就有「鵝鵝鵝，曲
項向天歌」、「舉頭望明月，低頭
思故鄉」等瑯瑯上口的詩句伴隨左
右，長大後感受「生當作人傑，死
亦為鬼雄」的英雄豪氣；「春江湖
水連海平」的清麗幽美，「漫卷詩
書喜欲狂」悲喜交加的真實情感，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曠達
超脫；「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的清

新自然，這些優美的詩詞是流淌在
中華民族血液裏的文化基因，陪伴
一代又一代人成長，滋養一代又一
代人，也許藏於心靈深處，也許一
觸即發。
人生有時很奇妙。觸動心弦軟肋
的不一定非要驚天動地的理由或是
崇拜的偶像。與詩結緣並非只有李
白、李清照等才子佳人。記得上世
紀八十年代末，那時家家戶戶家境
貧寒，缺吃少穿，物質匱乏，家中
不是沒錢就是缺勞力，初中同學輟
學是常有之事。我在初三插班時，一
女同學在初二下學期輟學，她成績不
算好，可好學，輟學後，仍不忘學
習，她寫的一首詩瘋傳班級，現在依
然記得「打穀機，咯咯咯的轉，汗水
澆築着收成的喜悅……」心酸湧上心
頭，為她惋惜與哀嘆。雖未與其謀
面，也讓我另眼相看，佩服之情油
然而生，「她這樣也能寫詩呀」，
這是我第一次品讀身邊人寫的現代
詩。和同學要了她的地址，偷偷給她
寫信，鼓勵她不要放棄，她也曾回信
告訴些勞作、學習日常，後來也許她
嫁人了，斷了聯繫。我想，寫詩最初
的動力該是緣起於此，一個最樸實最
真誠的情節。
人到中年，心靈故里該有歸處。
也許不經意間埋在心底一角的小火
苗被點燃，如俏皮的小星星竄出朵
朵火花。2012年開始有寫詩的衝
動，剛開始，七拼八湊，絞盡腦汁
拼出的「詩」，打油詩都算不上，
興致勃勃拿給詩人看，他用委婉的

語言說︰「你還是好好寫散文
吧。」不服輸的我，只要想做認定
的，可自學，好學是強項。自此，
每天晨起背詩、讀詩，彼時，微信
剛起步，進各種詩群潛水，品讀好
詩、睡前聽詩，《為你讀詩》《十
耘說詩》等一批公眾號成了我的關
注和最愛。2014年，在漳平詩群的
影響帶動下，終有些許進步，每月
創作一同題詩成日常，熱心詩友將
同題詩編輯、點評，發公眾號，期
間，寫詩熱情高漲，詩友間互相鼓
勵和幫助，促進學習與成長。之後
偶有小詩見報見刊，偶有約稿，得
以鍛煉提升，加入中華詩詞學會。
把對家鄉的思念，用質樸簡潔的詩
句表達，新橋紅/不醉自己/醉了客
人/《紅紅的酒》等《喊故鄉》系列
展現；把對工作的情感，用真摯熱烈
語言傾訴，一把把汗水/如同收割/一
把把收成的喜悅；在寂靜的冬夜奏
響/最強最美妙……用《致敬勞動
者》組詩抒發勞動的艱辛與不易。時
間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年歲一點一
點被無情的歲月悄悄帶走，好在這
十年，騰一席地給詩意空間，在字
裏行間堅守着那份低吟淺唱的情
懷，才有了留下詩的片片痕跡。
孔子說：不讀《詩》，無以言。我

想，不寫詩，無以記。一日無詩難
入眠，寫詩成為生活的一種習慣、
情感的一方寄託。無論好壞，默默
編織，給詩歌一個擁抱，一份期
許，平凡之人也可執一顆詩心，在
詩情天地間翩翩起舞，快意翱翔。

黃
秀
珍

百百
家家
廊廊

演
藝
蝶
影

演
藝
蝶
影

小蝶小蝶

細
說
星
光

細
說
星
光

叢仁叢仁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

呂書練呂書練

發
式
生
活

發
式
生
活

商台商台DJDJ余宜發余宜發

此
山
中

此
山
中

鄧達智鄧達智

雙
城
記

雙
城
記

何冀平何冀平

副刊
采風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葉衛青
B8

●吉隆坡茨廠街現成
為本地人及遊客都追
捧的吃喝玩樂熱點。

作者供圖

●香港設計師郭子鋒
作品。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