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名潘仙
今年11月「省港

澳潘氏宗親會」召
開發展規劃研討

會，並成立了慶典籌備委員會。其
間主任冠華宗長、副主任秋河宗長
先後發言。會方計劃明年3月與茂
名市政府合辦「潘茂名文化節」。
茂名一地是以晉代嶺南道教先
驅、粵西地區敬稱為「潘仙」的潘
茂名（約290年至 373年）真人命
名。潘仙生於西晉武帝司馬炎太熙元
年夏曆3月，是年4月惠帝司馬衷繼
位，改元永熙。一年之內有多過一個
年號並不罕見，此所以潘仙應算在太
熙元年生而不是永熙元年。潘仙於東
晉孝武帝司馬曜康寧元年以84歲離
世，其生平事跡散見於地方府志、縣
志。到了清光緒年間，茂名人譚應祥
（1830年-1886年，官至廣西河池知
州）著有《潘仙全書》。潘仙精於醫
道，懸壺濟世，救死扶傷，煉丹製
藥，驅瘟除瘴，活人無數。今時茂
名市內有潘仙祠、潘仙觀（潘茂名紀
念館）與潘茂名紀念公園等名勝。
茂名地區在秦漢時期位於南海郡、
桂林郡和象郡三大郡交匯處。此後
地名屢改，較多時間稱為高州。隋
文帝楊堅開皇十八年（598年）始設
茂名縣，以紀念潘茂名對粵西鄉民
之恩德。唐初地方改制，曾置潘州，
以茂名縣為州治。明清則屬高州府，

茂名縣亦為府治所在。
廣府舊俗以高州、雷州、瓊州與
廉州四府為「下四府」，暗喻粵西
地區經濟條件與粵東相去甚遠。高
州即茂名市附近一帶，雷州即湛江
市一帶，瓊州即海南島。廉州即今
合浦一帶，現隸北海市，新中國成
立初期改劃歸廣西。
近年粵劇名伶丁凡導演《潘茂
名》一劇，以潘仙領導抗瘟疫為主
題說故事。丁氏曾任廣東粵劇院院
長，屬國家一級演員，梅花獎得
主。地方戲曲本來就應該肩負起弘
揚鄉土文化、講述鄉賢故事的責
任，這方面本港粵劇界礙於條件所
限並無優勢，日後或可考慮這個發
展方向。
中國傳統醫藥在應對大範圍疫症
有甚為明顯的優勢，過去我們經歷
了2003年「非典型肺炎」，即港稱
「沙士」（SARS），以及2019年初
現而連綿數載的「新冠病毒」都見
療效。欣聞內地有關部門公開表示
中醫中藥的標準和規範應該我們中
國人自己說了算，不必再如過去長
年累月聽任外國人指手畫腳、說三
道四。
潘茂名宗賢治理瘟疫有些什麼值
得後人借鑑的經驗？值得千多年後
我們潘氏子弟花點精神心力去調研
和學習。

油膩女性
2017年馮唐的一篇
自省文讓「油膩中年

男」的概念深入人心，沒過多久亦演
繹出同系列的網絡流行語「油膩中年
女」，且都鮮活至今。但小狸每次刷
小紅書，都強烈感覺：油膩確實不分
男女，甚至也不分年齡。「油膩中年
女」固然不少，「油膩年輕女」甚至
「油膩少女」也並不鮮見，甚至對一
個刷網多過社交的i人來說，感覺這個
群體還更龐大一些——畢竟小紅書3億
用戶的畫像顯示：男女比例3︰7；95
後佔比50%。
那麼女性的油膩，尤其是年輕女性
的油膩具體表現是什麼呢？
首當其衝的可能是「中年低齡
化」。隨便刷刷社交媒體，就可以看
到自稱「29 歲/25 歲/23 歲/（甚至
是）17歲老阿姨……」人家是沒苦硬
吃，她們是不老硬衰；隨便點開「抗
老」類帖子的評論區，總有一些三四
十歲的女性，熱衷Po出自己的大頭自
拍照讓大家猜年齡；或是言語間稱呼
別人「一個40多歲的大媽」，以及定
位自己「中年少女」……
目前，包括聯合國在內，很多國
家、機構有關青年活動和項目的年齡
界限都已經設定在了 45歲；娛樂圈
裏，四五十歲的「大花」依然活躍，
無論實力還是人氣都輾壓年輕「小
花」，男明星更誇張，炙手可熱的幾
位哪個不是60歲以上？
隨科技進步和生活水平改良，現
代城市人的生理年齡狀態早已跟過去
不同，「中年低齡化」的背後，是對
年齡過於敏感和自卑，說到底是思想
的禁錮和陳舊。

第二大油膩來自「母職唯一」。小
紅書上，無數女性對自己的稱呼是
「老母親」和「寶媽」，對老公的稱
呼是「隊友」，對孩子的稱呼是「神
獸」。她們會九宮格連環晒娃，還會
跑到討論明星的帖子下發自家兒子的
照片，惹來粉絲一頓挖苦卻毫不在
意。她們中的很多，傾訴慾爆棚，無
論線上線下，不管對方願意與否，一
律大段分享家常，3句之內必有「我兒
子」和「我老公」，5分鐘內必聊到房
子和學校。
在此必須要強調的是，母職本身不
油膩，不僅不油膩而且令人崇敬。有
問題的是「唯一」，全職媽媽或全職
主婦確實辛苦和壓力大，但無論如何
也應該認真保留作為女性，或者說作
為一個人的其他身份：家庭角色、社
會角色以及最重要的自己。可能她們
確實忙得沒有什麼空閒，但至少，可
以把花在小紅書上油膩的時間拿來獨
自看部電影。
由此也就說到第三大油膩，也可能
是所有油膩的根源——「停止探索和
學習」。在小狸看來，無論男女，不
分年齡，油膩的本質是沒有獨立的靈
魂。人云亦云，渾渾噩噩，對世界不
再好奇、對知識不再渴望、對真理不
再求索。如以上者，不管是看破紅塵
的已婚已育中年婦女，還是遊戲人間
的中年猥瑣男，抑或是畫臥蠶網紅
妝的妙齡少女，皆是同款油膩。出走
半生歸來仍是少年，不是因為纖瘦和
不禿，而是因為眼裏仍有光，仍然相
信公平和正義，心中仍然有理想。
油膩這件事，太多人的認知浮於表
面，但這恰恰是最油膩的地方。

香港人向來喜愛旅
遊，不過現代人去旅

遊已不再說去參觀什麼景點，大家多
改口說：「去休息一下，去吃好的，
去 Hea （ 相 等 於 舒 適 地 消 磨 時
光）。」的確，香港人工作繁忙，放
假都想放鬆一下，已不想跟眾人去迫
景點及趕行程，又或是三兩天搬一次
酒店，把行李抬出抬入，還得遷就酒
店的入住時間，且要長途跋涉去不同
玩點，假期結束人較上班時更累。於
是，近年郵輪旅遊成了香港人熱愛的度
假方式，因為不用費心去策劃行程。
我最近也首次嘗試了參加郵輪之
旅，在郵輪碼頭看到泊在岸邊的名人
愛極號，第一個感覺是「見首不見
尾」，對它的龐大感到有點震撼。船身
長逾1,000呎，寬128呎，樓高18層，
可容納2,918名乘客與1,500名工作人
員。裏面有29間餐廳，多個泳池包括
按摩池，還有美容院、健身室、歌劇
院、電影院、賭場、緩跑徑等等應有盡
有，就像一座巨型酒店+商場+綜合泳
池+娛樂場+主題公園+戶外運動場層
層疊疊地在一起，漫遊海上！

別以為愛郵輪旅遊的多為長者，事
實卻不然，有不少年輕人，許多家庭
客，老中青一樣多，更多的是小孩
子。而且有不同膚色，來自不同國
籍。4,000多人的旅程，總是熱熱鬧鬧
的，但因地方多又不覺擠擁。
每天郵輪公司會安排密密麻麻的節
目給不同年紀組群和愛好的客人，總
有適合自己的。除小孩子不愁寂寞
外，我發覺女士們也很忙碌，美容健
身室選擇許多，總是生意奇佳。
歌劇院的節目是國際級數的，前往
欣賞的客人都會悉心打扮，不少人穿
上晚裝隆重其事地出席，看來有備而
來。或是到高級的餐廳享用燭光晚餐，
也會裝扮一番。海上旅程多元化，真是
不一樣，外遊也要學習！

現代郵輪之旅

到廣州探親友，
阿恩帶我和明珠到
白雲山及公園走走

看看，登山望遠，印象難忘。
我們和偌大無邊的白雲山及其公園

有約，走進它、擁抱它、享受它，此
處美景常在，真是好一個令人精神清
爽的大自然世界，完全將南國好風光
呈現給我。
白雲山公園幾乎佔了山體的一半，

新鮮翠綠的小葉，紫色、黃色的小花
搭配真好看，看碩大的樹葉片泛白
光，葉旁長而細的枝幹，針葉狀色彩
斑斕的彩葉；悠閒自在邊逛邊賞花
木，樹木茂盛的路上，人多但不擠，
走走看看嗅嗅，有淡淡的香味彌漫。
登山，有人為省腳力選擇了坐環山

繞道小車，阿恩建議遊山最好是步
行，不坐小車才可鍛煉體力，如此才
可為了健美而來高山仰止，行到山水豆
腐店，還可吃一碗甜白雲，花費不多，
好滋味非比尋常，不是太值得嗎？誓
要脫離嬌氣、不避腳力，放鬆心懷，
沿已被眾人踩踏過的路徑登山。
秋天的白雲山林木濃郁、草木仍茂

盛，山坡有不知名的大樹小野花，肥
沃的土壤偶爾會忽然閃現兩三隻跳蹦
蹦的草蜢，或本是藏在草叢的不知名
的小昆蟲，此時似聽到一陣知了知了
的鳴聲，綿延傳向白雲深處，未知是
否送夏迎秋？日出就有日落，日落月

升、晨昏各勝；夏去秋就來，冬過會
迎春，人生四季更迭，由青春闖進新
階段，活到老來學到老，老來不怕重
新開拓前路，不甘罷休，喚醒自己：
夕陽餘暉也不賴。
上山又下山，走到山底，已是白雲

山大道了；我初登白雲山，曾感舉步
維艱，到如今卻感愜意和享受，哇，
我的靈魂深處空蕩清朗、心神通寧，
一瞬間感悟到：行廣州白雲山，不用
多想，只須跟路走就行了，聽山
的白雲流水呼召聲，無憂無慮任盡情
搖擺踏步，任隨時隨地駐足，原來慢
慢走，邊走邊看，也可以走很多路，
天天也可以有小進步，我想憑時間的
有效運用，也可以做些好事，試留住
些好時光吧，不想讓自己後悔，不讓
有遺憾，願生如夏花，絢爛多姿，老
病視作冬眠，死如秋葉，靜美安然。
登白雲山之旅，自由自在呼吸花

香，盡情享受，真真實實感受此山的優
雅美、深邃精神和千萬種的神奇。

登山望遠 印象白雲
彩虹邨重建的消息傳來，第一個念頭
便是：金碧酒家怎麼辦？彩虹邨有多
久，這個酒家就陪伴了我們多久。從記

事開始，每年都會和爸媽去一次金碧酒家，那是他們住在
彩虹邨時最美的記憶，沒有之一。
作為餐廳，它實在是太質樸，也略有些侷促，七八張枱
就把空間佔滿了。來這裏吃飯的，幾十年的街坊居多，這
些年，隨小紅書、抖音的「推廣」，偶爾也有內地客慕
名而來。在我看來，金碧酒家最大的特色不是菜品，而是
道地的「港味」。
上個星期，我終於訂到了金碧的晚餐位，於是在秋風中
來到彩虹邨，和金碧告別。蛇羹、八寶鴨、醬油雞……一
道一道看家菜，怎麼吃都吃不膩。不到7點鐘，所有的桌
都滿滿當當，酒家的中年人開始一展歌喉，他深情款款地
唱起《偏偏喜歡你》，為當晚某位過生日的街坊助興。神奇
的是，互相並不認識的食客，被帶動起來，每一桌都有人
主動要求獻唱一首。酒家說，來到金碧，一個人的生日，就
是大家的生日，讓我們一起唱、一起回憶、一起高興！於
是，那些懷舊的經典一瞬間便流淌成歲月的河：譚詠麟的
《一生中最愛》、鄭伊健的《友情歲月》、林子祥的《男兒
當自強》……這種場景，真是不多見的。有位街坊一邊唱、
一邊抹眼淚：「61年啊，馬上就要拆了，好捨不得啊！」
那晚我和朋友們10多

個人，吃了那麼多好食材
的美味，有海鮮、有蛇
羹、有獨門菜，還喝了好
幾瓶酒，也還不到1,000
港元，在金碧，從沒有開
瓶費這一說，但你不能浪
費它的菜。永遠的金碧，
永遠的人情味。

永遠的金碧

家裏最近來了一位新成
員，一隻紅金漸層的小

貓。淡黃色的一個絨團，喜歡蜷縮在暖氣旁
邊，半瞇眼睛看人。一會兒睡了，一會
兒眼睛睜開，又醒了。或許因為牠還只有3
個月大，牠一呼吸，整個身體都在顫抖，顯
得十分羸弱。成年貓有時候會因為年長而生
龍活虎，牠們在房間裏跳來跳去，也不管主
人的吆喝。另有一些成年貓，不這麼活潑
的，又顯得很怡然自得。回頭看這隻小
貓，怯生生的，像一團雲霧。到了晚上，牠
會從客廳偷偷蹭到房間門口，從門縫裏看
在床上的你，然後發出微弱的叫聲。
家裏因為有了這隻貓，就好像又多了一
個孩子。沒有話說的時候，可以看看貓，
聊聊貓。昨晚，我從武漢回到家的時候已

經凌晨12點了，第一次看到牠。早上叫女
兒起床的時候，她一看見我，就摟我
說：「你看到我的貓了嗎？」給她梳頭的
時候，她也在說牠是怎麼到處拉屎的——
牠因此被打了。諸如此類。但其實，她很
愛這隻小貓。為了獲得牠，她幾乎向妻子
爭取了一個禮拜。每天晚上臨睡前，她都
會抹眼淚說一遍，她已經跟同學說她要
有一隻小貓了，可是現在她還沒有。
妻子在無奈之下，只能答應。不過她們
簽了一個協議。內容如下：
養貓合作協議
（參與人：劉令儀、李源莉）
協議條款：我負責養貓、餵貓、洗貓，
老媽負責出錢並出一定的力！（合同永遠
有效，違反必究！）

我方條件：不可反悔、必須出錢！
對方條件：須負責養貓、餵貓、洗貓等

一切飼養工作，並一天玩手機時間不超過1
小時，否則必退款！
要求：雙方都同意
我方簽名：劉令儀
對方簽名：李源莉
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
協議很正式，兩個人的名字都是手寫

的，而且名字上還印了一大一小兩個手指
印。在買貓以後，這張協議後面又添加了3
個大大的字「已生效」。
我早上送她上學回來，看到這個協議，幾

乎就能從那兩三個感嘆號看出女兒的抗爭和
興奮。她為此也作出了很多犧牲，比如每天
只能看1個小時的手機。但她也是快樂的。

養貓

粵劇花旦的廣州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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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這座璀璨的城市中，粵劇以
其獨特的魅力，承載無數人的文化
記憶和情感寄託。而我，林穎施，一
位在香港成長起來的粵劇花旦，更是
深知這份藝術背後的厚重與深情。每
當我在舞台上演繹那些悲歡離合的故
事，心中總會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情
感，那是對家鄉廣州的深深眷戀與無盡
思念。今天，有幸在「名人鄉情」這一
專欄中，與大家分享我與廣州之間那
些動人心弦的故事。
我出生在廣州，一個歷史悠久、文
化底蘊深厚的城市。
在廣州的老城區，我度過了無憂無
慮的童年。我的藝術之路，離不開家庭
的熏陶和學校的培養。父母親是粵劇
「發燒友」，胎教及從小熏陶就是「睇
大戲」，家中常常播放粵劇DVD，這
讓我從小就對粵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廣州讀小學時，就開始接觸並學習戲
曲，天賦和努力很快得到了老師的認
可。後來，憑借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廣
東粵劇學校，成為獎學金學生，接受
了更為專業的訓練。在這裏，不僅學習
了戲曲的基本功，還深入了解粵劇的歷
史和文化，為我日後的藝術之路打下了
堅實的基礎。隨灣區文化交流的日
益頻密，我有幸經常參與兩地大型表
演，春晚、跨界演出等節目。
這次回廣州演出就如回家一樣，感
觸很深，深夜於故里凝視珠水湯湯，
淚珠與故鄉水相互交融。13年前的12
月8日，父親永遠離開我了，今年的
這天因緣際會，女兒與母親返回廣州
演出，在父親每年生日都帶我來的白
天鵝賓館緬懷一番，秉持他的好客大
愛，重親情之品格與優良教誨，這天
與媽媽及家人們於酒店聚親情，雖然
以前拍照的橋現在已經封閉，但是我
與媽媽在布置滿滿的聖誕裝飾及開滿
鮮花的大道上留影，猜想父親給我的
啟示就是讓我理解不同角度、不同風

景的含義……很想對父親說，爸爸，
您請放心，女兒會好好照顧媽媽，我感
覺到您其實一直在我身邊守護我，所以
遇見的一切我都會感悟為上天對我最好
的安排，您教導我以德感人，我也堅信
保持心善，百毒不侵。
女兒長大了，這次表演唱了您喜歡的

曲目，席間點了您喜歡的菜式，重溫舊
日的種種足跡，一幅幅父女情影畫活靈
活現於眼前，謝謝您與媽媽帶領我認
識進入粵劇這個寶庫，我會繼續努力。
人人愛我，我愛人人，大家要對身邊

親人大膽表達愛意，不要愛得太遲。
隨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離開了廣

州，前往香港追尋自己的夢想。然而，
無論我走到哪裏，廣州始終是我心中最
溫暖的家。每次回到廣州，我都會被
這座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所震撼。高樓
大廈拔地而起，現代化的交通網絡四通
八達，曾經老街巷弄雖已不復存在，但
那份獨特的嶺南風情卻依然深深地烙印
在我心中。走在廣州的大街小巷，我時常
會回想起那些年少時的美好時光。記得
小時候，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北京路
步行街。那裏不僅有琳瑯滿目的商品，
更有各種地道的小吃和傳統的手工藝
品。每次回到那裏，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停
下腳步，細細品味那份久違的親切感。
廣州的風土人情，是我心中最珍貴

的記憶之一。記得小時候，每當逢年
過節，家裏總會熱鬧非凡。大人們忙
準備各種美食和祭祀用品，而我們
這些小孩子則會在院子裏放鞭炮、捉
迷藏。那時的廣州，充滿了濃濃的煙
火氣，每個人都沉浸在節日的喜悅之
中。除了節日的熱鬧，廣州的市井生
活也讓我難以忘懷。在上下九步行
街，我總能看到那些勤勞的商販們忙
碌的身影；在東山口的老街區，我總
能聽到那些悠揚的粵曲聲和老人們悠
閒的聊天聲。這些看似平凡的場景，
卻構成了我心中最動人的廣州畫卷。

作為一位粵劇花旦，我深知自己與廣
州之間有不解之緣。粵劇，不僅是我
藝術道路上的重要支撐，更是我對廣
州深厚情感的寄託，因為我將自己對廣
州的思念和眷戀融入其中。我希望通過
我的表演，能夠讓更多的人感受到粵劇
的魅力，同時也能夠讓他們感受到我對
廣州的深情厚意。在未來的日子裏，我
希望能有機會為廣州的粵劇事業貢獻自
己的一分力量。我希望通過舉辦各種粵
劇演出和交流活動，讓更多的人了解並
愛上這門傳統藝術。同時，我也期待
廣州能夠繼續繁榮發展，成為一座更
加美麗、更加宜居的城市。
對於廣州的未來，我充滿了期待和

憧憬。我相信，在政府和市民的共同
努力下，廣州一定會變得更加美好。
我希望廣州能夠繼續保持其獨特的嶺
南風情和文化底蘊，同時也能夠與時
俱進，擁抱更加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期待廣州能夠

成為一座更加包容、更加開放的城市。
我希望廣州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創
新資源，成為一座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
城市。同時，我也期待廣州能夠繼
續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同合作，成
為一座更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城市。
這些故事不僅是我個人情感的流

露，更是對家鄉深厚情感的寫照。這
份鄉情與家國情懷，將永遠伴隨我
走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將激勵我更
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我也
期待更多的人能夠加入到這個行列中
來，共同書寫屬於我們的輝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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