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曲星辰滿天
若要「追本溯源」，在中國演藝圈的歷史
長河裏，戲曲肯定佔有頗重要的一頁。回顧
過去的戲曲在觀眾的娛樂消遣環節中是有其

分量的存在，不同的年代亦有那些年的流行作品。到現在戲
曲因越劇橫空出生了一對舞台的「黃金搭檔」陳麗君和李雲
霄，圈粉了數百萬的觀眾流量，使戲曲再次成為民眾心中消
遣娛樂之一。因為現在的娛樂氛圍是有不少年輕一代，認同
原來戲曲是眾多祖父母輩們心裏的另一塊「瑰寶」，加上國
家及各省各縣的不遺餘力支持，令戲曲在現世代有了新的篇
章。以前戲迷們送贈予戲曲演藝人們「銀紙牌」，而現今的
戲曲演員卻勸喻粉絲們不要「亂花錢」送花送禮物，要將錢
花在提升自己生活素質上；而受「追捧」的戲曲演員表示最
想看到的是跟粉絲戲迷們「劇場見」。
有粉絲表示他（她）追捧戲曲女小生陳麗君，主要是被她

那份對戲曲的熱愛執着，辛勤練習的態度，散發着連串的
「正能量」所感染，而那正能量似在傳遞着人「受的委屈在
提醒要爭氣向上」的訊息：「陳李二人演出的很多劇目，經
常都能把台下觀眾的情緒帶入角色人物的情感當中，特別是
陳麗君的『眼神殺』，令戲的氛圍更見『濃厚』，使觀眾不
禁產生共鳴感；故此兩人各被冠以『陳傑出』和『李優秀』
的美名，只要兩人合體演出就是『王炸』。」
而戲曲界的人士也強調只是客觀地「實話實說」：「認識
陳麗君的朋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評價，覺得她為人努力又乖
巧，天生長相秀氣討喜，眼睛透徹光亮，抓住了觀眾的眼
球，她『爆火出圈』的同時，使戲曲受到更多的關注，乃是
一件不爭的事實。雖然愛戴演藝人的粉絲們心裏也有自己的
一把尺，但她在戲曲界的人氣成為頂流，令戲曲界不得不同
樣需要『偶像派』，這樣能直接將戲曲推廣至大眾心裏。兼
且要明白大眾沒有藝術家的心態，只是單純地喜歡心目中的
偶像，粉絲們主要看的是演藝人的品格，陳麗君就是一位
『德藝雙馨』的越劇演員；而事實上，很多粉絲們『才情』
比演藝人還要高！舉例陳麗君的粉絲團有着不少『才情兼
備』的；她們的口號是『星辰大海，與君同在』！亦有戲迷
『才情橫溢』將之改為『戲曲星辰滿天，與君卿同在』！足
見戲迷們的文學修養同樣是功底深厚的存在。」
中國戲曲藝術是需要如陳李二人這樣的人才。有些人對某
人某事一眼就是「緣」，坦白說戲曲行裏被陳麗君的扮相所
迷倒者，亦有不少數！

Max年代
HBO Max上線，
又一個串流加入市

場競賽。有趣的是，它的加入有賴
競爭對手宣傳《老友記》（Friends）
要下架，因為要回到HBO旗下，網
上更出現大家要盡快二刷《老友記》
的呼籲。現在《色慾都市》（Sex
and the City）還在Netflix旗下，不
知何時版權又會到期了。
另一宣傳趨勢，是現在飛機上的
影片有一大部分都是來自串流平台，
它們會放一部分戲劇到播放平台，我
就是在飛機上看了部分，然後心動想
看下去，於是便會考慮訂其平台了
（Amazon Prime、 HBO、 Disney
Plus也有標明）。其中《傳媒家族繼
承人》（Succession）是十分想追看
下去，回港後不久HBO劇集平台便
有得睇，現在我可在家觀看了。
《傳媒家族繼承人》的故事圍繞
着羅伊（Roy）家族的權力鬥爭，
他們是一個擁有龐大媒體帝國的家
庭。劇集開始於家族話事人羅根羅
伊的健康狀況惡化，之後引發了他

的4個子女——肯、希薇、羅曼和
康納之間的競爭，爭奪接班人的位
置。隨着劇情的推進，每個角色的
性格和動機逐漸浮出水面。肯是一
位渴望父愛的長子，努力證明自己
是合適的接班人；希薇是一位強勢
的女性角色，對於父親的操控感到
不滿，試圖用自己的方式獲得權
力；羅曼是一位玩世不恭的角色，
雖有潛力卻缺乏成熟度；康納則是
家族中的黑馬，對於權力的渴望較
弱，但卻有自己的政治野心。
劇情中，羅伊家族面臨外部威
脅，包括競爭對手的挑戰和媒體的
負面報道，使得內部的權力鬥爭更
加激烈。隨着代理執行官的爭奪和
家庭成員之間的背叛，故事情節充
滿戲劇張力。
此外，劇集也涉及到政治和社會
議題，角色在媒體帝國的運作中，
不斷面對道德和倫理的挑戰。在這
個時代傳媒早已式微，回頭看着一
套傳媒大亨的故事，很有懷舊感
覺。我十分期待故事的發展！

潮流又再興起回
內地置業，最近又

發覺有好多朋友已搬去中山、珠
海、深圳、佛山、南海、廣州住，
周圍都有樓盤，幾十萬一間，樣樣
齊全環境好，特別近期所見回內地
交通非常方便，配套設施都令香港
人安心居住，有些甚至不用付首
期，每月幾百蚊，抵到不得了。
朋友大部分都喜歡中山，就連不
少以前喜歡夜蒲的朋友，都在那處
定居，改變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
改變，朋友們閒着會選擇與左鄰右
里一起做手作，一班街坊借用在小
區的會堂，便到小工廠取些配件手
作做，大家只為有事情做，不為賺
錢的。朋友的太太笑說：「怎會想
到今日的生活方式，變得簡單輕
鬆，左鄰右里的關係那麼好，好像
我們年輕的時候那樣，和洽相處，
互相扶持。」想想能回復當年，真
的令人嚮往。
今日香港的左鄰右里實在奇怪，
都變得冷漠無情，就說我的貼門鄰
居，20年鄰居不知姓什名誰，齊齊
開門外出沒有打聲招呼，我想打招
呼他們立即轉面而去，我偶爾出入
開門碰到當透明。我跟着出去他們
砰一聲關上拍正我的面，這人半句
說話也沒有，真的豈有此理，好想
醒他一巴掌，怎會遇到這樣的黑

星；他們不單止是獨孤精，還是自
私精，我們住舊房子，有幸有個
「後院」，我為有這個後院覺得很
高興，當年老公身體狀況好，把後
面的地方堆堆砌砌，搞得似模似
樣，那些年引來一班好朋友，大家
經常組局，在後院打邊爐燒烤、飲
酒、吹水，自從獨孤精搬來，他們
不喜歡我們熱鬧，說影響他們休
息，大抵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把我
們當仇人，不單警告我們，還把垃
圾堆滿後院，不清潔不打掃，天晴
曬落雨淋，變成一個藏污納垢的小
型垃圾站，簡直可惡到極點。
貼門有自私精鄰居，應該是不幸
的，猶幸對門的又很不錯，一位近
百歲外籍老太太，有幾個女傭照
顧，他們跟咱家都很友好，我們遇
上困難，她們會主動幫助，這樣的
鄰居抵消了貼門的鄰居帶來的對心
情不良的影響。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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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聖誕佳
節，首先在這祝願
大家節日快樂，團

圓幸福！我記得每一年的聖誕，我
在專欄都會講講聖誕故事，聊聊聖
誕的意義，今年我們先來說說前不
久一部新的美國聖誕故事電影
《Red One拯救隊》。
電影講的是聖誕老人被壞女巫Gry-

la 綁架，Gryla 吸走聖誕老人的魔
法，複製水晶球，想把列入名單的頑
皮孩子都關進水晶球。男主人公積克
受僱神秘客戶而洩露了聖誕老人行
蹤，導致聖誕老人被綁架，但最終與
聖誕老人的北極安全主管卡爾合作，
救出聖誕老人，打敗Gryla，也保護
了歡樂祥和的聖誕節日。
電影中其實涉及幾個方面的聖誕

意義，第一是家庭的關係，積克與
妻子離異，也與兒子溝通不佳，但
當和兒子一起被捲入危險時，卻敞
開心扉，真正信任對方，最終成功
脫險，並重新發現到，家庭的實質
還是彼此的理解、信任和關愛。第
二是人生的信念，電影裏卡爾在聖
誕老人被綁架前，本來已經提出辭
職，原因是對世界上人類頑皮孩子
的增加感到失望，但當他和積克經
歷冒險之後，卻重新看到了如果有
愛有信念，就能克服困難，改變人
心、改變世界，因此最後又重新擔
負起保護聖誕老人之責，投入他所
熱愛的事業。第三是成長的機會和
更好的希望，積克人到中年，家庭
事業都不如意，但經過冒險，又重
新看到了做更好自己的希望，重新
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和熱情。
我從電影中也想到了今年一年我

的生活工作，首先要感謝我的家人
們，有了他們堅強的後盾支持我，
我才能夠勇往直前追求我的事業，
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幸
福和幸運。今年我做了很多一直想
做的事情，包括剛剛完成的內地巡
演，我覺得人生的信念很重要，要
常懷做更好自己的心意。雖然我已
經走過一甲子，但我覺得經過努
力，我還在不斷成長，我更了解自
己要什麼，也更直接去做我想做的
事情。最讓我高興的是，我跟青年
樂手和學生們一起成長，今年的巡
演反響都特別好，我為香港弦樂團
所有樂手的努力，感到非常自豪和
欣慰。我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
樂學院的教授，前幾天指導的兩個
學生也剛剛考試完，其中一位學生
本來基礎不佳，很多方面需要我去
幫助調整，但他自己經歷了非常艱
苦的階段，成長了很多。
從學生的成長中，我也領悟了很
多道理，我覺得教育是給人機會，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成長和夢想都
要適合自己，不要盲從，要思考自
己的人生意義，思考能為世界做點
什麼？復旦大學的教授梁永安曾經
說，成長的必經階段是「南瓜階
段」。他說，我們最大的關心是推
動年輕人認識自己的過程。南瓜種
子剛長出來細細的一點點，非常寂
寞，它拚命奮鬥最終才長成大南
瓜，年輕就是這樣，最難熬就是那
個藤孤獨延展的時候，任何一個與
眾不同的人都是這樣經歷過來的。
我很同意他，忍耐和獨立，永遠是
成長的考驗，但卻能錘煉出更好的
自己。

聖誕的意義
五三年打上海南
來，佇居北角，一
住半世紀，對北角

有一股不能捨離的情懷。
那年代，北角住的幾乎清一色上
海人，粵人不多，遑論閩人。馬路
上，聽到的都是滬語（上海話）
「阿拉儂」，難怪我父我母到老也
講不好廣東話，當跟往來的多是上
海朋友有關。北角面積不大，西起
銅鑼灣，東迄太古船塢，人口不到
十萬，疏疏落落，卻有「小上海」
之名。我的老家在英皇道387號，4
層高唐樓，一梯兩伙，面積逾千
尺。華燈甫亮，我家熱鬧起來。媽
媽的上海姐妹淘都來湊熱鬧，緞
子旗袍、高踭鞋子、素手鑽戒、腕
上名錶，隱現夜上海風華。我家客
廳放有一台留聲機，播放時代
曲，周璇的《夜上海》、李香蘭的
《夜來香》、 白虹的《醉人的口
紅》、龔秋霞的《秋水伊人》……
醉人名曲，阿姨、叔叔相擁起舞
於客廳，濃情蜜意，小孩不懂，
只求阿姨手上的棒棒糖，可否賞
小弟弟一口？
我家面對英皇道，一條電車路通
底，左邊是糖水道電車總站，斜對
面都城酒樓夜總會，名歌星方逸華
主唱於此。某日午，媽媽帶我往都
城午茶，在燕子道口，一麗人迎面
而來，手提紙袋，一見我母，打招
呼說︰「葉太太，你到哪裏去？」
麗人中等身形，臉稍闊，一臉客
氣。媽媽回道︰「吃茶去，方小
姐，儂呢？」「哎唷，昨天夜裏，
在音樂台上，一蹩腳，弄斷了鞋
根，現在攞去明園西街叫老師傅修

一修！」媽媽喔喔叫起來「方小姐
呀，弄斷咯，買過一對嘛，華納的
皮鞋不錯呀！」指着隔三四家店舖
的「華納」皮鞋公司。麗人笑了一
下「不不不，換個鞋根，還可以穿
呀！」麗人是誰？便是後來的六
嬸，富可敵國。
上海人既多，自有上海菜，四五
六最出名，米拖黃魚、清炒蝦仁，
最出名；另外，北角道上有花園飯
店，大排檔也，卻招盡王孫公子，
富商巨賈，妖嬈名雌，上海老大徐
季良更是每夜必遣女傭來買鯊魚
羹。不愛上海菜，有廣東菜，北大
店面不大，客似雲來。西餐嘛，有
皇后飯店，老爸兄弟、假洋鬼子閻
伯伯，愛動刀叉，曾帶我去吃過，
羅宋湯、蝦多士、英式牛扒，至今
齒頰留香。
頭上有煩惱絲，北角也有名店上
海大光明侍候男女賓客，技術一
流，服務熨貼，收費高昂。我是小
毛頭，只能花一元幾角幫襯春秧街
真光理髮廳，廣東師傅，揮動剪
刀，嚓嚓嚓，也能把頭上煩惱絲理
得妥妥貼貼，絲毫不遜大光明。上
海人重視一日三餐，早上作興吃泡
飯，就是隔夜飯用熱水泡軟，伴以
醬瓜、榨菜、豆腐乾。
我最喜糖水道的德昌大排檔，熱
熱的鹹豆漿、粢飯，天下美味。在
387號住了幾近20年，我幾乎漏記
了一件舊事，就是在這裏，我見到
了聞名文壇的女作家張姑姑愛玲女
士，是蕭三平伯伯引她來的，端坐
扶手沙發上，瘦骨崚嶒，孤高幽
獨，小孩不敢近。70年了，不知怎
地，我沒忘記她。

細數北角滄桑

澳門教堂很多，在老城區
走不了幾步就能遇到一座。

外牆多是明黃色，也有清新的蘋果綠，看起來
賞心悅目，與這座城市流露出來的氣質，有一
種共擔風雨的融洽感。臨近聖誕節，教堂也都
裝扮了起來。開放的庭院裏豎起巨大的聖誕
樹，門廊掛上雪松枝花環，雖不如商家們裝置
的絢爛奢華，節日的氛圍反倒更顯濃郁。教堂
和廟宇一樣，都受十方信眾供養。簡潔的樸
素，是另外一種隆重。來來往往的遊客遇到
了，進去轉一圈，拍拍照。不為別的，親近聖
潔，祈求祛病消災，祈願時來運轉，總是人之
常情。這也是宗教在世俗生活裏得享香火、得
以傳揚四方的重要原因吧。
葡萄牙人四百多年前侵佔澳門，帶來了西
方的宗教文化，興建了不少天主教堂及修道
院，其中最著名的聖保祿教堂及學院，之後
亦壯大成為歐洲宣教士到中國傳教的基地。
現在殘存的前壁遺址俗稱「大三巴牌坊」，
仍舊是辨識度最高的澳門地標性建築，每個

到訪澳門的遊客，幾乎都會去拍一張打卡
照。時至今日，澳門以獨立建築物形式存在
的大小聖堂有18間，設立在公教機構建築物
內的小聖堂有55間。
英國人一百八十多年前侵佔香港，也帶來了
西方宗教文化。香港現在有104萬基督徒，有
39萬天主教徒。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香港便
覽》顯示，基督教徒在香港擁有1,300所會
堂，以華語宣道，包括本土宗派和其他獨立
教會。天主教徒在全港有39座教堂、30座小
教堂和26個供舉行彌撒聖祭的禮堂。其進行
的彌撒聖祭，大多以粵語、英語進行，有些也
採用菲律賓語。香港最出名的教堂，應該是位
於花園道的聖約翰座堂，這也是香港最古老
的哥特式教會建築物，常年在各類社交媒體
上被作為香港打卡地推薦。近幾年，隨着半
山區堅道上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修繕完
工，也頻頻登上熱門打卡推薦榜。
信奉佛教和道教的香港信眾，則旗鼓相

當，各有100萬人。與之相應的，香港有超過

400座佛寺及道場，道堂宮觀超過300 間。
在香港和澳門，紀念耶穌降生的聖誕節，

和紀念釋迦牟尼佛誕辰的佛誕日，都列為法
定假日。不過，澳門人比香港人多享受一天
假期，即每年12月8日的聖母無原罪瞻禮，
也屬澳門法定假期。天主教相信耶穌的母親
瑪利亞在靈魂注入肉身的時候，即蒙受天主
的特恩，使其免於原罪的玷染。澳門的天主
教徒每年這一天都舉行慶祝活動，希望能藉
此脫免一切罪惡，保持心靈純潔。我記事
起，家裏的客廳就設有祭台，供奉的是一幅
巨大的手持天堂鑰匙的聖伯多祿畫像。每逢
禮拜日，穿上祭衣的神父就會登上祭台，主
持彌撒，鄰近趕來的信眾們跪倒一片，客廳
裏、院子裏，甚至門外的路上都是人。
後來新教堂建成了，祭台和聖像才都陸續

遷走。客廳掛聖像的地方，空置了很多年，
又掛上了春夏秋冬四副山水條幅。每每駐足
於此，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莊嚴感，久久不
能釋去。

香港有多少教堂

在北京的這幾天，我的思緒一直被感
染着，心中那一條青春的河，躍動着、
奔湧着，帶我遨遊精神的家園。
上個星期六，我跟隨「華夏博覽看今
朝」研學團來到北京。當晚，在國家大
劇院，我欣賞了歌劇《冰山上的來
客》。晚上7時，大幕拉開，精美的布
景之中，遼闊的帕米爾高原躍入眼簾，
這裏有聳立的冰山、奔流的雪水河與茫
茫的戈壁灘，這裏是屬於中國的神聖領
土，是祖國大家庭中塔吉克族兄弟姐妹
世代生長的美好家園。戰士阿米爾出場
了，他那美麗的新娘出場了——只是他
不知道這新娘，是特務冒充的。我的心
被一幕一幕的劇情揪得緊緊的：英雄的
阿米爾啊，你到底能不能辨別出這個假
扮新娘的敵人？而那反覆詠唱的主題曲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讓我在歌聲
中，看到了那一代人熱火的戰鬥的青
春！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剛剛
成立，邊境還很不安寧。「花兒為什麼
這樣紅，紅得好像燃燒的火，它象徵着
純潔的友誼和愛情……」如花朵一樣的
年紀，追求幸福美好的愛情，然而，阿
米爾等年輕人，不負重託，在諜影重重
的情報戰中將個人命運和幸福同報效祖
國緊緊相連。這需要何等的心胸和膽
識，又需要何等的睿智和勇氣啊！在全
劇結尾處，看到匪首阿曼巴依、江罕達
爾等無一漏網，均被我邊防將士抓獲，
我的內心暢快極了。當《花兒為什麼這
樣紅》再次響起，劇中犧牲了的英雄再

次浮現在眼前，不知不覺，我的眼裏蓄
滿淚水。親愛的祖國啊，從75年前的
戰火與硝煙走到偉大民族復興的今天，
不正是因為有這麼多「用鮮血澆灌的青
春的花朵」嗎？而我平日裏在香港求
學，享受着和平寧靜的生活，我的生活
又應該綻放怎樣的花朵呢？那天晚上，
我思索着，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 我來到了北京故宮博物

院。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到訪了，但這次
又格外不同。冬日的故宮，那麼平靜、
祥和、靜謐，暖陽與碧瓦飛甍相得益
彰，呈現出大氣之中的別樣韻味。深紅
色的宮牆，金黃的琉璃瓦，雕樑畫棟，
領略着穿越數百年的厚重與靜美。沒有
了夏日裏的炎熱與浮躁，我可以將那湛
藍天空之下的故宮，像欣賞中國古代工
筆畫一樣，一幀一幀地細細欣賞。思
緒，像脫了韁的野馬，絲毫沒有束縛，
真切地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和優
雅。我不禁想到香港故宮博物館，到底
還是小了一些、侷促了一些。展品的交
流，真的無法代替對於宏大建築本身的
理解；數字技術、影像技術再發達，也
無法取代我們作為個體的人，來到那恢
弘的建築之中，體驗天、地、人的相
互感應。我很幸運，當代中國的4個
「故宮」，我都參觀過：瀋陽故宮的
滿族文化特色，台北故宮珍藏的書法
和繪畫，香港故宮不定期舉辦的中西
文化交流特展，都令我目不暇接。但
只有在北京故宮，我才真正地體會

到，一種厚重的文化、一種源遠流長的精
神，在滋養着我。在北京故宮的每一刻，
我的內心都在反覆寫着兩個字：「華
夏」。如果說，作為一名香港青年，我是
祖國的花朵，那麼這種文化的滋養與澆
灌，不僅必要，而且意義深遠，它讓我
強烈地感到，我是一名中國人，我是一
名炎黃子孫，我的血液裏流淌着屬於華
夏的基因，我是多麼的自豪和幸運。
之後的幾天，我登上鐘鼓樓，鳥瞰北

京城，中軸線文化近在咫尺，又那麼浩
瀚無垠；我來到王府井，在中華老字號
聚集的步行街，感受北京中軸線的發展
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燈下，當我拿起文學的筆，記下這寶

貴的經歷，耳邊又一次響起《花兒為什
麼這樣紅》那動人的旋律：「……花兒
為什麼這樣鮮，鮮得使人不忍離去，那
是用了青春的血液來澆灌……」我青春
的熱血，縱然不是在戰爭中揮灑，但也
必須將自己的志向、理想和信念，融入
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每一
天；用中華文化的博大、用日日精進的
學業，把那生命的花朵，澆灌得愈來愈
紅、愈來愈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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