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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謙虛的林家謙
我在電台工作已經超過20年了，訪問過的歌
手當然不少，甚至有時會在想，這個歌手我有

沒有訪問過呢？真的不太記得。
作為唱片騎師的我，經常會有些唱片公司朋友問我，有沒有
空訪問某某歌手，如果我有空的話，當然沒問題，畢竟做音樂
節目，除了揀選自己喜歡的歌曲或是聽眾們揀選的歌曲去播放
之外，有時也可以邀請一些歌手在節目亮相，談談生活、談談
音樂。不過自己知自己事，因為主持的電台節目不是在黃金時
段，所以慢慢便發覺，有一些當紅歌手是很難可以訪問到他
們的。又或者可能唱片公司的人會覺得，如果歌手只有少少時
間去接受訪問，他們寧願接受一些日間節目訪問，所以很多時
候就算自己很想訪問那位歌手，最終都沒有機會。
不過亦有一些唱片公司朋友很清楚我的節目內容及形式，他
們覺得上我的節目接受訪問，其實對歌手也有很大的幫助。因
為自己的節目比較多播放一些舊歌，所以如果有一定年資的歌
手，當他們舉行演唱會或推出新專輯，相信會覺得我這個時段
的節目非常適合他們。
雖然我說有些當紅歌手可能未必選擇我的節目接受訪問，
但亦有些很好的歌手，如林家謙。在他出道一段時間，我還
沒有收到有關唱片公司工作人員邀請訪問他，於是有一次問其
中一位節目主持人：「你知不知道林家謙該怎樣聯絡得到？」
原來要直接找他本人。當得到他的電話號碼之後，便問他有沒
有空上來我的節目接受訪問，他二話不說一起遷就時間。自此
之後，每逢他推出新歌或專輯時，我都會主動問他什麼時候有
空來上節目。他會記着我這個人，也會主動問我有沒有興趣訪
問他。
到今天林家謙已經是當紅的創作男歌手，仍然非常謙虛及友
善地對待任何節目主持人，是非常難得的一個人。正如早前，
我一個內地朋友，他主要是涉及一些音樂頒獎典禮的主辦人，
他問我：「有沒有可能邀請到林家謙出席，在日後如果推出新
歌的時候，也可以發一些歌曲給他們在內地播放？」我便立刻
聯絡林家謙，他也非常樂意把音樂傳送到內地給同胞一起分
享，最近他更推出首張國語專輯。可想而知，這個音樂人是很
值得我們的支持。

怎能孤注一擲
內地演員王星在泰
緬邊境的遭遇，再次

震驚區內人士，引發民間與多地政府
的關注。根據報道，若不是他女朋友
嘉嘉的機智和網民群起聲討的反響，
恐怕不會輕易脫險。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反應敏捷，立即

派出副局長卓孝業率隊到泰國與那邊政
府嚴正商討，提出要求協助遇事港人能
盡早回港。經過今次媒體廣泛報道事
件，大家對犯罪集團的手法已相對了
解，早在2023年，就曾有一套電影《孤
注一擲》，把這種騙局拍成電影。保安
局不妨考慮用這套電影做些宣傳活動。
《孤注一擲》由寧浩監製，申奧編
劇兼執導，張藝興、金晨、王傳君、
王大陸、周也、孫陽、鄧萃雯等人主
演的反詐騙犯罪片。電影上映時，已
直說是改編自上萬例的真實案件，聚
焦屢禁不止的網絡詐騙、網賭陷阱、
招聘拐騙等跨國犯罪活動。該片講述
電腦程序員潘生（張藝興飾）和模特
兒安娜（金晨飾）被海外高薪招聘吸
引，意外落入境外詐騙工廠的陷阱，
兩人想盡辦法逃離的故事……在南亞
某國，詐騙之風盛行，其背後隱藏着
政府監管的缺失與縱容。在這片黑暗
的土地上，科技產業園成為了詐騙團
伙的溫床，陸經理（王傳君飾）作為

頭目，以其狡詐與暴力手段，構築了
一個充滿罪惡的王國。
程序員潘生本是尋求高薪工作的平凡
青年，卻不慎踏入陸經理的陷阱，淪
為網絡詐騙的推手。他的命運從此被
黑暗籠罩，失去了自由與尊嚴。而安娜
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毅然地飛往異國
他鄉，卻不料淪為陸經理的玩物，用美
色為詐騙團夥牟取暴利。在這片人間煉
獄中，潘生與安娜彷彿陷入了無盡的絕
望。他們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護照被
沒收，生活被嚴密監控，彷彿再也見不
到活着出去的希望。
《孤注一擲》於2023年8月在內地上
映，同年發布海外，包括加拿大、澳洲、
新西蘭、美國、馬來西亞、英國、愛爾
蘭、新加坡、柬埔寨等地上映。2024年8
月24日，電影曾重映。因着是話題電
影，當時票房接近40億元人民幣，證明
看過的人也不少。可惜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仍然有不幸的人中招，未知今次
身陷險境的王星有沒有看過《孤注一
擲》，如有的話過程中他一定會有似曾
相識的警覺。有看報道說，王星不過是
個寂寂無名的小演員，但其實單以2024
年他參演過的電視劇有《狐妖小紅娘月
紅篇》《玫瑰的故事》《獵罪圖鑑
2》，也不是一些無人問津的劇集，30
歲出頭的他，實際也有一點點知名度。

被主流媒體嘲笑為
「瘋子」的特朗普回

朝，並在就職宣誓後隨即簽署近80項
行政指令，包括廢除前任總統拜登多
項決策，展示出一副超級強人格局。
無獨有偶，再度當上第一夫人的梅拉
尼婭也水漲船高，她以一身海軍藍裝
扮出現──雙排扣大衣套裙裝，配以
綴白條的同色寬邊帽子和高跟鞋，與
丈夫的衣着很匹配。
跟8年前那襲粉藍裙套裝傳遞出的柔
和、友善風格截然不同，這身出人意外
的深藍色綴白色形象，除了配合美國國
旗之色而顯示愛國之外，也傳遞出強硬
而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信息，就像她的
丈夫，也反映她成熟、堅強了。
作為首位來自東歐國家、被歸化的第

一夫人，又曾是名模，她本來是最佳的
美國夢主角和「美國面孔」，而美國傳
統上也有不成文規定：第一夫人是「美
式時尚」代言人。然而，由於特朗普那
不按常理出牌的個性，以及口無遮攔的
德性，被美國主流媒體抵制，連累這位
最具時尚價值的時任第一夫人備受時尚
界和時尚媒體冷落。
當時，多位美國名師包括Tom Ford、

Marc Jacobs等一早放話，不會為第一夫
人設計任何服裝，而以往，這卻是設
計師們夢寐以求的成名捷徑或發財良
機──諸不見，時年27歲的台灣旅美
設計師吳季剛（Jason Wu）正是為奧巴

馬夫人米歇爾設計白色就職禮服而一
夜成名；接着的多位少數族裔設計師
也因為替她設計服裝而受到關注，以至
一批被冷落的大師們集體抗議，呼籲
米歇爾別忘了美國傳統價值等。
不但如此，在之前4年任期內，梅拉
尼婭也遭到被業界視為「時裝聖經」的
美國《Vogue》拒諸門外，一直沒機會登
上這本向來樂於與權貴合作的名刊封
面。但她之前或之後的第一夫人，如希
拉里、米歇爾和拜登夫人吉爾都在任期
內上了該刊封面，後兩位更多達3次，
連前副總統哈里斯也上過兩次。諷刺的
是，早在2005年，與特朗普新婚不久
的梅拉尼婭卻曾以新娘形象成為該刊
封面女郎。《Vogue》尤其是任期逾30
年的主編Anna Wintour這種不公平的做
法，被不少媒體人批評，主流媒體更以
「明顯缺席」（Conspicuously Absent）
形容之。梅拉尼婭在特朗普再次贏得
大選後接受霍士電視訪問被提及這話題
時說︰「比起登上任何雜誌封面，我們
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我是否登上
該刊封面，對任何人的生活都沒有影
響。」但她指該刊「偏心」，坦言不再
對該刊封面感興趣。
隨着特朗普上台，梅拉尼婭穿誰設計

的衣服和登上哪家雜誌封面的議題，再
次被提出來。顯然，這不是時尚品味或
流行文化指標議題，而是一種政治姿態
和表態。

她會再登上哪個封面？

曾經在廣州、香
港、杭州、北京之

間為設計事業往返；不算奔波，只
算活躍跳動，那是在創意路上頗算
得意的一段路程，縱使身體曾經不
止一次患上大病，因為處境得意，
基本上沒有被壓迫、被抑鬱、被失
意的感慨，除了獲益經濟條件，亦
滿足設計遐想，機會不斷光臨，讓
我南來北往、東往西返繞着偌大國
土旅遊觀光。當年因應工作之便幾
乎跑盡全國所有省份及主要城市，
最窩心除了特別喜愛的杭州與北
京，還有廣州附近珠三角一圈的二
三四線城市，甚至比較偏遠的鄉
郊，需時有限，基本上在當年只是2
至3個小時必達的生活圈；跑去四邑
一帶吃地道煲仔黃鱔飯、去順德吃
廚出鳳城特色粗菜精製、去中山崖
口吃海鮮、去極不厭的佛山祖廟及
其旁的「嶺南天地」吃、買、遊。
「嶺南天地」的接待人員告訴

我，老資格的員工曾囑咐他們：鄧
先生12年前便曾來過……印象中那
次停留不止 12年，感覺相當久遠！
印象中，被邀參加當年「嶺南天

地」啟動儀式及活動從而停留數
天，散步走遍非常喜歡的大街小巷並
林木蒼鬱伴着排列有序的嶺南特色青
磚屋群及綠化園區，印象最深刻的其
實是數百年歷史的「佛山祖廟」。祖廟
供奉北帝，建於北宋元豐年間（1078
年-1085年），最初得名「龍翥祠」，
元末時期毀於大火，明洪武5年重

建，清光緒25年全面修葺。
遊走祖廟，最感興趣的便是嶺南

特色青磚建造的鑊耳屋群，這種建築
特色跟我香港新界老家的模式極為
相似，感覺特別親切。石灣位於佛
山，以陶瓷製作著名；石灣陶瓷遍布
祖廟，不少價值連城，至欣賞裝飾
屋頂的石灣公仔魚龍，當然也欣賞用
磚雕、石雕及木雕一應手工藝營造出
來的各式建築細節。祖廟也有黃飛
鴻博物館，可細觀一代宗師的源由、
生平及事跡；舞獅及功夫演出每天兩
次，每次都吸引以千百計國內外
老、中、青觀眾，場面相當震撼。
舞獅十分吸引，但筆者往往爭取在這
段人人拍掌叫好歡呼的時間，走進祖
廟不同的大小空間，細心觀賞大小不
一眾多拜祭及建築細節，每次都感
覺時光飛逝時間不足。
今次來了3天2夜，祖廟當然是必

然參拜的目的地，一旁佔地頗廣的
「嶺南天地」提供各式非常豐富的
吃喝玩樂，遊走期間起碼1至2日，
直至心滿意足！

佛山祖廟嶺南之光
看 戲 有 烤 鴨
吃，沒錯！排起

長長的隊伍，從烤鴨師傅手裏接
過現片現捲、熱乎乎的烤鴨卷，
一口咬下去。這是粵語版《天下
第一樓》在內地巡迴演出，幾乎
每地每場都有的幕間一景。尤其
北京場，來現場的是正宗老店全
聚德。除了烤鴨，觀眾在找尋另
一樣美食：蘿蔔絲餅。
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福聚德飯
館裏的三掌櫃王子西，他是東家的
姑表兄弟，也是三朝元老，在激烈
競爭當中，他能做得這麼長久，不
是他能幹，反而是因為他平庸膽
小，凡事不做主，守舊不思進取，
什麼事都不出頭，不擔責任躲着
走。他有一個嗜好：吃熱蘿蔔絲
餅，而且必須是致美齋。
致美齋是姑蘇菜館，早在1917

年就在北京開了分店，因為菜式特
別，很快達官顯貴、滿清皇族、民
間藝人、社會名流都成了這裏的常
客。名菜首推「四做魚」，又稱
「四吃魚」，即一魚做成四味菜
餚，紅燒頭尾、糖醋瓦塊魚、醬汁
中段、糟溜魚片，這四味魚饌色香
味各有不同，其它名餚有糟溜三
白、五柳魚、琵琶大蝦、清炒蝦
仁、燴兩雞絲、遊龍戲鳳、拔絲
西瓜均有獨到之處，此外還把江南
點心帶進了北京。致美齋的點心：
雪花龍鬚麵、燴杠頭、銀絲卷、蘿
蔔絲餅最為稱道，北方人想不到蘿

蔔能做出這麼好吃的點心。
蘿蔔絲餅是王子西的最愛，我在
王子西的台詞有寫：「好象牙白蘿
蔔綿白糖，配上青紅絲，玫瑰桂花
蜜，上等豬板油和的皮子，上爐一
烤，說它是酥心的吧，它餡是整
的，說不酥心吧，入嘴就化，就像
六國飯店的小六角磁磚，都連着個
兒的。」每天，王子西都要去致美
齋趕第一爐熱蘿蔔絲餅，這是王子
西的嗜好，也是他逃脫責任、不招
惹是非的借口。飾演王子西的演
員，是香港話劇團資深演員辛偉
強，他把一個老成、不夠聰明、膽
小怕事，有點滑頭，凡事繞開走的
人，演得入木三分，而他逃避的借
口，就是去買蘿蔔絲餅，幾處「蘿
蔔絲餅」的台詞，他處理得絲絲入
扣各有不同，引起觀眾的笑聲和關
注，就有了幕間觀眾除了烤鴨，
還要找蘿蔔絲餅的趣事。
蘿蔔絲餅在北京不多見，卻是香
港茶樓常備的點心，也可以自己
做，把白蘿蔔切成細絲，加點鹽十
三香花椒粉提味，大勺子裏刷上一
些食用油，往裏面倒入薄薄一層麵
糊，鋪上滿滿的蘿蔔絲，再在上面
倒上一層麵粉糊，把盛着蘿蔔絲和
漿糊的大勺子放入熱油鍋，炸到麵
糊稍微帶點黃色後，就可以把成型
的蘿蔔絲餅放入油鍋，直炸到蘿蔔
絲餅飄起來就熟了，麵皮金黃酥
脆，內餡柔軟多汁，蘿蔔絲新鮮可
口，別有一番風味。

蘿蔔絲酥餅

與肇慶星湖齊名的還有
鼎湖。我們由星湖區開車

到鼎湖山，大約半小時車程。鼎湖山與西
樵山、羅浮山和丹霞山合稱嶺南四大山，
鼎湖山更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也是中國5A級的風景區。鼎湖的空氣
中負離子含量全國最高，所以被稱為「天
然大氧吧」。顧名思義，鼎湖山是以鼎為
名。有一些傳說與黃帝有關，如他在此地
鑄鼎後升天，或是他賜鼎於此地。
在寶鼎園入口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達
個半人般高的巨硯。大家都聽過端硯是中國
四大名硯之一，肇慶古稱端州，端硯正是指
肇慶出產的硯。這個「守門大硯」甚有名
堂，名為端溪龍皇巨硯。硯身刻有108條水龍
和雲龍，長闊厚為2.76x2.16x0.21米，重2
噸，是全世界第一大硯和健力士大全的紀錄
保持者。
我們踏進園內，只見兩旁排列一個個小

鼎。再往前行，遠遠已可見在一個白色石台
中央置放着一個偌大的銅鼎——九龍寶鼎，
被稱為天下第一鼎。人們要從四面的梯級拾
級而上才能到達它的底部。很多遊人都在
梯級上拋寶牒到鼎內，就像大埔林村的人祈
福一樣。難怪我們未踏足園區時，表侄女已
問我要不要祈福，因為在園外出售的寶牒較
便宜。我們看人家使勁地拋牒便好了，不用
自己費勁。
我們從寶鼎園往下望，看到一個碧綠的
湖，岸上盡是蒼翠樹木，就像一顆綠寶石
般，好不漂亮。可惜我們不夠時間，否則我一
定會登上湖上觀光船在湖中暢遊。我們沿山路
拾級而上。這些山路不難走，加上景色怡人，
大家走走停停觀看景點，很快便從一個山上
的景點走到另一個景點。令我印象較深的是
飛水潭，當年孫中山先生與妻子宋慶齡女士
曾在此一遊和一游——在此遊覽和暢泳。
來到飛水潭，身心頓感清涼，空氣也特別

清新，大概是高含量負離子產生的作用吧？
山上有兩道瀑布，一道高而窄、一道低而
闊。遊客欲拍照留念，宜遠離瀑布一些，才
可同時把兩道瀑布攝入鏡頭內。池上有多塊
大石，讓遊人走到湖中拍照。我們那天看到
5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媽在湖中石塊上大
擺姿勢，所以我不等了，因為我不知道她們
何時才肯離開那麼漂亮的背景。山上還有建
於明朝的慶雲寺。見到這慶雲寺三字，我便
記起初中時曾到這座廣東四大名剎一遊。據
說寺內有逾百座大小殿堂，分布在七級5層的
廟宇之內。這些廟宇依山而建，錯落有致，
其「萬壽慶雲寺」的牌匾更是由慈禧太后所
賜。可惜我們走馬看花，未能細心欣賞這座
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建築物的布局和設計。
我們匆匆瀏覽鼎湖，臨別前在園前附近

購買一套端硯和筆墨，再攜30多隻肇城裹
蒸糉和肇慶特產劍花開車返港，心靈和肚
皮都大滿足了。

肇慶遊之二

舊年新味
新年的跫音，在歲月的長廊裏隱隱
迴蕩，漸近漸響，似是故人的輕喚，
撩撥着人的心弦。此刻，有人執着於
傳統年節的熱鬧和隆重，在爆竹聲中
尋找往日的溫情；有人偏愛平淡流年
裏的靜謐安好，於無聲處靜享生活的
本真。無論以怎樣的方式過年，這年
味兒在歲月的流轉中，在開放的時代
裏，在人們匆忙的生活中，已悄然發
生了變化。
就如昨夜，月色如水，我和先生在公
園裏散步，路燈拉長了我們的身影，
顯得形單影隻。我們一邊走一邊思考
今年過年的計劃。先生滿懷憧憬地
說：「能不能換一種方式過年？」未及
他詳細講述，我便心領神會：「你是不
是說旅行過年？」前段時間，我就聽女
兒說過，她朋友的父母每年都是去海
南過年，那裏氣候宜人，風景優美，適
合度假。他微微點頭，眼中閃過一絲
期待。我嘴角輕揚，笑意未達眼底，
心中早已泛起層層漣漪。
想起以往的歲月，父母公婆皆在，
孩子繞膝歡鬧，那是一段煙火氣十足
的時光。每逢年關，闔家團圓的期盼
如潮水般湧來，卻也帶來了忙碌與奔
波。家中大小諸事紛至沓來，洗洗涮
涮成了生活的主題。從自家的角角落
落，到父母家中的鍋碗瓢盆，每一處
污漬的淨洗，每一件衣物的晾曬，都
是為了迎接新年的鋪陳。這是孝順的
註腳，更是親情羈絆下的安心。
孩子尚幼，精力有限，工作亦如繩
索纏身，不得解脫。每年唯有臘月二
十三那天，方能求得半日清閒，因為
小年翩然而至，按照慣例，單位會放
半天假。沂蒙山區的舊俗，過小年，
餃子是桌上的主角，幾盤清爽小菜相

佐，芹菜的脆嫩、山藥的軟糯，皆為
年味添彩。還有那燉得酥爛的土雞，
香氣滿溢，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每
一刻都是親情的凝聚。
臘月二十五，這一天，我還可以請
一天事假，因為這天是我母親的生
日。還沒收拾完新年的家務，便又忙
碌着買菜做飯，給母親祝壽。後來，
生活更好，人口漸多，再到母親的生
日，便不再在家裏做飯，而是到酒店
訂一桌飯菜，一家人圍坐在亮堂的雅
間裏，飲料蛋糕齊全，燭火搖曳，映
照着母親慈祥的面龐，望着笑容滿面
的母親，心中的幸福感瞬間洋溢。
那時候，就是短暫的閒暇時光，都

不捨得輕易度過，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緊緊攥在手中。送走親朋，安頓好母
親，遂又出門，菜市場的熱鬧又將我
吸引，左看右看，買幾綑青菜，選幾
樣佐料，滿心歡喜地帶回家去。那時
的年，年年都有精密的計劃，比如青
菜，比如肉蛋，一份不多、一份不
少，所購之物，都用於大年三十最後
的晚餐。
我是一個喜歡傳統的人，但又不會

過於保守，老祖宗留下的年俗民謠，
於我像是一份溫馨的指引，而非刻板的
教條。它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但
不能全部拋卻，這是家族精神和文化
的傳承。比如「年二十八，把麵發」，
我在年二十七的晚上就已經把麵發下。
翌日，晨曦未露，夜色仍濃，我便起身
查看頭天晚上發的麵團。若麵團蓬鬆適
度，就在桌上放個案板，讓一個個饅
頭在反覆揉搓中成型，放進籠屜蒸
製，不多時，饅頭的香瀰漫滿屋。
此時，家人陸續起床，洗涮，圍坐
桌前，一邊喝我順手熬製的疙瘩湯，

一邊細品新饅頭的麥香，佐以鮮味小
菜。這尋常不過的早飯，在年的氛圍
裏，被賦予了別樣的儀式感。
飯後，轉身又入廚房，着手炸丸子。

挑選幾個水靈的蘿蔔，洗淨切絲，用
鹽略醃，擠出水分，盛於盆中，撒上白
麵，各種佐料依次加入，反覆攪拌，
均勻調成稠狀麵糊，燃火上鍋，待油
溫正好，一手握住蘿蔔麵糊，一手用
小勺在擠出麵糊的虎口處輕輕一刮，
一顆顆圓圓的丸子下鍋，在「滋滋」
的油炸聲中，年的味道愈加濃郁。
自臘月二十三小年起，闔家便處於

忙碌之中。廚房內，蒸出的饅頭熱氣
騰騰，炸好的丸子香氣四溢。屋間
裏，擦拭的傢具光潔如新，拖洗的地
板能照出人影，洗淨的衣裳收納得井
井有條。每一處角落的潔淨，每一絲
細節的變化，都源自心底對新年的那
份執着守望。過年，過的是一種心
境，是嶄新的氣象，更是煥然一新的
生活風貌。即便是忙碌，那也是忙碌
生活裏的一抹甜。當一切收拾停當，
環顧整潔明亮的家，心中充滿了滿足
感，這看似平凡的忙碌，實則蘊含着
沂蒙年俗的質樸厚重。
如今，老人離世，兒女又不在身

邊，每到過年的時候不免感到孤單。
如果選擇旅行過年，逃離日常瑣事，
尋求新鮮的體驗，當歸來時面對滿室
灰塵，處處雜亂，旅行時的快樂定然
消失。先生聽後表示贊同，我們達成
一致意見，在家過年，過個美好的新
年。即使出行，也是選擇更有年味的
鄉村，看看健在的老人，回憶過去的
時光，與兄弟姐妹熱鬧地聚會，在鑼
鼓嗩吶的樂曲中放鬆身心，以積極向上
的心態迎接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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