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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年先算」 ，這是最近經
常聽到的一句魔法咒語。這咒語威
力強大，面對任何困擾你的煩心瑣
事，無論是關於工作還是來自生
活，只要念出這句咒語，就可以瞬
間創造出一個 「過年力場」 ，將一
切煩惱阻擋在外，給自己的心靈留
下一方寧靜。

在這一方寧靜之中，讓辛勞一
年的自己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在
這一片祥和之中，心安理得地享受
一下平時無暇享受的美食與 「睡到
自然醒」 的睡眠。

可能也正是由於 「過完年先
算」 的威力強大，所以它自然不可
能永久生效， 「咒語」 的有效期根
據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香港
的 「過完年先算」 ，有效期也就持
續短短四天，運氣好，碰上兩天周
末的話，可以延續到六天。但它在
內地的變體 「過完年再說」 雖然只
有兩字之差，有效時間就長得多，
一般能持續八到十天，長的更有足
足半個月。真是讓人羨慕不已。

其實每個使用 「過完年先算」

的人，心中都非常清楚， 「過完年
先算」 雖然威力強大，但只是推遲
問題，不能解決問題，被推遲的問
題也並不會自己就煙消雲散，但大
家還是樂此不疲。畢竟，辛苦了一
年，到了歲末年終，這幾天的休憩
是理所當然的。即使這些問題年後
還是要面對，但至少這幾天給自己
一個清靜。

新年的意義，在於辭舊迎新，
「辭舊」 正是將過去的煩惱拋去九

霄雲外，而 「迎新」 則是滿心希望
憧憬未來，為新的一年做好準備。

此時看到這篇專欄的你， 「過
完年先算」 的有效時間應該已經過
去，要開始重新面對過年之前面對
的那些問題了。在這裏，利貞祝您
牛年之中，牛氣沖天， 「牛」 轉乾
坤，各種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心想
事成！

「我眼看着這個世界漸漸的蛻
化成一片荒野，我聽到永無止境的
雷鳴般的譴責聲，那也會將我們毀
滅，我能感受到千萬人正經歷着的
苦難，然而，假如我仰望蒼穹，我
相信一切還會變好的，相信這樣的
殘酷終究會結束，相信和平和安寧
一定會復返。」

在沒有讀過《安妮日記》之
前，相信很多人去阿姆斯特丹都會
跳過王子運河邊上永遠都在排長隊
的 「安妮之家 」 （Anne Frank
Huis），想不通究竟是什麼讓來自
世界各地的遊客對這樣一幢老舊的
破房子 「趨之若鶩」 。但若讀過
《安妮日記》，僅是看到這間小屋
裏的窗戶，都會忍不住心酸淚流。
因為它投射着一個熱愛生活與渴望
學習的猶太少女離開人世前二十五
個月的青春歲月。

這個不到七十五平方米的密室
是安妮．法蘭克與家人和朋友在二
戰納粹佔領荷蘭期間藏匿了兩年多
的 「家」 ，沒有陽光，沒有白天。
父親在安妮十三歲時送給她的日記
本就成了安妮生活中的光。最可貴
的是在炮火中戰戰兢兢過活的安妮

純良的人生觀，她的文字鼓勵着自
己懷揣對和平自由的渴望及對人與
世界的希望。雖然有時也會絕望。

「我心中有個小小的安慰：我
的鋼筆被火化了，恰如我希望有一
天自己也能這樣！」 一九四四年八
月一日，安妮寫下最後一篇日記。
三天後，她被抓進集中營，飽受折
磨後於次年病逝，十五歲。只有父
親存活。

親身走進安妮的 「家」 ，再重
讀日記，更會讓人攥緊當下的和平
光景，珍視雖然自己會抱怨但卻是
別人連抱怨都沒有機會的幸福生
活。 （荷蘭行之三）

冀自由與和平的安妮 掃禍得福

我的城，我的愛
大年初一，黎明時分，我站在

落地窗前，望着半山高高低低的樓
宇，在晨曦之中，漸漸地渲染了色
彩。我知道，新春就在光明的愛撫
之中無聲地奔跑而來。凝思間，有
雄鷹在山間掠過，用翱翔的姿態，
劃過有力的弧線。

不覺中，天已大亮。這個時刻
的城市，安靜又泰然；清晨的街
道，寧謐又清晰。從金鐘道一路東
行，中港大廈、宜發大廈、永昌大
廈，這些平日裏匆匆而過來不及細

看門牌的名字，如此真實地出現在
眼前，讓我凝神細看，細品它們的
色彩，詳見它們的建築風格，它們
底樓臨街的店舖，從地產公司到福
建茶莊再到古樸的當舖，林林總
總，帶着那麼濃郁的市井氣，雖然
此時空空蕩蕩，但於我，它們更有
溫度和力量。

過了分域街，轉入莊士敦道。
以星城肉骨茶招徠街坊的新加坡餐
廳、專門營生北方餃子的東北菜
館、Five Guys漢堡店，用不同的方

式告知開市的時間：有的簡潔，直
筒筒地掛上 「close」 的牌子；有的
生動， 「初四開市」 幾個手寫毛筆
字遒勁有力；有的俏皮，在告示紙
上還用簡筆畫畫了幾隻牛，仿似那
眼睛還眨呀眨的。

穿過大王西街、大王東街、汕
頭街、廈門街，利東街上大紅燈籠
高高掛，我深深地懷念着當年喜帖
街的盛況和舊日風情。利東街盡
頭，便是皇后大道東，交匯的街角
處，榮華餅屋老店的新春第一鍋蛋
撻已經出爐，香氣四溢。行人漸漸
地多了起來。沿皇后大道東行去，

賽馬會公園、灣仔公園，晨練的年
輕人三三兩兩；律敦治醫院、鄧肇
堅醫院，這些平日在新聞裏常見的
名字此刻一一來到眼前。陽光打在
臉上、身上，照進我的心底。

這是我的城，我不過是這個城
市的普通打工仔，但我會堅定地在
這生活一輩子，永不離開。

過完年先算

從小到大，學書法的flag立了幾次，
都自食其言，至今仍是一手 「蟹爬體」 。
好在電腦寫作一統天下，用筆之處少之又
少。微信好友中頗有擅書法者，常抄了詩
句、經文，或自家感悟，晒在朋友圈裏，
看了叫人眼熱。春節，學書念頭愈發強
烈。寫幾幅對聯，再不濟寫幾個福字，自
己欣賞一下也是極好的。

春節送福是一種傳統。或因能書者日
稀，退而求其次，印刷的 「福」 字，成為
春節文創產品。這幾年流行網上 「集福
字」 活動，掃一掃福字圖片，能得一張
「福卡」 。這本是很有創意的活動，最近
卻鬧了個大烏龍。

事情要從一家出版社製作 「福」 字文

創說起，選字者把書法 「禍」 字誤認作了
「福」 字，好在有人發現，春節前下架收
回，亡羊補牢，可謂萬幸。雖古人說過禍
兮福之所倚，從哲學角度而言，參透禍福
相生，是極高明的人生態度，但年節之
際，都想討個好彩頭，誰會願意迎 「禍」
進門呢？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用手機軟件
掃這個 「禍」 字，竟也被識別為 「福」 ，
手機會送出一張名不副實的 「福卡」 。掃
「禍」 而得 「福」 ，如是有意為之，不失
為暖暖的善意，但大概率是手機無法識別
是 「福」 是 「禍」 。於是，有了這樣的黑
色幽默。

當然，對於不熟悉書法的人而言，辨
認書法確實不易。這也說明人工智慧與書

法還需多一些親密接觸，才能提高識別書
法的能力。寫到這裏，又想起最近一則新
聞，我在這個專欄幾次寫到過的機器狗
Spot在get 「集體舞」 技能之後，因為腦
袋部位安裝了一條手臂，又有了不少新把
戲，其中之一是 「寫書法」 。當然，從曝
出的圖片來看，它不過是在地上寫了
「Boston Dynamics」 （波士頓動力公
司）這幾個字。比起變幻玄奧的中國書法
來，英文字母容易多了。不過，誰又敢拍
胸脯說，機器狗不能學會真正的書法呢？
但願到時候它明辨禍福。

恭喜發財！祝各位萬事勝意、身壯力
健！

過年重意頭，有市民接受訪問時透露
單是買揮春就花了數百元，又有人表示不
吝價錢也要找靚年花，更有人準時上廟宇
安排的 「網上頭炷香」 ，可見人們多喜歡
新正頭做吉利的事，祈求全年順境。賀年
歌也是新春必備的，在香港常聽到的粵語
賀年歌包括《歡樂年年》、《迎春花》、
《祝福你》等，內容皆為賀新歲、意頭
話、鋪天蓋地式的祝福。然而，有一首賀
歲金曲十分特別，就是 「歌神」 許冠傑主
唱的《財神到》。

賀年歌為迎合大眾的幻想與期望，歌
詞多多少少涉及不勞而獲的期盼，因為呆
坐家裏，錢從天降，是許多人的歡樂狂
想，本來如實反映也無傷大雅。不過，由

許冠傑與黎彼得合作填詞的《財神到》卻
不落俗套，它喜氣貼題、用語貼地，卻不
忘教人心存善念與踏實過活的道理，如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
／財神話／搵錢依正路」 。 「財神到」 本
來是極直白的話，毫不掩飾地愛財，但好
一句賺錢依正途，好心有好報，教化不着
痕跡，簡潔清晰地提升了內容層次，讓聽
眾容易接受外，又具潛移默化的作用，十
分高明。此外，相信財神，留意風水運
程，是許多人過年時愛做的，可是歌詞又
道： 「成日有吉星照／百事無忌」 ，輕輕
鬆鬆就既滿足聽眾心意，又四兩撥千斤，
勸勉人們祈求好運之際別過分沉迷執著和
拘泥禁忌。

《財神到》是一九七八年二月發行
的，至今仍家傳戶曉，內容從沒過時，有

些部分更非常貼合時下社會的需要，予人
適切的鼓勵。例如 「共親友相見／說話投
機」 、 「大家無爭鬥／快樂無憂／聽隻歌
輕鬆吓／拋卻恨愁」 ，歌詞具體呈現的，
不就是香港以至全世界現在都需要的和諧
包容嗎？由此可見，《財神到》不單是賀
年之選，也是 「神級」 粵語流行曲。經典
就是經典，它鬼馬幽默地反映現實，表面
淺白簡單，背後語重心長。望天降財神是
人之常情，但我們還是要如牛付出勞力、
辛勤實幹好了，因為世上並沒不勞而獲，
即使真的 「財神到」 ，也要靠自己 「走快
兩步」 才有前途。

牛年初四，恭祝讀者身體健康，如意
吉祥。慶幸今天仍是公眾假期，不用以周
星馳電影的名句 「年初四咁嘅樣」 來應
節。話說一九九八年的喜劇電影《行運一
條龍》，劇情講述茶餐廳被地產惡霸強行
收購，吳孟達飾演的茶餐廳老闆向周星馳
飾演的夥計形容惡霸面貌： 「年初四，假
又放完，錢又使晒，工又要返，點會有好
樣！」 觀眾笑破肚皮，但卻道出港人心
聲。

香港中西文化合璧，節日假期較其他
城市為多。西曆和農曆新年大多在一至二
月接連出現， 「打工仔」 都能盡享假期。
作為中國人，農曆新年是全年最重要的日

子，故此香港年初一至年初三都是法定假
期，大部分人在年初四重新上班。今年適
逢年初三是星期日，故此今天初四順延作
為假期，人人喜上眉梢，繼續休息。

我對十二生肖沒有研究，只知道牛是
勤奮、盡責的動物。粵語形容某些人 「做
牛做馬」 ，意指勞動階層營營役役，艱苦
工作。農業社會時期，牛隻為農民耕田或
運輸，乃是人類的 「最佳拍檔」 。即使遇
上天災失收，農民仍會盡力保存牛隻，不
會輕易變賣，更莫論隨便將牛隻食用。香
港的新界從前有不少農地，牛隻隨處可
見。隨着社會變遷，經濟轉型，農業逐漸
式微，牛隻的地位亦見減退。近年在大嶼

山梅窩附近，曾有流浪牛被汽車意外撞
死，引起市民關注保護牛隻的安全，可見
香港人對動物的珍愛善心。

中國佛教禪宗流傳不同版本的《十牛
圖》，以牧童喻心、牛隻喻性。概括而
言，牧童在尋牛、見牛、得牛的過程中，
發現自然真貌，警覺內心真諦。人生在
世，到底應該追求什麼？經歷了一年有多
的新冠疫情，波折重重，困難處處。但願
我們都能以牛隻的堅忍態度，面對疫境，
無怨無悔，默默耕耘。

牛年初四

財神到

當被問到二○二○年的經歷，許多
美國人都說：這一年似乎什麼都發生
了，又似乎什麼都沒發生。新冠疫情、
種族矛盾、大選風波，大概是美國二○
二○年排名前三的重大事件，對個人生
活、社會氛圍、國家前景都發生深遠影
響。圍繞這三大主題，重則家破人亡，
輕則親友反目，每個美國人都覺得過去
一年真不太平。但說到個人的具體境
況，不是宅居在家，就是社交隔離，與
同事、朋友、家人的聚會無法實現，很
多以往愛好的活動不能進行，大家的寂

寞、苦悶可想而知。
鼠年過去，牛年到來。過了春節，年曆翻新，

二○二○年底就在微信朋友圈裏隨處可見的 「實屬
（鼠）不易」 、 「牛（扭）轉乾坤」 等善禱善頌，
似乎終於名副其實了。但春暖還早，世界人民還在
等待疫苗接種中苦熬歲月。回顧往事，展望未來，
過去一年宛如一個漫長的嚴冬，我們都或多或少放
慢腳步，進入 「休眠」 ，保存實力，以待來年。

在黑暗和光明交織的時刻，越發覺得凡事都不
再 「理所當然」 。當時只道是尋常的家長裏短，現
在成了無法實現的奢望。且不說穿越國界、回家團
聚或長途旅行、出門遊玩，去小餐館吃頓飯、和朋
友一起喝個茶，都可望不可及。然而在艱難等待
中，我也慢慢學會耐心與不確定和諧共存。古人說
事緩則圓，因為堅持到最後總會有個自己可以接受
的結果。事態不如人意也無妨。雖說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其實除卻死生無大事。活着就有希望，
死了一了百了，更不必掛心了。

新春到來，我願做到生無悔，逝無懼，人生一
場，終歸大化。

新
春
感
言

今天是辛丑年大年初四，首先
恭祝各位讀者萬事如意、賞心樂
事。

今年生肖屬牛，與牛有關的音
樂在中西音樂文獻中有哪幾首？

大家可能首先想起的，是法國
作曲家比才的歌劇《卡門》中膾炙
人口的詠嘆調《鬥牛士之歌》。一
九八二年此劇作為中法文化交流協
定的項目，中央歌劇院在法國指揮
大師皮里松執棒下，全劇以中文演
唱，結果在北京連演二十五場，一
票難求（附圖）。三年後在上海再
演二十五場。一九八八年更首次在
香港藝術節上演，由鄭小瑛指揮，
還是以中文演出。

另一位作曲家海頓，大家可能

想起他的第九十二交響曲，又名
《牛津》。其實他的確與一首名為
《牛》的小步舞曲有關。他的學生
為了紀念老師，根據老師的作品，
在歌劇中寫了一段名為《牛》的樂
段，敘述傳說中海頓寫了一首小曲
送給一位屠夫，結果屠夫以一條牛
作為回報。

俄羅斯作曲家穆索爾斯基著名
《圖畫展覽》中的《牛車》也是大
家熟識的樂段。

此外，交響樂敲擊樂器中的牛
鈴，馬勒用在他的第六、第七交響
曲，描述田園山脈的孤寂。另一位
作曲巨擘理查．施特勞斯在他的力
作《阿爾卑斯山交響詩》，亦採用
牛鈴描述山中的牛群。英國作曲家

艾爾加後來寫兒童劇《星光快閃》
的配樂，也用牛鈴描述瑞士家庭。
經過幾位二十世紀初大師精彩配器
運用，後來梅西安、武滿徹、阿當
斯等作曲家的作品中也有採用牛
鈴。

回到我們中國音樂文獻，首先

想到的，是已故音樂教育大師賀綠
汀創作的《牧童短笛》鋼琴獨奏
曲。作品以歡快的節奏和旋律，描
述牧童騎在牛背上，悠閒得意的吹
着笛子，在田野間漫遊，成功以西
洋樂器表達傳統民族風格和韻味。
難怪在一九三四年就贏得 「中國作
品比賽」 首獎。民族樂器方面，敲
擊樂大師閻學敏告知：著名山西絳
州鼓樂團有一首名為《牛鬥虎》的
大鼓二重奏作品，不知道跟牛年之
後就是虎年有沒有關係？

但願疫情早日結束，鬥爭止
息，大家安樂過年！

與牛有關的音樂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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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與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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