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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兩天就是選
委會選舉投票日，街
上選舉氣氛漸見熱
鬧，上周末出街見到
多處有宣傳街站，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
全國政協委員向市民
派發宣傳單張、收集
簽名，街站大橫額寫

「為國家履職盡責，為香港選賢任
能」 ，其他宣傳口號有 「落實愛國者治
港，推動良政善治」 ，各大社交平台更
有大量相關視頻和圖片，當中不乏名
人，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全國政
協常委唐英年和李家傑等。據報道，相
關街站多達近百個，成為完善選舉制度
之後，香港政治生態的新景象。

按照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安排，屬
於選委會第五界別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的一百九十席為當然委
員，換言之，這些代表和委員參加街站
宣傳活動，並非為自己拉票，但現場所
見，這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非常投
入，在烈日和酷熱天氣下大汗疊細汗，
與一眾街坊零距離接觸，有的更被當作
明星集郵而來者不拒，不乏溫馨親民的
場面。至於網上有人說這是 「做騷」 ，
其實，是不是 「做騷」 ，市民街坊最清
楚，關鍵在街站主角是否真誠、謙卑和
認真，受到市民喜歡的做法，就不是
「做騷」 。

有全國政協委員告訴筆者，剛開始
對設街站有點不習慣，不是每一個經過
的市民都願意接收單張，但當一名中年
女街坊接過單張後，要求他向特區政府
和內地相關部門反映，希望早日通關，
令他真切體會到市民對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的期望，覺得做街站很有意義。
「當日至少有三名街坊要求我反映盡快
通關的民意。」 該名來自商界的政協委

員說。據筆者所知，多名參與設街站的
人大政協都收到要求早日通關的強烈民
意，並且應承一定會向有關部門轉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在 「一國兩制」 中作用十分重要，是中
央了解香港民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實
話實說，普通市民平常並沒有什麼途徑
可以接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
委員，所謂可望而不可及，今次藉選委
會選舉的機會，透過街站形式，港區全
國人大政協有一個難得契機可直接面對
街坊市民，不是為選票，而是為增進互
相了解傾聽民意，為了促進社會團結，
這無疑是一件好事。如果這種接地氣的
做法能夠恆常化，相信有助提升人大政
協在社區及廣大基層市民的影響力，亦
有助中央對香港民意民情的及時掌握。

新景象的另一個特點是，作為香港
國安法實施之後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

第一場選舉，選舉文化煥然一新，沒有
像過往一到選舉就媒體充斥鋪天蓋地的
煽情文宣、政治人物鼓吹撕裂抗爭，甚
至謠言滿天飛、 「扒糞」 爆料大行其
道，而是以理性、建設性的文宣為主，
多年來廣大市民終於可以在耳根清淨、
不受各種干擾的環境下，認真了解各政
黨、團體以及各方政治力量的理念和政
綱。例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指出
人大代表將做好四方面工作，包括
（一）履行憲法、法律職責，成為港人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表
率；（二）團結各界維護社會和諧穩
定；（三）關心香港經濟民生問題，成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樑；
（四）傳遞香港社情民意、為民排憂解
難。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介紹政協工作
包括（一）捍衛 「一國兩制」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選出合資格管治
團隊；（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三）關注民生，收集市民需求及
急需改善的民生問題，反饋特區管治團
隊、督促回應港人關切民生問題；
（四）團結各方。工聯會則提出 「新時
代新工運」 的口號，民建聯希望選委會
能促進團結推動社會變革等等。雖然不
是每一個市民都是選委會的選民，但全
港市民都可以對上述理念、政綱和承諾
進行監督。

有人說，這次選舉 「沒有什麼火花
沒有兩大陣營針鋒相對」 ， 「建制派玩
晒沒有意思」 。如果是想看熱鬧，當然
會感到失望。美國的選舉很熱鬧，熱鬧
到大批選民攻入國會大廈發生流血事
件。兩大陣營針鋒相對也未必是民主選
舉必不可少的戲碼。完善選舉制度下的
這次選委會選舉，最重要的是回歸初心
回歸理性，將成為落實 「愛國者治
港」 、開創香港新的政治生態、達至良
政善治的重要起點。

香港政治生態新景象

▲旺角亞皆老街一景。 香港中通社

這個夏天，柏林洪
堡 論 壇 （Humboldt
Forum） 終 於 正 式 開
放。這個位於博物館島
上的城堡曾是柏林王宮
所在地，歷經了二戰的
破壞，之後又發生了火
災和多次拆建，這個
「多災多難」 的博物館

總算重新閃亮登場。展館裏的所有展覽從
七月二十一日開館至十一月十三日期間都
是免費參觀。

洪堡論壇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它
是一個聚集文化藝術和科學的中心，供人
們參與其中，來學習觀光，來交流辯論。
這也無疑是暑假帶小朋友參觀的好去處。
我預訂了三個展覽， 「城堡的地窖」 ，
「可怕的絕美」 ，和 「柏林與世界」 。

「城堡的地窖」 展示了洪堡論壇的所
在地柏林王宮的地下一層。這個所剩殘餘
並不多的地窖還原了多年的歷史和當年的
建築工程，這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這個地

窖最初的功能以及它的通風和採光方面的
技術。無法呈現的部分在布展的中心展台
有觸屏展示液晶屏，人們可以通過這個屏
幕看到眼前這些工具是如何在現實中使用
和運轉的。

第二個展廳叫 「可怕的絕美」 。這是
一個關於大象、人類和象牙的展覽。剛進
入到展廳時，走廊深處的一個影音棚裏傳
來沉重的呼吸聲，顯然是大象的聲音。工
作人員見我帶着兩個小朋友，立刻跟我
說，那個展廳裏播放的視頻是關於大象被
狩獵者殘忍捕殺，在臨終前發出的巨大的
呼吸聲，也許並不適合小朋友。兩個小朋
友還是忍不住好奇，偷偷探頭進去那個影
音棚看了一眼。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無數精美絕倫的
象牙工藝品，了解了不同種類大象的生活
區域和習性。另一半的展覽，則展現了大
象捕獵者是何等殘忍，而為了保護大象，
野生動物保護組織面臨了多麼大的危險與
挑戰。這個對比鮮明的展覽把主題 「可
怕」 和 「絕美」 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前面兩個展覽是關於歷史、建築
和自然，第三個展覽 「柏林與世界」 則是
關於社會與人文。進入展覽前，每個人都
會收到一個手環，並且在入口處的電腦上
選擇語言，然後激活這個自動感應器。在
展覽的路徑上每個 「關卡」 都有兩個門，
像是選擇題。比如說，你會選擇 「我想分
享我的自由空間」 或者 「我創造自由的空
間」 。自動感應器會自動記錄下每一個你
的選擇，這便代表着作為生活在這個城市
裏的一員，你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這個面積達四千平米的展覽，有着自
由空間、娛樂、戰爭、革命等十一個主
題，其間充滿了各種互動和參與環節。它
一方面展示了世界對柏林這個城市的影
響，同時也展現了這個城市和居民對世界
的態度，以及兩者是如何地相互影響和建
立聯繫。

看完三個展覽，小朋友和我都收穫滿
滿，看懂了許多，也沒看懂許多。於是，
心中便多了很多的問題和思考。我想，也
許這便是洪堡論壇最大的意義所在吧。

洪堡論壇開館系列展

新疆棉花的謊言與夢想
筆者之所以到新

疆，是因為棉花，有
留意時事的人，當然
知道筆者在說什麼；
故當內地朋友說可以
到庫爾勒看棉花田運
作時，筆者備感興
奮。

到了庫爾勒才知
道，棉花田其實是在四十多公里以外的
尉犁縣（但以新疆人的概念，兩地等同
「同城」 ）。得到當地極飛農業的鄭先
生安排，筆者在尉犁見到用無人機噴灑
的棉花田。極飛農業的初心是為我國農
業的數字化、精準化及智慧化作貢獻。
據他介紹，自二○一五年把無人機業務
轉型至農業以來，光是在新疆便有逾一
千五百萬畝棉花田，在用極飛的各種型
號無人機作噴灑，佔全疆三千七百萬畝
棉田逾百分之四十，還未計其他品牌的
無人機也在新疆作業。所以西方媒體說
什麼 「強迫勞動」 、 「血汗棉花」 根本
是胡扯，現時新疆棉花田機械化、無人
化的程度之高，超乎你想像。鄭先生的

公司更在進行只以兩位年輕人來管理三
千畝棉田的試驗。

說到年輕人，鄭先生的公司有一千
五百位員工，是來自五湖四海及各種院
校畢業的年輕人，公司的宗旨是要 「種
田像遊戲一樣簡單」 ，故公司展覽廳也
是以遊戲機鍵盤來顯示該公司的農業科
技。自二○一五年以來，極飛的農業技
術與產品服務了超過一千萬農戶、七點
八億畝次（在一畝地上以無人機噴灑一
次便算一畝次）、遍及四十二個國家和
地區，其新疆公司更被國家工信部授予
「一百強企業」 及榮獲 「中國民航唯一

許可的農業無人機管理系統」 。鄭先生
強調，他們公司便是要吸引年輕人一起
來追夢，追逐 「中國農業智慧化」 的
夢，這樣年輕人才會認為在做有價值、
有意義的事，而不光是一份工作。

午飯時鄭先生安排了公司兩位負責
研發的年輕人陪伴筆者，他們都是一九
九二年出生的 「九○後」 。其中一個年
輕人的父母一九八○年代從河南來到新
疆；另一個則是來自湖南，在新疆唸大
學、讀研究生及工作，迄今已有十一

年。他們都不是尉犁本地人，湖南的那
一位更是不遠萬里來新疆打拚逐夢，令
人動容。

午飯後，筆者跟隨極飛公司一位分
銷商到另一块棉田去實地觀看。操控無
人機的 「飛手」 是一名三十出頭的維吾
爾族青年，他透過手機APP把飛行路線
設定好，偌大的無人機便起飛，起飛時
塵土飛揚，人也要退避到安全位置，然
後便是全自動化操作。維族青年甚至以
手機來接打電話、發微信，完全不用再
理會無人機。完成指定操作後，無人機
便自動返航降落至原點，其簡單程度，
勝過我的航拍無人機。

了解完新疆棉花田的運作後，鄭先
生安排筆者造訪在三十七公里外的羅布
人村寨。到達時已是黃昏，在夕陽掩映
下，塔里木河、胡楊林及沙漠渾然成
一，異常壯觀。村寨裏生活着好幾位百
歲以上的羅布族老人，他們精神矍鑠，
坐在傳統羅布人的卧榻上以手工刨胡楊
木製作木器。筆者見都是百歲老人親自
造的，且寫上名字和日期，售價才五十
元人民幣。筆者便買了一份，以便速遞

給在香港的母親，希望八十四歲的她也
能長命過百歲。微信掃碼付錢後（是
的，內地連百歲老人也用電子支付了，
不會收現金），那位百歲老人很高興，
要和筆者拿着作品合照，還拉上在旁邊
和他以羅布方言聊天的另一位老人。

賣出作品的老人以普通話告訴筆
者，他一百零五歲，他的好友是一百零
七歲。我們三人一起合照，加起來近三
百歲，甚有意思！一百零五年前是什麼
概念，那是一九一六年， 「五四運動」
還未爆發。一百零七歲更誇張，那是一
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
年。摟着兩位過百歲老人，筆者像在

「觸摸」 歴史，兩位老人雙目炯炯有
神，笑容可掬；這樣的長壽絕不是數字
而已，而是真正的健康長壽。筆者一面
默禱母親能健康長命過百歲，也希望自
己能像他們二老一樣健康地活過百歲，
見證我國第二個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一百年）。是否羅布人村的水土和
附近的尉犁棉花有此長壽奇效，筆者不
得而知；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來這村寨，
訪長者、遊沙漠、看棉田、觀星空，一
定能體驗真正的 「心曠神怡」 。

走筆至此，就此打住，筆者也要思
考一下，下一站該去新疆哪裏？不知熟
悉新疆地理的讀者，有何建議？

 
































 

秋月（外一首）
玉盤掛中天，清暉又一年。
鄉關近咫尺，最急是團圓。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柏林漫言
余 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如是我見
侯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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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風

▼

現
時
新
疆
棉
花
田
機
械
化
、
無
人
化
的
程
度

之
高
超
乎
想
像
。

作
者
供
圖

秋雨
窗外飄秋雨，舊夢不須記。
迎風去漫步，岸邊觀潮汐。

相比其叱咤風雲的武俠
小說，金庸的散文往往比較
被讀者忽視。幾年前我在圖
書館借到過一本《金庸散文
集》，是他上世紀五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所作，立意用筆
遠沒有武俠作品那樣引人入
勝，沒有引起我太多興趣。
但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五十
年代，金庸在影視公司供
職，經常看一些內地出品的新故事
片。在一篇散文裏他特別誇讚了內
地的《新局長到來之前》這部短電
影。當時和這部電影差不多同時播
出的還有《不拘小節的人》等，都
是輕喜劇，真誠熱烈，有積極的人
生態度，劇情一波三折，引人發笑
之外又有深思，是百花齊放的短暫
時光中盛開的幾朵小花。

金庸特別提及《新局長到來之
前》中的小蘇姑娘。小蘇是個活潑
的進步團員，坦誠無偽，看不慣總
務科長卑劣的官僚作風，幾次和他
頂着幹，為了公家的事常常急得泫
然欲泣。這是個婉麗的小家碧玉角
色，飾演者蘇劍鋒並不出名，但曾
有網站把她列入最美麗的十大女演
員之一。能夠淋漓盡致體現蘇劍鋒
演技的是同時期另一部輕喜劇《尋
愛記》，她扮演主角之一──嫌貧
愛富的售貨員。看見穿料子衣服的
小伙子，會立刻喜笑顏開，嫵媚柔
情地上去打招呼；舞會上，聽說跟
自己跳舞的男士也是售貨員，卻立
刻變了臉色，眼波一轉，小嘴微
撅，頭也扭向一邊。

這是個喜劇角色，但帶入了蘇
劍鋒這個上海姑娘本人的氣質。尤
其是她泫然欲泣或喜極而樂時的那
種秋波宛轉的神色，從前倒不覺

得，讀了金庸先生的散文
集後，忽然感到那樣熟
悉。金庸小說裏的女主角
原型，許多研究都指向夏
夢──金庸的夢中情人。
其實裏面還有許多小家碧
玉型的少女，我認為就頗
有《新局長到來之前》中
小蘇純真浪漫細膩傳神的
把握。譬如《笑傲江湖》

裏的小師妹岳靈珊，被父親苛責後
的泫然欲泣，唱着情郎教自己的福
建山歌時的得意嬌態，還有離開未
婚夫林平之外祖父金刀王家，王家
人送來許多吃的用的，她說： 「啊
呀，我哪裏吃得了這麼多，用得了
這麼多」 時的歡快無心計的表現，
都是小蘇式的，而不是大家閨秀、
正大仙容，感情總要讓位於道義的
夏夢式的。此外如《天龍八部》裏
的阿紫、阿碧，《倚天屠龍記》裏
的朱九真，那種小女兒的嬌態，細
微真切的靈感可能也有一部分來自
小蘇。

像那個年代的演員一樣，蘇劍
鋒還飾演過許多不知名的配角。最
晚的一部片子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
《特快列車》中扮演的乘務員。彼
時蘇劍鋒已經發胖，膚色也較黧
黑。辮梢上繫着手帕的青年團員小
蘇，還有《尋愛記》裏驚鴻一瞥的
售貨員，都漸漸遠去了。但那一顰
一笑間，還依稀可見昔日的明媚與
嬌柔。大約十幾年前吧，央視節目
《電影傳奇》採訪到了蘇劍鋒。她
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如若沒有
說明她就是蘇劍鋒，大概沒有人認
得出來。但採訪最後部分，她的眼
神一轉處，精光乍現，依稀還是小
蘇的秋波。

小蘇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