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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間看到一個視頻──《〈權
力的遊戲〉十一年前後的演員》，
雖然標題中存在語法問題，但經過
大腦 「自動糾錯」 之後，也不影響
我理解這視頻內容，是對比美劇
《權力的遊戲》主要演員們自劇集
第一季二○一一年播出至今十一年
來的外貌變化。視頻發布日期是二
○二二年十二月尾，所以嚴格來
說，至今已經十二年了。

這麼快的嗎？《權力的遊戲》
居然已經十二年了嗎？那我最早看
原著《冰與火之歌》不是要十五年
前？如果要我回想起十五年前，也
就是二○○七、二○○八年自己所
經歷過的事情，腦海中多半是一片
朦朧，但第一次在書中看到龍母浴
火重生、血色婚禮等等經典情節時
的震撼之感卻清晰得恍如昨日。我
搜索了一下二○一一年的電影──
《金陵十三釵》、《龍紋身的女
孩》、《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奪命金》……看這些電
影，居然也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怎

麼好像沒有過去多久啊！
我想，無論是閱讀還是觀影都

是對眼前世界的一種架空，基於文
字或光影，讀來或看來的信息，在
腦海中重新構成了一個全新的世
界，這個世界原本就與現實世界無
關，所以與現實中的年份、日期就
沒有了必然的聯繫。而從另一個角
度，這就會帶給我們另一種神奇的
體驗──比如我的朋友昨天剛剛讀
完某本書，而同一本書我十年前就
讀完但記憶猶新。我們兩人各自腦
海中基於這本書所建立的世界或因
為新鮮，或因為印象深刻都是嶄新
的，所以我們聊起書中世界時完全
沒有障礙，現實世界中的十年差距
完全不會成為問題。這或許就是閱
讀或觀影時的深刻體驗，總能有超
越時空奇妙魅力的原因吧。

權遊十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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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香港商人陳鏸勳出
版了一本用中文專門描寫香港的書，
名曰《香港雜記》，詳盡講述了當時
的香港概況以及經實地考察的香港社
會風情。其中寫到 「港島三塘」 ，令
今人讀來仍為香港水務建設曾為世界
矚目而倍感自豪： 「水道工程繁浩，
非親歷其景者不知。試周遊百步林及
大潭，不特見其心思之奧巧，並可知
水源之曲折層出，足供一港之用，真
有令人匪夷所思者。」 百步林，就是
今天的薄扶林；大潭，就是如今的大
潭水塘。

雖然 「水源之曲折層出」 ，但當
時的大潭水塘四圍，是光禿禿的山
頭，全然不是現在層林疊嶂的模樣。
但這恰恰說明了城市建設的魄力和遠
見：大潭水塘集水範圍廣闊，可以滿
足城市經濟人口迅猛發展的需求；長
超過一百二十米、寬接近二十米、高
二十七米有餘的主壩，在當時的世界
水利工程中首屈一指；創造性地興建
貫穿黃泥涌峽谷、超過兩千米的輸水
隧道，以及與之配套、橫跨港島東西

的寶雲輸水道，不但實現了香港島的
「東水西送」 ，更大大提升了半山地
塊的商業價值和城市發展潛力；手挖
沉箱等技術的應用，令國際水利界為
之驚嘆。這些 「心思之巧奧」 ，足以
讓香港人引以為傲。

大潭水塘，如今是港人周末行山
的好去處。從柴灣搭小巴，穿過經歷
百年風霜的主壩，在郊野公園入口落
車，一路綠樹蔭蔭，水光山色。水塘
連同周邊的集水區，年復一年地交織
成都市之肺，覆蓋廣闊、交錯縱橫，
積澱成屬於全香港市民的瑰寶，我們
沒有理由不珍視、珍惜、珍愛！

最初規劃的大潭水塘是如今的
「上水塘」；後來大潭水塘不斷擴建，
於是有了 「中水塘」 和大潭篤水塘，
都是大潭水務文物徑的組成。美哉壯
哉，港島三塘！

大潭水塘

一六七一年，意大利巴洛克作曲
家托馬索．阿爾比諾尼在水城威尼斯
呱呱墜地。他所譜寫的《為弦樂和管
風琴所做的G小調柔版》乃是其最廣
為人知的作品。 「指揮帝王」 卡拉揚
曾攜手柏林愛樂樂團灌錄過兩張以其
《柔版》為主打的專輯，均由德意志
留聲機唱片公司發行。本周所推薦的
乃是他於一九七三年錄製的首版，不
僅收錄了阿爾比諾尼此作和帕赫貝爾
的名曲《D大調卡農》，還包含了波
凱里尼弦樂小五重奏《馬德里夜間的
街頭音樂》和雷斯庇基《古調與舞
曲》。封面選擇的是十八世紀意大利
畫家喬瓦尼．保羅．帕尼尼《羅馬納

沃納廣場被水淹沒》。
自一六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開

始，教皇英諾森十世開啟了 「水淹納
沃納廣場」 的傳統。由於地勢低窪且
凹凸不平，當把排水系統關閉後廣場
便可人為改造成一個 「蓄水池」 。因
此在之後超過兩個世紀的時光中，每
年八月羅馬城最炎熱的時段均延續着
這一傳統。一七五六年，帕尼尼用畫
筆記錄下了當年 「湖水節」 的盛大場
面。身為風靡十八世紀的 「城市景觀
畫」 代表藝術家之一，帕尼尼以一個
U形的焦點透視構圖（用貝爾尼尼著
名的《四河噴泉》雕像及後面的方尖
碑為畫作焦點），並以站在樓上略帶

俯瞰的視角記錄了人們身穿盛裝圍在
納沃納廣場參與節日的場景。在藍天
白雲的盛夏午後，羅馬市民在水中嬉
鬧解暑；有錢人可以駕着馬車在廣場
上有序地趟水繞圈，還有不守規矩的
在肆意穿行，這一經典場面也被帕尼
尼記錄下來。選擇此作局部為專輯封
面的緣由，或許是因為帕尼尼和唱片
中所收錄的除雷斯庇基之外的三位作
曲家均活躍於同一時代。雖然相互間
並沒有交集，但其畫作無疑會喚起聽
眾們對當時音畫作品時代感的共鳴。

「碟中畫」 阿爾比諾尼《柔版》
&帕赫貝爾《D大調卡農》／《羅馬納
沃納廣場被水淹沒》

納沃納廣場的《柔版》



私人照片策展人
請問，你多長時間整理一次手機

裏的照片？我的回答是：這取決於手
機內存。自打用上智能手機，隨時隨
地拍一拍成了習慣。註冊微博微信之
後，習慣更加根深蒂固、愈演愈烈，
拍到即得到，我拍故我在……不到手
機反覆提醒內存不足，想不起來清理
照片。

說真的，這不是犯懶，而是不
捨。每張照片拍下時都有它的理由，
要刪時，除了內存不足，似乎再沒有
別的藉口。手機拍照不費膠卷，碰到
心動的景物，老松萌貓、殘碑流霞，

前後左右，俯仰環繞，各種角度來回
拍。清理時，看着遠近高低各不同的
幾十張照片，手心手背都是肉，刪
誰，留誰，不免亂了陣腳。

一咬牙，一跺腳，乾脆都留着
吧。手機內存不夠沒關係，把照片統
統導出來，拷貝到電腦或移動硬盤
裏。過不了多久，這辦法被證明不過
是緩兵之計，治標不治本。硬盤裏的
照片很快積累到幾千上萬張。沒錯，
歲月的紀錄被完好保存了下來，但保
存的目的是翻看和重溫，這千萬張照
片，自帶信息只有日期，龐大而雜

亂，實在不忍卒看。
生活本有無序的一面，數字化則

放大了生活中的無序。給每張照片寫
個備註？這個念頭剛冒頭，就被我狠
狠摁了下去。內容相似的片子太多
了，難道把它們編號為 「古松1」 至
「古松20」 嗎？這樣備註等於不註。

最近，在報紙上看到國外有 「私
人相片策展人」 的行業。策展人根據
不同主題，如旅遊、寵物、觀展，對
各張照片之間的關聯性、影像質量等
作出專業分析，幫客戶分類、精選，
教會客戶如何取捨，從而把龐雜的照

片策劃成一次私人攝影展。從事這一
新興行業的人士說， 「我們的口頭禪
是 『邊拍邊刪』 。在烹飪學校，人們
總是說，邊做邊清理。二者其實是一
回事。」 原來，這個新行業的奧秘如
此簡單。按此行之，我們每個人或許
都能成為自己的照片整理師和策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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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曲奇的好，真的要在美
國生活一段時間才知道。

曾經對它嗤之以鼻，帶着
年少輕狂的態度，自覺曲奇只
有脆的才好吃，就像蛋糕上一
定要有奶油，否則就是詐騙。
誰想到隨着成長軌跡多樣化，
終有一天風水輪流轉，軟曲奇
也能在我的食物鏈中反撲，並
且愈演愈烈，呈現出一邊倒的
勝利之勢，我也終於肯承認，
所有對食物主觀的論斷，都來
源於不夠成熟的心理圖式，很
多真相其實沒有統一答案，這
才是真相的狡猾之處。

倘若再給我個機會辯解，我還是覺
得軟曲奇從一開始就沒打算 「規規矩矩」
做個曲奇，它更像介於餅乾和蛋糕之間的
一種存在，有兩者兼容的口感和氣質，在
黃油和麵粉中玩出一個新花樣，這時候你
會覺得，哪怕是命題作文，一樣有人能寫
得精彩絕倫。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它好
吃。就像所有 「美式」 的餐桌主題，直接
純粹，再帶上一個加大碼，唯獨不懂什麼
叫含蓄。軟曲奇也是一樣，作為 「本格」
的美式甜品，一塊曲奇一杯咖啡，就能構
成一段自得其樂的悠閒時光。如果有條
件，請一定要加熱，每每把一個剛出爐的
軟曲奇對半掰開，都有一種探索小蛋糕的
錯覺。冒着熱氣的餅乾體，能清晰看到細
微的氣孔，入口不乏餅乾的酥脆，但後調
是更濕潤綿密的，絕不會 「咔嚓」 幾聲之
後戛然而止。我的一大愛好，就是吃掉曲
奇裏半融的可可豆，就選可可味吧！相信
這世界上沒人能抵禦熱可可的誘惑，尤其
在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空間裏，伴咀嚼而
來的層層香濃，恰好彌補了餅乾 「直白扁
平」 的口感，以立體的方式四面圍繞。這
感覺，就像做完SPA給臉蛋敷上的熱毛
巾，就這一下，你會由衷地感慨，前面再
花樣繁複，都不及這直擊內心的一下。

有唐詩壇，李白是酒入豪
腸、逸興遄飛，宋之問蛇蠍心
腸、壞事一籮筐，元稹官居高
位卻小肚雞腸。杜甫，則是一
輩子拖着條轆轆飢腸。

日本的 「中國通」 奧野信
太郎，在《燕京食譜》裏寫
道： 「有位研究杜子美的學者
說，杜子美的詩作，從一個
『飢』 字開始，到一個 『飢』
字結束。」 這段點評實在精
妙，惜乎未查到原始出處。杜
甫將自己空空如也的胃袋，變
成了寂寞詩魂的慨嘆。別人偶
爾惠賜一餐，他都要賦詩感謝
一飯之德。但總是飢多飽少，
常餓着肚子苦吟。

春雨瀟瀟，桃李窈窕，杜
甫也曾感慨： 「春夏各有實，

我飢豈無涯。」 怎奈春夏過後，秋冬之
日，依舊無食果腹： 「百年已過半，秋
至轉飢寒。」 「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
逼。」

自己餓還好，杜甫最愧對的是妻兒
老小跟着他凍餒交迫。 「痴女飢咬我，
啼畏虎狼聞。」 「厚祿故人書斷絕，恆
飢稚子色淒涼。」 「浮生有定分，飢飽
豈可逃。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篇
幅最長的詩之一，那句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就出自該詩。詩中，杜甫
字字血淚地寫道： 「老妻寄異縣，十口
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
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所愧為人父，
無食致夭折。」

這種慘狀，原因不是杜甫無能，而
是戰亂頻仍，天災人禍交織。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杜甫對百姓的疾苦感同身
受。路過山村，他最同情的是 「山深苦
多風，落日童稚飢。」 自己尚在窮困
中，而時時悲天憫人。

杜甫的轆轆飢腸，更是古道熱腸。
他那些飢餓之詩句，成為飽滿的 「詩
史」 。可謂真正的 「國家不幸詩家
幸」 。而那些飽食終日的宮廷詩人，只
會歌功頌德甚至美化苦難，但他們的傳
人卻是真不少呢。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進階的青年
新年第一周，收到好友彬發來的

喜訊，在年終工作評選中，他幸運地
獲得了個人三等功，還有獎金獎勵，
於是相約撮一頓大餐。彬出生在河南
駐馬店農村，很早沒有了父親，由爺
爺帶大，家庭極貧困，好在堅持讀書
考上西南一所大學，畢業後順利考
公務員，如今已是有八年 「工齡」 的
國家部委公務員。

初識彬是在大學剛入學的軍訓，
同操河南口音，走得自然近些。自軍
訓開始，彬就嚴格要求自己，他從未
藉口上廁所來磨耗時間，訓練的每個

動作自始都不懈怠。彬是英語學院學
生，正式開學後，經常在早晨他已聽
了一個小時英語聽力，同寢室同學還
在夢鄉。逢周末，彬還到學校附近小
學集中的地方，舉着寫自己專業、證
書等信息的牌子，應聘做小學生家
教，可謂辛苦嘗遍。

從小沒有家庭支撐，讓彬成為早
慧早熟類學生，他很早就確立要考公
務員的目標。畢業當年除 「國考」
外，他還參加廣東等地的 「省考」 ，
雖先後敗北，但仍鍥而不捨，最終在
重慶考中。工作第四年，國家一個部

委進行內部人員招聘，彬從重慶的單
位報名並脫穎而出，到了北京，不僅
解決戶口問題，每月還只需繳納不到
一千元人民幣就能住機關宿舍，讓同
齡的北漂艷羨不已。

據彬講，內地特別重視提高公務
員素質，在剛入職時有初任培訓，入
職後從事專項工作的公務員還有專門
業務培訓，同時鼓勵所有公務員進行
工作能力、更新知識的在職培訓。去
年秋季，彬報考對外經貿大學MPA項
目並獲錄取，只需周末上課進修，拿
到學位後單位將補給所有學習費用，

且學位將能作為日後公務員考核任
職、晉升的依據。對於這個不花錢提
升自己的機會，很多像彬一樣的年輕
公務員都很珍惜。

自二○一九年，深圳、廣州開始
「破冰」 ，面向港澳籍青年人才招錄
公務員，為香港青年打開更廣闊的就
業空間。

《星光下的蛻變》
若說陳敢權編劇的《星光下的蛻

變》是香港劇壇其中一齣經典劇作，
實在並不為過。《星》劇於一九八六
年首演，屬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首屆學生的實習演出，只於實驗劇場
演出五天，當時現場觀劇的觀眾數量
不多。該劇其後被出版為劇本集，更
被教育局收錄於《看戲二十篇──戲
劇作品嘗析示例》教材套，成為了中
學生的學習文章，讓不少學生能夠在
劇場以外受到戲劇薰陶。

《星》劇是一齣成年人的童話故
事，講述原本孤獨在星空下生活的大

白菜，遇上期待破繭而出的毛毛蟲，
兩個角色從認識、相知，至到產生微
妙感情。隨着時光變化，其中一方需
要成全另外一方繼續存活……

經典劇作就是可以經得起時間考
驗，並能在不同藝術家的處理之下更
新變化。普劇場在屯門大會堂一直推
廣兒童劇，近期將《星》劇重新製作
成為 「毛毛蟲版」 的合家歡音樂劇，
令新一代觀眾可以接觸佳作。

《星》原劇兩個角色亦有英文名
字：大白菜（威爾生）和毛毛蟲（莎
洛蒂），分別由男女演員飾演，彰顯

了兩性的感情發展關係。 「毛」 版由
兩位女演員擔演，導演刻意抹去性別
特徵，讓劇情擴闊至親情和友情的層
面。

文娛廳內建構了天圓地方的場
景，呈現了浩瀚無邊的宇宙空間。開
場時，一位敘事者先為兒童觀眾暖
場，並化身為繪畫師，於電子畫板手
繪圖畫，透過投影機投射在圓形布景
之上，增添全劇的視覺效果。全劇創
作了七首歌曲，配合劇情進展，抒發
角色感想。導演和設計團隊花盡心
思，以生動活潑的舞台形象傳達故

事，希望兒童觀眾能夠獲得體會。這
是一次尚佳的嘗試，雖然部分幼年觀
眾未必能夠即時了解故事內容，難以
理解原著有關 「愛與犧牲」 的主旨，
但父母能與子女一同觀劇，便能建立
一趟共同回憶，怎也值得珍惜。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