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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煙花

▲大年初二維港的煙花。 作者供圖

「今天是哪一
天 ？ 」 「 星 期
六。」

「日期呢？」
「初八。」

「我指的是陽
曆日期。」 前兩個
問題，他回答得如

行雲流水，都沒有思考，卻在問及
陽曆日期時稍有停頓。他屈指算
算，臘月三十是除夕，是九號，星
期五。農曆、陽曆、星期，三個時
間概念互換，確定當天是農曆初
八，陽曆十七號，周六。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改用
農曆算日子了？從吃臘八粥那一
天，那之前用的是陽曆；又要從哪
一天開始，才從農曆用回陽曆呢？
過了元宵節，正月十五吃過湯圓。
每到春節期間，我們算日期就不經
意地換頻道，從陽曆到農曆。

陽曆也叫公曆，公曆年從耶穌
誕生元年算起，今年是公元二○二
四年，即耶穌誕生已有二千零二十
四年。陽曆以地球圍繞太陽一圈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時四十八
分四十六秒，平年取整數三百六十
五天，不計尾數；一年十二個月，
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二月
二十八天。到第四年把尾數累積為
一天，二月二十九天，例如今年。

農曆也叫陰曆，陰曆以月亮圓
缺一輪為一個月，歷時二十九日十
二小時四十四分二點八秒。月亮圓
缺十二輪為一年，即十二個月，歷
時三百五十四日八小時四十八分三
十三點六秒。方便起見，大月三十
天，小月二十九天。農曆十二月稱

臘月，臘月是新舊交接的月份，天
寒地凍，有臘七臘八凍死寒鴉之
說；年份交替，賀歲添福，年復一
年，百節之首。大年過了，初一即
歲之首、月之首、日之元，從此天
下回春，萬象更新。

我是這樣算日子的，平時以周
日為準。例如這個月的第一個周日
是四號，於是就記住十一號、十八
號、二十五號是周日，以此對號入
座日期和星期。只是一到過年就加
一個概念──農曆。

中國很大，除了全國範圍的陽
曆和農曆之說，一些少數民族還有
自己的曆法，並且在不同的時間過
民族年，藏族民眾要過藏曆年，彝
族民眾要過彝族年，傣族民眾有傣
曆新年。

世界各地對時間的表達也不盡
相同。單單說英語地區，英式英語
以日、月、年為順序，例如今天是
21/2/2024。美式英語以月、日、
年為先後順序，今天是2/21/
2024。國際時間的統一算法，只
需記住通用詞 「格林威治時間」 即
可。以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為零
點，以東為東經，以西為西經，再
根據不同的時區，就算出了各地的
標準時間；還有經度和緯度，上中
學一年級就學了，經度決定東西方
向和時差，緯度決定南北方向和冷
暖。

讓舊的去，讓新的來；舊的不
去，新的不來。今年請走玉兔，迎
來祥龍，原本年三十還應該是兔
年，要到次日的大初一才是龍年。
我家左鄰右舍，龍的生肖年畫提前
幾天就貼上。

農曆 陽曆 星期

說到夢，夢
的經驗是文學意
象的重要來源，
不同時代的作家
都會從這一超越
意識的體驗中汲
取寫作的靈魂。
正如法國哲學家

薩特所說： 「一切夢境都以故事的
方式向我們展現。」 夢可以將你從
現實生活抽離出來，進入另一個境
界。我最近閱讀了不少有關夢的文
學作品，頗有感觸，原來文藝家各
有不同的夢。

《夢李白二首》是唐代詩人杜
甫創作的一組記夢詩。這兩首詩
是杜甫聽到李白流放夜郎後，積
思成夢而作。第一首寫初次夢見
李白時的思念之情，表達對老朋
友命運的關切及夢中所見的李白形
象，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
憶」 ，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
黑」 。第二首抒寫對老朋友的懐念
以至經常入夢，以及對李白的推崇
及其際遇的惋惜： 「三夜頻夢君，
情親見君意」 ， 「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 。

中國有兩部古典名著，都和夢

有關。一部是曹雪芹的《紅樓
夢》，一部是湯顯祖的《牡丹
亭》。《紅樓夢》描繪人生百態，
展現人性美和悲劇美，深刻揭示封
建社會種種腐朽現象。它強調人應
該有個性，不應屈從傳統的、不合
時宜的觀念。曹雪芹在極端貧困的
條件下嘔心瀝血，寫成《紅樓
夢》，真是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
年辛苦不尋常」 。據脂硯齋等批語
顯示《紅樓夢》應該是全部完成，
但只是後半部大約三十回 「被借閱
者迷失」 。湯顯祖的《牡丹亭》，
描寫大家閨秀杜麗娘和書生柳夢梅
由夢結緣，開展生死之戀的傳奇故
事。一九五六年，在粵劇名伶白雪
仙的邀請下，唐滌生根據《牡丹
亭》撰寫出劇本《牡丹亭驚夢》。
讀金聖華的《樹有千千花》，得知
白先勇童年時看過《牡丹亭》，深
受感動，成長後創作短篇小說《遊
園驚夢》，後來更製作舞台劇《遊
園驚夢》，傳揚國寶崑曲。

而我則有另一個夢想，就是已
遺失的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最後
三十回有朝一日被尋回。如此，對
紅學家及《紅樓夢》愛好者來說，
肯定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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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如是我見
蘇昕仁

如今的中環街市已然成為香港的觀光景點
了。除了作為經過保育活化的三級歷史建築，
中環街市還匯聚本地文創品牌、環保與地方特
色百貨、藝術與時尚小舖、美食與飲品等等，
吸引了大量文藝青年和外地遊客，在一個至今
一百八十多年歷史的老街市裏，再度迸發新鮮
活躍的青春氣息。可除了一一了解品牌、閒暇
時候逛一逛各具特色的店舖，中環街市還有什
麼值得了解的歷史、或應該分享給觀光客的內
涵嗎？說到這裏，很多人首先想起的是何藩。

何藩（一九三一至二○一六）是著名攝影
師，十八歲從上海移居香港，便開始在大街小
巷遊蕩、攝影，通過參與許多國際性獎項而成
名。他因為多數拍攝街頭，又常常在某個地點
反覆觀察，守候一個精準的時機才按下快門，
從拍攝風格上說，脗合布列松所論述的決定性
瞬間，何藩認為文字藝術表現記憶，而影像特
別是攝影，體現的就是時機，所以他也被譽為
「東方布列松」 。其捕捉光影的手法在上個世

紀五六十年代也令他成為前衛攝影家。而香港
的市井生活和普通百姓是何藩攝影的重要題
材，出版過專門的影集如《香港追憶》等，當
中也拍攝過中環街市，如《香港．往日情懷》
所收錄的〈迷濛世界〉（一九五九），相片中
標誌性的樓梯設計今天依然保留在活化後的街

市內，形形色色的市民往來，光從頂上的天井
投下來，恰好照亮了每個人物的輪廓，雖然相
片中的元素並不多，但那裏的生活氣息和市井
平民的生命力被呈現得恰到好處，沒有過分的
光環。

除了何藩，中環街市自身就有悠久的歷

史，徐頌雯的《香港街市》一書對此着墨不
少，也收集了相當一部分資料和相片。而在紛
雜的歷史裏，中環街市值得我們去了解的，首
先是其建築的變遷，因為當中不僅有時代生活
的變化，更涉及到了城市生活相關制度的探索
與完善。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於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六
日開幕，當時政府為了在華人聚居地集中小
販、疏解交通而興建的，是香港第一所公眾街
市。街市靠幾棟樓來運營，大片空地則是留待
未來開發。可許多樓出於當時的經濟條件只不
過是棚寮，很容易受火災或惡劣天氣影響，室
內環境也不佳。因此當時政府規定市場的承包
商必須負擔街市的維修、改建工作，包括改瓦
頂、修溝渠、鋪新路等。不過中環街市還是飽
受詬病，譬如固定商販多，農民自由買賣較
少，石枱石柱阻礙清潔等，加之治安不良，商
販留宿，都導致街市的衞生條件並不好。一八
五八年，經政府收回自行運營、並正式刊憲為
法定公眾街市，第二代中環街市原址重建完
成，不過，重建後依然是建築低矮、通道狹
窄，不利於衞生的改善。

及至一八九五年，第三代的中環街市再度
重建而成，政府對此花費了許多心力財力。街
市兩側的私人土地被買下來，開闢出現今的租

庇利街、域多利皇后街，使得中環街市不僅地
皮擴張，且前後左右都有道路圍繞或面向海
濱。新的街市前後各一塔樓，把街市南北兩座
雙層主樓連通，主要是留給街市警察和看更居
住的，商家不再被允許留宿。建築不僅外形考
究，內部也用鐵柱鐵樑配合木條重新構造，形
成許多店舖和攤位，並在不同座、上下層都作
出合理分類。更重要的是，街市得到統一、公
平的管理，承包商對街市的壟斷和隨意支配不
復存在。

而現時的中環街市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開放的第四代，面前的皇后大道改稱皇后大道
中，海濱空間也因為填海、開闢為德輔道中。
政府當時參考了位於上海、更為現代的街市，
譬如當時的福州路市場、小沙渡路市場與新建
的中環街市都有些相似。新街市不再保留維多
利亞風格，轉而現代化並增高了一層，加裝升
降機和垃圾槽等，整體更為簡潔實用。何藩所
拍攝的正是這一代的街市。環境衞生、食物新
鮮，給街市帶來了活力。

如今到中環街市，當然不再是為了採購蔬
果海鮮，但透過走進歷史建築，感受時光、環
境、制度的變遷，會發現這些被認為是靜止的
建築物，其實左右了動態的社會生活，建築的
一呼一吸，決定着一座城市的民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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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家的夢

隨着氣溫上升，南
京梅花山種植的 「南京
早紅 」 「單瓣早白 」
「淡妝宮粉」 「江南宮
粉」 等早花品種全面綻
放，姹紫嫣紅引人入
勝。

中新社

春節期間，人
們嶺南看花、東北
玩 雪 、 南 海 衝
浪……親友們的祝
福繽紛而至，當中
許多來自香港的朋
友同事。有親友專
程到香港過年，老
同事在朋友圈發禮

花晚會的照片，一時勾起諸多有關維港
的絢麗記憶。

香港逢年過節氣氛甚濃。街頭、商
場、寫字樓的應景裝飾早早擺掛。中環
大樓的Season's Greetings霓虹年復一
年，但年年看不厭；維園的工展會、春
節年宵花市也是歷史悠久的例牌活動，
已成城中盛事；還有年初二的車公廟求
籤、維港煙花匯演，年初三的開年賽
馬，元宵節的大坑燈會和舞獅……各項
活動貫穿整個春節，令人意猶未盡。至
於吃食，更是年節必不可少的美物。盆
菜是年夜飯家家主打，鹹味的蘿蔔糕、
甜味的紅棗糕，年年有年年高。

與年節相伴的，是幾場煙花匯演。
每年煙花會的時間大致固定，從年初數
起：大年初二、 「七一」 回歸日、國慶
日、元旦新年跨年。由政府統一安排，
商家贊助，燃放地點在維港海面。煙花
安放在躉船上，一到時辰，海上萬花齊
放，夜空璀璨。維港兩岸人潮湧動，萬
人空巷。大年初二的春節煙花匯演是過
年重頭戲。是日，三艘躉船安放上萬枚
禮花彈，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到維港岸
邊，共賞華彩時刻。一時天上煙花、人
間鮮花、山間繁花，好不熱鬧。觀賞煙
花的最佳處，在維港南岸是會展中心及
周邊；在維港北岸是尖沙咀的鐘樓及周
邊。這幾個日子海港兩岸的餐館酒樓，
大廳包廂早早被人們預訂一空。特別是
年初二，舉家歡聚吃團年飯的同時，賞
賞煙花，又紅火又熱鬧，全家老少都開
心。林大哥年年包下其中的餐廳，邀眾
親友老少百十號人共度佳節賞煙花。年
年一聚，眼見着小孩子們一年一年長
大，成為港漂的溫暖記憶。

元旦跨年、 「七一」 回歸日、國慶
日的煙花也令人難忘。剛到港那年新年
前夜，同事單身漢小聚。近午夜，遠處

傳來隆隆爆竹聲，我剛來有新鮮勁，招
呼大家上樓頂賞煙花，他們年年見，有
點審美疲勞了，我拉着他們 「童心不能
丟啊！」 大家陪我到頂樓，遠遠看見禮
花從海上升起，在樓宇間綻放。元旦
的煙花規模不是很大，加上時值冬
天，略有寒意。此時的煙花讓人常感
時光如梭。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時，在會展參加
典禮、賞煙花，忙到深夜。雖然第二天
便發起燒來，但所有美好記憶印象至
深。

人們在煙花中迎來新年伊始，迎來
新春送福，在煙花中歡慶，在煙花中歡
聚。也曾經歷二○一四年國慶、二○一
九年、三年疫情期間煙花被迫取消……
煙花點點朵朵，充滿故事。

今年的農曆新年煙花匯演是疫情期
間暌違四年後，再次綻放維港夜空。報
章報道是日 「天朗氣清，能見度高，煙
花顯得特別璀璨，映照維港海面一片金
黃色。」 歷時二十三分鐘左右。今年煙
花匯演主題為 「龍年百業旺，盛世中華
強」 。三艘躉船彈射了二萬三千八百八
十八枚煙花彈，共分八幕，最後一幕密
集發放，數枚禮花在夜空盛開，照亮兩
岸，也照亮了人們歡樂的臉龐，現場一
片歡呼，非常震撼。

照例，大年初二也是車公廟求籤
日。大批市民見證鄉議局主席為香港求
籤，隨後有人解讀籤文。

疫情幾年，關山阻隔，家人難聚。
大哥家的滷麵、Connie家的潮州菜、
志明店裏的小火鍋、阿棟office的盆
菜、東哥的日料、Chloe家賞畫、Billy
家K歌……時至今日，仍感念在心。

那時過年也常到雄哥家聚會。雄哥
夫婦熱情好客，客人出出進進大約三四
十人。因為人多，他家的飯就成了流水
席，三三兩兩散布客廳、庭院。過年時
分，雄哥家最亮的地方是庭院，擺滿了
鮮花，蝴蝶蘭、水仙、蠟梅、杜鵑……
花團錦簇，滿庭芳香。庭院外有一片小
菜園。我臨離港前，也是過年。雄哥到
菜園親手剪了空心菜，親手洗菜下鍋爆
炒，親手端上桌。之後大家一起K歌。
雄哥年逾九旬的老母親坐在輪椅上拉着
我的手，聽我唱歌，不肯上樓休息。今
年年初二，雄哥夫婦隔着熒幕視頻拜
年，他家的庭院果然又是滿園繽紛，往
日時光歷歷在目。我問起雄哥老母親，
已經往生了。整整一百歲。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
同。千百年來，古花今花，古人今人，
往事皆美。

節後上班第一天，收到小樂妹妹寄
自香港的新春賀卡，格外歡喜。小樂
說，寫賀卡的時候，回憶我們相識的點
點滴滴，真的是倍感溫暖。這些來自香
港絲絲縷縷的牽掛和情誼，使得這座都
市一直嵌入心裏，不曾遠離，也不會遠
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