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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開麥戳破的內娛假象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
進文學時光的卷軸」 ，日前在中央圖
書館舉行，展出二十四位由內地南遷
至香港的作家的手跡和物品。望着展
板上許地山、張愛玲、蕭紅、戴望舒、梁
羽生、金庸等南來作家年輕的身影，
想像他們與香港或短暫相依或長久相
伴，回想起他們筆下的香江風物，一
股溫暖而熟悉的感覺油然而生。

細閱這些南來作家的生平，你會
發現，多位作家曾在香港報紙副刊任
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人生路不
熟的香港，是報紙副刊為他們提供了

最初的棲身之所，提供了發揮所長的
文學園地。

抗戰爆發後，戴望舒於一九三八
年五月來到香港，任《星島日報》副
刊版星座版主編，直至香港淪陷、報
紙停刊。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佔領
香港後，戴望舒曾被捕入獄七星期，
出獄後留在香港任編輯及翻譯，一九
四六年三月離港往上海教學。

葉靈鳳一九三八年十月後在香港
定居，先在《立報》，後在《星島日
報》編副刊。一九四七年起，負責
《星島日報》 「香港史地」 專欄，開

始有系統地介紹香港歷史和方物知
識，他撰寫的《香港方物志》一書，
於一九五八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劉以鬯一九四八年來到香港，曾
任《香港時報》《星島晚報》《快
報》副刊編輯。一九五一年任《星島
周報》執行編輯。一九八五年創辦
《香港文學》月刊並一直擔任總編輯
至二○○○年六月。

開新派武俠小說風氣之先的金庸
和梁羽生，二人為香港《大公報》副
刊同事。金庸本名查良鏞，一九四八
年來香港《大公報》，後調入《新晚

報》編輯副刊。梁羽生本名陳文統，
一九四九年加入香港《大公報》任副
刊編輯，後調《新晚報》副刊工作。
他們二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創作新
派武俠小說，初在《新晚報》副刊連
載，一炮而紅，從此筆耕不輟，著作
等身，成為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兩座
高峰。

大部分現代城市都在高速發展，
實業興旺之餘，金融貿易更令經濟起
飛，俗語就是 「以錢搵錢」 。金融就
像無形的行業，操作員先在概念上籌
劃產品，然後再作銷售。操作員在營
運過程中，動輒買賣以億元計的生
意，金錢誘惑隨之而來。金融業操作
員是文職人員，日常穿着西裝和白襯
衣，如何令白襯衣不被沾染，長久保
持純潔，乃操作員自我控制品德的問
題。內地電視劇《城中之城》以金融
業為背景，虛構的深茂銀行為主要場

景，透過不同角色的自我發展和相互
影響，展示一個宏大而深遠的故事。

《城》劇以趙輝和陶無忌為主線
角色，前者是深茂銀行分行的副行
長，後者是銀行的新進職員，為人正
義廉潔，初時視趙輝為偶像，後來經
歷不同事件，決意搜尋趙輝的不法證
據。《城》屬於四十集長劇，角色眾
多，主線清晰，枝葉繁盛。趙輝本來
也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的銀行家，一
直以來都謝絕受賄，避免任何不法勾
當。然而，為了籌錢醫治患上眼疾的

女兒，趙輝無奈地逐步跌入其他人的
利誘圈套，其 「白襯衣」 難免受污，
最終需要負上刑責，事業全毀。

《城》劇細緻地鋪排角色的心路
歷程和事件經歷。趙輝的遭遇雖令觀
眾同情，但角色難逃法網，也是合理
的必然結局。相對而言，陶無忌作為
年輕金融從業人員，一直潔身自愛，
即使與心愛的女友反目，亦不願意同
流合污，並希望借助金融力量而幫助
新興企業發展。

故事和情節雖說是舊瓶新酒，但

《城》劇豐富的內容仍然引人入勝。
于和偉及白宇帆分別飾演趙輝及陶無
忌，令角色的個性轉變立體和可信。
于和偉是近年內地其中一位優秀演
員，他以內在深沉的手法塑造角色個
性，無論電視劇《覺醒年代》或電影
《懸崖之上》都有出色表現。





近期內地社交平台最熱門的話
題，莫過於被戲稱為 「內娛照妖鏡」
的《歌手2024》節目。在號稱 「全
開麥、不修音、一次過」 的現場直播
形式下，多名中外歌手受邀進行同場
競技。由於參賽選手水平參差、風格
各異，一檔音樂綜藝讓觀眾們看出了
「格萊美獎＋草莓音樂節＋星光大
道＋農村紅白喜事」 的荒誕喜劇感。
與內地歌手破音、跑調等 「車禍現
場」 層出不窮相比，外籍歌手以遊刃
有餘的唱功和鬆弛有度的台風，展現
出 「降維打擊」 之勢。作為場上少有
的內娛唱將，那英儼然成了 「全村的
希望」 。網民們以 「五旬老太保衛國

門」 的爆梗為其打氣，並爭相舉薦
「外援」 救場挽尊。

音樂交流的真諦在於文化碰撞、
美美與共， 「為國征戰」 當然只是一
種調侃，但節目一把撕開內娛的 「遮
羞布」 ，所暴露出的問題卻着實發人
深省。

近些年，在流量與資本的裹挾
下，內地歌壇魚龍混雜、怪象叢生。
一方面，一些偶像歌手不願通過勤學
苦練來提升自身實力、打磨音樂作
品，而是長期依賴百萬調音師的 「科
技與狠活」 ，採用所謂修音、墊音、
假唱等手段來掩蓋唱功上的不足；另
一方面，飯圈文化大行其道，粉絲們

不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來鞭策歌手練
功，反而以 「我家哥哥多努力」 等說
辭來為明星的拙劣業務能力辯解，並
通過控評、做數據等方式掩耳盜鈴，
共同營造一種繁榮的假象。

正常的成了反常，反常的倒成了
理所應當。以至於偶有歌手現場真
唱，還得大張旗鼓地備註上 「全開
麥」 的標識，像極了電影放映時還得
煞有其事地打上 「此為真人出演」 的
字幕，荒唐得讓人哭笑不得。

不真誠的音樂，不真實的演繹，
讓藝術失去了本身應有的力量。如
今，在濾鏡破碎的《歌手2024》
上，內娛歌手技不如人的現狀得到纖

毫畢現的暴露。倘若能藉由這一 「鯰
魚效應」 ，喚醒長期沉浸在 「厲害了
我的娛樂圈」 敘事裏的 「頂流」 們和
粉絲們，推動他們走出 「坐井觀天、
自娛自樂」 的怪圈，開始睜眼看看外
面世界，或許也不是一件壞事。要虛
假的完美，還是要真實的純粹？內地
樂壇亟待以不破不立的決心去勇敢面
對。

作家南來 文脈賡續

《城中之城》

情迷飾物要講配合
上周，與公司同事一道出差新

加坡，花園與綠意成為我對這個城
市國家的最初印象。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同
樣是發達的城市，新加坡與香港截
然不同。初降落在樟宜機場，綠色
就成為了我眼中的第一個色調。行
李提取處充滿設計感的綠色幕牆、
停車處的綠樹成蔭、寬敞的機場林
蔭大道，讓人很難想像這是一座面
積比香港更小的城市。車駛入市區
中心，一眼就能看出這座城市良好
的秩序與規劃，雙向八車道的大道
與錯落有致的摩天大樓，與香港的
密集化布局形成了鮮明對比。與其
說新加坡像香港，不如說深圳這些
內地新興城市的CBD布局與新加坡
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甚至在城市核
心的位置，還不惜成本地放下了一
座巨大而精美的植物園，不僅陳列
着世界各地的植物，還別出心裁地
將一整座熱帶雨林放進了植物園，
室內的瀑布從高處傾瀉而下，移步
換景，滿樹不知名稱的紅花又映入

眼簾。直到走出室外，我才猛然醒
覺，這是一座位於赤道邊的熱帶城
市，高溫與高濕並不適宜高密度的
人類居住，可新加坡人憑藉聰明才
智在雨林中開闢出了一座現代化的
城市。

可過於現代化，儘管壯觀，也
難免讓人心生沒有人情味的感覺。
走進老城區，人情味卻油然而生。
與西關相似的騎樓裏肉骨茶店的夥
計們穿着人字拖叼着牙籤，問着各
種膚色的客人點單的喜好。走上城
裏舊區的樓頂，細密的老街上自由
排布着各個宗教的祭祀場地，五顏
六色的印度廟、香火鼎盛的佛寺、
遠遠看到的清真寺白頂，又展示出
了這座城市的另外一面。

精巧而美妙，這或許是我對這
座城市的最深印象。

愛情，從來就沒有真相；想在愛中苦
苦尋找答案的人，大多會在東張西望、九死
一生後鎩羽而歸。回頭再看那些大夢不醒的
靈魂，常浴愛河卻能 「永葆青春」 ，管它是
屢戰屢敗還是旗開得勝，都能帶着幼稚熱忱
地想像，就連一個平凡的 「521」 ，都能過
出空前絕後的快樂來。

這大概是因為人類本就擅長解構，所
有意象中不易言說的隱喻，都會被詮釋成浪
漫註腳，彷彿就已心有靈犀。什麼是最好的
愛人？在這個圖譜裏，走向千變萬化，如果
要我來說，肯陪你一起吃，一起用平淡滋味
變出 「魔法」 的人，也許就是了。

一日三餐，流光溢彩時少，周而復始
時多。能同你從頭吃好飯的人，該是會用不
凡的眼光去開荒，把所有家常的擺設，化為
妙趣橫生的心法。從第一杯咖啡開始，朦朧
的睡眼還沒找準起床的方向，那股濃郁的香
已經溜進房間，讓你只能舉手投降。麵包機
最後一秒跳起的聲音是歡快的，帶着迫不及
待的興奮，要向人們展示它的作品。順着邊
緣咬出一陣陣嘎吱嘎吱的清脆，連果醬都變
成了難以捉摸的樣子，一半是輪廓清晰的堅
定，另一半則還在心猿意馬地奔跑，跑到嘴
邊、流到盤中央，再睜大眼，才徹底振奮了
精神。

這時候輪到煎蛋上場了，當你迷迷糊
糊，有人已經把它端上桌。煎蛋容易，可火
候才是愛意，不疾不徐的太陽蛋展開笑顏，
順滑的蛋白緊緊靠着半凝固的蛋黃，陽光照
在它們臉上，打出一縷柔和的明黃色的光。
這縷光一直到晚上都不會暗淡，也許沒有明
廚亮灶、油焰四起，但總有幾碗不單調的安
慰，放到乾癟的生活上，一下就能濕潤、光
亮起來。關於愛的想像，還要靠吃和一起吃
的人去完成，可靜可動、可炒可煮；恰如其
分，足夠安慰。

上半年在內地旅遊及居住的
時間較多，是近幾十年來從未有過
的。不比不知道，感覺內地建設可
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生活方便程
度也極高，一部手機什麼都搞掂，
例如網購，幾乎是只有你想不到沒
有你買不到。

每到一地都有留意房地產及
招工薪酬，有一次與廣州友人說
起： 「普通打工仔五六千元人民幣
月薪會不會太低？」 她說： 「大學
畢業生初工作也是這樣，生活不成

問題的，除非要買房，特別是家在
農村的年輕人，想在城市置業會較
困難。」

說到買房，許多港人早已在
內地有物業，現在才開始去了解大
灣區樓價，盤算着升值潛力怎樣
的，多數不熟悉內地情況。升值與
否僅是一個方面，承受能力、交
通、用途等都是考慮因素。一般而
言，不看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
三線城市的房價仍具吸引力。

內地有些地區房價較低，日

常消費也低。那日在汕頭某街市，
見一女店主正賣熱氣騰騰的肉包
子，韭菜的一元一個，其他的一律
一點五元一個。之後進入街市買
菜，三條排骨加幾種青菜，共花費
四十多元。有時內心會作比較：若
在香港要花多少錢？





比收入看消費

星洲瑣記

愛情真相

崑曲原本是一門 「古老」 的
藝術，但在二十一世紀卻煥發出了
「青春」 。崑曲能與青春聯在一

起，無疑與青春版崑曲《牡丹亭》
在二十一世紀風行海內外密切相
關。當白先勇在製作崑曲《牡丹
亭》時亮出 「青春版」 的旗號，他
就是在打碎人們對崑曲的刻板印
象：崑曲因 「古老」 而只是中老年
人的 「專屬品」 ；當他以 「青春
版」 為號召建立崑曲新時代的風
姿，他就是在召喚崑曲內在的青春
活力：既然崑曲能寫十六歲的杜麗
娘和二十歲的柳夢梅青春愛情故
事，那它本就不該與滿懷青春的年
輕人絕緣。

於是，白先勇製作的崑曲
《牡丹亭》就貫穿着他的 「青春
觀」 ：不但要讓青春亮麗的杜麗娘
和柳夢梅來演繹《牡丹亭》中的愛
情故事，而且還要把這個古老的崑

曲 「故事」 帶給青年觀眾。為此，他打破了
總是由中生代以上的 「老演員」 擔綱主演杜
麗娘和柳夢梅的慣例，大膽起用沈豐英（飾
杜麗娘）、俞玖林（飾柳夢梅）、沈國芳
（飾春香）等 「小蘭花」 團隊的青年演員，
通過老師傅的傳、幫、帶，成功地將《牡丹
亭》成熟的主角年齡下降了三十歲；除了演
員青春，白先勇還致力於崑曲的觀眾青春，
將 「崑曲進校園」 作為青春版《牡丹亭》的
基本戰略，在前兩百場的演出中，有八十九
場是在大學演出的，即便是那些商業演出，
白先勇也總是想方設法尋找贊助，讓囊中羞
澀的大學生們能有機會進劇場欣賞崑曲。

除了演員青春，觀眾青春，白先勇更
是從青春版《牡丹亭》中指導衍生出校園版
《牡丹亭》。這回青春的大學生們不再只是
觀眾，而是從觀眾席登上了舞台，他們不但
觀賞崑曲，而且還自己來演繹崑曲──當年
的《十五貫》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如今
的青春版《牡丹亭》則以一齣戲之力，不但
讓崑曲從演員到觀眾普遍年輕化，而且還讓
崑曲在青年人的心中扎下了 「美」 的根、開
出了親身實踐之花、唱出了崑曲的 「青春之
歌」 ！

當崑曲成了青春崑曲，崑曲才擁有了
未來。



飾物是隨性時尚、展現個人
品味的設計品，相信每位女士都會
有不同的喜好，不一定會刻意追隨
潮流，而是隨着自己的心情來揀選
心目中的飾物，而服裝的類別是選
擇飾物的重要因素。

情迷各式各樣的飾物，是源
於對時裝的興趣，總感覺飾物對一
件服裝所產生的力量，會影響整件
衣服出現不同效果，當然這不能一
概而論，因為創作各異的服裝，呈
現出來的觀感也有分別，但完美的
飾物搭配，的確對服裝有不可低估
的重要性。

夏日服飾的設計，比較簡
潔，線條明確，服裝色調較多採用
較淺顏色，在搭配飾物的時候便要
細心作思考，才會達到互相輝映的
效果。除了服裝方面的因素，搭配
用的飾物應以纖巧設計為主，因為
飾品的盛行，不少品牌都會有套裝
系列推出，包括耳環、項鏈等飾
物，整套佩戴會過於隆重。搭配夏
日服裝，適宜選擇一些較精緻的單

品，作為日常配飾，像耳環可配設
計獨特的手鏈，像某瑞士珠寶品
牌，以浪漫心形的設計和精細的工
藝技術，配出粉紅色頸鏈和耳環，
簡潔明亮，適合夏日服裝。

清爽用色的針織外套，配淺
色上衣，是簡單的優雅衣飾組合，
如配上一條珠項鏈，又顯現另一種
風味。夏日的時裝系列，日常衣着
是傾向淺色，但黑色調也會是晚裝
的熱門色，金色或銀色的組合、耳
環和項鏈的搭配，經得起考驗，能
夠突出黑色晚裝的亮點。

飾物與服裝穿搭的要領，在
於飾物的組合和服裝的設計要匹
配，若感覺沒有適合的搭配，不要
隨便給服裝加添飾物，飾物是為提
升服裝美感，為時尚概念增添創意
而設，若不適合，不如不用。

青
春
崑
曲

文藝中年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十八彎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衣 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創新第一招：打破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