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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搭小巴的故事
特區政府

正在加大力度吸
引內地遊客，中
央批准到香港自
由行的名單增加
八個城市，包括
西北和東北的幾
個省會城市內蒙

古呼和浩特市、西藏拉薩、新疆烏
魯木齊、寧夏銀川、黑龍江哈爾濱
等，這些城市距離香港兩三千公
里，遊客多數會留在香港過夜。特
首李家超預料，新增的八個城市可
為本港帶來一年約三十萬旅客、約
十二至十五億元消費額。另外，盛
事活動陸續推出，最新是 「多啦A
夢」 無人機匯演將出現維港上空，
帶來美好回憶和憧憬，屆時維港兩
岸必定人頭湧湧。

「天王」 劉德華也出手了。劉
德華首次在抖音開設系列節目《我
同你 「港」 》，以他個人對香港的
情懷，從音樂、電影的角度跟大家
分享當中的故事。有廣州朋友在網
上看到預告片中劉德華坐在電車上
和觀眾分享節目初心，告訴我說下
次來香港想去搭電車。劉德華的魅
力沒法擋，可以預料，今年內地遊
客人數的增長將遠超特首估計的數
字。

香港經濟復甦似乎看到曙光，
近日股市大幅反彈，樓市也重拾生
氣。二○○三年沙士之後，就是首
批內地自由行遊客給香港帶來人氣
和消費，讓香港市場重拾信心，樓
市大幅反彈並且由此步入長達十多
年的牛市，帶來巨大的財富效應。
期待這一次中央加碼自由行，會再
次給香港帶來好運。不過，香港是
否已經完全做好準備，讓這些遠道
而來的內地遊客感到賓至如歸呢？
我覺得好像還沒有。

那位廣州朋友說要來香港搭電
車，我提醒他要記得帶現金零錢，
或者來到香港之後買一張八達通，
否則到時上車容易下車難。事緣不
久前我親眼所見的一件事。某日下
雨，我站在路邊等的士，剛好一部
七十八號小巴駛至，正好經過我要

去的廣東道，於是收起雨傘上車。
乘客不多，車行兩個站到滙豐銀行
樓下，一個年輕人上車，拿出手機
用北方口音的普通話問司機大叔：
可以掃碼付錢嗎？司機答：不可
以，只能用八達通或現金。年輕人
顯得很無奈，只好下車。我不是經
常搭小巴，但已經不是第一次見到
因為沒有帶現金或八達通，內地遊
客不能乘小巴的情況。我推測，類
似的情況可能也會發生在巴士或電
車。

內地民眾早已習慣電子支付，
一部手機走天下，購物消費都是掃
碼結賬。他們來香港旅遊，有時會
像那名不能搭小巴的年輕人一樣，
因為忘了帶現金而遇上麻煩。不久
前看到媒體報道，一名內地女遊客
與丈夫來香港旅遊，夫婦前往一家
老牌食肆用餐，享受絲襪奶茶與西
多士，大快朵頤後拿出手機打算結
賬離開，不料卻被告知餐廳只收現
金。女遊客只好把丈夫留在店內，
自己走到店外詢問排隊等候就餐人
士，能否微信轉賬換一點現金，接
連問三人都不肯兌換。女遊客猜測
自己可能是被當成騙子，此前街頭
有不少類似騙案，大部分都自稱內
地遊客，來港沒帶現金想要尋求幫
助等等。最後，幸好餐廳店員出手
相助，以港元一兌一人民幣匯率，

用微信轉給店員二百元人民幣，店
員再給她二百港元，才得以結賬離
開。這篇報道最後指出，按照當日
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二百元人民
幣可兌換二百二十點二港元，換言
之女遊客虧蝕二十點二港元。

對於遊客而言，來到香港旅
遊，因為沒有帶現金，乘車和吃飯
遇上麻煩，肯定會留下不愉快的體
驗。旅遊其實就是體驗，追求的是
愉悅。觀賞當地的風景、感受當地
的人文、品嘗當地的美食，都是體
驗。因此，衡量一個地方旅遊業素
質好差水平高低的標準，就是能否
讓遊客獲得愉悅的體驗，留下美好
的印象。既然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
內地遊客，那麼，我們就應該千方
百計讓他們來到香港能夠獲得愉悅
的體驗。這方面，深圳比香港做得
好，我的人民幣微信支付，疫情期
間因為銀行凍結賬號而停用，一次
搭的士用現金付車資，外省口音的
司機找錢時說，我每天上班都帶現
金，就是為你們香港人準備的。

香港很多食肆、商店都已經提
供電子支付，包括用微信人民幣支
付，搭地鐵也用掃碼入閘，令內地
遊客感到方便。但也還有像上文提
到的只收現金和信用卡的食肆以及
其他服務業提供者，特區政府有關
官員是否知道究竟是何原因？

比起世界各國新
建的現代化球場，一
九三六年竣工的柏林
奧林匹克球場是一個
相當特殊的存在。僅
僅是摸一摸當年的那
些巨石，仿佛能感受
到歷史的滄桑和力

量。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位於柏林西邊的

夏洛滕堡區域，在修建當時並沒有太多
地考慮到幾十年後大量的自駕車而安排
足夠的停車場。為方便觀眾順利入場和
退場，這裏有地鐵、輕軌和公交車，大
部分前來看比賽或參加活動的觀眾都避
免開車前往。這很符合柏林人的習慣，
既環保又高效。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運動場的 「前
世今生」 ，我們報名參加了一個解說
團。穿過一個小小的遊客中心，我們便
進到奧林匹克球場的外圈，歡迎我們的
是代表着柏林的六個大型 「聯合熊」 雕
塑，它們高舉着雙手，身上畫着各種運
動的標誌。

解說員是一位年輕的小伙子名叫菲
利普，他列舉了多項在這裏舉行的大型
活動──德國人最愛的足球比賽，例如
德甲聯賽、冠軍盃、歐洲盃和世界盃，
以及大型的田徑比賽，當然也不乏流行
歌手如U2、Coldplay等的演唱會。

接着我們便進入到奧林匹克球場的
建築內部，立刻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整片

青葱翠綠的綠茵地。整個看台主要分為
上下兩層，下層佔大部分，上層相對少
一些。我們進來的這個門口，正好是兩
層之間的夾層，主要是售賣快餐和飲料
的商店和洗手間。菲利普告訴我們，這
個球場總共有七萬五千個座位，是全歐
洲座位數最多的球場。大家都露出驚訝
的表情，因為想不到這個古老的球場竟
然有如此大的容納量。

菲利普一邊解釋一邊強調說，主要
是座位多，如果算上有站票的球場，我
們這個不算是最大了。他指着一個一個
的摺疊座位說，其實以前這裏全是長板
櫈而不是單獨的一個一個座位，因為這
種長櫈曾經導致不少安全事故，才換成
單獨座位。

菲利普介紹道，以這個球場為主場
的柏林赫塔足球隊每個賽季需要支付兩
百五十萬歐的租金，這還是他們降級到
德國乙級聯賽後的費用，當他們以前在
德國甲級聯賽的時候，租金是現在的兩
倍。

我們從一個室內的通道和樓梯走到
了球場的主席台。菲利普介紹了一九三
六年希特勒在這裏舉辦第十一屆奧運
會，而目的主要是宣傳他的政治意圖。
菲利普講了一個小故事說，當年美國運
動員傑西歐文斯奪得一百米、兩百米、
跳遠和接力四塊金牌，希特勒非常不高
興自己國家的選手在主場沒有達到這樣
的成績而大發雷霆。

所以，這個充滿歷史的球場並不是
一個簡單的運動場所，包含了三個重要
的元素：首先是體育，第二是建築，第
三則是政治。

接下來我們還參觀了球員更衣室，
坐了坐當年美斯坐過的板櫈兒，看了一
個小型的祈禱室，上面用各種語言寫着
激勵人心的關於運動的名言。

走出建築，我們看到了當年掛在鐘
樓的大銅鐘，鐘壁因為火災時從高空掉
下摔出了很多裂痕。是的，在德國你經
常都能看到這樣的歷史文物，哪怕是殘
缺不全，也寧願保持它當年的樣子。因
為，每一道裂痕都有它的歷史故事。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也許是歐洲別
具歷史故事的球場吧。

柏林奧林匹克球場

人生總要有多次
離別，或跟父母，或
跟妻子，或跟朋友，
然而我這裏講的是媽
媽跟女兒。

女兒小時候的事
情不再提。當時按規
定，妻子生完女兒

後，五十六天就要離開。於是妻子含淚
離開女兒，把女兒交給奶奶，回到駐外
使館工作崗位。

其後幾十年，在駐外使館工作的我
們和在國內的女兒較長時間分離。開始
不准國外探親，後來逐步鬆動，母女才
能有團聚的可能。

過去的事情不便多講，現在，妻子

即將九十歲，女兒也六十出頭。她從多
倫多回來看望我們，本來內心充滿喜
悅，但沒想到一個多月過得這麼快。
即將離別的女兒，企圖為媽媽做好一
切事情。她抽出所有時間，為媽媽做
事。

媽媽最煩洗床單、被單，女兒就把
它洗好，疊放整齊。小件的衣物，女兒
一件也沒落，洗好放齊。女兒還盡量給
媽媽做她愛吃的，一直到臨出發之前也
沒有閒着。

可巧的是，這時在多倫多的外孫女
生了一個寶寶，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
寶寶的一顰一笑分散了妻子和女兒的注
意力，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她們為離
別而產生的痛楚。

繪動世界
人生在線

延 靜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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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金庸在香港
《新晚報》副刊版的 「下午茶座」 以 「姚馥
蘭」 筆名開闢《馥蘭影評》專欄，每天一
則，介紹和評析電影作品，尤其是剛剛上映
的新電影。到了月底，才寫了二十一則，金
庸卻將此專欄改為《馥蘭影話》。

影評，顧名思義即電影評論，改為影
話，僅一字的變動，含義卻不同。用
「話」 字，非獨創。古詩早有 「把酒話桑

麻」 （孟浩然《過故人莊》）、 「卻話巴山
夜雨時」 （李商隱《夜雨寄北》）；今人也
有《燕山夜話》（鄧拓）。 「話」 ，指
說、談；影話即說電影、談電影，減少了
評或論的嚴肅古板，顯得輕鬆隨和。金庸
在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 「答讀者」 有自己
的解釋：

有許多人覺得我寫的與一般的 「影
評」 不同，既然來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覺得
這種方式很有興趣，我以為還是可以如此繼
續下去的，只是 「影評」 兩個字得改一下。
一來，自己常覺得不好意思，一個年紀輕輕
的女孩子，有什麼資格對人家長期辛勤工作
的成果妄下斷語呢？二來，我常不自禁把自
己日常瑣事拉扯進去；所以從今天起，決定
把 「影評」 改稱為 「影話」 。

金庸影話篇幅小，受字數的限制，要
真正寫得精彩紛呈，絕非易事。僅以劇情簡
介來說，要將曲折複雜且冗長的影片情節，

高度濃縮於方寸之間，寥寥數語能辭達意
盡，尚需有納須彌於芥子的文字功夫。金庸
在〈話說 「影話」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
日）自述寫作的習慣，吐訴 「作為 『影話』
的作者，卻是有苦有樂了」 ， 「寫一篇一千
字的 『影話』 ，大概平均花五個鐘頭。其中
兩個鐘頭看電影，半個鐘頭坐車來回，一個
半鐘頭看書、看雜誌、看電影廣告、聽有關
電影的唱片、看中西報上的影評，剩下一個
鐘頭，就是動筆寫了。」 「至於稿費，每個
月的 『影話』 稿費剛夠我訂電影雜誌與買關
於電影的書。」 他在〈解釋《烽火流鶯》
（上）〉（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說道：
「我每篇 『影話』 總是不多不少寫一千字。
這是《新晚報》 『影話』 的一個傳統，我也
很同意這傳統，因為短了，讀者看得不過
癮，長了會減少讀者的興致。由於有這個限
制，我常常在寫了七百字之後，覺得至少還
應當寫七百字，只好一句兩句地在已寫好的
七百字中硬生生刪去四百字。」

金庸影話每天一篇，由一個人來撰
寫，時間長了，很容易墮入一種套路模式。
為追求新意，金庸剛開始採用的寫作策略，
是變化作者的身份。取名 「姚馥蘭」 ，其意
來自英語的 「your friend」 ，《馥蘭影
話》自然以一個女性作者的口脗來寫。在具
體的 「影話」 中，金庸不僅扮演一位涉世不
深的年輕知識女性，而且還虛構了 「丁謨」

表弟、小表妹、小羅、叔叔等人物，經常一
起看電影，相互交流暢談，偶爾穿插的對
話，增加了文章的活潑性，又能借他人之口
道出不同的意見。比如，以親身經歷來拉近
與讀者的距離，《幾度山恩仇記》（一九五
一年五月八日）的開頭，以叔叔對 「我」 的
口脗，引出自己的回憶， 「的確，我生命中
曾有過一段時期充滿着對英雄的幻想，曾躲
在房裏整天讀大仲馬的歷史小說」 ，而後從
小說與電影作比較的角度切入。又如，《蝶
戀花》（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從中外演
員的表演是否失真，帶讀者進入具體電影的
評介。隨後的《龍潭喋血》（一九五一年五
月十五日）則以自己對演員的偏愛，引出話
題。

其次，金庸因應影片的主題、情節、
人物、片名等等，選擇多種角度不斷變換
「影話」 的內容，且十分注意文字的表達，
即文風的變化，包括文章的開頭，乃至刊花
圖案的變化，以呈現其新意。例如，《馥蘭
影話》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是一位剪短髮的
女性執筆在撰寫文稿。至一九五二年八月二
十八日，金庸以另一個筆名 「林子暢」 撰寫
《子暢影話》專欄時，作者的身份轉為男
性，該專欄的刊花設計圖案也改為一位戴眼
鏡的男性正坐在影院中觀賞電影。

金庸在以 「姚嘉衣」 筆名撰寫《影
談》專欄的開篇〈從賀年卡談起〉（一九五

四年一月一日）說道： 「以後我寫 『影
談』 ，想範圍放得廣些，只要是和電影有關
的東西，什麼都談，不一定每天批評一張新
片。片場中的消息、影人們的生活、外國書
報上的新資料等等，都屬於我這 『影談』 的
範圍。」 姚嘉衣的《影談》專欄確實給人耳
目一新，他的〈又喜歡又感動──《守得雲
開見月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
日），在評論電影前 「告訴大家孫景路和喬
奇的婚訊」 ；在〈相愛與諒解──談《歡喜
冤家》〉（一九五四年七月二日）中道出自
己與香港著名演員傅奇的深談；〈石慧與傅
奇要結婚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一看標題就知道這是當時演藝圈中、乃至社
會上最大的新聞。而〈影人義演的排練〉
（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則是一則新聞報
道，不僅預先透露了大家關心的春節義演的
綵排動態，還仔細地細數眾多演員的動態和
即將推出的節目。金庸為配合此專欄，還在
副刊版 「大公園」 開闢了由 「姚嘉衣主答」
的《電影信箱》（一九五四年一月），專門
回答讀者的各種提問，其中的提問不少都是
金庸自己杜撰的，實際上是以一種自問自答
的形式來解開讀者的種種困惑，如回答如何
實現當演員的夢想：〈想做電影演員〉（一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做演員的夢想
──談《紅伶夢》〉（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
一日）。

離別之苦

展覽 「繪動世界──上海
美術電影的時代記憶與當代
回響」 現正於上海民生現代
美術館舉行。上海美術電影
製片廠旗下經典IP動畫形象齊
聚，再現 「幾代人的童年記
憶」 。

中新社

李以建

我與金庸

從
影
話
到
影
談

▲摔裂的奧運鐘。
作者供圖

▲掃碼支付方式尚未覆蓋香港大部分小巴。 資料圖片

◀一九八○年《哪吒鬧海》參加法國康城影展
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