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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 逾

黛西札記
李 夢

車過港珠澳大橋
最近這些年，

每逢聖誕節，必追
的劇集便是網飛熱
播的《艾蜜莉在巴
黎 》 （Emily in
Paris）。這部由美
國知名女演員莉莉
柯林斯擔任製片人

兼主演的網絡喜劇，至今已播出至第
四季，圍繞美國女孩艾蜜莉在巴黎的
工作、愛情和生活展開。從初到他鄉
的文化差異，到遇見戀人、朋友並在
工作中展現出其不意的才華天賦，原
本被法國同事嘲笑土氣的芝加哥女
孩，終於在巴黎這座讓人又愛又恨的
城市，找到了心之所向。

千萬不要抱着太嚴肅的心態觀看
這部劇集，那樣或許會讓你覺得浪費
時間。就是放輕鬆，找個周末懶懶起
身後的早上，邊吃零食邊打開電視，
追看艾蜜莉身邊喜鬧又浪漫的故事。
艾蜜莉的老闆毒舌強勢，卻不乏法國
女人的優雅神秘；兩位異性同事（黑
人小哥和白人大叔）愛講八卦，卻忠
誠又可愛；更不用說女主角在巴黎遇
見的幾位戀人，不論諾曼第出生的性
感廚師加百列，或倫敦遠道而來的金
融新貴阿爾菲，再到第四季後半段出
場、邀請艾蜜莉共度羅馬假日的意大
利家族企業繼承人馬切洛，都是多金

又有型，明明不少靚女追求，卻獨獨
對於艾蜜莉念念不忘。都說電視劇集
能讓觀者短暫從現實中逃離，誰又不
想在那充滿浪漫、詩意和奇幻的城市
裏，做一場事業與愛情雙雙得意的美
夢呢？

不少網友自嘲，劇中角色臉譜化
且不乏刻板成見，卻總是讓人欲罷不
能。或許，看劇時的我們，都把自己
想像成了艾蜜莉。

沒什麼深意的口水劇集，卻因為
讓女性觀眾產生極強代入感而收視一
路飆高。據說，來巴黎旅行的人數也
頗見增加，或與劇集的熱播不無關
聯。略去巴黎糟糕的衞生條件和擁擠
的交通不談，《艾蜜莉在巴黎》中呈
現的是讓人眼花繚亂的高定時裝，是
美食，還有清晨的艾菲爾鐵塔和深夜
星空下的教堂。連法國總統夫人都在
其中客串，可見哪怕高冷的法國人，
也深知流行文化、社交媒體在全世界
範圍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網飛已在預告明年拍攝的第五
季，將在 「永恆之城」 羅馬取景。追
劇的我們一邊期待着艾蜜莉未來也能
拍拖一個香港型男並來亞洲旅行，一
邊也不免思考，香港的旅遊業如何在
影視作品的帶動下，進一步發展。武
俠與奇幻之後，我們還需要快樂和愛
情，不是嗎？

美國女孩在巴黎

市井萬象

香港．晨

多彩天空

月初周末，我
和幾個朋友到澳門
會友，開車走港珠
澳大橋。雖然已經
入冬，但天氣一點
不冷，車行大約四
十分鐘，遙望碧海
藍天，賞心悅目。
記不清這是第幾次

乘車經過這座大橋。二○一八年十月
二十四日上午，我坐在中央電視總台
新聞直播室，以香港特邀評論員身份
和主播一起直播這座被譽為世界第八
奇跡的跨海大橋通車儀式，國家領導
人親臨剪綵，舉世矚目。第一次看到
央視記者航拍大橋的全景，宛若滄浪
大海上的一條巨龍，感覺非常震撼，
又以作為當代中國人而深感自豪。從
那以後，每次經過這座大橋，都感到
特別親切。

司機叫車上各人拿出證件準備過
關，把沉浸在回憶中的我拉回現實。
自從實施港車北上措施之後，大橋的
車流大增，單日出入境車次不斷創新
高，節假日甚至出現堵車的現象，那
天去珠海自駕遊的港車很多。澳門的
口岸很大很有氣派，不用花很長時間
排隊。我們的車沒有澳門車牌，只能
在口岸轉乘澳門朋友的車，過程尚算
順利。我心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
人，什麼時候可以不用掛三個車牌而
在三地暢通無阻呢。

未有港珠澳大橋之前，民眾往返
港澳兩地只有搭噴射船一途（載客直
升機太貴，不能算公共交通工具）。
一到周末假期， 「過大海」 的香港人
很多，信德中心的噴射船售票處經常
要排隊。遇上風浪較大的天氣，一小
時的海上航程一點也不輕鬆，我幾乎
每次搭港澳噴射船都頭暈，常常見到
有人暈船嘔吐，非常狼狽。

港珠澳大橋不僅改變澳門和香港
的聯繫，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
化，更是澳門邁進新時代的重要標
誌。以前港人 「過大海」 ，一出碼
頭，十有八九是直奔娛樂場。回歸前
和回歸初期，澳門年輕人的就業出路

很窄，大部分都去了賭場或與娛樂業
有關的行業，其他行業基本上都不成
氣候。回歸前澳門的經濟和城市面
貌，與今日相差十萬八千里。

記得九七香港回歸那一年，某個
周末和家人去澳門，內地駐澳機構的
朋友帶我們到處逛逛，最熱鬧最有人
氣的地方就是葡京，因為中資機構的
人員受紀律限制不能進入賭場，我們
只在外面看看。其他地方，連現在每
天遊人如鯽的大三巴一帶，當年也很
冷清。市區小而窄的街道，可以慢慢
散步。下午到位於路環的威斯汀酒店
喝咖啡，遊客很少，海風吹來帶一點
鹹味，非常愜意，這裏差不多是當時
澳門最豪華地方。回歸前的澳門寧靜
樸素，但經濟落後，失業率高，與一
海之隔的香港國際大都市，相距太
遠。

澳門回歸後，每次 「過大海」 都
有新的發現，都有新的景色，可以用
「日新月異」 四個字來概括，短短二
十五年，澳門的人均GDP在世界各國
及地區排名中已經躍升至第二，僅次
於盧森堡。 「澳門奇跡」 ，絕對不是
浪得虛名。現在的澳門，已然成為世
界級城市，除了人均GDP，連人均居
住面積也超越香港，十五年免費教
育，比香港多三年。最重要的變化
是，近年澳門經濟突破一業獨大的框

框，多元化已經初見成效，除了美輪
美奐的超級豪華娛樂城，還有文化購
物休閒度假等等各種設施，多個世界
非遺景點、澳門特色的葡國菜，都成
為澳門名片。澳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推進 「1+4」 發展方向，除了
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大力發展
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
貿易及文化體育等產業，年輕人的出
路有了更多選擇。

阿Ben在香港出生澳門長大，留
學新加坡和美國，是新一代澳門 「海
歸」 ，他告訴我們，正在經營一個無
土種菜農場，主要供應當地酒店，「有
機蔬菜是未來餐桌上的主流」，年輕人
充滿信心說。無土種菜對於面積只有
三十三平方公里的澳門，意義遠不止
是環保概念。在澳門種植取得成功之
後，他開始到內地雲南等地擴大生產
規模，還打算發展蔬菜零食，讓兒童
少吃薯條。在阿Ben身上可以看到，
新一代澳門人不再獨沽一味湧進娛樂
行業，而是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負。

當晚經港珠澳大橋回港，車流比
白天少一些，回望燈火闌珊處，突然
想起，即將迎來澳門回歸二十五周年
的大日子。四分之一世紀，歷史長河
一瞬間，而對於每一個澳門人，真切
地感受這一切來之不易。謹以這篇短
文，祝福澳門明天更美好。

喜歡天空的
人，一定喜歡柏
林。

柏林的天空有
豐富的美景。從時
常可見的絕美朝霞
和晚霞，到雨過天
晴後的完整雙彩

虹，以及最近的紅色大圓月，還有驚
喜出現的極光，和肉眼可見的彗
星……

柏林有一群狂熱的天文愛好者，
每每有奇特的天文現象，便會相約出
行，開車去一百公里以外一個國家公
園的高地觀星，或者去天文館跟着專
家一起學習和觀測。

今年太陽爆發七年來最強耀斑，
引發強烈地磁暴。太陽風暴抵達地
球，便帶來了可遇不可求的 「極光大
年」 。

當極光不聲不響悄悄降臨柏林，
用一抹粉色的柔光點亮了小半個夜
空，和亮着藍色燈光的柏林電視塔相
互輝映，這一片突如其來的粉光和藍
光帶給了柏林人們極大的驚喜。那一
整晚，人們都沉浸在極光的曼妙之
中，拍下無數張照片，怎麼都拍不
夠。再興奮地發給朋友，恨不得所有
人都知道我們看到了極光。甚至到了
第二天晚上，頭天看到的人們還貪心
地想再看一次，頭天遺憾沒看到的人
們期望滿滿，希望也能夠被幸運眷
顧。

記得那年獅子座流星雨，有好幾
組天文愛好者驅車前往國家公園，那

裏是離柏林最近的觀星勝地。他們還
帶上了天文望遠鏡和專業的攝影設
備，拍下了無數絕美的照片。而無法
開車去那麼遠的人們，便會來到柏林
難得的兩個 「高地」 ──南邊的維多
利亞公園裏有個小山坡上，和柏林西
邊那個人造 「魔鬼山」 。還記得那是
一個夏日的傍晚，還有不少小蚊蟲，
不論怎麼叮咬也 「趕不走」 熱情觀星
的人們。

今年為了看彗星，人們又相約來
到這兩個地方。因為這次2023彗星
能肉眼可見的時間大約只有二十分鐘
左右，又在太陽西下落山之後離地平
面很近的西方，所以必須要地勢相對
高的地方沒有遮擋物才能看到。當
然，也有聰明的朋友跑到柏林的老機
場騰普霍夫的老停機坪，不僅看到了
日落，看到了彗星，還看到了巨大的
剛剛從地平面升起的紅色圓月。

住在柏林的華人們已經習慣了一
旦看到好看的晚霞或者彩虹都會立刻
到華人群裏分享，大家放下手機，望
向天空。無論是紅透半邊天的火燒
雲，還是雨過天晴的鮮艷彩虹，都彷
彿有一種治癒的魔力，讓人瞬間忘記
手中的工作和一天的繁忙。而華人們
分享出色的攝影作品，也無意之間成
為攝影愛好者天文愛好者們的學習與
交流。後來一來二往互通天文攝影技
能，還成為很好的朋友。

望向柏林夜空的大圓月，讓身在
異鄉的華人們感慨的，這不僅僅是良
辰美景而已，更是只有華人們才懂的
「明月思故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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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看雲
郭一鳴

自由談
張君燕

王徽之的放曠
王徽之是東晉書法

家王羲之的兒子，他的
書法與父親齊名。王徽
之才華出眾，卻生性落
拓，平時不修邊幅，遇
事不拘小節，常常隨性
而為。

關於王徽之，被世人熟知的一個故
事是雪夜訪戴。王徽之住在山陰縣時，
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覺醒來，叫家人拿
酒來喝。眺望四方，一片皎潔，王徽之
突然想起友人戴安道，立即乘船到戴家
去。船行了一夜才到，走到戴家門口，
正欲敲門之時，王徽之頓了一下，立即
轉身，原路返回。眾人皆不解，既然來

了，為什麼不進去？王徽之說： 「我本
是趁着一時興致去的，興致沒有了就回
來，為什麼一定要見到戴安道呢？」
「乘興而來，興盡而歸」 這個典故便流
傳下來。

還有一則有趣的小故事。王徽之有
次去拜訪雍州刺史郗恢，他去的時候，
郗恢還在裏屋小睡。王徽之在廳裏吃茶
等候，留意到廳上一張珍稀的西域地
毯，問郗恢的手下： 「阿乞（郗恢）從
哪兒得到此物？」 問完也不等手下回
答，便命自己的隨從捲起地毯送回家。
郗恢來到廳上，發現地毯不見了，於是
詢問王徽之。王徽之隨口回答： 「剛才
有個大力士背着跑了。」 因為素來了解

友人的性情，郗恢自然知道此事乃王徽
之所為，卻也不再追究，就當什麼都沒
發生一樣。

王徽之種種放曠之舉讓人忍俊不
禁，同時也心生佩服，暗嘆不愧有魏晉
名士之風。但在這些趣聞背後，有一個
重要的部分不能被忽視，那就是與之相
交者的態度。

一個人放曠，另一個人就要有雅
量。否則，上面的故事恐怕會有截然不
同的結局。所以說，放曠與雅量一般來
說同時存在。如果說，放曠是一種可貴
的性格，那麼雅量就是一種更難得的品
質。這正是魏晉士人們所追求的內在涵
養。

澳門印象
陳德錦

議事亭早年形貌
作為澳門地標之

一， 「議事亭前地」
一名稍覺不易理解。
或有人問到： 「這裏
是 否 有 個 亭 子 存
在？」 早一代澳門人
知道， 「議事亭」 即
今天的市政署大樓，

從前又叫市政廳、議事公局，老一輩叫
「金巴喇」 之所。一七八四年以前，原
址上的建築物本是一座中式庭園。後來
葡人買下議事亭地段，興建了具今日規
模的西式樓房。這 「亭」 中曾樹立石
碑，碑上刻了在澳夷人（外國人）需遵
守的法則如禁蓄倭奴、禁唆使華人入洋
教等。亞馬留出任澳門總督時毀掉石
碑，議事亭變成了葡人治澳的行政機
關。

在一七八四年以前，議事亭究
竟是什麼模樣？具體的形貌只有
《澳門記略》中的單線圖樣，形制
上屬中式庭園，有一亭台在內。
《澳門記略》出版於一七五一年，
理論上是可信的，但有人質疑《記
略》有殘缺，圖樣為 「補畫」 而非
寫實，在此書之前所有議事亭均為
「西式」 云云。

我未能找到其他議事亭改建前

圖樣，但另找一些十七、十八世紀的澳
門建築繪畫，嘗試解答究竟此圖樣是否
可信，或純屬中國人所構想。我所觀
察，包括一七三一年出版《廣東通志》
中的澳門圖、一六三二年西洋人繪畫的
《澳門平面圖》、一六八五年後的一幅
西洋畫《澳門圖》，在這些圖版中，所
有大小房屋，不論是仁慈堂、關部行
台、風順堂等，都畫成一致樣式，亦即
所有中、西（葡）式建築風格的對比性
都給抹去。何以如此？因為畫面空間太
小，圖案要簡明，沒必要細畫出來。

葡人買入地皮後把議事亭改建成西
式樣貌，採用當時葡萄牙 「旁波爾」 建
造技術，以木材架構組件，是那年代抵
禦地震的一種建築法。南京畫家張寶

（仙槎）到澳門考察，站在灣仔隔岸觀
澳，以山水國畫 「散點透視」 手法，在
他的《浮槎圖》中描繪了 「澳門遠
島」 ，時間不遲於一八三一年。在構圖
上，張寶也沒有刻意強調中西（葡）建
築的差異。所有大小房屋，包括兩層高
的西式議事亭，均作三角山牆四邊窗
子，已是這時期中西互融的建築特色！
但海面上的三桅商船，他並不含糊，完
全是西洋式了。

此外，早年議事亭裏有小教堂或圍
牆鐵門，於是有人認定早年的 「亭」 是
純西式的。但《記略》中議事亭的大門，正
是今天我們所見的樣式，也就是說，此
圖寫實程度甚高。繪圖者在具體表現建
築物的樣式時，沒有抹去大門的西洋風

格，這寫實作風反而使我更相信：議
事亭前身基本上是中式的單層庭
院，或某程度的中西共融（例如
屋瓦為中式、窗戶為葡式），而
因守備需要，補建了西式圍牆。

今天，若到市政署大樓參
觀，除了可瀏覽漂亮的瓷磚、雅
緻的庭院和圖書館，別忘注意它
的大門，此門或沿舊制翻造，或
說不定有悠悠百載以上歷史。

◀澳門議事亭前地。

▼

港
珠
澳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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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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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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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晨」 周潤發慈善攝影展正在海
港城舉行。展覽由主要作品《無題》定格不
一樣的維港，另分為 「香」 、 「港」 、
「晨」 三個展區，分別是花卉攝影、街頭攝

影及 「自拍」 系列，共展出三十幅由周潤發
親自拍攝的作品。

香港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