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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 逾

HK人與事
明 德

歲末讀兩則新聞有感

港島東廊
板道西段其中
一個連接點位
於 北 角 電 照
街，設有社區
聯絡中心。為
配合東廊板道
西段開放，近
日中心舉辦社

區文化導賞團活動，此次主題是北
角。

東廊板道總長度約二點二公
里，油街至糖水道的一段為西段
（長約七百米），電照街至海裕街
的一段為東段（長約一點一公
里），兩段之間由長約四百米的北
角海濱花園連接。二○二五年中前
陸續分階段開放，完全開放可打通
從筲箕灣海濱步行到堅尼地城。

據導遊介紹，東廊板道沿海岸
線在東區走廊橋底興建，遊人可飽
覽維港景色；而昔日在北角沿着海
岸線的沙灘，有建泳棚可供泳客游
泳，亦可觀賞海景，當時市民乘搭
沿海岸線而興建的電車前往泳棚游
泳。

導遊帶領團員在北角區走了一
圈，以東廊板道的北角段範圍，構
建北角社區故事。從東廊板道社區
聯絡中心出發，途經電照道、馬寶
道、春秧街街市、英皇道、大強
街，到達油街為終點。

一路走着大街小巷，沿途尋找
即將消失的事物：馬寶道上一間在
區內碩果僅存的上海理髮店；馬寶
道一間排檔售賣麻雀牌，此類排檔
隨店主年老而減少；英皇道新光戲

院易手即將關閉；英皇道麗宮大廈
的一間繡花拖鞋店舖，店主老婆婆
透露已經營六十年，昔日繡花拖鞋
多上海人光顧，是高檔貨，普通人
家多穿木屐，造鞋師傅多已年老退
休，慨嘆如無人承繼，店舖就要結
束。

導遊講述北角故事，仿如帶領
團員走進時光隧道，回到昔日北
角：電照道上街燈照亮早晚出入中
巴車廠的道路、馬寶道（Marble
Road）上的工人在處理礦石、馬寶
道上北角工廠大廈的工人、上海和
福建社群在北角區內生活聚居；春
秧街兩旁有 「四十間」 之稱的四十
間唐樓建築群，郭春秧糖業夢碎再
在北角發展地產建 「四十間」 ；春
秧街旁的月園遊樂場、大強街的發
電廠、昔日油街停厝先人遺體的厝
房和舉行喪禮的永別亭（又叫厝
亭）等等。

北角遊勾起腦海時光倒流片
段，幾十年前筆者經常在此區看電
影，包括近期活躍影圈許冠文的作
品《半斤八両》，李小龍的電影等
等；區內戲院多包括國賓戲院、皇
都戲院、國都戲院；導遊告訴團
友，在現址北角新都城百貨，是昔
日的都城戲院，此乃所有團友都不
知道。

時代更替導致舊事物消失，期
望時代演變中亦能盡量保留歷史痕
跡，保育與發展應得到平衡，更期
望在不久的將來皇都戲院 「飛拱」
外牆可以重現，新光戲院可以繼續
經營，可給北角社區留下些小重要
歷史痕跡。

北角遊

市井萬象

落羽杉換紅裝
近日，廣東省廣州市，華南

國家植物園的落羽杉換上 「紅
裝」 ，進入最佳觀賞期，吸引不
少遊客前來觀賞拍照。

中新社

燈下集
吳國欽

《藝海情緣》作者劉開榮先生是一位潮
劇的發燒友、熱心人與收藏家。

大約二十年前，我到深圳開潮劇講座，
見台下有人在擺弄支架進行錄像，當天並沒
有媒體與我聯繫要錄像。後來了解到，這是
劉開榮先生自發做的：他在搜集各種各樣與
潮劇有關的資料。沒有領導的賦予，沒有工
作任務，完全是因個人熱愛而自發的行為
──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劉開榮先生。

這本書是劉開榮先生對潮劇文化事業奉
獻的結晶。這裏有對潮劇歷史的追尋，有對
潮劇名伶劇事的記述，有對潮劇劇目評論，
還有不少藝人小照與劇照。

潮劇的名伶，如姚璇秋、范澤華、洪
妙、方展榮等，戲迷耳熟能詳。但對於曾活
躍於潮劇舞台上、有過一定影響與貢獻的藝
人，恐怕許多人就不明其詳了。舉例來說，
李賽和這名字，許多人是不了解的。本書介
紹：李賽和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紅遍潮汕地區
的潮劇小生演員，拿手好戲是《蘇后復
國》，其中《鸚哥對唱》的一段唱腔，用極

高技巧的顫舌音模仿鸚鵡鳥啼聲，一聲長
鳴，掌聲四起，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我沒
有見過李賽和的演出，但上世紀四十年代我
讀小學時，父母看過《蘇后》一劇，第二天
與街坊鄰里談的話題都是李賽和演得如何精
彩。李賽和是個童伶，沒有人身自由，連上
廁所都要排隊受班主親丁（監管者）監督。
正是在排隊的時候，李賽和常常會收到戲迷
贈送的禮物，有時是一腿滷鵝，有時竟是一
隻金戒指。可見李當時受追捧的程度。

又如周芝圃，以演《周不錯》而名滿潮
汕，其模仿盲人（潮州話 「青夜」 ）的表
演，形神俱似，活龍活現。本書寫到周芝圃
有一次到江西出差，同行者有急事先行離
開，周孤身一人，只會講 「鹹鹹的」 潮陽
話，江西老表無人能懂，周不知如何是好，
連吃飯、住宿都成問題。他急中生智，在大
街上扯開嗓門唱起潮劇的 「老丑曲」 來，圍
觀者果然有潮汕老鄉，終於幫周芝圃解了燃
眉之急。

本書記敘了一百多位像李賽和、周芝圃

一樣的潮劇名伶，介紹其生平事跡、擅長行
當、演技亮點與藝事軼聞，填補了潮劇史上
的部分空白。尤其是一些細節的呈現，如上
面所說的李賽和與周芝圃的傳聞，使全書更
具可讀性，使後人從這些被稱為 「戲仔」
（所謂上棚戲仔，落筐豬仔）的老藝人身
上，看到了老一輩生活的艱辛，以及對藝術
的執著。從這本書，我們看到了中華傳統文
化的時空流轉與社會變遷，令人唏噓嘆息。

開榮兄是一位潮劇迷，他的大舅父是一
位潮劇名藝人，開榮少時受舅父及父母影
響，耳濡目染，也愛上潮劇；因此培養了他
對潮劇的熱愛。見到有關潮劇的資料，或搜
集，或追尋，日積月累，終於成為潮劇的一
位私人收藏家。現在有的收藏家的收藏品，
不少是為了拍賣賺錢，但開榮兄的收藏 「只
入無出」 ，不以盈利為目的，有的是對潮劇
存在一顆拳拳的熱愛之心。這種品格，是非
常難能可貴的。

《藝海情緣》除藝人小傳之外，還有對
潮劇某些劇目的評論，以及談潮劇繼承與發

展的文章；對某些劇目的質疑以及粗疏之處
的批評，態度認真，令人敬佩。其中還有不
少的藝人照片與劇照，不少照片是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的，比較少見。書中各種潮劇的老
照片，燭照歷史，勾連時代，啟迪讀者，沾
溉後世。如照片中有已屆古稀之年的姚璇
秋、張長城在泰國演出《辭郎州．送郎》的
劇照，今兩位藝術名家已駕鶴西去，劇照成
了絕響。照片中還有上世紀潮劇電影《鬧開
封》《劉明珠》《蘇六娘》《告親夫》等拍
攝完成後的封鏡合影，實屬非常難得的資
料。照片既具史料價值，又有觀賞價值，可
供人品鑒欣賞。

潮劇是潮汕文化的代表性品類，它已有
六百年歷史，潮劇藝術博大精深。潮劇藝術
是歷代眾多的潮劇藝術家與從業人員創造出
來的，也是在歷代觀眾與熱心人關愛扶持才
生成發展的。開榮兄對潮劇的這份 「情緣」
值得珍惜與敬重。

開榮兄矻矻多年，積薪之功，終有所
成。本書付梓之際，忝敘數言，以表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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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生

年近歲末，
春節將臨。讀到
兩則內地新聞充
滿正能量，與各
位讀者分享。第
一則是關於雷軍
重獎工程師。報
道指小米集團創
辦人雷軍宣布，
為表彰對集團有

傑出貢獻的工程師，決定將連續六年派
發的 「百萬美金技術大獎」 ，升級為
「千萬技術大獎」 ，獎金增至一千萬元
人民幣，折合約一百三十八點二萬美
元，漲幅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報道
指，今年獲得這一最高榮譽大獎的是
「小米超級電機V8s」 項目組，從新聞
配發的圖片可見，上台領取這個最高技
術獎項的一共有九人，平均每個成員可
獲一百一十一萬元人民幣，他們和家人
可以過一個肥年。

去年小米股價累漲一點二倍，成
為港股 「最牛」 的藍籌股，雷軍當然有
本錢有理由對獎金加碼。據介紹， 「小
米超級電機V8s」 是由小米自主研發和
生產，電機轉速達到27200rpm，在全
球量產電機中排名第一，刷新電機轉速
的天花板紀錄。雷軍表示， 「V8s不僅
代表了小米汽車投入硬核技術的決心和
能力，更說明小米的硬核技術站上新起
點」 。

雷軍這一席話，讓我想起他和另
一位內地企業界風雲人物董明珠的 「世
紀賭局」 。話說在二○一三年央視中國
經濟年度人物頒獎禮上，雷軍和格力董
事長董明珠各自下注十億元 「豪賭」 ，
賭注內容是，在五年內若小米集團的營
業額超過格力集團，董明珠就輸給雷軍
十億，反之雷軍輸給董明珠。當然，這
個被媒體稱為 「世紀賭局」 的雷董對
決，其實只是兩位企業界風雲人物表達
對中國製造的信心，並且 「瞓身」 為自
己企業做宣傳的噱頭。當時在公眾心目
中，小米就是一個善打價格戰的手機生
產商，有經濟學家直指，以價格戰作為
核心的小米模式，不是中國製造的未

來。沒想到後來小米搖身一變。二○二
四年四月三日，位於北京亦莊的小米汽
車工廠，舉行第一批小米智能電動車
「SU7」 交付儀式，由雷軍親自主持，
他即席宣布 「從今天開始，小米正式成
為一家車廠」 。據介紹，小米汽車超級
工廠是高度智能化，大壓鑄、沖壓、車
身連接等關鍵工藝均為百分百自動化，
引入超過七百個機械人，包括自動巡
檢、AMR自主移動等。當產能全面啟
動後，平均七十六秒即可製造出一輛新
車。小米從手機生產商到造車，靠的是
什麼？雷軍透露，以 「SU7」 第一款車
為例，小米動用了三千四百名工程師，
整個研發投入超過一百億元人民幣，
「我們是用了十倍以上的投入，有這樣
的把握以後，反正我是抱着志在必得的
方式來做的。」

今天看到雷軍一擲千萬重獎工程
師的新聞，不知道當年批評 「小米模
式」 的經濟學家，是否會重新評價 「小
米模式」 ？

第二則新聞是關於劉強東給鄉親
辦年貨派利是。報道指京東集團創辦人
劉強東向老家江蘇宿遷市來龍鎮光明村
的一千五百戶村民準備了衣鞋、糖果、

酒水、手機還有電動車等禮物，更向六
十歲以上長者每人派發一萬元人民幣利
是，向曾經教導他的小學老師每人派發
十萬元紅包。他在拜年信中寫道：希望
鄉親們吃得開心、穿得暖心、用得舒
心、新年事事順心。

宿遷位於蘇北地區，過往經濟比
較落後，抗戰期間曾經是共產黨新四軍
的根據地。據悉，當年劉強東考上中國
人民大學，全村湊了錢和七十六隻雞蛋
送 「大強子」 上京入學。劉強東常懷感
恩之心，事業成功之後已經連續十年在
春節前為家鄉父老送年貨。這些年宿遷
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劉強東給鄉
親拜年別具意義。

這則新聞讓我想起一段名言：
「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
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 。劉強東經常
成為新聞人物，有些新聞引起爭議，並
非都是正面的。但是，這樣一件好事
連續做了十年，殊為不易。還有半個
多月就到春節，如果每一個事業成功
的老闆都關心父老鄉親，每一個有能
力的人都讓身邊的人，一個人或者十個
人增添快樂，這個春節就會有更多的快
樂。

和很多發達國家
及地區一樣，德國的
醫療系統也是看病從
家庭醫生開始。

每個人都可以選
擇自己的家庭醫生，
也有各自不同的要求
和標準。有的比較看

重醫生的資質；有的更看重醫生的口碑；
也有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醫生的特長，如
側重兒童、老人或不同的病種需要等。當
然，比起固定選擇一位家庭醫生，有的家
庭會選擇一個醫療健康中心。醫療中心的
好處是那裏有多位醫生，時間預約的選擇
就會更多一些。

我選擇家庭醫生更在意的是就診方
便，所以就選擇了離我家可步行而至的醫
生。

我的家庭醫生是一位精幹的五十來歲
的德國女醫生，留着一頭短髮，一看就是
經常健身的，一身肌肉身材健美。所以我
經常去看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她都會提出
一些運動方面的建議。比如睡眠不好，她

建議運動最好不要在晚上，上午的有氧運
動會更有助於心肺；後來膝蓋不好，她推
薦游泳和橢圓機；偶爾的心慌問題，她則
教我如何有效呼吸。

跟德國醫生打交道多了，你會發現德
國醫生是願意使用一些草本類或茶類的非
西藥來輔助治療的。特別是一些輕微的日
常不適症狀，我的家庭醫生更願意用非處
方藥和中草藥來解決。比如有次我嗓子不
舒服，檢查後發現稍微有點發炎，但並沒
有其他全身症狀。於是她讓我去買鼠尾草
茶，緩解炎症。

我的家庭醫生屬於比較強勢的醫生，
她會在交談中讓你感受到她對診斷和對治
療方案都非常地堅定。在了解病情和病人
的日常後，她也會很直接地指出不正確的
生活方式或者習慣。她堅信生活習慣對人
的整體健康是最重要的，適量運動、健康
飲食和規律作息是健康身體的根基。經常
在診斷開藥後，她會撇開病情叮囑幾句生
活習慣。

另外，我的家庭醫生和很多德國醫生
一樣，她會在詢問生活習慣和檢查身體狀

況以後提出關於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
她認為有一些症狀是心理因素引起的，特
別是焦慮或者抑鬱都會引起身體不適的反
應。很多時候她會通過推薦一些安神類的
茶或者草本寧神藥物來幫助病人緩解，有
時她也會建議病人補充一些微量元素，比
如鎂或維生素D3等來調節。特別是德國
的冬天陰冷又缺乏陽光，很多家庭醫生都
會建議成人和小孩補充足夠的維生素D3
和K2，一是幫助鈣吸收；二來可以增強
免疫力，還幫助調節情緒。所以一到冬
天，德國人習慣趕緊把維生素D3補起
來。

選擇家庭醫生的好處，是通過長期較
為固定的交往，醫生與病人之間會有較為
深入細緻的了解。所以，德國人跟家庭醫
生的關係既很重要也很密切。隨着時間延
伸，家庭醫生會逐漸成為彼此熟悉的良師
益友。我也正是從我的家庭醫生，學到很
多健康常識。

所以，德國的家庭醫生，不只是一個
看病的醫生，也是日常守護我們健康生活
的導師。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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