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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慶祝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
各項活動一應俱全。與此同時，內地
劇《燦爛的風和海》亦乘勢推出，十
八集劇情以澳門地區為背景，劇中角
色包括由北京來澳門工作的年輕人，
以及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藉着不同角
色的結合和聚散，反映澳門社會近年
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成績。如此故事，
若然只是蜻蜓點水，容易流於表面化
並淪為旅遊風光節目，《燦》劇選擇
的角色卻各有代表性，讓全劇能展示
澳門當下狀態，亦發揮生動活潑的戲
劇效果。

《燦》劇主要由兩組男女角色建
構故事，包括從內地旅居澳門多年的
藝術策展人陳嘉慧、來澳參加比賽的
職業賽車手韓俊豪；另外，從深圳來
澳門拍攝廣告片的麥又歌，以及她工
作期間認識的地道青年徐君樂。兩對
男女的背景，與澳門近年的文旅發展
息息相關。當中麥又歌為澳門的酒店
拍攝宣傳片，過程中展現了澳門各個
旅遊景區的面貌，同時亦引領觀眾穿
梭大街小巷，呈現澳門舊城區的獨特
氣質。

《燦》以男女感情轇轕包裝劇

情，故事主旨更重要是展示澳門的社
區人情味和經濟動力。全劇並沒有呈
現澳門以往為人熟悉的娛樂場所，而
是突顯澳門東西文化交流之下的新興
項目。除此之外，徐君樂的父母在澳
門經營多年的傳統中式餐館，亦成為
當地美食的象徵代表。

《燦》劇的演員組合亦別具心
思，飾演陳嘉慧的內地女演員鍾楚曦
本身原籍廣東，她在劇中主要以普通
話說台詞，同時亦能以流利粵語與地
道角色交流。全劇不乏香港和澳門的
演員參演，曾獲得 「香港小姐」 冠軍

的謝嘉怡在劇中飾演陳嘉慧的同事，
她的洋化外表符合角色形象，散發着
青春活潑的女生朝氣。《燦》劇篇幅
適中，交代故事之餘，充分發揮澳門
作為旅遊城市的魅力。當中韓俊豪參
與的賽車場面，刺激程度可以媲美電
影製作。

《燦爛的風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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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本小說集的故事靈感，來
自一間小小的牛腩河粉店。那是一家
不甚起眼的店，但每次光顧，我總能
從店內的人和事發現無數故事的點
子。我一邊吃碗中的坑腩，一邊觀察
四周的人，有些匆匆進食，有些低聲
交談。我將這些觀察寫在一張張小卡
片上。回到家，我將卡片放進一個紅
色抽屜，慢慢地，那個抽屜就成為了
我的故事庫。

作為說故事的人，擁有故事庫是
不可或缺的。好的故事，固然能夠啟
發、娛樂，以至感動他人。然而，說
錯故事，或說了一個壞故事，卻可以

叫人追悔莫及。故事庫的存在，就是
為了幫助我們避免這樣的錯誤，因為
只要故事庫有足夠多的故事，我們才
有選擇，確保我們在合適的場合，跟
對的人，說一個好故事。

在此，我必須提醒大家，有些故
事或情節，可能非常有吸引力，但如
果這些故事屬於別人，而我們卻未經
允許就說了出來，那就有違說故事的
人的最基本倫理守則（而我必須承
認，我也犯過類似的錯，非常後
悔）。因此，我們應該時刻反思：這
是我的故事嗎？我有權分享嗎？我可
以取捨某一些部分嗎？如果我已經將

故事轉化，提取了它的精髓並加以創
作，那還有任何細節指涉到當事人
嗎？這些問題與答案，都可以記在故
事庫。

回到建立故事庫的方法，實在簡
單。你可以用筆記本、卡片，甚至電
子表格來整理。我曾經有幸一睹一位
藝術家的 「創意表格」 ，他在列表上
記錄了他想到的一切創作想法，而他
的藝術家人生就是將這列表上的想法
一一實現。

在故事庫裏，你可以記下任何跟
故事有關的東西，包括有趣的資訊、
故事的核心內容、為什麼你要講這個

故事、你幻想中的聽眾與讀者、你下
一本書的書名、角色的名字、角色的
原型人物、意想不到的場景等等。

一個好的說故事者，也是一個努
力的故事收集者。尊重故事、管理故
事，那麼，你便能夠想像、創作、分
享更多的好故事。

建立你的故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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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進了直播間





最近，在多個視頻平台看到小品
《黛玉播播間》。在這個時下流行的
單排喜劇作品中，演員COS林黛
玉，讓林妹妹開起了直播，大觀園裏
的絳珠仙子變成了直播間中滿嘴話
術、喊大哥、打PK的帶貨博主，維
妙維肖，密集爆梗。黛玉自艾自憐的
心態被無縫銜接成網絡文化裏的 「陰
陽」 。黛玉特有的語氣、金句化用到
網絡語境之中，竟然很有 「笑」 果。
當寶釵在直播間發起PK邀請時，黛
玉揶揄寶玉的那句 「早知他來，今日
我就不來了」 被演員化用為 「早知你

播，今日我就不來了」 ，令人忍俊不
禁。黛玉的粉絲叫 「黛家軍」 ，寶釵
的粉絲名為 「拆遷隊」 ，也折射出在
網上大行其道的粉絲文化。

在黛玉直播間的貨架上，既有她
名字諧音而帶的 「玉」 ，也有咳血不
沾的高科技納米羅帕，還有八竿子打
不着的大黃桃。帶貨之時，黛玉連舞
帶唱，真情假意，對榜一大哥撒嬌賣
萌，勸 「劉姥姥」 理性消費。一時
間，我等觀眾恍惚不知是在讀《紅樓
夢》還是刷直播間。

黛玉進了直播間，固有調侃經典

之嫌，卻也是頗為成功的 「二創」 。
作為喜劇新形態，它比那些拿殘障者
或底層人士等弱勢群體 「開涮」 的段
子，或自以為是的低俗笑話高明多
了。錯位是喜劇的必備要素。借助於
直播間這一網絡新平台，演員既完成
了時空錯位，也完成了角色錯位，黛
玉好強的性格底色和伶牙俐齒的人設
得到了保留，但又營造出強烈的反差
效果。節目裏的 「黛玉」 還抱怨自己
簽的公司選品失誤，讓她被迫與孫悟
空比賽賣桃， 「打工人的焦慮」 布滿
屏幕，節目的現實意義隨之拉滿，而

這正是好喜劇所應有的。
其實，在 「玩梗文化」 中，林黛

玉早已突破次元壁，以 「林懟懟」 的
形象晉位 「網紅」 了。而經典文學作
品裏的人物以及文化名人在網絡空間
中被重新定義和解讀，亦不失為當下
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李白》
又過一年，相比皺紋更密，頭髮

越發疏少。過年見面，嘴下留情的親
朋會委婉地說這是 「貴人不頂重
髮」 ，或者 「富礦上面不長草」 之
類，而遇到有人說 「你怎麼都快
『禿』 了」 ，聽了實在扎心，想回懟
這叫 「帥得獨樹一 『枝』 」 ，怕只會
引來更多嘲諷。

如果說禿頭是後天影響因素較
多，屬可預防可改善，在 「高、富、
帥」 成為多數人擇偶擇婿標準的今
天，個子矮小則是更難改變的 「硬
傷」 。有個同學到十二歲就不再長個
子，大家給他取綽號 「離天高」 ，每
到過年，都拿他作比個子的標桿來看
這一歲長了多少，這讓他相當煩惱。

文學名著裏，武大郎矮得連上床
都得搭梯子，王英因為五短身材被稱
為 「矮腳虎」 ，哪怕孫悟空一個筋斗
十萬八千里，也被牛魔王嘲笑 「你身
不滿四尺」 。個矮的人該怎麼反擊
呢？可以回覆 「天塌下來，先砸的都

是個高的」 「濃縮的才是精華」 ；也
可以同 「帥得獨樹一 『枝』 」 那般，
說 「這是顏值壓的」 ；更或者也壓低
對方， 「你要想和我交流得先低
頭」 ，甚至回懟 「你高得像一根木頭
樁」 。

有一次作家賈平凹去學校開會，
主持人要他站起來讓學生們看一下，
賈平凹站起來躬腰點頭，掌聲雷動，
主持人又說： 「同學們這麼歡迎你，
你站起來麼！」 賈平凹說： 「我是站
起來的呀！」 當面不好多辯解，他就
把這個故事寫進文章裏，說並不嫌自
己個頭矮，因為 「人不是白菜，大了
好賣。」 這水平不愧是文壇老手，
「回懟」 得淺白，卻高明。

歲末回家，聽父母絮絮講述幾位老友
的近況。某某查出卵巢癌，手術摘除後還要
化療九次。某某胃裏長了大息肉，繼先生胃
癌開刀後自己也入院手術。還有某某不顧高
年體弱，硬要出國旅遊，結果一跤摔得肋
骨、恥骨骨折，醫生建議保守療法，他必須
卧床靜養至少一個月等。

雙親今年八十，他們的朋友也都年過
古稀了。所謂 「風燭殘年」 ，說的就是老年
如同風中殘燭，風稍大一點就可能造成不可
預估的後果。而且，一人生病，舉家不安，
老人有恙也給家人帶來了更多負擔。但老人
有權追求自己的愛好，過自己想要的日子，
突然改變生活方式不是好事。像年輕時熱愛
旅遊，常在外頭東奔西跑的，老來拘在家裏
可能會導致抑鬱。重要的是要自己掌握尺
度，量力而行，不能用二十年前的老眼光來
看待問題。

對生活充滿熱情是好事，值得鼓勵。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進入老年這個新的人生
階段，體力、精力都會有所下降。畢竟不是
小年輕了，心理上再不服老也要尊重客觀事
實，凡事不可硬上。熱愛壯麗山河的，也許
可以短途旅遊或就在當地休閒，不見得非要
出國。喜歡運動的，平日鍛煉可縮短時間、
降低強度，不一定要跑到某個速度或距離。
社交高手不用拚酒、划拳，以茶會友也能舉
座皆歡。時尚達人仍舊時髦，才藝票友繼續
逐夢，只要懂得適可而止，自得其樂就行。

然而我們都有非理性的一面。人不瘋
狂枉少年，而老人有時比年輕人更固執。更
何況知易行難，認知和實踐之間難免存在差
距，老人的朋友、家人要耐心引導，耐心陪
伴才好。

上周天氣轉寒，晚上尤其北風凜
冽，但無減一眾愛樂者出席一場別具
意義音樂會的熱情。

周五晚香港大會堂劇院，由慶祝
成立半世紀的 「樂樂國樂團」 屬下的
「香港傳奇室內樂團」 重演《花影長
歌．城鄉風情》，包括五首香港作曲
家為中西樂器創作的作品。這輯節目
去年入選國家藝術基金舞台藝術創
作資助項目，可喜可賀。

五首作品之中，有三首是直接與
香港風情有關的。例如開場由陸尉俊
創作的《舞火龍》六重奏，通過不同
節奏和韻律，生動描繪大坑火龍盛
會。從樂師跺腳到提琴滑音等，此曲

充滿現代感和活力。
接着是由國樂團創辦人梁志鏘親

自指揮創作的《大埔剪影》，以五個
樂章描繪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埔今昔
風貌，輔以畫作及圖片，為十人樂隊
奏出的音符提供視覺層次，滿富效果

（見附圖）。例如第二樂章〈鳳園蝶
影〉，以輕快三拍節奏通過弦樂及木
管奏出蝴蝶翩翩起舞。接着〈哭嫁〉
採用客家音樂素材，開始的鑼鼓聲，
配合市集照片，奏出氛圍。之後大提
琴和中阮等鋪墊，小提琴以滑音描述
出嫁女不捨依依，最後鑼鼓聲漸弱，
有若花轎遠去，效果央然。〈救救沙
羅洞〉是全曲較沉重的一節，低音大
鼓及笙等配合放映的荒廢村屋，與後
來重建後轉奏大調形成對照，也帶出
微笑。

同樣形成對照是下半場兩首為大
提琴獨奏編寫的作品，廖啟賢創作
《心的枷鎖》的困惑與無奈，與黃學

揚《維港夜曲》以優美旋律描寫渡輪
微風，各有抒發。最後張珮珊的《花
影長歌》，以五首西洋歌劇裏的花兒
為題材，由女高音阮妙芬逐一演繹，
成為音樂會壓軸之作。

據悉這套曲目今夏將在巴西演出
五場，讓這場預演更添意義。





民間藝團的驕傲

一套回懟術

老人多故

於人類，二○二五年的第一
個好消息來了。經過數十年的探索
與努力，癌症疫苗的研發正迎來新
的曙光。

得益於mRNA技術和個性化
醫療的突破，癌症疫苗的開發在近
期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
Moderna和默克公司聯合研發的
黑色素瘤疫苗mRNA-4157在臨
床試驗中表現良好。如果進展順
利，該疫苗會在今年獲得美國FDA
的批准。此外，英國國家健康服務
系統（NHS）與BioNTech合作推
出的 「癌症疫苗啟動平台」 也計劃
加速數千名患者參與結直腸癌、胰
腺癌及黑色素瘤等mRNA疫苗的試
驗。

癌症疫苗的核心在於個性化
定製，通過訓練免疫系統識別並攻
擊癌細胞的獨特基因特徵，提供精
準治療。研發過程首先需要提取患
者的腫瘤樣本並進行基因測序，接
着識別突變基因中可能產生的特定
蛋白質，這些蛋白質能被免疫系統
識別。最後，根據這些信息有針對

性地製造疫苗。疫情期間mRNA技術的發展
顯著加速了這一過程，使整個流程如今可在
六周內完成。

然而，個性化癌症疫苗的製造過程複
雜且成本較高，因此研究人員也在探索 「即
用型」 癌症疫苗的可能性。這類疫苗通過針
對常見的腫瘤標誌物，不僅降低了生產成
本，還可以惠及更多患者。同時，癌症疫苗
在癌症早期治療中的潛力也備受關注，例如
與手術或化療聯合使用，以提高治療效果並
減少復發風險。更有研究人員提出，未來疫
苗可能作為預防性工具應用於高風險人群，
以阻止癌症的發生。

今年將是關鍵的一年。這不僅是驗證
過去數十年努力的機會，也是癌症疫苗從實
驗室走向現實的轉折點。科學家們堅信，癌
症疫苗將成為人類抗擊癌症的新利器。



即使已經過了一個星期，那
晚在香港文化中心欣賞舞劇《李
白》時受到的震撼，依然歷歷在
目。相比起舞台劇、音樂劇、話
劇，我看過的舞劇就很少了。走
入劇場前，我還在擔心舞劇這一
藝術形式，會不會因為沒有台詞
和對話，而少了一種重要且信息
密度很高的表達方式，造成同一
時間內所包含的信息容量有限，
進而無法講述太過複雜的故事。

但隨着舞台大幕的拉開，我
「新世界的大門」 也被打開
了——其他的藝術形式，即使有
對話、有台詞，傳達角色內心世
界的情感一直是更難也更重要
的。而舞劇，恰恰擅長於此，台
上舞者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
足，在視覺上美輪美奐的同時，
更加巧妙而準確地傳達着角色的
內心世界。很多場景之下，即使
可以讓角色說話，我覺得都是多

餘的， 「此時無聲勝有聲」 。而
且由於舞劇的特殊之處，角色並
非始終處於一個寫實的場景之
中，所以即使在同一個舞台範圍
之內，舞者也可以配合音樂與燈
光在現實世界與內心世界中 「無
縫切換」 ，觀眾也不會有不協調
的突兀之感。

我這粗淺蒼白的文字，無法
全部表現中國歌劇舞劇院 「國家
隊」 舞者們的舞蹈之美。看到這
篇專欄的讀者，如果與之前的我
一樣，對舞劇缺乏了解，那麼下
次看到有舞劇的演出，不要猶
豫，走入劇場，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感受舞劇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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