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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掃帚獎的功能

家住新界的蔡姨，是位愛花惜花
之人，將自家小院打理得滿園春色。
春節前夕，她還將自種的蝴蝶蘭分成
一個個小盆栽，送給相熟的朋友，淡
淡花香，沁人心脾。

蔡姨近日迷上追劇，常常分享正
在熱播的內地電視劇《國色芳華》的
觀劇體驗。讓蔡姨心生歡喜的，不只
是女主角何惟芳自強自立的劇情，也
不只是演員楊紫與李現二搭的默契，
還有劇中姹紫嫣紅的牡丹，以及養花
護花的小知識。蔡姨覺得，光是睇熒
幕上那麼多牡丹爭奇鬥艷，已值回
「票價」 了。

《國色芳華》以唐代為故事背
景，主要在河南洛陽取景。作為 「千
年帝都」 ，洛陽自古以來就是牡丹花
的發祥地和重要傳播地。據史書所
載，洛陽牡丹始於隋朝，盛於唐朝，
唐代詩人劉禹錫《賞牡丹》詩云：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
城。」 《國色芳華》中 「國色」 二
字，既指劇中女主角在實現自我價值
的過程中綻放的生命之光，也指洛陽
牡丹雍容華貴、品種繁多，不愧為艷
壓群芳的 「國色天香」 。

「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
若狂」 ，牡丹是《國色芳華》全劇的

核心視覺元素，以花為媒，以花為
業。牡丹可以是女子髮飾，也可以是
男子簪花；可以是女子嫁妝，也可以
是男女合作的事業；還是製作各種香
粉的重要原料。為了更好地還原劇中
場景，洛陽市為《國色芳華》劇組提
供了一萬二千株牡丹和芍藥，其中牡
丹品種達四十五個，芍藥品種達二十
二個，均為傳統的牡丹品種。該劇還
特聘 「牡丹顧問」 李清道，他在洛陽
從事牡丹培育已有四十年經驗。

劇中言及的牡丹品種，如 「瓊台
玉露」 、 「火耀金丹」 及 「懷袖香」
等，均有真實原型。且不同的牡丹代

表不同性格，如女主角佩戴的 「姚
黃」 ，象徵她高貴通達而又不失溫
婉，而男主角頭上所簪的 「魏紫」 ，
寓意他藏巧於拙而又不失豪邁。





唯有牡丹真國色

音樂劇百花齊放

妙用圍巾

每年跟冬天寒暄、過招，少不了請
「大排麵」 出場。最上癮的時候，要從入冬

一直吃到春天鬱鬱葱葱，依舊陷在那鮮香的
紅湯裏，埋頭於貪念的煙霧中，什麼都叫不
醒，誰都拉不走。

我不是南方人，卻被蘇式大排麵俘虜
了。畢竟，這份麵的排場，是眾星拱月、前
呼後擁的啊。

蘇州有句老話，叫 「吃麵吃湯、聽戲
聽腔」 。哪怕你走南闖北，也還是要對着這
紅湯心服口服，文火慢熬、清而不油。君不
見後廚 「快刀斬華雄」 ，卻有豬骨、雞骨、
鱔骨甚至蹄膀，化作無形 「更護花」 。接着
有老抽橫空出世，妙手點睛，可稱為靈魂的
紅湯，就這樣緩緩綻放，釋出一陣又一陣醇
厚的香。讓湯布滿口腔，絕對是種享受。更
何況它擔負着全局的囑託，要有眼界，有依
託，也要有本事，能鋪開層次，攏住麾下
「精兵良將」 。

再說肉排，先裹薄薄一層粉去炸，幾
乎不見麵衣，可味道已然結結實實地被 「鎖
死」 。肥瘦相宜、肉質細膩，紋理間更全是
精華。充分浸泡之後，非但沒變性格，反而
更加透亮軟嫩。表面的油光帶着葱花香，噗
噗閃閃，真太迷人了。於是到底要先吃肉，
還是先喝湯，竟成了次次無解的謎題。一個
靜默，一個張狂，哪個入口，都是瞬間被征
服的酣暢，肉香跟湯唇齒相依，果然沒了
誰，都不成文章。

最後是麵，根根分明，勁道也不失優
雅。一筷子就可以 「吸溜吸溜」 好幾口，完
全不擔心咀嚼費力，牙齒罷工。說是吃麵，
無奈麵還是被留在了最後，所幸這次 「交
心」 最長，肉可以狼吞虎嚥，湯能一飲而
盡，唯獨麵，是要用更多耐心去感受的。就
好像看一幅畫，掛着風景，也有更深處只待
知音的心情。跟湯汁攜手共舞的麵，是寒冬
裏也不會斷掉的弦，婉轉動人，下一曲再
見。

多年前隨團去北京遊學，
參觀中央電視台時，在一張辦
公桌上看到一個熟悉的名牌，
人不在坐位上。此人是當年受
歡迎的節目主持人，我先生在
內地大學任教時，帶過許多研
究生，他是其中之一。

幾十年後回看，這些學生
絕大部分皆十分出色，有做官
的，有做教授的，有做研究員
的，有在金融證券業做到很高
位的，有在商界 「大殺四方」
的。

青出於藍勝於藍，學生翅
膀硬了，老師為他們的成就高

興，卻不會主動聯繫他們。師
生間的情誼會隨時間淡薄，不
過有些美好片斷還是永遠留在
腦海中。

記得有一年在北京，去一
位學生家做客，他是位學者，
妻子從事銀行業，經常要出國
公幹。看他們的小家庭溫馨富
有，我曾開玩笑說： 「你家的
茶几比我家餐枱還大啊。」 似
乎有一點窮老師與富學生的對
比感覺。

另一位學生，上世紀九十
年代初曾到香港來找我們，要
借錢創業，後來他以這筆不大

的資金起步，耕耘多年創立了
集團，公司業務涉及不同方
面，旗下有幾十家公司，部分
公司已上市。學生事業成功做
了大老闆，問先生高興嗎？他
點頭。





學生的翅膀

也談搶票

狂妄大排麵

轟轟烈烈的 「五四」 運動影
響遍及全國，特別是在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更是波瀾壯闊，然而 「五
四」 運動當年在香港是怎樣的情形
呢？一般文獻很少有記載，人們通
常也不大知道。前不久看到一篇文
章，名字就叫《五四運動在香
港》，作者在文中記錄了 「五四」
運動在香港引起的反響，從中不難
看出那時港人的愛國情懷。

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上，
日本企圖取代德國攫取在山東的利
益，並竭力要將不平等條約強加到
中國頭上，因此 「五四」 運動的主
要抗議對象是日本，同時也表達對
巴黎和會最終 「強權戰勝公理」 的
失望──這使得 「五四」 運動的一
個重要特點就是反日，而一般市民
的具體表現為抵制日貨。當一九一
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學生運動
之後， 「香港的中國居民亦都義憤
填膺，紛紛抵制日貨」 。 「在灣
仔，民眾湧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

威，高呼抵制日貨口號」 ； 「各私立漢文學
校的語文老師，亦在講壇上慷慨激昂，陳述
國恥，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同時並以提倡國
貨，抵制日貨作為課文命題」 ； 「華商則在
會所集會，決議提倡國貨」 ；更有甚者 「有
些學生將家中日貨，搬到中環荷李活道及擺
花街交界處，即中環警署附近，當眾燒毀，
表示他們悲憤的決心。」

面對香港各界人士的群情激憤，港英
當局 「立即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 ，如全體
警察一律停止休假， 「加派武裝警察在灣仔
日本商店門前及附近街道日夜巡邏站崗」 ，
重新召集後備警察晚間巡邏當值；而日本當
局則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巨型戰艦
「駐泊鯉魚門外，炮口直對香港，示威恐

嚇」 。
不過港英當局的警戒措施和日本政府

的軍事恫嚇，並沒能阻止香港民眾的抗日愛
國熱潮：學生們 「籌辦夜學」 進行文化啟蒙
和民族主義教育；工人們則 「逐漸團結起來
組織工會」 ，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經過
了 「五四」 愛國運動 「洗禮」 的香港，已然
是一個與此前不一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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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人的一生中可能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經常擔心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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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屆中國電影金掃帚獎評選
近日開啟，引發網絡熱議。有人認為
此乃製造噱頭、博取眼球之舉，但也
有人認為，影視作品 「比爛」 評選，
本身也是文藝批評的一種方式，對
「爛片」 進行調侃和點評，目的是為
了警醒敦促電影創作者們，更好地平
衡市場票房與藝術追求之間的關係。

客觀來看，影視作品的質量優劣
受諸多因素綜合影響，但近些年大量
「流量劇」 蜂擁而出，與 「飯圈文
化」 對影視創作的侵蝕和操控不無關
係。一方面，流量明星在粉絲群體的

加持下，獲得極大的議價空間，佔用
了影視生產環節中絕大部分的成本投
入，導致投資方很難將更多資源專注
到產業鏈上下游及核心內容製作上，
劇情空洞、粗製濫造的 「爛片」 便應
運而生。另一方面， 「飯圈文化」 引
發的打榜應援、刷量控評、數據造假
等亂象，使得市場難以獲得觀眾的真
實反饋，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
流量明星們的唯我獨尊，消解了他們
對提升演技的不懈追求， 「拍戲靠摳
圖、對白念數字」 的演繹方式，讓觀
眾們承受 「如坐針氈、如芒刺背、如

鯁在喉」 的閱片傷害。
文藝批評是影視創作的鏡子，是

療治不良創作症候的良藥。但在當下
濁浪翻滾的市場大潮中，原本承擔品
評和鑒賞職能的影視評論，也沾染上
愈來愈濃烈的商業氣息，逐漸淪為影
視作品宣發推廣的營銷工具。資本把
控下的阿諛吹捧、信口宣揚，取代了
對影視作品理性客觀的深刻剖解，破
壞了文藝創作的健康生態，造成 「劣
幣驅逐良幣」 的效應。

從這個角度看，類似 「金掃帚
獎」 這樣的評選，的確有其存在的價

值。文藝作品的評判標準不能被 「飯
圈文化」 綁架，應該有人出手戳破流
量虛假熱度的肥皂泡。是騾子還是
馬，就應該拉出來遛遛，正如魯迅先
生所說： 「文藝家的比較是極容易
的，作品就是鐵證，沒法游移。」

每年一入冬季，除了服裝，
最令人喜愛的就是一系列不同款
式的領巾和圍巾，這圍在頸上的
飾品，不單有裝飾的功能，而且
在保暖方面還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些比較厚質和大型的方巾，對
禦寒非常有用。

圍巾的妙用，特別顯示在時
尚領域中，春夏是穿搭飾品，秋
冬除了保溫外更是不少冬裝的重
要搭配。圍巾有一種休閒風格，
相對配合一些設計輕鬆的服裝款
式，也就成為多樣化的最佳選
擇。如一件普通衛衣配直身長
褲，繫上一條闊身羊毛頸巾，可
隨便搭在頸上，將一端穿過環
圈，再將圍巾整理成喜愛的形
狀，或將兩邊長度平均，繞圍打
結，把其中一側向後邊放，就成
了兩款不同的圍巾打法，簡單實
用，美觀保暖。

去年春夏，利用小型絲巾在

領上打結，上身白恤衫，黑白兩
色圖案的小絲巾配黑色長褲、銀
扣黑幼皮帶，令整個造型生色不
少，是很受歡迎的用法。絲巾的
妙用也可以用在秋日，深藍色細
格仔的裙子，配同色長型頸巾輕
放在肩上，感覺隨和，很有飄逸
的感覺。

一些長型線條的頸巾，可以
搭配冬日大衣，特別是較修身設
計的褸型。因為整體比較端莊，
如果配上長頸巾，可以令優雅的
大衣增添一種活力。好像流行的
格仔款式，因為格仔色彩多樣，
可令一件簡約的西裝外套與大衣
顯示出多樣化的時尚感。

音樂劇（Musical）原本是舶來
品，以歌曲和舞蹈述說故事，表演重
點是要以音樂推動劇情，營造抑揚頓
挫的演出節奏，從而牽動觀眾情緒。
香港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城市，除了粵
劇為本地傳統藝術，多年來亦引進了
各式各樣的表演，百花齊放，共冶一
爐。當中的音樂劇亦成為香港極受歡
迎和具高水準的表演門類。

現時香港的文化研究，普遍認定
上世紀七十年代公演的《白孃孃》為
香港首部本土華語音樂劇。該劇由歌
手潘迪華自資製作，以我國民間傳統

故事《白蛇傳》為故事骨幹，由香港
的流行曲音樂大師顧嘉煇作曲，多位
作詞人分別撰寫歌詞。全劇十二幕，
包含幾十首歌曲，當中的《愛你變成
害你》膾炙人口，歷久不衰。

當時大部分受歡迎的音樂劇都是
源自美國百老匯或英國倫敦西區的商
業劇場。香港的戲劇大師鍾景輝於上
世紀六十年代從美國學成回港，帶來
不少現代西方翻譯劇。King Sir於八
十年代初為香港話劇團導演首齣粵語
百老匯音樂劇《夢斷城西》，並由其
時當紅的電視藝員萬梓良及伍衛國分

別擔演男主角，令票房賣個滿堂紅，
向隅者眾。King Sir其後擔任香港演
藝學院戲劇學院的院長，亦為學院製
作了多齣音樂劇，例如《棒球狂想
曲》、《油脂》等，讓學生能有機會
在舞台實踐音樂劇的所需技巧。

自此之後，香港的藝團都對音樂
劇趨之若鶩，觀眾亦希望欣賞更多具
本地特色的原創作品。當中好幾齣音
樂劇都有不俗成績，例如演戲家族的
《遇上1941的女孩》、香港話劇團
的《酸酸甜甜香港地》和近年火紅的
《大狀王》。

任何一齣成功的音樂劇都非偶
然。除了優秀作曲家和作詞人，演員
亦必要歌精舞勁和具有深厚演技。香
港不乏表演藝術人才，但是製作音樂
劇必須具備 「天時地利人和」 ，方能
成就一齣高質素的音樂劇作品。

又到一年春運時候，不少 「港
漂」 們已經開始春運搶票了。往年
我鮮少搶票，今年正好春節前計劃
搭高鐵內地遊，於是也加入了春運
搶票大軍，感受一下春運的力量。

在內地，春節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節日，在外打拚的游子們，過年
都會回到故鄉與家人團聚，而火車
是跨省運輸的主要交通方式，每逢
春節，春運大軍就會湧入火車站，
組成一道獨特風景線。

我對春運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接
近二十年前，那段時間的搶票方式
尚且還是電話與電腦搶票。記得搶
票日開始時，父母會在早上八點鐘
分別守在電話機與電腦旁邊，一個
不停地撥打搶票電話，一個不停地
刷新購票網站，在連續三天鍥而不
捨的嘗試後，終於成功通過電話訂
購了兩張火車硬卧車票。

如今的春運搶票是否會好些
呢？幾日前，我在搶票時間的早上

八點打開手機APP，提前選好了車
次，開始搶票，搶票的設計比多年
前合理了許多，只需在八點準時點
擊搶票按鈕，就可以自動排隊嘗試
購票。當然車票仍然是 「僧多粥
少」 ，八點登錄搶票以失敗告終，
可失敗後可以通過候補進行排隊，
候補人數達到固定人數時，系統也
會將所需的車票分配給候補的人。
最終我也通過候補，買到了需要的
車票。

春節搶票難度依舊，可搶的方
式顯然更人性化，高鐵的二等座，
也比綠皮車硬卧要舒適得多。

鄉愁依然濃厚，可圓夢鄉愁的
方式，已然因為科技發生了蛻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