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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春節的賽博新風

由香港導演徐克執導的武俠電影
《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明起在
內地和香港同步上映。為全新演繹金
庸經典作品的俠者心英雄夢、浩然
氣、家國情，徐克選角獨具慧眼，由
內地人氣演員肖戰出演郭靖，並邀得
多位重量級演員加盟，如梁家輝飾演
「西毒」 歐陽鋒，胡軍飾演 「北丐」
洪七公，吳興國飾演 「南帝」 一燈大
師，由三位影壇資深人物出演 「天下
五絕」 之 「三絕」 ，自帶氣場，適配
度高。

梁家輝、胡軍和吳興國，雖分別
來自香港、內地和台灣，但都與香港

電影淵源深厚，他們最早的成名作離
不開香港電影和導演，他們踏足影壇
之初已在香港贏得人生重要的獎項。

梁家輝至今仍是香港電影金像獎
史上最年輕的影帝，一九八四年，二
十六歲的他憑藉主演的第一部電影
《垂簾聽政》，奪得第三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該片由香港導演
李翰祥執導。胡軍於二○○一年因主
演香港電影《藍宇》嶄露頭角，榮獲
第七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男主角
獎，該片由香港導演關錦鵬執導。吳
興國一九九四年以新人之姿主演香港
電影《誘僧》，獲得第十三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該片由香港
導演羅卓瑤執導。

梁家輝、胡軍和吳興國，多年來
曾分別在武俠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和
舞台劇中成功塑造俠客形象，當中包
括根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影視作
品。

梁家輝先後拍攝過六部武俠電
影，《新龍門客棧》《東成西就》
《飛天貓與神經刀》《水滸傳之英雄
本色》《東邪西毒》等。在徐克執導
的魔幻武俠片《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中，梁家輝憑飾 「沙陀」 一角，入圍
第三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

角。在電視劇《天龍八部》中，胡軍
飾演的喬峰，俠義柔情兼備，深得原
著作者金庸認可。吳興國京劇打戲功
底深厚，他於一九九四年參演了另類
風格的武俠片《94獨臂刀之情》。

讀者請勿以為標題有誤。今天是
農曆年廿九，甲辰龍年並沒有年三
十，故此今天便是大除夕。古人的智
慧確是非比尋常，曆法計算流傳至今
仍然甚有價值。龍年將盡，蛇年將
至，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今個年廿九原來有一個特別之
處，從今開始連續五年都沒有年三
十，年廿九將會成為壓軸歲晚。香港
俗話常說：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其實人生也沒有多少個五年。有些社
會學研究認為現代社會每五年可分為
一個周期，一些計劃、項目，以至國

家發展大計亦以五年為階段目標。香
港的小學、中學教育學制都是六年，
有幸升讀大學就要四年，即是大約五
年多便會遇上學習轉折期。由是，五
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五年之
後才再有年三十晚，令人有點失落，
卻亦更加期待。

香港是東西文化交會的城市，人
們都習慣過着兩個新年。先是從西曆
除夕至一月一日，市民都會歡天喜地
迎接新年來臨。另一方面，我們都是
中國人，農曆新年仍然是每年最重
要、最珍貴的節慶。年三十就是總結

全年的日子，一家人在這個晚上能夠
聚首一堂吃團年飯，感覺特別溫馨。
我們當然可以在年廿九晚吃團年飯及
守歲，但說起來總有點不順口，大部
分人都習慣說是年三十晚，迎接新年
的感覺才更強烈。

世事似乎有得便有失，得失亦只
是觀念問題。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通過 「春節」 列入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令我國總共有四
十四個項目列入名錄當中，成為世界
第一。春節與每個中國人都息息相
關，實在可喜可賀。春節的習俗實在

多姿多彩，香港傳統基本就是大掃
除、吃團年飯，接着互相拜年、派利
是，大家喜氣洋洋。雖然五年後才再
有年三十晚，但是明天必然會是大年
初一，香港人慣說 「恭喜發財」 ，我
更盼讀者 「身體健康、新春快樂」 。





俠者心英雄夢

我愛年三十晚

六十年前的AI
春節假期，搶到了候補的高鐵

票，來到了長沙城。
平日一直在深港的水泥森林中

「人模狗樣」 ，少了點煙火氣與人
間氣息，這次專門在春節期間來到
或許是最具煙火氣息的城市之
一——長沙，體驗一下市井文化。

剛下高鐵，迎接我的並不是市
井，反而是清冷，從高鐵站一出
來，大片的荒地與冰冷的冬雨映襯
出了一副寒意十足的冬日城景。

草草度過一夜後，第二天白天
從酒店朝北望去，映入眼簾的是密
集而高聳的建築群。長沙與廣州深
圳的建築風格都有所差異，反而與
香港更為接近。不少地方有着大面
積的 「留白」 ，其他的建成區顯得
密集而擁擠。

對於遊客而言倒是簡單清晰，
五一廣場就是毫無疑問的遊客中
心，不論去哪個景點，都要經過五
一廣場。這裏也是長沙的 「不夜

城」 ，一直到晚上，人流絡繹不
絕。但要說五一廣場裏最有特色的
地方，要數東茅街茶館了。

東茅街茶館是舊樓改造的成
果，原先據說是一片廢棄廠房，但
改造後也是修舊如舊，偌大的場地
內設置了一張又一張舊式桌椅，用
餐方式也主打一個 「隨緣」 ，食客
自己搶好座位，在櫃枱選好茶葉
後，再買點小食或是粉麵，拿着老
式開水壺享受復古的喝茶時光。有
的老人們聚在一起打牌，也有的年
輕人在這裏打卡這個網紅景點，但
不論是什麼年齡，都有着濃濃的市
井氣息。

每到除夕， 「年味」 這個詞都會久別
重逢、如期登場，宛若一年一次的春節晚
會，拉起雞鴨魚蝦們的手，鑼鼓喧天、熱熱
鬧鬧，對着嶄新的時代問好。我這些年在外
遊歷，過的節不少，但唯獨祖國除夕，是帶
有魔力的記憶，一邊嘮叨着要跟體重秤勢不
兩立，一邊深陷於年味中不能自已，從小到
大，年復一年。

年味，也許是有形的，從小時候掛在
院子裏的蘿蔔乾、風乾的臘腸，到砧板上擀
出的白白嫩嫩的餃子皮，一切都有據可查，
慢慢堆積起對新春的嚮往。父輩們穿梭在廚
房忙碌，小輩們把瓜子、花生、榛子 「嗑」
了個遍，吃到半飽，也沒一刻得閒。總是大
大一桌還沒等支起來，守歲的溫存就席捲山
海，一道道菜切好了、料備齊了，用最標準
的隊形蓄勢待發。魚要放在 「C位」 ，帶着
「年年有餘」 的願景，一菜定 「江山」 ；炸

丸子的麵漿已調好，看不清裏面的餡料，卻
能聞出淡雅含蓄的蘿蔔香；拌菜工序簡單，
顏值卻鶴立雞群，金黃的蛋餅絲、標致的水
蘿蔔、黃瓜、粉絲和豆腐乾，擺成一圈五彩
斑斕；而 「偶像包袱」 最重的，往往是還燉
在鍋裏的大肘子，縫隙中瀰漫出飛揚跋扈的
香，總能讓小孩子們 「抓心撓肝」 ，可它架
子大，不到最後一刻堅決不露面。

年味，也不一定就是味道，也許本就
無形。或者說， 「年味」 這詞之於每個人，
歲月越長，無形感就越重。不信你看，等母
親穿上紅毛衣，父親在門口把春聯貼上的那
刻起，年味就全出來了。少小離家老大回，
除夕一年盼一次團圓，盼得多是這份儀式
感。小時候要等紅包，長大了囊中不再羞
澀，可能拿給父母的，卻只有幾句貼心話。
默默跟在他們身後，細數柴米油鹽，溫熱又
滿足。

說到底，年味，大概就是 「此心安處
是吾鄉」 吧。

上周日從羅湖關外駕車出
發，一小時後抵達惠州西湖北
門。惠州土地面積佔大灣區五
分之一，經濟實力比較強勁，
今次走進惠州屬旅遊性質，卻
有意全方位多些了解惠州。

西湖有五湖六橋十八景，
若沿湖步行一圈，估計要三四
個鐘，但走累了可乘遊艇，遊
艇上都頂着太陽能板，也是一
景。石橋及亭台隱於竹木之
間，西山泗洲塔屹立，倒影入
湖。孤山蘇東坡紀念館規模不
小，有庭院和雕像，蘇東坡攜
妻兒曾在此旅居三年，寫下不

少詩句。
景點皆不收門票，港人熟

知的東江也流經這裏。沿東江
岸邊走至市中心的水東街街
尾，便可登頂千古名樓合江
樓，欣賞穿城而過的東江與西
枝江交匯前行，下望，則是整
齊的客家民居，別具特色。

在惠州泊車每小時五元，
出租車跑了頗遠距離也只收五
元；中午吃祝屋巷大牌檔，三
人行，點了沙鍋土雞、梅菜扣
肉、煎蠔仔烙、沙薑白貝等，
花費二百三十元；晚餐在市區
吃馳名鹽焗雞，外加釀豆腐等

數樣客家小菜，結賬二百零四
元。

商業區繁華，隨處可坐下
喝飲料吃甜品。

某店舖招聘廣告標的薪酬
是五千至七千二百元……





走進惠州

市井長沙（上）

除夕年味

胡適大家都知道，陳之藩這
個名字對一些人來說可能就有些陌
生了。說起來陳之藩雖然不像胡適
那樣聞名，卻也並非泛泛之輩。他
是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賓夕法尼
亞大學碩士、劍橋大學博士，歷任
波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
座教授。雖然陳之藩是理工出身的
電機專家，卻人文素養了得，散文
堪稱大家，著有《大學時代給胡適
的信》《旅美小簡》《在春風裏》
《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散
步》《看雲聽雨》等散文集多
篇——與他的前輩顧毓琇一樣，
陳之藩稱得上是文理通才。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文理通才
會具有怎樣的自信心。比如作為胡
適 「小友」 ，陳之藩對胡適的新詩
卻 「喜歡得很少」 。因為他覺得胡
適的詩 「即使有些詩意，一加涼
水，也就沒有詩味兒了」 ；而當你
看到陳之藩在大學時代給胡適寫信

名為 「求教」 實為 「探討」 時，你也不必驚
奇，因為他與胡適的通信自始至終都是 「平
等」 的對話。當然，在他們兩人的交往中，
終究還是胡適影響了陳之藩。胡適的有些觀
點陳之藩 「起初並不以為然」 ，最終卻 「逐
漸了解了」 ──陳之藩把這種轉變形容為
「像一個小兒在清晨醒來慢慢望見上升的太

陽」 ， 「滿心洋溢着歡喜」 。有次胡適要陳
之藩記住 「這幾句了不得的話」 ： 「寧近勿
遠，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小勿大。」 說
完這四句話後，胡適還給陳之藩倒了一杯酒
要他 「乾杯」 。多少年後陳之藩回憶起這個
場景依然印象深刻： 「這幾句話對我的震撼
力，較威士忌還兇，至今使我暈眩，使我震
蕩！」

陳之藩一方面在與胡適的通信和來往
中受益多多，另一方面他也對胡適進行觀察
和分析。比如他讀胡適的《丁文江的傳記》
後，最喜歡的就是胡適和丁文江 「兩人的談
得來」 ，並從中體會到 「丁先生死後，胡先
生所看得起的人沒有什麼了。他變成一個熱
鬧場中最寂寞的人」 。就憑這句話，說陳之
藩不僅是胡適的 「忘年小友」 ，更是他的
「忘年知音」 當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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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理解的法則：先去理解別人的不理
解處。

B3 小公園 2025年1月28日 星期二

首個世界非遺版的新春佳節即將
閃亮登場，撲面而來的卻是富含AI元
素的滿滿科技感。從AI紅包、AI春
聯，到AI寫真、AI拜年，創意十足，
酷炫吸睛。有平台推出AI影像生成
器，只要上傳幾張自己的照片，便可
一家老小共同 「參演」 《新白娘子傳
奇》；也有平台針對年輕人 「近鄉情
怯」 的痛點難點，設計開發出 「回家
過年模擬器」 ，提前上線與 「七大姑
八大姨AI模擬人」 瘋狂對練，或許也
可為返鄉後應對各路親戚窮追不捨的
「盤查拷問」 增加些許底氣。

對於這種現象，有人認為傳統習
俗少了，年味也就淡了，難以體現春
節作為世界非遺珍寶的深厚內涵。但
也有人認為，祭祖、掃房、放爆竹等
傳統過年習俗，固然有其存在的美學
意義和文化價值，但伴隨着時代的發
展，人們對春節的傳承方式也會不斷
嬗變。用數字技術刷新與過年相關的
「記憶符號」 ，讓原本對新生代漸趨
失去吸引力的傳統節日因為AI技術的
賦能煥發出新的生機，具有不可忽視
的積極意義。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

里。」 近年來，借助大數據、人工智
能等前沿新型技術，越來越多的中國
文化寶藏被發掘並重塑，不僅找到了
與當代文化需求的絕妙契合點，與青
年群體建立新的情感連接，讓 「國風
國潮」 重新成為流行文化符號，還為
跨越文化障礙、推動中華文化的全球
傳播創造了無限可能。

去年，以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西
遊記》為創作背景的《黑神話：悟
空》火爆全球，就充分證明了，在新
科技變革浪潮的加持下，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不僅可以成為電子遊戲創意文

化的精彩載體，更能夠蛻變為世界洞
察中國的時代之窗、不同文明間交流
互鑒的堅實橋樑。從這一點來看，蛇
年春節的 「賽博新風」 颳得越猛，或
許越有利於中華傳統文化瑰寶在全球
化大舞台上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一九六二年，羅博特．海萊
茵的《異鄉異客》以兩票的微弱
優勢戰勝丹尼爾．加盧耶的《黑
暗宇宙》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
說獎。多年以後，加盧耶的朋
友，另一位科幻小說家雷斯尼克
透露，當年加盧耶沒有投給自己
而是投給了海萊茵。如果加盧耶
投給自己，那麼他的長篇處女作
就將與《異鄉異客》並列獲得這
座 「科幻小說奧斯卡獎」 。

知道這則軼事，是在我讀完
加盧耶的另一部科幻長篇小說
《十三層空間》之後。這部出版
於一九六四年，整整六十一年前
的科幻小說深深震撼了我。二十
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電腦遠未
普及，加盧耶就在小說中準確描
繪了如今大行其道的人工智能與
虛擬現實——主角作為 「仿真電
子學專家」 所在的科技公司開發
了虛擬世界 「幻世-3」 ，其中生

活着成千上萬具備人工智能、與
現實人類行為邏輯無異的虛擬
人。為了避免虛擬世界中也有類
似民意調查員的 「煩人精」 ，他
們更開發出了可以自動跟蹤虛擬
人觀看時間的電子廣告牌──這
不就是我們現在的大數據追蹤與
分析嘛！在如此 「超前」 又 「精
準」 的世界觀之上，作者還加上
了商業性與哲學性並重的情節。
真是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

科幻，是現在對於未來的呼
喚。翻開這本書，你就可以聽到
來自六十年前睿智、深沉的呼
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