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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之魂

以 「巳巳如意，生生不息」 為題
的央視蛇年春晚，全國電視直播收視
創近十二年新高，而登台演出的香港
藝人數量亦創近年新高，港星參與表
演唱歌、武術、小品等節目，香港元
素和港星風采較往屆春晚有更多的展
現。

據不完全統計，蛇年央視春晚，
參與演出的香港藝人超過十四位。既
有央視春晚常客，如陳偉霆、容祖兒
等；也有較少在春晚亮相的梁家輝、
趙雅芝、葉童等。既有時隔七年再登
春晚的王菲，帶來新歌《世界贈予我
的》；也有攜手參加巴黎奧運及巴黎

殘奧的十位中國運動員，超燃合唱
《孤勇者》的陳奕迅。還有寶刀未老
的 「阿姐」 汪明荃，與陳小春、張智
霖、周柏豪、薛凱琪等歌手帶來經典
粵語流行曲串燒，以及甄子丹參演的
武術表演《筆走龍蛇》、莫文蔚與內
地歌手毛不易合唱的《歲月裏的
花》，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回顧二○二四年的龍年央視春
晚，四十六個表演節目中，有香港藝
人參與的共有七個；二○二三年央視
兔年春晚，從官方節目單來看，只有
成龍、炎明熹、李克勤等表演者的姓
名之後，標註為中國香港。

在談及參與蛇年春晚的香港藝人
數目時，之所以加上 「據不完全統
計」 ，是因為在今年的春晚節目單
中，出現了一個令人注目的細節變
化，來自香港、澳門、台灣的藝人，
不再像往年一樣，在姓名之後特別註
明 「中國香港」 、 「中國澳門」 和
「中國台灣」 。內地評論指出，春晚
節目單此一新變化，寓意同為中國人
自然不分彼此。

喜迎蛇年，央視春晚特邀在一九
九二年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中分
別飾演白素貞和許仙的香港演員趙雅
芝和葉童，為小品《借傘》作壓軸演

出。她們撐着油紙傘，並肩站在舞台
上的西湖斷橋，對唱《新白娘子傳
奇》插曲，引來現場觀眾的大合唱和
打拍子，令人夢回三十多年前風靡大
江南北的《新白娘子傳奇》。

何冀平編劇的《天下第一樓》，
於一九八八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
演以來，一直風靡劇壇。其後我曾在
港觀看該劇兩次，分別是李銘森導演
的粵語版本，以及 「人藝」 來港演出
的原版。前者由當年的資深電視藝員
江毅飾演常貴，尤其令觀眾留下深刻
印象。至於 「人藝」 的原版，更是滿
載京城味道，讓香港觀眾大開眼界。
輾轉至二○二二年，香港話劇團由司
徒慧焯導演粵語版、謝君豪飾演盧孟
實，雖說是增添了一股現代劇場氣
息，但我覺得並未超越原版。二○二

四年底開始，香港話劇團再度製作
《天下第一樓》，於內地五個城市巡
迴演出，然後再返港登陸香港文化中
心大劇院舞台，可說令我刮目相看。

這齣港版的《天下第一樓》，不
僅是舞台語言的轉化，而是徹頭徹尾
為全劇賦予嶄新質感和時代意義。舞
美方面，全劇以屏風及少量桌椅作主
要布景，配置炊煙不斷的烤爐，既配
合巡迴不同城市的劇場需要，更增添
了現代劇場的想像空間。劇中的福聚
德烤鴨店，為了重振聲威而蓋大樓，
但是次演出有別以往的版本，舞台布

景並沒有設置高樓台階。雖說大部分
台位都在地上進行，但是導演讓演員
在後方舞台的陰暗處進入主要演區，
令角色更具真實感地呈現在觀眾眼
前。

導演在開場時已先樹立盧孟實的
角色形象。往後下來，該角色有別以
往 「人藝」 版本的霸氣，削減了到來
「拯救」 傳統老店的目的，而是切實
地與老店各員工一起攜手打造新天
地。謝君豪再演盧孟實，塑造角色明
顯與兩年前有所不同。是次盧孟實更
加具志氣，亦更體貼周邊的合作夥

伴。劇末新加盧孟實與洛英的一段
戲，盧孟實對自我的質疑，更顯得角
色人性化和 「貼地」 。導演司徒慧焯
和主角謝君豪於同一劇目突破自己，
尋找不同的詮釋空間，是藝術家追求
卓越的終極目標。





春節期間，到內地影院觀看由徐
克導演的《射鵰英雄傳：俠之大
者》。當《鐵血丹心》的經典旋律響
起時，不少中年觀眾都忍不住輕聲哼
唱起來，看來影片主打的 「武俠情
結」 賣點，的確在部分觀眾身上產生
了共情效應。

武俠是中國人獨有的英雄主義。
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少，都是在武俠
小說裏得到啟蒙和滋養，那些刀光劍
影跌宕起伏的下回分解、腥風血雨欲
說還休的起承轉合，是小夥伴們飯餘
課後永遠說不盡的談資。

武俠小說最重要的文化價值之

一，是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江湖世界。
在那裏，英雄輩出，各領風騷，俠肝
義膽，兒女情長。儘管也存在各種利
益糾葛和陰謀詭計，但最終的勝利者
永遠屬於正義。俠客們悲天憫人、除
暴安良、守信重諾、義薄雲天的風骨
和品性，寄託了人們對英雄理想人格
的幻想。金庸先生的小說又將這種情
懷昇華為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
更進一步得到世人的讚賞和推崇。也
因此，很多人認為，寄寓了人們對美
好生活嚮往和追求的武俠世界，是中
國人最樸素的 「桃花源夢」 。

隨之興起的武俠影視劇，也曾在

遍布世界各地的華人聚居地掀起觀影
熱潮。但近些年來，在互聯網環境中
成長起來的Z世代，已漸漸疏離傳統
武俠小說的薰陶，對武俠題材的影視
作品也欠缺追捧熱情。

此次徐克的新片啟用當紅流量明
星，又在視覺特效上加入魔幻元素，
似乎正是因應年輕受眾的審美需求做
出改變，試圖在傳統文化與現代表達
之間找到完美結合點。但其效果眾說
紛紜，能否成為新的類型劇爆款，重
新點燃武俠劇熱潮，還有待票房市場
證明。

不管怎樣，我們依然相信，武俠

之魂並未遠去，武俠精神與傳統文化
的深度內嵌，注定了它與華人觀眾之
間的情感鏈接不會割裂。只不過在新
的語境下，創作者們需要深度思考，
怎樣才能真正觸動當代觀眾的心弦。

夢回《新白娘子傳奇》

再看港版《天下第一樓》

經典套裝的創意風格
走在長沙街頭，可以說 「五

感」 被完全填滿。到處可以聞到臭
豆腐的香味，聽到喧囂的叫賣聲，
手上捧着香氣十足的茶顏悅色，遠
觀有着漢唐遺風的杜甫江閣。但三
日行程，最能深切感受到的，是這
座城市日趨娛樂化與日漸消逝的市
井氣息。

不必說五一廣場那洶湧的人潮
與國金中心高聳入雲的天際線，單
是夜晚的文和友，已經讓遊客們擠
得水洩不通。走到距離坡子街數百
米的海信廣場，旁邊的門面正是文
和友的標誌，遊客們排着隊進入這
個看似餐廳的網紅景點，裏面是被
復刻出的長沙舊式社區。現代的
LED燈帶勾勒出復古的霓虹燈，精
緻的造景道具讓懸掛空中的電纜與
不甚規則的「危樓」般建築再現。

可真正的市井味道，在那些網
紅街道之外的小巷之中。到了晚
上，映襯在燈火通明的夜市樓上與

高聳亮麗的摩天大樓之下的老式居
民樓，燈火已不再閃爍。望月湖居
民區裏，開在菜市場邊、上過《舌
尖上的中國》的粉麵檔口已經開始
放春節假期，八十年代建成的紅磚
老樓裏只剩下麻將館與菜市場正在
營業，牆上貼着的是學區房的招租
廣告。走出香火鼎盛的開福寺，信
步而行走進旁邊的社區，一條小小
街巷已經成為春節前的臨時菜市
場，隨地擺開的魚頭仍在跳動，剛
剛摘下的綠葉菜仍然冒着水滴，老
人們與攤販們議着幾毛錢的菜價。

這才是長沙的市井氣息，也是
存在於每一個中國城市裏，流淌在
每個小城孩子心中的鄉土味道。

春節期間，餃子是東北家庭聚會的標
誌性符號。有句俗話叫「上車餃子下車麵」，
指的是離家前要吃餃子，接風時要有麵條。
大家講得津津樂道，可一旦實施起來，就成
了餃子的天下。它是黑土地的 「飯桌之
光」 ，是大年小節裏必不可少的壓軸戲，也
是離家遊子們心頭最難捨的思鄉之源。

在 「外行們」 看來，餃子是用餡區分
的。三鮮蝦仁、鮁魚類要穩居高級寶座，豬
肉酸菜、茴香等則帶着滿滿的地域特色，等
到牛肉大葱、西紅柿雞蛋這裏，就多少有些
敷衍了。殊不知在東北人心中，餃子就是餃
子，無關什麼餡，統統皮薄勁兒大，無比豪
爽。縱然其他城市都有 「東北餃子館」 出
沒，但進去看看，點一盤，光從分量上就能
「掂量」 出是不是正宗。再進一步說，餃子

等級真正的分野，其實是做法。煮有煮的暢
快，蒸有蒸的香濃，如果在誰家裏吃到了冰
花煎餃，那才叫座上賓一般的 「帝王享
受。」

小時候能吃到冰花餃子，孩子們會樂
得合不攏嘴。長大後自己牛刀小試，偶爾過
關，偶爾失敗得一塌糊塗。 「冰花」 好似一
個台階，哪怕在飯店，價格都要高出一截，
不為別的，就因為做法有難度，顏值還出
眾。把它放在家中，無疑是給客人最實在的
心意。所謂冰花，是要用澱粉水調和，將餃
子在平底鍋上裏外碼成一圈圈，等餃子皮微
微煎到金黃時，一股腦將水倒入，扣住蓋子
靜待奇跡發生。別看只是簡簡單單一個步
驟，水跟澱粉的比例調和，不同火候下冰花
的形成速度全有講究，稍不留神就美感盡
失。成功的冰花煎餃在出鍋時務必反扣到盤
子上，能清晰在底部看到一層層精緻、輕薄
的網格，金黃酥脆， 「張力」 十足。吃下去
就知道，這一口是情懷，也堪比潮流。

揭陽的學宮、關帝廟、雙
峰寺等古建築都值得觀賞，不
會令遊客失望。除景點外，當
地的民風民俗也很有意思。

那天包車，一早從汕頭出
發，司機與我們相熟，他小時
候在揭陽生活，他說他大姨知
道我們來，要送些老菜脯給我
們，所以一下高速，我們便先
去找大姨。大姨不在家，她的
四個兒子分別住在村內不同地
方，不知是去了哪個兒子家。
司機忙着打電話找她，我便隨
處蹓躂，見附近一位老人坐在

四層半高的新樓房前，就問這
是他家嗎？他說是。

老人說兩個兒子前幾年做
生意賺了些錢，在宅基地上蓋
成此樓， 「花了二百多萬
啊！」 每層一百二十平方，我
說一家人住，這樓太大了吧？
他說不大， 「我有好幾個男孫
呢。」 有女兒有孫女嗎？哈
哈，這話不好問出口，知道當
地人的財產與男性後代關係較
大。此時大姨回來了，沒想到
九十多歲老人家腰板直挺，氣
色不錯。

當車駛過一條條村，司機
不停告知哪是外祖家、姨舅
家、祖家、叔伯家……一日遊
中，從景點、泊車到餐廳，都
有老表們通過電話熱心指點，
司機說老表泛指他的堂兄弟和
表兄弟。





遊揭陽見聞

市井長沙（下）

冰花餃子

魯迅是怎麼過大年初一的？
在魯迅五十五年的人生中，我選
取了幾個春節第一天，來呈現一
下魯迅的大年初一。

一九○○年大年初一，已在
南京讀書的魯迅回到家鄉 「去三
味書屋向壽鏡吾先生賀年」 ；第
二年初一那天魯迅仍然 「往壽鏡
吾先生家賀年」 。一九○四年魯
迅已在日本留學，那年的正月初
一魯迅從日本給弟弟周作人寄去
了 「書刊雜誌十一冊及相片一
張」 ，內有《生理學粹》、《新
小說》、《浙江潮》、《舊學》
以及魯迅自譯的《月界旅行》、
林譯小說《戰血餘腥錄》等，這
些書刊都對遠在家鄉的二弟產生
了深刻影響。

一九一八年的 「舊曆元
旦」 ，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職的魯
迅 「午後同二弟覽廠甸一遍」 。

一九二二年大年初一那天，魯迅 「編定《愛
羅先珂童話集》並作序」 ，在序中魯迅表達
了既要展開 「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
的夢」 ，又要 「不至於是夢遊者」 。一九二
五年的大年初一，魯迅 「作《風箏》」 並
「自午至夜譯《出了象牙之塔》兩節」 ，在

勞作中度過了農曆乙丑年的第一天。一九三
三年初一這天魯迅 「為望月玉成書自作詩一
箋」 ，又 「為內山完造書自作詩《二十二年
元旦》一箋」 並寄贈臺靜農，還 「為好友許
壽裳書《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一
箋」 ，在揮毫抒情中迎來了新的一年。到了
一九三五年，初一這天魯迅寫了兩封信：一
封是給楊霽雲的，信中表示 「藉口新年，烹
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
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
乎」 ；一封是給李樺的，着重談了對 「木刻
創作的內容、技巧和承繼中外美術遺產等問
題」 ，強調 「技巧修養」 須與 「內容的充
實」 並進，並期待在中西畫法融合中 「創作
出一種更好的版畫」 。

魯迅的大年初一，既有尊師友弟的溫
潤，也有逛街弄墨的輕鬆；既有不懈創作的
辛苦和藝術思考的嚴肅，也不乏享受 「吃一
通」 和夜放花炮的樂趣──畢竟魯迅也和我
們一樣是普通的人啊。



套裝一向被視為女士們最經典
的服裝，不過近年不斷創新的設計
風格，把經典的套裝改變成更富時
尚氣息、展現出各種不同格調的造
型。

充滿創意和變化，是現今時裝
的一大特性，這重要的改變，出自
別出心裁的設計意念，表現出不同
凡響的效果，靈感泉源包括來自經
典的套裝。不論是名牌大師，還是
努力為時裝界帶來新貌的年輕設計
家，都在思考如何將各種經典設計
融合時尚，成為潮流的焦點。

基本的套裝，外套可以搭配長
褲，也可以配裙，修身的半截裙裙
身較長，是女士們經典的搭配。而
半截裙的設計也變得更花巧，配短
身靴曾經是十分時尚的一種穿着。
套裝的色調也由純色的設計變得更
多姿彩，小巧貼頸的圓領是特色之
一，還有西裝領配長褲套裝，都是
日常穿搭的基本款式。

細看今天的套裝，仍是女士們
忠心耿耿的選擇。作為盛裝赴會，
不同的設計款式可搭配不同的飾
物，成為優雅的穿着；也可視為日
常的衣飾，像一套細啡格套裝，西
裝式上裝，同色啡格褲，內配深色
低領上衣，加上適當的配搭飾物，
完全顯示了套裝的另一種風貌。

典型的套裝，包括標準的短身
設計，飾物可視乎設計風格配純色
的長鏈或用襟花增亮點，服裝若有
暗花圖案，則只配項鏈。模特兒長
長的秀髮披肩，為套裝增添了動
感，印證優雅的套裝不一定需要經
典的短髮型配合，整齊細緻的長髮
型也可以為套裝帶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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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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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性格：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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