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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看雲
郭一鳴

柏林漫言
余 逾

早就聽說柏林
國際旅遊展是近期
歐洲規模最大的一
場，我期待滿滿，
踏着初春的暖陽驅
車前往。

走進會場，首
先驚到我的是門票，以往參加如電器
展、農產品展等等，門票約十至二十
歐元不等，然而旅遊展會的門票竟然
要七十歐元！售票妹子跟我支招說：
「你去官網上買，五十歐元。」 那就
官網買票吧，動動手指能節約二十歐
元還是值得的。

這不是第一次來這個巨大的展
館，所以我知道先看地圖是絕對有必
要的。我一眼便看到我最感興趣的非
洲區和南美，快速掃完整個地圖，路
線便在心裏了。

非洲區的主要場館有野生動物
「大戶」 肯尼亞和坦桑尼亞，自然景
觀勝地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以及風
情萬種的摩洛哥和突尼斯。每個國家
有一個主要的大型中心展台，裝飾成
非洲部落的樣子，還有工作人員穿着
民族服裝載歌載舞好不熱鬧。中心展
台的四周便是真正的 「業務中心」 ，
一個個擺得跟辦公室一樣的桌子上掛
着酒店或旅行社的名牌，負責人熱情
地為客人介紹他們的業務。

最 「金碧輝煌」 的當屬摩洛哥
館，紅色的外牆裝飾成清真寺門廊的
樣子，通道和牆使用了液晶屏滾動播
放着令人眼花繚亂的視頻，讓人沉浸

在這個既充滿神秘感又現代感十足的
微型摩洛哥體驗中心。

走出非洲區的時候，我已經裝了
一整個布袋子的旅行資訊書籍。接下
來是南美區。

南美的秘魯是我心心念念許久的
旅行目的地，特別是傳奇的馬丘比
丘。我走到秘魯展台，和他們的推廣
人員攀談起來。這位熱情的大姐從旅
行計劃的大致日程、交通、住宿，再
說到細節，比如馬丘比丘的觀光體
驗，周邊酒店的性價比，以及最近的
變更和特別規定等等。十分鐘聊下
來，她彷彿一本秘魯旅行寶典，幫我
規劃了一次馬上就可以成行的旅行計
劃。

在秘魯展區再稍事逗留以後，我
抓緊時間看了我喜歡的巴西、智利、
阿根廷，以及夢想之旅──南極遊。

下一個目的地，中國展館！我當
然不需要在這裏尋找旅遊資訊，我來
中國館是一解思鄉之情的。還沒進到
場館便是一排中式餐飲 「一條街」 ，
香味撲鼻而來。中國展館佔據了一整
個小型獨立展館，裏面按照省市又細
分了展台，從北京上海，到雲南貴
州，當然少不了網紅城市重慶。展館
裏除了前來看展的客人和旅遊從業
者，更有其他國家和地區來參展的工
作人員趁此機會來中國館大飽眼福。

這次旅遊會展如同一場小型世界
村展覽，又像是一次歡樂的地球村聚
會，充滿了歡聲笑語，滿載着各國民
眾的友誼和快樂。

旅遊展走走看看

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感染力和創意
那天在政總一樓

會客廳愛國主義教育
工作小組和傳媒界座
談會上，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講完話，現場
播放小組成員鄺美雲
主唱的愛國主義教育

主題曲普通話版本《祖國是我家》，音
量不大，但歌詞很清晰：

院子裏的花香，父母親的慈祥，
多少歲月陪着我成長。
你是明月星空，把我前路照亮，
你總守護在身旁。
走過多少彎路，經歷多少風霜，
想起你時總有一束光。
黑夜為我點燈，寒冬送我溫暖。
家是永遠的港灣。
我愛祖國我們這一個家，
和諧共處在同一屋簷下。
砥礪同行，我們一起去愛護他。
不怕風浪，逆境更要自強。
我愛祖國我們這一個家，
同行共勉，在五星紅旗之下。
從不退縮，永遠守護我們的家。
無論多遠，全因有你在旁，
什麼都不怕。
記得在去年該小組的座談會上，鄺

美雲唱的是粵語版《我們的家》，兩個
不同版本都是以溫馨和親情，表達愛國
主義主題。寓教於樂，以情動人，音樂
歌曲對青少年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是
其他形式難以代替。據悉，過去一年粵
語版《我們的家》已經走進幾百所學

校，也許這些孩子們將來有一天會回憶
起，他們在一起演唱這首歌曲的情景。

在我們國家，不同時期都有非常優
秀的愛國主義歌曲，抗戰時期一首《松
花江上》曾經唱哭多少失去家園的東北
民眾，少帥張學良也聞之落淚。內地的
愛國主義歌曲很多，我最喜歡的一首是
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
抒情的旋律，優美的歌詞，自五十年代
問世以來，風靡大江南北，打動幾代國
人：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是美麗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雖然時隔半個多世紀，但這首歌感

染力依然。
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對象是青少

年，除了唱歌，體育比賽亦是融入愛國
主義教育的重要平台。今年十一月，四
年一度的全運會（第十五屆）首次由粵
港澳大灣區共同主辦，香港將承辦八個
競賽項目，包括劍擊、籃球、場地單
車、高爾夫球、男子手球、七人欖球、
鐵人三項及沙灘排球，另有不列入正式
比賽的保齡球項目。如何借助這個難得
的機會來推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我
覺得小組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透
過介紹參賽明星運動員和比賽項目的資
料，以多樣化形式引導青少年增加對

「全國」 版圖的認識：一共多少個省市
自治區及其簡稱、歷史和地理位置等
等。 「不要說青少年，連我都不知道全
國有多少個省市自治區」 ，一位經常跑
內地的商界名人說，他很贊同我的提
議，很多香港人的國情知識非常有限，
舉辦全運會要先讓港人特別是青少年知
道 「全國」 的概念。

今年還有一個重要的日子，就是抗
戰勝利八十周年，這也是一個推動愛國
主義教育的機會。當年，內地萬里河山
遭日寇鐵蹄踐踏，香港也經歷三年零八
月的 「日佔」 黑暗日子，東江縱隊作為
中國抗戰的一支武裝力量，在港九新界
浴血抗敵，拯救美國飛虎隊員，營救大
批文化人等等。記得十年前紀念抗戰勝
利七十周年前夕，一位商界有心人別出
心裁打算策劃一項活動，重現當年日寇
佔領香港，大批港人北上逃難的恐慌情
景。他說這項活動的目的是提醒香港
人，在大難臨頭時，只有祖國和家鄉才
是我們最後的避難所。可惜後來種種原
因，這項活動沒有落地。其實這個構思
很有創意，不僅僅是講述歷史，而且是
讓民眾包括年輕人參與 「再現」 歷史。
不知道特區政府或其他團體有沒有興趣
接手舉辦？

陳國基司長透露，正計劃和有心人
士合作，以微電影等形式，透過社交媒
體平台，向年輕人講述抗戰的歷史。筆
者忽發奇想，不知道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小組，會不會考慮邀請《哪吒2》的團隊
出馬呢？

食物與愛情
穆欣欣

（
澳
門
篇
）

近來讀了一本上海文化的書，聚焦飲食、
語言、生活方式等，帶出老上海人的規矩。書
中有幾句話，讀後印在腦海：

「上海人講規則，再好的朋友，能幫忙則
幫忙，不能幫就講明。」

「老上海話多半是歇後語，講一半，留一
半。」

「夏天男人不赤膊，女人不外出乘風涼，
睡衣拖鞋不上街，衣衫不整不出門，講話不哇
啦啦……」

所謂與友相處、儀容、言行舉止的分寸感
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拍上海的影視劇，喜歡拍頭上頂着捲
髮器，睡衣拖鞋穿行於弄堂、聲浪高分貝的
「上海女人」 。見識過老上海的人看了，準保

又有話說了。
二月情人節電影檔期推出《花樣年華》二

十五周年導演特別版，對比《哪吒2》走向國
際的慶功歡呼，票房有點清冷。不過這份清冷
倒也符合《花樣年華》的格調，男女主人公俱
是落落寡合。在逼仄空間和求存之道的雙重擠
壓下的人，只剩了寂寞。尤其梁朝偉，戲裏戲
外自帶落寞神情，那眼神不是演出來的。張曼
玉到樓下買餛飩麵也要穿得體面漂亮。講面子
的人，內心都寂寞。她太知道小空間裏的蜚短
流長。

二十五年後在電影院重看《花樣年華》，
前後左右都是年輕人。有一對情侶，觀影過程
不停地發出 「啥意思？」 之問；當梁朝偉對着
吳哥窟的樹洞傾訴秘密時，女孩竟發出 「出家
了？」 的疑問。另幾個女孩子在電影結束後，
不自信地互問： 「這就是經典愛情片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愛情。現代人之於含蓄

漸行漸遠，屬於 「畫公仔要畫出腸」 一
派。

張曼玉的丈夫和梁朝偉的妻子有了私
情，張曼玉和梁朝偉便試探地 「演戲」 ，
欲探究自己的另一半是如何和別人生出情
愫。梁朝偉對張曼玉說： 「我沒想過自己
會喜歡上你。」 而那一句假設之問，成了
電影的經典台詞： 「如果有多一張船票，
你會不會同我一起走？」

《花樣年華》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
的香港故事。準確來說，那是導演王家衛
記憶中香港上海人的故事，能看到老上海
人的做派──我的參照就是剛讀過的《上
海有嚼頭》的那本書。

影片開始就是張曼玉飾演的蘇麗珍搬進租
住房。房東是講上海話的潘迪華。世故是包租
婆的本色，寒暄中不失熱情地邀請張曼玉一道
「吃夜飯」 。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
對於中國人來說，確實如此。

「儂吃過飯了伐？」 是上海人的打招呼方
式。到了北方，就轉化成 「吃了嗎？」 標配的
答案就是 「吃過了。」

如果碰巧有老實人的回答是 「沒吃」 ，據
說也有標配答案等着： 「沒吃啊，要麼到阿拉
屋子裏去吃一點？」

有家教的人家教孩子，此時一定要說 「勿
了」 「勿了」 。

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面對房東的邀約，
張曼玉總是拒絕──這是識相。婉拒的分寸拿
捏得當，讓彼此都有一個舒服的空間，在同一
屋簷下保持適當的距離感很是重要。唯一次，
是在張曼玉和梁朝偉交往之後，習慣性遲歸。

房東潘迪華就有話說： 「年輕，好玩可以理
解，不過得有分寸。」 點到即止，不再講下
去；聽的一方心裏明白，不解釋。

第二天傍晚，張曼玉早早回來，在廚房拿
出電飯煲準備一人晚餐。房東的老傭人邀請張
曼玉一起吃薺菜餛飩。只這一次，張曼玉沒有
拒絕。

讀了李舒一篇文章，才知道電影裏飾演老
傭人的演員錢似鶯大有來頭。她是第一代武俠
女星，丈夫洪濟是劇作家洪深的弟弟，孫子叫
洪金寶。李舒說，錢似鶯出演《花樣年華》時
已年過九十，講一口老派上海話，會煮蹄膀
湯、包薺菜餛飩，主人不在家可以代主人留客
吃飯，有老管家的體面。

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和妻子也是潘迪華的
租客。

工作關係，張曼玉的丈夫常往返於日本和
香港， 「代購」 成了公務之外的責任。

任職秘書的張曼玉讓丈夫幫她的老闆代購
兩個手袋──一個是老闆送太太的、一個是老

闆送情人的。丈夫細心，問兩個手袋要
不要不同款，張曼玉斬釘截鐵地不採納
建議，理由是 「由得佢哋撞（款）下
咯！」

這裏面藏着人物小小的壞，也透露
出作為妻子對婚外情深惡痛絕。

轉過頭，梁朝偉和張曼玉發現另一
半的婚外情，卻始於張曼玉和梁朝偉妻
子的同款手袋──張曼玉丈夫買了一款
兩份送給兩個女人；張曼玉丈夫和梁朝
偉的同款領帶──梁朝偉妻子買了一款
兩份送給兩個男人。

人物之間，牽絲映帶。
同一屋簷下，兩對夫妻的交往始於一個日

本的電飯煲。
導演王家衛曾經這樣說： 「當張的丈夫給

梁的妻子買了電飯鍋後，他們的私情開始萌
芽，從而導致了張和梁的婚外情。我個人認
為，電飯鍋對於解放亞洲女性而言是最重要的
發明，因為她們再也不用再在做飯上耗費大量
精力，電飯鍋和即食麵一起，徹底改變了亞洲
人的生活方式。」

《花樣年華》中的食物和人物的愛情密不
可分。茶餐廳裏蘸芥末的牛扒、被困斗室中吃
的糯米雞、酒店房間的麵食，綠色保溫桶裏的
雲吞麵……劇透出原屬名《三個關於食物的故
事》本色來。

小時候第一次吃到的上海食物是醉蟹，姨
媽託人從香港帶來澳門。用大玻璃罐子盛着，
是我一吃就愛上的食物。姨丈是上世紀四十年
代末到香港的上海人。表哥表姐們是第二代上
海香港人，他們說廣東話、英文，也通曉上海
話。

▲電影《花樣年華》劇照。



繽紛華夏
雲 德

宛若夢幻的勝景（中）
在驚艷於元陽

梯田美景的同時，諸
多的疑問也開始在心
中盤桓。比如，這大
規模的梯田，水從何
來？如此巨大的落
差，高處的水會不會
沖垮低處的田埂？借

勢構築的形制不一的地塊，如何灌溉？
誰來協調？怎樣管理？等等。大家一連
串的問題不約而同地提出來，讓領隊應
接不暇，難以一一解答。他只好說，因
時間關係，我們馬上要去阿者科村，屆
時肯定有人給出滿意的說明。

帶着疑問走進了阿者科。入村，沿
途鋪着不甚規整且飽含歲月滄桑的石板
舊道，路旁古樹參天、枝葉茂密，村裏
的房舍皆獨具哈尼風情的蘑菇房，屋頂
以茅草覆蓋、呈圓錐狀，牆壁由石塊和
泥土砌成，老人坐在門口曬着太陽，孩
子在街上嬉戲打鬧，處處保留着濃郁的

傳統生活方式，乍一看，時光彷彿在這
裏倒流，人們進入了幾百年前的哈尼族
生活場景。實際上，政府已與中山大學
合作在這裏成功實施了 「阿者科計
劃」 ，他們組織村民成立村集體旅遊公
司，以傳統民居、梯田和勞力等資源入
股的形式參與旅遊開發，建立起一整套
包括民居、梯田、酬勞和戶籍在內的旅
遊收入分紅機制，同時還創建了抖音、
視頻號等社交賬號，發布各種實時旅遊
信息，讓小村一下成了網紅打卡地，直
接推動了阿者科村從貧困山村向世界
「最佳旅遊鄉村」 的華麗轉身，進而讓
這個梯田景內保存最為完好的哈尼古村
落，一躍而成為古老傳統與信息社會有
機融合的成功範例。

村裏接待我們的是兼任第一書記身
份的駐村女大學生劉洋。她帶着我們走
遍了整個村落，沿途不時介紹當地的鄉
風民俗以及各家各戶的生活狀況，顯示
出當家人特有的幹練與敬業。在村落與

梯田銜接處的一個路口，招呼大家走進
一個農家樂小館。不大的餐廳角落處，
陶罐在炭火上咕咕冒着熱氣，空氣中混
着雷響茶特有的焦香。大夥落座後，老
闆娘端來烤茶，領隊張羅着點菜，小劉
則如數家珍般地主動肩負起解說員的職
責。

她介紹，哈尼先民於公元七世紀因
逃避戰亂，由青藏高原遷入哀牢山區，
引水開渠、劈山造田，追尋夢中的 「諾
瑪阿美」 （魚米之鄉）。完整梯田體
系，大致在明朝永樂年間建成，也讓哈
尼人完成了由牧民向稻民的身份轉型。
這套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生態農耕模
式，尤其是它別具一格的 「森林─村寨
─梯田─水系」 四素同構的水源生態
鏈，堪稱自然與人文精妙融通的豐碩成
果。其 「低技術高智慧」 的偉大創造，
不僅是梯田生態系統的循環往復、生生
不息的基本保障，更是 「人類適應極端
地形的巔峰之作」 。

《輪居》亮相西九文化區
第二屆 「西九家FUN藝術節」 今日起至四月

二十七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行。其中一個重頭節目
是全球首展、由美國藝術家Alex Schweder和
Ward Shelley共同策劃的大型戶外藝術裝置《輪
居》，於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海濱東草坪展出，探
索人與空間、藝術與建築的關係。

圖、文：大公報記者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