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小時的歐洲超級聯賽

荷里活的亞裔面孔
華裔女導演趙婷及
其執導的《浪跡天
地》終於以大熱之勢

奪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導演和最佳電
影；韓國演員尹汝貞也憑《濃情家
園》奪得最佳女配角，成為奧斯卡
史上首位獲表演獎的韓國電影人。
反映亞裔影人及其相關電影日益受
關注並獲肯定。
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選擇自己喜
歡或適合自己的居住地和生活方式
很正常也很普遍，既然是自己的選
擇，融入當地生活，並關注之，乃
至駕馭之，是進取的生活態度。
美國是個移民社會，有色人種不
少，但以往在演藝界、體育界乃至
政界，冒出頭來的較多為非裔，除
了他們在人口比例上佔較多之外，
也因為非裔人士勇於爭取和表現。
相對之下，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亞裔
性格含蓄和低調，也以追求生活安
定為主。
所以，早年的荷里活電影中的亞
裔角色多為低微或邊緣角色，像女
性多演妓女或女僕，不是色誘男
人，就是服侍男人；男士則以用體
力者居多，包括黑道古惑仔和打手
等。後來情況卻在改變中，在1997

年上映的占士邦系列之《明日帝
國 》 （Tomorrow Never Dies）
中，楊紫瓊飾的中國間諜林慧上校
就跟皮雅斯布士南飾的占士邦平起
平坐，不但成為首位華裔出任這齣
西方經典陽剛片的女主角，角色設
定也打破傳統邦女郎行行企企、裝
腔作勢的固有模樣，以一個相對平
等而非依附的女性形象出現。
「我的角色可以告訴西方人，

我們中國女人是這樣的，We
have the capability。」電影公映時
楊紫瓊接受我專訪時說，這個角
色可以令人們對中國女性的看法
有所改觀。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另一齣由亞裔

當主角的電影，是周潤發（發哥）
主演的《安娜與國王》（Anna
and the King），當時正在荷里活
發展的發哥在該片飾演十九世紀的
暹羅（泰國）國王拉瑪四世蒙固，
跟由茱迪科士打飾演的英國女教師
安娜有段含蓄感情。該片雖然被指
涉嫌對泰國王室不敬而遭泰國禁
映，但國際票房卻有不俗表現。
亞裔面孔在荷里活露出來，除了

亞裔們的自身努力外，顯然跟亞洲
尤其中國經濟的崛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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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國際體壇突
然平地一聲雷，多支
豪門球隊宣布成立歐
洲超級聯賽，除了體

育迷、足球迷外，甚至平時不甚留
意體育新聞的普羅大眾無不嘩然。
歐超聯由英超的6隊：曼聯、曼
城、利物浦、阿仙奴、車路士及熱
刺，加上西甲皇馬、巴塞、馬德里
體育會3隊，再有意甲AC米蘭、國
際米蘭、祖雲達斯3隊，共12隊牽
頭組成；但宣布組成不足48小時，
隨即在各方反對聲音的壓力下，以
英超6隊帶頭退出，引致剛萌芽的
歐超聯即潰不成軍，瓦解收場。
今次12隊歐洲超級球隊，宣布成

立歐洲超級聯賽，繞過歐洲足協體
系，試圖建立一個半封閉式自主的
精英聯賽，其成立說法當然離不開
是為了足球發展，而實際目的可想
而知只是一個利益關係，這大概與
歐洲足協最近醞釀歐冠盃改制有
關：歐洲足協計劃從2024年開始歐
冠將增至36隊，對於一直在爭取更
多「強隊對強隊」的超級球隊而
言，增加隊伍除了代表着愈來愈多
「無意義」的比賽外，在利益分配
方面，對他們也有負面影響。其實
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也醞釀過想成
立超級聯賽，當時的勁旅亦表明不
想與一些弱隊或者業餘球隊作賽，
最終亦難以成事，這就是聯賽內部
組織問題，當球隊實力差距太遠
時，大球隊自然覺得對賽失去意
義，利潤所得也好像被削減。
這次事件，傳說美國投資銀行支
持50億美元，給這次12隊超級球
隊，每隊可得到 3.5 億英鎊加盟

費，另外體育媒體（ DAZN）也答
應支付每年35億歐元電視轉播合約
給歐超聯，這種種也是利益上的引
誘。美國投資銀行覺得歐洲足球體
育運作比較傳統守舊，如果以「美
國方式」經營，一定可以賺大錢：
因為根據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全球
有16億足球迷，歐冠的電視轉播收
益只有16億歐元；反而美式足球
（NFL）全球只得1.5億球迷，轉播
版權收益卻高達70億歐元，其吸金
能力比例可謂大大領先。
今次歐洲超級聯賽事件，雖然好像

已被歐洲足協（UEFA）擺平，但總
覺得這個炸彈還未完全拆除，因為這
種合作反對現有體制的案例已不是第
一次，也不見得會是最後一次：曾經
在20年前，2000年這一班歐洲超級
球隊也因為自身利益，14隊球隊包括
英超曼聯、利物浦，意大利的國際米
蘭、AC米蘭，法國巴黎聖日耳門、
里昂，德國拜仁慕尼黑、多蒙特，西
甲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等，他們組
成G14聯盟與歐洲足協爭取更高利潤
的分賬，最後用了8年時間，到2008
年1月21日才與UEFA及FIFA（國
際足協）達成協議，所有球隊球員受
徵召參與國際賽事均可獲得「賠
償」。當時補償金額達2.52億美元，
而不足一個月後，2月15日這個G14
超級球會組織就解散了。
縱觀全球體壇，球會、球員聯合

結盟造反，挑戰現有賽事體系的案
例屢見不鮮，雖然成功機會不大，
但總覺得受法律保護的總會，其實
應該考慮如何重組及改革，追上潮
流，令到體壇是一個公平競技場，
滿足各方所需。

以前通常都會講︰老人話
舊時朋友交談每聽到有人懷
舊都被笑你老了，所以不要
在年輕後輩面前講「舊時如

何如何」，不然會被嫌棄。
然而近幾年香港的文創題材、消費主題

就非常流行用本土情懷、舊香港情懷做主
題，效果非常不錯。證明昔日的香港有其
輝煌的歲月，舊的東西有其歷史價值有吸
引人之處。幾十年前的舊香港對這兩代年
輕人是有新鮮感的，將其價值重新發掘出
來讓後人了解前人的奮鬥故事正是很好的
傳承教育。可惜有些人一邊懷舊、一邊將
上世紀四五六零年代的人稱「廢老」，他
們又點解要對班「廢老」創下的成果咁喜
愛咁欣賞呢？證明班「廢老」比「廢青」
對社會有貢獻！
不過希望本土情懷、舊香港情懷這張牌

打埋今年不要再打了，或者講不要成為主
打了。做人念舊當然是好事，但做事太念
舊可能就是弊處，人是要向前看，正如學
生哥常聽到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代表了你在成長進步！香港停滯
了好一段時間正處於一個要追趕世界，追
貼國家發展步伐的階段，不要再鼓吹年輕
人沉醉在懷舊的情緒上，做佛系文青，因
為未來他們是需要與國際社會的年輕人競
爭，方可在行業上佔上一席位。香港青年
不要學台灣那種滿足於小確幸的文青生
活，香港不似台灣有農業生產，自己可以
自耕自足生存到，香港不可以，完全是都
市化的社會，若長期做佛系文青，可能變
「廢青」。社會不該有太多「佛系人」，
因為呢類不是真正無欲無求之人，「佛

系」只是為自己找個逃避工作壓力的開脫
藉口，其實他們很懂得享受生活。
香港年輕人頭腦靈活，反應快，智商不

會比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差，只是差在太溫
室怕吃苦沒鬥心，沒有承擔大事的勇氣，
沒有使命感，這是父母家長的責任，請香
港的家長們從今開始用另一種方式愛護你
的兒女，要鼓勵他們學習承擔，給少些物
質享受讓他們多挨苦，否則他們將來難以
養妻活兒。你留給他們的錢夠用幾耐？你
們家族一樣沒有前途的。君不見中國內地
的青年學生，他們都表現得很勤奮向學很
有上進心，知道有些香港人會睇唔順眼一
些很進取的內地人，你不順眼是你的問
題，世界的節奏步伐是這樣行的了，你自
甘落後就等做低下階層啦，到時又埋怨社
會財富不均、貧富懸殊，成為憤怒中年、
社會的雜音。那又何必呢？
如今由中央到地區，全部人都重視青年

教育，提供很多資源和機會給年輕人，比
起上兩代的青年個個靠自己努力已算幸福
許多許多，如果你不懂把握是你的損失，
也對不起父母和社會！

沉醉懷舊會不思進取
回家路上，小巴經沙灣徑港大運動

場，兩名女大學生上車，坐在前排，高
談闊論，笑聲震地球，同車乘客不勝困
擾，但也只能默默忍受。這一代大學

生，經過「黑暴」洗禮後，更無視他人感受，極度自
我為中心。
本來不想談英國王室的八卦新聞，但從哈里梅根夫

婦背離王室的肥皂劇，又可以印證新世代年輕人的自
我膨脹，達到「忘我境界」。
哈里夫婦與王室開戰後，為了爺爺喪禮，哈里還需
走上回家的路，面對被自己撕裂得體無完膚的親情，
得到的回應，只有冷遇。離家要付出代價，回家的代
價更高。
當初他們有感不公平待遇，認為「全世界都欠了
我」、「我的行為就是正義」，哈里夫婦為自己加冕了
「正義」光環，所做一切都「理所當然」了，一鼓作氣
連根拔起，與王室開戰；梅根可以大口氣說：「準備好
原諒王室，只要你道歉」。當然，長輩識做，即使打王
室保衛戰，也不和孫輩撕破臉皮，並不等於可以一筆勾
銷，回到從前了。
同樣，香港的反對派好像怨婦一樣，還在悻悻然說
香港國安法和推出前怎麼不一樣。還有什麼好抱怨的
呢？他們可有撫心自問，自己曾幹了什麼事，你有埋
怨的資格嗎？
有離心躁動的人再次掀起移民潮。最近一些數字統

計，隨着部分香港居民移居英國，那些業主今年可能
出售價值高達1,500億港元的物業；本港中小學較上一
學年，流失至少近1.8萬人，如此數字是否準確，還有
待商榷，但無論如何，也不是壞事。香港人不是一直
在感嘆，競爭激烈，房價高企，高職難求，名校學位
打崩頭。如果走掉一批人，不是讓留下來的人有更多
選擇嗎？
不必給數字牽動，機會給予留下來的人。假以時
日，移民他去的，還是要走上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

互聯網上YouTube
和臉書分別貼出來的
影片和圖片，點擊率

最多的，不是什麼天下大事小事的
評論，也不是什麼娛樂節目的分
享，而是網主每天到過什麼地方吃
過什麼好味的菜式，那些菜式，有
出自不同級數大小食肆中傳來，也
有出自本人親自下廚烹飪，圖片精
美到不止色彩燦爛，幾乎香氣都溢
出畫面。
不少網友「眼食」之後無不大悅
留言讚好，網主興奮得意之餘，也
就美食天天樂此不疲，傳之不倦，
兩年前疫症未曾狂襲全球前，團體
聚餐，滿桌佳餚便成為重要主角，
自從有了限聚令，少出門的單身食
客更加不甘寂寞，天天如常貼出豬
雞牛羊鮑參翅肚美圖，而且胃口奇
佳，一人量，每餐居然可以飽嚐七
八味菜，而且日日菜式不
同，民以食為天，此時此刻
才當真得到高度印證。
尤其是美食，更加成為生
活中的重點，現代人不只對
味覺有高層次要求，還得要
食物做到有吸睛的高度享受
呢，大菜固之然裝飾成寶殿
般華麗，連小朋友喝杯咖
啡，也要杯面浮出悅目忌廉
卡通圖案。
一向只聽說當一個人心情

好、胃口好時才吃得開心，才對美
食有所要求，可是近年卻流行另一
種積極說法，大家開始認為心情不
好，也應化悲憤為食量；遇到不如
意事，更加要化哀傷為食量；年輕
人甚至失戀時沒有人安慰自己，美
食便是能令滿腦子烏雲消散、舌頭
直落到令精神振奮五臟舒暢的朋
友。
不可不知，原來美食家不一定是
樂觀派，提到樂觀，也許很少人會
想起十九世紀德國的悲觀主義哲學
家叔本華，華叔才是食不厭精頭等
美食專家呢，他永遠不會在飲食上
折磨自己，每次在高級食館中進
餐，桌面上總會放置一個銅板，放
言如果當晚在座食客中聽不到有人
談論賽馬和女人，他就捐出這個銅
板行善，這銅板才是他對生命和世
情感到悲觀之源。

美食心理學

出差回來，照舊先奔進後花園
裏巡視一番。
老問題也照舊存在，巡來巡

去，還是為花園裏的泥土怎麼澆也澆不透而發
愁。而這次，老天似乎聽見了我的抱怨和祈
禱，大發慈悲地連續下了幾天雨。待到雨水終
於把地裏的泥巴泡鬆，便趕緊下地幹活，拔除
了許多平日由於泥土乾硬而拔不動的雜草，又
來了一番「乾坤大挪移」，移植了一些花苗和
菜苗。
因為一心想要打造花園的「野趣」，我在

魚池邊種了一些薰衣草、一些繡球花、一些
野芹菜，種植的時候並無規劃，只任其自然
生長。池邊剩下的一小塊空地一時間未想到種
什麼，便置之不理，幾個月來長滿了野生酢漿
草和幾株滴水觀音，到了春天，酢漿草的粉
紅色的小花開了一大片，與已長得亭亭玉立
的滴水觀音高低錯落地相互呼應，倒成了池
邊的一道風景。
幾日前朋友送了一些我愛吃的魚腥草，吃剩

下的根莖乾枯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已發出了

嫩紅的新芽，於是想起了那塊空地，只猶豫了
一會兒，便馬上動手把酢漿草和滴水觀音拔得
乾乾淨淨，重新將土地平整好，把那些發了芽
的魚腥草根莖種了下去，便開始篤定地等着自
己實現魚腥草自由的那一天了。
當然，花園生活不單止是有實現鮮花自由、
蔬菜自由的快樂，還得承受各樣的勞累和驚
嚇，最大的驚嚇來自於剛剛冬眠完甦醒過來的
蛇。當我把在花園裏看見一條大青蛇遊過的事
情告訴朋友的時候，朋友卻覺得大抵是我的花
園太「野」、太雜亂，菜地裏的蔬菜大多是一
氣混種，池子邊的羽葉薰衣草長得茂盛，卻是
連殘花也不修剪，所以才吸引了蛇的光顧。此
後朋友又非常婉轉地暗示我的屋裏亦有些亂：
書本東一本西一摞地到處亂放，沙發上的披肩
也未摺疊整齊，後院久未使用過的茶具上灰塵
堆積……聞言，竟令一向厚顏的本呆有些羞
愧。
然而，不知怎地就想起了宮崎駿的《龍

貓》，正是因為那些老舊的房子，雜亂的庭
院，才給了宮崎駿無窮的想像力，他說︰「庭

院啊，還是稍微雜亂一些好。」如此才有了
他筆下的龍貓和灰塵精靈。宮崎駿所描繪的
田園亦是雜亂的，貓爪草、附地菜在小溪邊
亂長一氣，菜地裏番茄、黃瓜、茄子和茂密的
玉米、蠶豆混在一起……林蔭下，紫堇、菊
花、蓬櫐、苦苣苔、魚腥草也都自然地交織成
一團，宮崎駿認為那些認真修剪庭園樹木的人
家會讓他覺得小氣，那些頑強生長的花草樹木
會讓真正喜歡植物的人心生憐愛，無法下手修
剪，庭院之所以會稍顯雜亂，是因為想要植物
自然生長。因此，樹不修剪就不修剪，屋子亂
一點就亂一點，有一點點的雜亂才能有自然生
長的力量。
近些日小區裏的許多鄰居都在裝修，可以想

像等大家裝修完了以後，自是傢具時尚豪華，
窗明几淨，擺設整齊，那才是他們眼裏正常的
家。而那樣的家是永遠長不出可愛的龍貓和灰
塵精靈的，也生不出如今已日益匱乏的想像
力。而對於本呆來說，不去修剪薰衣草，與秋
蟲田蛙在雜亂的庭院裏共處，讀讀書寫寫字，
把生活過得簡單而隨意，就十分美好。

庭院可以雜亂一點

寫書人的「樂趣」，在於「造迷
宮」；讀書人的「樂趣」，則在於
「走迷宮」。這一「造」一「走」，
類似於「瞇着眼睛出謎」與「含着笑
意解謎」一樣，這就是心與心的「相
遇」。比如，一位知青在下鄉期間，
偶爾得到一本《微積分學》，便癡迷
於由數學搭建起來的神奇世界。他或

倚在蘆葦垛子上閱讀，讓冬日的陽光把書頁
撫摸得有些溫暖；或趴在蘆葦棚裏用鉛筆頭
邊勾劃邊演算，耳邊還不時傳來棚子外的鳥
鳴聲。奇妙的微積分，讓他忘掉了時間，彷
彿身處一個鳥語花香的天地。
是的，真正讀得進去的書，能帶給人美妙

「相遇」後的「內感覺」。即便是陋室，也
能感受到閱讀是一種心靈的遠遊。這種「內
感覺」，是相對於人的視覺、聽覺、嗅覺、
觸覺之外而言。一個人在迷人的書中浸染開
來，即便是科學教理，也會像美妙故事一樣
讓人欲罷不能。好似進入語言的尼羅河，把
心帶入兩岸無邊的風光中。「相遇」時，你
不覺得自己是在讀書，而是與睿智的摯友對
話，與一個不同時空的靈魂深入交談，如同
太陽的光洗着你我一樣。
十三世紀，一位叫劉德淵的讀書人，因趕

考與另一同鄉學子「對榻學館」。半夜三
更，他突然起床，把同鄉學子搖醒，說：
「我忽然對三國諸葛亮治蜀的國策產生了新
看法，真是『睡餘書味在胸中』，睡不着，
想與你說一說。」同鄉學子揉着惺忪的眼
睛，耐心地聽莫名激動的劉德淵講完，並把
這個故事記錄下來。
無獨有偶。宋代司馬光退居洛陽時，讀史

書上癮。一天早晨，某學生去拜訪他。見面
後，司馬光興奮地說：「昨晚看《三國
誌》，遍覽曹操臨終前種種遺令，他卻對兒
孫是否『以魏代漢』這個大事隻字不提。深
思其意如下：子孫欲所為，吾未敢教為之。
今吾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耳。」
晚年司馬光讀書讀到佳處——與真知「相
遇」，也乃「見得真味」之舉，如劉德淵深

夜搖醒室友的舉動相同。
閒讀宗白華《美學散步》，於文中偶得德

國近代大畫家門采爾佳句，曰：「太陽的
光/洗着她早起的靈魂/天邊的月/猶似她昨
夜的殘夢。」好一個「洗」字，每一根線
條，每一塊色彩，每一條光，每一個形都被
滌濯出「無我之境」。心的從容，光的豐
滿，於無聲處賞看「相遇」，像似作者與讀
者的心有靈犀，它是蘇東坡讀完《莊子》後
一聲聲長嘆，它是歐陽修讀完蘇詩後的一句
句汗顏。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過，讀書用「心」

去讀，才能有新見識的「相遇」，以你之心
與作者之心、作品人物之心「相通」，然後
是交流、撞擊。設身處地去感受、體驗他們
的境遇、真實的歡樂與痛苦，用自己的想像
去補充、發展作品提供的藝術空間，品味作
品的意境，思考作品的靈魂，才是最迷人的
事情。
是的，凡是深刻有見識的讀書，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相遇」心儀之人之境況，若同於
旅遊中的賞景、訪友和頓悟。深入地讀書，
也跟戀愛一樣，需要忠於自己喜愛的作者，
選擇和自己心靈有契合、有親和的獨妙情
境。所以，讀書讀得好，主要在於主動選擇
後的「遇見」。
著名作家張煒說，在「相遇」的讀書中，

通常一個生命會移植到另一個生命之中去，
並自由地延伸下去。雖兩個時空相距遙遠，
極可能是幾百年或幾千年的間隔，這會兒卻
能在閱讀者的心中無礙地、自然而然地交織
一起。時光雖匆促，但也會以這種方式留駐
下來，投射到另一個生命身上。
讀書的奧秘非常在乎讀到了什麼，如果沒

有意會到另一個時空裏的他，沒有你在這個
時空的心靈感動，不能相互呼應，說明這種
「相遇」的程度尚淺，還不能成為最美麗、
最神奇的「神交」。讀書之美妙，在於作品
之深度，在於讀者之沉醉，在於心情的超
然，在於心靈的觸覺。好書，平凡中會真
意；妙書，激賞間悟真情；奇書，沉醉時品

真味。深度的開掘，情思的搖曳，趣味的高
妙，都在一卷文字中。
有一位先生說，閱讀是「通往仙境的途

徑」。他又說，真正的仙境，在精神的「相
遇」裏。讀書通往仙途，是一種迷人的生活
姿態。讀書的「享受仙境」，並不等於閉門
修煉。通仙之途是隨時隨地閱讀，物我兩
忘，心神悠悠，有如遇到知己般的人，聽到
久思不解的話，等於為你打開了一個全新的
世界。即使是一本翻得很破舊的書，因不斷
叩問着心靈之門，也是彌足珍貴的。
有時，讀書更像一種心靈探險，既帶來快

感，也帶來無限傷感。安徒生的童話有幾個
是讓人快樂的？但那種悲傷的故事，讓人體
會到這個世界上某些人的苦難、孤寂和蒼
涼，卻讓人的心靈也更加純淨。有些體驗型
的閱讀者，融入自身獨特的生命經歷，對於
內心世界的沉澱和體悟就會異常深厚。
哲學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

家。」的確，有不少讀者，在作家看似不經
意的筆墨中，於無波瀾處發現奧妙、奇崛。
就像《紅樓夢》，字裏行間總有秘密需要探
尋。用朱熹的話說，就是「讀書譬如飲食，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深情體味，至性至
柔，抓住旨趣，必會領略閱讀的奧妙。
讀書的真諦，來自心靈的「相遇」，來自

心性的沉迷與優雅。難怪有愛書的朋友這樣
說，讀書真不可思議，讀得我快落淚了，心
中有許多話不說出來，就不舒服。一旦把這
些話說出來、寫下來，心裏便有一種無限快
感，精神內質因之豐盈起來。
在數千年不計其數的語言和書籍交織成的

斑斕錦緞中，總會有一些中意、鍾情甚至心
有靈犀的「相遇」，讀者與作者的神思會呈
現出一種奇妙的對接，有時是電光石火的心
靈頓悟，有時是極其崇高的超現實幻象。因
為這種「相遇」，讀者的頭腦更聰慧、睿
智，眼睛更明亮、深邃，作者對已知、未知
世界的發現與開掘，完全可以轉化為讀者頭
腦中的精神力量，讀者也可以洞見往昔生命
永不消亡的美和魅力。

讀書中，你「遇」到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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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美食家——叔本華。 作者供圖

●年輕人要多些學習，才能像鳥兒一樣
展翅高飛。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