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

女權運動先驅
當我看完電視劇《向
警予》，再回頭重溫十
多年前的《恰同學少

年》中有關少女向警予的片段，令我
對這位中國女權運動先驅者有較全面
的了解，其後來投身革命、改造社會
的思想也在早年孕育。
向警予有良好的家庭環境，顯然為
她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有利條件。她出
身富裕家庭，家中排行第9，自小受
父兄寵愛，父親思想開明，早在8歲
時，向警予成為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
學生。成長中更受到留學日本、支持
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大哥啟蒙。
這樣的成長背景，少女向警予自然
充滿個性，乃至俗人眼中的任性，加
上天資聰慧，學習成績好，就更自信
和勇敢了，跟上述兩劇呈現的形象是
吻合的。
難得的是，這位富家小姐能體會到
貧窮人家的苦難，不但路見不平，敢
站出來為弱者出頭，更能深刻認識到
貧窮的本質──知識的力量，不但自
己反抗父親安排的婚姻，也鼓動其他
少女擺脫不合理的傳統桎梏。為幫助
鄉村少女識字、自立，21歲回家鄉辦
學時，特意親自到偏僻鄉村招生、勸
學，不用說在百年前土匪猖狂的年
代，即使在今日資訊流通的社會，也
很不容易。
她的女權思想不僅僅是口號、姿態
上或紙上談兵式的「研究」，而是實

實在在地以身作則。這一點也體現在
其對待婚戀上。她跟志同道合的蔡和
森在家鄉自由戀愛，在法國勤工儉學
時期結婚時，她就提出「向蔡同
盟」，「向」放前面，成為留學生中
的佳話。
即使後來婚姻出了問題，各自都有

了愛人，這個因理想而形成的「同
盟」仍在。向警予被捕時，蔡和森想
方設法營救；得悉其就義，蔡和森寫
了深沉的一句：「你永遠沒有死！你
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
階級永遠的愛人！」
有點遺憾的是，不知是否受改編自

同名傳記的限制，這段向警予重要生
活細節跳過了──因為生活習慣不
同，兩人感情上發生衝突，後來獲安
排到莫斯科學習、生活，試圖挽救未
果，就在那裏離婚。
這段細節可能在她偉大的革命事業

中不太重要，卻頗能貫徹她的女權思
想：婚姻自主──從追求自由戀愛而
結合，到正視自己的感情變化，勇敢
地走出破裂的婚姻，但兩人並不因此
而放棄戰友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時代》2020

年3月評選一百年度風雲女性時，向
警予成為5位華裔女性之一，其他4位
為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美籍華
裔物理學家吳健雄、美籍華裔演員黃
柳霜、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可見她的
事跡的普世性。

在印象深刻的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 14年
後，北京再次獲得「冬
季奧運會」的主辦權。

是次北京冬奧將於2022年2月4日開
幕，令北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能舉辦
夏季奧運以及冬季奧運的「雙奧城
市」，這個城市也在這14年間經歷着
由2008的口號「讓世界認識中國」到
2022年冬奧的「讓中國擁抱世界」的
轉變。
香港目前藉着東京奧運會的熱潮，
令大家都比以往更關心體育；但對於
冬奧而言，香港畢竟不是一個會落雪
的地方，玩雪上運動的人是極少數，
今屆能參加冬季奧運的運動員也只得
兩三個，成績方面難與各地選手競
爭，但換個角度，在資源和環境都略
欠一些的情況下，香港能夠參與冬
奧，躋身國際舞台，已經難能可貴。
雖然代表香港的參賽運動員不多，但
我們作為香港人當然也要支持香港運
動員：在東京奧運期間，香港是全城
所有電視台聯合轉播奧運，但今次北
京冬季奧運會，電視台購得電視版權
獨家轉播，單打獨鬥，
不知又有何對策去製造
出全城關注的奧運呢？
其實電視轉播已經較
為重視最近這兩三屆的
冬季奧運，播放時間比
以前多，也能令觀眾多
留意冰上運動，例如花
式溜冰、冰壺、冰上速
滑、自由式滑雪、冰上
曲棍球等，其實我們應
該把冬季奧運視作觀賞
性運動項目，去享受畫

面的美感，因為站在我們電視體育製
作人角度來看，冬季奧運會大會製作
確是一流水準，無論在構圖，或是高
速拍攝都能清楚看見雪花的飄揚等，
這些如詩如畫般美麗的畫面總能扣着
觀眾的心弦。
至於轉播的內容，賽事內容雖然豐富，
但觀眾對冰上運動大都一知半解，較難
投入，所以傳媒應負起教導觀眾如何去
欣賞冬季奧運每一項目的責任，為觀眾
提供項目的背景知識；另外每一個運動
員都有他們背後的感人故事，若能專訪
他們製作成人物故事就能吸引觀眾的注
目，融入運動員的經歷當中：就如中國
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凌（Ailing
Eileen Gu），這一位18歲中美混血兒，
放棄美國國籍代表中國出戰冬季奧運，她
是挾着2019青年冬季奧運會兩金一銀成
績，加上今年3月份奪得世錦賽金牌，
極大機會為中國奪取獎牌，這樣的背景
就已經值得我們傳媒重點報道。
今屆北京冬季奧運會，目前有80個國

家及地區的代表團參加，還有13個地區
正在爭取參賽資格，而中國將派出代表
團參加12個項目。目前香港也開多了溜

冰場，參與冰上運動的運
動員也有所增加，而一
些在歐美留學的學生回
流，香港也有本地冰球
賽事，冬季奧運關注程
度一定有所上升。77日
後即2月4日年初四北京
冬季奧運會開幕，藉着
這個春節假期，大家一
齊投入這一個冬季奧運
會，好好欣賞運動員竭
力表演時，亦再次為香
港運動員加油！

難以忘懷「香港女兒」梅艷芳
經歷了入境處換領身份證「貴賓式的待

遇」，翌日就讓我見識了衞生署長者健康
中心的「監獄式的待遇」。那感覺，一夜
之間，從天堂跌下了地獄。

陪同家族長者打流感針，來到了灣仔的「長者健康中
心」，抗疫管制下的人流並不多，環境是令人舒適的。
一進門，就給做協調指引的阿姐當頭吆喝︰「你來做

什麼的？！」作為陪同者的我有點驚訝，她不是以為我
們來「打劫」吧？家族長者不以為然回話：「我是來打
流感針的。」阿姐才低了聲量：「紅簿仔攞出嚟！」
哦，原來阿姐慣性是大聲的，長者們都習慣了這種

「吆喝」開場白，只是我們不習慣而已。心想，為何對
待長者沒稱謂？就算他們不配稱「先生」、「女士」，
那麼「伯伯」、「婆婆」總有一句吧，如果是：「伯
伯，你是來做什麼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坐下不久，又看到了一幕，有位也是預約了來打流感

針的伯伯，登記完打針，轉頭再問職員，能否取即日
籌見醫生？職員指示伯伯去問協調阿姐可有即日籌？
伯伯依指示去請問「阿姐大人」，阿姐轉身沒理睬伯
伯，可能很不情願吧！伯伯吃了閉門羮，再問第二位
「阿姐大人」，回答︰「不關我的事！」這下子老伯
有火了：「我現在問你們，為何不答？你們是做官的
嗎？！」我們作為旁觀者，真想告訴伯伯，現在做官
的才不敢如此無禮，只有阿姐最官氣十足。萬官皆謹
慎，唯有阿姐高。
當然，富裕長者都有自己的私家醫生照顧，不需依賴

「長者健康中心」；然而需要依賴的，都是基層社群，
基層加弱勢，他們不敢奢望得到「貴賓禮遇」，理應也
得到起碼的尊重，最好是多一點關愛。
本來這是政府一項德政，正如小冊所寫，「提供高質
素的基層健康服務」；話說回來，筆者所見，「長者健
康中心」的醫生、護士、配藥員、職員，其實都是挺有
禮貌的，衞生署不應讓「阿姐的官氣」，令德政蒙上了
污點。

阿姐的官氣

星期天與表妹通電
話，聽到她那邊傳來碗
碟聲，問她是否準備開

飯，表妹笑說：「爺爺正在廚房剁肉
餅！」隨即問我：「你覺得奇怪吧，
80多歲老人家下廚，一定怪我們虐老
了。」隨後尷尬地補充一句：「是他
自己堅持下廚呀！」話題於是就轉談
到她的爺爺我的舅公了。
表妹說每逢外傭放假那天就是舅公
的工作天，他總說食肆的東西不合胃
口，很少跟我們外出用膳，總要自己
烹煮才吃得痛快，今早6點鐘起床，
第一時間給我們弄過早餐後，舅婆外
出晨運，他就興致勃勃拿出昨晚吩咐
外傭買備的食材，捋起衣袖為我們設
計午飯的菜式了。
不止星期天，平日有些外傭做不完
的工夫他都幫一手，說一半憐惜外
傭，一半也是特意多動老筋骨，認為
上了年紀，萬事不理好容易老人癡
呆。他不止四肢經常活動，還搓動身
體每個靜止部位，尤其最愛雙手握拳
拍打腹背，說大腸蠕動有助保健，閒
來無事時也作彈琴狀舞動十隻手指。
他說自己青少年時不愛運動，幾十
歲才做十多歲的工夫，為時雖晚，也
算亡羊補牢，令他驚奇的是，身體反

而比年輕時還好，年輕時俯身片刻也
會頭昏，現在若無其事，就是滿意自
己行之有效那一套「微運動」；他從
來散步不跑步，中年時結伴行過山，
後來看到不少山友腰圍日見粗壯，恍
悟到行山過後例行大吃大喝，脂肪還
是此消彼長。加之看過不少老將因逞
強遇險，行山熱情便漸減退。
從沒碰過任何運動器材，平日吃喝

方面除了少油少糖，也不重視什麼補
藥，堅信含有不同營養素的食材無一
不是良藥。表妹與我同感，今日像舅
公七老八十的壯老也不少，城市中各
行各業都有跟他同輩的長者，各施各
法活得同樣精彩，他們相同的一點，
就是都愛工作，過去四肢不動呆在太
爺椅上的老太爺，白白消耗自己的生
命真是何其不智。

年過八十的壯老

抵達平潭的第二天一早，強哥
喊醒在嘩嘩的海濤聲中睡得正香
甜的我們，連人帶狗，「兵荒馬

亂」地奔赴碼頭乘渡輪前往塘嶼島。
說是「兵荒馬亂」，大家卻也在強哥的安排

下亂中有序：丟了房間鑰匙，把自己鎖在門
外，把鞋子關在屋裏的龍兄穿上了新鞋子，來
不及吃早餐的睡眼朦朧的熬夜女神燕婷的書包
裏裝上了弟弟天沒亮就去買回的新鮮油條和牛
奶，興奮得嗷嗷亂叫的狗仔們也被塞進了小推
車安頓好……待到在塘嶼島下了船，看到景致
與錢便澳完全兩樣的另一個漁村，習慣了晚起
的眾人終於完全清醒了過來。
因為疫情和旅遊淡季的緣故，島上來來往往

的大多是本地的漁民，當我們到達島的另一
端，海灘上更是杳無人煙，僅一座被當地漁民
稱為「海壇天神」的大石頭靜靜地臥在海面上。
當地漁民傳說，從前玉皇大帝派兵四下捉拿

在天宮搗亂後逃走的孫悟空，有一位天兵奉命
追至平潭，疲累之極的時候躺在塘嶼島的沙灘
上休息，結果被頑劣的孫悟空悄悄施法變成了
一塊大石頭。玉皇大帝得知後到平潭察看了一
番，便讓天兵原樣留在塘嶼島，繼續守護這片

美麗的海域。「天神」的正面看上去像一個安
詳地沉睡的男子，身上的肋骨清晰可見，而它最
為神奇的地方，是「男子」的下體處有一根柱子
樣的風化岩石，遠看如同斜斜翹起的男子陽
物。因為這塊石頭是天兵所化，民間傳說女子觸
摸「天神」的陽物，即可得胎生子，無不應驗，
海峽兩岸的女子便有許多前來向「天神」求子。
我們一行爬上岩石，站在「天神」的「肚子」

上遠眺南海，然而因霧霾籠罩，並沒有看到傳
說中的壯闊的天際線，只得留下小小的遺憾。
朋友們鼓動同行的女子去觸摸「天神」的陽
物，而本呆與燕婷皆是「有女萬事足」，便只遠
觀。強哥介紹說「天神」石從另一面看是女子的
形態，因天氣和時間的緣故，亦很遺憾地無法看
到。便想起韶關丹霞山的陰元石和陽元石，無
法不感嘆自然的神奇，處處皆有它的鬼斧神工，
給人類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因而有了那些
美好的傳說，亦令人心裏多了幾分嚮往和流連。
強哥是土生土長的平潭人，來了遠客，恨不

得能將自己家鄉最美的景色都讓客人一一看
到，於是又帶着我們離開塘嶼島去了猴研島。
到猴研島的時候已是傍晚，島上一塊礁石就

有着幾種不同的顏色，幾簇不知名的小花開在

石縫裏，在滿天紅霞的映照之下，讓原本與別
處區別不大的島嶼散發出另一種美麗的奇異的
光輝。猴研島在外的盛名並不是它在黃昏裏的
美，而是它最為獨特的地理位置：猴研島的對
面即是台灣島，兩座島嶼之間僅相距68海里，
因此這裏便成了一處到平潭的旅人必來的打卡
地，即便是我們這群總是在路上的人也都不例
外，哪怕初冬的海風吹得人臉上生疼。
打完卡回家，吃上在學校做教授的強嫂親自

下廚做的晚餐，被海風吹涼的身心都溫暖起
來，大家因為猴研島而來的一路的激烈的政見
辯論，都消弭在充滿煙火味的家宴裏。在後疫
情時代最值得珍視的，大抵就是家人和朋友齊
全的團聚，以及吃入口中一粥一飯的溫暖和充
實了。 （平潭漫遊記之二）

在海邊觸摸「天神」

初中時，我就近視了，不戴眼鏡
看東西，總是模糊的。近視了，配
戴近視鏡後真就清晰了麼？絕大多
數時候，答案是肯定的，但也有特
殊情況。
最近幾個月，偶有國外新冠患者

密接和次密接人員返鄉，鎮上的隔
離點裏先後住進幾個人。他們的飲

食起居都在隔離點內，醫院得派人定期去
消殺，回收生活垃圾。
由夏至秋，我去過多次。無論陰晴，穿

上防護服後，渾身悶熱。尤其大熱天，裹
着防護服，不超十分鐘，身上的衣服就被
汗水濕透。說像是剛從水裏爬出來的，也
不為過。悶熱不要緊，背着幾十斤的消毒
液不要緊，對我而言，最怕的是鏡片起
霧，模糊了視線。視線模糊到一定程度，
往前邁步就得一半靠光感一半靠感覺。忍
受着悶熱，背着噴霧器，猜測着往前挪
移，十分難熬。眼鏡起霧，主要是渾身汗
濕後溫度高導致。鏡片模糊了，還不能用
手去擦拭。有時滿頭大汗，汗水順着額頭
流下，不偏不倚流到眼睛中，那種辣眼睛
的滋味，猶如針刺。這個時候，手持噴霧
桿正在消殺的我，只得暫緩前行，使勁眨
巴眨巴眼，靠上下眼瞼的閉合，把鑽進眼
眶的汗水使勁擠出來。這種做法，十之八
九沒效果，只能緊閉眼睛，讓眼睛適應那
種辣眼睛的感覺片刻，再繼續往前走。
第一次消殺後，我想到一個辦法，在貼
身的衣服口袋裏放上幾塊固體冰袋。沒穿
防護服前，冰袋的效果明顯，與冰袋貼近
的皮膚能感到硬梆梆的寒濕氣。穿上防護
服後，超不過5分鐘，那種透膚之寒就沒
有了，代之以悶熱逼人。眼鏡，照樣起
霧；渾身，照樣濕透。
隔離點內外，似乎有一道牆，這道牆盡

最大可能地保護着我們每一個人。而醫務
人員擔當的角色，就是具有穿牆術的健康

守護者。厚重的防護裝備，也是一道牆，
這堵牆的內外環境決然不同，牆內水深火
熱，牆外氣候自然。脫掉防護服，衣服就
像從水裏拽出來的，皺巴黏貼在身上，濕
薄地隱約着肌膚，就像個淋了一場大雨的
人。我在基層醫院兒童保健科工作，由於疫
情防控常態化需要，這兩年卻參與了許多疫
情防控的活。預檢、消殺、新冠疫苗接
種、接送返鄉人員，去路邊卡點值班、到疾
控科值班、去隔離點值班。節假日，雨雪
天，啥都不是理由，需要時，就得頂上。
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魏巍寫過《誰是
最可愛的人》，其答案是「戰士」；在疫情
防控和醫治上，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戰
場」上，誰是最可愛的人呢？我不說是「醫
務人員」，卻可以說「白衣天使」是「最可
愛的人」之一。親歷的，才最有感觸。有一
次去疾控科幫忙，我和其他幾位同事負責
在電腦上錄入接種者的相關疫苗接種信
息。天熱，人多，我們從早晨7點鐘一直忙
到晚上11時30分，除了吃飯時間，連一口
水都來不及喝，一整天也沒想到去廁所。
「排好隊，別急，別擠，下一個！」這樣
的聲音一直在接種大廳裏沙啞、碰撞。所有
人都繃緊神經，絲毫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
度敲擊着鍵盤，護士拿針的手同樣也沒閒
着。疾控大樓外，前來接種新冠疫苗的人
就像有序盤曲的麻繩，幾乎塞滿了整個醫
院。走一波人，再來一波人，從早到晚，密
密麻麻的人群，似乎就沒變過，始終那麼
多。這種不變，就是潛在的壓力，令我們有
些透不過氣！一整天下來，眼睛看東西時就
有些「遲鈍」了，有些模糊有些重影，一搭
眼認不太清楚。秩序井然還好，安靜配合還
好，常有極個別人跳出來橫生抱怨。嫌天熱
的有，嫌等待時間長的有，嫌不優先對待的
有。那些老年人，聽力不太一樣。聲音小
了，很多人聽不清；聲音大了，聽力好的可
能就會嫌「態度不好」。還有極少數人，自

覺高人一等，以各種理由不配合，似乎只有
讓其優先才滿意。遇上這樣的人，不得不分
心去處理，自然拖慢進程。
在門口預檢時，也遇到過自以為是的。那
次，有個30多歲的紋身男要進門診樓，我
讓他出示健康碼，人家不樂意。問其近期是
否外出過，紋身男直接咆哮「你問多了！除
了沒去疫區，我全國各地哪都去了。」他雖
然最終出示了健康碼，顯然是沒把防控放
在眼裏的。紋身男是到眼科給孩子做視力
康復訓練的，其言行，真是給孩子做了個好
「榜樣」。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好像各地都
不缺。不配合疫情防控的新聞，媒體上偶
有報道。有被罰款的，有被拘留的。然而，
其警示、震懾作用似乎不是太明顯。這樣的
事，曝光一個，再曝光一個，過不多久，又
曝光了一個。總讓人感覺，斬草未除根。很
多醫務人員，為此一次次模糊了淚眼。
疫情來了，很多人陷入恐慌；疫情控制

住了，少數人又不當回事。但「控制住了」
這幾個字，尤比山重，難下定論。看似安全
的背後，是無數「最可愛的人」之一的工作
人員的默默付出。當你可以不戴口罩外出
時，當你坐在空調間裏還嫌不夠舒適時，
當你覺得配合預檢是種多餘時，當你找各種
理由抱怨醫務人員「過錯」時，你可記得自
己曾經恐慌過？放眼全球，還有一些國家，
想接種新冠疫苗，花重金買都買不到！而在
我國個別地方，竟有人問接種新冠疫苗給錢
麼？給多少？這樣的人，其心得有多大！
從穿上厚重隔離裝備那刻起，一切就不
那麼隨便了。衣服濕透了，得忍着；汗水流
進眼睛了，得忍着；眼鏡片起霧模糊了，得
忍着；渴了餓了，得忍着；想去廁所了，得
忍着；憋悶氣喘了，得忍着……疫情防控
路上，但願那極個別、極少數人，也不分
彼地此地的了，為了你們、我們、他們、
她們的健康，務必多多配合。別再讓醫務
人員，平添一次次「模糊的眼」了。

模糊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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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經常靈活擺動，也是保健之
道。 作者供圖

●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
會徽。 作者供圖

●海壇天神！（李少雲攝影） 作者供圖

《梅艷芳》自上周四上
映後，至今票房已直逼
1,600萬港元，反應很好。
真替投資人安樂電影老闆

江志強高興，該片票房也是目前港產片的
最佳，以及有關這位一代歌后的往事亦成
為大眾熱話，電影讓年輕一代知道演藝界
曾有個全能藝人梅艷芳，年長的一輩懷念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女兒」梅艷芳！就
證明他開拍這片的決定是正確的。
梅艷芳一生傳奇，約4歲的她已經與胞

姐梅愛芳出來跑江湖，在不同的歌舞廳、
酒廊、街頭及荔園獻唱。在18歲那年贏得
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正式踏上星
途。然後在歌影視界大紅大紫，經歷多姿
多彩人生，在2003年12月30日不幸因子
宮頸癌離世，才40歲。要把梅艷芳的璀
璨一生拍成電影本來就是吃力不討好，她
太經典，她的傳奇故事涉及不少在世的
人。如何取捨，動輒得咎。但是江先生還
是堅持下去，背後有其故事。
江先生講開拍《梅艷芳》是對梅姐的承

諾，是填補遺憾。他憶述成為梅姐知音
的故事：早在安樂電影還是小公司的時
候，當時梅姐已經是當紅的歌手，但不
介意他們是小公司，答應為他發行的一部
電影《天空之城》站台宣傳，江先生感激
她當日的仗義幫忙成為朋友。2003年的某
日梅姐約他見面，希望為她拍一部傳世的
電影。江先生叫張藝謀《十面埋伏》中為
她設計了角色，可惜最後因為梅姐的離
世無法實現她的遺願。多年來江先生一
直惦記着阿梅未圓的夢，終於找到導演梁
樂民和演梅姐的王丹妮、演張國榮的劉俊

謙，促成了電影的誕生。
看到投資人和被拍攝的人都有共同特

點……有情有義！已經令電影更有意義。
江志強很欣賞梅姐那份敬業、專業，永不
言棄，拚搏至最後一刻的精神，正正代表
香港人的精神，絕對是香港人的女兒！知
道有人睇《梅艷芳》後討論停留在兩主角
演員與真人樣子不夠似、故事沒有完整呈
現梅姐的歷史，片中沒有梅媽、梅啟明。
愛情方面只有戲裏叫後藤夕輝（近藤真
彥）和林國斌，沒趙文卓、劉德華等等。
若抱着要看主角十足似梅姐是不可

能，將梅姐所有故事都放在這片中那就
要拍電視劇。受客觀因素影響不能拍的故
事一定有，重要是影響其一生的人和事都
呈現出來了，觀眾感受到梅姐的短短40載
人生，經歷幾多艱辛，星光背後，付出多
少犧牲，她對工作的熱愛，對朋友以至對
香港的情義也成就了她「香港的女兒」的
地位。電影着重她與近藤真彥苦戀及林
國斌危難見真心的昔日感情，還原梅姐
在卡拉OK被社團大佬掌摑事件；又描
述出她與恩師劉培基、張國榮不為人知
的交往細節，深厚友情比愛情更動人。
而電影是以梅姐在紅館舞台唱出《夕陽
之歌》一身漂亮的婚紗，一句我嫁給舞
台，淒美畫面作結，實在令人心碎。
導演拍《梅艷芳》動人是除了記錄梅姐

故事，還記錄香港的八十年代情懷。梅姐
出身寒微，卻憑着自身努力創造一番事
業；成名後常常將家人朋友記掛在心；社
會各界需要幫忙時，她總是義不容辭；無
論遇到什麼逆境，她亦從沒放棄，是典型
的香港人的奮鬥故事，真正是香港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