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約安全精彩冬奧會（三）

以人為本
香港疫情急轉直下，

人人都講抗疫，也人人
要抗疫，猶如一場戰

爭，也確實是一場戰爭──人與病毒
之間的戰爭，也是思維觀念之較量！
以人為本，人命為先，這是我們的人
權觀，鍾南山院士的視頻講話，信息
及時又明確，說得好極了。
可幸，大部分市民也積極配合政
府，一時之間，強制和主動去檢測和
打疫苗的人增多了。在天寒地凍、陰
雨綿綿下，看到戶外排隊的長龍，尤
其是長者，實在令人於心不忍，但也
很無奈，惟願有心的公僕真的行動起
來，想辦法改善。
不過，似乎，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
和內地專家，比這裏的公僕看得更深
更透，更關心普通市民的生命和生
計。令人欣慰。此時此刻，習主席那
句：「控疫壓倒一切，中央全力援
港！」何其鏗鏘！何其有力！猶如給
香港打一支強心針，也喚醒官員的職
責意識，總算有些實質行動。
這第五波疫情來得突然，猛烈如
虎，確診個案直線上升，本來鬆懈了
的官民似乎都束手無策，跳不出固有
框框。市民天天就聽專家們老調重
彈：打疫苗針。這當然沒錯，問題
是，很多事就像「狼來了」的故事
般，聽多了就麻木。政府卻永遠只是

「口頭施政」，不理政策的落實情
況，還美其名：尊重市民的自由和私
隱。
說長者打疫苗比例不多，小朋友也

打得不多，這是事實。問題是，這兩
個年齡組別都是弱勢社群，行動不
便，需要人照顧或指引，香港民眾在
過去3年遭受黑暴、疫情打擊、困
擾，不少人連工作都丟失了，生活相
當艱難，高薪厚祿的官員及其公務員
團隊能明白嗎？
真的，在過去幾年，我每次看到或
聽到什麼官員流露委屈或「哽咽」之
類的，真的火冒三丈！想想基層市
民，天天坐在辦公室內開會寫報告的
人，真的沒有任何資格抱怨！
相對於「小政府」，我反而欣賞我

們的演藝界人士，他們坐言起行，無
論是以前為內地災難發起捐款活動，
還是為本地慈善或疫情募捐，演藝界
的動員能力都很強，個人也迅速響
應。不但對香港，即使北上發展的藝
人也積極參加當地或國家方面的慈善
活動，以個人知名度和號召力，影響
和感染別人。
在艱難時刻，無助的人需要實質的

幫助，更需要鼓勵和正能量。香港人
雖然享受自由，但其實也是很自律。
緊急關頭，抗疫為先，救人為本，沒
有那麼多程序或藉口可講！

踏上奧運會的舞台，
除了是運動員頑強訓練
希望達到的目標外，更
是體育電視傳媒製作人

的心願。每一屆奧運會電視製作都不
斷在進步，從中我們可以學習、觀
摩，從而增加經驗，實在是難能可貴
的經歷。就以參與的電視台也不斷更
新他們電視器材及技術為例，美國廣
播公司（NBC）他們通常每4年更新
一次，正是利用轉播奧運去添置更先
進、更新的器材。筆者在1988年韓國
漢城（現稱首爾）奧運時，在國際廣
播中心首次看到「電視高清測試」，
還記得當時感覺電視畫面非常清晰，
內心不禁讚嘆，同時又心想香港什麼
時候才有「高清電視」呢？誰想到差
不多等了近20年，到2007年12月31
日晚香港才正式有高清電視呢？這發
展比我想像中慢了。
時至今天，北京冬奧運動會已經是
8K電視製作，8K是目前為止最接近
「人肉眼所看最真實」的超高清電視技
術，解像度是高清的16倍，無論是畫
面清晰度、顏色、質感各方面也全面提
升，務求給觀眾「親臨其境」的體驗。
中央電視台為配合奧運大會8K製
作，便於冬奧開幕前1月24日正
式開設CCTV-8K超高清頻道，
作為受眾，觀眾能在家中透過電
視以8K觀賞冬奧可真有眼福了，
而當然冬奧各項目比賽畫面製作
也非常重要，有高技術的製作，
才能配得上8K的輸出。
北京冬奧在製作國際訊號上最
大突破是以幾十條電視頻道送上
雲端，全世界各電視台各自去下
載，自1964年奧運會開始靠人

造衛星轉播，今屆已開始不僅僅依賴
衛星傳輸，成本上省了不少。
而轉播內容總生產量達 6,000 小
時，畫面毫秒級合成、超慢動作、全
景觀看特技效果畫面，電視觀眾也可
一一收睇，每一粒雪花飄落、每一個
運動員凌空花式動作、每一秒的速度
感覺，加上VR全景多角度畫面，令
觀眾真的好像置身現場一樣，像與運
動員呼吸着同場地的冷空氣，投入度
自然更深。
名為「獵豹」的超高速軌道攝影
機，可360度U型軌道運行，時速達
每小時90公里，比運動員滑冰速度還
要快；而「飛貓」攝影機，它是利用
場內或場外4個支撐點，用幼鋼纜支
配，快速跟蹤拍攝，真正做到冇死角
位，賽場上每一視角盲點也不漏。
總覺得每一次大賽我都能有幸參

與，有幸得到最先進新經驗，雖然未
必一定有機會用得着，但總有機會改
良代入自己製作的節目內，即使最後
代入不成，只是增加了自己作為製作
人的見識，或許這已是一種滿足感。
2025年全中國運動會部分項目在香港
舉行，希望屆時大家有所發揮。

我不贊成有人說，張
安樂是中共代言人之類
的說法！這種說法把張
安樂的格局看小了！

凡略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我們
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台灣雖然隔
着一條淺淺的海峽，但大家用的是同
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承載着同一
樣的中華文明；這怎麼可能，張安樂
不愛中國？何況他是一位熟讀中國歷
史的人。
張安樂1948年在南京市第一區中央

醫院出生（與鍾南山在同一家醫院出
生），1950年隨父母到了台灣在高雄
上岸，後來搬到台北住在大龍峒的保
安宮大廟內，那間大廟的後院住了幾
百戶人家，聽說郭台銘住在另外一座
廟裏，大家都是從大陸五湖四海隨着
蔣家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從他人生
的軌跡來看，這怎麼可能，張安樂不
愛中國？
張安樂回憶在大廟內的生活與大

廟外的生活，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
界，因為在大廟內聽的都是南腔北
調的外省話，而出了大廟則都是講
閩南語的本省人。住在大廟內的幾百
戶人家，也稱得上是眷村的雛形（當
時還沒有眷村）；大家談的話、讀的
書、聽的歌曲，都是與大陸有關的內
容，所以小時候的張安樂對大陸產
生了濃厚的感情，他還經常偷聽大
陸對台灣的廣播。這怎麼可能，張
安樂不愛中國？

我與張安樂的成長環境有幾分相
似，雖然我沒有住過大廟或眷村，
但周遭的大人們思鄉念鄉之情，深
深地感染了我。在學校上課時，老
師把中國的地圖一掛出來，長江、黃
河、長城……我對神州大地充滿着神
往，受到長輩的感染，我一樣思念着
大陸的親人；我們這一代的外省人第
二代都是這樣長大的，怎麼可能，我
們不愛中國！1997年張安樂的母親
董鏡桂（北一女教師退休後）自台
灣回到大陸，選擇在深圳定居下
來！那些年在台灣，有不少的外省
人選擇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度晚年。
我曾經接過一個來自台灣的電話，
要我在廣西幫他找一間房子，他要
回故鄉定居，因為台灣那一年旱
災，民進黨輿論卻怪外省人把水給
用完了！
張安樂的心中只有一個中國，1949
年以後國民黨到台灣，以張安樂的說
法，這是自家人的兄弟打架，打輸的
一方就要服從打贏的一方，只有兩兄
弟和好如初，才能共同建立一個美好
安康的大家園。
張安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母親

的眼淚！我認為，看見母親的眼淚是
張安樂心中的痛，是對母親的虧欠！
他不想母親再為他流淚，所以母親在
哪裏他就在哪裏，2010年母親去世
後，他就計劃回台灣去實踐他作為現
代的一個中國人的終極目標——「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

張安樂（白狼）因何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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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賀年綜藝節目《春晚》，是
觀眾心中的「殿堂級」製作，每年
的春節都陪着觀眾「守歲」，因為
中國人多在春節大年初一煮「齋

菜」，有着電視節目綻放喜慶熱鬧氣氛，好應節
啊！
而內地不少演藝人亦以能登上《春晚》演出為

榮，經常吶喊道︰「我要上春晚！」事關該節目為
內地萬千觀眾所認可，有份演出的演藝人單是名
氣，就已經有「水漲船高」的感受。
今年的《春晚》節目內容的確有不少「亮點」，
想不到能看到在香港樂壇叱咤一時的「溫拿樂隊」
又再合體了，台上演唱多首粵語歌曲，台下觀眾沸
騰了，跟着打拍子跟着唱，足見粵語流行歌曲早已
植根在歌迷們心裏，而粵語歌曲近年也廣為內地歌
迷所歡迎和接受。但，某些思維及心理有病態的
「跳樑小丑」，竟然揶揄溫拿成員年紀加起來都幾
百歲了，還在舞台上唱跳「獻世」，說出此歹毒話
的，恐怕他們是有着自己「不許人間見白頭」的思
維，真讓生養他們的父母情何以堪呀！？
喜愛舞蹈的朋輩，大讚該節目的一個名為《只

此青綠》的舞曲演出︰「太驚艷了！無論是舞蹈
編排、配樂、燈光，一切的一切，讓人的目光一
秒就被吸引住，演員的詮釋表現更自成一套，布
景簡約、色調卻如水墨畫的紙底，而舞者腳下是
水，令整個構圖美翻了，有震撼感，觀眾似被帶
進了時空的轉移，真想看看這靈感創作背後的故
事，好一場藝術盛宴，嘆為觀止！誰說來自各民
族、各表演團體等是影視紅星演唱時的『布景
板』？表演者們的精彩演出及亮點，觀眾早看在
眼裏，記在心裏！不要為沒有半點素質的挑撥話
而妄自菲薄，皆因節目是水準之作，才會有『酸
民』的『酸言酸語』。」

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水
過
留
痕

少爺兵

得知公司裏的小妹在
蜜運中，同事向她道
喜，她卻說男友催婚，

令她煩惱，擔心二人性格不合，婚後
不會幸福，原來二人飲食方面，口味
從來就不一樣，大家到茶樓喝茶吃點
心，她愛香片，他愛鐵觀音；她愛鳳
爪，他愛排骨；他點來的小菜，都是
她怕油多的煎煎炒炒，有了這個矛
盾，日後怎能相處。
大姐A說你飲香片他喝鐵觀音，你
吃鳳爪他吃排骨不就可以，大姐B則
認為外出共膳各自點菜還好，在家煮
食長年累月照顧對方口味也是問題，
飲食小事，總好過性格差異，又說性
格相同也可能有矛盾，比如雙方因喜
愛旅行，婚後才發覺她愛跟團旅遊東
南亞，他愛獨自環遊西半球，興趣同
而志趣不同，聚少離多哪來幸
福？有時文化夫妻也未必同一
喜好，村上春樹說他們夫妻都
愛書，他們的書房卻有如南
北兩極，藏書全不一樣。
大姐A說就是性格不相似的
夫妻也多生活得長久，日本明
星北野武散文《菊次郎與佐
紀》主角就是談他出身油漆匠
的父親和貴族後裔的母親，北
野武說他那對寶貝父母大事小
事幾十年來都爭爭吵吵各不相
讓，直至老兒子北野武離婚

了，大老爸大老媽還生活在一起。
最後AB大姐一致說兩代人對婚姻

看法已大不同，上一代重視一紙婚
書，註冊後他是她的另一半，她也是
他的另一半，執子之手，好好醜醜，
都會堅守到白首；如今新一代男女則
不然，性格至上，總愛高唱「我係
我」，公主嫁王子，相處稍不如意，
一言不合就分手，是否「真能承受結
果」，局外人不得而知，那就非問當
事人不可，有時當事人或者告訴你，
分手原因是爭食西瓜那大半邊。
離婚率一年比一年上升，難道那些

離婚男女，都比結婚時快樂？
倒是沉默良久較年長的大姐C看到

小妹尷尬的臉色，開腔笑對AB說：
「別嚇怕小妹了，天下還有千千萬萬的
好夫妻呢！」小妹才見笑容。

另一半的迷惑

2022年的廣東人以一個濕漉漉
的春節迎來了一個嚴寒的春天。
即便如此，連思維都差點被凍

結了的網友們還是苦中作樂，編出了不少搞笑
的段子，譬如「保暖靠被窩，取暖靠抖動，最
高規格的避寒，就是自己在被窩裏抖動」，以
及「床以外的地方都是遠方，手夠不着的地方
都是他鄉，就連上個廁所都是背井離鄉」，還
有廣州人講得有點粗口的一句「凍死你個仆
街」，用英文怎麼說？答案是「welcome to
Guangdong」。
若是換作以往，只要溫度一下降，我一定會
先想到自己的女兒，會擔心她因為少穿了一件
衣服，少蓋了一層被子而受寒……而在今年這
個罕有的寒冷天氣裏，我開始去擔心那個被迫
生了8個孩子的被鐵鏈鎖住的母親，不知道她
在比廣東還要冷的低溫裏，脖子上那冰冷的鐵
鏈有沒有取下來，身上有沒有足夠保暖的棉
衣，夜裏有沒有足夠禦寒的被子……大抵因為
自己本身是一個母親的女兒，亦是一個女兒的

母親的緣故，便本能地看不得其他女性的苦，
每一次的代入都會令自己揪心地難受。
在周星馳的電影《大話西遊》裏，羅家英扮
演的唐僧囉囉嗦嗦苦口婆心地對小妖說教：
「人和妖都是有媽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媽
生的，妖是妖他媽生的……」小妖被唐僧的囉
嗦氣得即刻自殺身亡。我年少時看到這一段，
總是會想，那隻小妖居然沒有把五花大綁毫無
還手之力的唐僧殺掉洩憤，或者乾脆割掉他的
舌頭讓他不能再囉嗦，竟選擇了把自己殺死，
可見「妖他媽生的」小妖還是很有「妖性」，
內心還是善良的。
然而電影終歸是電影，在現實中，人性往往
及不上「妖性」。
網友們說，我們的母親、女兒、姐妹、妻
子……和「鎖鏈女」之間，只隔着一悶棍的距
離。翻看了網上許多的案例，被拐騙的女子佔
很大一部分，被強搶販賣的女子也不在少數，
她們的遭遇都是一樣的悲慘：作為商品，被賣
到貧窮的山區成為生育工具和免費勞力。被發

現和解救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數的受害女
子，終其一生都在受苦受難。那些人販子和
「買主」們都是「人他媽生的」，卻是惡極，
沒有絲毫的人性。
前些日看《野秋說》，胡野秋先生在節目中

談到的古時對人販子的刑罰引起了大家的共
鳴。然而因為看到了被拐賣、被無底線傷害的
那些女子的苦，古時的「刺字發配、砍頭、車
裂」，似乎也無法減輕現代人對人販子的憤
恨，即便是平日還算溫和的本呆，亦會期望將
人販子和殘害女性的「買家」施以「千刀萬
剮」之刑，讓惡人一點一點去感受因他們加諸
於受害女子們身上的痛苦。若是再有「誅九
族」的懲罰，那些幫助「買家」看守、阻止受
害女性逃跑的幫兇亦能一同獲罪，大抵就再也
沒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去作惡了。
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氣溫雖未回升，但雲間
微有陽光，已有雨過天晴的跡象了。希望人間
亦如天上，光明會愈來愈多，罪惡會愈來愈
少。

極惡與極刑

觀賞魚和食用魚，附近集市上
有；淡水魚和海魚，附近集市上
有；鮮魚和乾魚，附近集市上
有。這兒每5天一個大集，每次
大集，一定會有魚賣；鎮上的一
家大型超市裏，專門設有賣魚的

攤位，活魚和冷凍魚，天天都有；離家不
遠有個路邊攤，也一年到頭售活魚。
剛回家坐下，妻子就從廚房過來。給兒

子蒸魚吃吧？她推門問我。在單位忙了一
天，確實累了，但不忍看到兒子在一旁眼
巴巴盼着的表情，我走進廚房。
魚肉，和牛羊豬、雞鴨鵝比，營養價值

高，脂肪含量卻低，老少皆宜。當然，極
少數對魚蝦過敏者除外。我喜歡養魚，也
喜歡吃魚。
母親和妻子做魚，要麼油煎一下倒水
燉，要麼直接清水燉煮。這樣做出來的
魚，不能說難吃，味道總是差些。經常是
盛到碗裏熱乎時吃還行，剩下的再煨熱一
次就沒啥味道了，往往一條魚剩到最後，
得扔掉一半或一小半。有一次，我在家中
沒啥事，給兒子做了道清蒸鯧魚。吃過一
次後，他就記住了，總說清蒸魚好吃，常
盼我給他做。做清蒸魚，視魚大小，蒸的
時間得恰到好處。時間太長，魚肉太爛不
鮮；時間太短，魚肉不熟土腥味重。蒸煮
出來的魚，覆上葱絲、香菜、辣椒，澆上
滾熱的花生油，鮮香味立即在室內沸騰、
瀰漫。燉魚則另有講究，關鍵是把魚骨肉
分離。魚頭魚骨先用花生油炒過，然後先
燉熟再放入片好的魚肉，魚肉入鍋幾分鐘
即放入葱絲等上桌開吃。
清蒸魚和燉魚，兒子常吃。這次換換花

樣，酸菜魚。廚房裏，妻子已把魚清洗乾
淨，就等我動手了。先去超市買來酸菜，
把魚肉片下用料包醃上。鍋中倒入花生
油，把酸菜炒香後放進魚頭魚骨繼續翻炒
一會兒，倒入山泉水，再入砂鍋。約十多
分鐘後，鍋中水開，至魚頭魚骨燉熟，倒
入魚肉。鍋中再次水開，三五分鐘後停火
即可。砂鍋端上桌，湯汁還在咕嘟咕嘟翻

滾呢，兒子就伸筷開吃了。一邊說燙辣
酸，一邊吃得津津有味，每此時，我們都
囑咐他慢點吃，沒人搶。
同樣的魚，同樣的配料，不同烹飪方法

做出來，味道大不同。家中飯菜，絕大多
數時候都是母親和妻子在做，我只是偶爾
幫幫廚。她們做菜不甚講究，特別是燉個
雞湯、蒸個魚啥的，這樣的事都願意交給
我。我做菜少，偶爾做一次，自然更用
心，味道也就好出許多。不光喜歡吃魚，
我更喜歡捉魚和養魚。小時候，我最願意
去的地方，就是姥姥家。她們村附近有一
條河，河裏流水清清，裏面有成群的游
魚。去大舅家喊上表姐，一起挽起褲管入
河，用手捧、用笊籬撈、用罐頭瓶釣，魚
兒有大有小，總能捉到一些。
我們村沒有河，鄰村有。到鄰近的大閘

口村上學後，有時會和他們村的同學一起
偷偷去河邊看看。遇上夏天河乾，在淺水
江邊見到魚，就挪不動步，若是有辦法，
一定得逮上幾條再走。去鎮中學讀初中
後，遇到了更大的河。學校有個後門，單
扇門通向校外的大河。那條河夏天水多
時，寬處得十多米寬，河裏常有拃巴長的
野生魚。偶爾去河邊，見過很多次被當地
人稱為白漂子的魚，但只能眼饞。那時
候，兩手空空的我，對那些魚束手無策。
參加工作後，有時也去村裏走訪，經過河

溪時，也見到過不少游魚。到鄉村景點旅遊
時也多次見過，有時是沒機會，有時是不
想，幾乎都沒下水逮過。那些生在河裏的
野生魚，都是最普通那種，很多河裏都
有。那種魚適應環境能力強，捉回家養，
一般不容易死。只是若養於小魚缸中，不太
適應其野性；若放到大些的水池裏，又沒
有多少時間投餵。若真有大魚缸，養這種
脊背灰黑腹部淺白的野生魚觀賞性並不
強，不如養些色彩艷麗的金魚、鯉魚或其
他品種的海魚。從野外河裏逮回的魚，點綴
着養還可以，但不能多，也不宜太大，頂多
養幾條十幾20厘米長的，權當養着玩。
有一陣子，我和妻子常在集市上買金魚。

買回家，養到小玻璃魚缸裏，靈動漂亮。只
是因為投食過多或忘記換水，養不多久就死
掉。小兒子2歲多後，家中就不太敢買金魚
了。小傢伙膽大，一不留神就可能把胳膊伸
進魚缸，一旦逮着就抓出來扔到地上，看魚
兒在地上撲棱。在他看來，那樣挺好玩；而
在我看來，魚兒們很無辜，也很可憐。家中
養魚，風水上還有講究。我不迷信，但我信
風水。風水學有其道理在，這是顯而易見
的。只是，對風水學不太懂，選啥樣的魚
缸，擺在哪個方位，雖然未必那麼玄乎，弄
不懂還是不亂擺的好。有了這層顧慮，我也
不怎麼想養魚了。
吃魚和養魚差不多。我吃過的魚，都是附

近集市上常見的。鯉魚、草魚、鰱魚、鯧魚
和鯰魚啥的最多。海魚以鱍魚、沙丁魚和帶
魚為主。鱈魚、鱘魚之類，偶爾吃。當地能
買到或在飯店裏常吃的魚，也各有區別。感
覺鯧魚肉質細膩彈滑，花鰱做的魚頭砂鍋
鮮嫩味美，鯰魚肉肥厚香軟。
去年帶兩個孩子去臨沂海底大世界玩，那

些養在玻璃缸的魚，品種之多，樣貌之迥，
讓人驚訝。有時在家裏看關於魚的紀錄片，
並沒太震撼。電視節目中那些魚，彷彿就只
是存在於屏幕內的，雖在眼前，感覺卻遠，
似乎遙不可及。海底大世界裏那些魚，雖也
隔着厚厚的玻璃在游，卻是鮮活的。那層玻
璃，阻擋不了真實的傳遞。
猶記得，在海底大世界，看到幾條之前
從未見過的大魚。一扇十幾平米的大玻璃，
把水和魚群鑲嵌在牆壁內。忘了是啥品種
了，那些魚每條2米多長，條條胖如豬仔，
慢吞吞慵懶悠閒地懸於水中。牠們應該是
見慣了遊客了，有遊客在旁邊經過，一點反
應都沒有。不同品種不同大小的魚，見過
不少了。牠們有的生活在河溪中、有的游
弋在大海裏、有的被囚養在魚缸內、有的
用於觀賞、有的用於繁育、有的用於烹
飪、有的活蹦亂跳、有的已經僵死、有的
正待宰殺。一樣是魚，命運咋就如此不同
呢？答案或許難知曉。但在時間的長河
裏，年年有魚，仍將繼續。其他，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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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羅蘭說：婚後男人只剩下半個男人
了。 作者供圖

◆高速軌道攝影機。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