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約安全精彩冬奧會（五）

《羅茱》與《梁祝》
看芭蕾舞劇《羅密
歐與茱麗葉》（《羅
茱》），也令我聯想

到東方的《梁山伯與祝英台》
（《梁祝》），後者乃中國四大民
間傳說之一，也是被改編最多的古
代悲劇作品之一。上海芭蕾舞團早
於2001年就把它改編成4幕芭蕾舞
劇，由該團時任藝術總監辛麗麗編
舞，在當年年底舉行的上海國際藝
術節閉幕上首演。
順便提提，辛麗麗是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芭蕾舞
演員，也是上海芭蕾舞團台柱，曾
領銜主演《天鵝湖》、《吉賽爾》、
《唐吉訶德》和《羅密歐與茱麗
葉》，以及民族芭蕾舞劇《白毛
女》、《雷雨》等。她當年在香港文
化中心大劇院演出的獨舞《天鵝之
死》給我印象很深刻，她那雙伸展開
來的纖細雙臂，輕緩地挪動，將垂
死天鵝展翼掙扎的情景演得栩栩如
生。這樣的背景，由她編導的《梁
祝》芭蕾舞劇自然引起關注。
人們也常將《羅茱》跟《梁祝》

比較。從故事梗概看，兩劇確有相
似之處：都是年輕情侶為愛情抗
爭，並最後殉情的悲劇，故事悽
美，令人動容。
年輕人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都是
勇敢而愉悅的。但因應文化差異，
兩對情侶對愛情的認知和表達愛意

上有所異同。羅茱二人是兩大家族
後人，直率大方，天真爛漫，富有
青春氣息，敢想敢為。相對來說，
受限於當時（傳說是東晉時期）的
社會環境，祝英台要女扮男裝上
學，兩人同窗3年，感情深厚，梁山
伯居然不知祝是女兒身；所以，梁
祝對愛情的表達比較含蓄。這點由
何占豪和陳鋼創作的著名《梁祝小
提琴協奏曲》的音樂中已表現出來。
而在芭蕾舞劇的演繹上也很明

顯。舞劇和戲劇的最大不同，是前
者以無聲的肢體語言傳情感和溝
通，視覺上的舞姿和服裝相當重
要。辛麗麗到底是國際知名的舞蹈
員出身，她在編舞和服裝上，顯然
想將西方芭蕾的經典元素和東方的
民族性融合。梁祝在墳中化蝶，雙
雙飛去，是這齣悲劇最浪漫的一幕
和結局，她也以此為編舞主題。
《梁祝》就在色彩斑斕的群蝶飛

舞中拉開了序幕，只見遠處的流水
小橋上，有一雙璧人談心，恬淡悠
然，與江南山水的旖旎風光融為一
體。舞劇特別設計了一系列象徵彩
蝶的紗裙：序幕中是繽紛小蝶，
「共讀」中是黃綠色蝴蝶；「抗
婚」時是黑灰色蝴蝶；最後的「化
蝶」一幕，則見彩蝶飛舞……不
過，好看是好看，只是經典紗裙和
民族長裙交替出現，難免感覺不太
和諧。

隨着北京鳥巢上空
絢麗煙花的火花驟
降，2022年北京冬奧
也如14年前的2008年

北京奧運般再次畫上完美的句號，
在全球疫情肆虐之下，圓滿地落下
帷幕。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外國
觀眾未能親到北京現場觀賽。電視
轉播和新聞媒體對冬奧傳播便更具
影響力，於是今次世界各地電視台
便希望利用疫情契機增加收視率，
令冬奥電視節目的製作總時數均達
到過往前所未有的長度，及更多元
化令觀眾獲得更豐富的收看體驗。
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為
例，他們把冬奥會賽事放在各種不
同媒體、電視、網絡頻道等所有平
台播放時間長達2,800小時，這也是
美國轉播冬奥運會的最高紀錄；而
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對北京冬
奧會也進行了全天候的完整報道，
直播時段超過2,400小時；在歐洲
Discovery+頻道，其子公司為歐洲50
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北京冬奧會電視
節目；至於東道主中國，中央電視
台利用5條電視頻道及CCTV 8K頻
道合共播放時間超過600小時，加上
在全中國十多個大城市，放置過百
塊8K大熒幕給市民觀眾欣賞超高清
畫面，這也使中國創造了有關於冬
奥播放時間的轉播紀錄；香港播北
京冬奥時間也是破了紀錄，與過往
的轉播賽事時間相比，過往大約30
小時左右，而今屆則高達200小時。
國際奥委會指出今屆冬奥是最成
功的一屆，收視也是最高的一屆。

香港冬奥收視率是不錯，但比起東
京奥運（東奧）當然有一段距離。
當時是全港所有電視台一起轉播，
而非單一電視台獨家播放，所以當
時造成全城效應。整個香港每個角
落都為香港運動員打氣，茶餘飯後
也聽到身邊人討論着東奧的比賽結
果，好不熱鬧。到底體育節目是否應
該大家共享呢？這就要討論究竟體育
是應該歸類於資訊（Information）還
是娛樂（Entertainment）了。
北京冬奧，這屆最值得我們電視製

作人留意的就是「短視頻」了。冬奥
除了直播賽事外，「短視頻」是現今
世界各地媒體製作方向，各電視台利
用大會片段加上自己拍攝畫面，將他
們混合再加以精緻剪輯，創意構思、
獨特角度、精心選取畫面、打破時空
對接，將賽事拼湊以蒙太奇的剪輯手
法，激化觀眾情緒，從而去帶領觀眾
以置身現場的感動去收看。例如：中
國國家隊谷愛凌、蘇翊鳴等比賽片
段，單一播放量也達1億次，絕對是
個不可忽略的流量。
近年總是聽到「電視是夕陽工
業」這個說法，但電視其實最重要
的是 「內容」，電視倒只是一個平
台，內容是我們製作去發掘、去創
造、去包裝。所謂「Content is king
內容就是王」，冬奥的播放之所以
能夠成功，有的就是創意、有話
題。期望大家能乘着冬奧製作的成
功再創新路向，今屆亞運會還有184
日就開幕，運動員也好，電視製作
人也好，香港也好，大家請繼續加
油！

今天早上起床，拉開窗簾
看到外面陽光普照。太陽的
光亮照耀在遠處山頂上的山
莊，使山莊看起來像包了一

層鍍金，顯得分外耀眼，好像出現了一片
祥光。
望着腳下的公園和運動場，很靜，沒有

人。旁邊的幾所學校也很靜，也沒有人。只
有樹梢多了一點新綠，風信告訴我已經進入
了3月。自從過了農曆新年，新冠肺炎第五
波疫情像雨後春筍，爆發得一發不可收拾，
從每一天的幾十人到幾百人到幾千人再到幾
萬人染疫。
政府呼籲市民盡量留在家裏不要外出，

這幾天有巴士停駛，因有2,000多位司機染
疫，港鐵也減班次！之後又傳出有關政府有
意實施禁足，搞到市民為儲備糧食，導致超
市再次出現搶購潮（上次是2019年發生的
黑暴事件）！在這樣慌亂的情勢下，糧食顯
得多麼的重要！難怪以前在台灣，小時候看
見本省籍人士見面的第一句話，
不是說「你好！」而是問你「吃
飽了沒有？」這一個「飽」字，
對於生長在太平年代的人來說，
顯得有一點老土！今天面對
Omicron肆虐產生的無助危機
感，才恍然有所領會，這一個
「飽」多麼重要！
今次Omicron的疫情下，最可
憐的是老人院的長者。他們在人
生的最後一段路，選擇住進養老
院，已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竟在
初春最冷的時候，躺在醫院的門
口擔架上，等着看醫生，雖然搭
有臨時帳篷，但怎敵街外淒風苦

雨呢！特別冷的那幾天，氣溫跌至6、7
度，我們在室內還要開着暖爐電氈，蓋着加
厚的被子，而那些老人卻因醫院裏的病人已
爆滿而被迫排到街外，可以說他們是這一場
疫情的無辜犧牲者，更是香港政府永遠推卸
不了的執政失誤。
處理危機可看出一個人的領導能力！這一

屆的領導班子在處理Omicron疫情，簡直亂
了陣腳，徹底崩潰，失信於民！而他們依然
領着世界最高公務員薪水，苦的是我們小市
民。先是國泰航空兩位空中少爺沒有遵守規
定，在家居隔離期間外出用膳，將Omicron
病毒帶到社區，接着有政府時任高官徐英偉
參加洪為民的生日派對，200多人的群聚他
不戴口罩，再來是封區又強檢，造成幾千人
排隊幾個鐘頭站在寒冷的又風又雨的初春等
着核酸檢測，本來沒有病的也等病了！而現
在最新的情況是，自行檢測、自檢自救，有
重症者才到醫院。但實際情況是人人在家自
救，最近公布的數字下降是因多數染疫的人

沒有上報！早前設定的「安
心出行」現已失去意義。
作為小市民的我們天天打

開電視注視染疫數字而膽戰
心驚，夜不成眠。平時一般
需要覆診者，多次致電醫院
卻沒有人接聽。每一家醫院
病患人滿為患。很多老人就
睡在醫院的走廊或大堂的地
上。這些圖片讓人聯想起華
人世界最優秀的香港人哪裏
去了？「世界最優秀的公務
員團隊」哪裏去了？幸好祖
國伸出援手，那天際的一片
金光可是祖國的關愛！

第五波疫情下日記
每天看政府疫情新聞發布會，那些

醫生官員疲憊沉重；畫面所見，前線
醫護、警隊忙碌作戰；義工街頭派送
抗疫物資，為基層施以援手，心懷大

愛。有的社工更送物資到隔離中的劏房戶……驟
雨中的陽光，是那樣的動人。
陽光下總有折射，疫下出現一些批評文化，倒是

令人哭笑不得。
香港官員接待內地專家組到港，禮貌上笑臉相

迎，有人批評，香港這麼慘，死了這麼多人，還能
笑得出？倒不明白，接待來客，難道要黑面麼？
也有人批評特首出席新聞發布會，身穿什麼素色

服裝，不吉利，教人「不寒而慄」。這些批評，真
是無厘頭到極致了；是否穿點艷色，就會帶來喜
慶？如果特首衣服略有艷色，是否又會惹來更甚的
批評？現在有些批評、有理無理，總是衝着政府。
有位警察在醫院執勤時，碰上醫護人員搬遺體，在
沒有穿上保護衣的情況下，警察熱心上前幫一把
手，報章刊登了感人照片。
有人為前線人員請命，矛頭直指政府，庫房既有

充足的財政儲備，但沒有足夠的防護物資提供予前
線人員；結論予大眾「政府不仁」的印象，當然引
起網民共鳴，炸開了鍋，罵聲四起。
在前線維持紀律的警員，正常情況下沒有穿上保

護衣，遇上突發事件，奮不顧身是時有發生的。像
這次事件中的警員，被醫護叫到幫上一把，警員總
不能掉頭，先去找保護衣穿上吧？當然，警員忘我
工作是值得表揚，但也要總結，日後工作怎樣把保
護做得更好。
政府是否「不仁」，批評是否事實的全部？是否

憑一張偶發性的照片，就可以下這樣的結論？
在作戰時期，什麼都埋怨政府，這樣沒有，那樣

沒有；為何不能每人多走一步，有事自己先處理，
爭取在份內範圍解決？聚焦抗疫，不單是政府，也
包括每一個人。

批評文化

近日出街，有意無
意間都注意到過路人
的口罩，不是嗎？身

邊擦過那個人，要是口罩戴得不
好，向下拉到露出鼻孔，這兩個鼻
孔，不多不少都有百分之七十的危
險性，拉到頷下三孔齊露是百分百
危險了，疫菌人傳人進入到人怕人
非常時期，這樣的過路客怎不令人
提心吊膽。
清一色的藍色已不再成為主流，
五顏六色的口罩開始多見，大家似
乎有個共識，希望添點顏色減輕疫
情下的悶氣，很多人還重視口罩跟
衣着顏色的呼應，不止年輕人，甚
至老人家似乎都有同樣想法，口罩
美學無形中便漸漸美化了城市。只
是鮮紅碎花那一款，看去像滿嘴鮮
血就駭人了；暗紅暗綠的，又像滿
臉青春豆，難道戴口罩的人照鏡子
時並不自覺？
不止五顏六色，千奇百怪的也
出現了。而且有人旨在裝飾而防
毒意識薄弱，只視口罩為美容一
部分，而且還是重要的部分，所
以有些天才設計家，可以廢物利
用到半隻襪子貼上臉，質地也不
限於棉布尼龍不織布。最難以令
人明白的還是透明膠製那一款，
既不貼肉，又不通風，能否防疫

就有疑問。藝員貪靚無話可說，奇
在戴此口罩者當中還有專業人士，
總不見專家提個意見。口罩不止平
面，也有近似防毒面具立體形狀
的，或者其中有人戴的根本就是防
毒面具，城市中緊張大師本來就不
少。也可能有人故意搞笑，索性設
計切合自己口鼻尺寸的豬嘴，未知
是否有心娛樂大眾。
大概最令父母們感到安慰的，是

幾乎所有小朋友連同1歲以下的嬰
兒，完全不會因為口罩不舒服而抗
拒，看來好像還樂意可以跟大人一
起擁有這「玩具」，反而有些身經
百戰的長者，人生大苦小苦都捱過
了，偏偏嫌口罩不舒服，不時拉到
頸項「唞氣」，老煙民更不用說。
比對之下，千禧年後出生的新一代
更能適應環境，真是這樣，這些小
人兒才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

出門看人看口罩

鄰居徐醫生在新年期間摔傷了
腿，無法走路，短期內不能從市
內回來，所以打電話拜託我有空

就去幫她給花園裏的花草們澆一下水。
徐醫生和我說話的時候，我一面答應她，一

面取笑她的不小心：那麼大的人了，走個路竟
然都能把自己摔着。想到自己幾十年來受過的
最大的傷似乎都只是一點皮膚的破損而已，便
覺得自己甚是幸運。
過得幾天，我在夜裏寫字，到樓上去拿一本

用作參考的書，下樓時，鬼使神差地，人還沒
到樓下，就順手把燈關了，在樓梯拐角處一腳
踩空摔了下去，膝蓋摔腫了，腳踝也嚴重扭
傷，接下去的幾天內因腿腳痛到無法爬樓梯，
只好在樓下的沙發上睡了幾夜，又因為沙發太
軟，腰椎也隨之痛了起來。
再去幫徐醫生澆花的時候，連自己受了傷的

事都沒好意思對她說。
我一向是以自己身體的健康為驕傲的。牙齒

的堅固是我的驕傲之一，從小我就用牙齒幫父
親開啤酒蓋，一直用牙齒咬核桃，啃甘蔗皮，
但凡能用牙齒去做的事情，就不會動用手指。
以前有長輩勸我，牙齒要省着用，當心老了以
後牙痛，我便只回一句：不要緊，我牙好。對
那些早早地就在忍受牙痛折磨，要去拔牙、安
裝假牙的朋友，我則時不時地「凡賽爾」一
下，在他們羨慕的目光中很是自得。
力氣大也是我的驕傲之一。因為力氣大，家

裏的許多體力活都是我自己一手搞掂，其中包括
心血來潮了就給笨重的傢具們轉移位置、把上
百箱礦泉水一箱一箱地從樓下搬到樓上，還有
搬了新家之後自己動手打造整個後花園，甚至用
鋤頭一鋤一鋤地挖出一個魚池，鋪出一條鵝卵石
小路……相比起來，栽種花草，爬上爬下地給花
木們搭架子都算是小事了。其間有朋友要幫忙，
我因為怕欠人情，都直接地拒絕了，依舊一意孤
行，毫不吝嗇自己滿身的力氣。
直到有一天在吃飯時咬到一粒沙子，感覺大

牙前所未有的酸痛，一檢查，才發現那顆牙齒
中間早已被蛀空，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顆壞牙，
從此後再不敢肆無忌憚地用牙齒啃甘蔗了。
新家的花園造好以後，就開始覺得自己身上

的韌帶、關節不時地隱隱作痛，動作也大不如
從前的靈活了，後來從自己行慣走熟了的樓梯
上踩空摔下來，便想起那位勸我要將牙齒省着
用的長輩的話，一不當心，自己好像是真的
「老了」。或許，「老」是其次，在「老」之
前，我是不應該為自己的牙齒和力氣，還有
「幸運」太過驕傲的。從前讀《周易》，不是
沒讀到過「水盈則溢，月滿則虧，自滿則敗，
自矜則愚」，只是人太自滿，自己又時常把話
說得太滿，就很容易忘記了。
便想到才過去不久的西方情人節，無數的男

女都選擇在這一天向對方表白，要愛到海枯石
爛，地老天荒，然而，愛情真要如大自然一樣
海枯石爛，地老天荒，幾乎是不可能的。把夢
想裝得太滿，總歸也是不大好。

別把夢想裝滿

柏寢台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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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已成為防疫與美並重的工具！
作者供圖

◆平日的公園有很多人，
近日即使天氣這麼好，卻
冷冷清清。 作者供圖

天高雲淡，正是出遊好時節。我
決定沐浴着金色的陽光，去尋找一
個好玩的地方，緩解疲勞，釋放壓
力，讓自己的心情恬靜怡然。老公
似乎讀懂了我的心事，他說：「我
帶你去附近的柏寢台轉轉，那裏是

東周時期的建築遺址，規模宏大而底蘊豐
厚，值得一看。」我說：「好吧，扔掉多餘
的心事，讓我們去找尋歷史的發展脈絡。」
柏寢台位於山東省廣饒縣花官鎮大桓台

村南邊。大桓台村西行4公里外的草橋村有
另一處東周時期的古城遺址——樂安故城。
兩處遺址，一東一西，遙相呼應，在一望無
垠的魯北平原上釋放着珍貴的歷史信息。
出行路上，路邊掛在電線杆子上的「樂
安故城」標識牌進入了視線。我說：「我們
先去柏寢台，在那裏登高望遠，感受世界的
遼闊，再去故城巡遊，採擷高古的意趣。」
老公被我的浪漫情調感染了，他微笑着說了
聲好。前幾年，老公來過柏寢台一次，對於
路況還是有記憶的。他把車子拐進了一個村
莊，本想穿過去走個近路，不成想村莊面貌
有變，不能直通柏寢台，無可奈何退回來。
驅車進了高架公路橋，約摸5分鐘，透過

車窗一看，眼前出現了一座巍然高聳的大
土台。一面明黃色錦旗插在台面的最南
邊，隨風飄揚，獵獵作響。這是一種無言
而有聲的宣誓，預示着聖地莊嚴，吾輩須
心生敬畏。順着公路下了坡，我們來到了
土台西南角，台底矗立着一塊黑色的標誌
石碑，正面鏤刻了「柏寢台」3個大字，明
晃晃的金粉，透射出無數歷史的塵埃。
碑牌左上方刻有白色小字：省級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由此可見，此高台具有重要
的考古價值。柏寢台，距今已有2,600多年
的歷史。據考證，當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齊
桓公選擇了此處建立台丘，不光是因為這
裏緊靠樂安故城，還因為風水上佳，有助
於穩固他的霸主地位。明嘉靖《山東通
志》載：齊桓公曾盟諸侯於此。
柏寢台貌似正方形，全部採用夯土夯築

而成。我們從西面的台階拾級而上，登上
台頂，四處一望，略覺失望。沒有松柏疊
翠，沒有廟宇林立，只有一些堆砌成矮牆
狀的夯土土坯。柏寢台的台面以及台周裸
露風化，原貌已失。台面上橫七豎八的矮
牆作為備料，說明施工在即。夯土，是一
種比自然土密度大的土塊，用來修繕土台
殘缺不全地帶。既然有關部門重視，柏寢
台未來的風貌一定有所改觀。
我們來到了高台北面。北面的土台半腰
生長出一片葱鬱的植物，它們鬥志昂揚地
挺出台面，給荒涼的台丘披上一件明朗的
外衣。看來，柏寢台的土壤養分還是充足
的。構樹、榆樹、槐樹等，雖是普通樹木，
因為生長在古代的夯土層裏，便也覺得它們
不同凡俗。草木榮發，村莊可望。俯瞰北面
的大桓台村，油然生出艷羨之情。東北方向
的一家民居小院，門口有一棵粗壯的柿子
樹。豐收季節，碩果滿枝，像是有人把無數
盞紅通通的小燈籠掛上去了。
我們向東走去，想近距離看看那棵代表

着「事事如意」的柿子樹。台丘東面出現了
一條斜坡土路，土路盡頭也有民居，路上人
影晃動。我們沿路下去，期望遇上一個「本
地通」，解說一下柏寢台的前世今生。算我
們運氣好，這個村的村民憨厚樸實，他們對
陌生人來訪一點都不牴觸。有位老人主動和
我們聊了起來。他說：「我們這個大桓台村，
明朝就有了，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間從山西洪
洞縣移民而來，因柏寢台是齊桓公所建，這
個村遂取名桓台莊，後來又叫了大桓台村。」
老人見我們聽得認真，來了興致。他

說：「聽老一輩人講，這些築台的土都是
齊桓公命令百姓們去齊國的國都臨淄城拉
過來的。對了，還有一個說法，說是曹操
帶兵北伐，經過此處，趁着休息，士兵們
脫下路上灌滿了黃土的鞋子倒掉，結果，
十萬大軍過後，這裏就形成了大土台。」
我們向老人道謝，老人笑着踱步回了家。
我湊近土台仔細察看，只見夯層分明，厚
實細密。這怎麼會是隨意堆積的鞋土呢？

柏寢台的建築風格就是明證。鞋土一說，
可謂「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我拿出手機百度資料，進一步了解柏寢
台歷史淵源。柏寢台原先也叫「路寢」，是
齊侯的行宮，研究《漢書》的學者顏師古補
註，曰：「以柏木為寢室於台上也。」可
見，柏寢台名字的由來，並不是因為台上曾
經植有青青松柏，而是由柏木的實用價值而
定義。遙想當年，齊桓公選好風水寶地，驅
使老百姓去幾十里外的臨淄城取土，這勞
民傷財之舉，作為國相的管仲勸諫了沒？
司馬遷寫《史記》把管仲和晏嬰寫在了一

起，名之為「管晏列傳」。管仲主張：「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
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
之源，令順民心。」既然國家下達的命令，
順應了百姓的心意，那麼齊桓公建立柏寢之
台，百姓也應該是大力支持的了。當浩浩蕩
蕩的拉土大軍行走在大路上，他們也是在譜
寫一首勞動的交響曲，熱情奔放，響徹四
方。《史記》記載︰「管仲卒，齊國尊其
政，常強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仲去世百年後，晏嬰登場輔政。晏子乃是
齊國三朝元老，響噹噹的「齊天賢相」，和
管仲一樣的名望地位。柏寢台是齊國的知名
建築品牌，當然與晏嬰也有千絲萬縷的關
係。《晏子春秋》記載：「景公宿於路寢之
宮。」景公在此留宿，晏嬰能不伴駕嗎？當
年的柏寢台高三丈有餘，佔地十大畝，四周
築造着有稜有角的牆垛口。台上的建築物風
格多樣化，引得文人墨客常來此逗留。
我們原路返回，重上高台。說起當年柏

寢台盛景，老公想起了他遊覽過的臨淄名
山——牛山。他感慨道：「當年，登上亭
台樓閣，難道不可以眺望臨淄境內的牛山
嗎？」我說：「牛山遙遠，肉眼凡胎未必
看得見。不過，不遠處的樂安故城一定在
目力所及之內。」我們展眸西望，搜尋故
城遺址。目光落到莊稼地裏，玉米金燦
燦，棉花白茫茫，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又是一個好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