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文明的靈魂

生死一線間
我一向對生死之
間的界線十分感興
趣，而這幾年在串

流平台上，也看到不少此類題材
的劇集。除了反映亞洲人對死後
世界的執迷，也揭示了世界（西
方人掌握這些串流平台）對亞洲
人死亡想像的興趣。
近期看完Netflix韓劇《還有明
天》（Tomorrow），又是陰差
大使的故事。人死後可以經意
願及篩選，當陰差大使，助死
人過渡到下一世/地獄/天堂。
劇中女主角是唯一由地獄來的
使者，被派到一個拯救自殺者
的部門。
看了幾集，本來覺得重重複複
也是不同自殺的原因和個案，開
始有點沉悶，怎料到差不多尾
聲，它提出為何男女主角各自這
麼同情/討厭自殺者。
我很喜歡裏面玉皇大帝的說
法：無論是人或是使者，自己的
命運一定是自己才能選擇的，神
不能為任何人代為選擇。而故事
一開始時，玉皇大帝有叫女主角
選擇，能否離開地獄去救一個

人，那個人不能不救；若她願
意，她就要當上幾百年的使者，
等那個人出現。
她的選擇當然促成這個故事的

存在。而最厲害的是，原來那個
人是她自己。由於出現過在她前
世的人逐漸浮現，當觀眾數念是
否要救前世的丈夫？是否要救前
世姐妹？原來統統不是，終於她
在某一刻發現，玉皇大帝要她放
過和拯救自己。
這套韓劇野心不小，還談及慰
安婦，以及古代對戰俘女人的不
公平，迫人上絕路，令人想自
殺；亦大量提及韓國的傳統觀念
古舊，引起大量悲劇。
我同期還看了台灣的《月

老》，同樣說死後的人與現世人
的瓜葛。但它是關於愛情的，是
一個人去救另一個人。地獄觀相
較簡單，也因為篇幅較短，所以
不算重點。電影是台灣出品，極
富地方色彩。其中有說女主角意
外得到陰陽眼之後，家人帶她到
寺廟「收驚」。這些地方特色在
HBO電視電影《通靈少女》也有
提過。下期再談。

2018年，我作為
幾個文學社團的召
集人，給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董事局唐

英年主席寫了一封信，並附《在
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
倡議書》。我在致唐英年的信
中，歷述建立「香港文學館」的
迫切性，指出：
「文學館藏當然包括了廣為收
藏的作家手跡、研究資料、整理
香港各個時期的文學成果，但在
我們看來，這只是其中一個功
能。文學館藏還有研究、展示、
教育、推廣、保護等功能。」
「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化人聚腳
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學
教育與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
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
去、現在及未來，和與中華文化
不可割裂的關係，並透過文學推
廣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會
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
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
「我們始終相信，香港文學

館藏的建立，有利於促進中國
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
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的創作
空間，而且有中西文化交匯的
區域優勢，實在應該充分利用
此有利條件，促進中國文學包
括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
與接軌。香港具備條件邀請國
際著名文學家來港駐足創作、
文學交流，更有利於舉辦有國

際影響意義的世界性文學活動，
同時有助於香港奠定區內華文文
學交流中心的地位。」
唐主席在回信中覺得在西九文

化區沒有必要建立香港文學
館，並予以否決了。
月前，我們向李家超先生遞交
《呼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
文學館」》，並且強調：「文學
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
柱和靈魂。作為國家新規劃之
一：將香港打造對外國際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學這
個重要元素，香港這棵文化之
樹，將會是失血的、蒼白的。因
為文學是原創的，戲劇、電影等
等的表演藝術，基本上都是改編
自文學著作，前者比香港文學獲
得更多的資源（在西九也有自己
的館藏）。因此，給香港文學更
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資源，建立香
港文學館，刻不容緩！」
為什麼說建立香港文學館是

刻不容緩？最近接觸到不少研
究香港文學的內地和海外學
者，他們要深入全面了解香港
文學，都遇到很棘手的問題，
他們跑香港公共圖書館、大學
圖書館，所獲得資料往往是零
散的，甚至殘缺不全的，不要
說是完整的資料，簡單如要找
一本舊文學雜誌的全本，也是
戛戛乎其難。無他，香港欠缺
一個有水平的文學館藏。

（「倡建香港文學館」之二）

內地娛樂圈整改下包括要求劇集
以後盡量減少後期製作找配音員為
演出的演藝人配音，要演藝人的
「真聲」講對白，目的是改善演藝

人出現「數字」對白的不敬業行徑，此舉措於演
藝人而言，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亦同時給予經
理人們敲響「警鐘」，不要只為「搵快錢」不停
為旗下演藝人接工作，置演藝人的職業操守於不
顧，間接影響整個行業的風氣。
一直以來，演藝人與配音員是「互相成就」的
關係，多少部劇集也因為配音員的輔助，令劇集
的主角演員的演繹「如虎添翼」︰當年TVB及
亞視等電視台亦是配音劇集撐起營運業務的半邊
天，任何整改也要從現實情況、時代需求等各方
面因素取其「平衡」之道，如果一刀切嘛？！嘿
嘿……不是最佳方法。
「能改善演員的一些陋習是一件好事，不過睇事

情千萬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有時找配音員幫
手實在是在所難免，例如用外國演員，或者演技很
好、聲音不行，要理解及明白有些人平日說話的
語調是從『喉嚨』發聲，不一定能『過到咪』，
加上拍攝時四周圍的嘈雜很難控制，故此同步收音
存在不少困難，重新添置一批先進收音設備的費
用，都是投資製作者必然考慮的一環，兼且每位導
演對演員講對白、演戲情緒等有着不同的要求，劇
本優秀與否，佔每部劇集很重要的『比重』。」
對於講對白要清晰穩健是當演員的「基本

功」，這點不少資深演藝人和製作人都表示非常
認同︰「不過這方面有點瑕疵的演員，經常被人
抨擊，總之很多事情也有『檸檬樹下有你我他』
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部分劇集的演員鄉音
很重，劇集就是需要他（她）們地地道道的本地
人口音，才夠貼地真實，自然不需要配音。」

演員配音員互相成就
一年一度的端午剛過去，每年

的農曆初五，我們都會吃糉子、
賽龍舟，這就是傳統端午節的文
化。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節慶中，

最有家國情懷的節日。
大家都知道，端午節會紀念戰國時期楚國的愛

國詩人屈原。屈原為國諫言，反對楚國見利忘
義，與秦國議和，得罪楚頃襄王，被流放於當時
更偏遠的江南地區，歷時18年。當秦國攻破楚
國都城，楚國被迫遷都，屈原憂憤悲傷，投入汨
羅江而死。端午節紀念的另一個歷史人物，也是
愛國忠臣，伍子胥受吳王闔閭重用，軍功顯赫。
後來，吳王夫差繼位，不滿伍子胥「聯齊抗
越」，誤信讒言，賜死伍子胥，後吳國終被越王
勾踐所滅。
由此可見，端午節文化自古就推崇忠心愛國的

家國情懷。當然，端午節比屈原、伍子胥所在時
代更早已經出現，據考據，端午節起源於當時江
浙地區吳越部族的龍圖騰祭祀，因為吳越部族認
為自己是龍的傳人，所以每年舉行祭祀儀式，祈
求祛病防疫，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所以糉子和
龍舟最早的出現都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這也說
明端午節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展現，體現了
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哲學。
端午節在香港很早就已經受到重視。1962年4
月，當時香港政府首次法定假日立法，端午節已
經成為正式的公共假期，而內地在2007年也把
端午節正式加入國家法定假日。2009年9月，端
午節成為中國首個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的節日。可見，即使在回歸前華洋共處的香港，
端午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代表，是被香港
人廣為接受的中華文化之根。
端午節在香港，也有很多有特色的傳統文化活

動，比如大澳的龍舟遊涌。端午當天，會將當地
幾座古廟的神像放在龍舟上，巡遊大澳各水道，
沿途居民會焚香祭拜，最後將神像歸還廟宇。這
項傳統儀式在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大澳保留這樣的文化節慶活動，體現
了香港源源不斷的中華傳統文化，也蘊含了心繫
家國的寬廣情懷。我最近小提琴演奏意大利作曲
家維瓦爾第的作品《四季》，拍攝MV就特意選
在大澳，在小船上演奏，一路巡遊水道，體現出
特有的中國元素，香港特色。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國情懷絕對是香

港的財富，中國文化為根，中西合璧，洋為中
用，這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特色。最近候任行政
長官李家超剛剛到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命，習近平
主席在會見他時，指出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對
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當家
作主權利、推動形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
建設香港良好局面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一
套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
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
珍惜，長期堅持。這個重要講話再次明確表明，
新選舉制度充分保障，香港堅定走符合自身實際
情況的發展道路。
這個道路也與中華傳統的家國情懷一脈相承，

未來要長期堅持這條道路，應該充分重視中華傳
統價值觀在香港的教育。2020年9月，香港教育
局已經成立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
員會，去年11月底，又發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
構》（試行版），價值觀教育就是以中華傳統文
化作為教育的主幹，協助學生正確認識國家歷史，
加強國家觀念，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很期待，新
課程也能講講端午文化，讓中華傳統寶貴的家國
情懷，能在香港繼續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端午文化的家國情懷

老同學定光兄開
了間潮州食肆，是
在觀塘，名為「潮

薈軒」，特別安排一眾舊同學聚
會，咱們是幾十年的舊友，彼此
又挨過了這段嚴峻的疫情，聚會
那天我們還先做好檢測，這樣才
會食得安心！
那頓飯還十分難得讓我遇見幾
十年的朋友敏姐，她和定光兄合
作辦這食肆！
與敏姐當年也是在食肆認識，
她和老公親力親為在某大型住宅
的會所開潮州食肆，黃淑儀（Gi-
gi姐）帶我們去品嘗他們的超級
美食，從此之後我們經常光顧，
也跟敏姐夫婦很談得來。但後來
不知何故，一班常在那裏聚會的
朋友漸漸各有各忙，最後散夥
了，也就沒有再見敏姐他們。
這幾年香港變化大，世界變化
大，猶幸還有情仍在的舊同學，
就因此我再遇見未見多年的敏
姐！
敏姐的食肆是在黑暴期間被迫
結業的，氣憤之下離開香港，去
到子女移居地生活，但終歸不是
自己地方，生活得不自在，還是
回來了。
敏姐回來後遇上定光兄，二人
商商量量，夾手夾腳搞掂了眼前
這間潮州食府。
其實第一眼見敏姐，她是認不
出我的，這幾年我已經胖成另一
個樣，吃了那麼多年藥，不胖才

怪，自知變了形，怪不得人家不
認得。不過說開了她便一一記起
來，還說和Gigi姐偶有聯絡。
想想也難得，在食肆中認識的

朋友，也能在這麼多年後再見
上，有緣人才會如此！
敏姐和定光兄提到這食肆，還

為我們推介說那裏的點心客人都
很喜歡，希望我們有機會也去
嘗嘗，同學們一聽便立即行動，
興致勃勃地說要約一次中午茶吃
點心。
我們一眾舊同學數數手指，都

一把年紀了，加上這疫情一會兒
高一會兒低，一會兒社交生活這
樣限制，那樣限制，湊一起就不
容易，大家都要把握時間，能聚
就聚，能見便見囉！

再相逢

一向自詡是有些吃辣的功夫在身
上。
雲貴川湘渝楚風味的菜餚，平素

吃得較多，烹調方法上不管是清炒、熗炒、香
煎、爆香、水煮、油燜、火鍋、乾鍋，只要是不
抗拒的食材，不管辣味如何調配，都能平滑柔順
地咀嚼出食材之美，還能從諸辣中辨別一些別樣
的味道。
譬如，花椒賦予川辣的麻，舌尖猶如兩頭被點

燃的燭火，滋滋作響的交匯聲中，麻與辣在口腔
裏結成聯盟，唇舌為之顫抖，腸胃裏的滾燙記
憶，也跟着一一招供。湘辣的醇厚綿長，更為獨
樹一幟，入口便即刻在味蕾上散開的辛香，立刻
就勾起對湘西邊城淳樸古舊的嚮往，和對好勇鬥
狠剽悍民風的膽怯。多民族生活長久經驗的糅
合，秘製了雲南辣味的配方，乾辣椒和鮮辣椒的
交織使用，讓原生態的民族風，浮動在蒼山洱海
的藍天白雲之下，幻化成了無數人心裏詩與遠方
最具象的集結。
相較之下，貴州的辣，看似鄉野純真，卻天然
地植入了一種頗具時尚的基因，混搭得了酸甜

苦，包羅得了色香味，總能在不同地域、不同年
齡、不分性別人群的記憶裏長存。折耳根、酸湯
魚、花溪粉，並不一定輸給黃果樹瀑布、梵淨
山、茅台酒。單單一瓶貴州的辣椒醬，就能讓漂
泊在異國他鄉的愛辣之人，很輕易找到饕餮同
好，暫解滿腸滿腹的惆悵鄉愁。
最近，光顧了一間新開張的韓國食材超市，選

購了頗具特色的醬醃韓牛、人氣泡麵，又特意揀
了一款醬油、一款辣椒醬，買單離開的時候，看
到現做的泡菜煎餅，口水立刻湧入喉嚨。30元港
幣一塊，味道竟與預想中高度吻合，表皮酥脆，
口感酸辣，頓時食慾大開，也對手上正拎着的一
大堆食材信心十足。
果然，韓式醬料醃製的韓牛，無須再費心佐
料，只須解凍分割成小塊，放在平底鍋裏用小火
慢煎，濃稠的韓式醬汁，包裹着肥厚的牛肉塊，
香氣濃郁，汁水飽滿，裹上生菜，肥瘦相間，葷
素銜接，愜意的滋味在舌頭上翻騰。吃完牛肉，
又用韓式醬料和辣醬拌了一份蕎麥麵，不料竟瞬
間樂極生悲，差點被那支看起來普普通通的辣
醬，當場給「送走」。

只是稍稍滴了幾滴辣醬的蕎麥麵，剛一入喉，
恍若烈火烹油，瞬間燒得腸胃熊熊翻滾，周身立
時汗如水淌，衝入廚房，拉開冰箱，連喝了兩大
杯冰牛奶，正在全速攻入心肺的灼辣感，方略略
有所緩和。又刻意細嚼慢嚥了一個蘋果，一隻西
柚，胃裏的火苗終於開始漸漸熄滅。
待整個人全然平靜下來，細細對照瓶身上的韓

文，用手機逐詞逐句在線翻譯後，才恍然大悟。
不經意間選到的居然是韓國地獄級別的一款辣
醬。怪不得，頃刻間，便深刻體驗了如墜地獄之
感。
對韓國辣味的領教，多來源於韓式餐廳和泡

麵。香港有不少韓國人主理的餐廳，烤肉、拌
飯、炒年糕、燉鍋、炸雞、泡菜，都很地道。總
體而言，韓辣湯濁味寡，不算很出彩。偶有重
辣，也都在可以享受的範圍內。至於泡麵的辣，
就更不值一提，全部醬料包都撒入湯中，也抵不
過柳州螺螄粉的微微一瞥。
劉皇叔大意失荊州。這一次潰不成軍的食辣滑

鐵盧，於我個人的食辣史而言，真是不亞於二戰
時，日本出其不意偷襲了珍珠港。

吃辣滑鐵盧

車過河堤，一群鳥兒受了喇叭的驚
擾，從馬路的一側起飛，「嗚嗚哇
哇」地叫着飛向遠方，牠們組成圓形
的方陣，像一張網，由近而遠地向天
空鋪去。我還沒定睛看個清楚，那些
鳥兒卻又瞬間踅了回來，投身旁邊的

小樹林裏去了。牠們經常這樣群居着，飛起
又落下，像和路人調皮地玩耍，捉弄人的好
奇心。總有好奇的人停車，觀望着這些群居
的鳥兒。僅僅是觀望，並沒有其它的慾望。
這條路不僅修長，也十分幽靜，緊鄰着一

片翠色的湖泊，冬日裏，兩岸的景致最好。它
們是些冬天的樹，與湖泊、天光三兩交映，在
金子一般的陽光下，風拂動岸邊乾枯的葦草，
葉尖閃動着水鳥的翅膀。野鴨是隱匿在湖泊裏
的，白鷺已飛向南方，偶爾停落的大雁也躲到
深處去了，只有這些灰撲撲的鳥兒，在北方的
大地上頑強生存，牠們駐紮在周圍密集的樹
上，好像樹木與湖泊孿生的孩子。
說是樹林，也不是有多麼密集，它們以灌

木眾多，其餘的都是些沿道樹，鳥兒在這裏
能夠找到足夠的果實。我在離河岸不遠的地
方，經常看到一些鳥以樹為家。沿着河岸信
步而行，無遠看到牠們搭在樹杈上的窩。牠
們有烏鴉、灰喜鵲，從春天一直忙碌到冬
天，就是為了銜枝築巢，我想，這是牠們的
習性。麻雀是不在樹上築巢的，牠們的巢築
在低矮的屋簷下，在鋼筋水泥築成的城市裏
的今天，牠們的巢很少見了，樹林、灌木
叢，可能都會成為牠們的安身之所。
有鳥兒的地方，天空是靈動的，土地是鮮活

的，就連大地之上的植物也變得富有詩意，花
開得明媚，草綠得可人，戲水鴛鴦蕩着漣漪。
鳥在春天是香草的宣傳員、傳播員，花兒有了
牠們，便有了更加深遠雄闊的傳承地。至夏
天，牠們是大地上的歌者，穿雲破霧，雷裏雨
裏，也要將季節的消息帶給每一個角落，讓人
感受時光的溫情，歲月的靜好。秋天，是鳥兒
沉默的時候，這個時候的牠們不歌唱，默默梳
理着身上的羽毛，極力獲取豐富的營養，為漫
長的冬季做長遠的準備，而到了冬天，鳥兒卻
又歡快起來了，在冬日暖陽下，牠們不停地

飛翔，累了就在高高的枝頭上棲落，或者躲
到自己做的窩裏打個瞌睡，長居的準備長
居，南歸的準備南歸。
在河邊、在樹木密集的地方，灌木自然成

了牠們隱秘的場所，春天它們開花，冬天枝
頭掛滿了果實。也有樹木零星的地方，那些
遠在山岡上的樹木，因為沒有同伴的依傍而
略顯寂寞，卻並不孤單，你看，在那樹椏疊
起的地方，每棵樹都有一個小窩。樹大都是
白楊，鳥兒佔據着它們，並不理會行走在大
地上的人們到底在做些什麼，自由自在，人
們就說，你瞧，這裏彷彿是鳥兒們的村落，
鳥兒的樂園！所謂鳥兒的樂園，實則是一個
公園、是一片山巒、是一個街道、是沂蒙山
區典型的鄉村景象。初冬，天空湛藍，雲朵
點點，雜七雜八的樹集合在一起，筆直地立
向空中，鳥兒把自己的窩點綴在上面，遠看
像水墨的枝頭畫上的一個個逗點。樹兀然立
在起伏的山岡上。那些鳥兒的羽色與那些樹
們的顏色一模一樣，冬天的樹，是鳥兒的保
護色，把它們叫作鳥兒的村落，一點都不誇
張，在今天鋼筋混凝土的城市下，冬天的
樹，就是牠們幸福的村落。
零星的樹彷彿大地生出的指節，在天空下

齊刷刷指向雲間，指向那一片高遠的藍，所
以，樹嶙峋而瘦，且富有骨感，時刻敲擊着
大地的音鍵，生成大自然的美好之詩。那些
鳥兒是庸懶的，卻又是機警的，就像有過什
麼危機訓練，倘若附近有什麼驚擾了牠，牠
們就會迅速起飛，但絕不是奪命出逃。大地
之上，天空是屬於牠們的，樹木是屬於牠們
的，牠們盡可以避開人類選擇一處無人的地
方掩身，亂石草叢中也有生命的天堂，而那
裏，照樣能適合牠們繁衍生息。
牠們在樹枝上結巢，在灌木叢中尋找溫暖

的果實度日，說不上是寂寥還是快樂。在冬
日，沒有人願意走近這些枯木朽枝，樂意的
只有鳥兒。骨感的樹，是為寒冷的冰雪準備
的，為了阻絕苦寒的侵襲，吸納冬日暖陽的
攝入。這所有的樹木的交織，灌木的交織，
讓冬天的植物為大地編結成了一張網，它樸
素而浪漫，溫暖而結實。

寒冷的冬季，應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
蹤滅」的時候，這裏的鳥兒卻從四面八方集
中到一起，過起了群居的日子。這灰色的、
可以飛行的、有聲合唱的鳥兒的巨陣，一旦
起飛，很快就將牠們所在的天空遮蔽了，密
密麻麻的，瞬間變成遠去的鳥影。有人類製
造出的聲音驚擾的時候，牠們會飛得更高，
牠們在樹的梢頭盤旋，努力而不確定地尋找
飛行的路線，尋找有關牠們的快樂目標。
一輛又一輛的車從這條馬路上開過去，把

樹上的鳥兒一次次驚起，牠們成群結隊，簡
直就是鳥兒織成的方陣。牠們鳴叫着，無序
地飛翔，在漫無目的起飛之後遁去，再起
飛，再遁去，樂此不疲，行人仰頭觀望，嘴
裏發出嘖嘖的聲音，這不就是一場借助自然
而不需要華麗舞台約束的表演嗎？龐大的鳥
的群體在人類之上天空之下快樂地展示。
牠們應該是有一條飛行的路線的，不然怎

麼會集體匯聚在一起。匯聚在這裏，不單單
是被路過的車輛驚擾，還被牠們的同類，那
些倉惶失措的小鳥驚擾。牠們匯聚一堂，並
非只是為了尋找食物，好像也是為了呼朋引
伴，抱團取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過
這樣的場面——群鳥集飛。在人類還沒有意
識到怎樣抱團取暖的時候，鳥兒就知道結伴
過冬了。生命是應該有伴的，有一個結實的
團體，才能機智多謀，臨危不懼。多少年
來，人們終於明白了生態保護的意義。人類
已經適應了有鳥的日子，人們不但學會了欣
賞，還學會了愛惜。鳥兒也適應了人類，過
着與自然共生的生活。我們居住的城市裏，
斑鳩等鳥兒愈來愈多，甚至有的鳥兒在市民
家的窗台上築巢安家，構成了一幅鳥與人類
和諧共生的美妙圖畫。有鳥的湖泊是溫情
的，有鳥的村落是大美的，有鳥的樹莊，是
沂蒙大地上的別樣風景。
望着鳥兒的村落，所有心懷善意的人都會

柔軟頓生，願牠們每一次的飛臨，都能得到
人類的善待，願我們每一次的仰望，都會給
牠們送去真誠的笑意。季節更替，我們一同
等待着春天的降臨，期待着在新的一年裏所
有的美好優美綻放，更多的生命一展風姿。

鳥兒們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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