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的卡塔爾世界盃

東西方故事
最近流行「說好中國
故事」或「說好香港故
事」。這本來是好事，

本來就應該這樣，卻也說明我們以前
沒說好自己的故事，反而妄自菲薄，
乃至部分人「唱衰」自己的地方。這正
是需要撥亂反正一環。
由於一定時期的歷史原因，西方
人在經濟上強盛，造成了他們在政
治上的強權和文化上的強勢，征服
和拯救成為他們的信條。在其意識
中，無論是來到遠東，還是征服中
東，都是要「拯救」這裏的人民或
「教訓」這裏的當政者──當然，最
好就是由他們或其代理人來當政。這
一點，今日很多人都看得出來了。
這些自命為「救贖或救援」的人
的到來，自然也帶來他們的文化和
文明，他們認為高人一等的文明，
以及有政經實力撐腰的「文化自
信」，曾經那麼掃蕩般地強勢，而
身處弱勢的東方人長期被潛移默化
地洗腦，也習慣了這個規律或規
矩，自然而然地接收乃至接受西方
文化和文明的先進性。
這不完全是壞事，學習和借鑑別
人好的東西，再結合自己的實際情
況加以利用，並優化或補充自己的
不足，創造出更優秀的東西，並形
成獨特的新文化，正是創意。

以往，無論是文學、電影、繪畫
和藝術，尤其是影響無遠弗屆的流
行文化，我們都不斷地「引進」，
學習和模仿，不停地「說西方故
事」甚至是「說好西方故事」──
從小朋友們的《安徒生童話》，到
青少年們的「廣告文化」、成年人
的「荷里活電影」，甚至傳媒尤其
是港台傳媒普遍採用西方3大通訊
社的國際新聞報道──從西方視角
看世界。久而久之，形成理所當然
的「習慣」，或被奴役了的思維，
造成文化上的不平衡乃至不平等。
可幸，互聯網的興起和發達，西

方輿論或文化一面倒壟斷世界的局
面受到質疑，也面對挑戰。所以，
現在有識之士紛紛提倡「文明互
鑒」，我們肯定西方文化有其優越
的一面，但東方文化亦然，既然以
前說太多「西方故事」了，或者都是
西方人從他們的視角來說「東方故
事」──這往往帶獵奇、偏見，乃
至一知半解，不如，我們東方人自己
來說好「東方故事」，尤其是「中
國故事」或「香港故事」。
不過，要說好中國故事，首先要
有對自己民族文化適當地認識、辯
證性認同、理解性自信，才能從容
有度地說故事，令人信服或感覺舒
服地聽你說故事。

卡塔爾世界盃已經
開始比賽踏入第十一
日，最初亞洲區入圍
隊伍抽籤分組後均要

面對強隊，由此分析他們晉級機會
很微，應該難以殺入淘汰賽，但甫
一開始比賽沙特阿拉伯及日本就先
聲奪人，以爆冷之姿擊敗勁旅阿根
廷及德國，果然盡應了那一句老
話：「波是圓的。」
亞洲球隊如能打出其水準，再加
上一點運氣，還是有機會晉級的；
可惜我於賽前睇好的球隊，亞洲盃
冠軍卡塔爾已經連輸兩場提早出
局，也是世界盃歷史上成績最差的
主辧國球隊。
卡塔爾投資2,200億美元主辦世

界盃，又用了十年苦心發展足球，
高薪聘請國際足球教練、球探，向
世界各地邀請一些足球青年軍歸化
入籍卡塔爾，並用200億美元成立
卡塔爾阿斯拜爾足球訓練學院，訓
練球員準備參加世界盃，亦因此卡
塔爾於2014年奪得亞青盃冠軍，
於2019年也首奪亞洲盃冠軍，成
為亞洲足球王者，卡塔爾更希望
「乘勝追擊」，藉足球發展成為
中東地區足球文化中心。
不過雖然有時「有錢使得鬼推
磨」，資源充足確實是可以做出比
別人更多的成績，但要透過足球運
動帶卡塔爾到國際舞台，甚至能與
各國勁旅匹敵，則看來還是要多一
點時間去練成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同樣地中國國家足球隊也有中超巴
西籍外援歸化成中國球員，可以代
表中國踢世界盃，但到踢世界盃外
圍賽時，教練則未有安排他們上

陣，不然我們就可能在今屆卡塔爾
世界盃上，欣賞到中國隊第二次打
進世界盃決賽周了。
不過卡塔爾主辦世界盃，雖然球
隊提早出局，但其實也達到他們當
初申辦時的預期效果，他們明白足
球是現今全球最受歡迎的體育項
目，能吸引全球人的目光，成為世
界焦點，事實上，本次世界盃就吸
引達170萬球迷遊客在這段時間到
訪卡塔爾，全球達50億電視觀眾
收睇世界盃，從而認識這個只有約
300萬常住人口、僅得40萬人擁有
本國國籍的中東小國。
今次主辦世界盃，也算是卡塔爾
的「體育足球外交」，2017年阿聯
酋及沙特阿拉伯等13個阿拉伯國
家對卡塔爾禁運、制裁，但當卡塔
爾成功申辦世界盃，各方關係也就
逐步緩和，開始支持她籌備這項世
界體育盛事。由於中東第一次辦世
界盃，開幕禮時，沙特王儲、約旦
國王、阿聯酋總理等各國政要也出
席盛會，連沒有外交關係的以色列
也在11月20日世界盃期間開通直
航班機由特拉維夫飛多哈，可真是
歷史性的直航。
由此可見，卡塔爾主辦世界盃是
成功的，體育、體育產業，除了有
助國民強身健體外，體育更可以是
橋樑，是文明公平的競技場，可以
協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國與國之
間的聯繫。
至於今屆誰是冠軍，以多場爆冷

賽果而言真的不敢說，但以球迷身
份而言，筆者希望決賽能欣賞一場
巴西對西班牙的比賽，對我來說就
於願足矣。

近期香港電影市道給大家
的感覺比之前興旺了，不斷
傳來港產片能收過3千萬港
元，比起之前收幾百萬的真

的好很多，這是好事！以往實在聽得太多
人講︰「我都唔睇港產片的。」有一段時
間實在是有太多人睇唔起港產片，票價近
百元一張飛，睇西片、韓片、日本片數
些，起碼特技、演員卡士方面都勁些，覺
得港產片在網上看就行了。這形成港產片
票房愈來愈萎縮，投資者愈來愈少，影圈
一潭死水。就算有電影內地票房都賣得很
好，到香港就票房慘淡。如今香港觀眾相
信港產片都有值得支持的好作品，願意回
歸戲院捧港產片場、捧華語電影場，實在
對香港電影人有很大的鼓勵。
講到近期的幾套電影能夠賣座相信具多

方因素，疫情下留港消費的時間多了需要
找節目；而這一年西片較弱勢，沒有什麼
大片、好片推出。這些香港電影導演多是
新一代導演捉摸到新一代的觀眾層口味。
觀眾喜歡的不少是小品電影，在內容上由
社會問題，帶出家人之間、朋友之間關係
矛盾衝突夾雜住親情、溫情的信息，是導
演演員和編劇的功勞。而且有一種暗藏
政治立場的宣洩，支持與自己政治取向、
價值相同的同道人的演員、導演的作品。
當然還有偶像效應、宣傳推廣到位因素。
無論入場動機如何，都希望香港觀眾重新
擁抱港產片，有票房才有人投資拍片，大
家才有好戲睇。
講到戲院睇戲的問題，大家都覺得現時

的戲院排片很差，開場時間、放映場數編
排很混亂，對一些靠口碑的內地電影非常

不利。
在內地收贏《明日戰記》的內地製作電影

《獨行月球》在香港上映時，許多人不知，
也不見好多香港影迷去看，究竟《獨》片有
什麼收贏《明》片的原因，有朋友就兩部片
都看了，她只講一句︰「《獨行月球》好看
過《明日戰記》，贏是正常的。」可惜在香
港《獨行月球》上映戲院不多，到第二周已
經只得地區偏僻戲院在上，場數不多兼時間
一早一晚，根本難有人去看。宣傳方面比起
《明》片，連十分一也沒追上，怎可能大收？
《明》片放映場數多，至今仍有戲院上映，
實在厲害，張藝謀、陳凱歌年代內地電影在
香港都很多支持者。負責內地電影海外發行
的公司重視推廣，也有自己院線可以有時間
場數匯聚觀眾。
舉例，《明》片收得是市場推廣策略、

宣傳方式的功勞很大，也是古天樂平日識
做人累積下來的好的人際網絡之功勞。這
部片由頭到尾的宣傳由上畫至今沒有停
過，宣傳橋一條接一條，從未見過古天樂
肯如此瞓身宣傳一部電影，圈中人在社交
平台幫手宣傳呼籲支持，不同政治立場的
人都在捧場、幫口，一邊支持本土意味
什麼你們自己領悟，一邊因為古天樂誠心
誠意拍攝而支持。各個演員都跑戲院謝
票，圈中人包場、社團包場、學校包場、
慈善團體包場、粉絲應援睇完又睇等等。
其實，內地很早已流行演員到校園、戲

院謝票與影迷互動的方式，近年香港演員
才肯做，好推廣策略能令一套電影起死回
生。有高人很智慧說，到達不是因為捧一
兩個偶像和立場取態才入戲院時才是真的
有希望。

冀港觀眾真心擁抱港產片
新世代追捧「美顏凍齡」，享受容顏不

老的讚美，然而，很多人都忽視了「心態
凍齡」，這有兩面性的解釋，幸運的一
面，可以說心態不老，年年十八廿二，生

活充滿活力；不幸的一面，那是認知凍結，對人對事都
以18歲的眼光看人和看問題。
走過幾十年的人都經歷了奮鬥，博觀約取，厚積薄
發，在長時間的磨練，積累了豐富的知識或財富，在人
生衝線時不斷釋放出來。年輕時贏在起跑線的人，到了
50年後，或許已經大落後，連影子都見不了，當然，
如果能正視別人的成就，懷謙卑，不恥下問，還是值
得尊敬的；倒是那些「心態凍齡」的人，抱幾十年前
的光環，還是高高在上，教訓比他成功的人，在正常人
眼中，是否有點失智？
西方國家無法忍受中國崛起，其實也是一種「心態凍

齡」的體現。沒落的帝國，還是抱幾十年前的光環，
看待崛起國家，充滿傲慢與偏見。英國首相辛偉誠發表
外交政策演說，宣告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已經完
結，理由是，「以貿易促使中國社會和政策改革，已徹
底失敗。」辛偉誠以為自己是誰？是派糖給孩子的「家
長」？
現代國際貿易，只能互惠互利，歷史上，只有英帝國

佔人家的便宜，給人家數少之又少。中國是英國最大
貨物進口來源國，能源緊張的歐洲包括英國，正渴求中
國的電熱氈過冬哩，在強者面前，還要教訓別人怎樣改
革，是否語無倫次呢？如果傲慢可以當飯吃，那就傲慢
去吧！英國人受「心態凍齡」所累，混沌時以為自己好
打得，清醒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脫歐」之後，七勞
八傷，已經弱不禁風，還要強打精神做大佬，看他還能
打幾圈？英國首相像走馬燈，人才不繼，辛偉誠能走多
遠，還是未知之數。
姿態之爭，徒浪費時間，對待癡人說的夢話，一笑置

之，理智的人只會爭分奪秒，繼續做自己要做的事，向
自己的目標奮進。

心態凍齡

以前聽人說，學校
那麼多課程中，美術
最沒有用，簡直可有

可無，就算讀書不成，只要有一技
之長，升不上大學，也不愁捱餓，
這話上世紀也許還管用，放在今時
今日，就得看看現實了。
好吧，說說一技之長好了，以七
十二行中的理髮為例，過去為男士
剪髮，只要學懂如何使用剃刀，怎
樣把頭髮剪短「見青」，理髮師也
就功夫做足了，今天呢，拿「見
青」來說，已不是過往那麼平板一
塊，而是隱隱中總要看出有點層
次，理髮師如果沒有一定美術修
養，便不容易做得到，今日男生髮
型式樣已不少，女士們更不用說，
那一把秀髮也不像過去伸到電髮
筒，理髮師就可以少做功夫，只等
頭髮焗到相當時候便可了事，可是
今天，看女士們頭上盆栽一樣千變
萬化的髮型，便知道髮型師花過多
少美術功夫了，沒這套功
夫，怎留得住客。
廚師這一行呢，入廚30
年，大菜小菜味道弄得怎樣
出色，食客下箸之前已先習
慣「眼食」，端出來的炸子
雞沒裝飾到鳳凰一樣美麗，
還是引不起食慾，西餅蛋
糕，得要像賞心悅目的立體

抽象畫印象畫才得人歡心，一旦美
術功夫不足，弄出來「一坺嘢」，
內涵怎樣好，也難吸引人。
沒一技之長怎可以，咖啡店小工

給客人沖咖啡，拉不出忌廉卡通圖
像也不容易生存。
飲食講究美感，穿衣更不在話

下，今日求偶期的年輕人比上世紀
他們父祖對儀容緊得多，滿城少
年衣無不光鮮，蓬頭垢面的小伙
子全絕跡了，何止十八廿二、四十
八、六十二年紀的男女亦然，近年
發覺中老年人對穿衣顏色配搭普遍
都有了一定認識，就是他們多已知
道衣褲和包袋選擇近似色時，這個
簡單打扮，看去順眼柔和得多，這
樣已經上過美術基本第一課，見過
手拉花豹紋大狗的女士，自己一身
豹紋「情侶裝」，也是城市美麗風
景線。
城市人生活，真的不能離得開美

術。

進入美術新世界

難得在疫情依舊緊張的時期與
女友小穎一起逛街買東西。
小穎平時和我一樣，出街打扮

極休閒，用的手袋也是極尋常的，因為喜歡環
保，也多是用帆布的環保袋。這天背了女兒給
她新買的名牌手袋，據小穎說手袋花了她女兒
不少銀子，為了與手袋相配，小穎穿了漂亮的
緊身裙子和高跟鞋，很快就逛累了，尋了一家
咖啡館「嘆」下午茶。
到咖啡館坐下，小穎便習慣性地把手袋往座

椅旁邊的地上一放，另一手就拿起菜單，結果
還沒開始看菜單，又慌忙把放在地上的手袋抓
起來，去拍手袋上並不存在的灰塵，因為擔心
地上的瓷磚把手袋刮花，又上上下下地仔細檢
查，後來把手袋輕輕放在座椅的靠背邊，自己
往前移動了一下，給手袋讓出足夠的空間，這
才放下心來。
沒等我笑話她，小穎自己嘆了口氣：太累了，

背這手袋就像背一大堆錢，生怕弄髒了、刮
花了，手袋就有所損失，貶值了，哪裏像背帆
布袋那樣自由自在。我便不好意思再笑，一面

同情小穎，一面想起另一位女友燕子。
燕子是一位社會名人，她才華橫溢，人也生

得十分美麗。燕子年少時倒是灑脫不羈，無論
穿打扮，抑或是說話做事都隨心隨性，然而
隨年歲和名氣的一同增長，她對自己裏裏外
外在意起來，出一趟門，必須在梳妝台前把自
己仔細「裝修」半天，只說幾句話亦要斟酌再
斟酌，總是擔心自己的妝容不夠美麗，穿不
夠得體，或是言語有紕漏，影響自己一貫的美
好形象。人卻因此變得少了許多灑脫，多了幾
分拘謹。
我在很久以前看過一個小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家裏有一把傳了三代
的紫砂壺，他喜歡悠閒地坐在家門口的搖椅
上，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用紫砂壺品茶。有一
天，一個文物商人經過老先生家門口，看出老
先生手裏的紫砂壺是清代名家親手所製，便開
價10萬元要買下老先生的紫砂壺，在老先生拒
絕之後，文物商人又把價格提高到20萬元。20
萬元在當時已是天價，老先生在考慮紫砂壺賣
與不賣的過程中，家裏來了混水摸魚的小偷，

來了尋找其它寶貝的商人，兒女們也因為家裏
有一件如此值錢的東西開始商量遺產的分配。
老先生因為知道了紫砂壺的價值，坐在門口喝
茶的時候失去了悠閒的心境，再拿起紫砂壺喝
茶的時候開始戰戰兢兢，擔心自己會失手打爛
如此值錢的紫砂壺……
故事的最後，紫砂壺被老先生在眾人面前親

手砸爛，他換了一個普通的陶瓷茶壺喝茶，又
回到了自己從前在躺椅上聽收音機品茶的悠
閒時光。被老先生當眾砸爛的紫砂壺在文物商
人眼裏價值20萬元，或者更貴，然而對於老先
生來說，它不過是一件束縛了他的快樂和自由
的物件。
我不知道燕子是否還能在往後的日子裏尋回

自己的灑脫和隨心，但我知道，小穎要重新自
在起來是極可能的，因為令她感到累的只是普
通的身外物，不管它價值多少、是不是名牌。
當然，我並不贊同故事裏的老先生砸了紫砂

壺用陶瓷壺喝茶，若是他能輕鬆地把他的紫砂
壺當作陶瓷壺一般使用，舉重若輕，喝茶的境
界便又高了一層。

當包不再是包，壺不再是壺

油香還是熱的，我撕下一塊塞進口
中。油香表面金黃偏褐，入口沒有炸
酥的感覺，完全不像新炸的油條。油
香入口，噴香，且柔軟勁道，挺解
饞。桌上這兩油香，主要是香，沒甜
味兒，應該沒放糖。

這兒的麵食，與「油香」有點相似的，
有油餅和發麵餅。這兩種麵食，我家常
做，也常吃。雖然也都是用小麥麵做的，
雖然也都放了油，味道卻大不同。油香，
有自己獨特的樣貌和味道。就像煎餅和烤
排，一打眼就能認出來。
小兒子熙順剛滿3歲，動不動就往外跑，
一兩分鐘不見，就能在胡同裏左拐右拐覓不
到蹤跡。因為他在，不論晝夜，我家的院門
始終關，並從裏面拴上，防他溜出走丟。
正在家裏吃午飯呢，有人在院外晃蕩鐵

門。熙順以為是奶奶回來了，跑在最前頭。
母親早晨才回老家，不可能這麼快回來。我
納悶誰會來，去開門。敞開門，外面站
的，是利民村的老支部書記。他跟我打招
呼：「在家啊！我給你拿點東西！先等
會。」沒等我應答，人已離開。書記姓周，
回民，60歲上下，胖墩墩的，走路稍顯吃
力。住宅所在地，是個回民區。整條胡同，
多是回民。圖靠近單位，我才在這裏定居。生
活中，回民有諸多講究，與他們同在一個小
區，總得多注意。
幾分鐘後，周書記人未到而聲先至。當我快
到院門口時，他的聲音早一步到了，然後是伸
雙手捧的大油香，拐過牆角，也先他來
到。「快接！快接！燙手！」那油香，色
澤金黃偏褐，鼓勻稱的大泡泡，捧在手中，
綿軟略燙，油潤潤的，香氣四溢。接過油香，
周書記隨即退出門口，大步離開。我讓他到家
裏坐坐，他一連說了幾個「不了」。我家宅院
往北，第三處院落後，有條向西的窄道，與西
側胡同相通。中午回家時，正好碰到周書記和
兩個人在那丁字路口站，似是有事。
周書記走後，我又探頭看了看，那個小丁字

路口處，停了幾輛電動車。丁字路東的宅院空

置兩三年了，上下班從那兒經過，門一直是
鎖的。到鎮上住前，我從未聽說過油香。
在老家那邊，也沒見過油香。到此居住後，
特別是母親來我家看孩子後，她經常到幾個
近鄰家串門。胡同裏兩個與母親年齡相仿的
大娘，也常來我家逛逛。熟悉了後，偶爾就有
給我家送油香的。印象中，那些油香並不一
樣，有不如巴掌大的，也有直徑二三十厘米
的。有的單純是香，有的除了香還甜。不
過，油香好像有某種特殊意義，送給我家的
油香，一般都是一兩個，也有只送一大半的。
不懂油香是咋做的，但總感覺很金貴。餅不
大，饋贈他人，拿出一個半個的，若非含義特
殊，會顯得小家子氣。估計那種油香本就做不
了多少，能分享到一星半點兒的，已然大面子
了。同事穆靜是回民，她確認那種餅叫「油
香」，一般只在紅白喜事上才做。油香甚少送
人，只有十分熟悉且關係要好的才有可能。
據說，穆罕默德復興伊斯蘭教到達麥地那

時，有個老漢用小麥麵粉和香油炸製了油餅給
他，他便給「油餅」取名油香。出生、滿月等
送油香，寓意健康平安；婚禮中送油香，寓意
圓滿幸福；節日中送油香，寓意吉祥喜慶。
油香有普通油香、糖油香和肉油香之分。原
料以麵粉、植物油、鹽、鹼為主。也可添加紅
糖、蜂蜜、雞蛋、肉餡等輔料。製作過程，未
親眼見過，只略知一二。和油香麵講求「三
光」——麵光、手光、盆光。和麵、醒麵後，
炸製也有講究。油溫不宜太高，時間不宜太
長，正所謂「慢火炸油香，兩面都發亮」。
胡同裏的住戶，院落挨院落，我卻很少

去串門，更沒見過人家吃飯時的場景。回民的
餐桌上，於我而言，是神秘的，也不想妄自揣
測。不曉得他們平時吃不吃油香，只知道，近
鄰有時會給我家送。送來就走，不多逗留。
由老家回來，若帶來了山楂、李子、綿梨啥

的，母親總會挑選些，給近鄰們送過去。胡
同裏的住戶，家中大多沒有田地，即便有的，
也不種果樹。農村老家那邊，家家都有幾處
果園，帶來的水果，口感比超市裏賣的還要
好，近鄰們都稀罕。

給我家送油香的周書記，並不在胡同裏
住。在這裏看到他，應該是有事處理吧。他家
在單位東側十幾米路北，開炸雞店。上下
班，天天從他家門前經過。相熟久了，遇上
時，總會笑呵呵相互打個招呼。原本，我是鎮
上的「外來戶」。定居生活了十多年，周邊的
陌生人均已熟悉，知道名姓的不知名姓的，路
遇了寒暄兩聲，或笑笑，或點頭示意，但始終
沒吵鬧過。人與人的距離，就像近鄰家的油
香，毫無功利地，一個個一次次，由遠及近。
漢民和回民，生活中有不少差異。最初擔心，
在一條胡同裏住久了，難免會生出那麼點兒磕
磕碰碰，以致鄰里不和，甚或激烈爭吵。現實
中，包容之心卻一直在崗，和睦融洽。就像那
些油香，胡同裏炸製時，我家也常一飽口福。
家人、鄰里、親朋間的關係，似乎是可以
傳遞的。父母在村裏的口碑，與搬來鎮上後
一樣。在老家那邊，我家與前後左右鄰居，都
沒鬧過啥矛盾。現在，逢節假日，有時我們也
會回老家一趟。左鄰右舍的，見我們回去，這
家送碗辣椒花，那家送些草雞蛋，還有送河
魚河蝦，送刺槐花，送野菜，送羊湯。現在
的鐵哥們，老宅在村子最東頭。小時候，他
兄弟姐妹多，大爺大娘都是土生土長的農
民，生活拮据，沒足夠精力和能力照顧、管
教他們。村裏人窮，他家更窮，兄弟姐妹個
個破衣爛衫，顯得髒兮兮的。那時，村裏幾
乎沒有小孩跟他們玩，只有我是個特例。
當然，我與鐵哥們從小玩到大，最該感

謝的，還是父母的包容。鐵哥們的親叔嬸
大娘大爺都不准自家孩子跟他玩，怕被他們
幾個給帶壞了，我父母卻不以為然。父母從
來沒因鐵哥們家窮而拒絕我去他家玩。清
楚記得，雖然家裏很窮，那時候，鐵哥們
的五姐還給我家送過西紅柿湯。西紅柿沒
熟透，是青綠色的，湯味偏酸，但在當
時，卻挺稀罕。
瓜果梨桃、油香，不似市場上的金銀首飾，
若單以價格論，都不是太貴重。只不過，就如
「千里送鵝毛」，鵝毛雖輕，情誼在。油香，
熱乎乎的油香，甜或香！甜而香！

油香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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