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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遊
執筆時，正是特區
政府宣布（2月3日）
跟內地全面復常通關

3個月，正好是一般機構慣用的「3
個月試用期」屆滿，不用多說，順
利通過；根據政府最新估計數據，
這個「五一」長假期，內地訪港人
數接近疫前水平。
這可是了不起的數字，反映香港
的自由活力和摩登高效對內地人仍
具吸引力，而香港良好的公共設施
和社會秩序，雖然一度被人為破
壞，但我們有扎實的根基，只要有
心，就很快復原。反而，經歷了黑
暴教訓和疫情衝擊後，很多人和事
在悄悄變，想走的人都走了，留下
的人要學會反省和珍惜。
既然我們都生活在這座城市，我
們跟內地人有唇齒相依的血緣關
係，珍惜和保護固有優勢和加強聯
繫，同時接受新來的美好事物，取
長補短，互為借鑑，就可以把我們
的家園建得更好。隨着中央賦予香
港另一個新定位：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香港在這方面的特質，以
及香港人的藝術細胞、創意腦筋也
被激發出來。
2019年之前，內地遊客訪港，往

往側重於買名牌或被社交媒體渲染
為買名牌，因為香港有稅務優惠；
但隨着內地一些「自貿區」的建
立，其區內的名牌店價格跟香港已
相差無幾，甚至有低於香港的情

況。換言之，香港作為「名牌之
城」的吸引力有所削弱，這未必是
壞事。
今日，曾被人譏笑為「文化沙

漠」的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創意
特長和國際聯繫派上用場，民間也
被動員起來，僅看看近幾個月各方
舉辦的藝術節、文化節、音樂節或
藝文展覽盛會等，就多達數十個，
令人目不暇給，卻正是吸引遊客的
活動。
大約30年前，香港乃至內地、亞

洲的「文青們」都以「歐遊」為時
尚和先進，當然不是慕其名牌奢侈
品，而是景仰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及
多姿多彩的藝術嘉年華，尤其是保
留和維護甚好的文化古蹟和傳統節
慶，包括現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以
虛擬形式展出的法國凡爾賽宮。
雖然我們也是五千年文明古國，

有更多的名勝古蹟和歷史遺產，但
「隔籬飯香」，總覺得別人遙遠的
東西比自己的好，何況積弱多年的
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也有向外學
習的謙遜傳統。這不是壞事，但長
期謙遜的結果就是被人習慣性地欺
壓和看偏。
那麼，就從珍惜、保護、欣賞和
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開始吧，客觀
地看看我們的歷史軌跡，再平行地
看看西方發展，透過文化藝術手段
來呈現，讓內地和外國訪港客來一
趟「文化藝術遊」。

香港足總盃準決賽
於日前舉行，由流浪
及傑志跑出，將於5
月13日下午在旺角大

球場上演奪冠決賽，屆時TVB亦會
直播這場賽事。
電視台播放足球賽事是需要額外
成本的，因為通常周末下午只是重
播一些舊節目，用的是現有的資
源，不用花錢，而拍攝一場足球賽
事動輒也要花費十多萬元，以經濟
收益角度而言，何不播舊節目就好
呢？但香港足總盃的決賽，不播的
話又對不起廣大球迷，所以說做電
視台真不容易；如果播世界盃的話
成本更高，平均每播一場版權費及
製作費便要港幣400萬元左右，64
場就2億6千萬元，比賽期一個月時
間，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廣告收
益、贊助商投資等等是否能賺到2
億6千萬元呢？掐指一算，也難怪
常聽到電視台虧本的消息。
香港可能市場細，收視率偏低，
平時播劇集平均也只得二成多左右
觀眾，如果黃金時間播世界盃或奥
運等，有香港運動員表現好成績的
國際賽事，收視率就會高一點，但
縱然高一點，收入也不足以支付成
本，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市場份
額少？市民對體育文化關注不足？
在美國2021年收費電視頭100個最
受歡迎節目中，體育節目佔了90
個，因此美國NBC電視台一簽就是
10屆，以120億美元購買奧運會電
視版權，是一個很有信心的投資。

電視台收入主要是兩大類，廣告及
收月費，廣告收入在過去 3年疫情下
萎縮，收費電視客戶也流失，業界應
如何自處呢？如何「做大個餅」給自
己呢？藉着開拓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觀
眾群又可否擴大市場發展呢？
其實體育產業是可以無限發展

的，我們可以主辦更多賽事，任何
品牌也需要渠道以宣傳其商品，體
育賽事主要靠商業贊助及門票收
入，主辦國際級的體育賽事，邀請
著名球隊來比賽，既可找到贊助，
門票收入也可觀，如香港七人欖球
賽、羽毛球公開賽、女排大獎賽、
渣打馬拉松等等，或許可以由政府
成立體育盛事基金，支持各界舉辦
大型體育賽事。
如果能夠將大型體育賽事在香港

搞得有聲有色，體育賽事也就變成
我們的商品，先前講到香港足總盃
決賽，如果宣傳做得好，單是球迷
親身坐滿旺角大球場，已經約有50
萬元收入，而無法親身到場的觀眾
在家觀賞賽事，收視的成績好，日
後就更能吸引廠商樂於贊助，有了
盈利，下次就可舉辦更大型的國際
賽事，這就是一個好的循環，各方
面要有好成績，靠的是我們努力把
握創意及思維去做好每一項賽事。
好的循環愈滾愈大，通過每一項體
育賽事，讓更多人愛上體育運動，
隨着賽事參與人數愈來愈多，通過
運動影響和改變的人也愈來愈多，
整個香港體育產業就會日益擴大，
相信就是大家都樂見的結果了。

近幾年，特區政府大力宣
傳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人融入大灣區是遲早的
事，這是大勢所趨無可避

免；而特區政府有沒有照顧到香港市民在
大灣區的基本權益？例如置業買樓受騙上
當，該找何處討回公道？強烈建議特區政
府做大灣區宣傳時，附上讓市民投訴的專
案聯繫方式。要不然，市民在這些排山倒
海式的廣告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投資，
結果上當吃虧受騙，卻無處申訴。
近期我們看到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由特

首李家超先生帶領，參觀粵港澳大灣區的
投資建設，前景一片美好，對國家的未來
充滿着信心。作為小市民的我們，也想趁
着這幾年國家建設的春風，買樓投資大灣
區內地城市，好讓自己的生活增加多重保
障，同時相信政府的政策，會為市民帶來
幸福美好日子。然而，有些不循正規途徑
的投機商人，利用政府的政策在香港與大
灣區內地城市之間刻意走灰色地帶，行偷
呃拐騙之實。
約在2019年以前，大家都記憶猶新，只

要我們行到旺角、油麻地一帶，有很多站在
街上的人手持宣傳單張：「置業中山、珠
海生活美好」，「中山、珠海睇樓團，包
食包玩」，甚至我們的住宅，每家每戶的信
箱也被塞滿「走入大灣區置業」的信息。
話說有位老太太，有天走在旺角彌敦

道，順手接了一張宣傳單張，「免費到中
山、珠海一日遊，包食包飲，順睇樓」，
這項廣告噱頭的確吸引退休人士，對於長
者來說，他們有的是時間，缺少的是被社

會尊重；那些銷售員的口才，哄得長者非
常開心，正中下懷。如此這般，一人介紹
一人，組成所謂「鴨仔團」。
據聞中山、珠海的樓盤大都是香港人

購買的，銷售手法就是先給你一點甜頭，
灌一點迷湯讓你入甕，再利用羊群心態，
終使「睇樓團」所有人都幫襯；簡單地
說，就是把長者賣了，長者還開心地幫你
數錢。令人扼腕的是，大都是長者的棺材
本。舉例，有位朋友隨朋友的朋友參加
「珠海睇樓團」，在吃吃喝喝之後，受到
售樓處職員禮遇的接待和尊重，加上三四
位職員憑三寸不爛之舌，你一言我一語圍
着朋友打轉，朋友終於繳出手袋中所有的
人民幣。這只是訂金，還要交餘款。
接下來出現了3個疑問。第一、合約上

的總價與事實購房價不同；也就是說，還
要再加8萬元，為什麼這筆8萬元不能寫
在合約上？這是什麼費用？第二、帶團人
要朋友把錢匯到他們香港公司的賬戶。朋
友直覺這是發展商在香港的分公司，不虞
有詐，朋友要求收據，帶團人說，發展商
要朋友親自去珠海拿，但疫情期間無法通
關，因此朋友一直沒有收據，朋友曾要求
照一張收據傳來，但這帶團人解說，發展
商不肯讓他照相。第三、付了錢沒有收
據，設在香港的公司沒了，人也跑了！
相信像朋友這樣的案例不少。特區政

府應該如何規管？如何照顧香港人權益？
該人員及所屬公司有沒有取得專業資

格或第三方代理人資格？與發展商的合作
關係？共使用3間公司做合約，如何在這
3間公司遊走，還可賺到盆滿缽滿？

買樓中咗套路
五一黃金周，全國大旅行，各地傳來的照

片，人山人海，車站人潮像春運，西湖斷橋
變人橋，兵馬俑只見人頭不見俑，泰山頂上
萬頭攢動，古城牆上攻城陣……疫情3年，

外遊解禁，如此旅遊，是苦還是樂？
香港也不例外，傳統購物區，遊客排長龍，打卡點更是

人流密集，郊區離島生態遊，一樣熱烘烘。畢竟，人氣聚
集踩旺地，才能經濟復甦，長洲朋友說，這幾天無事不落
街；我們呢，在住宅小區裏還是可以自找樂趣的，只不過
幾天時間，有什麼不可以忍受呢？
倒是有兩則「惹火」新聞吸引了我，都是與燒鵝有關，

一則是灣仔燒鵝名店，半百人排隊等候品嘗，情境壯觀可
想而知。此店連續多年獲得米芝蓮推介，生意紅火，遊客
慕名而來是理所當然，疫情3年，很多著名食肆都被淡忘
了，如今遊客一到，很多食肆名氣再度歸位。我們其實經
常路過此店，但從不曾光顧，如今在遊客的帶動下，你有
啖鵝的衝動嗎？
另一則新聞則是名副其實惹火燒鵝，中環的燒鵝名店，

更是名聲在外，竟然出現一幕店員和遊客大打出手，還是
在街頭扭打，是否有點莫名其妙？有說因為一架嬰兒車的
擺放問題，先而口角，繼而動武；也有一說，是因為點餐
的溝通問題，有人動粗而起爭執。打開門做生意，很多時
候都會遇上不同的客人，怎樣化解麻煩，也是需要公關手
法的，作出變通，平息事端，才是上着；作為遊客以享受
為上，好不容易一家大細外遊，大動肝火武一場，若然受
傷誤了行程，損失的也是自己。
其實解禁通關後，大家都遇到壓力，食肆人手不足，同

一時間接待大量食客，矛盾爆煲也；旅遊者同樣有壓力，
過關逼人潮，交通又擠擁，排隊入座需時，等餐更是飢腸
轆轆，有時候為吃一頓不似預期，花費半天時間，又豈能
舒暢？
要做黃金周生意或享受黃金周旅遊樂趣者，都要有包容

忍讓思想準備，才不會讓自己成為「惹火燒鵝」。

惹火燒鵝

大概誰都聽祖父母
們說過，戰亂期間糖
尿病是有錢人的富貴

病，大多數人菜多肉少，兩餐也未
必吃得飽，這病永遠不愁沾得上
邊；同時病者亦多是富貴老年人。
可是今日社會「富裕」到一般基
層人士都有糖尿了，當然不是富到
日日珍饈百味，只是相對戰亂期間
來說，飲食過度溫飽已足以成病，
但是令人詫異的是，在不少疾病趨
向年輕化，糖尿病患者當中，居然
也出現年輕人。
有回曾在巴士上，看到對座身軀
高大似是正在就讀初中的胖男生，
捧吃着兩份麥記的早餐，我就不禁
為他擔心，如果日日這個吃法，會
不會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已患上糖尿
呢？
也常看到從便利店出來的小人
兒，得意地吃着媽媽剛買給她遮蓋
住半邊小臉的大雪
糕，不知道你會
不會為這個三兩
歲小人兒未來的
健康祝福？很多
狂熱親子的父母，
因愛成害，相信無
意中成為疾病年
輕化的幕後「功

臣」也不自覺。其次是俗語所說好
食懶飛慣於在家中躺平的大少爺大
小姐，運動少，零食多，朝晚薯片
魚丸牛肉乾不停口，吃出中年一樣
的腰圍不知悔。
電視廣告中膏丹丸散的成藥少

年，就算不是糖尿病患者，出現腰
酸骨痛/視力衰退/濕疹纏身/心跳
氣喘/頭白脫髮/血糖不穩/失眠便
秘等訊息，還不是為了「證明」疾
病年輕化？
上述病狀，在過去不是「登陸」

以後的老人家才可能有嗎？可是今
日的長者全都老當益壯，不是政壇
領袖，就是商界精英，甚至年紀跨
越花甲又二分一的大有人在，怎麼
理應生龍活虎的小夥子卻在膏丹丸
散的世界裏痛苦呻吟？也許廣告是
廣告，旨在以娛樂方式取悅觀眾，
可是藥品宣傳一窩蜂用到清一色年
輕代言人，過於脫離現實的感覺，

除了顯示疾病
年輕化之餘，
也無形中同
時減弱商品
的說服力，
可不知道研究
廣告心理學的
專家有什麼說
法！

不願意看到這個年輕化

身為自由職業者，我已習慣了
不在節假日出門旅行，這個五一
假期也不例外。

呆在家裏度假的樂趣之一是在網上看各個景
點的人潮，一面看網友拍攝的只見人頭不見景
的旅遊「盛況」，一面十分不厚道地慶幸自己
有時間上的選擇自由，可以避開「盛況」。
然而，這個假期除了像往常一樣在小視頻裏
看人頭，還看到了幾則令人如鯁在喉的消息。
一位網友發帖記錄了自己在某地過跨海大橋

的經歷。據那位網友說，當地的跨海大橋中段
有個觀景台和觀景塔，經過時如果想停車賞
景，需要先結清此前的過路費，再交費進入觀
景台的停車場，而停車場四周的落地玻璃全都
塗滿了如同水汽一樣的塗料，完全看不到窗外
水天一線的景色，如果想要觀景，還要另外交
費到觀景台和觀景塔。那位網友發現停車場的
落地玻璃上被人摳出了一個小孔，大約是有人
覺得收費不合理，便摳了孔朝外「偷窺」。
至此，網友們開始吐槽稱這是當地「嚴防偷
窺祖國山河」。

假期裏去看黃河壺口瀑布的網友也在網上發
布視頻，稱「壺口瀑布沿途部分路段被圍牆擋
得嚴嚴實實，只能聽見聲音但看不到景」，若
是要看景，也必須花錢才能看到。網友發出的
圖片上，黃河邊的圍牆建了一人多高，遊客踮
着腳舉着手機才能拍到奔湧的黃河水，這樣艱
難的拍攝，也算是一種「偷窺」了。
旅遊景點的這些行徑，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以

前看過的書中描寫的場景——行人好好地走在
路上，前方突然跳出一群山賊，口中唸唸有
詞：「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此
路，留下買路財。」
人們外出遊玩，若是遇到一些人文景觀，譬
如公園、博物館等等，需要花費一定的人力和
物力去維護，遊人適當地交納一點「買路
錢」，都未可厚非，可以理解。只是，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許多的自然景觀也被各式各
樣的機構圈起來，以各式各樣的名目進行收
費，人們去走走山，看看水，或是在路邊歇歇
腳，都要向各路「山大王」交納各種費用，若
是不交費，便成了「偷窺祖國山河」。

從前的詩人都喜歡遊山玩水，許多氣勢磅礡
的詩詞都從山水中來，若是李白遊到壺口瀑
布，站在高牆之外，要舉着手機踮着腳或者蹦
躂着拍照才得以看到奔騰的瀑布，哪裏還能寫
得出「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
回」？杜甫在白帝城外登高時如果買不起高價
的門票，需要對祖國山河進行「偷窺」，大抵
也是無法留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
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的千古佳句的。
古人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其
實也可以用在旅遊經濟上。疫情3年，人們才鬆
了一口氣走出去，不管是走在人文景觀裏，還
是走入自然景觀，要讓曾經停滯的經濟「動」
起來，自然不僅僅是收那一點點的「買路錢」
就可以的，那些只管埋頭收取各種「買路錢」
的，不妨也將自己的視野「動也」，吃相不要
太難看，眼光放得遠一點。
畢竟，收再多「買路錢」，也有消耗完的一

天，而李白和杜甫的詩詞會流傳千年，甚至萬
年。

山河幾時免費遊？

當小叔要去母子山拓荒時，我是持
觀望態度的。更多的人，沒我這麼含
蓄，直接懟以冷嘲熱諷；當小叔找來
鋤頭、鐵鍁，扛着一捆捆樹苗上山栽
樹時，我是支持的。當他僱來了挖掘
機開山修路時，我參與其中，拍照、
錄視頻留存資料。

號稱4,000餘畝的母子山，一直荒着的母
子山，因為他的執着，有了一條大路，長起
了幾十萬棵松樹。小叔在山頂上蓋了房子，
壘了院落，餵了牛羊豬、驢馬狗、雞鴨鵝
貓。本來偏僻孤寂的山，因為他的到來，一
下子活絡起來。院落的周邊，榆錢樹、桑葚
樹、核桃樹、銀杏樹、桃樹，點綴而生。蓄
水池、菜園、農田，也漸露雛形。
山頂上冬天不冷夏天不熱，是個爬山閒逛

的好去處。得空時，經常有人喊我上山，說
又惦記山上的草雞了。山上的雞，跟野生的
差不多，一天餵不上一頓糧食的牠們，上柴
火鍋一燉，噴香筋道，比鎮上飯店裏那些強
出不知多少倍！山頂上那些草雞，才叫原汁
原味！山上的牛羊豬，也都是吃野草長大
的。雖然修了大路，往山上運料還是費勁。
偶爾準備些糧食、飼料，都是給剛出生的豬
牛準備的。一天或幾天餵一次雞，是怕牠們
長期在外不歸家。至於出了滿月的牛羊豬，
把上下山的唯一一處木柵欄一關，願意跑哪
裏去跑哪裏去，根本不用問事。
山上的東西，好是好，價格也貴。一隻草

雞，一般得二三百元。一斤黑豬肉，20多元
算是便宜的。牛肉、驢肉、羊肉，都比山下
貴不少。有幾位同事，找我買過山上的豬肉
和驢肉。小叔說，你同事買，肯定比別人便
宜些。但買回來一比較，還是比山下貴。大
部分挺滿意，極個別還是略有微詞的。三兩
回後，我就不想再幫忙了。同事買肉，我得
去山上拿，驅車來回30餘公里，白搭上油錢
和工夫，出力不討好的事，真是難為情，懶
得幹。還有稱想買山頂上的草雞、草雞蛋
的，「價格高低不要緊」，我直接婉拒，小
叔不賣。

偶爾去山上吃頓飯，還是身邊一些人的念
想。去山上，就跟下飯館似的，該逛逛，該
玩玩，聊聊天，喝喝茶，打打牌，輕鬆愜
意。等飯菜齊備，上桌就吃，開酒就喝。小
叔在山上的家，本就是一處農家院落，不像
在飯店裏那樣人雜，罕有打擾。一兩桌熟
人，在房間裏聚聚，確實比去飯店裏舒服。
肉菜都是原生態的，又有人請客，常去常
想。有時，同事們帶酒帶菜，去山頂加工加
工，再配上幾個山上的小菜，圍坐成一大
桌，喝得也甚嗨。有時，合夥在山上殺隻
羊，十幾個人，多半在玩，少數幫幫忙，最
後掏錢時，總有幾句不和諧聲音：價格有些
高，肉少了，剩的煙酒沒拿呢！每每這時，
我就告誡自己，這種事誰愛去誰去，下次絕
不摻和。
幾周前，我和高主任，準備請大夥一起吃

飯。從去年下半年就想請的，工作原因，一
拖再拖。去哪兒呢？縣城裏，小鎮上，還是
旅遊區？斟酌半天，聽多數人的意思，最後
選擇去我小叔的山頂上。那山叫母子山，但
其實它還有個更好聽的名字，觀音山。
確定去觀音山前，我就跟高主任說過，山

上的東西純天然，價格卻比山下貴不少，有
我參與其中，小叔可能會讓點價，但可能依
舊不如山下實惠。殺羊前，我本來是要和高
主任去山上看看，選一隻滿意的。高主任不
去，她表示絕對信任。
定好了日子，小叔找我父親和我的一個堂

弟幫忙，大清早殺了羊。人多，又讓他殺了
2隻草雞。其它的菜，都是山上的土特產，
牛雜啦、草雞蛋啦，也都是山上的。我們上
山時羊已剝皮，正分割下鍋。公雞也已殺
了，正在拔毛。這種活，我們幫不上啥忙。
觀音山上的風景，美。山高，看得就遠。

由近而遠，一道道山谷，層層疊疊高矮起伏
綿延不斷的山峰，或清晰或迷濛，直至遠到
不見，遠到與天色銜接。山上的野草還未發
芽，荒蕪之色濃郁，只有那些松樹，還在倔
強地綠着。母子山之所以還叫觀音山，主要
是得名於其最北端的一處小山峰。那個小山

頭不高不大，從西南、東北兩側斜望，就像
觀音菩薩端坐在蓮花台上，且形神兼具，很
是相像。同行的人，大多都知道觀音山，真
正近距離感觸過觀音山的，不足一半。我陪
着其中幾人，邊走邊聊，沿着山頂一路北
行。寒淺之時，山頂上沒有花開，色澤還有
些單調。站在山頂俯視，坡嶺、梯田、道
路、河流、果園、村落，就那麼隨意而又認
真地存在着。特別是那幾片樓房，用其整潔
和別致，宣誓着村莊的富足。
請客，吃飯是主題。熱氣騰騰的羊骨頭，

撒上細鹽端上桌。大家也不再客套了，你一
塊我一塊伸手去抓。許是真餓了，許是山上
的羊肉質好，沒放啥作料的羊骨頭，噴香軟
嫩，彈滑筋道，不一會兒就被啃食一空。
酒是高主任買的，兩箱白酒共12瓶，送了
兩瓶給小叔他們。還有一箱啤酒和飲料，也
都開了箱。人多，我們把兩個方桌併到一
起，上菜喝酒。本來是上山上喝羊湯的，酒
卻佔了主導。心情好，酒杯勤，大家暢談暢
飲，不知不覺，9瓶白酒下肚，又上啤酒。
第二天一早，高主任一句話點醒了我：

「哭着喊着上山上喝羊湯喝羊湯，你該喝羊
湯來麼？」我愣了愣神，對啊！大家都喝羊
湯了麼？想了又想，腦中一片空白，怎麼下
得山都忘了，只記得是小叔家的堂妹開車送
我到樓下的。於是，我給父親打電話，他說
一桌人全喝羊湯了啊，連他們幫忙的也喝
了。還有剩的，不多了，當時讓誰拿誰不
拿。一隻山羊68斤，怎麼也得20幾斤小30
斤肉吧？諮詢常殺羊的堂弟，他說山頂的羊
太瘦了不管宰，出肉少。十幾個人，加上幫
忙的幾個，一人一碗多得20幾斤呢！我信，
大夥兒信麼？我咋感覺沒喝羊湯呢！
跟小叔結賬，他說一隻羊兩隻雞兩桌菜共

1,600元整，若換作別人，少說得要2,400多
元。剩下那幾斤羊肉湯，父親送來後直接全
部給了高主任。原本收了其400元，後我又
告訴她：1,600元，小叔讓了400元。扣除酒
水800元，退還200元。別無他，「彌補」
之，坦然之，信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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