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年危機

有感中華文化傳播
香港有逾九成是華
人，日常中的中華文化
活動也不少，像每年十

多天的公眾假期中，就有多個是紀念
傳統文化的，如農曆新年拜年、做年
糕，端午節划龍舟、包糉子，中秋節
吃月餅等，都是民間文化活動，並具
有歷史意義，比如紀念詩人屈原等。
還有具香港特色的活動，諸如長洲太
平清醮、大澳端午遊涌、大坑舞火龍
等。只是我們視這些習以為常，不太
留意。
香港人普遍「崇洋」，此乃150年
殖民管治教育和西方文化長期以強勢
之態熏陶的結果，也因為我們優秀的
傳統沒得到很好的弘揚。去年訪問鄭
培凱教授時，這位香港城市大學中國
文化中心前主任在分享研究心得時，
也談了個人的觀感和經歷。
鄭教授說，在香港，無論是天后
誕，還是太平清醮，很多人都去看，
但由於對文化內涵的宣傳不够，一般
人只視之為觀光項目玩一下。但這些
活動跟當地人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
像太平清醮，大家都聚焦於搶包山，
往往不去理解其中的民間信仰與辟邪
消災作用，都源自嶺南文化風俗。
這些活動提醒人們，我們生活在香
港，是在嶺南文化的主導下，再融合
其他多元文化，發展出香港獨特的生
活形態。
他同時觀察到，香港不少學校的音
樂教育都以西樂為主，老師上課讓學
生練習的樂譜也是西樂的，甚至他自

己在台灣讀書時，音樂課練習曲也是
西方音樂。因為音樂教師接受的是西
方音樂訓練。他還舉例說，《梁祝小
提琴協奏曲》主調是源自越劇，《黃
河鋼琴協奏曲》則改編自冼星海於
1939年的《黃河大合唱》。為什麼不
可以從中取出一段當學生練習曲？
我近期欣賞了不少中國書畫展和多

場中樂音樂會，深刻感受到中華文化
的魅力，尤其是香港中樂團，演出常
常令人驚喜。樂團經常巧妙地跟不同
的藝術如戲曲融合，令演出形式多元
化，更有一些具教育普及性或呈現獨
特性的活動，比如以某種樂器掛帥的
小組音樂會或社區音樂會等。這個新
樂季以「和」為主題，更充分體現中
國人最講究的「和諧」。所謂「家和
萬事興」，這句話對經歷過多次社會
騷亂和爭吵不休的香港人來說，感受
尤深。
新季刊的設計也相當有心思，將中

國書法和戲曲的美融入其中，配以現
代的設計線條，令人覺得中樂也可以
很潮。這對喜歡追求新潮的青少年尤
其重要，我在現場經常看到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來，這正是文化傳承啊。
很多人談到傳統文化，或說到流行

文化，往往將兩者對立起來，不是傳
統學者對流行文化嗤之以鼻，就是都
市潮人對傳統文化不屑一顧。但在現
實社會，兩者是相輔相成並互為依存
的，聰明者往往擅長將兩者結合、交
融，再創作出新的藝術作品和催生新
文化。

當我們離開學校，走
進社會工作，上班、下
班，每天營營役役在生
活，不覺間已經進入

「而立之年」，幾年下來更向「不惑
之年」進發，生活的重心可能就轉而
為事業拚搏，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
辦公室坐對電腦。假若我們開始
因每天辛勞而慢慢放棄運動，那麼就
很容易形成「中年危機」，身體機能
走下坡，大肚腩、三高、皺紋、肝胃
功能減弱等等症狀通通出現。中年危
機不分男女，而最簡單解決這個危機
的不二法門，就是持之以恒的運動
了。簡單如每天跑步30分鐘左右，
跑步一個月我們可以看到體重減輕，
跑3個月就會發現心肺功能有所加
強，6個月身體免疫力增加病痛減
少，一年就可把三高踢走，長期下去
身體也可保持健康，還可促進新陳代
謝抗衰老。
假若我們放棄運動，加上飲食方面
不注意，最終就會在你不知不覺間慢
慢形成肥胖。肥胖通常是指皮下脂肪
的積聚，如腹部及臀部的贅肉，這可
以看到；但還有一種脂肪不為我們所
見，卻是對我們身體健康有莫大影
響，就是「內臟脂肪」。內臟脂肪通
常積聚在腹部內的器官周圍，肝臟、
胰臟、小腸及大腸等器官附近，內臟
脂肪比皮下脂肪更影響我們的健康，
當內臟脂肪去到各器官附近就會對各
個器官的功能帶來直接的影響，例如
直接干擾肝臟的新陳代謝功能，影響
胰島素的敏感性，增加糖尿病機會，
提高心臟病及中風的風險等等。
有人問，只是正常生活，較少運動

而已，這就會引致中風了嗎？這並不
是危言聳聽，在這裏經常提出大家
要做運動，如能做到的話最好運動
加上控制飲食，不然「愈不動，就
愈不想動」，對身體的影響是慢性
且深遠的。
持續做帶氧運動，可以降低內臟脂

肪儲存量，雖然從外表看來可能沒
有顯著「減到肥」，但內臟脂肪會
慢慢降低，體能方面有進步，持續
運動或加強運動的程度也就更容易
得心應手。做運動並不是叫大家去
跑馬拉松，其實最低要求的只是每
天適量做運動30至50分鐘，當然有
人會指工作繁忙，每天30至50分鐘
用作運動實在太奢侈了，不過曾經有
一項研究，中年人如果能每天進行高
強度間歇性鍛煉（HIIT），其重點
是在短時間內達至高消耗的效果，以
衝刺形式進行2分鐘的HIIT在24小
時內增加的新陳代謝跟跑步30分鐘
一樣多，當然要在自己能力能承受的
情況下進行吧，但這也證明了「沒時
間運動」已經不是藉口了。除運動
外，飲食方面一定要減低攝入高糖食
物及含糖分飲料，因為這些更是增加
內臟脂肪的元兇。最後，當你發覺肚
腩愈來愈大，最好快些作體檢及見家
庭醫生，獲取專業意見如何保障身體
健康。
雖然我們不是專家，不知道做什麼

運動對身體的哪一塊肌肉是最好，但
當你每一天開始做適量運動，就會從
身體自然發覺有收穫，生命在於運
動，尤其是我們踏入中年，更需要加
強身體鍛煉，大家告別惰性，以運動
輕輕鬆鬆去掌握自己的健康人生吧！

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是香
港多元文化之一的盛宴，即
使在新冠疫情3年中，只停
辦了一年，兩年在網上和實

體交互舉行。自今年3月政府宣布社會全
面開放後，盛暑7月的書展也適時地大張
旗鼓，湧入了四面八方大批愛書的人群；
就像疫情以前一樣，出了港鐵灣仔站的閘
口，就看到打蛇餅似的一行一行人潮，順
井然有序的隊伍，走上行人天橋，只見
兩條長長不見頭、不見尾的人龍。
年齡層的跨越度很廣，有中學生結伴排

隊參加書展的，有父母攜兒帶女排隊等入
場的，也有長者排隊打算逛逛的，在酷熱天
氣下，人人依序緩緩前進，無人插隊，不見
有人吵架。這種斯文有禮又浩浩蕩蕩的景
況，不僅讓書本有了溫度，也讓來自台灣大
學前校長管中閔看到了香港人愛書、喜歡買
書看書，這一點讓他驚艷不已。這不是管中
閔的預期，他說︰「都說香港人比較功利，
不注重文化；但是一個書展，完全顛覆了我
對香港舊有的印象。」
管校長說，第一次來香

港書展，特別是以作者的
身份來演講（今年3月，
管中閔與楊渡合寫了《大
學的脊梁》一書）。他看
到具有國際規模的會展中
心，無論是書攤位的設
計、人流的安排、各大中
小的演講室，甚至還有可
容納3,000人的演講廳，
會場布置複雜多樣，令他
大開眼界，嘆為觀止。最
令他驚訝的是，人潮洶湧

澎湃，還有來自內地各地的讀者，有的拖
行李箱，主要是要扛書回去。
作家楊渡說︰「來過幾次香港書展，一
方面看到香港家庭重視教育，帶小孩來參
觀書展，另一方面看到香港是重要的開放
型城市的樞紐，是華人的最佳閱讀平
台。」兩相比較下，台灣的書展只對內
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注重版權、著作
權，只有香港書展是面向國際全面性的、
多種多樣的。
來自台灣二千年後的當紅作家黃山料

說︰「香港和台灣很不一樣，香港有很多不
同文化背景成長的人買書，而台灣僅是自己
人買書，香港書展的作者與讀者有高品質的
互動，所以香港是華文書的最大市場。」
書展期間有600多項文化活動，包括名

作家講座系列和文藝廊展覽等。邀請嘉賓
包括著名的作家余華、馬伯庸、管中閔、
楊渡、黃山料、網紅羅振宇、溫拿樂隊、
前單車代表隊成員黃金寶及黃翠如等。
在「年度主題作家」展區，展出阿濃、

周蜜蜜、韋婭、孫慧玲、梁望峯、
潘明珠、潘金英、廖書蘭、君比、
何紫的書目與藏品，還請阿濃、周
蜜蜜等作家分享兒童文學的寫作心
得。頗有繁花似錦、讓人目不暇給
之感。張隆溪教授說︰「經過幾年
新冠疫情的隔離，今年可以自由活
動，參加書展和各種講座的人都很
多，使人感受到香港人對書籍和文
化活動的濃厚興趣。」
希望今年的香港書展能成為一個

前進的契機，無論在文化、金融、
貿易和航運交通等方面，都能得到
很好的發揮。

香港書展話一二
朋友郵輪冰島遊，傳來一張寒氣逼

人的照片，令身處「熱島」的我們，
有清涼解暑之感；朋友也因為未能趕
及購票「出海觀鯨」，而只能在郵輪

上悶坐冷板凳。
倒是身在「熱島」的香港，觀鯨「快樂指數」飆

升，近日西貢水域有布氏鯨誤闖淺水區覓食，被眾
多觀光船近距離包圍，以致背鰭有螺旋槳造成的傷
痕，安全情況令人擔憂。專家指，鯨魚對噪音很敏
感，突然的移動和人為滋擾，都會破壞牠們的自然
行為和遷移模式。有關保育團體和專家建議，政府
應考慮暫時封閉該水域，禁止船隻駛近，或在該區
域實施限速安排。
如果有外遊阿拉斯加或沖繩「出海觀鯨」經驗，

都會看到鯨魚自由自在游弋的壯觀情況，幸運者看
到鯨魚的「噴水水柱」、「頭尾擊水」、「躍身擊
浪」、「浮窺」等動作。原來「擊水」動作是為了
恐嚇侵略者，「躍身」是傳達求愛訊息，垂直「浮
窺」是觀察游水的方向。反觀香港西貢觀鯨，大包
圍下的布氏鯨，好像闖進了「劏房」一樣，因環境
所限，只能張口覓食，活動也是無所作為；協助牠
回到大海，重回生活軌跡，是我們應做的事。
年前也曾參與過阿拉斯加郵輪之旅，觀鯨、觀熊

都驚鴻一瞥。每年夏天是阿拉斯加冰川灣的旅遊旺
季，為當地帶來可觀的收益。專家說，重量級郵輪
發出的噪音，令鯨魚的家變了「擁擠的酒吧」，鯨
魚要「大聲地說話」，才能令對方聽見。有科學家
觀察到，在新冠疫情期間，各國旅遊業停擺，反而
讓大自然生態得到休養生息，阿拉斯加冰川的座頭
鯨，在疫情期間變得快樂，因為沒有大型郵輪，也
沒有遊客賞鯨船，海上交通量下降，海底異常平
靜，鯨魚對話的音頻，不用刻意放大，在聲音傳遞
清晰的情況下，鯨魚分布的地點更廣闊。疫情過
後，遊客又來了，相信鯨魚的「快樂指數」，恐怕
又要因此下降。

牠闖進了「劏房」

日本8月排放福島核
污水之前，不妨先重溫
兩段舊聞：1970年工業

污染水曾導致畸形孩子臉出現，儘管
工業污染水未必是核污水，可見任何
工業污水有害已成事實；日本9.0級
地震後，出現本來是小魚變成壯如人
體的大魚，已經令人驚異了，也許大
魚肉多，一網千斤，切成魚生，入罐
外銷，毀屍滅跡後還可視為國家財富
的「喜訊」，才沒引人注意。（貴賣
問題食品，才合侵略國先謀財後害命
原則嘛！）
同時出現的九足章魚卻引起不少評
論，專家說章魚九足也曾在其他地方
出現過，但是不遲不早偏在鄰近福島
核電站出現，證明輻射影響章魚變異
也是事實；換言之，所有九足章魚，
也是受過不同類型輻射污染，總之都
是令人害怕的輻射。
日本一向崇尚軍國
主義，今日肆意復
辟揮舞軍國主義陰
靈旗幟下，當年狂
吞整個世界的野心
已蠢蠢復甦，核污
水堅持要排放到太平

洋，威脅到多個國家人民飲食安全而
不顧，岸田支持度日見新低，連87%
本國人民認為有損國家形象仍置諸不
理，對國際全無責任感的軍國主義橫
行歷史本性，今日已見全面暴露無
遺。
特區政府為食安及時禁止福島十縣

食品，本來是順應民意才果斷立法，
試想普通工業污染水的輻射已經嚴
重，何況是形同猛獸一樣的核污水。
生果店中還隆重標明日本的超高價生
果；無知小食店為「招客」標明日本
雞蛋的蛋撻，盲目的哈日者仍照買如
儀，是存心捨身護日嗎？
核爆後日本食品亦早已味非其味，

日本國內亦有傳聞，認為稍為安全的
本土產品不會外銷，笨拙的哈日舌尖
對日本的食品總吃不出來，不外乎物
離鄉貴的心理因素作怪罷了，大阪一

個日本朋友長年就吃
「中華料理」。
福島十縣食品禁止

進口後，轉營不同家
鄉食品何嘗不是新的
生機，中國廚師高手
多，食肆老闆到內地
搶人才也是時候。

防核於未然

與父親一起過了一個沒有吃糉
子的端午節。
南充是座千年古城，從父親住

的鄉下到城裏很近，大約只有20公里的路程，
燕婷夫婦第一次來，自然不能總是呆在鄉下吃
桃子摘李子看雞飛狗跳，家偉便安排了南充半
日遊，在端午這天帶他們，冒烈日參觀了
《三國志》作者陳壽紀念館——萬卷樓，以及
在嘉陵江畔聳立了千年的白塔。
離開南充回到一江之隔的龍門鎮，燕婷在

家偉尋到的飯店請父親和我們吃飯。家偉趁
等上菜的空隙飛快地跑到街對面的鍋盔店買
了幾套鍋盔夾涼粉，對於這不起眼的川北小
吃，在南充久住的父親照舊是沒有什麼興趣
的，燕婷夫婦倆多是對它感到新鮮好奇，而我
則是接過來就狼吞虎嚥，儘管鍋盔很大，涼粉
很多，還是一口氣就吃完了。結果，菜還未上
桌，鍋盔涼粉就填飽了肚子，心裏亦因為它而
填滿了回憶。和鍋盔夾涼粉一樣，龍門碼頭在
我從前的文章裏出現的次數也很多，自然也是
要帶燕婷他們去看的。
到龍門碼頭的時候已是傍晚，彩霞滿天，把

江面映得紅彤彤的、金閃閃的，龍門沱的水流
緩慢，在夕陽下靜若處子。父親和家偉說，江
邊的龍王廟年復一年，被龍門沱的大水淹了一
次又一次，導致江邊上雕塑的娘娘像的頭被水
流沖掉了一次又一次，補了一次又一次，後
來，隨遇而安的龍門人懶得再給娘娘補頭，乾
脆在石崖上給娘娘畫了個頭……反正還是要再
被水淹的。因為娘娘頭的故事太有趣，倒令得
大家忽略了鯉魚跳龍門的傳說。
中國有「龍門」的地方很多，鯉魚跳龍門的
傳說也無處不在，各地的人們似乎都很介意自
己所在的「龍門」是不是「正宗」的。南充的
「龍門」歷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然而龍門鎮的
人們安逸灑脫慣了，好像並不在意龍門的正宗
與否，對他們來說，不管是否正宗，它自古以
來就一直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就像龍王
廟旁的娘娘像，即便她只剩下一個畫在石崖上
的頭，也絲毫不會影響供奉她的香火。
龍門碼頭改建後的大壩規劃並不好，上面擺

壩壩茶的、賣小吃的、賣各種小玩意的胡亂地
擠在一起，黃昏過後，大壩上的人大聲地吼叫
，音樂亂七八糟地放，看來雜亂無章，卻

是充滿了熱鬧的煙火氣。
待燕婷拍夠了照片，我才得空告訴她，大壩
前面那片清淺的水域，從前是一片乾淨的沙
灘，還有一大片的蘆葦叢。我的外婆還在的時
候，常會帶年紀還小的我，走幾里路到龍門
鎮，買一套鍋盔夾涼粉給我，一路吃一路走到
龍門碼頭，兩人一起坐在碼頭邊的青石板上，
靜靜地看蘆葦飄揚，看江水遠去。
如今那些青石板也不在了，鍋盔夾涼粉的味

道卻始終沒有變，每次在龍門鎮吃鍋盔涼粉，
就彷彿外婆還陪在我身邊。
過了端午，第二天便啟程去雲南，對我只回
來住了3天就要走，父親眼睛紅了，但他沒多
說什麼，只是一大早就去摘了許多桃子，說順
路和我們一起到龍門鎮去賣桃子。鄉道狹窄曲
折，有時候看不到對面來車，便是一腳急剎，
父親賣桃子的秤砣被急剎車留在了我的車上，
滾落在座椅底下幾天後才被發現。
我並不擔心，任性的父親可以用任何辦法去

賣他的桃子，那個秤砣我便留下了。在路上，
有時候車子停下來，拿起它在手中掂量，能掂
量出一份沉甸甸的掛牽。 （呆在路上之六）

帶着秤砣上路

如果死亡是一次遠遊，父親走
後，我一直不斷地尋覓。轉眼間，
他離開 3年了，該忘記的沒有忘
記，在看不到的地方生出翅膀，撲
閃撲閃，往事輕盈如羽，清晰如
昨。
多年以來，我很厭惡自己的影

子，帶輪椅的車轍，走到哪裏都能被認
出來。直到住進醫院病房，走廊裏、電梯
間、檢查室，隨處可見相似的車轍，影子
也瞬間迷了路。然而，恍惚間我看到了父
親的身影，那麼的眼熟，又那麼的陌生，
他歪半個身子，細長雙腿，腳步踉蹌，
待我上前確認，卻發現認錯了人，不禁心
頭一緊。以至於那段時間，我特意選擇在
午後去門診樓，就是想再次確認，卻再次
撲空。我哭了，我根本追不上父親的腳
步——置身於時間的荒野，我看到的是衰
老期的「他」，半個父親在疼，半個我在
流淚，就這樣完成了一次對視。事實上，
我們活在當下，也活在過去，記憶的魅影
如影相隨，但好在有記憶，使我攀援這
根繩子，苟延殘喘地活。來到世上，父
女一場，我們在一起僅生活了35年，實在
太短，短得來不及提筆記錄下來。
父親自幼被抱養，1歲多時因奶奶看護不

慎，摔傷腰部落下殘疾。畢業後安排工
作，本來能夠順理成章進入高校，中途被
人擠兌，爺爺找到領導也未能挽回。或
許，身體本身就是命運，多年來他帶病
傷，就像拖一條無形的枷鎖，先後經歷
單位破產、下崗擺攤、女兒生病、中年喪
父，他始終保持隱忍而沉默，樂觀示人，
樂於助人，內心深處潛伏一座火山，隨
時都有爆發的風險。時間久了，他早就被
名目繁多的苦痛壓得喘不過氣來，腦血管
堵了，先是左側，後是右側，再後來，雙
側都栓塞住了，面對所剩無幾的逼仄空
間，他繳械投降了嗎？沒有。至今我清楚

記得，他最後一次出院回家後，每天坐在
床邊，打手電筒，瞇眼睛看報、讀
書，那樣子專注又可愛。那個時候，我尚
不懂得，受困於心靈的折磨並不比外部的
壓力小。他的苦，他的難，他的淚，他從
來緘口不談，連同自己的身世一起被封存
和窖藏在心底，直到生命的最後1分鐘。
父親性格耿直，待人實誠，最煩求人。

為了我，他卻沒少低下頭來求於他人門
下。小學入學的關口，因戶口晚來1年，
他低頭答應了校長提出的交換條件，20年
後在山上遇見校長，對方很知趣地匆匆離
開，前幾年聽說她因癌症晚期去世。初中
升學的時候，父親的同事家屬是教導主
任，只為打聲招呼的事，他不知徘徊了多
久才說出了口。後來，單位破產，老廠長
病逝，以前車間裏的女同事自告奮勇競聘
新廠長。為了找份值夜班的工作，父親硬
頭皮找她多次，又輾轉登門送禮，事後
才知道給她送禮的人多呢。晚上值夜
班，白天也不在家，騎自行車跑出去，一
整天不見人影，打聽給我治病的偏方，一
個父親的苦心孤詣並不比母親少，只是不
善於表達而已。如呂德安的《父親和
我》：「像過冬的梅花/父親的頭髮已經全
白/但這近乎於一種靈魂/會使人不禁肅然
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舉手
致意/父親和我懷難言的恩情/安詳地走
。」十幾平方的傳達室，恍若密不透風
的鴿子籠，我不知道父親在高溫天裏怎麼
熬過來的。裏面的廠房都租了出去，改建
成了大排檔，整晚上鶯歌燕語，K歌的、
醉酒的、打架的、失戀的……
多年後，一朋友和我說起，有一次跟客

戶去大排檔聚餐，不小心把手機掉進茅坑
裏，那是旱廁啊，惡臭沖天，抱試試看
的態度找看門的大叔幫忙，他二話不說用
竹竿給打撈上來，衣服濕得呱呱的，想
謝謝他，轉眼間他鎖上門不知去向。我聽

聽，眼角溢出了淚，很想告訴他那位
大叔正是我的父親，話到嘴邊還是嚥了回
去，因為父親知道了會不高興——他不事
張揚，做了好事不留名，且從小要求我要
謙遜。
大涼山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蘿的小說

《重生記》，做了回大膽設想：主人公是
個落魄的「淘金客」，在河面上撐船飄
盪，他想改變這種生活，於是來到南天
門，請求天仙幫自己實現願望。然而，他
的父母不答應，寧可溺死也不想重生。與
其說不願重生，不如說不肯回溯痛苦的記
憶。「我低估了他們的內心需求和某種對
生活隱忍的掙扎，再平庸的人類，也有他
想改變的東西，只是別人選擇隱忍，吞下
了所有苦果，而我，把這種改變折騰到天
上去了。」回到現實中，人生是單程航
線，沒有回頭的餘地——但是，往事就在
那裏，頑固地矗立在那裏，使我來回往返
和漂移。走在大街上，邂逅與父親年齡相
仿的人，我不由自主停下腳步，看得眼底
發熱；出入小區時，遇到與父親一起長大
的鄰居，望他們不再年輕的樣子，滿頭
銀髮，後背佝僂，我的心裏一陣痙攣，說
不出的失落感。
6月的最後一天，父親去世3周年。3年
的時間，並未有多少改變，但足以使一個
人能夠走出記憶的黑洞。無論發生了什
麼，我不再奢望從過去那裏索取什麼，父
母乃是生命的源頭，父親之死導致時間的
懸浮或分割，釀成了我體內的疾病，留下
了難看的疤痕，我除了帶它向前走，別
無選擇。抑或說，這個世上，沒有誰比誰
更幸運，較早地直面生死課題，了悟人
生，也不失一種幸運——某種意義上說，
我獲得了重生，精神層面的脫胎換骨，而
父親以另一種方式存在，他不過換了個地
方，陪伴我並肩走下去，走在雨和雨的間
隙裏。

重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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