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畫唐詩

不同人看待不同事
我和報紙專欄最
早的淵源來自於
2015年我參與區議

會選舉的時候。因為當時女朋友
的原因我經常上娛樂新聞，所以
慢慢和不同記者聯絡。我記得我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上一次報紙雜
誌的大封面，主題是什麼，幾乎
肯定都是感情因素吧，不是分手
就是復合、或者是和裕美的事。
我當專欄作家是因為記者的邀
請。可能因為我以前是大律師
吧，我寫字很快，也願意寫，有
報紙雜誌邀請我，我就寫寫。試
了幾次後記者滿意我，於是我就
寫到現在了。
寫了這麼久，我的趣事就是每

期必定拖稿。原因很簡單——我
很忙，總喜歡最後關頭再完成工
作。但每次最後關頭我都總是很
快的就能寫完。
就這樣，我也寫這個專欄寫了

好幾年了。隨着近年的科技發
展，報紙的網站版本也推出了，很
多時候我自己都是網上搜尋我自己
的文章。謝謝大家這麼久以來的支
持，知道有不少人每期都會買份報
紙，特意看我的文章。每次得到反
饋，我都感到很榮幸。

有人會問，寫專欄，有錢賺
嗎？答案是沒有，我也不缺。
那麼寫專欄是為了影響力嗎？

沒有，我自己本身就是影響力。
那麼是為了什麼？虛榮心？今

時今日作為專欄作家還有什麼虛
榮心可言呢？新世代的人好像連
專主專欄都不多吧？
如果你問我，我會說我就是喜

歡表達自己而已，而且是用文字
表達自己。
今時今日，還有一份每周出版

的報紙願意幫你將你寫的東西印
出來，已經很少了，是不是？
重點是，很多人將表達意見看

成是多管閒事、看作是不必要，
所以就不該做。我卻認為性格使
然，我根本沒辦法不去寫作、表
達自己。寫文章讓我感到暢快，
讓我能夠比不寫更感到開心，所
以我會繼續每周寫下去。
再次感謝一直以來各方的捧

場！未來，我希望可以開始將一
些更是我個人態度的東西拿出
來，即使大家未必完全同意，但
可以更感受到不同人是如何看待
不同事情的。「一樣米養百樣
人」，我深信大家多從其他人角
度看，自己都會提升很多。

國 產 動 畫 電 影
《長安三萬里》7月
8 日開始在內地上
映，映期橫跨了整

個暑假，到本周末內地票房估計
可達18億元人民幣，取得很好的
成績。眼看暑假即將結束，遲遲
未見影片在香港上畫，難道香港
學子又要錯過欣賞這部集中介紹
盛唐詩人的影片嗎？近年內地製
作了不少介紹中國歷史節目的專
題，像《中國通史》、《典籍裏
的中國》、《百家講壇》，以文
化節目加戲劇加影視化的方式，
展現中國文化中國智慧中國神
韻，通俗易懂也很吸引。
終於，影片8月25日在香港公

映了，雖然趕上「水尾」，但是
遲到好過冇到，算是給香港學子
的暑假一個驚喜。這部時間長達
168分鐘、號稱「史上最長的國產
動畫」電影，其實還可以說是
「史上用了最多唐詩的電影」，
有人統計過，片中共出現了48首
唐詩。
動畫片中看到李白、高適、杜

甫、王維還是第一次，3D電腦動
畫繪製的古代人物，從形象到氣
質維妙維肖，比真人飾演更逼真
形似，想不到用動畫展示歷史人
物別有獨到之處。唐詩是中國詩
歌的最高成就，唐詩作為詩的巔
峰一直被後代所傳頌。詩這種藝
術表達方式，從《詩經》開始到
兩漢魏晉，出現了無數作品，唐

朝之後的宋元明清，也有很多詩
作，為什麼人們只公認唐詩是當
之無愧的巔峰呢？
首先是唐詩的表現方法發生了

變革。從魏晉時期的玄言詩，到
南北朝時的宮體詩，把詩對形式
美的追求推到極致。但是華麗的
辭藻掩飾不了內容的空洞浮誇、
思想的刻板保守，初唐的詩人開
始拋棄這種文人雅士以炫技顯能
為榮的詩風。「初唐四傑」開創
新風，一方面開拓詩的表現形式
和題材，提倡清新詩風，一方面
發展追求音律美與對稱美的近體
詩，使唐詩更具內容美和形式
美，相比前朝，詩有了飛躍式的
進展。
新詩受人民群眾的歡迎，而百

姓對新詩的渴求，也挑起了新一
代青年詩人的創作熱情。大批讀書
人紛紛投身詩的創作，不斷湧現
精彩的新作品和天才詩人，《長安
三萬里》就是以這個詩的偉大時代
為背景，通過形象描繪李白、高
適、杜甫等傑出詩人的友情、身事
和作品，可算是一創舉。
不足之處是影片戲劇性不足，

人物欠缺細緻的細節描述，從頭
到尾李白就是展現「不羈」，高
適多是愁眉苦臉，他與李白的生
死之交只停留在平鋪直敘。故事
的述事表達，幾乎都是高適的回
憶，而且是身在戰場，大兵臨陣
的緊要關頭，一個統兵將領會有
這麼多閒情回憶過往嗎？

香港特區政府銳意發
展夜市經濟，有不少人
潑冷水，說一河之隔的深
圳什麼都比香港便宜怎會

有得搞？這是消極的做法，如果按消費
便宜來做標準怎麼還有這麼多人去日
本、新加坡、歐洲旅遊消遣？有人又說
疫情改變了市民的生活方式，每日早早
回家，也是有影響，但最重要還是要有
長遠規劃，生活習慣會隨時代改變，只
要有人在此生活就需要消費，香港搞夜
市經濟就不應該當作臨急救命的思維。
要當做長遠發展，成為旅遊資源。
想快速推動夜經濟要善用現有的資

源，不要像香港旅發局只懂花錢賣廣
告推廣美食和主題公園，搞一次性嘉年
華會就算了，從來不認真發掘旅遊資源
及文化旅遊線路。夜市可考慮將曾經
興旺的尖東、廟街重塑，搞環境美化，
加設遮擋風雨的措施。尖東夜景美但沒
有好好利用，人流少、商場冷清凋零很
可惜。現在的廟街又是一大段荒廢了。
無理由炎夏你仍期望人們坐在廟街邊焗
桑拿食嘢買嘢，是否要做些遮蔭設備
加風扇呢？電費由商販自付。對攤販
人性化管理、牌照優惠等等自然吸引
到有意做夜市的人。郵輪碼頭、西環
碼頭的交通配套，最適合做文青地
帶。不要一講夜市就只記得大笪地式
市集，食夜宵啦。早前深水埗舉辦數
碼盛宴，周末夜市大平賣，現場吸引
大批市民逛買，出現人龍證明了什
麼？就是有夜市經濟潛力。
香港既然知道年輕人喜歡到一河之

隔的深圳消費是什麼原因了，你就要
去了解消費者的心理，根據這些消費
群來設計，不是每每先想到目前的商家
有冇得做，奇怪在有店舖主話︰現在店
舖生意都不夠，還搞夜市來搶生意？喂
喂，什麼叫自由經濟？市場供求呀，各
有客源，你不能叫所有人有能力用四五
百元食個晚餐的，現在是為只有100元
消費能力的人製造平台，和為喜歡獨特
東西的人製造消費機會。
大家都是聰明人，既然香港沒有平

靚正的東西自然就北上找。不管你想
要什麼口味的、什麼價格的都能夠在
深圳找到你的所愛，性價比直接完勝
香港。據說羅湖「東門町」夜市，各
類小吃攤位林立，在一條街就能全方位
體驗到大江南北的美食，烤魷魚、酸辣
粉等十幾塊錢的小吃比比皆是，100元
能吃到飽。香港餐廳食東西價錢太貴，
隨便茶餐廳一碟菜一個飯70元，食川菜
一個水煮魚/牛肉已近300元。何來競爭
力？！飲食業指香港的租金貴人工貴是致命
傷，所以不要再鼓吹把最低工資提高
了，只會害了飲食業，不少人寧做看更
不做茶樓，酒樓老闆又不可支付高薪
金，形成不少做樓面的都是散工。
近期內地親友訪港發現商場商店、餐

廳晚上10點就陸續關門，催促客人埋
單，酒樓做不到第二輪客。坦白講，網
購盛行對店舖零售商已經造成好大打
擊，以往香港消費者不少都是白天返
工晚上約朋友逛街食飯聊天。能否回
復過去就變成雞和雞蛋的問題，睇你
是否願意先養好雞先啦。

香港搞夜經濟需長遠規劃

在香港往年男性
的癌症數目比女性
高，但2020年的統

計資料中顯示女性有17,476人被
新發現有癌症，超越男性的16,703
人，不過因為癌症而死亡的人數
仍然是男士高於女士。
作為負責婦女健康的醫生，我

很關注婦女特有或發病率高的癌
症，乳癌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
在2020年有接近5,000人被發現患
有乳癌，幸好過半數是早期，因為
愈來愈多人接受乳癌的篩查，在未
出現症狀之前定期檢查乳房包括
醫生臨床檢查、超聲波、乳房X光
造影等方法盡早發現，這大大增加
了治癒的機會，減少死亡率。
其他常見的婦女癌症，例如子

宮內膜癌、卵巢癌近年有上升趨
勢，和乳癌一樣，可能同多方面的
因素有關：遺傳基因、長期高脂肪
高蛋白質飲食、缺少運動、吃含有
女性激素的食物、過度的精神壓力
等等。它們佔整體女性癌症四成。
為什麼女性癌症增高？但死亡率
比男性少呢？原因很多，其中相信
同女士的定期檢查有
關，有些人覺得自己最
私秘的地方不好意思，
又擔心檢查帶來不適。
其實檢查方法很簡單，
所需時間並不是太長，
有經驗的醫生和醫療人
員會將不適減到最低。
以前有些人以為定期

做柏氏圖片，就是婦科檢查了，
其實不然。柏氏圖片只是用一支
棒刮起子宮頸的細胞拿去化驗，
看有沒有子宮頸癌，但萬一有子
宮內膜增厚、瘜肉或者卵巢的腫
瘤就看不到了。所以除了做子宮
頸細胞之外，婦科還要定期用手
檢查以及盆腔超聲波。做乳房檢
查、超聲波、乳房X光，發現問
題醫生可以跟進。
女性比較喜歡同親戚朋友分享

自己的事情，所以只要圈中有一
個人發現有病其他人就會去看醫
生，但男士卻不然。一般男性不
喜歡將自己的事告訴別人，顧住
工作有不舒服也不輕易去看醫
生，拖延治療，當不適忍無可忍
的時候才去看醫生發現已經是比
較晚期了，所以死亡率比較高。
當然篩查也需要嚴格的質素控

制，不是漁翁撒網，而是有的放
矢，做必要檢查，檢查後的跟進
和解釋非常重要，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心理壓力和恐慌。
預防勝於治療，早期診斷是治

療的關鍵。

婦女癌症篩查

上星期談起由杜國威（杜Sir）
編劇和何偉龍（阿龍）導演的兩齣
鬼劇之一的《長髮幽靈》，撰稿後

令我想起更多回憶。
《長髮幽靈》是阿龍把一個片場鬧鬼的傳說故

事變成一個集驚慄、惹笑、勵志、愛情、人情
味、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開心歡樂喜鬧劇。兩次演
出均大受歡迎，叫好又叫座，飾演「整容影后」
的演員劉紅豆更加獲頒最佳女配角獎。
後來，阿龍全職經營自己創立的劇團，在2013

年底再次導演《長髮幽靈》。這個版本的演員全
都與前不同，但仍然獲得很多觀眾捧場，相信令
觀眾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由邵音音飾演「整容影
后」一角。據說邵音音有次忘記台詞，情急之下
竟然說了粗話。觀眾聽到她的無心之失時，全場
大笑起來。於是，每次當她忘了台詞時，便使出
她的靈丹妙藥——說粗話，因為她知道原來觀眾
會因為她說粗話而大笑，便毫不吝嗇她的粗話
了。我坐在觀眾席上看到這個景象，禁不住駭笑
起來。
阿龍不但導演此劇，更加兼任演員。在演出期

間，一天他從床上摔倒在地上，整塊面和身體多

處都是瘀傷，狀甚可怖。可是，他不顧自己的健
康，亦不肯留院醫治，堅持到劇院繼續演出。我
看到他的臉又紅又腫，一塊塊又青又藍的瘀傷，
真為他擔心。可是，我知道無論任何人用任何方
法叫他以健康為重，不要再演下去，他都一定不
會聽，所以我只有希望他演畢其餘場次後盡快休
息，好好調理身體。
演出後，阿龍真的被送入醫院。由於他的健康

向來欠佳，而且導劇更令自己身心俱疲，所以他
近年每次完成一個演出後，身體總會出現毛病，
他在演出後被送進醫院已成指定動作，沒有人會
因此而大驚小怪。尤其是他這次進院後仍然在病
房門外的走廊與劇團職員開會，大家都形容他聲
如洪鐘，更加沒有人會擔心。
世事就是那麼叫人意想不到，當大家都以為他

會像平時一樣，休養數天便可以返回劇團繼續他
的戲劇工作時，他這次卻不能回家了。這個消息
對他的家人、職員、團員、學生、劇友都是十分
意外，難以令人接受。
阿龍把他的大半生貢獻在戲劇之上。他的離
去，除了令很多愛他的人傷心之外，亦是香港劇
壇的重大損失，起碼他苦心經營的劇團就在一兩

年後被閉團了。
《長髮幽靈》是阿龍其中一個得意「鬼」作，

他還有另一個在劇壇中曾現光芒的鬼劇，就是
《聊齋新誌》。
雖然二者同是鬼劇，主題和風格卻完全不同。

前者是一個都市傳說和喜鬧劇，引得觀眾笑翻
了；後者則是取材自《聊齋誌異》的悲正劇，其
人仙狐的故事令觀眾動容。
《聊齋新誌》的背景是明朝。主人翁孫潛為了

逃避宦官魏忠賢的追捕，率家人在深山隱姓埋
名，開設書齋授徒，譜出人鬼狐之間的愛情、友
情、師生情和對家國忠義之情的段段感人故事，
以及三界中角色的種種矛盾。
《聊齋新誌》在1989年首演，由阿龍主理的

另一個劇團灣仔劇團製作，獲得第二屆香港舞台
劇獎多個提名。2008年，阿龍再次全新製作《聊
齋新誌》。我最記得開始的一幕是一班鬼差押着
一班鬼魂上路。他們的扮相非常恐怖，更逐一走
到台下，令我很是驚怕。
《聊齋新誌》一直是灣仔劇團的戲寶。今年灣

仔劇團慶祝成立40周年，相信將會上演誌慶製
作，不知這個劇會否成為祝賀團慶的演出呢？

憶起舞台上的鬼劇導演

偶然走上專欄作者的行列，先從明報周刊及信報，
撰文一星期一篇。後來新晚報邀約每日專欄；夾在處
於離開打工階段，踏上自組時裝公司，事業剛剛起
步，工作量相當繁忙，工作室剪裁床上或者布堆中間

午睡甚至過夜是常態，卻無阻對專業以外，寫作興趣的積極，那是
自小建立的興趣。國外完成高中、大學（經濟）及時裝設計學院課
程，中文程度只是香港英文中學初中三，駕馭中文撰寫稿件的水平
極低，往往需要大本牛津中英對照字典在旁協助。
於新晚報撰稿未幾，收到香港《文匯報》附送的雜誌《百花周
刊》編輯來電，邀約每周一次為該刊撰稿；相信時為1988年左
右，自始跟香港《文匯報》結緣。
為本地、內地甚至南洋星馬不同報章、周刊、月刊、雜誌撰稿多

年，《百花周刊》為我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
當年內地有關流行文化的讀物並不普遍，能夠進入內地的香港報

刊雜誌更加鳳毛麟角。某次公幹上海，入住錦江飯店，辦理住房手
續時，從服務員到經理都跟我親切打招呼，以為這是一貫對人客禮
貌接待；情況稍稍不同，他們對人客禮待十分正常，但對在下卻特
別殷勤……原來源自《百花周刊》。每星期佔去兩頁周刊圖文並茂
刊出在下撰稿的稿子，以香港及國際明星名人流行文化為重點，原
來在內地頗受歡迎。稿子上則附上作者頭像，入住Check-In他們先
看到名字，對照人像核實，立時認出來。
當年內地有關流行文化的報章雜誌及專欄甚少，《文匯報》及

《百花周刊》提供的國外及香港資訊，成為內地同胞一個頗受歡迎
的流行文化窗口。想不到乘着《百花周
刊》的光環，筆者竟然獲得額外的禮遇。
被當年上海錦江飯店員工禮待不單止，

也因為《百花周刊》的影響力，成就了不
少美術及設計院校，甚至公開的大型設計
比賽，邀請在下與教授、老師及同學講課
切磋研究，擔任評委。也因為這點因由，
當年十分年輕的筆者，借機遊走祖國河
山，走遍大江南北，結識朋友無數；由撰
稿開始，得着人文地理的豐盛緣分，《百
花周刊》恩澤銘記心中，莫失莫忘！

回望《百花周刊》

導遊小趙
朋友出差，回來後帶給我幾個石

榴，說是去西安，在榴園裏買的。跋
涉千里，先不說車內是否擁擠，縱然
行囊寬綽，又能帶回多少？因此非常
感激地收下，選擇顏色紅潤的擺放在
桌面的工具盒上，看着這淺淺的緋
紅，腦海裏浮現出一個人來。

2001年的9月，在市婦聯的組織下，我們
去陝西考察，50餘人的車廂內，除了帶團的
導遊和乘務員，清一色是「半邊天」。隨着
火車光當了一夜，清晨抵達一個車站，導遊
吩咐下車，說華山站到了，大家紛紛翻下鋪
位，拖着各自的行李下了火車。
這時候，迎面跑來一個小伙子，懷裏抱着

一束鮮花。他疾步走到我們面前，用含笑的
目光向我們致意，與隨團的導遊交談了一
下，快步引領我們走進一個停車場。按照他
的要求，我們分別坐上了兩輛旅遊車，車門
一關，小伙子一邊自我介紹，一邊把鮮花獻
給了我們的領隊。我好奇地打量他：中等
個，剪着平頭，右肩上蕩着一個長系帆布
包，俊朗的面龐上始終掛着陽光般的微笑。
他便是導遊小趙，大家都俏皮地叫他「趙

導」。一路上，他都在給我們介紹沿途的風
景。在他的帶領下，我們按照行程依次遊覽了
華山、始皇陵、華清池、黃帝陵，還有革命聖
地延安。所謂「遊」華山，是因為我們上山
下山全程都是坐纜車，什麼「五里關」、
「青柯坪」、「千尺幢」、「百尺峽」，千難
萬險一難也沒有經歷便下山了，現代化的交
通工具，使我們輕而易舉地完成了數小時才
能完成的艱難路程。
作為導遊，小趙是健談的，他的語言表達

能力非常好，知識面也很廣，問及各方面的問
題，沒有難得到他的，相反，他經常給我們
出題讓我們猜。比如某某詩詞的作者是誰，
生在哪個朝代；或者背出幾句古詩：「一騎紅
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楊家有女
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他出上句，讓我
們對下句。開始我們並沒有覺得怎樣，大家胡

接一氣，哈哈一笑罷了，等他把問題點破，仔
細一琢磨，才發現話題掩飾得如此巧妙：他以
古人的詩句為引，給我們介紹着一個又一個與
陝西有關的歷史典故和遺蹟。
作為20幾歲的年輕人，小趙又是比較拘
謹、內向的。在我的眼裏，他實際就是一個
大男孩。導遊工作很辛苦，要不停的解說，
逐一回答遊客提出的問題，還要解決食宿，
滿足大家的購物慾。每到一個景點，要隨時
清點人數，不讓一個團隊成員掉隊。稍一休
息的時候，他就很少講話，似乎疲憊，雖然
臉上一直面帶笑容，我知道那是為了工作。
兩天後，和他熟悉起來，從斷續的談話中，
知道他是陝西人，家就住在西安，在家排行最
小。他原來是學建築設計的，行業不景氣才改
行考取了導遊。「西安這個地方……」他給我
們介紹西安的時候，每次都用這樣的開頭，
或許是他的習慣。但是我覺得，那是因為他
對古城瞭然於心的緣故，精彩紛呈的歷史和
文化圖景，深深根植在了靈魂深處，使他講
解起來游刃有餘。他給我們介紹陝西的歷史，
介紹歷時一千一百多年13個王朝的興亡，
「世界上三大奇跡是哪些？」他後來出題目給
我們的時候，竟無一人答錯。
西安，是華夏文明的搖籃之一，這座有着

古樸平淡的外表的城市，閃耀着輝煌的歷史
和燦爛的文化，閱覽之下，彷彿讓人回到了
兩千多年前的秦朝。走近古城牆，彷彿踏入
了古老的往事，登上城牆，可以看到古老文
化與現代文明的交融。與城牆相媲美的是西
安的大雁塔，它是中國古代佛教文化的象
徵，這座高聳入雲的7層塔寫滿歷史的印
記，見證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與繁盛。
從他的講解中知道，那幾年西安的旅遊業

發展得很快，僅臨潼每年的旅遊收入就達半
個億，更別說整個西安了。旅遊業又帶動了
其他產業，許多人家製作旅遊紀念品拿到景
點出售，一年下來個人和家庭收入頗豐。這
還是在20年前旅遊業剛剛起步的時候。
去延安的路上，我悄悄地告訴他，你不用

叫我阿姨，叫我大姐吧，並幫他招呼同伴，他
的小旗飄到哪裏，我們就跟到哪裏，從不掉
隊。他看我一直往小本子裏記東西，就調皮
地說，大姐不用記，回頭我給你買幾本寄
去。我以為是玩笑話，便說行啊，那你把所有
介紹陝西的書買給我吧。在參觀碑林的時
候，我只顧低頭看那些碑刻，猛抬頭，眼前
不見了「隊伍」，導遊也不知去向。我連忙在
人群裏找尋，後來在大門外找到了他，當我追
到一道紅門，剛要往裏闖，發現周圍全是男子
漢，這才明白追進男廁來了，趕緊遠避而去。
始皇陵像座小山，附近的地裏種滿了石

榴，遊人當作採摘園去玩。時值9月，一樹
一樹的石榴咧開多籽的嘴巴笑迎秋風。那是
我見到的最大的石榴，也是最甜最美的石
榴。除了這些著名的古蹟，西安還有許多值
得一提的美食，酸辣粉、肉夾饃和羊肉泡
饃，更是一種無法錯過的美食之旅。
十天之後，我們沐浴着金秋的陽光踏上了

歸途。深秋的一個上午，剛要下班，同事遞
過來一個沉甸甸的包裹，打開一看，是幾本
書，共有8冊，一本《秦俑縱橫談》，一本
《黃帝的祭典》，有介紹陝北人物風情的，
有介紹秦腔及安塞腰鼓的。除了書，裏面露
出一個漂亮的包裝盒，盒內盛放着一個精緻
的相框，相框裏鑲嵌着一輛銅車馬。
書中夾有一封信：「大姐你好，最近工作忙
吧，說過給你買書的，因為工作太忙，所以拖
到現在。目前西安旅遊還是淡季，再過幾
天，全國糖酒會在西安召開，旅遊的人便多
起來，到那時我們又要緊張的工作了，所以我
趕在這個時候才給你寄東西。一直想給大姐
買件禮物，想來想去，就送大姐一個銅車馬，
我想這個紀念品，即代表西安的特色，又代
表了中國曾經的輝煌……」頓時，那個幾乎被
我忘卻了的約定又歷歷在目。自此，我知道了
如果作出一份承諾的重要性，知道了是怎樣的
品德才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堅實的信任和敬
重。那一刻，彷彿我的手中捧的不是書籍和信
箋，而是滿懷的鮮花，朵朵如詩，芬芳馥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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