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亂世中創刊的大報

《亡命之徒》的偏好
由羅大佑、李宗
盛、周華健及張震嶽
組成的縱貫線，雖然

來頭甚大，但由衷而言出色的作品
也不算太多。
不過《亡命之徒》的確寫得好，
歌曲中最精彩的，是包含了一種跨
代的對話元素在內，其中亦暗藏成
長的體味，聽得人心頭大樂。
由張震嶽破題當然是恰當地選
擇（聽我說/我原來有個夢/跟你高
飛遠走/跟你一起走到白頭/但是
我/擁有化為烏有/忘記我們承諾/
忘記曾經愛你愛的那麼濃/我不能
帶你走/我犯了大錯/必須一個人
走/必須扛下所有罪過），他當然
是合適的浪子人選，更重要的是犯
錯出走正是成長的母題──有誰沒
有經歷過？因而也教人喚醒沉睡了
的陰影記憶。
接下來李宗盛的部分，正好是我
所指的跨代元素（喂/小子/我想我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發生在你

身上的/曾經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
生命裏出現過好幾次/對此/我並無
更高明的解釋/只是覺得今天說不
定是個合適的日子）。
沒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過來人角

度，大家不過處於同一平台，以同
流者的身份去分享人生旅程的惑星
軌跡點滴。
而當周華健進一步提出對社會的

控訴，容我按捺不住個人的對號入
座，其中如「為什麼/這個世界上/
就是有人窮得發瘋/有人富有/把鈔
票當作了枕頭/為什麼/新聞裏鼻酸
故事/只為了偷麵包給媽媽/充飢的
小偷」，更加教人難以拒絕產生與
羅大佑的聯想。
那本來就是從《未來的主人翁》

走出來的社會觀察，甚至可說是
《現象七十二變》的同途變奏版。
是的，時隔已經20多年，社會文
明真的有進步嗎？我不知道，唯一
確定的是──歌仍是會聽下去，至
少可給予自己一點盼望。

柯靈在香港時間雖
然短暫，但他老人家
很懷念這段日子：

「在香港的一年是
很愉快的一年，主要是在精神上，
而不是在物質上。在上海『孤島』
時期、淪陷時期、解放戰爭時期，
我過的一直是極度緊張的生活，危
險隨時在等待我。到了香港，雖然
它是被英國管治，這種危險卻解除
了。而且，那是個特定的時代，我
那時絕對沒有想到，革命勝利會來
得那麼快，那日子真是過得熱烈而
又輕快。革命勝利以後還會有些什
麼困難，什麼曲折？是做夢也沒有
想到的，更不用說什麼『文化大革
命』了。我至今一閉眼就可以看見
香港的湛藍的海水，我那時的心
情，就像海水那樣透明和動人。」
柯靈治學嚴謹，文筆優美，他自
稱：「我曾經長期當報刊編輯，煮
字烹文，一手伸向讀者，借墨結
緣，弄雲作雨，播火傳薪。此中況
味，甘苦自知。」
柯靈在回憶錄，曾經談到他在上
海孤島的《萬象》，與張愛玲曾有
一段因緣——

「嚴格來說，最先刊載張愛玲文
章的是周瘦鵑主編的上海雜誌《紫
羅蘭》，上面登有張愛玲的小說
《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

接編《萬象》的柯靈讀到張愛玲這
篇文章後，為之擊節讚賞，認為是
一個『奇跡』，便千方百計找她寫
稿。結果在偶然的機會下，給柯靈
遇上這位才女。張愛玲當時可謂初
露鋒芒，她給《萬象》的第一篇稿
是《心經》，在柯靈這位伯樂不斷
鼓勵下，張愛玲很快便走紅了，蔚
成了上海炙手可熱的女作家。」
柯靈有一段話說到骨子裏去了：

「我扳着指頭算來算去，偌大文
壇，哪個階段都放不下張愛玲，上
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張愛玲後來到了香港，也是經歷

過香港淪陷，並且給她以寫作題
材，成為張愛玲另一個創作高峰
期。
可見這次不是亂世出英雄，而

是亂世出作家。（見拙著《這情
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北京作
家出版社）
走筆至此，我想說的是，匯集

名家的香港《文匯報》，也是在
亂世中創刊的，蔚成洋洋灑灑的
大報！
值茲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

年，作為《文匯報》的讀者、作
者，我謹在此以不工整對聯祝賀：

七五年治亂興衰都歸大手筆
幾萬里見聞考核收入紙版面

（下）

幾位富二、三代的朋輩們（他們的經濟能力
是獨立的）從中國成都旅遊回來，在聚會中，
他們說此行目的是現場觀看在成都舉行的「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世大運），特別是「高台

跳水」項目，更是他們的「超愛」：「終於看到『消失的水
花』絕技啦！國家隊『夢之隊』跳水運動員真是好勁，毅力
驚人，值得為他（她）們的成就『拍爛手掌』，佩服得五體
投地呀！所以話，眼見為實，真不枉此行。」
朋輩們情緒興奮地你一言我一語在細說「成都之行」的所

見所聞，但他們同樣在「吐槽」着一件事：「真是不明點解
香港的報紙報道『世大運』的消息好少？今次『世大運』開
幕閉幕的現場氣氛及製作好好睇，令人大開眼界，尤其是閉
幕，代表成都的『太陽神鳥』簡直就似是『橫空』飛出來一
樣，好震撼！能夠在現場感受一切，真是視覺和心情『零舍
不同』，好多東西在言語方面都難以形容，到家我們還好
記得那隻神鳥的風采。不過成都極重『辣味』的美食，我們
真是習慣不到！」
「成都的朋友帶我們出街食飯，街頭巷尾企滿好多來參賽的

外國運動員，他們比我們還要『忙』，嘴巴裏嚼着食物，一邊又
要拍照打卡……食肆酒吧都坐滿不同國家的外國運動員，成張
枱亦放滿食材，還不時聽到他們話：『Yummy！Yummy （好
食！好食）！』他們辣到滿頭大汗還一副『享受』的樣子！中國
的各種美食，的確有它的魅力，令人『食指大動』。」
朋輩Jason滔滔不絕地說：「成都朋友還託人帶我們幾個人

入『運動村』參觀過（絕對做足符合大會規定的手續，沒有
任何特權），運動員住的宿舍房間比起四五星級酒店更
好，設備齊全，而食堂有着各國的美食，自助餐式任食任
飲！心想除了中國，其他主辦國又是否能夠做得這麼完美
呢？跟幾個外國運動員在食肆閒聊時，知道他們有人會到北
京遊玩三天兩夜，目的是為參觀頤和園及登長城，他們出國
不易，加上經濟能力有限，但今次會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告
訴身邊的親朋好友，因為他們極討厭有『不嫌事大』的人，
將體育運動牽涉到政治的種種造謠，他們相信自己的眼睛，親
身的體驗，這才是『真相』！除了比賽的獎牌，他們還在中國
收穫了很多。」
另一位朋輩邦弟表示這次成都之旅，使他更相信「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他們相約下一站是雲南麗江，因
有大理民族的特色服飾，該地的歷史文化古蹟等等，當然亦
有職業操守良好的導遊陪同，在世界各地遊客都怕成為「被
宰的羔羊」。

真相！？眼見為實
上周都在北京帶着小

女兒，幫大女兒安頓北
大開學的事宜。每年的8
月、9月，我幾乎都是送

女兒們去學校安頓，我們一起去到異
鄉，一起解決困難，共享寶貴時光。
隨著孩子們逐漸成長，我也需要不斷
調整自己，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家庭
幸福法則。
最近，內地一家電視台到香港拍攝

的《夢想改造家》節目，看了讓人有更
深的思考。在香港的這期，是這個節目
首次走出內地來到香港，主題是《獅子
山下的家》。節目中拍攝了香港鄭先生
的三口之家，和普通的香港市民家庭一
樣，他們住在旺角48平方米的一個舊
房子裏。鄭先生曾經在美國留學，為了
照顧父母回到香港，曾經從事跨國貿
易，直到51歲才和內地的一位女士組
建家庭，曾經分居兩地5年，最後團
圓，女兒今年也到了考大學的年紀。從
生活條件來講，這家並不富裕，但讓人
羨慕的是這個家庭的成員之間感情深
厚，彼此都為家人考慮，願意付出。鄭
先生在太太攜女來港之後，就減少出
差，盡量遷就家人。而女兒則特別懂
事，儘管70多歲的鄭先生鼓勵女兒自
由選擇，不用擔心經濟問題，但女兒為
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不願去海外求學，
而選擇申請去內地求學。
節目組最後幫助這個家庭設計改裝

了家居，完成了心願。
從這個平凡家庭的身上，我深受感

動，一些家庭幸福法則與我所想也頗為
相合。與家人相處，重要的還是要真誠
的溝通，為彼此着想，減少誤會。要多
認同，包容家人的挫折和失敗，重視心
靈層面的對話。而且要根據客觀的情
況，與時俱進，尊重家人的獨立和空
間。這次我陪女兒到北京，感受到女兒

的成長和成熟。以往宿舍的清掃消
毒，需要置辦什麼，都是我一手包
辦，但這次小女兒主動幫助清掃，購
買物品也是女兒自己通過網購解決，
我一方面感到輕鬆，另一方面也為她
們的變化感到自豪。與她們之間的關
係，我覺得孩子們更主動了，開始積
極為家人付出，這樣的家人關係建立
其實需要時間，從小的付出和溝通，
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和她們之間的
感情不是一天形成，而是需要積累、
溝通和分享。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間
要真誠，有什麼感受，有什麼想法，
都要講出來，大家就彼此了解，不會
誤會。
還有一點，要尊重家人的獨立性，

要「樂其心，不違其志」，特別是尊重
彼此的底線。女兒告訴我她們敏感的話
題和辭藻，我就會特別避免，用另外表
達方式去溝通。因為如果你的初衷是很
正面的，但是你用了她敏感的方式，效
果往往適得其反，變成很負面。所以從
另外一個方向去和她溝通的話，就沒有
問題。家人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錯，而
是在於包容理解和支持，要多點認同，
多點鼓勵，多點心靈的慰藉。
所以家庭的幸福法則最根本的就是

讓彼此舒服，這是一個高層次的境
界，還有生活的困苦更需要精神上的
充實和光亮，能為別人考慮，甚至犧
牲，本身是快樂的事情。最近香港影
星梁朝偉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
金獅獎，他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演員。為他頒獎的大導演李安曾經稱
讚梁朝偉「才華橫溢是一種天賦，但
持續地展示善良和為他人著想則是一
種成就。」我覺得這種成就更應該在
家庭中就開始培養，因為幸福真的無
關才華、無關物質，真正在於彼此間
的理解和溫暖。

家庭幸福法則

近 年 有 很 多 特
別，因緣際會，接
觸到很多不同的演藝

界別朋友，先是粵劇界，打從李居
明大師接辦了新光戲院之後，我便
跟着他與「鳴芝聲」劇團工作，如
今已十多年。最近，李大師和鳴芝
聲合作《莊周蝴蝶夢》。李大師接
着還有歷史劇《小平你好》，以創
新的方法演繹歷史。
還有完全意想不到的是，我跟着
兩位前輩汪曼玲和陳善之看桃花源
粵劇工作舍和香港舞蹈團合作的
《紫玉成煙》，在汪曼玲大姐的安
排下，我幸運地被安排參與桃花源
的大型演出《帝女花》65周年專業
版的9項演出活動。活動去年正式
啟動，卻因為疫情，15場在西九戲
曲中心的專業版演出，只演了一場
便因為全部娛樂場所停止運作，桃
花源粵劇工作舍十分無奈地停止演
出，並被迫把大型布景損毀，因為
前景不知如何，大型布景的存放倉
租到何時，布景隨時間消耗，質素
難保。
直至年底，疫情漸遠，《帝女
花》才與香港管弦樂團完成了《落
花滿天．管弦光影之旅》，只演兩
場，卻得到極大回響，以至他們再
次興起念頭，明年6月再過江與澳
門管弦樂團合作管弦之旅。
回頭說今年6月《帝
女花》專業版才正式
開始，全部台前幕後
歸位， 15 場專業版
《帝女花》、兩場
《拜將台》，一場學
生專場、一場學生朗
讀劇本和詩詞，再赴
澳門威尼斯人的 3場
專業版演出，《帝女
花》65周年專業版才
算得以順利完成。
往後，《帝女花》

還有他們一連串的計劃，且希望在
大灣區巡演，此事正在努力中。
而在《帝女花》中，如今很受歡
迎的其中兩位伶人王志良、林穎施
也很努力地參與粵劇發展工作，早
前王志良才與梁非同參與《新胡不
歸》的重演，之後梁非同又與梁兆
明擔演《新梁祝》。眼見新一代都
站上了更好的位置，作為觀眾那是
很有福分的。但新一代的出色表
現，一定不能沒有前輩的支持和鼓
勵。稍後羅家英便會與徒弟王志良
和林穎施於月中在沙田大會堂演出
4齣名劇，包括《焚香記》、《紫
釵記》、《小周后》、《章台
柳》。而《章台柳》又有新安排，
徒弟王志良演日場，師傅羅家英演
夜場，所以觀眾可以觀看日夜場，
便看到師徒演繹一個角色有什麼不
同，有什麼吸引之處。
能夠接觸更多粵劇戲曲之餘，近

年還接觸了舞台劇，真是我的運
氣，這其中又包括「進念．二十面
體」的舞台演出，包括稍後有他們
的《香港鬼喜劇》和《三少爺的
劍》。與此同時，北京一位舞台劇
製作人，還準備把她改編的韓國的
劇本，也想帶來香港公演，因為該
劇前幾年在內地巡演後，反應好
好，所以，她希望我能幫她做聯絡
事宜。

舞台魅力

下班的路上，邊低頭向前走，
邊打開手機聽小說，卻不小心點
錯了，點開的是一篇美文。伴隨

着舒緩悠揚的音樂響起，一個男中音緩緩地朗讀
着，寧靜沉着，又輕鬆愉快。
一天的工作，此時已很疲累了，看着馬路上

匆匆的車輛，人又莫名地焦躁。當耳旁響起舒緩
的樂聲，心情突然就悠揚輕鬆了，乾脆將錯就
錯，繼續聽下去。
朗讀的這篇文章是《新鮮的桂花茶》，尤其
喜歡這一段：「我們整個夏天到秋天都在談着桂
花的事，但又比桂花醬更好喝的，那是人的心
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間的情誼。這
世間，追逐名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邊事物（小
如一朵桂花）中找到清歡的人也不少呀！」
一路上，反反覆覆聽了很多遍，終於把這段

話記下了。對，記在心裏的還有這不期而遇的生
活中的小清歡。
現在正值金秋時節，桂花的盛開的確能為平

淡忙碌的生活增添了幾許情致和詩意。我眼前浮
現起表哥一家手拉手徜徉在桂花樹下的幸福場
景。愛上一個城，可能會因為一個人，但表哥一

家愛上一個城，卻是因為一朵花。
表哥表嫂起初在南方的那個小城打工時，我

們很多親戚朋友都覺得那裏離家太遠，到處都陌
生，又沒有親友幫襯，況且來去都費周折，不如
回到家鄉。他們不但沒有回來，後來竟選擇定居
在了那個南方小城。小城裏到處都是桂花樹，在
為生活打拚的時候，桂花的芬芳讓他們感到親切
溫暖。
緣由如此簡單，也許很多人視而不見的事

物，卻是他人生活中的亮光和清歡。
「每到這個時節，小城的桂花一開，走在路

上，風吹桂花香，心情總是美美的。」這是表嫂
昨天發的朋友圈。我知道，這幾天表嫂一定會給
我打電話的，每年桂花開的時候，她總要給我們
這些親戚一一打電話，閒話家常，給我們說說小
城桂花的盛事。表嫂的描繪太精妙了，桂花的香
氣彷彿長了腳，千里之外也能聞得到。
表嫂還喜歡做桂花醬，每年都會做很多送給

老家的親朋好友。平素裏，大家都忙着各自的生
活，但一瓶甜甜的桂花醬讓大家之間的距離近
了，情誼也更濃厚了。桂花的甜香在時光裏輾轉
保存，芬芳着我們的日子。

記得讀書時最喜歡「桂子開花，十里飄香」
這句話，那時候，圖書館旁邊的林子有幾棵桂
花樹，只要桂花一開，整個校園都甜絲絲的，
走到哪兒，秋天爽朗的風都能把桂花的香味送到
身邊。
圖書館3樓的走廊右邊窗下有一排自習桌，窗

外就是桂花樹，這裏的位置需早早來才能有空
的。從文學書庫裏選兩本喜歡的小說，坐在那裏
悠然而讀，一抬頭就能欣賞到窗外金黃的桂花。
時光裏的桂花香給美好的青春韶華以輕鬆浪

漫，也讓後來的路一步步踏實而溫暖。每到秋
天，想起桂花的往事，聽到看到有關桂花的點點
滴滴，簡簡單單的人世小清歡，卻讓人神往傾
心。

風吹桂花香

開在廢墟上的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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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英哥說：「我做粵劇有60年啦！希望志
良、穎施將我們廣東粵劇傳承下去！」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我
在一線做記者13年，在編輯部工作7
年。採訪過的新聞現場、參加過的記
者會，不計其數，有一場開在廢墟上
的記者會，尤為難忘。
那是2008年5月24日，汶川地震
第12天，通往震中映秀的路仍未全部
打通，幾經輾轉，我跟幾位同行一起

擠上了一架從成都飛往映秀的直升機。那是
一架四面透風的米-171，螺旋槳的噪音特別
大，透過窗口看下去，連綿的山脈因為連番
地動山搖，隨處可見的山體滑坡痕跡，猶如
巨大的傷疤，看起來觸目驚心。直升機飛了
大約40分鐘，停在映秀鎮一塊布滿砂石的空
地上。不遠處，是一大片帳篷，軍綠色的、
淺藍色的、橙紅色的，不少穿着防護衣的
人，背着藥箱正在遍地殘垣的廢墟上進行消
殺。出於職業習慣，我快步走進附近一條依
稀可辨的街道，攔住了一位全副武裝正在消
殺的衞生人員，希望能從他的口裏獲得一些
有效訊息。
就在這個個案採訪快要結束時，我看到

剛剛路過的空地上，有一架直升機正在降
落，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了，是時任外交部
副部長王毅。有同行即刻停止正在進行的採
訪，朝着王毅跑去，我也拔腿跟了上去。
王毅跟我們握了握手，在叮囑大家注意安
全之後，他發布了一個重要訊息，溫家寶
總理馬上就到。
很快，溫總理風塵僕僕從一架剛剛降落的直

升機走了下來。才幾日工夫，眼見他兩鬢添
了不少白髮。汶川地震發生後幾個小時，溫
家寶總理就已經趕到了救災指揮第一現場。

當晚，他在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廢墟上的一席
話，給了深陷巨大悲痛中的人們一顆定心
丸：「我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趕來了，人
命關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樣難過。只要有
一線希望，我們就要盡全部力量救人，廢墟
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我們都要搶救到底。」
眼前的溫總理，滿臉倦容，神情凝重，站

在離我們不足2米的一堆石頭上，先後就災民
安置、災後防疫、次生災害等3大難題，直截
了當接過我們拋過來的一個個問題。採訪進
行了大約10多分鐘，天空又出現了一架直升
機，溫總理指着盤旋在上空的飛機，對圍攏
在他身邊的記者說，這是聯合國潘基文秘書
長乘坐的飛機，等一下我會和他見個面。
伴隨着直升機的轟隆聲，潘基文從飛機上

走了出來，並快步上前與準備迎接他的溫
家寶總理雙手相握。還在那堆石頭上，兩
個人轉過身背對着我們，舉行了短暫的會
見，然後又一起轉身面對着我們，舉行了這
場被網友們稱為中國外交史上最震撼的一次
記者會。
我記得當時是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

率先發問，他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這次的地
震中會有如此的新聞開放？溫總理語氣堅
定地答道，在這一次的災難面前，我們歡
迎各國的記者來這裏採訪，因為我們相信你
們的良知，相信你們會公正、真實地報道本
次災難。
溫總理說，當前我們正舉全國之力投入抗

震救災工作。我們堅信，有國際社會的支持
和幫助，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奮戰，一
定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抗震救災的勝
利，重建災區美好家園。

潘基文在隨後的提問裏也語氣凝重地表
示，我來到這裏，就是要表明包括聯合國在
內的廣大國際社會同中國人民堅定地站在一
起。聯合國願繼續盡全力為中國災區重建提
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幫助。
就在這場廢墟上的記者會準備結束時，溫

總理對現場的記者說，請我們記住地震中的
死難者和救援人員英勇奮戰的情景，讓我們
記住各方的幫助，請記者們原諒，我不得不
提早結束這次答記者問，因為我們還有很多
的事情要做。
可能是連日不眠不休的工作疲憊，和一直

身處巨大災難中積壓着的悲傷情緒，在那一
刻忽然地不受控制了，整場記者會，一手舉
着錄音筆，一手拿着照相機的我，始終無法
讓自己不斷奔湧的眼淚停息下來。不遠處連
片的廢墟，不時滾下碎石的山體，都在淚眼
裏模糊成了淡淡的灰白色。
這時候，我聽到現場的記者，聞訊趕來的

災民，還有救災的解放軍官兵，不約而同喊
出了一句讓人動容的話：「總理辛苦了！」
這場廢墟上的記者會結束後第7天，我正

在綿陽採訪災後安置時收到了一條消息，一
架米-171直升機執行災區救援任務時，在映
秀鎮上空遭遇低雲大霧和強氣流不幸失事墜
機，來自成都軍區陸航團的邱光華、李月、
王懷遠、陳林、張鵬5名機組人員全部遇
難。從此，這5位英雄的名字，便刻在了我
的記憶裏。一份創刊之初，就堅守與家國共
擔榮辱信念的報紙，一份至始至終把對人的
情感、對人的關懷、對人的關注，傾注在字
裏行間的報紙，也自然而然具有了人的溫
度。身處其中，何其有幸。

◆桂花的香，分外清新。

20232023年年99月月131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

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

B7
◆責任編輯：葉衛青

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副刊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