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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導演的《戀戀紅塵》
2023年最後一季說是
鍾澍佳導演的劇集巡禮
展相信也不為過。10月

和11月份先後在TVB和內地媒體
播出了他執導的電視劇《香港人在
北京》和監製的《新聞女王》。12
月7日，另一套由他執導的《戀戀
紅塵》（見圖）也在內地播出了。
挾着這陣子的聲勢，大家都希望多
看他的作品，嚴格來說是多看他近
期的作品。鍾導早在1988年已開始
參與TVB劇集《無冕急先鋒》的幕
後工作，擔任助理編導，《無》片
的卡士陣容殊不失禮，演員包括邵
仲衡、黎美嫻、甄子丹、吳鎮宇、
姚正菁、鄭艷鳳等，連周星馳也有
份參演，對一個當年的新導演來
說，相信是很珍貴的經驗。
憑着努力和天分，他在TVB不單
能站穩陣腳，還爭取到不少機會，香
港劇迷相信對《壹號皇庭》、《笑
看風雲》、《天地男兒》、《難兄難
弟》等劇都不會陌生，正正都是鍾導
的佳作。轉了跑道走進內地，鍾導
的作品依然強勁，《蘭陵王》、《長
月燼明》都繼續得到內地觀眾的掌
聲，這也是過去我們港產導演與內
地團隊合作的成功例證。
《戀戀紅塵》是一部都市言情
劇，男女主角分別是徐開騁和古力
娜扎。以香港觀眾來說，對徐開騁
的印象相信還不及古力娜扎，但看

罷整套劇時，你又會重新植入徐的
形象角色，到底他都是一個身材健
碩的陽光青年，畢竟徐的真實年齡
已超30歲，很難形容他是個陽光少
年！古力娜扎的情況也是如此，她
在劇中扮演一個有醫生不幹，選擇
和閨蜜開設女性用品潮流公司的美
女。提到美女，大家會發覺古力娜
扎這類少數族裔長相的演員，傳統
上的電視觀眾，通常都會有些保
留，但《戀》劇中的古力娜扎活像
個時裝模特兒，每次出場都幾乎配
搭上一件耀眼奪目的時尚服飾，她
這方面的優美已完全征服了觀眾的
眼睛。
近來看多了內地劇，發覺他們的

說故事手法有時也十分特別，不知
是導演還是編劇的要求，在劇情中
加插了講述古力娜扎和幾位女生，
以義工身份到山區協助徐開騁飾演
的救援隊隊長救災，其中一位女生
發覺自己女性經期到而不知所措，
古力娜扎義正辭嚴地教訓了女生，
那段拍得真的很像生理健康公益
片，倒也讓我們了解更多內地女生
的生活態度。

FIRST青年電影展
這一站是香港。一早
接到邀請，因為疫情
曾經推卻影展邀請做

評委的盛情，這次來到香港，一定
要赴約了。
影展會場設在邵氏影城。很久沒
去邵氏影城，車進大門眼前一亮，
只見井然有序大氣莊重，這裏是亞
洲最大最先進的電影製作基地，數
據技術中心和先進製作中心也已經
建成。進到主樓來到邵氏劇場，座
位、設置、設計都是一流，不遜於
香港豪華影院。簡單的開幕儀式
後，內地和香港兩地電影人一起觀
賞，FIRST青年電影展為香港站選
擇的6部電影短片。
FIRST青年電影展是中國最具影
響力的青年電影平台，以電影節形
式介入青年電影事業，發掘電影人
才和早期作品，加以扶持協助成
片，為產業儲備有成長空間的人才
和電影項目，並為電影產業新陳代
謝提供能量。每年都能發現和培養
出一批優秀的新銳電影人，運營15
年，成為一流電影文化交流平台。
不說不知道，通過這個計劃成為名
導的可是不得了，文牧野、忻鈺
坤、申奧都是在這裏被發現，起步
邁入影壇，而今是電影界最有實力
的主力軍。
FIRST通過篩選，為此屆香港站
特備 6部短片，製作者都是年輕
人。片長不過十幾分鐘，短片就像

小劇場獨幕劇，人物不能多事件不
可複雜，短時間內講好故事展示出
主旨並不容易。可喜的是6部小片
各有所述，角度獨特，手法新奇，
雖然未免稚嫩，但這一行，誰又不
是從稚嫩開始的呢？會場見到陳
果、張同祖等影界前輩，哪個不是
從基層做起的。
看片後是創作論壇，主人家準備

了豐富的茶歇，百多人匯集一堂。
內地有影展3部長片的新晉導演和
紀錄片導演，都很年輕；香港是陳
果導演、青年導演陳健朗，在下也
是其一。以影視人視角，講述兩地
創作人的視野，討論所關注的創作
方向和題材，各抒己見，氣氛融
洽。台下有從內地來香港演藝學
院、浸會電影學院學電影的年輕
人，一雙雙年輕且渴望的眼睛，充滿
活力和信心。香港曾經是東方荷里
活，香港電影一度風靡東南亞以至世
界，經過一階段的沉淪，現在正在重
新崛起，崛起的關鍵在青年。香港熟
練高超的拍攝技巧和專業精神，與內
地有規模有實力的大環境相結合，
攜手共進各展所長，拍出有分量有
質地的大片，重振雄風。
研討會後放映影片，主辦方邵氏

準備了自助簡餐，內地方面由衷讚
賞香港把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全。
《銀河寫手》是一部講述年輕人夢
想成為導演、編劇、製片人的經歷
和遭遇，有趣獨特，是兩位內地年
輕人的處女作。

現在各行各業都說缺
人， 被稱為「夕陽行
業」的新聞行業也難找
個認真專心做新聞的記

者。作為一個做紙媒出身的人，每次
聽到別人或同行是用「夕陽行業」來
形容新聞行業，心裏都不是味兒，坦
白說是有種為新聞行業判死刑的悲
哀。社會愈進步，愈需要多些新資訊
傳播，新聞學都是一個專業來的，為
什麼科技發達就令一個專業失去地位
甚至被淘汰？這是不正常的，是需要
行業從業員及社會大眾反思的事。長
遠而言，如果專業的新聞人員都消失
了，社會將會自食苦果。
如何讓「夕陽行業」見朝陽是最大

的挑戰，但也必須做。正如早幾年香
港電影被指「夕陽」，但仍有影人在
努力做，近年也開始見朝陽。TVB的
熱播劇《新聞女王》，你可能只着眼
兩批新聞人員在鬥法，其實是講新聞
工作者在現實中堅守新聞專業和新聞
道德的困難和重要。
自從網絡發達、社交媒體旺盛後，社
會上鼓吹起一陣熱潮，「只要一部手機
在手人人都是記者」的說法，實在有點
荒謬，既然那麼簡單那大學設新聞學
做什麼？學生花幾年時間讀書幹什
麼？當然人人可以做記者，是「記錄
者」不是新聞記者。重視行業專業傳
媒機構自己有責任，社會大眾有責
任，許多人沒有區分開專業與不專
業，更沒有想到專業與不專業地報道
一件事帶來的影響：是會影響社會的
道德價值觀的建立是否正向，而社會
風氣來自道德觀念。近年發生不少奇
怪慘案 ，家庭悲劇都是來自價值觀道
德觀薄弱影響，人與人之間講個人利益
行先，矛盾自然激發。大眾對於不正當

的觀念行為不批判，聽之任之，青年人
都認為是沒問題，漸漸到做人處事上也
照樣個人利益行先，連讓座給老人家也
不肯，令人搖頭，搖頭之餘大家反省一
下你是否幫兇？你有沒有抵制看那些為
創高流量不擇手段拍的設計式短片，故
意誤導人的假新聞？
傳媒人在社交場合碰面，通常都在
談論現在做紙媒的都在兼做電子媒
體，什麼網站、微博、Fb、Ig、小紅
書、視頻應有盡有，已經沒有純粹出
版報紙的機構了。而大家都認同手機
上看新聞是趨勢，不可逆轉只是誰能
告訴你怎樣才可以賺回成本，令機構
生存下去？令辦報老闆不蝕錢？
記得當時有位商業報紙的管理層
說，電子媒體都做了幾年了，至今仍是
支出大於收入，許多廣告收入仍舊是靠
紙媒（報章廣告），所以都不知怎麼辦
好。兩樣也放棄不得，如果連報章廣告
都沒有怎麼辦？兩者兼顧負荷又重。相
信香港大部分傳統媒體遭遇都一樣，努
力轉型，投入人力物力，希望追上時代
步伐，可惜是你兼顧兩種媒體操作上
沒有那些純電子媒體快速敏捷，因為
傳統正規傳媒是重視強調新聞是自己
記者親身採訪、拍攝的，而不像機會
主義者依賴盯緊「公海」捕捉生物，在
資訊大海上左抄右撈組成的稿件就可成
文章。
當然現在紙媒也有在資訊大海上撈有
價值的生物為己用，但只是少數量，紙
媒的資訊供給資訊大海的數量勝其他媒
體，收入回饋又不一樣，現時的廣告商想
法也改變，流量第一，某種消費產品分
配給網紅、博主的廣告費比報紙還多。
創造高流量的人很懂得運用手段吸睛
（也是一種網絡市場學問操作），但廣
告商需明白正規媒體不同的就是專業。

讓「夕陽行業」見朝陽

香港這幾天比較寒
冷，吹着冷風，對於
冬至和聖誕有些涼

意，即使沒有下雪也非常之應節，
我有朋友在北京和東北拍攝那些白
雪紛飛的相片，特別是雪中故宮的
紅牆那種美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
可惜我不能實地去欣賞，只能看着
這些影帶望梅止渴。
在我們歡天喜地迎接冬天的到
來，在甘肅地區卻出現地震，令到有
些人流離失所，也有些傷亡，心裏面
非常難過，幸好政府馬上出動救護人
員去災區拯救，我很佩服這些救人
英雄在冰天雪地裏爭分奪秒地救助受
困的人，特別是奔赴前線的軍人，他
們一張張孩子臉，深深印在我的腦海
裏，令我非常感動，哪裏有災情哪裏
就有他們。我真希望配合先進的機器
和救援儀器能令到傷亡降到最低。
香港各界的朋友知道甘肅發生地
震，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支援災區，
出錢又出力，展示人間的大愛。如
同冬天的陽光，送去溫暖和愛。
在冰天雪地中遇着房屋倒塌、道

路不通、受傷影響活動能力，在等
待救援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保溫，如
果失溫過度會引致低溫症甚至死
亡。特別是老人家和小孩子一定要
保溫，即使一件厚的衣物、厚的被
鋪、一些食物，已經是救命的物
品。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動用所有的
資源，快速支援該災區的老百姓。
在北方的冬天，雪地上很濕滑，有
報道指北京的積水潭醫院在下雪的
那幾天，骨科求診的病人特別多，因
為很多人滑倒。事實上，隨着醫療水
平提高、壽命的增長，老人家多。60
歲的人雖然生活能夠自理，頭腦很靈
活，但是女性有一半、男性有三分一
的人有骨質疏鬆，在雪地上行走很容易
滑倒，用手撐着很易引致手腕橈骨骨
折，腳滑引致大腿骨骨折，屁股一着地
引致脊椎骨折，這是非常常見的，所以
在北方下雪天、南方的春天下雨時老人
家最好留在室內，盡量不要外出，以防
滑倒，平時最好多做運動練習太極，
令身體能夠在失去重心時也不易跌
倒，萬一跌倒了要檢查是不是扭傷或
者有骨折，找適當的醫生治療。

冬天陽光

一次，我與一位上世紀八十
年代入行的電視藝人聊天，談
到八十年代的電視劇。她說︰

「那個年代的電視劇很保守，不像現時那樣
前衛和有創意。」
我並不同意她這個想當然的論調。若香港
的電視台是一個人的話，七八十年代的電視
台就是一個人的青少年或剛成人的階段。這
個時期的人創意澎湃，意志自由，沒有受到
太多固有的思維限制，可以盡情發揮。相比
現在的電視劇，面對着太多政治、社會、商
業、人事等等的考慮，那時候電視劇的監製
擁有很大的自由度去嘗試和創作。
就舉最近在無綫的黃金台重播的《衝擊》

為例。我是無意中發現此劇正在重播，腦海
中立即出現了戚薔薇和顧漱石這兩個角色名
字，因為它們很特別。不過，若問到劇情關
於什麼，我卻不知道了。既然不認識此劇，
又有緣碰上，便當新劇來看。

一看之下，發現這齣1980年播映的舊劇實
在前衛得不得了。
首先，狄波拉飾演的商界名女人戚薔薇表
面上是一家旅行社和俱樂部的老闆，實則上
她經營的是伴遊公司。說得直接一點，她是
為顧客提供色情的「伴遊」服務。不過，她
的客人全都是富女，所以她的「伴遊」職員
都是俊男。換句話說，都是男妓。
任達華飾演的顧漱石和湯鎮業飾演的雷朗
生都是戚薔薇屬下的男妓。
我單是把這個故事背景告訴別人，人人都
已經聽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40多年前的電
視劇的構思竟然可以如此前衛。
這還不止，顧漱石遇到的客人的故事更加
前衛。例如其中一個由關菊英飾演的角色是
飽受丈夫冷待，要與她離婚的有錢太太。關
本來看不起用錢買來的顧，後來覺得他是一
名可以信賴的人，便請他幫忙，在與丈夫的
外遇攤牌時坐在她後面。顧不知就裏，答應

下來。接下來一場戲是關與外遇在餐廳見
面。鏡頭向着關的正面，只拍到外遇的背
部。關告訴第三者丈夫正與第四者打得火
熱，如果對方硬逼關離婚，最後得益者只是
第四者。關終於說服對方離開自己的丈夫，
便叫顧站起來。顧看到坐在關前的人，一臉
驚愕。鏡頭順着顧的視線移過去，熒幕赫然
出現一名易服的男子！噢！原來關的丈夫愛
上了易服的男子，而關則叫顧假冒丈夫的新
男戀人，智退「狐狸精」。
構成這些橋段的元素包括男妓與恩客、
「渣男」和第三者，以及同性戀和易服癖，
出現在八十年代初的劇集中，實在不可思議
吧？據說《衝擊》的創作靈感來自在1980年
上映，由李察基爾主演的電影《美國舞
男》。除了劇集意識大膽前衛之外，亦可以
看出當時電視台是多麼靈活多變，同年便可
立即推出新劇，不像現時般不能緊貼社會脈
搏。

八十年代的前衛劇

聽聞旅發局近日在廟街搞「夜繽紛」搞
得有聲有色，無奈大叔於食肆犯法吸煙，
發癲鬧事兼侵犯外來遊客，夜未曾全情繽
紛，先弄個出醜鬧劇；至興奮莫如本地媒

體，每每香港出現負面新聞，猶如執到寶，小事化大，
大事化醜，原本只算街坊霎氣，卻弄個鬧哄哄，目標：
玩死香港；一人犯事，700萬人埋單找數！
早前以維港背景賣貴價魚蛋、雞蛋仔，在下徹頭徹

尾反感！
欣賞、支持特首李家超，但對「夜繽紛」有點意

見，香港多年穩坐世上至貴城市之一，莫說上次「夜繽
紛」遊人冷清稀疏，就算攤位商戶準備充足貨源，兼好
運賣清光，又如何？
能否支付租金、燈油火蠟都成問題，如何延續？
沒得延續，不如結結實實燒一次煙花，大家喊幾聲

好，各自歸家早睡早起？
燒銀紙是不少政府或相關部門多年常態，簡單如巿

容環境，多年付出，大家有眼見；成績差強人意，連
捉垃圾蟲都乏力，難以跟珠海、杭州較量，學習京
都？簡直發夢！
時勢好，燒銀紙不為巿民察覺。疫後經濟蕭條，有

目共睹，公帑用錯地方一目了然。
彈「夜繽紛」不因為這個活動的宏願，而在於內容

與舉辦地段的錯配。有關部門公告細節，即覺浪費；
臨時帳篷用完即棄，何不推廣既有數十年歷史，實實
在在於疫前一直沿用的店舖，喚醒本地及海內外熟悉
或聽聞過廟街的顧客，道地美食不限於無明火煮食
的傳統拮魚蛋及雞蛋仔，
而是經濟效益更高的各式
獨特美食。
符合價貴的香港，我們

早已具備廣受本港、內
地，以及海外關注的成功
例子：Hong Kong Wine
& Dine Festival（美酒佳
餚巡禮）。
背靠過去成功例子，香
港前途只能望高處發展，
而非向下流！

夜繽紛原應在廟街

味蕾裏的母愛
有人說，無論我們走得多遠，

總有一種記憶與味蕾相關、與父
母之愛相存，讓人懷念、貪戀，
魂牽夢縈。走過許多地方，看過
不同風景，品過各味美食，有一

種味覺始終如此倔強，那是「胃」知的
鄉愁，是伴隨我們一路走來的最醇厚的
味道，最豐盛的食糧……
少時，我在農村長大，父母都是地地
道道的莊稼漢。那段時光，勤勞的父母
在我家後面的山坡上選擇了一塊相對平
緩的坡地，開墾出一塊菜地。在父母的
精心侍弄下，原本貧瘠的土地變得黑
亮，偶爾用鋤頭挖下去，還能翻出蚯蚓
等動物。推開後門，抬眼望去，屋後的
菜園就像一塊碧綠的翡翠，嵌在荒涼的
山坡上。一年四季，瓜果盈園。
母親年輕的時候是裁縫，養家餬口的

工具是一台舊式縫紉機。直至如今，腦
海裏依然會浮現出母親在縫紉機前忙碌
的身影，伴隨縫紉機轉動時發出的聲
響。那時，母親總是專注地坐在縫紉機
前，用腳嫺熟地踩動縫紉機的踏板，陽
光透過窗戶，灑在她烏黑的頭髮上，泛
着光澤。我則會常常靜靜地站立於她的
身後，聽縫紉機發出「噠噠」的吟唱，
任思緒飄飛。
幼時家境一般，那些豐盛的菜餚只在

歲末時才能享受。兒時的我，除了時常
與風寒感冒作鬥爭，還因營養不良導致

自身出現多年的尿床史。
某日，一直憂心於我的病情的母親收
集到了一個民間偏方，迅疾回家告知
我。她到家後，高興地對我說：「兒
子，從今天開始，我要買肉給你吃，聽
說吃肉能治好你的病！」我咧嘴笑道：
「真的嗎？我好像很久沒吃到肉了！」
次日，母親從村口賣豬肉的堂弟那裏
賒來豬肉，然後去荷塘採摘大量荷葉，
再將肉仔細包在荷葉中，隨後將荷葉捲
起再放至灶台裏慢烤。時過境遷，我依
然記得那種撲面而來的烤肉香。當母親
虔誠地從灶台裏夾出色澤誘人的烤肉
後，那股濃濃的肉香便宛如隨風飄盪的
絲綢，輕輕滑過我的鼻端，帶來垂涎欲
滴的味蕾衝擊。一旁的母親看着我大快
朵頤，眼神裏充滿期待。食肉數月後，
我多年的尿床之疾竟然被治癒，而母親
的名字卻存留於其堂弟的賬本裏。接下
來，不辭勞苦的她於白天荷鋤歸來後，
夜晚繼續幫別人縫紉衣服來補貼家用，
許久後才得以劃去那筆賬單。
上初中時，我去縣城讀書，家境也變
得好轉起來。因家裏距離學校並不算
遠，母親購置了一輛摩托車方便接送上
下學。仍然記得，車子全身呈黑亮色，
就像母親亮澤的頭髮。我坐在母親那台
黑色的摩托車上，緊緊抱着她，感覺自
己像是有了羽翼的小鳥。每到中午，母
親便會將精心做好的飯菜裝進保溫桶，

然後騎車來到校門口。不管風雨交加，
還是陽光明媚，母親的旅程從未耽誤，
保溫桶裏的飯菜依然熱氣升騰。在我備
戰中考時，母親的保溫桶像是各式食物
的拼盤，有時裝滿排骨靚湯、有時盛滿
蒜台炒肉、有時換作清蒸鱸魚。細心的
她還會在每日食譜後面記錄我品嘗後的
感受，對於我喜歡的菜式，她會用
「撐」等詞語表達；反之，則寫下「難
吃」或是畫一個哭泣的小表情。
在我上大學時，父母與故園暫別，放
下那份長存於心的鄉土眷戀，選擇南下
打工，為我的大學生活及未來人生而悉
心謀劃。寒假到來，我乘坐長途大巴抵
達父母的住處。母親觀察我半天，然後
滿臉心疼地說：「兒子，這半年似乎瘦
了不少呢！正好寒假來了，你就安心住
在這兒，保證讓你一個月後長胖十
斤！」母親說這話時，像是許下一樁必
勝的誓言。那個月，母親的菜單不斷翻
新，摻雜了誓言的菜品滿足了我的味
蕾，滋潤了我的心田。
正如三毛在《守望的天使》裏說的，
每個人生命中最真最誠的天使是自己的
父母，天使終其一生捨盡全力來為自己
的孩子擋風遮雨。有時，我會默默地坐
在窗前追憶過往，才在驀然回首的當口
頓悟，那些貧瘠的歲月裏，母親曾給予
我多少美味溫香的記憶，那是味蕾深處
濃濃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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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動腦筋，略作形相提
升，歷史悠久的廟街夜巿
立即活化過來。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