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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災難
最近和孩子到
「大棠有機生態
園」玩，因為要去

找洗手間，竟然意外走進了一個
人也沒有的「禪宗六祖惠能朝聖
基地」。只見佛像林立，在草坡
上，輕風吹送，非常有禪意，有
一刻覺得自己去了柬埔寨寺廟，
且更加寧靜。可惜的是，佛像的
保養和擺放也非常不妥善，更開
始有灰塵及青苔，叫人心痛。
由於大有異世界的感覺，還以
為是隨意擺放的仿製品主題樂
園，於是上網搜尋一下，原來這
些古董全是石雕大王汪祖裕的珍
藏。石雕原放於大埔樟樹灘約7
萬呎的租用官地，因為租約期
滿，政府收地而被逼遷，得大棠
村村長梁福元收留，安置於「大
棠有機生態園」，另有其他收藏
品在倉庫之中。
這個朝聖基地本來有收費入
場，更有孔雀周圍行，看圖片是
2022年遷進此園，當時還有人細
心打理，但應該太少遊人，現在

都免費參觀（要付「大棠有機生
態園」的門票，或從後山由郊遊
山徑入），但石像都散落在不同
地方，垃圾處處。細看且已開始
被腐蝕了，簡直是文物災難。有
一個唐朝製的馬頭，就放在公廁
外的地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外國的博物館連亮燈照射都深
怕會弄傷石雕，在香港竟能看到
文物長期暴露在日光及酸雨環
境，實為奇觀。我去過日本看山
裏的佛像石雕，雖然也是暴露在
大自然中，但全不准影相，也不
准靠近。這批遠至北魏時代的文
物，距離至今已有千年，部分更
由日本、柬埔寨等外國進口，如
今竟然任摸任曬，真的不知是我
們幸運，還是石雕不幸！看報道
說政府連帳篷也不批，那麼長期
放在此，應否需要負上破壞文物
的罪名？見汪的後人希望為幾個
大佛像申請世遺，但亦應該不會
讓出擁有權，他們沒有資金保存
好這些文物，以後真的不知佛像
的命運是什麼了。

我喜歡用「再用
紙」寫稿，所謂
「再用紙」，大都
是用公司複印文字

稿的背面。所以這樣做主要原因
是我沒有正式學過書法，包括硬
筆書法，加上做過社會新聞記
者，寫新聞稿講求的是效率、速
度──一味求快，寫出來的字潦
草而不按章法，自忖用原稿紙，
是有點暴殄天物！
當年做記者是上世紀六十年
代，文稿是鉛印排字。我很敬佩
排字工友的辨字能力。有許多連
編輯都弄不清的「鬼畫符」稿
件，落到排字工友的手上，很快
便排出一篇完整的文稿。
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過報紙
校對，那個年代的報紙很重視副
刊，起碼有兩全版或更多版面。
副刊除了有大篇幅小框框名家隨
筆雜文，還有連載長篇小說，如金
庸的早期武俠小說《書劍恩仇
錄》、《射鵰英雄傳》、《神鵰俠
侶》等等，都是在報紙連載的。
我目睹副刊作者每天到報社交
副刊稿，大都是即席揮毫。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作者往
往同時寫幾份報紙，到了某報他
才動筆寫這家報紙的專欄。如當
年的專欄大家鳳三、宋玉等都是
這樣。
因為時間緊迫，編輯在「等稿
落鑊」──等候作者稿件發稿。
所以作者一到埗，便筆下龍蛇，

不到半句鐘，一篇短稿便到編輯
手上。編輯常常看也不看便發落
排字房，也許是趕時間，也許編
輯根本看不懂作者字體。
我們報紙的編輯相信沒一個可
以看懂鳳三的這本「大書」，但
排字工友卻懂得。無他，鳳三先
生等文稿十足「天書」，無從稽
考。可是好一個排字工友，竟能
按圖索驥，洞悉玄機，全稿排印
出來，佩服之至！
作者如鳳三等人，也許有自知
之明，待到報館出文稿打樣，他
會依次到各報館巡禮一次，自己
謄校一次。
鳳三一般是待到晚飯後才翩然
馳至。之前他已跑過幾家報紙。
他寫稿是用一塊畫板墊住來寫
稿，像極畫畫。我問他有何竅
妙，他說省力。他寫字如執畫
筆，不必用太多力氣。我試過，
總不成功。
因為省力，他的文稿恍若一張
亂筆的抽象畫稿，我相信沒有一
個編輯能通讀。也許他明白箇中
原委，他尋常也不經編輯這一
關，直接發到那一個能讀懂文稿
的排字工友。
我的原稿也是天馬行空，不成
章法卻自成章法──幾乎自己才
看得懂。好在我的助手跟隨我幾
十年，大可發揮當年排字工友的
超人的本能，閱後即可打印出一
篇完稿。這也許可以用兩個字概
括：默契！

娛樂圈有着大大小小的頒獎禮設置，
包括有電影、電視劇集、綜藝節目、樂
壇、梨園等等，數之不盡；頒獎禮是對
台前幕後如演藝人、歌手及幕後工作人

員的工作表現予以讚賞的一種肯定，獲獎者大部分身
價能因此而「水漲船高」，也增強了他（她）們在工
作表現上的「自信心」，但亦有部分演藝人在演出時
的酬勞（行業俗稱為「價口」）卻不敢「漲價」，事
實上獲獎者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明瞭娛樂圈乃極
度講求「市場效益」的現實之地！有人開出「天價」
酬勞的要求才接下工作，然而商業市場能否「負擔」
得起呢！？說到底，市場主導也是顯現台前幕後「身
價」的最重要原因，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事！所以有
人倡議娛樂圈就是要「有風使盡𢃇」，潛台詞就是
「莫待無花空折枝」。
在內地的娛樂圈較為人所熟知及肯定的頒獎禮有
「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電影華表獎」及「北京
國際電影節」……以至梨園中人所重視的「梅花獎」
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對樂壇的歌曲、歌手、音樂創作
人等作出的貢獻予以獎勵，如香港就有「電影金像
獎」、「勁歌金曲」、「叱咤樂壇」等各類型頒獎禮
的設立，均被視為娛樂圈的一大盛事：「其實早在香
港回歸祖國前，內地演藝人跟香港娛樂圈已在歌影視
等方面，有直接或間接性質上多次的合作。香港觀眾
所看到的多是電影製作的合作，曾幾何時內地的演藝
人如陳道明、佟麗婭、袁泉、湯唯、章子怡……跟香
港演藝人劉德華、梁朝偉、吳彥祖等都有合作，而香
港的幕後製作人員參與或出席內地娛樂圈的頒獎禮的
次數更是多不勝數；自香港回歸祖國後，兩者的合作
可以用『頻密』兩字來形容。」
有「老戲骨」演藝人認為，娛樂圈中人也有品德修

養參差情況存在，更有人「行差踏錯」犯了法，但他們
受過法律制裁後，是極度希望能如「更生人士」般受到
政府及社會人士的「重新」接納，所謂「面子是人家給
的，臉是自己丟的」，而「奉公守法」才是正道！知錯
能改的，好好珍惜人家給予的「重生」機會。

價值是以商業市場所主導
聖誕假期，小女兒從學

校回港團聚，我感受到她
的變化和成長。她和我
講，每天晚上睡覺以前，

她都會想像她的人生，想像她未來的生
活，想像她以後會變成什麼樣一個人。
她的思考恰恰與最近的一部新上映電影
涉及同樣的話題。
今年82歲的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在多

次宣布退休後，又推出了最新電影在香
港上映。這部片子的香港片名是《蒼鷺
與少年》，但日本片名卻是《你想活出
怎樣的人生》。這個話題其實也是大師
希望通過影片討論的，片子講述了二戰
後喪母的少年牧真人和一隻會說話的蒼
鷺相遇，進入地下世界展開不可思議的
冒險。片中真人母親留給真人的書，書
名正是「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其實
這本書在現實中確實存在，是日本歷史
上的暢銷書，1937年由日本作家吉野源
三郎創作，本片也表達了宮崎駿對吉野
此書的紀念。
宮崎駿曾經在自傳中，用長文書寫此

書如何觸發他思考社會和未來世界，他
說這本書「傳達出一個訊息，那是無論
處在多麼艱困的時代或是殘酷的時代，
都要活得像個人。」這也是對人性的思
考，《蒼鷺與少年》中地下世界表面是
一個理想世界，動物能說話，但卻又吃
人；而現實世界充滿戰爭，但卻有親
情、友情，人性的關愛，這種反差其實
引發思考。
片中一個想法就是對事情有了不起的

想法，才能成為了不起的人。你想活出
怎樣的人生，重要的在於你自己，在於
你的想像，你的目標，你的努力。這點

我在小女兒的身上也看到了她的覺醒。
如果把你想要的生活，或者你想成為什
麼樣子，能夠做一個想像的話，你的表
現，你的潛意識，就會慢慢影響你，幫
你實現你想要的。你要把自己放到宇
宙，想像你的感覺，你感覺到想像到，
宇宙就會給你，我以前看過很多書，都
是這麼講，一定要堅持下去。要不斷改
變自己，可以樹立一個偶像，然後你就
希望能夠成為他的樣子，去學習很多做
人的道理，慢慢你就變成你想要成為的
人。我的小女兒已經找到了方式，她很
容易吸引更多類似她的人在她的生活
裏，她的生活圈就變得更加有能量，有
持久力，這樣她的目標總有一天就會實
現。
不過重要的是，她的人生只有自己才
能真正體驗，只有誠實地思考，才能找
到生活的意義、自己的人生。別人並不
能簡單告訴你社會是怎麼回事，你活着
的意義是什麼。就像宮崎駿在《蒼鷺與
少年》的結尾處，雖然地下世界的主
人、少年的舅公希望他接手創造一個新
的世界，但這並不是少年想要的，他想
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這個結尾也可以看
成是宮崎駿在隱含的探討自己接班人的
問題，少年通過一番冒險，重新找到親
情、友情、勇氣，這些是更重要的精神
傳承，而不是活在指定的規則中，這也
才是人類文明的希望。
就像此片的最後主題曲《地球儀》
中唱的，「乘風而行，跨過磚瓦，這
道路的前方，有誰在等我的到來」，
「雨中放聲高歌，不在意他人眼光，
這條道路的延續，是因為我希望延續
下去」。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聖誕前夕 12 月
24日，我去參加了
一個家族侄女V的

婚禮，這婚禮又令我自己家惹出
不少風波。事緣我女兒結婚是V
姐妹，彼此都算有緣，誰知因為
2019年黑暴，V女第一晚便非常
之激動地衝出去跟黑暴分子一
起，我女兒超級愛港，得知情況
也十分激動，要我立即通知她父
母，希望他們勸說她回家，從此
兩個女孩因而成為對立局面，最
後V女把我女兒的社交平台拉
黑，並且成陌路。
今日V女結婚沒有特別送邀請
喜帖予我女兒，只是一家一張，
女兒非常生氣，說V女不禮貌，
鬧了半天！其實V女沒有大排筵
席，一共只擺了12圍，必須計算
清楚，女兒敏感偏執誤會了，留
下了不解的結！
在同一個筵席上，見到另一個
在黑暴期間與女兒大吵的侄子，
他們同樣為政見吵得天翻地覆，
又要我出手，侄子更厲害，跟我
這個長輩在電話中咆哮，指我就
算向他在警署工作的父親投訴他
也不怕。事件過去了，今日再見
我當沒事發生過，他也很禮貌地
跟我打招呼，相信他的雙親不知
道曾經有過如此的風波，我這長

輩也要有風度呀！他告訴我他也
快將結婚了，還邀請我出席他的
婚宴！
經過了那年的風暴加疫情肆
虐，不知道這些後輩有何感悟？
他們醒了嗎？他們日後會選擇怎
樣的路而行？我的女兒會理性地
思考有關的問題嗎？
家屬人數不少，四代同堂關係
也頗密切，真的不能要求所有人
同心同德，每個人選擇自己的路
來行，都經歷過大小風雨，之後
生活依舊，前路是否茫茫，感覺
不一樣，不過最重要的是做個堂
堂正正的人，如果要我加上一個
做人重要的條件，那便是愛國愛
港，此條件很簡單，但不是喊口
號，而是必須的！希望我們的孩
子們能夠真正做個我心目中堂堂
正正的人，在生活中承擔應該承
擔的責任！

易結不易解

年末歲尾，樣樣事情看起來似
乎都大局已定。努力，或者不夠
努力；躺平，或者無奈躺平，結

果都差強人意。有憧憬的人，願意天藍海闊；
有要求的人，但見星辰大海；更多人只要歲月
靜好相安無事，便是得中上上籤。
慶幸的是，終於擺脫了疫情的桎梏，得以來

去自由。雖然並沒有立刻去到很遠的地方，看
着街上日漸恢復的繁盛，和各個口岸潮水一樣
湧動的人群，還是為這樣的生活秩序感到欣
慰。疫情3年，人的認知發生了改變，逝去的
時間和生活也無法再尋回，身後歪歪扭扭的軌
跡，更像是結了痂的疤痕。
同一個地球上的戰場正在擴大，愈來愈多的

人無奈捲入其中。當我們好奇地問ChatG-
PT，人類的壽命究竟怎樣才能變得更長。巴
勒斯坦的孩子很冷靜地對着鏡頭說，我們根本
長不大。當普里戈津突然率兵進軍莫斯科時，
我們不覺驚呼這場俄式叛變，像極了一千年前
的安史之亂。時光白白浪費了一千年，看起來
天翻地覆換了人間，通行法則裏的弱肉強食爾

虞我詐紋絲不變。
讓人覺得痛心的還有日本無視各方強烈質疑
和反對，一意孤行啟動了福島核事故污水排
海。如此多的香港人愛去日本，肆無忌憚的核
污水排海，也難以有所沖淡。善惡從來都不是
一看便知。日積月累的伏筆，需要千錘百煉的
火眼金睛，才有可能一一識別。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被打開，不可逆轉的傷害，會真的如密密
麻麻浮屍海面的魚群。
人禍的綿延不絕讓人深感窒息，天災的猝不
及防裏卻總透出些許人性之光。年初的土耳
其，一場強震，讓5萬人瞬間喪生，遭遇過同
樣痛苦的我們星夜馳援。新聞視頻裏，7歲的
姐姐和弟弟被壓在廢墟之下，姐姐纖細稚嫩的
手臂，撐在弟弟頭上整整17個小時，最終雙
雙獲救。我想起15年前汶川地震，當解放軍
戰士把一位被困的女人從廢墟下面救出來時，
早已去世多時的她，身下護着的襁褓裏，有一
個孩子還在熟睡。旁邊的手機上還有一條編輯
好的短信：親愛的寶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
要記住媽媽愛你。

本以為今年先後在土耳其、敘利亞、摩洛
哥、阿富汗累積奪走約6萬人命的地震，今年
就此別過。不料，天寒地凍時，又一場地震讓
甘肅青海兩省死傷千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之
下，「下不完的餃子煮不完的牛肉麵」，讓遠
隔千里的我們，被同胞之間熱氣騰騰地守望相
助所感動。
人總是容易感傷，人又都容易健忘。儘管步
履沉重，儘管陰晴難定，我們還是會盡力用雙
手，去修補命運造就的諸多缺口；我們還是
會掙扎在時代起伏不定的潮流裏，試圖殺出一
條血路再度突出重圍。
我們也還會一如過去每
一年那樣，站在 2023
年的年尾，胸懷熾熱，
目視前方，篤定地對
2024年說，未來可期。

揮別2023

晚餐喜歡吃得清淡。常常就熬煮
紅薯清粥，配一籠熱氣蒸騰的饅
頭。饅頭潤白裏透着若有若無的褐
黃，泛着脂亮的澤光。脊背如弧，
縫中綻開自然的裂痕，濃郁的麥糧

味氤氳瀰散，撩人鼻息。一向挑食的妻子
猴急地抓起一枚，吭哧就是一口，邊哈氣
邊嚷嚷：「還有我的醬菜，醬菜！」於是
趕緊從冰箱裏取來： 水豆豉、鹹榨菜、豆
腐乳，各各一小碟。夫妻對坐，大快朵
頤。桌上的麵點和碟中醬菜，是從一處路
邊小攤討買來的，地道的舊食滋味。
這些年，一日三餐，可入嘴飽腹的食品

太豐富了。嘴饞時，隨便踅入一家餐館，
川菜、西餐、海鮮、火鍋、燒烤，盡可隨
心所欲；甚至足不出戶，翻開手機在「美
團」上動動指頭，配製速食即刻閃送到家
門口。
幸福滿足之餘，卻總又悵然：當下的種

種吃食，與物資匱乏年代相比，似乎多出
了什麼，又似乎缺失了什麼。多的是啥？
是大街小巷酒店餐館大排檔的林林總總，
食品種類花色列數不盡的百般式樣，各類
成品飲食精美炫幻的包裝行頭，以及包裝
罐袋裏透溢出的來路不明的奇香異色。缺
失的呢？是昔日食品的拙樸風味，原生態
的粗糲品相，自然珍饈與生俱有的本質氣
息。舉箸之間，我們常常喟嘆：新米稀飯
如何也熬不出昔年那種濃稔清香的湯汁
了，大棚裏長出來的反季蔬菜失卻了幾多
原汁原味，爆炒回鍋肉也一樣，再也爆不
出當年那一味「過門香」……豐衣足食，

我們的肚皮不再有飢餓感和強烈的攝食慾
望，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當下，一
些急功近利衍生出來的食品，的確在匆忙
的追逐中丟失了某些食品最本真的品質和
靈魂。曾見過飼養場為了讓雞鴨長膘，是
將禽類囚在籠中用傳送帶運載食品不停灌
餵的；養豬不再叫攢「年豬」，改稱「三
月肥」了，一頭出欄豬，竟赫然如牯牛；
還有人往地裏的蔬菜噴灑催生素、增色
素，催出異常的蓬勃與鮮艷。明明是土生
菜稞，卻顯出幾分塑膠製品的妖嬈……這
方面，三言兩語說不清，道不明。
話題還是回到我們的紅薯清粥餐吧。饅
頭與鹹菜，是粥餐的傳統標配。但挑食的
妻子對我從食品店買回的機製饅頭和袋裝
鹹菜總是頗有微詞：「啥玩意喲，饅頭慫
包氣脹，活像是發糕。醬菜也是，那香精
味，香得好假！」負責食材採買的我只好
深表歉意，爾後，在街巷之間更為用心地
尋尋覓覓。金秋一日黃昏，沿着鞍山路款
款漫步。途經一片公寓，在社區門口街沿
邊偶見一輛腳踏三輪。一面桌板作貨攤，
橫在車子廂框上。方寸貨攤擠擠搡搡，卻
又井然有序，羅列着一筐花卷饅頭，幾匣
格榨醬菜，還有盆缽裏的辣子醬、湯圓粉
子，一玻壇清湯亮色的醪糟。
「自產傳統食品，正宗媽媽味道。」彩

色粉筆書寫的一小塊看板立在攤前，勾住
了我好奇的目光。攤主是一位正青春的農
村女子，體態健碩，素面朝天，渾身透着
一股子精幹氣息。「你這些食品……為啥
叫『媽媽的味道』？」「本來嘛，攤子上

的貨，全是我老母親一手配製的。老人家
70多歲了，勤快又能幹，長天在鄉下老院
子手工做食品。我們當兒女的只配給她打
下手，做推銷。」
趁着生意高峰時段尚未開始，我一邊品
嘗那些食品，一邊與女人閒聊。她告訴
我： 老母親製作這些食品，全是按過去民
間傳統工藝流程手工完成的。蒸饅頭，頭
一晚就往麵粉裏摻入「酵麵」（發酵多日
的麵筋），反覆搓揉，團好了，再搭上紗
布。次日早晨，用土灶架了柴火一鼓作氣
烘蒸，每熟一籠都是開花開朵的。她醃製
的醬菜，菜料是自家栽植，沒用過農藥化
肥，配料也是陳年老方子，絕不額外添
加。做豆腐乳更耐心，擇了乾淨稻草，鋪
在篾笆上，先把鮮豆腐切成小方塊，讓其
「睡」上草褥子。經歷十來天的緩慢發
酵，直到催出綠茵茵的茸黴，再一坨坨滾
上鹽巴辣椒粉。又封入瓷罈，養上罈沿
水，續以時日，一罈豆腐乳才算最終做
成……有過當年閱歷的我，當然明白，女
人描繪的場景和情節是真實可信的。於
是，毫不猶豫各樣都選買了一些，興沖沖
打道回家。果然，當晚餐桌上，我們品咂
到了久違的舊食滋味：老麵饅頭柔韌中透
着勁道，飄逸着天然麥香和草本甘甜；那
些醃製醬菜，絲絲縷縷又香又脆，不同的
菜品，其獨有本色滋味在舌齒間餘韻清晰
而悠長。
從此，對那個三輪車攤生出一份牽掛，
時不時地，要去續一點點因緣。一份舊食
滋味，平添了生活的恬淡、從容與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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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將過去，讓
大家一起迎接美好的
2024年！ 作者供圖

◆他們全部是年輕人，是我們
的新一代！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