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的浮針

《繁花》有「寶總」胡歌
《繁花》在一片熾
熱的談論聲中告終，
大結局播出了，不過

似乎大家仍是意猶未盡，不管媒體
輿論，還是茶餘飯後，都仍然繼續
發酵。從來不慣刻意劇透，因為即
使今天網絡便利，相信仍有很多朋
友，會因着種種的原因未有機會收看
過這套極具代表性的作品，說穿了故
事劇情，就減低大家的觀賞意欲。
有時也會想想，儘管今天我們把
香港的方方面面都拿來跟內地比
較，尤其在媒體的製作上，評價總
會是把內地製作秤先，但這套《繁
花》，不就是我們香港的王家衛大
導演執導的傑作嗎？看來受歡迎程
度一點也不失禮，那我們又何必妄
自菲薄呢？香港的影視製作被比下
來，主要還是市場不及內地的大，
資源的配套自然也無法跟內地相提
並論。
在這個專欄中，我總是喜歡寫人，
那麼在《繁花》這套劇中，除了王家
衛就一定要寫胡歌（見
圖）了。環顧內地男演員
名單，能夠適合演「寶
總」這角色的，除了胡
歌，隨口的選擇大概都只
有以下這些，如霍建華、
黃曉明、劉愷威、何潤
東、佟大為、陸毅、馮紹

峰、鍾漢良和王凱，當然還可加入
有份在《繁花》擔角，唐嫣的夫婿
羅晉和楊爍等，但最終「寶總」還
是由胡歌來演。
與其說《繁花》是王家衛首齣拍攝
的電視劇，不如說是《花樣年華》與
《2046》後的第三部曲。故事以上世
紀九十年代的上海作背景，導演為求
將當時社會狀況呈現，特意向上海民
眾徵求九十年代物品作拍攝用，而主
要角色，包括胡歌在內，自然也以上
海人作首選。
像「寶總」這種人物，總不能不
配套一些演技精湛、耀眼奪目的角
色在旁，於是玲子（馬伊琍）、汪
小姐（唐嫣）、李李（辛芷蕾）在
劇中就成為導演鏡頭下，拍得美得
不願轉睛的畫面，看《繁花》就有
種看電影的感覺，但有30集的發揮
空間，讓王導有更大的拍攝空間，
在說人物，說故事就更得心應手。
《繁花》的好，是無論原著或是
編劇的改編，人物性格都描繪得清

清楚楚，也給觀眾對角色
人物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有說如 TVB 若要開港版
《繁花》，馬國明可演
「寶總」，我卻認為周潤
發之後，很難找到一個港
星演這角色，胡歌已是一
個很好的選擇。

廣州的周劬志醫生
是一位有名的中醫，
最近開了診所「覺知
堂」，我有什麼不舒

服，打電話講清楚病情，照一張舌
頭的照片傳過去，周醫生很快開出
藥方，照單抓藥，服下即可見好，十
分信服他。近日，胳膊既沒扭也沒
傷，就是疼，吃藥貼膏藥都無效，
以為到北京天氣乾燥有望好轉，反
而更嚴重了，右手要打電腦要生活，
十分不便。於是電話打給周醫生，
他問了情況，馬上說做「浮針」。
「浮針」是什麼？在微信圈裏報紙上
看到許多關於「浮針」的文章。一位
先生的太太沒有大毛病，但因為一些
身體上的原因，很難懷孕，夫婦倆嘗
試了很多方法及各種治療，奔波於各
大醫院，有醫生建議做手術，兩人不
敢做，又不甘心，最後抱着試一試的
心態找到「浮針」。經過幾次治療以
後，太太懷上了女兒，2017年女兒出
生，隔了一年半兒子出生。
咳嗽，是很痛苦的病，乾咳無痰
惡寒發熱，服藥止不住，只有住院
治療，吸氧、消炎、止咳、止喘、
霧化吸入，效果均不佳，症狀還加
重，中醫診斷：咳嗽風寒症；西醫
診斷：支氣管炎。無奈抱着死馬當
活馬醫的心情做浮針。一次，呼吸
通暢，胸悶症狀改善，五成胸悶症
狀好轉；二次，精神狀態轉好，可

以睡眠，連續做了五次，症狀總體
好轉七成，出院了。
這些文章我看到過，沒有太在意，
直到病到眼前，胳膊痛得不知所措，
請周醫生指示，周醫生本身也做浮
針，相熟的朋友們去他的醫堂做
過，針到病除，個個讚好，周醫生
是位醫德高尚醫技高明的中醫，從不
妄言，他說你不用來廣州，北京就
有。按照指示馬上在網上掛了號，中
醫師符仲華的專家號。
早上8點，符醫生的診室已經全排
滿，老人、年輕人、坐輪椅的、拄柺
杖的、家人扶着的。輪到我了，高大
英挺的符仲華和氣地笑着讓我坐好，
露出上臂，在肘橫紋下8厘米進針，
這支針比平日針炙的針要粗，前端是
一條細管，連着1寸長的柄，這是在
現代科學技術下發明的新針具，符醫
生搖動柄端掃散，邊掃邊問還疼不
疼，大約10分鐘治療完成，膊胳不
疼了，手舉起來了，當場讓我拿起重
物，也不痛了，真是神奇。
浮針是在傳統中醫針炙的基礎上
創新發明的一種新療法，來源於傳
統中醫，在繼承的基礎上結合現代
康復醫學，激發人體組織的相關效
應，鬆解肌筋膜，疏通血氣，使身
體得到快速修復，解除病痛。符醫
生是國家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專
家醫生，以神奇的療法使很多人擺
脫痛苦，值得稱讚。

還記得上年農曆新年期間，可以跟弟弟一
起到美國及加拿大探望家人，那次是首次在
疫情過後遠行。
時隔一年，我跟弟弟也想再次去探望自己

的家人，畢竟看見母親年紀愈來愈大，希望可以爭取多
些機會跟她見面。但這一次胞弟說：「因為我囝囝有很大
機會今年會到加拿大求學，我想保留一些假期在夏天的時
候陪他過去看看環境，可以讓他感受一下外國生活是怎
樣，所以我還是遲一點才去探望母親。」因此今次他未能
夠跟我同行。如果我真的決定去探望屋企人，就可能自己
一個乘坐十多個小時飛機了。
在過多月前自己十分矛盾，不斷掙扎究竟應不應該
去。但我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看到一些電視節目或者
有關親情的內容，就會令自己提起勇氣，覺得要排除萬
難，不要找藉口，想去見屋企人就去吧，錢還是可以再
努力去工作找回來，但家人一世人只有這些，不要令自
己後悔，這就是我終於決定起行去探望他們的原因。其
實下星期便開始這個旅程，而這次只去十天，因為年假
不多，幸好有農曆新年假期，所以我可以把年假再加公
眾假期一起運用，加起來便可以有十天的假期了。
由最初未決定應不應該去，到決定去之後，整個人也

輕鬆了，沒有再牽掛着及不斷感受內心的掙扎。反而現
在恒常地問家人需要什麼東西，然後我可以在香港買去
給他們。不知道讀者知不知道，在外國生活的人，當然
特別是華人，他們最想收到的手信是什麼？其實不是什
麼食品，而是某個藍色品牌的包裝紙巾，原來他們很喜
歡這個產品，而且在外國買這個產品非常昂貴，所以無
論住在日本的朋友也好，甚至乎住在北美洲的家人也
好，他們也異口同聲地說：「如果你真的需要買東西給
我們的話，最好就是買包裝紙巾。」我覺得有趣，又非
常方便，只要到超市買一些塞進行李箱便可以，這也不
是太重，簡單方便就可以買到手信給他們。
這一次我又可以在農曆新年跟家人一起過，我還可以

幫助母親一起整整蘿蔔糕、年糕，以及準備在外國感受
一下當地華人如何過農曆新年。我會把這些經歷跟你們
分享，要期待喔。

期待跟家人見面

最近香港天氣寒
冷，很有冬天的感
覺，香港沒有明顯的

四季，老人家比較容易適應，年輕
人很嚮往下雪的地方，無論是哈爾
濱、張家界、瑞士、加拿大、北海
道都是熱門的地方，砌雪人、滑
雪、溜冰等等，不亦樂乎。
而上了年紀的人去這些地方就要特
別小心了，因為據統計香港60歲以
上的女士有一半的人有不同程度的骨
質疏鬆，而男士有三分一，如果去
參加這些運動，不小心跌倒很容易
造成骨折。冬天有很多方面要留意：
1.保暖：老人家和小朋友要注意保
暖，在北方通常室外溫度比較低，室
內有暖氣會比較舒服，所以預備的衣
服是易穿、易除，隨時可以穿上和脫
下，特別是關節位置或暴露在外的部
位。香港或者南方地方很少有室內暖
氣，室內室外都會比較寒冷。如想提
高室內溫度可以用暖爐、暖風機、電
熱氈、熱水袋等等的保暖裝置，但一
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這些電器過熱而
發生火災，有些地方用煤氣或者炭
爐，沒有打開窗戶，易引致一氧化碳
中毒。熱水袋的膠質小心老化而破
裂，在加水的過程中留意有否水溢出

而致燙傷。水溫要特別小心，很多老
人家因為敷熱水袋或者洗澡時水溫過
高而令皮膚燙傷。也有照顧者只開熱
水忘記開冷水，將小朋友的屁股放進
去洗澡致屁股嚴重燙傷。這些看似細
小的事情，卻可以造成嚴重的傷害。
2.防滑：冰天雪地，到處濕滑，如
非必要，老人家最好留在室內地方，
如去室外最好有年輕人陪同，穿着的
鞋子要有防滑功能，鞋底紋粗，貼
腳，軟硬適中，有些鞋美觀，但不實
用，容易磨損皮膚或引起凍傷，老人
家的血液循環比較差，如果有糖尿病
皮膚損傷了更難癒合，跌傷很容易
引致骨折，最常見的部位是股骨
頭、腰椎、手腕這些着力的地方。很
多兒女一番孝心帶老人家去這些雪地
玩，但一定要顧及安全，否則得不償
失。
3.進補：中國人傳統有趁冬天進
補的習慣，但也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狀況是否適合，人人體質不同，如
果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腎
病等等，過分進補的話可能會加重
病情，最好是先諮詢你的醫生的意
見才可以放膽去吃。
春節即將來臨，是一家團聚的好
時機，祝大家新春愉快，身體健康。

骨質疏鬆怕天寒地凍

兩星期前我才在本欄提及蔡
和平（Robert）與其妻子任平
平在本月剛好結婚50周年，

原來在1月份內Robert還有一項值得慶祝的
事情——他加入電視行業60年。
雖然香港觀眾認識Robert是通過香港的無

綫電視台，亦知道他是新加坡人；可是，卻
未必知道他在60年前是在哪個城市開展他
的輝煌電視事業的。
Robert中學時曾在澳洲阿德萊德的King's

College唸了一年書。1964年1月21日，他
開始在當地的ADS電視台第七台工作，並
曾經在很多崗位任職，擁有製作電視節目和
直播的實際經驗。他的工作崗位包括當錄影
室的Floor Manager，甚至連掃地、搬運布
景、攝錄等工作也曾做過。所以，他的電視
事業是始於澳洲。
差不多兩年後，Robert返回新加坡的電視

台工作一年。1967年，無綫開台，他被澳
洲籍總經理貝諾賞識，獲聘製作部經理，並

製作香港電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節目——
《歡樂今宵》。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原來當時的Robert
只有21歲。21歲便已經是一個每晚現場直
播個多小時的綜藝節目的總製作人，統領數
十位台前幕後的藝員和工作人員，真是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雖然《歡樂今宵》的創作靈感來自澳洲一

個一星期現場直播5晚的電視台節目，它與
後者其實一點也不相似。因為後者是一個個
人的Talk Show，但Robert創作的香港版本
則是一個有唱歌、跳舞、趣劇、訪問和多元
化表演的綜藝節目，內容豐富，目的是娛樂
觀眾，為市民帶來笑聲。
可以想像一個星期中最少有3晚製作一個
現場綜藝節目，需要花費何等的腦汁、精神
和魄力。但是Robert卻能做到在之後的六七
年中從未出過岔子，每集都為觀眾送上歡
樂，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亦一直是收
視率的長勝將軍。

那些年，Robert 在直播《歡樂今宵》
後，原來還有一項工作——到夜總會聽歌
星唱歌，以邀請合適的歌星到《歡樂今
宵》表演。所以，他每晚大約工作至凌晨2
時才可能入寢。令人咋舌的是，他竟然可以
每天早上8時已經坐在辦公室內！可想而知
他的精力是多麼無窮，而他對電視工作又
是多麼熱愛。
1973年，Robert製作了首屆《香港小姐》
競選節目後，便加盟麗的電視，監製了《視
聽蔡和平》等節目。1979年，他的電視事
業又再奠下一個里程碑——他是首位中國境
外的電視人到內地協助如廣州、上海、北京
等城市開拓電視工作。
1997年，Robert創立華娛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以「無色情、無暴力、無新聞」為宗
旨，為亞洲各國電視觀眾提供意識健康、富
娛樂性和知識性的節目。
縱使Robert近年較少製作電視節目，他為
香港電視作出的貢獻是不會被觀眾忘記的。

蔡和平的六十載電視生涯

廣州《南方都市
報》旅遊、飲食及時
尚版編輯鄭海虹，大
概20年前從家鄉汕頭

調職到廣州，加入《信息時報》不
久，粵語白話仍未通順之前，前來
普通話亦未靈光的筆者在內地的設
計工作室訪問，自此成為好友，也
認識了她留在汕頭工作的夫婿陳
奮。這之後對汕頭周邊，例如她母
親家鄉澄海的風土人情和美食獲得
一定程度的認知。
20多年來，從自己反射到其他

「為食鬼」朋友的身上。
曾經作為嘉賓，參與黃淑儀（Gi-

gi姐）的TVB廚藝及美食節目，曾
出訪拍攝多處外景，其一便是節目
出街，拍受普羅大眾熱烈歡迎的潮
汕美食之旅的一輯。
這之後，除疫情期間，幾乎每年

起碼一到兩次，
甚至三次，被不
同朋友要求帶隊
前往覓食，一般
情況，以汕頭為
中心，也有澄海
與潮州古城。
剛剛完成好友

們前往潮汕覓食
的要求，一行十
多人乘坐高鐵，
從香港出發，3日
2夜，美食包括：
全牛火鍋宴；
數百種食材任

挑 選 ， 包 括 響

螺、凍花蟹的「打冷」宴；
古城蹓躂「街頭覓食」；
滷水全鵝宴……人人吃過樂而忘
返！
來到最後一天，早上在龍北巿場
瘋狂掃蕩道地小吃手信後，返回海
濱路望海麗楓酒店5樓，陳奮及海
虹極力推薦的「大美現代潮菜」菜
館，老闆李方女士簡約介紹過後，
一道又一道大家邊吃邊讚菜式，廚
師出場人人熱烈拍案以示尊崇；難
以相信眼前身高 1米90，十分俊朗
的青年就是大廚。
其中一道名為「香滑芋泥佃魚
羹」，底層為芋泥，上層為九肚魚
肉及湯的菜式，竟然引來富過三代
祖籍潮汕的老友拍案驚奇：如此粗
料精造細緻菜式，肯定出自祖傳之
手……後來大廚開估：絕非家學淵
源，而是畢業於汕頭廚藝學院……

可想而知，廚藝足以令
到十多位來自香港、如假
包換的「為食鬼」老饗們
心服口服陣陣驚喜，廚
師本身肯定同時抱擁天賦
與勤學，迅速鑽研下廚功
夫，成績一目了然，出道
十年以內，已獲獎無數，
名列潮汕地區優廚，更曾
來港參加中華廚藝學院
主辦潮菜大賽得銀獎，
大家讚嘆：此子定非池中
物，日後鯉躍龍門，必
有一番大作為！
請記住這個名字——

黃錳桓。

汕頭美食界的驚喜

長願茅舍春回事事歡
春節前除塵，是為了迎接新春

的到來。其時，春陽回歸，乍暖
還寒，舊年的塵埃落定，及時掃
除，為新的陽光、新的期待騰出
一點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講，除

塵，是人心裏對未來的預期與憧憬。
鄉俗中，進入臘月，就意味着要過年

了。陽光一日勝過一日地溫暖，在這樣
的陽光下，小時候村莊裏晾曬着花花綠
綠的衣物和床上用品的情景，便花花綠
綠地在腦海裏浮現。晾曬在陽光下的棉
麻織物泛起一股植物的、原始的純樸鄉
土味道，乾透了，也吸足了陽光的溫
暖，摸上去，有溫度有脆響有韌性。
鋪開曬席，將包單、棉絮、蓋面鋪展

開來，再絎起來，一針一線裏，滿是歲
月靜好的安穩和沉甸甸的饋贈。彷彿年
的腳步就是這麼輕輕地走了過來，走進
樑上掛好的臘肉香腸裏，走到屋簷下堆
碼整齊的柴禾上。似乎每一件關乎過年
的事都是大事。最使人難忘的，於我來
說，不是這些吃的用的，而是我們院子
裏的除塵。除塵，是全國各地的共同習
俗，說法不一，習慣相通。北方叫掃
屋、掃塵。寓意祛除一年的塵埃，迎接
春節的隆重造訪。
我家院子裏住着6戶人家，叔輩3戶

住着促狹的幾間正房。東邊的一家3兄
弟，是外來戶，買了咱家的房子，但院
子是我們的。這是我們耍霸道的時候，
上一輩豪橫的宣告。其實我們應該感謝
人家，因為成全了我們優越的成分。長
大以後，我有一件深以為憾的事，我發

現我們的豪橫裏，缺少了最基本的素
養。於此，我得感謝我的二伯母。二伯
母出身於掛面世家，本身就聰慧機敏，
加上二伯父的工人身份，二伯母成為我
們的楷模似乎是一種必然。在我的成長
過程中，二伯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
母親對我的影響，雖然母親是羅漢溝地
主家的三姑娘，但膽小得過於謹慎。
從我記事起，院子裏打掃整理除塵任
務彷彿不約而定地就成二伯母一個人的
事情。梅雨過後，將院子裏的淤泥清理
堆積漚肥的，是二伯母；秋收以後，清
理稻草整潔院子的，是二伯母；進入臘
月，打掃院子衞生的，還是二伯母。
二伯母的除塵工作尤為莊重嚴謹，院

內犄角旮旯她通通不放過，彷彿不是在
打掃衞生，而是在舉行一場莊嚴而神聖
的儀式。二伯母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氣、
幹不完的活。她是這個院子裏最辛苦的
那個人，我看得很是分明。包產到戶以
前，她是生產隊的婦女幹部，除了地裏
的農活，光着腳丫和煤泥，用力氣一個
一個垛出蜂窩煤球；再後來，麵坊裏揮
汗和麵、出皮、出麵、曬麵、切麵、包
麵，全套的活，她一個人幹得風車斗
轉。我有時候只在出面的手搖柄上幫
忙。但我記住了：女人的樣子，就應該
是二伯母這樣的。
臘月裏，二伯母拿着大笤帚，從我家

屋簷下開始，向院子外面掃去。笤帚很
大、很長，舉起來，在空中畫出一道彩
虹般的弧線，從地上劃過，拉出更長的
弧線，還有沙沙的均勻的摩擦聲，不徐

不疾。我呆坐着，看着二伯母從院子裏
頭一直掃到院子外頭，甚至院外竹林裏
的小徑，也被她清掃得整潔如洗。後來
的臘月，我帶着妹妹，學了二伯母的樣
子，從院子裏頭，一直掃到院子外頭，
一次又一次，彷彿每個臘月，打掃院子
都是一種儀式。
昨夜夢中醒來，窗外一片漆黑，但心

裏，二伯母打掃院子的身影卻格外清晰
起來。青瓦房、茅草屋，一排、一座，
院子裏有棵橙子樹，一年四季地綠着，
牆邊的石磨、石臼、風車……牆壁上掛
着的竹篩、竹把、犁頭……泛着青光的
簷下石板，還有牆角的地牯牛洞穴上細
碎鬆軟的黃土，都那麼清晰地、一幕一
幕地出現在眼前。
臘八以後，天氣就暖和起來，我想，
我的鄉愁也許也暖和過來了吧。要不，
怎麼會在這樣靜謐的冬夜，陡然想起老
家的那個院子，和那院子最溫暖的那個
人。如今，二伯母已年過八十，頭髮稀
疏了，牙齒也脫落了，她住在縣城裏御
馬河畔的一個小區裏。她老了，再也揮
不動那又長又大的笤帚。而且，我們的
院子，也已經頹廢不堪，青瓦房破落不
整，連牆體都垮塌了，僅僅那個院子，
還在，只是沒有了人煙，雜草叢生。那
些散落在草叢裏的青石、瓦礫……它們
見證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日常，
無聲地訴說着鄉村的寂寞孤單。然而，
那是我們回不去的歲月靜好，是我們記
憶裏永遠也抹不掉的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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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私房菜」年輕
主廚黃錳桓，是這次潮
汕美食之旅最大的驚
喜。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