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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的假期
這篇文章其實是我在美國紐約時候寫的，如去
年一樣，我也飛到美國跟家人團聚。還記得上一
年，很久沒有在農曆新年期間跟家人一起團圓，
經過上一年的開心愉快旅程，今年還是想，開開

心心及充滿溫馨中團聚一下。
其實今年自己有少少猶豫不決，因為去年是弟弟跟我一起
乘坐飛機到美國，但他今年因為有另外一些計劃未能跟我同
行，而且他跟我說：「其實你留在香港跟我一起過農曆新年
也開心。」就是他這句說話，令到我有點忐忑：應不應該就
留在香港？可能讀者會問：「為什麼你的弟弟要跟你一起慶
祝農曆新年？」其實我跟弟弟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而且他身
邊沒有太多朋友，所以他視我這個哥哥就好像朋友一樣，無
所不談，開心不開心的也會跟我分享，而我同樣會這樣做。
所以初初有點猶豫應不應該取消這個美國旅程。
但最終令我決定原本行程的原因，就是因為一部電影。話
說之前看了一部有關親情的電影，裏面提及要珍惜身邊人，
特別是家人。當時我看過這部電影的內容之後深受感動，而
且想着自己的母親年紀老邁，最近看着她的照片，樣貌一直
老去，其實自己也很心疼。每天在神明前上香，也祝願她身
體健康、長命百歲。所以要爭取多些跟她見面盡點孝心。
雖然就算留在她身邊，我也沒什麼特別的事情可做，但我
知道她其實很想看看自己的兒子，所以我就決定在農曆新年
到美國10天跟他們團聚。而且很開心，因我在農曆正月初一
之前一星期便到達美國，而我母親一如過往，會用很多時間
去製作蘿蔔糕給身邊的鄰居及朋友等，往往整出五六十盤蘿
蔔糕，就算她身邊的朋友已經吃完，我媽媽又會馬上補給他
們。當然整蘿蔔糕也很辛苦，因為這麼多，所以這次我可以
做助手，幫她一下。
而在整蘿蔔糕的過程當中，大家有講有笑，又會一起回憶自
己童年時候跟父母相聚日子的片段。原來我發現很多已經忘記
了。藉着這個機會可以好好地留在母親身邊做個乖孩子，就算
每天沒有特別事情做也好，只要在一起便足夠了。
在此恭祝讀者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最重要是懂得珍惜家

人，並祝大家闔家平安！

萬丈「更生」賀新歲
今個星期為大家介紹
的 男 主 角 林 更 新 （見
圖），2011 年畢業於上

海戲劇學院，初出道時曾獲導演徐
克的賞識，拍過《狄仁傑之神都龍
王》《智取威虎山》《三少爺的
劍》《西遊伏妖篇》等多部電影，不
過一直星運浮沉，直到2017年有機會
與趙麗穎一起演出《楚喬傳》，該劇
收視賣得滿堂紅，本以為從此轉運，
那知幾年過去，《楚喬傳》沒有像盛
傳中開續集，林更新也只得一套2022
年推出的《請叫我總監》較受歡迎，
那劇的女角譚松韻，已是人氣十足的
「國民閨女」，到底是星運，還是林
更新及其經理人團隊的接拍取向，那
就不得而知。
踏入2024年，林更新的機會又來
了，這次他再與趙麗穎合作，主演古
裝劇《與鳳行》，該劇早在2022年殺
青，排了一年仍未有播出，《與鳳
行》劇情講述上古最
後一個神君「行止」
（林更新飾演），在
仙魔大戰中以一己之
力力挽狂瀾，此後神
蹤難覓。而魔界女王
爺「沈璃」（趙麗穎
飾演），在千歲誕辰
之際被迫政治聯姻，
逃婚路上卻被打回鳳

凰原形，遭凡間小販當作肥雞，被一
位青衣白裳的清秀男子買下，兩人的
命運就這樣緊緊地串連在了一起。
仙侶劇故事萬變不離其宗，神君角

色通常都是劇情的重心，女主角到底
是人、是魔、是妖，還是神獸，就要
看原著想怎樣寫了。《與鳳行》的神
君行止與鳳凰沈璃的故事，脫不了男
女之間的哀怨纏綿，送稿前仍未落實
播出的情況，只知已經一拖再拖，說
好了是2023年第四季推出，現在已經
是2024年了，看來大家想把這一個黃
金陣容留待一個更好的檔期才推出
吧，到底林更新加趙麗穎曾經有過十
分好的成績，自然就總會有期望與期
待。
這個春節假期，如果想在家煲劇，

又未等到《與鳳行》，不妨試試先看
許凱、虞書欣合演的《祈今朝》，對
虞書欣我還是有點憧憬，到底她和王
鶴棣締造了《蒼蘭訣》的佳績，演員

這一塊是不會輸蝕
的。至於大電影方面，
賀歲華語片就有《小
子》、《還錢》和《臨
時劫案》，其中由郭富
城主演的《臨時劫
案》片種屬動作喜
劇，過年走進戲院開
懷捧捧場，不失是賀
歲好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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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很多朋友出去拜年和親
友歡度佳節。不過要留

意衣食住行的問題。
衣：因為天氣寒冷，要穿鬆身透氣

易穿易除的衣服，貼身最好是棉質，
內地有些地方會上香、燒炮仗，放煙
花，一定要小心，不要讓這些易燃物
跌從頭上跌下來燒到皮膚和衣物，如
果是尼龍衣物很容易着火，不透氣，
引致皮膚敏感，即使很冷的天氣，只
要內面貼身衣服中間一層薄羊毛外一
層羽絨，如果大風的話再加一層防水
的外套已足夠了，其實冬天注重的是
保暖不是產熱，所以只要將體溫不外
洩就可以保持溫暖了，這樣可以輕鬆
地活動四肢。
食：春節太多好東西吃了，各種糕

點美食數不勝數，大魚大肉，無論是
糖分、鹽分、澱粉質、膽固醇等都超
標，香港人最叻的口頭禪就是食完今
餐再減肥，一餐又一餐不知道吃了多
少，引致膽固醇血糖血壓增高，親友
相聚，飲酒多了，如果腸胃和肝有問
題，那麼會直接影響肝的新陳代謝，

如果有脂肪肝或是乙型肝炎帶菌者，
更加要小心，長期酒精過多會引致肝
纖維化甚至肝硬化，影響肝和糖的新
陳代謝，周而復始愈來愈嚴重。
住：香港的住屋環境擠迫，活動空
間有限，人多聚集要小心防疫，適當打
開窗戶，讓空氣流通，特別是老人家
和小朋友要看環境而定，必要時可以
戴上口罩。因為太冷，有些家庭用暖風
機、熱水爐、炭爐升溫，但要小心空氣
清新以及溫度，必要時添加適當的衣
物，用保暖的電器產品要小心過乾過
熱而火燭。沒有人在家，最好熄電
器，既環保又減少過熱燃燒的機會。
用炭爐、煤氣爐要打開窗戶，避免一
氧化碳中毒。
行：無論是街上或公路上，到處都

是行人和車輛，千萬不要爭先恐後，
要遵守交通規則，酒後千萬不要駕
駛，人多車多天雨路滑更加要小心不
要推撞，最近警察執法非常嚴厲，違
例泊車、亂衝紅燈、超速駕駛等等，
都罰得很嚴重，新年更應該注意安
全，市民守法，警察執法、維持治安
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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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若盛放
蝴蝶自來，你若精
彩天自安排……」
今年立春前後，

千百鳳蝶擁花群飛的現象真的好
看，村前村後，在山坡、在屋苑花
園、在政府管轄的公園，不論有名
有姓的花兒還是路邊爭相競艷的無
名野花，吸引力勢均力敵，一片片
春到人間；洗滌心靈，將不論自身
還是社會叫人心煩不解的瑣碎諸
事，忘得一乾二淨。
每年2月前後，必去天水圍嘉湖山

莊美湖居前面的「龍園」公園賞
花，觀錦鯉。
龍園不大，然而嶺南混合江南的

園林建築風格，予人休閒憩息身心舒
暢的感受之外，花草樹木的安排別具
一格，尤其烏頂白牆旁小小斜坡，種
植李樹一棵，初春時節花雖小，型格
矜貴，密密麻麻鋪蓋似白雪，敢說是
整個龍園最精彩的重點，不少攝影發
燒友帶同長短鏡頭攝影器材，遊園拍
攝，氣氛相當熱烈。
筆者雖非攝影專才，但就用手機

拍個不亦樂乎，只恨此間李樹只植
一棵而非數棵，甚至結構一整個李
樹林，花開時節製作猶如薄雪散落
的精彩。
跟內地植樹的風格大不同，香港

這邊經常一棵茶花襯一棵桂花又襯
一棵木棉，旁邊還有玉蘭或玫
瑰……非常難得見到一整片一整片
的竹林或特定的花兒，不似內地一
整個山坡種植百棵梅花。又或太湖

多個小島大片大片桃子林，春天到
來，完全感受到金庸先生筆下的桃
花島。廣州中山紀念堂前面整條長
路種了高挺的玉蘭，花開時節開車
經過香氣盈鼻，永遠難忘。
農林署經過多年培植，例如改變

泥土的酸鹼度，讓過去在本地甚少
見到的花樹都生長得欣欣向榮。如
今許多地段都看到數量不少的香
楓、櫻花、紫藤、茶花……
下一步，期待我們看到整片整片

的梅林、李林，造就大家都嚮往、
傳說中的香雪海。
就讓我們準備好，時間到了，春

暖花開蝴蝶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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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兩個
城市讓我留下深
刻印象，一個是
大連，一個是上

海。前者不是愛上大連的海鮮，
當時的大連人知道我從香港來，
豪爽講下豪言壯語：20年，我們
一定超過香港！上海不同，他們
對香港的一切都有興趣，都想知
道，同時立刻檢討自己哪裏不如
香港，沒有誇下海口，只是想學
和嚮往。20年早已過去，現在怎
麼樣了？大連久久沒去，倒是剛
從上海回來。
回港下機坐的士回家，車又殘
又舊又髒，跑起來稀哩嘩啦，底
盤幾乎要掉下來，司機大佬開得
快，不停和同行講着粗口……不
由想起剛離開的上海。幾天來，
去街或開會，都是乘坐網約商務
車，不是天籟就是奧迪，準時到
達乾淨整潔，寬敞舒適的座椅，
有空氣淨化器，擺着小小綠色花
盆、高檔瓶裝水，司機穿着深色
制服、白恤衫，對乘客都是用請
的手勢，一路之上沒有多餘的
話，需要時全是禮貌用語，彬彬
有禮而且價錢公道，比香港普通
的士還便宜。原來這種車除了車
型，還有很多要求：車齡不超過
5 年，必須是黑、白、銀、灰
色，司機年齡在25歲至50歲之
間，有純熟駕駛技術等等。上海
沒有說過要超過香港這樣的話，
但是暗暗在努力在改變，成果有

目共睹。
我住的酒店在華山路算是市中
心，服務周到，大堂經理和侍應
都很禮貌，有問必應。酒店中的
餐館比外面貴些，差不多是香港
的價錢，但味道正宗，物有所
值，住得很舒服。再說一件小
事，這些天上海很冷不想遠去，
又不想呆在酒店，頂着寒風冷雨
出去看看。就在酒店對面，有一
間門面小小的女子服裝店，我推
開門，店主馬上迎上來，她有六
十上下，穿着合身，頭髮向後梳
起，化了淡妝抹着口紅，整個人
企理入眼，抬頭看，標語是全店
一折。再看貨架，中西時裝一半
一半，中式的有品味，西式的有
特色，店主那雙閱人無數的眼，
一眼看出我的大概身份，拿了幾
件外穿背心和中式小棉襖，都中
我心意。我試穿，她在一旁說：
「我一眼就能看出客人想要什
麼，一定不會介紹錯。」
多像《繁花》裏的玲子。
以前到上海，我只會到靜安
寺，不是拜神，是到附近幾家老
字號「老三陽」、「松月樓」買
正宗「海貨」和素齋、素菜包、
鹹肉、鮮肉月餅、燻魚、烤麩、
八寶飯，然後吃一客小籠包和一
碟脆鱔、紅燒划水，就以為不枉
上海之行，原來奮起直上的上
海，還有許多可愛可喜、令人敬
佩的所在。香港呀，不保持水
準，不改革創新，必然被超越。

上海呀，香港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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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年三十，兔年最後一
天。雖然翌天便是新的一年，
但我不會虎頭蛇尾，只重視年

初一而忽視年三十晚。我真摯地歡迎新
的一年的來臨，也同樣恭敬地對待一年中
最後的一天，為它做一個圓滿的結束。無
論過去一年如何，在年三十晚那天我仍要
站好最後一班崗。
對我來說，年三十晚和中秋都是最象
徵團圓的節日，所以我都很重視。有趣
的是，中秋節是全年月亮最圓的一天，月
圓代表團圓非常合理；年三十晚卻是沒有
月亮的，但是那天卻同樣有闔家團聚的
意義。
提起年三十晚的月亮，我便想起念初小
時一位平時不苟言笑的老師有一天在上課
時，竟然說起題外話。她對我們這班只有
幾歲的小孩子說：「如果你的債主向你追
債，你告訴他：『年三十晚有月光便還錢
給你』。」我們都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她

解釋說︰「即是說你不會還錢給他，因為
年三十晚是沒有月亮的。」這番話令我很
震撼，因為我不知道原來年三十晚是沒有
月亮的，也不知道原來這名老師是會說笑
的，更不知道原來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話來
賴賬的。
小時候對年三十晚的印象還有「月光
光，照地堂。年三十晚，摘檳榔」這首童
謠的數句歌詞。一次，兒童節目主持人
Harry哥哥與我喝茶時，一口氣把這首童謠
唸了前半部。坦白說，我從未試過在年三
十晚摘檳榔，對檳榔的認識也甚少，可能
只吃過一兩次。況且我住的地方都沒有地
堂，所以對此童謠描繪年三十晚的景象都
沒有感覺。對了，既然年三十晚沒有月
亮，為何會有「月光光，照地堂」呢？
以前我的舊上司准許我們在年三十下午
休息，所以我可以一早返家準備吃團年
飯，避開交通擠塞的情況。有些家人卻一
定要在下班時間才可以離開公司，返家便

成一段很痛苦的旅程，因為平時不是在五
六時下班的人也會擠在這段時間內趕返家
中吃團年飯，交通因而特別擠塞。
我很重視年三十晚吃的團年飯。除了我

在外國求學的3年，我每年都一定與家人
一起吃團年飯。我和家人的工作都不需要
輪更，可以在年三十晚一起吃團年飯。雖
然我們平時一起吃飯的機會不少，但是那
頓飯是特別有意義的。近年，女傭姐姐總
愛燒出十多個菜式，令我們在年終的一天
吃得特別飽。
不過，過了今天這個年三十後，我們下

次再有機會在年三十晚吃團年飯應該是在
2029年了。不是說我們會5年沒得吃團年
飯，而是在未來的5年，我們都不會有年
三十晚，要在年二十九吃團年飯了。沒有
年三十的情況並不特別，但連續5年沒有
年三十則是非常罕見。所以，我們要好好
珍惜今天，因為要5年後才再有年三十晚
了。

年三十晚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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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過年
客家人好客又愛好儀式感，逢年過
節，特別注重禮節，喜歡禮尚往來，送
年送節就是一種具體的表現。這不，離
過年還有幾天，我家頓時便熱鬧起來，
鄉下的姑姑送來一隻大公雞和一些冬
筍，農村的老表送來一大堆的大蒜、青
葱、芹菜、菜芯，姐妹們有送食用油來
的，有送香煙來的，有送牛奶來的，一
時間，家中平添了這些琳琅滿目的物
品，令我有些眼花繚亂。
我將這些禮品一一分好，作交叉回
禮用，將收到的食用油送給鄉下的姑
姑，將收到的香煙送給農村的老
表，將農村老表送來的菜蔬分別送
給姐妹們。在這來來回回的送年過
程中，我採用拆東補西的手法，似乎
收到了許多東西，又似乎沒有收到什
麼，並且每位來送年的人我還得回
上一個小紅包，看似還有些吃虧
呢，但在這喜慶的氛圍裏我感受到
卻是一種親情、一種溫暖。特別是臨
別時，我總會收到他們不約而同「大
大地過年」這句祝福語，讓我感受
到一股濃濃的春意。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過年有了
「大大地過年」這句祝福語，第一次
聽到時，我還有些錯愕和好笑，因為
「大大地」這句子常常是電視劇中日
本鬼子的口頭禪。後來我細想，
「大」一般用於表達積和量的廣與
多，也許這是祝福人們在新的一年裏
財多路廣的新詞吧。
大大地過年，我想在「大」上體驗

一把。平日裏禁燃鞭炮，首先我想到
的是在春節解禁期間先過把癮。於
是，我在家開起了清單：除夕、立春
接春、大年初一、拜年、元宵節這些
節點都需要5,000響的滿地紅，正月
的其他日子就3,000響的鞭炮將就，
還有100響的轟天雷、酥油製作的紅
燭等等。當我帶上清單驅車來到鞭炮
店時，店裏擠滿了人，老闆雖是熟
人，卻跟我商量說人太多是不是晚上
來，我說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停車
位，晚上要是沒地方停車怎辦？老闆
無語，只好按清單先幫我點齊並將這
些爆竹搬上了車。我轉身去櫃枱刷微
信轉錢，卻發現不少人買的鞭炮更
長、爆竹更大，讓我心情大好：看來
大家都在大大地過年。
將鞭炮搬回家後，又想起春聯和燈

籠還沒有買，轉身要出去時，老媽說
想跟我出去走走，我把老媽帶上車，
來到一排賣春聯的蒙古包前，老媽卻
喜出望外指着火紅的蒙古包對我說：
「兒呀，這是誰家辦喜事這麼排場，
一大排的花轎。」我忍俊不住大笑起
來，這是賣春聯的蒙古包，我們進去
看看吧。我牽着老媽進了蒙古包選起
春聯來，老媽識字不多，卻意外驚喜
地發現一幅春聯上帶有我的名字：
「萬事諸順隨風入、年迎大有伴春
來。」老媽指着這春聯上的「大」和
「春」字執意要買，我只得隨老媽的
意買了下來。老媽順手選了對水晶走
馬燈籠，還選了4張「開門大吉、迎

春接福」的小條幅說留着接春用。當
我交錢給賣春聯的小姑娘時卻發現以
前一直賣一毛錢的小條幅現在要賣5
毛錢了，我問小姑娘怎麼一起價就幾
倍，小姑娘笑了笑道：「叔呀，4個
小條幅收你4毛錢我又懶得收，若收
你2塊錢你又說貴，這樣吧，我收你
春聯和燈籠的錢，小條幅就送給
你。」說完，小姑娘將這些東西包好
還順手塞給我一包紅包袋道：「紅紅
火火，大大地過年。」
夜晚，我想也該理個髮過年了，我

來到理髮店，等待的人不少，排隊等
待中我打開手機看新聞。不一會，兩
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洗完頭與理髮店
老闆吵了起來，原因是平常洗頭10
元，年底洗頭要15元，一下起價百分
之五十，小姑娘接受不了，兩人一直
僵持不下。見狀，我站起身來勸小姑
娘，我說：「小姑娘，你洗了個頭，
人漂亮得像奶茶妹妹咯，這些做手藝
的人一年到頭也不易，年底加點錢，
其實也就是他們的一點年終獎，要
不，你兩人多需付出的10元錢我來幫
你出。」說完我掏出10元錢。小姑娘
見狀急了起來，匆忙推開我的手道：
「大叔，你這話我愛聽也在理，謝謝
你，我們自己付就行了。」兩個小姑
娘出了店門又靦覥地回頭對我說：
「大叔，大大地過年。」我說：「小
姑娘，你們也大大地過年哦。」
過大年，大過年，大家歡歡喜喜開

開心心過大年。

李
大
春

百百
家家
廊廊

◆嘉湖山莊「龍園」，單單一棵李
樹，每年初春李花盛放，吸引大批
攝影發燒友，也吸引絡繹不絕的蝴
蝶。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