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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感受中國年味
這一次到美國探望家人，適逢是農曆新年，

所以有些親朋戚友也可以放假幾天，當然不是
法定假期。但美國原來給所有學生在農曆年初
一可以放假，即是無論你是中國人也好還是外

國人也好，這一天都是假期。但打工仔就要自行決定是否利
用自己的假期在這幾天慶祝一下。
以往每逢到外國探望家人，他們每天也會弄很多美食給我
吃，但這次就交由所有親戚朋友。因為從年二十七開始，直
至我離開美國的前一晚，都是到不同親戚家中吃飯。因為年
二十七適逢是自己的新曆生日，家人在家裏跟我慶祝。到年
二十八是我母親的舊曆生日，邀請了30多人在家裏吃吃喝喝
慶祝一下。然後幾天都是到不同的親戚朋友家作客。
很久沒有感受到在親戚家中吃飯慶祝農曆新年的感覺。其
實當中有一些親戚，是由朋友變成親戚一樣親切的人，就正
如他們俗稱的︰「自己人。」每一天在不同親友家中吃飯，
也衷心感受到他們的熱誠，其中一個舅父問我，你明天想吃
什麼？我說：「其實農曆新年食盆菜也不錯。」結果他就二
話不說，第二天就整了一個盆菜給大家一起吃。你要知道，
盆菜需要很多材料，而且還要用很長時間去烹調每種食材，
但吃飯的當天，完完整整的一個非常美味的盆菜就在眼前。
當然說到美食，大家也會喜歡，反而我覺得從美食當中真

的感受到「人情味」。因為農曆新年就是我們中國人一個最
大的節日，大家都會歡歡喜喜地慶祝。而且因為親戚朋友有
着不同的籍貫，所以無論他們說話或是烹調出來的餸菜，也
會很有地方特色，有很多我也從沒有吃過。
其實這些親友每一次在美國的時候都會遇上，但今次分外
親切開心，就算我本人在美國也好，感覺就好像回到鄉下跟
鄉親父老一起吃飯的那種熱情。而且還有依依不捨的感覺，
畢竟每次去探望他們都只有兩個多星期而已，所以有一個親
戚提議，你們如果夏天再來的話，我們不如揀選一個地方租
住一間大屋，我們所有親戚一起在那裏暢玩三日兩夜的開心
行程。我非常期待這日子來臨。所以這一次美國旅程，就好
像在內地慶祝農曆新年一樣開心。

吳磊《在暴雪時分》
看《星漢燦爛．月升
滄海》，沒想過演凌不
疑的吳磊（見圖），只是

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因為對吳
磊這個名字，早在《瑯琊榜》、《長
歌行》已有印象，但一身古裝扮相，
掩蓋了他的青春氣色，雖然我也有
留意他近期曾演時裝劇《愛情而
已》，但沒仔細看過，直到最近看
《在暴雪時分》，才真正感受到這
個國民弟弟的青春魅力。
這個春節，看罷《繁花》，又未開
始追《與鳳行》，就選擇了《在暴
雪時分》。坦白，選這套劇就只是為
了看吳磊，因為對女主角趙今麥，我是
一無所知的，頂多知道她曾演出有白
敬亭參演的《開端》，但還沒看過。
我不常看這類甜寵青春劇，看劇名還
以為是一套消防救災類的劇種，去年
曾看楊洋《我的人間煙火》、陳偉霆
《照亮你》，覺得內地拍這類災難題
材，手法與拍攝技巧已不輸荷里活。
可是《在暴雪時分》原來不是這類我
愛看的災難片，劇的主線是賣吳磊與
趙今麥的愛情故事。除去頭套、抹去
濃妝後的吳磊，完全是
另一種感覺，怪不得網
上能迷倒不少粉絲，他
的面孔，本來就是一個
陽光少年。

《在暴雪時分》除了是一套青春愛
情劇，故事主軸是斯諾克運動，也正
好讓香港觀眾了解一下內地的斯諾克
發展，大家可能意會不到什麼是斯諾
克運動，其實是Snooker的音譯，香港
大多數人稱之為桌球運動，簡單叫打
枱波。在劇中我們可以看到內地的球
社，在規模和規劃上都甚有組織，雖
然近年香港桌球界隨着傅家俊的出現
和文康部門的介入，已漸上軌道，但
內地球社像一個基地、學校般的訓
練，比較起來仍有很大距離。
劇中男女主角林亦揚（吳磊飾）、
殷果（趙今麥飾）都是斯諾克運動員，
殷果在十年一遇大風雪中，到了芬蘭參
加比賽，風雪晚上與退隱球壇在芬蘭
求學的林亦揚在咖啡店門外，隔着玻
璃窗邂逅，展開一段溫馨甜蜜的愛情
故事，到底林亦揚為何要退出比賽，
殷果又能否完夢登頂成為世界冠軍，
就留待大家去看看這套劇了。
除了吳磊，劇中男角也非等閒，王
星越、陳靖可、王佳璇、董子凡、王
潤澤、韓東霖個個都是顏值高的男
生。當中王星越飾演的孟曉東和另一

女角由丁笑瀅飾演的林霖，
被劇迷追捧為劇中最高CP
值的一對，喜歡青春愛情劇
的朋友，這套由頭甜到尾的
愛情劇，絕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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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和春節有很多
聚會，進食很多高脂
肪高蛋白質的食物，

很多人長胖了，體重增加了，為了
將增加的體重減下去，身邊的朋友
在各師各法，務求盡快達標。
是不是真的過重是有數得計的？可
以用BMI計算。BMI值計算公式︰
BMI=體重（公斤）/身高 2（公尺
2），正常18-23。少於18太瘦多過23
過重。減肥的方法實在太多，最重要
是找出適合自己的。
1.由源頭出發，食七成飽，不要食
太多的澱粉質，包括粥粉麵飯、麵包
和年糕、番薯、芋頭這些碳水化合物
很容易吸收變成糖分，如果消耗不了
積聚變脂肪。香港有全世界不同地方
的水果，也是我的最愛，但水果的含
糖量非常高，果糖是極容易吸收，葡
萄、荔枝、龍眼、榴槤的含糖量可能
大家都知道，但芒果、木瓜、西瓜的
果糖含量不容忽視，只可以適量進食
不可太多，否則血糖就會超高了。
2.進食的分量和次數：有很多人因

為放假在家裏無聊有這麼多過年食
品，所以忍不住放落口，根本不知道
自己吃了多少，不停地進食，吃得多
了就過量了。

3.葡萄酒、啤酒含酒精量不多，但
含糖分不少，應酬多了，自然攝取量
也增加。
4.運動：假期光掛住串門，恒常的
運動和工作減少了，米芝蓮的腰圍在
不知不覺中形成。沒有時間是很多人
的藉口包括我自己，但其實只要有恒
心可以在戶外，也可以在家中一個地
磚位原地跑做不同的運動了。重要
的是持之以恒。
5.有很多人諮詢食藥或打針是否能
夠減肥？打針和吃藥，確實是可以減
體重。但有幾個原則問題：病人是否
適合？本身有沒有一些例如糖尿病、
膽固醇高等的基礎病。用藥之後要觀
察什麼項目有什麼可能的副作用？有
些病人可能會引致胃口減少有飽滯感
覺，噁心、腹瀉、皮膚敏感等。
6.有些朋友間歇性斷食，要小心低
血糖反應。
7.有人吃甲狀腺素、瀉藥、利尿藥等
雖然效果快，但有一定的副作用。
8.減重減肥應該要循序漸進不能操
之過急，如果短時間減得太厲害，可
能皮膚皺紋增加，腹部肚皮鬆弛，令
她們未必願意接受，所以配合運動非
常重要，將肌肉皮膚拉緊，體態完美好
多。愛美是人的天性，一齊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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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母在民國之
前，晚清已誕下所有
子女，除了三伯公幼
歿，其餘五男一女全

活至成人婚嫁且留下子嗣（當中兩
家因男丁離世，為延續香燈，從子
侄、侄孫當中挑選過繼），在二戰
前的古老農耕社會，甚少有。
祖父排行第五（不計女丁），而
二伯公、六叔公都在我出生之前離
世，餘下自年輕已開始在吉隆坡行
醫的大伯公及四伯公。
四伯公四伯婆本來育有一女二

男，可惜兩位兒子幼歿，只餘日後
當老師的長女；父親童年頗受他痛
失兒子的四伯痛錫，日後卻因政見
分歧，互不往還，卻無阻四伯公跟
祖母及母親以禮相待。每年盛夏，
荔枝、黃皮、龍眼等 3大嶺南佳
果，還有番石榴及芒果成熟時，四
伯公跟母親約好，讓我帶領弟弟
們，走上他在村子一
角小山「教嶺」的果
園摘取。每次歡快地
爬樹摘水果行樂時光
完成，四伯公着我帶
一份戰利品回家給祖
母、母親及家中姐姐
們，另有一份帶去父
親那邊，更囑咐：不
用道明來源，只要讓
你父親吃到便是。
大 伯 公 年 輕 時 受

聘，前往南洋吉隆坡「同善醫院」
行醫，在二戰之前民國時期，是鄉
里間引以為傲的事情。舉家下南
洋，臨行留下家族長子嫡孫，我們
大伯，託他五弟我祖父照顧，某程
度上祖父跟他長兄，及日後成為西
醫的長侄的感情都比較親厚。
我上小學二年班，大伯婆回到家
鄉，未幾離世。往後不久，大伯公
亦回鄉，側聽村人耳語；這叫「回
頭鳳」，鳳凰死前，必飛回出生的
家鄉待逝。伯父伯娘的家在隔籬
巷，他們的幼兒七仔比我小1歲，
是我的童年玩伴，大伯公回鄉跟長
子一家同住，我與七仔常在他屋內
玩耍，或時幫他搥背，事後每人獲
贈5角，那些年不少鄉間作坊，婦
女一天的工資不過1元5角，甚至1
元，大伯公對孫子及侄孫的呵護可
見一斑。
經歷4年疫情兼媳婦病重離世，

弟弟和弟婦帶着長子孫兒
回鄉度歲。侄孫剛剛 5
歲，去年3月筆者曾經回
去多倫多探望患病中的侄
新抱，跟4歲的小朋友植
下明顯的感情，首次回來
老家，伯公、伯公之聲叫
個不停，忽爾進入時光隧
道移形換影，自己返回聲
聲叫着大伯公、大伯公，
四伯公、四伯公的歲月，
好不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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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了，8部院
線 大 片 全 ， 速
看！」手機、網
上、社交平台出現

「好消息」，票房30億、20億、
10億的大片，點開就能看。這些
片子香港一時看不到，忍不住打
開，想看的幾部真都可以看，還
有現場效應，笑聲、議論聲、孩
子喧鬧聲……
電影院屏攝引發全網熱議，在
短視頻平台，出現對春節檔電影
的屏攝直播，連柏林國際電影節
導演王小帥的新作《沃土》都有得
看。內地導演董潤年、邵藝輝、路
陽等電影人紛紛發文，斥責屏攝為
不文明行為。影院、媒體人、影迷
也公開表達了抵制與譴責，國家
版權局、廣電總局、央視電影頻
道等陸續牽頭，發起反對屏攝的倡
議，但依然盜攝之風席捲，有人
理直氣壯一口氣晒出幾十張屏攝
照片，這次春節檔的多部電影，
成了第一波屏攝的試驗田。屏攝
在內地成為三令五申卻始終沒有
改善的「素質問題」，不僅普遍出
現在電影院裏，就算在專業性更強
的電影節也屢禁不止，有人稱
2024年為「屏攝元年」。
「仲拍？成個電影業俾你搞垮
晒喇！」每個在香港進戲院看電
影的觀眾，對這段對白都非常熟
悉，身着警服的執法人任達華，

痛斥偷拍者，警告一旦被抓捕，
罰款5萬元及監禁3個月。百老匯
電影中心日前在 facebook專頁發
文警告，發現不少觀眾在戲院內
偷拍將照片或片段上載到社交平
台，電影開場前戲院播出禮儀短
片，提醒來自外地的觀眾「不能
以『不懂香港戲院禮儀』為藉
口」偷拍偷錄。
偷拍的屏攝影片，畫面不完整，
音響不清楚，精心拍攝的電影變成
畫面、用光、鏡頭、演繹全無，類
似劣質電視劇。拍電影是一個大工
程，從開始有動意，到寫成劇本，
送審通過，一關又一關，到開鏡拍
攝，周期最少一年，多則數年，拍
攝現場的艱難困苦不亞於戰場，電
影人豁出命拚搏，甚至流血受傷出
人命在所不惜，偷拍把電影人全心
全意投入的一腔心血化為烏有。劇
場也不例外，尤其是管理不嚴謹的
劇場，比如戲曲劇場，中老年人比
較多，有人拿着手機從頭到尾拍。
丟人、沒素質、不尊重版權，懂
這些道理的人不會屏攝，屏攝的人
不會理會這些道理，為什麼屏攝這
個行為在理論上人人喊打，卻依然
有那麼多人大搖大擺毫無顧及地
掏出手機拍攝，公然上傳公眾平
台？答案很簡單：目前在內地地
區，屏攝不是違法行為。必須立法
禁止屏攝，一旦發現重懲重罰，讓
「屏攝元年」成為「屏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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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慢手慢腳的人，事事都慢
一拍。人家拍照後都立即把照片
發放到社交媒體與眾同樂。我即

使拍了很想與朋友分享的照片，也只會在很
多天後才放在臉書上。幸好現時用臉書發相的
人少了，所以即使我的照片失去時間性，朋友
們「餓」照片久了，也就會讚我的照片。
就像在過農曆新年前逛花市的一批照片，
我卻在過年期間才有時間整理和發放。大家看
到那一張張與一般花市不同的照片都大感興
趣，除了讚賞外，也問我該花市在何處舉辦？
先談花市有何不同。花市位於一個個高級
住宅屋苑的廣場上，四周都是商場，店舖都
是名店，也有咖啡店。大家逛得累了，可以
坐下來喝杯咖啡，或者順道購物。其中一間
名牌商店門外有一條龍的裝飾，設計卻與傳
統的金龍完全不同，是以較形象化的手法把
一條紅色皺紙龍創作出來。我初看其中一部

分時，以為是一道以紅皺紙架起的拱門，再
看才發現原來是龍身的其中一截。無論我們
喜歡與否，都覺得它很有創意。
除了龍之外，花市還有一頭豹，一頭巨型的
機械豹。黃身黑點的牠「表演」時，立即吸
引市民圍觀和拍攝，因為牠懂得眨眼，又會
張口咆哮。牠的旁邊有一部黃色汽車，花市內
其它地方也停放着兩三部新車，原來機械豹
是汽車商用來推廣產品的手法。在花市內銷
售汽車，是否與我們傳統的花市很不同呢？
在花市內走來走去，讓市民拍照的還有人
扮的各式吉祥動物和福祿壽三星，也有多個
高達數層樓的賀年娃娃氣球。有一名女士穿
上古裝，以嫦娥形象示人，在花市內拍照。
吃在花市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冰糖葫蘆、
手打年糕、卡通牛奶雪糕，還有一些我從沒
見過的糕點，叫我大開眼界。花市內有一個
表演舞台，有一名女歌手和兩名彈奏夥伴在

獻唱多首歌曲。可能市民認為在街頭看表演
不需鼓掌吧，歌手每次唱畢後都沒有人拍
掌。完場時，她向觀眾致謝，卻依照講稿
說︰「謝謝大家給我的掌聲。」場面難堪。
所謂年宵花市，花當然是主角。花檔的數

目比維多利亞公園的少，但是每個攤位的設
計都是一式一樣，整齊美觀。出售的花的種
類不算很多，蘭花的選擇最多，海棠亦多。
維園花市有一條桃花街，這兒卻甚少見到桃
花。鮮花的價錢非常便宜，我恨不得購買更
多花回家。我回家後打開包裝，發現一束束
的年花原來很大很多，非常艷麗，親友拜年
時見到都稱讚不已。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本
來我擔心太早購買，鮮花在年初一會開始凋
謝，沒想到今天已是正月十四，有些鮮花仍
然漂亮，希望應驗花開富貴的祝福。
這個富有特色的花市在哪兒？深圳福田崗

廈。明年一定要再去。

與別不同的花市
小蝶小蝶

演
藝
蝶
影

演
藝
蝶
影

鑼鼓聲動祥龍舞
正月十五前夕去文化園遊玩，在那
裏，偶遇一夥耍龍燈的人。乍看龍身
道具穿戴都非常齊全，但是細一瞅，
卻覺得還少了些什麼，原來在這些人
的隊伍中，沒有看到我幼時所見的那
些具體的人物：划着旱船的漁翁、穿
着紅襖綠褲的媒婆子小媳婦、打扮呆
傻的書生。稀稀落落的鑼鼓聲中，他
們步伐鬆垮，不像記憶中的耍龍燈隊
伍，他們邁着細碎的台步，在緊鑼密
鼓中秀身段、秀絕活，展示滑稽搞笑
或者高難度動作。
在我的印象裏，「耍龍燈」或曰「跑

龍燈」，應該是一種充滿活力、展現
充滿神采的表演，需要有那麼一股子精
氣神兒，氣吞山河。字典裏，「耍」與
玩耍、戲弄、舞動有關。「耍」字當
頭，就該耍出些花樣，耍出虎步龍行的
威風，讓觀眾沉浸進去，場上場下形
成互動，把龍燈舞得熱熱鬧鬧，才算
舞出味道。而一個「跑」字，則讓人看
到，舞者在扮演角色的同時，要跟隨着
鼓點，在節奏緊湊的演奏中，龍燈和人
物一同有序地前行。既然是民間藝術，
就得有精髓的傳承，而不是一律呆板地
穿身黃色衣服，腰挎一副龍燈就能嫺
熟登場的。
我小時候看到的跑龍燈，儘管沒有
什麼非遺之說，但都是村裏老一輩、幾
代人總結的精華。參加跑龍燈的人不
像是臨時湊場的，倒像是經過角色傳授
的藝術家，只不過沒上過華麗的舞台，
只鍾情於民間罷了。跑龍燈也不需要什
麼正規的舞台，只要有個場地，怎麼方
便怎麼來，場地大了行，小了也能轉開
場子，耍者都能隨機應變。農村場院
多，空間大，是跑龍燈的最佳場地，有

人事先邀約，洽談合作，臨場的時候，
派人到選好的空地上放幾掛爆竹，熱熱
場子，村裏男女老少很快向着那個場院
去了。如果隊伍還遠，那麼就去迎
接，迎接的時候無須言語對話，在尚
距龍燈隊伍數十米的地方，迎頭點燃
一掛鞭炮，用竹竿兒挑着，邊走邊
放，利用炒豆般的爆竹聲將他們引入
場地，頓時鞭炮喧騰，鼓點震耳。
在那艱苦的年代，耍龍燈基本沒有什

麼收入，人們圖的就是樂呵，才藝是老
一輩人傳下來的，服飾壓箱底多年，每
到正月十五才捨得拿出來穿穿。做衣服
用的面料混雜，有綢緞面的、有棉布料
的，還有仿絲綢面的，穿在身上水滑亮
閃。髮式是古裝戲裏的那種髮式，頭飾
也是古代民間流傳的頭飾，比如媒婆的
帽子就是用黑絲絨做成的，上面再插朵
俗不可耐的小紅花，一把年紀了還要紮
個綵頭，不光用白粉把臉兒撲了，抹上
腮紅，還得穿得花紅柳綠，讓人看了樂
不可支，這便形成了喜劇效果。這些服
裝道具保留下來很不容易，若在特殊時
期，說不定會被當作四舊銷毀，但他們
還是保存下來，且還像新的一樣華麗。
在跑龍燈的隊伍裏，漁翁、小媳婦

都是配角，媒婆才是主角。傳說，人間
第一位媒婆是女媧，她在煉石補天之後
看到地球上人類稀少，特別是天地混沌
之後，幾無人類，便以水和泥，捏成人
狀，點化成新的生命，為他們一對對拴
上紅線，不至於在未來的日子裏走散，
哪怕是在天南地北都能喜結良緣，如
此，人類才得以迅速繁衍。神話傳說
中，天宮裏也有月老，他是主管姻緣的
上仙，厚厚的一本花名冊，將所有人的
姻緣都掌控在手中。唐朝小說家李復言

在《定婚店》裏把他稱作「月下老
人」，此後世代相傳，男女老少咸知。
然而到了後來，月老變成了媒婆，走進
了民間，沒有三寸不爛之舌、沒有一種
跑破鞋子的執着，是當不了媒婆的。
本來，媒婆這個男女婚配的重要中

間人物，是很受男女雙方及其家長的
尊重的，若兩家人家聯姻成功，還會
對媒婆重重賞謝。但是在古典戲劇作
品中，媒婆便成了惹人發笑的喜劇角
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花為媒》
裏的媒婆阮媽媽，這部戲劇改編自古
典名著《聊齋誌異》中《王桂庵》及
其附《子寄生》篇。她們在人間生活中
扮演丑角，卻給人們帶來了喜結良緣的
美滿快樂，構成了充滿起伏的喜劇人
生。當然，也有一些刻畫醜陋的媒婆形
象，如在正劇中是反面角色，在現實
中是拆散情侶的罪魁禍首，或者是在
封建禮教婚姻中施加壓力的源頭。
小時候看耍龍燈，看的就是媒婆，

總覺得場子裏的媒婆，是最讓人心生
忌憚的一個。因為母親總是告誡我們
女孩要舉止得體，否則長大後就會變
得和媒婆一樣，粗俗且成為他人的笑
柄。這警告讓人明白，不守規矩的後果
是何等糟糕。於是，我們便按照長輩們
的要求，安穩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春秋。
裝扮媒婆的不是老婦人也不是小媳婦，
而是一位50幾歲的男人，他自年輕就
好玩，老了更像個老頑童。幾十戶人家
的村子，平日裏風平浪靜，靜謐無聲，
每到過年的時候，大家就組織起來耍龍
燈，屆時村民歡聚一堂，裝上行頭，挨
家挨戶耍龍燈，這就是所謂的「鬧元
宵」，用一個「鬧」字，重現正月十
五的熱烈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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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與侄孫過農
曆年於曼谷精靈龍
前留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