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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馬英九愛哭？（下篇）
自4月3日台灣花蓮

大地震至今，幾乎天天
餘震不斷，已有1,320
次，且多次餘震強度都

在4到6級，島內民眾多被震得人心
惶惶。我目睹中部橫貫公路花蓮段的
太魯閣、燕子口等風景名勝，被震得
面目全非，市區的高樓大廈被震得45
度傾斜；我想，馬英九看到這一片斷
壁殘垣，會不會難過得落淚。
目前台海關係正處於緊張時刻，
繼馬英九後，中國國民黨藍營人士
展開接力；郝龍斌訪問河南，洪秀
柱訪問廣東，並預定7月將帶領200
名台灣青年訪問浙江，傅崑萁亦率團
訪問北京，據聞連勝文、韓國瑜、
朱立倫都相繼計劃訪問大陸。
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我不僅
看到代表最新的台灣藍營人士積極
伸出友誼之手，也看出他們迫切的盼
望和平之心；相同的，我感受到大陸
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官方與民間
上下一心，張開雙臂歡迎兄弟歸來！
在大家同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大屋簷
下，我們不要兄弟相殘，我們拒絕做
美國的棋子，我們要的是中華民族大
團結！
回想 2005 年
連戰「返鄉之
旅」，宋楚瑜
「尋根之旅」，
李敖「文化之
旅」，2024 年
馬英九「和平之

旅」，已相隔19年了。自1988年李
登輝主政台灣，開始有計劃的去中國
化至今已有36年，台灣青年對大陸
的認識是不足的，甚至帶有負面的偏
見；馬英九與洪秀柱共帶領220位台
灣青年的大陸之行，其教育意義何其
深遠重大！在同文同種同語言同歷
史的文化脈絡下，讓台灣青年自自
然然產生認祖歸宗的情懷，再看到
大陸今日的發展，的確讓他們嘆為
觀止，心生佩服。
台灣民進黨執政，在有所選擇的
新聞報道下，刻意宣傳對大陸的醜
化和敵視，使台灣青年並不能認識
真實的大陸，而今大陸之行能讓他
們親眼看到大陸的各項設施，如高
鐵、橋樑等基建的宏偉完善，市區
大廈的輝煌氣派，讓台灣青年瞠目
結舌，萬里長城的雄偉浩大、陝西深
厚的中華文化底蘊，讓台灣青年真實
地感受到同屬一個中國，有相同的祖
先、相同的傳統文化、相同的歷史故
事與宗教信仰，一脈相承。
今次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馬英九相
談甚歡，據說談了一個小時，可以說
是9年前在新加坡習馬會的另一篇

章，讓台灣青年親身感受到兩
岸一家親的歷史根源，自己不
僅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認為，大陸以大事小，為
兩岸和平統一，做出最大的努
力和誠意。我相信當兩岸統一
的那一天，只要是炎黃子孫都
會落淚，又豈是馬英九一人。

人間有味是清歡
作為一名「半路出道」的香港
人，來港十餘年，免不了要受
到港式早餐的「洗禮」。

早餐，對於忙碌的普通香港人來說，可以
說是儀式一般的存在，而經常被遊客詬病
「服務態度惡劣」的港式茶餐廳，便是港人
早上「返工」（上班）前最愛聚集的地方。
說聚集在茶餐廳，不如說是分邊而坐，很
多時候，坐在對面的人，往往是陌生人，沒
關係，香港人極其注重隱私，卻也十分具有
分享和包容的心性。你有你吃，我有我食，
大家共享美食的空間，卻又可以各自對各自
的食物心生歡喜，互不打擾。
香港人是最懂得茶餐廳文化，侍應（服務
生）繁忙，人手也捉襟見肘，坐下來點餐，
盡量快、狠、準：「唔該，沙嗲牛肉公仔
麵、煎蛋，要反蛋（把雞蛋煎熟），凍檸
茶，少甜少冰。」
常客們根本不用看菜單，屋邨樓下或附近
的幾間茶餐廳的菜單早已爛熟於心，更難
得的是，熟手的侍應也已經將常客們的「心
水」餐單爛記於心。穿着白色寬鬆工作服的
中年大叔，拿着紙和筆走來，微笑着問：
「今日A餐定係C餐啊？都係熱奶茶，茶
走？」在紙上瀟灑地幾筆一畫，再轉交給廚
部，不下三五分鐘，一份可口的、熱氣騰騰
的港式早餐便呈上來。但記住，大叔的微笑
僅有限度提供給熟客。
有人說茶餐廳的侍應態度差，我從不這

麼認為，他們只是跟你不熟而已，如果只
是第一次見，為何要對你滿面春風？如果對

你太過熱情， 你又會覺得他們「有所企
圖」吧？當然，個別極端的「欺壓遊客」
案例排除在外。
我常常感慨，這恰恰是香港的好，人們不
會對你太熱情，但也不會對有需求的人置
之不理。和陌生人開啟一段舒服的「關
係」，豈不是從古至今大師們所崇尚的人生
之「清歡」？
但無論如何，以上的種種都不足以成為
阻礙我們探索香港早餐的藉口。
如果你第一次來香港，那麼一定要選一個
早上去一間茶餐廳，感受「港式」飲食文化。
傳統的港式早餐菜單上，往往都有沙嗲牛
肉公仔麵、火腿絲通粉、榨菜肉絲米粉，然
後可以配炒滑蛋/煎蛋，還可以配上多士。多
士，就是普通的白麵包切片，一份多士，通
常是一片四四方方的白麵包從對角處切開，
成為兩片三角形的麵包片。煎蛋可以叫太陽
蛋或者全熟；而多士可以烘底或不烘底，塗
抹上些許黃油更加香口。
如果你仔細觀察，每一份早餐套餐，不同

的客人對於每一種食物的要求都各有不同，
有的要炒蛋，有的要生一些的煎太陽蛋、有
的多士要軟和的、有的要烘烤得久一些。一
杯奶茶，也可以多奶、少奶、「茶走」（是
指使用煉奶取代淡奶和砂糖的奶茶）……只
能說，香港人對於一份簡單的早餐，還是挺
有要求的。
生活中，就是在循規蹈矩中尋找一點點
「可定製」、可自我支配的小確幸，不也是
人生的「清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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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談愛因斯坦還是意
猶未盡，任誰不懂相對論，
不懂原子量子，當他看過愛

因斯坦說過什麼話，必然也驚覺哲學家不
一定都板着面孔不苟言笑，愛因斯坦就是
如此令人感到那麼親善而風趣；從來沒有
這樣一個萬人仰慕的哲學家，可以全無架
子收到世界不同年紀粉絲來信時，會像他
一樣不厭其煩解答他們的問題：
俄亥俄州學生聽過人類屬於動物表示震
驚，愛因斯坦一本認真說，從食物吸取營
養，繁衍後代而又隨年齡增長到老而死亡
種種特徵來看，其實人和動物也沒分別。
英國某中學推選他為名譽會長，他坦
言對未經同意的任命表示不滿，可是他
的筆跡仍如至寶，珍藏鑲在該校圖書館
鏡框裏。
一位母親請愛因
斯坦為她小女兒寫
幾句話，愛因斯坦
寫道：地球已經十
億歲，等着你看它
完蛋了！
有人以不屑的口
吻 問 他 哲 學 是 什
麼，愛因斯坦說哲

學是生育並撫養一切學科的母親，人們不
應該因為它貧困到赤身露體而嘲笑它！
無知記者對科普的錯誤認識雖然令他
感到厭惡，但他也只怪錯在作者和出版
商，說為智力健全讀者出版的科普作品才
有價值。
有讀者想做全職哲學家，他說有了其他
工作三餐安定以後研究哲學才有意義，他
自己的偉大理論就是在任職專利局時而產
生；有人為不能入讀高等學府而自卑，他
說智慧來自不斷努力求知，而非學歷。
他討厭與人角逐爭先發表學術研究成
果，說這跟迷戀金錢和權力一樣無知和邪
惡。
他說從不為娛樂浪費時間，但卻醉心古
典音樂，除了喜愛巴哈莫扎特，對其他作

曲家都有精闢中肯的評
語：舒曼形式平庸，但
有感情；韓德爾完美，
但淺薄；舒伯特旋律
好，他的巨作跟纖巧的
德布西結構同樣有缺
陷；華格納華麗而頹
廢；史特勞斯無意境。
看來音樂對他來說原來
也是哲學不算娛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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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迎春花，少不了牡丹這主角。洛陽4
月天，各公園的牡丹花會，除了花，也不乏
牡丹畫，遊客問，畫可出自名家？攤販笑
言，名家牡丹畫幾十萬一幅，我的牡丹畫幾

十元而已！牡丹畫為國人所愛，更受四方遊客所追捧，不
難想像洛陽牡丹畫的產業興旺。
此次洛陽行，參觀「寇興耀寫意牡丹百品」畫展，與畫
家交流，其間還有一批批老年大學的師生來到展廳研學，
也有畫家為小朋友講解示範牡丹畫法，為傳承弘揚牡丹文
化注入新活力。其牡丹百品畫冊，是集寫意牡丹繪畫技
法、牡丹品種譜記、牡丹文化於一身的「藝術科普」。選
取了100個牡丹品種成畫，每畫有照片對照，更難得是，還
有註釋於圖，既能欣賞牡丹形態之美，還有花種形成原因
和背後的故事，脈絡清晰，寓教於作，得此冊者，對牡丹
有更進一步認識，無不如獲至寶。
寇興耀出身於「老城寇家」，其家族文人輩出，2014年
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授予「書香之家」美譽。寇老師
畫牡丹，多年來流連牡丹花叢中，對中原品種的牡丹生物
特性、歷史背景多有了解，除此之外，他還發揮傳媒工作
的特點，到有牡丹生長的地方考察，包括甘肅河州、西藏
林芝尋找紫斑牡丹和野生大花黃牡丹；更冒着冰雪嚴寒，
記錄雪中牡丹狀況，乘旅遊采風之便，向當地贈送中原品
種。既是畫家，又是牡丹專家。
雖是國色天香，富貴雍容，但畫家對牡丹畫，卻有不同
看法，牡丹題材被一些畫家
所小覷、不屑。寇老師不諱
言，現實中，牡丹畫受市場
影響，有流俗傾向，色彩火
爆刺眼，形象追求逼真，和
照相機爭功；作為牡丹畫
家，他認為畫家應心存高
雅，觸景生情，以形寫神，
需有引導大眾提高審美情趣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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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體育傳媒製
作人，內心總會期
望有一天能「朝
聖」，參與奧運採

訪及製作，始終奧運會是體育界
最大型國際盛事，有着世界各國
最大型電視製作團隊，雲集全球
體育精英製作人及採訪者，有如天
主教徒期望能去到梵蒂岡朝聖，基
督徒也會想踏足伯利恒城一樣，我
們體育人亦抱着接近的心態希望有
機會參與。
上 次 提 及 奧 運 製 作 團 隊
（OBS）每一個環節、細節他們也
需預先計劃及安排周詳，因此內容
之多筆者很難在一篇文章中述說完
整，只能說每一屆製作報道也跟着
時代科技去進步，每次都使人獲益
良多。這樣的機會每個國家地區的
製作團隊都會趨之若鶩，而國家中
央台於近幾屆都能走進奧運製作團
隊，也是箇中成就。回憶2000年悉
尼奧運，奧運製作團隊邀請TVB派
工作人員加入，奈何公司婉拒參
與，香港便自此失卻參與機會。
OBS製作是奧運製作的第一部
分，動用過千部攝影機，60多部
外勤貨櫃廣播車，可製作過萬小時
直播片段讓全世界電視台作轉播之
用；而奧運轉播第二部分就是所有
電視台如何以自己方式轉播。通常
於奧運兩年前奧運國際廣播會議就
會召開，全世界電視台便會了解兩
年後的製作方式，便可事前作好準

備。記得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
香港乒乓孖寶齊寶華和陳丹蕾在
女雙打入8強，如果打贏則進入4
強奪得銅牌，但當時她們比賽的波
枱是大會不會拍攝，TVB便早有
準備自己安排拍攝，再送回國際
廣播中心轉回香港播放；當天開
賽前，工程人員四處張羅，最後
得到日本電視台協助借出微波發
射器，因此香港市民當時就能第
一時間收看比賽直播。
時至今天，大會會拍攝乒乓波全
部4張枱並提供直播訊號，但只會
把其中一張枱的訊號送上衛星，如
果香港隊不是這張枱，那電視台就
要想辦法了。大會同一時間製作訊
號有50多條，而送上衛星只得16
個訊號及一個24小時奧運新聞台，
16個訊號編輯取向是OBS根據其
判斷的重要性而編排，而各電視台
就要計劃如何直播轉送，因此電視台
還要留意整個奧運會的比賽時間、日
期、項目，例如香港隊會否同一時間
幾個項目一齊比賽呢？製作資源便需
好好分配。上一屆東京奧運香港隊
比賽片段一吋不漏，也為每一個香
港隊運動員做到訪問，今屆巴黎奧
運又會如何報道港隊呢？
今屆巴黎奧運分配給4間免費電

視台去轉播，理論上比上屆東京
奧運3間電視台報道會更全面，而
科技亦比上屆更先進，那就看今
次4台如何合作播放奧運，為香港
觀眾帶來奧運新感受。

蓄勢待發，轉播巴黎奧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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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源李漢源

五一假期到了，儘管暴雨
還在不停地下，但是真正的
夏天依然隨着假期來了。

鄰居付姐姐夫婦已退休數年，他們過
着閒適的冬南夏北的候鳥式養老生活，
今年也像往年一樣，在五一到來前就開始
收拾行李準備駕車回北方老家避暑了。
臨行前，付姐姐蒸了一鍋玉米麵窩窩頭
用袋子裝好放到我家大門口，又發信息囑
我拿回去趁熱吃。舊年的這個時候，付姐
姐也在臨回北方之前煮了一鍋糉子給我，
因她知道我忙於寫作，一個人又懶得下
廚，吃東西時常會隨便對付，她做好的糉
子和窩窩頭我拿回放在冰箱保存起來，就
是多日的便捷主食了。
付姐姐平日裏對我亦是如此。付姐姐家
距我家僅幾步之遙，我的花園種的大多數
是花木，她的花園則被她種滿了小菜，她
常會喊我到她的菜園子去摘菜吃，我若不
去，她便不時地摘一些放到我家門口。我
拿回家來，口中吃的是淡淡的青菜，心裏

感受的卻是濃濃的清甜。
這樣的日子像是回到了小時候。
小時候住在家屬院的平房裏，家裏大人
不在的小孩子，鄰居們都能照顧一二，小
孩子到鄰居家去「蹭飯」是常有的事，大
人會相互在鄰家菜地裏摘蔬菜，家裏做了
好吃的，拿去分給左鄰右舍亦是尋常。那
時年紀小，只覺得有許多鄰居是極好的，
因為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對「遠親
不如近鄰」也懵懵懂懂地知道。
成年後住進城市裏的高樓，高樓裏的鄰
居隔着厚厚的鋼筋水泥和冰冷的防盜門防
盜窗，有的隔牆而居了數年的，也還是在
樓道和電梯裏的點頭之交，連彼此的姓名
都不知道，這樣「熟悉的陌生人」，就更談
不上去對方家中「蹭飯」了。
東晉詩人陶淵明寫了大量的田園詩和
飲酒詩，他的田園詩裏我最喜歡的不是
夢幻的《桃花源記》，而是《移居二
首》。詩人在詩中寫到遷移新居後的快
樂，從「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

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有着文雅
的精神交流的鄰里關係，到「春秋多佳
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
酌之。」的呼朋喚友舉杯共飲的鄰里關
係，都是極令人羨慕的。
陶淵明的新居當然不是高樓，而是在

鄉下，在詩人心中如桃花源一般的「南
村」，是他詩中的陋室：「敝廬何必
廣，取足蔽床席。」那時的「敝廬」，
大抵就是低矮的茅草房，和我幼時住過
的大院平房及如今的遠郊別墅一樣，與
鄰居的往來間沒有什麼阻礙。
近日許多城市遭遇了暴雨的襲擊，滿屏

新聞裏閃過小小的一條：某城市高層住宅
被水淹至3樓，好幾日後，才有人發現鄰
居家被溺亡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鋼筋
水泥的高樓無法「過門更相呼」，生命就
這樣消逝在了緊閉的防盜門內。或許在未
來，城市的高樓能夠愈建愈矮，那些給
鄰居送菜、到鄰居家去蹭飯的方式才能
重新回到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吧。

去鄰居家蹭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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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朵朵開
我對於桃花的情緒是複雜的，在

家鄉，父親曾經栽種過兩棵桃樹，
靠井邊的桃樹蓬蓬勃勃地長開來，
一天比一天高，一年比一年大。而
另一棵桃樹因為那棵枝繁葉茂的榆
樹遮住了光，沒長起來。
井邊的桃樹在次年開出了桃花，
想來，那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桃
花，五六片粉紅的葉片，黃色的
芯，閒散地開在小桃樹上。我忍不
住掰了一截開着桃花的枝幹，帶進
家中，放在一個盛了水的酒瓶裏，
水裏加了少量的鹽。我等着桃花一
日日就這樣開着，遲一些凋謝，慢
一點落下。每日裏，我在桃花清香
的氣息中醒來，又在桃花微微的笑
意裏睡去。夜裏，無論有沒有夢，
都是歡欣快慰的，彷彿含了蜜。這
枝桃花足足與我相伴了有半個月的
時間，我看它時，它雖靜然不語，
卻是笑意盈盈。它看我時，總是脈
脈含情，溫婉可人
這株桃樹在 3年後，結出了桃
子，毛茸茸的，小小的，與大一點
的石子和土疙瘩差不多大，卻尤其
甜。就因為口感好、離井沿太近，
每一年還未等到桃子長大、泛紅，
樹上的桃子就被東摘一個、西摘一
個，所剩幾個，也不需等到幾日，
一群孩子就風一樣襲來，在桃樹下
嘰嘰喳喳，幾雙眼睛交錯着像一張
捕捉獵物的網，在桃樹的葉子裏梭
巡。直到確認再也找不到一個桃

子，才風一樣颳走。
當然，這陣風也會提前颳過，那就
是我和家人的出現，還沒等到我們反
應過來，就聽「嘩」，幾個人影從桃
樹下一閃，呼啦啦轉瞬間沒有蹤跡。
只留下幾聲笑，如銀鈴般串在一起，
前前後後、起起伏伏着。那一年，我
大概八九歲，家裏養的一條狗由我命
名，我驕傲地喚牠作「霹靂」，我因
此也把這隻狗與我的喜怒哀樂牽繫在
一起，我與霹靂形影不離。
至今我都不能清晰地表達那種黏
膩的情感是怎樣開始，又是怎樣結
束的。或許更多的時候，我是在極力
逃避，對一隻狗的懷念總是缺乏某
些事件的支撐，牠的跳躍以及牠的
匍匐，都是一隻狗該有的伎倆，除
此之外我便找不出牠的特別處。但
卻是因為牠的消逝，多年裏，我都
不曾再接觸狗，與狗成了陌路。
那是個桃花盛開的日子，井旁的
桃樹，開滿了花，像一個龐大的花
籃。午後，陽光燦爛，河岸邊，我
追逐着霹靂，並一次次用手抄起水
潑灑在狗身上。狗不急不吼，只是
搖頭擺尾，上躥下跳地沿河沿向前
蹦跳着，偶爾牠還回頭望我，呲牙
咧嘴地笑。而就在那時，我聽到母
親的呼喚，至此我失去了那條叫霹
靂的我的狗。那時候鄉村裏有各種
各樣走村串戶走買賣的人，收購狗
便是其中的一種。一條狗20塊錢的
收入，對於當時來說，實在是一筆

不小的收入。儘管因此也撕裂了一
個孩子對於一條狗的夢想與憧憬。
下一年，姐姐擔任了餵養另一隻

狗的任務，我卻總是離狗遠遠的。
不知為什麼，狗並沒有長大就夭折
了，姐姐把牠埋在了桃樹下。那時
候恰巧也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
美麗季節，迷迷糊糊中，我看見姐
姐握着鍬把，用力地向桃樹根挖
去，身體忽高忽低，兩頰緋紅，與
盛開的桃花交相呼應，人面桃花。
如此美妙的場景，並沒有打動我

的心。我看着，轉身去了鍋屋。我總
也提不起對那一樹桃花的精氣神，
反而自此後對那棵桃樹上結的桃子
也失了興趣，再也不曾動過。那些
桃子，讓我有一種莫名的悵惘，它
會提醒我想起很多往事，關於狗，
也關於一段年少時光。如今家鄉的
老屋已易主，那口井和那棵桃樹都
還在，我偶爾從村莊前的馬路上經
過，會不自覺地偷偷看看它們。
此刻桃花正在盛況空前地開放

着，每次與桃花對視，或者走進桃
花叢中，總讓我有種似曾相識，與
故人相遇的感覺，我甚至覺得，我
的前世與一朵桃花一定存着某種淵
源，要不怎麼會如此接近和相似。
立在自己的枝頭，不管枝頭高

矮，枝幹粗細，只要溫度適宜，在
適合的季節，自然開放，自由生
長。至於，蝴蝶、蜜蜂，只是傳說
而已。就讓花自盛開水自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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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帥氣，三歲已定八十。作者供圖

◆馬英九早前在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

◆寇興耀在牡丹叢中作畫。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