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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料影后「新生代演員」余香凝
剛榮獲「第42屆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
女主角、「香港電影
評論學會」最佳女演

員、「香港導演會」最佳女主角獎
的三料影后「新生代演員」余香
凝，年輕的她已是兩名子女的媽
媽，「家庭好重要，我十來歲已想
廿歲結婚，終於我27歲結婚，女兒
5月23日3歲了，她和老師分享媽媽
拿了一個公仔獎，其實獎項給了我
肯定，我好幸運遇到《白日之下》
這個好團隊，但今次領獎後我竟忘
記多謝導演，我真的一世內疚，他
對我很重要，因為以前的觀念以為
女演員結婚生子後應該要息影，女
兒歲半時，多謝他邀請我去試鏡，
我得到了這個好角色。」
其實香凝熱愛演戲，當她懷孕4個
月的時候也接拍了《緣路山旮旯》，
當時可有擔心？「我知道精神狀態
OK，我跟導演很熟，在5位女主角
之中，他就是先拍了我的部分，我非
常享受那3天的工作，得來的結果自
己也意想不到！也第一次入圍了金馬
獎和金像獎，我開始檢討，原來我
以前演戲只希望做好原本
設計好的，而忽略了輕鬆
和享受。好的團隊上下一
心，觀眾很喜歡也感受
到我們的團結。」
香凝也曾擔心沒有人
再找自己拍戲了？「是
的，在女兒Clara半歲左
右，疫情下沒有太多電
影開拍，那天我抱着
Clara在餐廳，見到街外

有人在拍電影，我登時感到這麼近
那麼遠，我不能再接觸到電影
了……當晚我哭了，但丈夫對我非
常有信心，說一定有，還安慰我是
亞洲第一，他有陣子好誇張。」
接拍《白日之下》可有想過會登
上影后寶座？「沒有，因為這樣會
有包袱，反而我覺得劇本和團隊很
好，要全心全意做好。我拍電影和
裏面的角色新聞工作者一樣，可以
提出問題，講一些事情，最後是否
可以改變到什麼就要靠政策執行的
人，演員的幸福就是可以將角色的
情感呈現出來，令觀眾透過大銀幕
對這件事有深的感受。風氣的改變
未必在法律上，但至少在對家人態
度上的改變，有院舍的人告知多了
家人接老人家外出飲茶和探望，因
為他們看了《白日之下》。」
新影后剛接拍電視劇，做媽咪的
角色，其實在圈中可有哪位好媽
媽、好太太、好演員是她的學習對
象？「是鮑姐（鮑起靜），她在《白
日之下》演我的媽媽，早前我們合作
的微電影《日子總有我伴你走》，我
得到了最佳微電影女主角；我請教她

怎樣才可以和她一樣，演
到了這個年齡也可以一直
演下去……她說一定可
以，只要記住你不一定
要做女主角，只是想演戲
就一定可以做到。多謝鮑
姐，我告訴自己我會，我
一定會！」
太好了！因為余香凝這
個名字也是讓我進場的吸
引力！

《九龍城寨之圍城》
叫好叫座，林峯、劉俊
謙、胡子彤、張文傑飾

演的「城寨四少」成為最火組合。其
中「信一」劉俊謙被封為「國民老
公」，秒間爆紅。2020年，舞台劇演
員出身的他，憑電影《幻愛》奪得多
個獎項，在《梅艷芳》中飾演張國
榮，某些角度，他的確有哥哥的影
子，《九龍城寨之圍城》一片令內地
觀眾迷上他，稱他做「仙品」。
電影收得，正考慮拍續集，現實中

的九龍城寨早在1994年已清拆，原址
已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電影公司花
了不少人力物力還原九龍城寨，電影
殺青便拆卸。其實近年不
少影迷都喜歡去電影場地
打卡，現在香港正催谷
「無處不旅遊」，保留這
些有票房的電影場景，對
旅遊有一定幫助。
品流複雜、三不管的城
寨，對外界來說充滿神秘
感，但又不敢進去，我在
念書時則入過去多次。
九龍城寨曾是全球人

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母校跟九龍城寨
只一條馬路之隔，中學老師要我們這
班初生之犢看看社會的陰暗面，特地
領隊帶我們穿着校服入城寨，寨民不
會理我們，當我們透明。
城寨中沒真正的路，只有窄巷，巷頂
全是電線，雖是大白天，陽光透不進
來，寨內都昏昏暗暗，很像罪惡之城。
城寨中有很多飛髮舖、黑市牙醫、脫
衣舞舞廳、煙格，道友半躺在木板床上
「追龍」，我們看得呆了，他們只顧沉
淪毒海。老師會在旁輔導，裝備我們面
對社會的另一面。
城寨內水電供應不足，高樓沒電
梯，林家棟兒時曾在九龍城寨住了幾

年，他住12樓，大廈沒電梯，
每天要拿膠水桶，到街口排隊取
水。不知周星馳有沒有在九龍城
寨住過，但他的代表作《功夫》
中的大場景「豬龍城寨」，就八
成還原了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之圍城》氣勢如
虹，入選今屆康城影展「午夜
展映」，劇組也會飛過去，我
應邀到康城出席影展，到時可
以好好跟他們講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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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子是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會員，疫
情前常跟該會前往考察，除可增廣見聞外，也
結識了不少會友。剛過去的星期五至六，中總
舉辦了廣東陽江與湛江考察團，文公子由於從

未去過，所以就報名參團。
香港有直通湛江的高鐵服務，但班次不密，而陽江為中途站

之一。雖然訂的是高鐵票，但由於沿線基建未能配合，行車未
達高鐵速度，只屬動車水平。由湛江到香港，全程竟要4個多
小時，而且在廣州南站整班列車更要進行手動座位調頭，頗有
時光倒流之感。而湛江機場與香港更未恢復直航安排，因此文
公子起初對兩市的投資潛力頗抱懷疑。
然而，在兩天一夜的行程中，兩個位處廣東西南的沿海城

市，卻都能展現出頗具吸引力的城市面貌。文公子認為陽江和
湛江，其實只是未精心打磨的明珠，如果銳意發展旅遊業，必
定是一塊寶地。
兩個城市都有各自的工業發展，陽江是全國的風力發電設
備製造和測試的重鎮，而湛江則有設備現代化的貨櫃碼頭，
且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而且自動化的煉鋼設施。
為何文公子會認為陽江和湛江是塊旅遊寶地？因為兩個城
市都具有發展優閒旅遊的天然資源，而且發展服務業的成本
相對低，具有競爭優勢。例如陽江就有冬暖夏涼的氣候，與
廣州相比，炎夏時有海風調節，陽江會比廣州涼快幾度；但
到了寒冬，陽江卻又較廣州暖和；因此歷年來都能吸引不少
遊客到陽江避暑度寒。陽江也擁有水清沙幼的天然海岸線，
加上知名的深海魚類養殖技術，再配合「南海一號」的海洋
文化遺產，為發展旅遊業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源。
而湛江則一度被稱為廣州灣，自古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

點，加上曾被法國佔領，現時仍存留不少上世紀初的中外特
色建築，本身已具深厚的文化底蘊。且湛江擁有優美的海岸
線與天然沙灘，海產豐富，可謂得天獨厚，就「食」
「買」「玩」3大旅遊元素而言，也深具特色；只要能好好歸
納，設計出多元化的旅遊產品，湛江必可成為另一旅遊熱
點。而據隨團的官員指出，政府的確有決心做好旅遊建設，
相信不久就可見到更多嶄新的旅遊產品。
文公子認為，如能解決現時交通配套未完善的問題，主打
陽光海灘及海鮮美食的陽江與湛江，必可成為海內外遊客的
旅遊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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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靜下心來，總會思考人
生真是充滿了戲劇性，因為生
命的短暫，我們要珍惜眼前和

當下，某種意義上來說，過好當下的每時
每刻才能讓生命綻放出精彩。如此看來，
當下的每分每秒都是人生中不可重謀的重
要時刻，可是在某些失落的時候，又會思
考着人生是否裝了太多東西，需要用時間
去沖淡，那曾經重視的分分秒秒又變成了
想要被時間沖淡的往事。
儘管如此，我們對待生命還是需要有所

取捨，經歷的種種滋味不會全都是精彩，
有些事情雖然經歷了，也要學會放下，也
許活到一定的年齡，才會明白讓往事隨風
是一種多麼深刻的智慧。
什麼不開心的回憶要讓風帶走？最簡單

的平常小事就有：常被人誤解；真心對別人
好，卻總被無視；明明沒有做錯，卻總會

被人針對……種種不愉快的事情，都需要我
們淡化，有些人、有些事何必執着。
以上說到的也許只是生活中的平常小
事，可是每個人的一生當中遇到的不止是這
些小煩惱，有可能會經歷很大的挫折，曾
經一度認為這個挫折會讓自己一輩子都無
法走出。尚且不論是哪個年代，而活在當
今，尤其是生活在這日新月異節奏緊促的城
市裏，不得不承認人心浮躁，也變得更加
物質化，有時候付出了真心誠意，但可能
會被物質利益所傷害，這些挫折也許會發
生在感情或事業中，無論是哪一種都會給我
們致命的一擊，可是如果挫折已經發生
了，我們又能怎麼樣？難道一直把挫折懷
抱在心裏，殘害自己的生命嗎？
人生無法重來，歲月無法倒退，過去再
好，回不去；曾經再難，已過去，無論有多
少的煩惱和憂愁，明日又是嶄新的一天，我

們生活在當下確實也不容易，尤其是想要在
大灣區城市創業，幹出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也
不知得經受多少的社會考驗。對於挫折和失
敗，我們可以有一些預估能力以增強自己地
抗挫力，如果事業不幸地失敗了也要學會放
下，或者從今總結經驗汲取對生命有益的東
西，而那些痛苦就讓它隨風而去。讓一切
不如意隨風飄散，忘卻昨日活在當下，往
後的事都會有希望，只要向前看，前方總充
滿着盼望，而如果一直往後看，反覆回放那
些痛苦的事情，那便更難走出來，應從過往
的悲傷中學會釋懷，放下往事，放過自己。
昨日之事難倒流，昨日之日不可留；要
相信時間是一種很好的東西，在面對不如意
的時候要做的就是靜下心來把一切交給時
間，這個時候能做的唯有隨時間大步往前
走，很快便會發現曾經那些痛苦都算不了什
麼，前方豁然開朗。

往事終將釋懷
王嘉裕王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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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絲印泥
生在人世間，總有一些物事，在記

憶裏是模糊的。藕是啥時候進入我的
生活的，確實已記不清楚。或許，是
某時某刻某個場合，偶爾吃了次藕做
的菜，才知道了藕；或許，是某次去
水汪裏逮魚摸蝦時，看到了荷花荷
葉，進而知道了藕。
記不清第一次知道、認識藕的情
形，不代表之後就不熟悉。藕之於
我，早不陌生了。生活中，書本中，
影視中，常見。荷花、荷葉、葉柄、
藕節、藕根還有藕，我都熟悉。荷花
可賞、可食，也可製成茶葉沖泡；炎
炎夏日，把荷葉蓋到頭頂上，可以遮
陽；藕塊肥嫩，可以做菜，烹煮涼拌
皆可；藕節似乎毫不起眼，卻可入
藥。除此，荷身上，還有一個妙用。
古今中外，許多地方，很多時候，
都會用到印泥。古法製作的印泥，需
要時間的數年沉澱，經得起光陰的長
期考驗。走過生活磨礪的印泥，水火
不懼。按個手印，蓋個印章，一款色
澤純正可長久保存的印泥不可或缺。
在中國古代，一款熱不流油、寒不凝
固、火燒痕在、不怕水浸的印泥，頗
為難得。偶爾賞荷，經常吃藕。知道
荷花可食可飲，知道藕節可以入藥。
亭亭玉立的荷，與印泥有關，前不久
才聽聞。它雖「出淤泥而不染」，卻
可以助染他物、助染眾生！
有經驗的製作師傅，去荷塘選砍些
旺盛茁壯的荷葉稈背回家。看上去，
一根根脆青綠與印泥似乎毫不相干。

回家後，把荷葉稈一截截掰斷，輕輕
拉出稠密的細絲，把細絲擰着麻花纏
繞到提前準備好的木棍上，也可將拉
絲橫置腿上，積攢成綹後放到鍋中煮
沸撈出。藕絲黏而彈，甚至比蛛絲還
細，取的過程是個慢活，大半天也取
不了多少。每纏繞一些，即從木棍上
取下，像棉絮樣一縷縷一團團扔進竹
筐。把藕絲團放在竹筐中，蓋上一層
棉紗布，在遮陽通風處陰乾一年以
上。磁盤中倒入蓖麻油，覆上塊玻璃
防潮防塵，放到太陽底下曬 5年以
上。在石臼或鐵臼中放進些硃砂塊，
搗碎後細細研磨成粉，然後倒入清
水，也有用樹膠水的，繼續研磨。經
過「硃砂水飛」後，將染紅如血的水
倒入新盆中，沉澱三五日，再將盆中
的硃砂水上層清水倒掉，不要浮砂，
不要沉砂，只留下中間色澤較濃的部
分，晾乾。
稱量適量麝香粉、黃金粉、藏紅
花、犀黃粉、珍珠粉、龍腦，有的地
方用的是磨成粉末的瑪瑙、龍腦、藏
紅花、麝香、雄黃和珍珠，加入到先
前的乾硃砂中攪拌均勻。再倒進曬好
的蓖麻油，繼續攪拌研磨。取來陰乾
的藕絲，一縷縷邊加入邊攪拌，使其
能夠均勻滲入。加入麝香，是為增加
滲透力；加入珍珠粉，使之更為細
膩；有的地方加龍腦，多半是考慮其
防蟲防蛀需要；加雄黃的，則是為了
給印泥成品調色。之後，在石臼或鐵
臼上放上一塊玻璃片蓋緊，再次放到

太陽底下曝曬7日餘，轉放陰涼處，
放置大概3個月。
古法製作的印泥，取材巧妙，十分

耗時。從準備材料到製作完成，至少
5年 3個月零7天。用這種印泥按手
印、蓋印章，即便紙張不慎落水或淋
濕，印記也不會模糊和化掉，晾曬後
不受影響。萬一遭遇火燒，只要不被
外力二次破壞，其紅色印痕，照樣清
晰。印泥用處多，各地均有人製作。
傳統的製作方法中，硃砂和藕絲是必
需品，幾經傳承發展仍不可或缺。其
它成分、製作工藝、配方比例，不同
地域各有遵循，稍有異同。
印泥和藕，似乎隔着十萬八千里，

粗略看上去，毫無關係。這兩個表面
上沒啥交集的東西，卻在古人智慧的
加持下，終究走到了一起，並成就了
彼此。藕絲印泥，在某個歷史時段，
真實存在過。它的妙處，也經得起時
間的一再考驗。只不過，由於製作工
藝和選料、用料的諸多「不易」，已
逐漸被其它「易得」的印泥取代。即
便還小範圍存在，也屬奢侈品層級，
一般人用不起。
藕絲印泥，是好東西。但好東西，

未必長久。它的登台與謝幕，有自身
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其自身品質的
好，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一遍
遍梳理其製作過程時，我就像一個無
奈、無助的旁觀者，心中有驚艷、有
詫異，也有惋惜。而惋惜的色彩，比
之其它，更濃了一些。

百百
家家
廊廊

袁
星

淺談書法的「出處」
本月中旬，內地書
法報書畫教育欄目發
表我一篇題為《香港
青少年的書法傳承與

愛國教育》的文章，附帶也發了
我的幾幅書法作品。我本想刊登
月初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的4
呎草書書法作品《龍騰》，不過
編輯問我寫的「龍」字有出處
否？我一時也找不到有何出處，
便只好換了另一幅作品。
由於龍年，不少書法家都有寫
「龍騰」「龍」這樣的榜書大
字，因之網上流傳的龍字書法比
比皆是。無意之間，我看到清人
戴定邦的鼓山摩崖題刻一個榜書
「龍」字。摩崖高130厘米，寬
76厘米。正文草書，字高103厘
米，寬56厘米；旁款楷書，「光
緒辛卯夏日，戴定邦書」。
細看戴定邦的「龍」字，與我
寫法相近，但卻不容易看出是
「龍」字，而我寫的「龍」字大
抵無人不識，特撰文談談我對書
法出處的一點淺見。
書法是傳統文化，講傳承，自
然寫的字要繼承古人寫法，就是
要有出處，如
「畢」字下面少
一橫，這出自右
軍之《蘭亭序》
的 「 群 賢 畢
至」。又裁剪的
「裁」字，右邊
戈的一「」，
被左邊衣字反鈎
取代了，早在晉

代索靖就有如此寫法，到明代，
文徵明、王寵、董其昌便都這麼
寫，因為有了出處自不成問題。
然則，索靖那不依筆序的寫法有
何出處呢？恐怕沒有，只是他自
創，他覺得那樣寫更巧妙，便那
樣寫了，而且，也並不影響讀帖
的人認知這個字。
我想起前輩黃文歡曾說過，書
法家寫字或與常規有出入，只要
不影響識別，是可以允許的。他
的話大意如此，我覺得有理，古
人寫字也許遵循這原則，故同一
字古人有不同寫法，這些寫法後
人跟隨，便是出處了。其實，書
法的出處主要是講要有法度，沒
有法度，自己亂寫一氣，就是沒
有出處。蘇東坡談書畫的兩句話
說得挺到位，就是說既要有出
處，還要有個性：出新意於法度
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此語
出自《書吳道子畫後》，論的雖
然是畫，書法亦同理。
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夏，

戴定邦遊鼓山，草書題刻一筆
「龍」字，一氣呵成。這「龍」
字，乍看像「佛」字，再三揣

摸 ， 原 來 是
「到佛國」3字
的合寫，即摩
崖石刻群體如
同佛國之音，
至善至美。如
此，正是出新
意 於 法 度 之
中，寄妙理於
豪放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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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度梁君度

2019年以來，母親的
起居生活習慣改變了許
多。從前每星期總有幾

個晚上，我們喜愛往不同的餐廳晚
飯，甚至有些地方已成為固定飯堂，
挺有親切感的。旅遊亦是每年必定節
目，更有幾個航程較近的城市，經年
往返多次——北京、廣州、曼谷、清
邁、東京、京都、北海道，熟悉得有
「家」的溫暖感 ……
幾年間疫情下來，徹底改變了她的

作息時間和旅遊習慣，母親大多在黃
昏後起床，人家晚飯時段是她的第一
頓早餐開始，每當夜闌
人靜，就是她最活躍的
時候——忙着看當日全
球新聞報道、各個電視
網絡不同的時事分析，
難得的是她活用手機網
絡自如，我常跟現還在
電視台新聞部工作的傳
理系校友們笑說，我家
就像24小時新聞台，客
廳電視機不停播放着新
聞時事節目！她看遍全
球新聞後，就會播放可
愛的貓咪視頻，配着曼
妙的音樂，又是另一番

景象，充滿療癒感——這要感謝我家
兩位小寶貝貓咪，母親說音樂和畫面
是為「她倆」播放的，想不到小貓咪
也樂在其中！
於是，愈夜愈熱鬧，母親、女兒、

兒子、我，陪伴着貓咪們，大家真的
成了「夜貓子」！晨曦時分，忙了一天
的母親漸覺疲累，在日出前正好入睡。
這樣的生活時間表，周而復始，造就了
她近年足不出戶的偏好，跟從前的她判
若兩人。我們的家庭醫生幽默地說︰
「你要她起床幹嘛？！」也覺有道理，母
親已退休，跟我們一起生活多年，了無牽

掛，不用受「世俗」規範，就
讓她過自己喜愛的晝夜顛倒
日子，最重要的是她身心安
康，我們遷就遷就吧。
母親常感恩她在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已遊遍世界各
地，後來又陪伴着我們多次
探訪心儀的城市，那是個美
好的年代，世界沒今天的紛
亂混濁……難得今年母親
節，我們終於說服了安在家
中的她，重返這間充滿儀式
感的餐廳慶祝，就像頭盤中
的純樸白露笋，也添上繽紛
姿彩，偶爾「世俗」一回！

母親節

◆戴定邦龍字石刻與筆者「龍
騰」二字榜書。 作者供圖

◆余香凝非常熱愛演
戲。 作者供圖

◆慶祝母親節當晚，
就像頭盤中的純樸白
露笋添上繽紛姿彩，
偶爾「世俗」一回！

作者供圖

◆劉俊謙在戲中造
型。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