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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不見低頭見
「抬頭不見低頭見」通常都是香港演藝人跟香港幕
後製作人員「遇見」的場景，因為在內地很多的攝製
錄影廠房、外景地等，香港娛樂圈的台前幕後也是在
這些地方「碰到面」！雖然不可以用「他鄉遇故知」

的字眼來形容，不過大家都已是「熟口熟面」的群體，故此沒有
「陌生感」。
見到「自己人」反而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在香港我們經
常都要換景換拍攝地方（指的是錄影廠及外景地）㗎啦，習慣
了！在內地，台前幕後經常在同一地方（如橫店）工作，住的也
是該地方範圍內的酒店；另一處外景基地是上海的車墩影視城，
若故事劇本以民初時期或者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背景的，以車
墩的布景較為合適，又是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地方之一，
儘管大家不相識，不過見到『同聲同氣』都會傾多幾句的！假如
有香港演藝人在內地受到觀眾歡迎而人氣不錯的，大家也會有
『與有榮焉』的感覺，如香港女藝人胡杏兒在某套古裝劇的扮
相，跟一眾內地娛圈小花同場，依然被內地觀眾冠以『古典夫
人』稱號，足見香港女藝人不論顏值和扮相都在線呀！」幕後製
作人員還有點「沾沾自喜」地說：「胡杏兒在香港娛樂圈出道至
今，香港觀眾覺得杏兒有『觀眾緣』，所以在內地打拚是有一定
的個人條件基礎，成為香港演藝人在內地娛圈較為『突出』的代
表者之一，片約不少；只希望香港的演藝人不要選擇拍『爛劇，
爛片』而自毀星途，然而也能理解很多實況並非局外人可以完全
明白，故此大都不會『妄下評論』，事關就算是『紅透半邊天』
的演藝人亦有他（她）們『難言之隱』！大抵大家也認同當要面
對現實問題時，如何『高傲』也不得『不低頭』，何苦難為彼此
呢！？正所謂「人生如棋！識局者生，破局者存。」
雖然為工作常駐於內地，不過香港娛樂圈的事，圈內人還是會
「八卦」一番，只是如「郭晉安和歐倩怡離婚」等娛聞，礙於這
是「別人的家事」，他（她）們極其量也只會充當「吃瓜」的一
群，視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在談談笑笑，若事情發生在自己身
上就「當作別論」了。
時常都聽到在娛圈混跡多年的台前幕後的人在說：「在娛樂圈
天天都發生種種大大小小事情，見怪不怪㗎啦！只有關乎自己的
工作前途的，才會認真關心，其他的，誰也知道『少管為妙』！
大家很明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原因，過好自己的生活比
什麼都強！」

考試在香港
在香港，津校、直
資、私校各有不同遊
戲規則。今年入直資

比往年困難，雖然有移民潮，但
仍然感覺上比去年艱難。聞說
（純粹家長和老師的非官方推
測）是因為︰
一、龍年效應，學生人數上升。
二、優才計劃令不少內地家庭
落地香港，孩子沒有考過呈分
試，就只能考非津校中學。
三、不少學校加開國際AL課
程，即以直資價錢可以考國際
試，能避開DSE，但學費比國際
學校低（IB實在貴）。以香港、
英國、美國大學作為目標的話，
IAL對比DSE和 IB在價錢及時間
付出上，性價比也較高。
IAL其實是英國為國際學生而設
的AL，選科自由度較高，但偏向
數理。很多人應付不來中文
DSE，或者普遍家長對DSE的變
數沒信心（課程仍在浮動，歷史
也不太久），令IAL愈來愈受家長
和直資學校歡迎，形成更多學生

想報考IAL。我們聽過不少津校學
生，甚至會自修IAL，令自己多一
條出路，於中五完成，再優先被
英國大學取錄，之後才輕鬆考
DSE。
最後，可以提提IB和 IAL之比
較，太太之前在國際學校工作，
和老師們談過IB。IB雖然較多狀
元（比DSE更多，其實某程度上
是較難突出出色的學生），但很
受身處學校影響。同校若突出的
學生多，因為平時考核與同校人
相比，反而一些較少出色學生的
IB學校，會容易脫穎而出。在名
校的中上者，可能會比其他學校
的中上學生更低分。IB作為幫助
備戰大學課程是很好的，但實在
也不是人人適合過早進入思辯階
段。而IB比想像中是沒有那麼全
球化，至少對入美國（作為高等
教育的一大龍頭）大學是沒有優
勢，例如你想入美國的大學，IB
和DSE分別不大，一概只當作本
地課程（即非美國課程）——這
一點很多家長都不甚了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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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天 氣 潮
濕，令很多人都因
此被困擾，出現皮

膚問題，大人小朋友都不能倖
免。我家的小朋友甫出生便皮膚
敏感，另一位表弟更是全身皮膚
敏感，又紅又痕，半生人就在敏
感皮膚相伴下過日子。我也是其
中敏感分子，許多年皮膚的狀況
不佳，特別是頭腳都是「災
區」，幫襯皮膚科5至7個，被病
者神化至變成神醫也花費不少
錢，全部令我覺得：「究竟他們
怎會變得成神醫。」不是誇大來
說，而是幾乎有三分二的「神
醫」，當我入到診症室，才指着
腳說：「醫生，我腳皮膚敏感
呀！」他望也不望一眼，也不用
脫鞋觀看，便說：「濕疹！」食
藥搽藥膏，不用覆診。
吓！不是吧！可以這

樣兒戲的嗎？我所說這
狀況是這麼多年，所遇
到的三分二皮膚科醫生
的診症態度。見到幾個
醫生都是這種態度，我
實在忍不住：「醫生，
你都沒有看我的患處，
便 說 是 濕 疹 ， 確 定
嗎？」有一個完全不答
我，叫我出去取藥，有

兩個說：「是濕疹的了！」如此專
科醫生，令人失望，令人沮喪呀！
因為皮膚敏感困擾那麼多年，
偶爾聽到有朋友說有好醫生，幾乎
都會撲去見他，希望他能幫到我
解除困苦，然而都是敗興而返。
很奇怪是最近兩次，一次排隊
排到廣華內專科，卻遇到體貼的
女醫生，在她和我研究完內科事
宜，我順道問問皮膚敏感問題，
難得她認真的檢視，並寫推介信
給我去找皮膚科醫生。之後又有
親友介紹去工聯會診所，值班的
是普通科醫生，醫生同樣很細
心，雖然他表示自己不是專科，
但建議我應該去找足疾科，唉！
自問是八卦的人，且也不怕每事
問，但奇怪怎麼會沒有醫生、朋
友提過足疾科！
聽醫生介紹立即手機搜尋，真

的找到這一科，還湊巧廣
華醫院便有這科，經護
士在電話中介紹，她建議
我第二天再打電話去另一
個號碼，那邊是足疾科。
聽護士如此回應，實在高
興，看來今日又讓我遇到
貴人呀！非常感謝，雖然
沒遇到神醫，卻還是有仁
醫的！希望真的能遇上能
解我之困苦的好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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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上香港最
吸引眼球的盛事無疑
是在尖沙咀上演的
「多啦A夢」無人機表

演，吸引大批市民和遊客前往觀賞。
人山人海的情景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日本系列動畫片《多啦A夢》早已
成為幾代人的兒時記憶，風靡全球。
多啦A夢原作品是由日本漫畫家藤

子.F.不二雄筆下的兒童、科幻類型日
本漫畫，自1969年 12月開始連載，
後來又改編成動畫片。作品主要敘述
一隻來自22世紀的貓形機器人——
多啦A夢，受原本主人野比世修的請
託從未來回到現代，幫助他高祖父野
比大雄的故事，作品既有科幻想像，
又加入了很多當世的社會問題。香港
與多啦A夢有緣，最早無綫翡翠台在
1982年2月以粵語首播，是《多啦A
夢》首個海外播放地。
這部動畫片不僅僅是給兒童看的，
也是給大人看的。用孩子的視角，科幻
的想像，情節充滿趣味和思考，當中不
少課題都觸及人類未來和哲學思辨。
比如，片子裏有台詞：「大人真可憐，
因為沒有比他們更大的大人了，沒有能
在懷裏撒嬌或者責罵他們的人了。」我
最喜歡的一句是「今後還是會不斷地跌
倒，但同時你也有了站起來的堅強。」
這句話其實教會的是當人遇到逆境

時應該怎麼樣看待，如何去保持耐
心，全力堅持，保持信念。多啦A夢
的作者、日本漫畫家藤子.F.不二雄在
現實生活中確實也遇到這樣的困境，
他小時候不但身體不好，而且學習能
力也不好並且是個膽小鬼，在學校受

到欺凌。但他卻在後來的寫作中找到
了人生方向，耐心堅持了下去。
最近我也遇到了困境，今年第一次

生病，感冒比較嚴重，晚上也睡不
好，因為6月2日馬上要和新加坡國
寶指揮大師葉聰合作演出，所以自己
必須得設法調節心情，減少負能量，
完成練琴和樂團工作。
其實練琴和人生一樣，都需要耐心

和堅持，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這個禮
拜我學到了耐心、堅持和信念這6個
字，很重要。怎麼能夠面對困難，靜
下心來，集中精力，耐心練習，用頭
腦去練琴，其實不是很容易。而且對
我來說，既想把琴拉好，又作為藝術
總監要領導一個藝術機構運行，是雙
倍的壓力和任務。但是我覺得耐心堅
持，保持信念，真的就是在困難跌倒
中站起來堅強的保證，我希望發展好
已經踏入第二個十年的香港弦樂團，
給香港這些年輕的音樂家帶來希望，
所以我必須堅持下去。
所幸我慢慢地恢復健康，可以把演出

完成好，從困難中獲得經驗和力量，這
個很重要。《多啦A夢》中也有句名
言：「選擇道路，不一定要選擇好走又
安全的道路。」雖然要不斷克服困難，
但我知道，真的是要不斷向前，要有自
我的要求，才可以有新的方向，不然停
留在以前不進步的話，整個機構的發展
也會停頓下來。佛教金剛經裏有云，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意思是說：
「做事不要去祈求結果，但要有認真去
做的心，這其實也就是我們平時講的初
心，初心不改才有信念，有念有希
望，才會耐心堅持，享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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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有一個
要訣，就是
「包容」兩
個字。

金庸創辦《明報月刊》，
強調有容乃大，兼融各家流
派思想意見。
他經常說，讀者的眼睛是
雪亮的，一本雜誌如果能把
代表性的各種意見匯合，已
經是大全了，不一定要做出
結論，最好讓讀者自己去做
判斷。
他的辦報辦刊理念，成就
他一代的報業大亨。
以下是一個王子與釋迦牟

尼的故事，可以作為註腳—
話說一位王子，拜釋迦牟
尼為師。某日，這位王子滿
臉憂愁求見老師：「可否見
示人生之路如何走？」
釋迦牟尼表示，人的一生
之中，會遇到三道門，每一
道門都寫了一句話：「你看
了就明白。」
王子聽完老師的話，仍然
十分疑惑。
他上路後不久，就遇到了
第一道門。門上寫着：「改
變世界」。青年的他，雄心
萬丈，極力去改變不合理社
會。幾年後，王子又遇到第
二道門，門上寫道：「改變
別人」。
王子想，這不是教我用美
好正確思想去教化臣民嗎？

他便身體力行要去實現他的
理想，但總是不順心。
再後來，王子遇到第三道
門，上面寫着：「改變自
己」。
之後王子跑去見老師釋迦
牟尼，告訴老師說他已經遇
見三道門了，從這三道門已
覺悟到，與其改變世界，不
如改變這世上的人；與其改
變別人，不如改變自己。
釋迦牟尼聽罷後微笑道：
「你再往回走，好好看個究
竟。」
王子往回走，赫然看到門
上寫着「接納你自己」。
王子憬然省悟，之前他極
力改變自己為什麼那麼痛
苦，因他沒學會接納自己。
王子繼續往前走，看到第二
道門寫着：「接納別人」。
他由此學到寬容別人。
王子再往前走，看到門上
寫道：「接納世界」。
王子終於明白自己所以屢
屢失敗，因為他沒有學會包
容世界。
王子由此知道人生有兩個
世界，一是前進世界，二是
回頭世界。
後者要訣是包容世界，唯
其如此，才能放寬心量，讓
心靈保持一份平靜。（本文重
點參考吳言生：《生活中的
禪機》）

（「學禪」，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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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是個地名，在北新疆，
也是個多民族聚集地，哈薩克族
人數最多，佔到一半。最近央視

劇集《我的阿勒泰》引發高收視率，讓這個
偏僻地名，受到了空前關注。與之同時進入
公眾視野的，還有作家李娟。
從開始看李娟的散文到現在，已超過十年
了。彼時的她剛剛出版了《我的阿勒泰》和
《阿勒泰的角落》兩本散文集。鮮活動人的敘
述方式，是課堂上教不出來的。質樸自然的句
子，像是用一個字幕軟件，把生活場景中的真
實對白，直譯成了一行一行的文字。驚艷之
餘，一度十分賣力地向周遭的朋友推薦。有時
候甚至會不打招呼，直接買下這兩本集子寄給
遠處的朋友。不管不顧不理會對方閱讀意願的
樣子，魯莽而真摯。彼時的我，想推薦的並不
是阿勒泰的風光，也不止是阿勒泰的風物人
情、牧場、牛羊，而是李娟直面生活時，隨遇
而安的灑脫，和恬淡明淨的心緒。
在香港住了7年多，堅尼地城就是我的阿勒
泰。日落時分，一群南亞裔的女人們，在海
旁道，以瑰麗的日落為背景，拍下比耶的合

影，遙遠故鄉牽腸掛肚的父母，也會被她們
此刻真實的笑所撫慰吧。清晨下班，遇到從
24小時M記裏醒來的麥難民，整潔爽利的送
給我一個微笑。生活給了一段窘境，體面平
靜的穿行而過，是生而為人最懇切的態度。
士美菲路通往摩星嶺道的蜿蜒長坡，常常有
瘦弱的耄耋長者，推着一車紙皮緩緩爬坡，
低頭趕路的年輕人，會在最陡峭的坡階上揚
手助上一臂之力，相識一笑的兩張面孔，舒
朗簡白。
人間多苦，還要咬牙切齒地過，實在是悲
慘。經典港片《歲月神偷》裏有一幕，颱風
「貝蒂」襲港，任達華飾演的鞋匠一家，在
狂風暴雨最猛烈的時候，合力抓住搖搖欲墜
的屋頂。因為一鬆手，一家人頭上遮風擋雨
的安身之地，瞬間會不復存在。這個橋段，
想必是導演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直接
臨摹。潛心活着的態度，遠比苦惱焦慮的尋
找意義更接近活着本身。支持起塌陷，撫慰
平挫傷，文字的驚人力量，不止療癒，還能
在遠足的乾涸期，灌之以甘霖。
堅尼地城在港島西，不出7年之前的預料，

正在開始被愈來愈多的人知道和喜歡。小紅
書上的打卡筆記，多到翻不過來。海邊的海
旁道，紫荊花開四季不歇。搖搖晃晃的叮叮
車，一輛貼着一輛，叮叮噹噹駛入尾站。新
興食家的奶黃流沙包，面海大櫥窗的咖啡
店，開到通宵的可可店，街市3樓熱辣滾燙的
雞煲，上坡下坡時遇到的港大男生女生，運
動場網狀護欄的縫隙，拍到路的盡頭是海，
裝扮嫵媚濃麗來來回回過馬路的白髮阿伯。
每一幀畫面，都是自帶濾鏡的港產片，每一
段視頻裏都有香港的美貌與底氣。
從這座熙熙攘攘又風平浪靜的海畔小鎮出

發，10分鐘到中環，
10分鐘也能抵達背山
望海的無人之境。喧
囂與曠遠，靜謐和浩
瀚，切換自如的瞬
間，便是一段說走就
走的休憩。
遠方的阿勒泰和眼

前的堅尼地城，瑰麗
的連顏色都相同。

從阿勒泰到堅尼地城
趙鵬飛趙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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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從遠方來
到了南寧，一定要吃碗老友粉，喝碗
油茶，品一品「高山流水」。你不品這
三樣，都算不得真正地到了南寧。完全
是不由自主，我還真的和這些美食，一
一相遇，並留下極深的印象。南寧人認
為酸辣可口的老友粉夏天吃着開胃，冬
天吃着驅寒。這種粉能以自己獨特的方
式，把酸和辣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形成
了南寧小吃獨特的風味。
老友粉的做工講究，先將上好大米磨
成漿，裝袋濾乾，搓成粉團，煮熟後壓
榨成或圓或扁的粉條。圓的稱米粉，扁
的稱切粉。粉的特點是潔白、細嫩、軟
滑、爽口。一碗老友粉有3個不可或缺
的環節，滷水、米粉、配菜。粉條爽
滑，滷水鮮香滋美，肉菜回香。3部分
各有獨到之處，也有完整地配合。這樣
的配合，使得整碗粉相得益彰。它們看
似並不相干，但彼此遷就，甚至是痛苦
的遷就。但往往可以組合出一種神奇。
筷子撩起一綹，但覺有細微的彈跳從筷
尖上傳遞而來。粉條順滑，入口有嚼
勁，又不忍心張嘴大嚼，唯恐這滋潤的
美瞬間消失了。濃郁多變的口感，它們
是有層次的，多變的。麻辣酸香，讓你
在品嘗的時候領略一重重的味道。
油茶上桌。考究的青花湯盤，裏面是碧
綠濃稠的汁液，冒着熱氣。我聞到了淡淡
的清香。一旁擺着各式小碗，盛滿大豆、
花生米、糯粑、米花。另外，還備有食
油、鹽、薑、葱或韭菜等佐料的小碟子。

這就是油茶了。鹹油茶加有如此之多配
料，與其說是一碗茶，還不如說它是一道
菜。茶碗中放有配料，將茶湯傾入，並用
調匙輕輕地攪動幾下。碗中便有幾分姿
色，茶湯稠濃。喝一口香中透鮮，鹹裏
顯爽。鹹油茶是一種高規格的禮儀，按
當地風俗，客人喝鹹油茶一般不少於3
碗。我一喝放不下，也記不住多少碗了。
有人說，到苗鄉侗寨去，如果不吃一
場龍頭宴，不喝一杯純米酒，不玩一次
「高山流水」，那就不算體驗過民族風
情。猶如去了深圳沒有看海和深南大道
一樣，必然留下遺憾。酒到半酣之際，
忽而，外面響起悅耳的歌聲。但見幾個
苗族阿妹，身着民族盛裝，款款而來，
走進包間。她們前來敬酒了，客人還沒
反應過來，早已被團團圍住。一個阿妹
端着一個碗酒，先行站在客人身邊。緊
接着，五六個姑娘依次站了，排成一
排。她們舉起小酒甑，一個連着一個，
高低相接。最末端的阿妹用酒壺從高處
將米酒倒下，酒流淌，一直像一根綿長
的細線流淌，直到流到靠近客人的最後
一隻酒甑。酒甑已滿，阿妹端起酒甑送
入客人嘴裏。可不是高山流水麼？很多
客人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架勢，既稀奇
又膽怯。面對熱情的姑娘，客人們這時
候往往也羞澀得像個姑娘。有人手都沒
地方放，想捧酒甑又不好意思。就這樣
拿拿放放，在不知不覺中，半推半就
裏，變成了「海量」。眾人看着，喝彩

着。情緒高漲，感染到每一個在場的
人。我平素就不飲酒，便說饒了我吧。
她們堅持她們的禮數，笑意盈盈，說那
可不能，你是珍貴的客人，意思意思。
盛情難卻。於是，欣欣然接受「高山流
水」的禮遇。期間，阿妹們齊聲唱着勸
酒歌，咿咿呀呀，抑揚頓挫，婉轉動
聽。直叫人如癡如醉，如夢似幻。「阿
表哥，倒酒喝；阿表妹，倒酒喝，喜歡
不喜歡也要喝……遠方的客人請你喝杯
酒，代表妹一片心呢，呀！喔……」
勸酒勸得先入為主，情真意切。這樣通
俗易懂的歌詞和瑯瑯上口的曲調，非常
好聽易學，極具感召力。在場的所有人
不由自主地就參與了進來。被敬的客人
也頗受感染，情不自禁地喝了下去。
有酒有肉，苗侗人的酒席，不但敬酒

還要餵你一塊肉。阿妹夾着一塊肉放到
客人嘴邊。客人微醺，張嘴準備咬肉
時。阿妹卻調皮地將筷子一縮，客人撲
了個空。她趁勢把碗裏的酒又倒進客人
嘴裏。然後，又用那塊肉接着逗他。如
此這般，周而復始，直到客人咬住那塊
肉方止。餵肉時，歌聲再起，抑揚頓
挫，聲聲入耳。高山流水，世界奇觀，
妙趣橫生。這樣的場面實在唯美、震
撼、開心。席間不時傳來陣陣歡快的笑
聲。入鄉隨俗。苗鄉侗寨的酒如同這裏
的山，這裏的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
長；水有多深，酒罈就有多深。夜深酒
酣，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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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堅尼地
城。 作者供圖

◆希望真的找到
仁醫解病困！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