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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緣》似粵曲小調
電 視 新 聞 的
「專題節目」談
粵語流行曲，受
訪大學教授顯然

未得要領，提到什麼「本土意
識」和「鴛鴦蝴蝶派」都有失焦
之嫌。上網一查，原來這教授比
潘老頭還少了好幾歲，剛好少了
這幾年聽曲的親身經歷了。
1974年無綫電視劇集《啼笑因
緣》的主題曲推高粵語流行曲的
熱潮，劇集改編自「鴛鴦蝴蝶
派」代表人物張恨水（1895
年-1967年）的同名小說，由陳振
華（1940年-2018年）飾演范家樹、
李司祺（1950年-）一人分飾沈鳳
喜和何麗娜。主題曲由顧嘉煇
（1931年-2023年）作曲、葉紹德
（1930年-2009年）填詞、仙杜拉
（本名梁玉姬，1943年-）主唱。
顧嘉煇特意挑選仙杜拉主唱實
有深意，她是以演唱英文歌為
主、不甚懂中文的混血兒歌星，
其西化形象或可減低年輕聽眾對
粵語歌抱有的「老套」印象。那
個年代國語流行曲的地位確實遠
高於粵語流行曲！在《啼笑因
緣》以前，兩家電視台粵語劇集
的主題曲都是唱國語的！
葉紹德（德叔）何許人也？德
叔是著名粵劇劇作家。自上世紀
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在香港成了氣

候，第一代的填詞人都有粵劇背
景。這期的粵語流行曲絕大部分
都有粵曲小調的韻味。據說此劇
的編導（當時沒有監製的銜頭，實
際等同後來的監製）王天林（1928
年-2010年）要求德叔一改再改歌
詞，盡量減去「文縐縐」的味
道。於是就有了這歌最為口語化的
第一句「為怕哥你變咗心……」
電視節目訪問那位長期研究粵
語流行曲的教授可能受時間緊迫
影響，沒有指出那個年頭粵語流
行曲的最大特色，就是向粵劇粵
曲汲取養分，歌詞押韻都是用粵
曲的辦法。
《啼笑因緣》的歌詞是：
為怕哥你變咗心/情人淚滿襟/愛

因早種偏葬恨海裏/離合一切亦有
緣分/願與哥你倆相親/情人共印
心/最驚恩愛一旦受波折/難望偕老
恩消愛泯/藕絲已斷/玉鏡有裂痕/
恩愛頓成怨恨/生則相聚/死也化
蝶/幾許所願稱心/莫嘆失意百感
生/難求遂寸心/赤絲千里早已繫足
裏/緣分天賜不必怨憤。
音樂用AABA的四段式，一二
四段旋律重複。
押韻用民親韻、能登韻和琴心
韻通押。當中心、襟屬琴心韻，
分、親、泯、痕、恨、憤屬民親
韻，沒有用能登韻的字。

「淺談粵語流行曲」之一

午休的文化衝擊
有「高才」朋友從內地來

港工作，聊起最不適應的
地方，除了居住環境，有關

「午休的Culture Shock（文化衝擊）」
竟名列第二。朋友驚呼三連：香港人2
點才吃午飯嗎？香港人午餐時間只有1
小時嗎？最重要的，香港人都不睡午覺
的嗎？
要理解朋友的震撼，需要先了解內地
的午休文化。國人愛午睡是有傳統的，諸
葛亮面對劉備到訪，決定先瞇一覺，而從
白居易到王安石再到陸游等文人墨客，
都曾為午睡深情賦詩，留下諸多歷史證
據。「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
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
兩個瞌睡蟲，主打一個鬆弛感，多妙。
在內地以及台灣等地的中華文化中，
午睡從來都是被作為一個有益健康的好
習慣來宣傳的，「中午不睡，晚上崩潰」
是很多人奉為圭臬的養生鐵律。而至少從
小狸幼年時起，「午飯後要午睡」就已經
不僅是個人習慣，更上升到國民習慣來
系統培養了。只不過早年隨便些，個人
選擇性更大，愈到後來愈嚴格，一些地
方的中小學甚至是要求學生必須午睡的。
進入職場後，大多單位的企業文化也都支
持午睡，午休時間相對充裕，再加上996
確實辛苦，「帶薪午睡」不僅是一天中難
得的幸福時光，更是續命的剛需，所以很
多國人確實養成了堅如磐石的午睡習慣。
小狸猶記得，十多年前有次到內地某
廣電集團出差，其時正是廣電的黃金時
代，員工福利優渥。上午11點，宏大的
廣電大廈突然全場熄燈，一層一層暗如
深夜。就在小狸驚詫之際，所有辦公桌
突然都化身變形金剛——只見一個個員
工不慌不忙從桌下拉出一張張統一特製

的摺疊床，開始鋪床、上炕、午睡。巨
大的黑暗場地內，上百號人瞬間躺平
了，其震撼程度絕不亞於高才朋友的驚
呼三連。與內地和台灣相比，香港的文
化和生活習慣更偏西式，也是沒有午睡習
慣的。同時港人喜歡在上午精神好時空
出大塊的時間做複雜和深度的工作，加
上香港土地狹窄，很多公司都採取「錯
峰午餐」或者「彈性午餐」的方式，以防
止人流聚集增加餐廳輪候的時間。於
是，在香港，下午1點、2點甚至3點才吃
午餐是常態，用餐時間大多也就1小時。
雖然很多港人不午睡，但好歹也熟悉中
華文化，對要午睡的人也並不會感到奇
怪，真正對午睡文化衝擊強烈的是歐美。
有在英國的朋友笑談，他第一次在公司趴
桌午睡時，所有的外國同事都擔心他是不
是「快要死了」。至於午餐時間，港人的
1小時在世界範圍內其實也並不算苛刻，
根據媒體報道，美國、澳洲的實際午餐
時間通常是半小時，英國不到半小時，韓
國最短，半數人不足20分鐘，就連印象
中懶散的意大利人通常也只用45分鐘吃
午餐。當然也有比國人「午休福利」更好
的，比如法國人要吃2小時，包括三道菜
一杯酒，那是一點也不能湊合。而西班牙
人甚至會午休3小時，包括吃1小時飯睡
2小時覺。本以為國人在午睡這個傳統強
項上定能獨霸天下，沒想到還有匹黑馬。
睡不睡午覺本是個人習慣，並沒有一定
之規，不過新近有研究表明，與從不午睡
的人相比，經常午睡的人罹患高血壓的
可能性要高12%，罹患中風的可能性要
高24%。很多醫生也認為，即便要睡也不
宜時間過長，淺瞇即可。而一個午睡人
要想嘗試不再午睡，有個有效的貼士：午
餐少吃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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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7日開幕
的香港文學館，它
所在的灣仔茂蘿街7
號是座古建築，已有

過百年歷史！這座香港文學館夠吸
引，因為除了珍藏優秀的文學外，
也歡迎親子大眾，懂不懂文學不重
要，不會看不起小童老人，友善優惠
每一個人，以開放心態引發大眾對優
秀傳統及中西文藝之興趣，讓文學之
花開在大小朋友心中，每人心靈都有
花香呢！讓我們一起親親這滿庭芬芳
的文學花園吧！
從灣仔電車路穿過繁華的商店，走

進茂蘿街，就見到這座古建築，有落
地窗門、繡花欄杆；香港文學館開幕
主題是「萬物有文 文裏尋花」，內
設置許多以香港原生花為原型製成的
獨特花形裝置，漂亮！細心看還可找
到許多作家書寫關於植物的美文字！
彥火寫「每年春天，
杜鵑花開得熱鬧，遠
看恍如一匹彩色的織
錦。」昔日來過香港
演講的魯迅寫：「夾
道萬株楊柳樹，望中
都化斷腸花。」你也
來尋幽探秘，看找到
哪些植物詩句啊？
「或許世上有很

多朵長相一樣的洋
紫荊，但香港永遠

是最燦爛的那朵。」這句學生創作，
也很有意思呢！
展廳設在3樓，其中香港文學圖

卷的展廳結合現代數碼技術，向大
家介紹香港文學作品，講述百年香
港文學故事，讓觀眾察見香港文化
脈絡，有許多南來作家的書籍、手
稿、書信等也有展出，像許地山、
張愛玲、蕭紅、金庸、劉以鬯、黃
慶雲等的手跡及書稿，還有詩人何
達（告訴你小秘密，我和潘金英年輕
時就參加了他任教的寫作坊了，他是
我們的老師）！南來作家文人群，從內
地遷居香港，他們各有抱負與嚮往，
客居異鄉的生活，讓他們內心懷有羈
旅鄉愁，他們用敏銳的觀察書寫香
港這座小城，寫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
品，如張愛玲，甚至成為讀者心中
的文學偶像哩。
仔細觀察這些文學明星的展品，

是向這些名家致敬，與他們
對話。他們在香港留下的文
學足跡，怎樣從香港街角生
活汲取靈感創作，遊走看一
圈，可激發青少年對文學閱
讀和創作的興趣和熱情啊！
我相信文學之花要悉心灌
溉，香港文學館正是一個好
花園，宜好好傳承文化精
神，宜多創造兒童青少年親
近文學，與之對話和交流，
共同發揮文學軟實力。

文學館 親子不高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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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終於完結了。烈日炎炎，人山人海，書
香四溢，聽着就是一場盛宴。於我而言，書展
是我和讀者朋友們見面的「心靈之約」。
星期六午飯剛開始，紫荊雜誌社的陳犀大

哥就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啥時候來？有十多個人在等你
了！」我來港後的幾本散文集，都是陳大哥幫忙聯繫出版
的，他對這幾本書的「市場反饋」，比我還關注——他是個
熱心腸的人。今年書展還有兩個多月才開幕，他就特意為我
留了攤位和時間。
我於是將簽售會的消息告訴了最要好的幾個朋友：在金融
業忙碌的仲邦，不辭辛勞地為簽售會製作了海報；在嶺南大
學就讀的小春，主動請纓擔任形象大使和記賬先生，周六中
午早早就西裝筆挺地站在攤位前；漢華中學的嚴助校和施老
師，帶着50多位同學集體為我打氣！
兩天的簽售會，讓我始終被讀者的熱情和真誠包圍着。很
多熟悉的、陌生的面孔，在四目相對的那一刻，熟稔起來，
溫暖起來。有很多聽過我主講的「少年作家班」的學生，不
但來到簽售會現場，還和我交流他們的讀後感。其中有位同
學的問題令我印象極深：寫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主題
還是結構，抑或是想像力？我告訴他，是人性。
筲箕灣官立中學的殷校長為她的家人和朋友選了好幾套
書，並細心地讓我為他們簽贈言，我的感動無以復加：將朋
友的文字傳遞給朋友，這是多麼深厚的真情！香島中學和中
華基金中學的兩位何校長都來為我捧場，其實他們都是本專
欄的忠實讀者，每周
一早上，他們都會發
來信息和我說說對專
欄文章的感受。
謝謝你們，我親愛
的朋友們。正是這些
真誠的愛，讓我有了
寫作的靈感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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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芷軒是郝堂村的一個書
屋，位於帶狀村子的中段，門
前是一條繞村而過的溪流。雨

天的時候，河水量會急劇增加，從書屋裏
都能看到。同時，書屋的屋頂也會劈劈啪
啪響個不停。一時之間，你竟不知道這聲
音是從外面傳進來的還是雨滴打在屋頂和
窗子上的聲音。只有仔細辨認，你才會發
現，雨聲鈍鈍的，是屋頂的蘆葦席；雨聲
脆點的，是玻璃窗。而且最後你會發現，
脆脆的雨聲佔據了主流，因為岸芷軒的周
身都是玻璃。在雨天身處其中，是背後的
密林，前面的小溪，還有這雨幕。
我就是這樣一個雨天去的。那天早上醒
過來，吃過同事陳科教授帶回來的早餐，
我就想到前一天路過的岸芷軒。於是拿着
雨傘出門了。那雨很大，平時從信陽等地
來這裏遊玩的人幾乎看不到。不過一些村
民還是照舊很早就在路上擺起了攤。我順
手買了一包蓮子，很大一包，10塊錢。
然後，到了岸芷軒。
書屋裏很安靜，只有店員在一個座位上
給一個小男孩兒輔導作業。那孩子約莫10
歲左右，矮胖身材，很不願意學習的樣
子。看我進來，店員就起身給我泡茶。岸
芷軒有一個座位最好，前面有一套很壯觀

的工夫茶具。我就坐在那裏喝信陽毛尖。
依舊很便宜，20元一位。然後我就走到書
架那裏去挑書，終於找到了一本很合適的
書，叫《白樺文集》。在一個叫做郝堂的
村子讀一本從信陽走出去的作家寫的書，簡
直沒有比這更有意思的事。因為除了文學之
外，我還想要從這本書裏找到些痕跡——
哪些是文學家自身的性格，哪些是屬於這
個地方的，這閱讀因此變得樂趣無窮。
閱讀的結果甚至比我想像的還要好，這
位作家的作品不僅展現了一種具有鄉土色
彩的是非觀，而且還很具有時代感。我看
的那個中篇叫《阿秀》，講一個出嫁的女
兒如何為了家庭團結，不惜去販毒，結果
即便她最後被抓，也沒能讓自己貪婪的
父親和一雙兄弟和睦起來。寫作的方式是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或者更形象的
說，有些像我小時候看過的《神筆馬良》
這樣的動畫片。愛憎分明，又帶着很濃郁
的道德感。現在看來，手法是有些過時
了，不過卻也引人入勝。尤其當你身處作
者的故鄉，你會覺得這位作家與他的故鄉
在氣質上是一致的。
然而身處於這個美輪美奐的書屋的樂趣
還不止於此，除了它像極了宮崎駿的動畫
場景，還有它的真實感。這位女店員住在

鄰村，她會趁着暑假帶着兒子來工作。還
會主動熱情地把我剛買來的蓮子倒在盤子
裏，也不計較這是外帶食品。等她一個人
去收銀處的時候，她就把電視劇的聲音放
得巨大。這一切都是不修邊幅而略帶瑕疵
的。但這正好體現了一個鄉村，或者說一
個鄉村中的文明，而不是都市當中的文
明。在鄉村，自然與文明的順序是與都市
顛倒的。儘管這個書屋在形式上是一個
文明之物，但在鄉村它就略有不同。
這一切配上書屋的設計理念更加相得

益彰。這書屋出自台灣設計師謝英俊之
手，這位設計師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把
在地民居特色和公共設計理念結合起來，
他用當地的素材建造房屋，只有架子是預
製的鋼材。於是，這書屋就成了完完全全
的一個獨特的整體，既現代、又鄉村，既
有生活又有文化。

岸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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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與液體靈魂
地球是圓的，這是科學，是天文
學，是空間地理學，有圖有真相，
不接受任何質疑。如此說來，地球
就是一個蛋，圓的，這真像是扯
蛋。因為，但凡蛋，必是皮在外，
肉在裏，外面光滑滑的才對。地球
的內裏的確很豐盈，但皮上卻可以
流淌着河流，站立着樹木，建設着
房屋，居住着人類。一切科學標
明，地球這個蛋，是懸在太陽系中
的，而太陽系是裹在銀河系中的，
而銀河系是無邊無際，趨向於無窮
大的。但從沒聽說哪個人因為不小
心掉出了地球之外，更沒聽說哪條
河因為不小心水拋灑到了空中。關
鍵是，沒有一個人感覺自己是腳朝
上、頭朝下在走路，更不可能感覺
自己一動不動，卻已經日行8萬里。
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光學家、
哲學家等等這一些學和那一些家
們，會很自然地匯集到一起，頭懸
樑，錐刺骨，絞盡腦汁，試圖找到
這其中的道理，這運行的規律，這
秩序的法則。但放心，一時半會兒
他們給不出既通俗易懂又令人信服
的答案。這個世界的大，並非一切
庸俗的肉身所能想像的。好在，我
們有辦法，只要科學抵達不到的地
方，我們就叫它迷信，只要科學解
釋不了的事件，我們就叫它靈異，

而且，也會暫時放手，讓一切宗教
去構成宇宙的玄學。我們可以把迷
信視作是科學在使用雕刀雕人刻物
時觸碰下來的碎屑，但如果我們稍
微寬容一點，也完全可以認定科學
更像是迷信的裙襬，迷信負責出
卷，科學負責答題。而且，不得不
說，喜歡穿迷妳裙的迷信，很多時
候往往比科學更加迷人！
其實，我們只要把迷信換個名，
叫神話，可能就高大上了，它一下
就能照亮幽遠的歷史和茫茫的夜
空。不止中國的文學，這個星球上
的文學，無一例外都衍生於神話，
是從神話的葡萄架上截下來的秧
苗。中國的章太炎、魯迅、茅盾；
美國的博厄斯；英國的馬林諾夫斯
基；日本的伊藤清司；加拿大的弗
萊；法國的恩斯特．卡西爾；芬蘭
的勞里．杭柯；瑞士的榮格；德國
的格林兄弟；瑞典的安娜．露絲，
他們都在神話學研究方面成為一方
專家。我曾兩次請在職的神話學會
長葉舒憲先生為作家高研班的學員
們授課，不用說，課講得很好，但
在課餘我更想跟他探討的不是神話
與文學，而是神話與天體，與宇
宙，與生命的關係。這注定不會是
一種有結果的探討，但注定是一種
打開認知後更為廣闊的擁抱。

我們太需要這種擁抱了，每一個
人，尤其作家。因為，一個人如果
有了這種擁抱，就不存在抑鬱之
說。低頭是土地，抬頭是天空，生
命極其渺小，心靈何其博大。一切
發生在地球上的糾紛，都不值一
提，遑論鄰居間的吵架，職場上的
內卷，事業上的榮辱，得失上的算
計。一個作家如果有了這種擁抱，
就不存在作品難以開光之說。單純
整一堆破爛故事，沒用，單純與生
活為伍，也沒用，文學更需要的可
能哪怕是作品流露出來的那一丁點
的澄明神性。要光，要火焰，要靈
魂飛舞。在光速面前，佛家學說的
因果轉承會同時存在，道家學說的
天人合一會顯現無遺，在天地面
前，儒學還很難上得了台面。所謂
的人類主體說，不過是從人出發的
一面之詞。真正的世界，或許並非
如此。萬命歸一，可能方是正理。
我們管不了那麼多，但也不能完

全沉迷於一切具象。靈魂不是固
體，不是氣體，而更像是液體，它柔
軟、流動、率性、包容，隨地勢隨物
事而塑形。我們只能唱着歌，飛
翔，一如陳彼得，一條路，落葉無
跡，走過我走過妳，我想問妳的足
跡，山無言水無語。走過春天，走
過四季。走過春天，走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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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名家展。
作者供圖

畫展停不了
在各相關部門努力打造
香港成為盛事之都的同
時，民間也樂此不疲，自

發舉辦不同的活動，雖然不少都是私人
性質，但起了推動作用，令香港的文化
藝術氣氛濃得化不開，讓更多人投入其
中，影響下一代認識更多不同的文化。
以繪畫藝術來說，由今年初至今，我
已接觸到一個又一個的藝術展覽邀請，
看藝術活動資訊，每個月的節目都排得
密密麻麻的，幾乎沒有一天
空檔。好此道者在香港實在
不愁寂寞。我的畫家妹妹長
住加拿大，有一年回來探
親，我帶她出席多個藝術活
動，她說︰「實在意想不到
香港有這麼多藝術展覽，香
港人真有福！」
在近3個月內我已接了3

個畫展邀請，上月華夏藝風
堂畫展、現正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舉行的「心路同行藝術

展」、下月香港油畫研究會的邀請展
2024。由於工作忙碌，加上繪畫速度實在
遠低於畫展舉辦之多，我只得放棄參加後
者，錯失與大師的作品同掛一室的機會。
參加畫展，實在是藝術學習者的一個
極佳機會，我的學習繪畫的轉捩點是沈
平老師鼓勵我參加畫展。我當時簡直不
敢想像把自己的作品公開展示，只覺得
只有大師才可以這樣做，我遠遠未夠資
格，但老師不斷鼓勵和支持我，讓我首

次展出了兩幅作品，從此我放下懶
散積極學習。
現正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
「心路同行藝術展」，展期至本月
30日，參展人數上百，是難得的
大型畫展。我畫班的一位學生、
我、沈平和廖井梅老師也參展，是
三代同堂的展覽。另有眾多香港著
名畫家的大作。看到老師們精彩的
畫作，就下定決心要更努力。藝術
就是如此包容，接納不同人去展示
自己個人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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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香港中央
圖書館舉行的
「心路同行藝術
展」。 作者供圖

◆作者在書展簽售會現場。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