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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Sir與母親紅線女
10年前著名軍事評論
員馬鼎盛（馬Sir）出版
了自述《我與母親紅線

女》，今年再出一本《我與母親紅線
女︰母子相知六十年》增訂本，內藏更
多絕版相片，其中一幅是女姐（紅線
女）送給4歲幼子鼎盛的親筆簽名靚相，
上面寫着：仔仔記掛我！
馬Sir解釋，「這就是家門不幸，父母

分居了，我先跟父親馬師曾後跟母親紅線
女，母親身兼嚴父嚴母。我也的確調
皮，常令母親難以下台，例如當年1972年
是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媽媽
的同事領導們在我們家中開茶話會，我趁
機偷吃零食，散會後枱面留下一把摺扇，
畫有一束花，寫着百花齊放，我一邊吃一
邊得戚地說：『哪有100朵？10朵都冇，
何來百花齊放！』班大佬剛走出院子，可
能聽到也不覺一回事，但登時母親非常激
氣給我一記耳光，因為人家會以為是紅線
女教個仔講的。」
知子莫若母，正因如此，女姐一直不贊

成兒子讀歷史，更何況當軍事評論員，
「母親說我一支筆不錯，可以讀文科，因
為歷史與政治好接近，特別在「文化大革
命」時期，隨時會禍及家人。當時我已經
考進大學讀歷史，後來我做
了媒體、歷史專家……時勢
造英雄，當年1995年、1996
年台海危機很多人都作論
述，因為我對軍事和歷史的
認知，講得比較到位，有行
家都說台海危機紅了馬鼎
盛，可能就是這樣因緣際
會，母親終於知道我在這方
面是有所建樹的。」
身為兩位粵劇泰斗的後
人，馬Sir一度自覺卑微，

「所謂大樹下面難長草，名門之後，大
家對你有期望。母親是女強人，她一直
仰慕父親，要學習他從事藝術工作的4種
方針，做演員演好戲、做導演、做編
劇、做班主，全方位的控制才能真正將
自己的能量注入粵劇之中。」
馬Sir為母親做過4次訪問，包括香港
文匯報、鳳凰衛視、香港電台以及那次
母子私下的訪問，「當年媽媽快 90歲
了，我們將家中大廳的沙發搬到去「紅
線女藝術中心」，錄影了3日3夜，我請
她在實質的工作之餘，也要為粵劇藝術
多留寶貴傳承的點子。我甚至請教母親
為何要離婚等等……」
這些答案一切都記錄在這本增訂本之
中，其實，如果還可以多問母親一個問
題，馬Sir最想知道什麼？「我問她的都
是比較自私的，我想問問她這個仔已經
到了退休年紀，覺得他OK嗎？我相信母
親會回答我，你做人太過鋒芒畢露，我
作為一支筆，也做文學和軍事評論，她
覺得我是偏激的。其實母親對自己的要
求甚高，她沒有記住「文化大革命」當
中發生的人和事，反而在可能的情況下
伸出援手，這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相
信今天的時代很難再出『馬紅』這樣的

藝人，唐詩宋詞元曲是中
華文化的瑰寶，希望在大
家心中留一塊地方給中華
傳統粵劇文化。」
多謝馬Sir在著作中為
我們帶來很多女姐的事
跡，知道她更多的貢獻，
正如奧運金牌選手張家朗
所言：上一代種樹，這一
代收成，大家要好好繼續
接棒！多謝各個界別大前
輩的努力和前瞻！

應電影朋友陳慶嘉
邀請，到M+戲院睇

《我談的那場戀愛》優先場。導演是
由編劇轉軌道首次任導演的靚女何妙
祺，陳慶嘉與秦小珍監製，吳君如和
MC張天賦擔演女一男一。該片是第六
屆（2024）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專業
組得獎者，睇完套戲，認為實至名
歸。
做導演最緊要識得講故仔，一個畫
面、演員一個表情就充分交代劇情發
展，沒多餘囉嗦的對白，簡潔到位。
何妙祺拿捏精準，電影節奏爽脆明
快、脈絡清晰，做到笑中有淚的效果。
戲橋相當貼地，用網上情騙做主
題。飾演婦科醫生的吳君如，身家豐
厚，是隱形富婆，中年喪夫，深閨寂
寞，玩網上交友；MC張天賦是個三無
青年：冇學歷、冇職業、冇屋住，窮途
末路，加入網上詐騙集團，被派演法籍
工程師，在詐騙集團指導下，成功
情騙吳君如，展示詐騙集團的規
模：有出色的道具部，隨時製造
一支幾萬元的紅酒等，也有善於捉
摸女人心理的專家，從社交媒體
清楚知道吳君如的性格和興趣，從
而製造不少湊巧，令她覺得大家相

識是因為緣分，度身訂做MC成為她的
理想對象，並利用她的善良和同情心，
令她雖未見過MC真身，已全情投入這
段網上情緣。從中提醒愛在社交網上分
享自己喜好、習慣的朋友要額外小
心：你在網上已是半透明狀態。
在老千MC的詭計多端下，精明的吳

君如對他死心塌地，不惜自動獻金。坐
在戲院的我們，會覺得「唔係咁蠢
啩？」卻又明白她為何甘之如飴，非常
Enjoy！結局如何，不作劇透，讓大家
入場過癮吓。電影同時帶出一個能幹
的中年女人，對愛情仍有份熱熾的渴
求，你覺得她愚蠢可悲？她的金句卻
是：「愛情，只要你相信，就是真。」
影后級演技的吳君如演懷春熟女，
手到拿來，MC顏值帥爆，演戇直青年
非常討好，他絕對可走郭富城路線，
由唱跳歌手跨界拍電影，前途無限。電
影9月中上映，是留港消費的好節目。

《我談的那場戀愛》

近期香港最熱門的話題，自然是4年一度
的體育盛事；而最令市民振奮者，莫過於
香港在巴黎奧運會旗開得勝。江旻憓在女

子重劍決賽中成功衝金；張家朗亦於男子花劍項目再奪金
牌，成為全港有史以來首位成功衛冕奧運金牌的運動員，
而能於劍擊連贏兩屆冠軍者亦屬罕見。香港游泳女將何詩
蓓則分別於200米及100米自由泳賽事中贏得銅牌，亦連續
兩屆奧運會均有獎牌收穫。除幾位為港贏得獎牌的運動精
英外，其他取得奧運會入場券的健兒，亦各有克服逆境的
奮鬥故事，同樣值得大家尊敬和支持。
在為香港奧運豐收稱慶之餘，也有眾多香港市民在電視

機前，很投入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中國今屆除於傳統強
項如跳水、體操、乒乓球、羽毛球等捷報頻傳外，更能在
向被歐美列強壟斷的項目中脫穎而出。泳壇小將潘展樂以
再破世界紀錄的驕人成績，勇奪男子100米自由泳冠軍；而
女網球手鄭欽文則擊敗克羅地亞對手，為中國贏得奧運史
上第1面網球單打金牌。眼見國家隊在獎牌榜上日有進賬，
身為中國人自然覺得興奮與自豪。
特區政府近年致力開展青年工作，文公子建議，可考慮

借助本屆奧運國家隊與港隊均有佳績的大好時機，乘勢開
展以體育推動青年工作。鼓勵青少年多參與體育活動，對
社會益處甚多。首先，多做運動有助社會提升整體健康質
素；增強個人體魄，提升抗病能力，長遠而言可減少社會
的醫療開支。其次，青春期的青少年每多反叛心態，多參
與有益身心的體育活動，將可消耗過多的精力，同時佔用
空閒的時間，從而減少被誘騙參與非法活動的機會。
在參與今屆奧運會的精英運動員中，有不少勵志故事。

例如江旻憓雙膝十字韌帶均曾先後斷裂，於奧運路上亦非
一帆風順；就算是本屆決賽，也曾一度身陷敗陣絕境，然
後逐步逐劍追回分數而獲勝。張家朗決賽時須對戰至最後
一刻，歷經3次「一劍定勝負」的壓力，最後靠不屈不撓的
心力險勝對手。政府如能藉宣揚運動員的抗逆經歷，鼓勵
年輕人見賢思齊，發揮香港人不怕艱難，全力拚搏的「獅
子山」精神，將可為社會注入正能量，有助凝聚年輕人努
力向上之心。
而當國家在熱門項目屢贏佳績時，年輕人自會投入觀

看，可喚起對國家成就的自豪感和歸屬感，愛國之心亦油
然而生，青年工作自然水到渠成。

體育推動青年工作

這幾年似乎進入了一
個旅遊高峰期，不知道

是社會環境的影響還是個人生活的變化，
人們都有着走萬里路的觀念，喜歡外遊。
走萬里路固然是好，可以遇見不同的人

和事，看到不同的風景，既可增廣見聞，
也能開拓視野，但在某些研究下發現，很
多人雖然走了萬里路，但心似乎還停留在
原地，對於整個人生狀態並沒有多大的改
變，依然會陷入世俗當中自尋煩惱，把自
己弄得滿身疲憊。這會是什麼原因？外界
見識增進了，但那些見識卻無法改變頑
固的觀念，也許我們覺得是因為自身太
過於古板，但其實卻是因為還沒找到自
己的內心。
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會與周邊
很多東西息息相關，進而產生無數的意識
和情緒，雖然我們平常被種種情緒、思想

和慾望所主宰，但只要能夠把心沉靜下
來，很多東西也便會變得更加清晰，能認
清自己原來的初心和最淳樸的追求。
這個問題在年輕創業家身上已經比較普
遍了，有時候他們只是茫茫然地向前奔跑
着，卻會困惑着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或在遇到一些矛盾和挫折的時候，在十字
路口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往哪裏走，創業低谷
時會糾結要不要繼續走下去，到底哪一條
路才是最正確？這些都是內心沒有定力的典
型表現，沒有把心沉靜下來，於是會產生茫
然，還會糾結很多煩惱，最終只會庸人自
擾，這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自己內心，
把心沉靜。對年輕人來說，心能靜下來，才
華和潛能才能發揮出來，不然一切的能力反
而將束縛人的發展。
心是一切經驗的基礎，它創造了快樂也
創造了痛苦；是會思考、策劃、操縱，會

憂鬱不定、反覆無常的心，所以我們要學
會找到自己的內心。
其實這樣並不難，我們不需要瘋狂地行

萬里路，有時候只是需要那麼一個瞬間，
比如去仔細聆聽一首歌，走進寧靜的大自
然，感受生活中親情或友情、愛情的點
滴……感化心靈、沉靜內心並不需要很多
物質性的東西，而是生活中一些常見的
美，也許是雪花翩然飄下或是太陽緩緩升
起，都可能讓我們看到自己內心深處那無
比寧靜和美好的地方。這些光明安詳和喜
悅的時刻，都曾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
上，而且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
回到內心深處才會發現，原來生活並沒

有這麼死板，也有着這麼多的可能性，人
生可以過得如此有寬度。一切從心出發，
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能夠氣定神閒地應對一
切時，那麼一切就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回到內心深處

一枕月光
時入仲夏，暑氣蒸騰。入夜便洞開
臥室窗簾通風透氣，樓下花圃有蟋蟀
唧唧。床頭燈下讀木心散文小札《素
履之往》。「所謂萬丈深淵，下去，
也是前程萬里……」零碎的、斷續
的、明滅的短章，靈動着詩意和哲理
之光。閱過小半卷，熄燈欲安寢，倏
然眼前一亮： 床腳那頭，有月光傾
瀉入室，在黑暗中洇出清花亮色一
團。心中怦然，趕緊將枕子移過去，
納頭扎入那一汪虛玄光暈。今夜，要
枕着一簾月色入眠！
側身而臥，目光越過窗軒，靜靜賞

看天上那一枚尤物。夜空如懸海，潔
白雲絮微浪似地緩緩捲湧。偌大的銀
色圓月凌空無依，清輝耀得天地一派
澄澈空靈。人眼與天月對視，竟被灼
出兩行淚水來。突然想起，適逢本月
農曆望日，正是月亮最嫵媚最豐腴的
時辰。
月亮是太陽的鏡子，它投映的是折

射冷光。枕在它的光暈裏，我卻深切
感受到一種溫馨的摩挲，一股令人蝕
骨的能量波動，鼻息裏沁入妙不可言
的馨香……我知道，這樣的體驗，充
溢着自己那一刻的主觀感受，但是，
茫茫環宇中，萬物通靈，互為因果，
這是毋庸置疑的。距離我們遙遙38
萬多公里那一輪天體，它與我們的瓜
葛和緣分，它帶給我們的影響和福
祉，實實在在不勝枚舉。
中醫理論認為，月光滋陰，對人類

頗有裨益。多沐浴月光，有助於人體
調整生物節律、改良身體機能。柔和
月光的撫慰，能給人帶來安靜寧謐，
緩解焦慮和抑鬱。月亮攜帶的神秘能
量還可以滋養身心，調整氣血循環。
科學探究早已證明，月亮的陰晴圓
缺，月光的強弱變幻，足以影響大地
氣候的變遷，左右海洋每一次潮汐的
起伏。千古悠悠，那些深諳自然天道
的高僧真人，常常於夜闌人靜之時露
天獨坐，吸納星月精華，參禪悟道。
讀過作家池莉一篇夜宿山寺，獨步
沐月的散文，文題為《曬月亮》。一
個「曬」字，讓人好醉心！小時生活
在川西鄉村，日子清簡粗樸，但鄉野
人家卻都品味過一場場「曬月亮」的
浪漫光景。綿長的夏季，鄉人吃過
晚飯，待月亮緩緩升起，便滅了屋
裏燈盞，聚到月亮壩裏。田間勞作
了一天的漢子，打着赤膊仰天躺在
馬紮上納涼，喝着大碗紅白茶，吸
着手工葉子煙。有鄰人來串門，熱
情招呼讓座，倒茶敬煙。瞇眼打望
月色，隨口聊些桑麻之事。女人抽
個小凳陪坐一旁，趁着天光，埋頭操
辦永無完結的瑣屑家務：漿洗衣物、
剝擇豆菜、搓麻繩、鍘豬草……小娃
娃們簡直像脫韁的馬駒，一夥一夥
的，踢踏着月光，去稻田溪邊逮黃
鱔，到芳草叢中捉螢蟲，或者擁入收
割後的田壩，用禾草把子壘築城堡，
轟轟烈烈打一場夜戰。最溽熱的夜

晚，好些人家乾脆把草蓆鋪在院壩
裏，燃一束驅蚊香草，四仰八叉地自
在酣眠。這一宵，月光就借做了一家
人的被褥。後半夜，身上覺得有些涼
濕，也許是潤染了盈盈夜露，或許是
浸濡了如水月光，誰說得清呢。
成年後，艱辛打拚躋身為城裏人，

長年像旋轉的陀螺不停奔忙，很難再
有一份逸趣抬頭仰望浩渺神奇的天
穹。月亮是鍾情人間的，天色晴好的
條件下，每個月會有16天左右在夜
空冉冉升起。月牙，月彎，月半，月
滿，周而復始。可我們入夜之後，要
麼盤桓於霓虹與華燈流光溢彩的繁街
鬧巷，要麼忙乎於種種圈群的交際應
酬，要麼蜷縮在屋舍，兀自沉湎於手
機那一小寸虛幻世界。我們誰能記得
住，已經有多久時間沒有安靜地行走
於黑夜中的曠野小徑，或悠然依伏在
自家窗口，虔誠地抬頭凝望高天明
月，接受它聖潔的洗禮？
一團乳雲半掩月，枕邊光影暗了一

些，更顯朦朧綽約。遐思之中，心生
頓悟。我想，不唯今夜這一枕月光，
人生中還有好些可貴的東西，往日裏
被我輕慢了、忽視了、淡忘了，今
後，得一點點找回來，好好珍惜，細
細品咂。
夜已深。合上眼瞼，任月色掛在睫

毛上，迷迷糊糊，往夢境裏潛沉下
去。

潘
鳴

獨具一格鄭板橋
日 前 我 們
參觀江蘇鹽
城 一 博 物

館，見鄭板橋為朱子功寫的
12 條屏「壽序」， 大喜過
望。鄭板橋乃揚州八怪之首，
此12條屏作品非常罕見。
相傳雍正十一年（1733
年），小海鎮（當時隸屬於
興化府，現鹽城市大豐區）
鹽商朱子功老人，為慶祝自己
82歲生日在家中張燈結綵，
大擺宴席，廣邀親朋好友。明
清時期鹽鐵均由政府專營，
鹽商都是與官家有深厚關係，
因此鹽商朱子功老人不僅富甲
一方，同時社交甚廣。據說前
來祝壽的賓客馬車，塞滿了
小海鎮的大街小巷，成為當
時小海最熱鬧的盛會。
當時，剛剛中舉人的揚州
八怪之一鄭板橋，專程趕到
小海拜謁鹽商朱子功老人，
並撰「壽序」手書 12 幅條
屏，祝賀老人壽辰。12幅條
屏通篇為6尺對開宣紙，紙呈
灰褐色，每幅長182厘米，寬
49 厘米，從右至左豎書 36
行，計604個字。
有幸的是1986年此12條屏

在大豐小海鎮徐南村朱
光熙家被發現，成為目
前國內外最大篇幅的鄭
板橋作品。鄭板橋12條
屏整個篇幅，體勢勁
拔，氣勢俱貫，猶如銀
河珠湖瀉池，堪稱板橋
體形成過程中的代表

作。鄭板橋的書法，通常別
出心裁，融合隸書、楷書、
行書的特點，其章法也頗為
特別，有亂石鋪街的韻味。
但眼前這 12 條屏，整齊劃
一、中規中矩，字體大小、
寬窄、疏密巧妙地結合在一
起，錯落有致，富有變化。
鄭板橋的筆畫剛柔並濟，既
有隸書的古樸凝重，又有行
書的流暢灑脫。他的用筆大
膽潑辣，毫不做作，一筆下
去，氣勢磅礴，力透紙背。
他又注重筆畫的細節處理，
在轉折、提按之處，盡顯功
力，使字體更加生動有趣。
鄭板橋此「壽序」蘊含着
深厚的情感。很明顯，字裏
行間，他將自己對朱子功的
情誼融入到書法作品中，使
作品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字組
合，更是他內心世界真實情
感的寫照。在欣賞鄭板橋的
書法時，我彷彿能夠穿越時
空，與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進
行心靈的對話。鄭板橋的書
法，不僅是藝術的瑰寶，更
是一種精神的象徵，激勵着
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
不斷努力創新，砥礪前行。

本屆「奧運」的不
同報道，每天在我們

熟悉的電視網絡、社交媒體廣泛傳播
的時候，鳳凰衛視以另一角度，攝製
了一個以「現代奧運之父」皮耶．德
．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為題
的紀錄片，講述整個「奧運會」誕生
的前世今生。
古柏坦男爵出身於法國貴族家庭，是
一名教育家及歷史學家。從小就熱愛擊
劍、賽艇、騎馬、拳擊等運動。當考古
學家在1875年至1881年間於希臘連續
發掘出古代奧運會的文物遺址，引起了
古柏坦的興趣和關注。1890年，他終
於有機會訪問希臘——古
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源
地。他認為宏揚古代奧林
匹克精神可以促進國際體
育運動的發展，更在大學演
講中首次提出「復興奧林匹
克運動」。
自 1896 年至 1925 年期

間，古柏坦擔任國際奧委
會主席，任期達29年，為
歷任主席之最。古柏坦參
與組織了1900年夏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配合當年在巴黎舉行
的世界博覽會，也是巴黎首次舉辦
「奧運」資格，其後，在他大力推動
支持下，至1924年，巴黎再次獲得主
辦「奧運會」資格。故100年後的今
天——2024年「巴黎奧運」，對法國
來說，意義非凡。
奧運在他的努力奔走下逐漸發揚光

大，古柏坦的國際體育觀念具有鮮明的
「和平主義」色彩，他認為是人們的偏
見導致戰爭，而體育比賽是人們互相溝
通、消除誤解和偏見的最好方式。他認
為古代奧運會具有特殊的社會價值，
體現了古希臘各城邦的共同性與和平

理想，因此，在經過一段時
期的醞釀，古柏坦構想按照
古代奧運方式和現今條件，
籌設了現代「奧運會」。
紀錄片記載1924年在巴黎
舉行的「奧運」盛況時，鏡
頭又轉向1924年在中國——
被歐洲列強侵奪後的衰
落……當一個國家內外交
困、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
時候，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
與你無關——真是發人深省！

現代奧運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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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板橋現存最大幅作品12條屏
「壽序」。 作者供圖

◆馬鼎盛出書披露與母親
紅線女鮮為人知的故事。

作者供圖

◆「現代奧運之父」
皮耶．德．古柏坦男
爵。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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