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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導演暢談《喝采》點滴
上世紀八十年代著
名「新浪潮」導演蔡
繼光拍了經典傑作

《喝采》，引爆了連串的新派青春片，
什麼叫做新浪潮？蔡導解答，「我們是
戰後的嬰兒潮，七十年代末已經很成熟
了，也讀完了大學回到香港在電視台工
作。當時香港電影刀劍武打潮流已到尾
聲，《獨臂刀》不斷的續集，打到內臟
流出來再塞回去再打……」
「當年我們在電視台有好成績，我
和許鞍華拍的《奇趣錄》、關德興師
傅的《黃飛鴻》，還有《逼上梁山》
收視都是第一名。我即被電影公司發
掘編寫成龍第一套電影《蛇形刁
手》，我將他的敏捷身手和諧趣動作
結合，成龍一炮而紅！接着不斷片約
飛來，我執導第一部的是新浪潮青春
電影《喝采》。」
對於3位主角陳百強（Danny）、張
國榮、鍾保羅很年輕便了結了人生，可
有什麼感想？「我很喜歡聽Danny唱
歌，他演戲好自然，但情緒起伏很大，
和我差不多火星撞地球。我知道拍一
套電影要用上很多的金錢、心血和時
間，但他可能不太明白，因為如果他訂
了錄音室遇上心情欠佳，隨時可以收工
下次再錄，但拍電影不可以。」
「那一次他在拍攝途中要求回家上
洗手間，我拒絕了，因場地的廁所也
很清潔，他有點兒不開心，但演出一
樣專業自然。張國榮很知道自己做什
麼，準備得很好，要他為電影即場作
曲跳舞，他什麼都答應。翁靜晶是個
好特殊的女孩，好清純、好靚，人人
都喜歡她，但性格比較剛烈，例如要
求去錫陳百強，她不肯錫嘴只肯錫

臉，這性格做律師是一流的，如法律
原則全部都可以用上，但演員剛相反
要適應不同的角色、場面處境和心
情，她找到了自己的路向。」
「鍾保羅在電台和司儀界都非常走
紅，但有件事不滿意自己，我覺得好
可惜，他嫌自己不懂唱歌覺得是缺
陷，自覺不足，其實他在其他方面都
很成功，一個人不可能全能的，可惜
當時我不知道怎樣開解他。」
好作品我們時常回味，蔡導演也不
停作新嘗試，最近他搞舞台劇，把自
己1968年至1972年在美國大學求學
時期所遇到的人和事《柏克萊的日
子》擺上舞台，「這是我的處女作，
我不熟悉舞台是我的缺點，但我要將
缺點變成優點，不懂的事，見人就要
打爛砂盆問到篤。」
導演所編寫的故事永遠是分手收
場，今次也不例外嗎？「我和第一任
太太的故事也搬到這個自傳式的舞台
劇上，也包括嬉皮士和反戰狀況，是
為了自我療癒，中間有很多的內疚，
我們也分手了……不過，我和現任的
太太已經幾十年了，我們一定有個很
甜蜜的未來，不會分開。」
哇，原來蔡導演不單止新浪潮，也

是極浪漫！恭喜蔡太Anda！

上月在TVB熱播的廚
藝比賽節目《廚房拍
檔》，由明星與名廚拍

檔創製的美饌。八對拍檔當中，帝逸酒店
的中餐行政總廚李家鋌師傅（Bosco）、
帝京酒店「獅房菜」的明日之星譚詠儀師
傅（小儀），分別夥拍龔嘉欣及徐榮，
Bosco師傅的力作「南瓜竹笙素千層」獲
滿分，小儀師傅以蘭桂坊為靈感，創作的
「淺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兩位師傅任職的酒店同屬帝港酒店集
團，該集團區域市場傳訊總監謝睿晴
（Biamka）立即安排兩位
同門首度聯手推出「星級
拍檔聯乘饗宴」套餐，共
8道菜，由小儀師傅創作
的淺嘗打頭陣，用 6 款
酒，將一口酒（Shooter）
變成 6 款的骰小巧的前
菜：啤酒花膠啫喱凍、清
酒花蟹萵筍絲、干邑龍蝦
沙律筒、茅台藤椒墨魚
仔、陳年花雕燒遼參、勃
根地慢煮白玉。
搶鏡菜式是Bosco大滿
貫之作—南瓜竹笙素千

層，賣相充滿藝術氣息的素菜，蒸煮
火候啱啱好的南瓜，配秘調菠菜汁、
爽口的竹笙及香滑的豆腐，製成千
層，口感層次豐富美味。
另外6道佳餚，包括蘋果木燻鵝鬆

多士：燒鵝肉切粒，鵝皮炸至香脆，
多士脆炸放底，配自家製雪菜醬，用
蘋果木煙燻奉客，回味無窮！
沸騰煎封去骨馬友魚：將油脂豐富
的馬友魚起肉，煎至脆身，配炒香的
酸菜，加入秘製酸辣魚湯、青花椒及
紅花椒打製的泡沫以及藤椒油，濃濃

的辛香氣息。
粉紅乳酸甘露：新鮮芭
樂起肉，加入乳酸、糖及
芭樂蓉等攪拌，再加新
鮮芭樂粒雪及西米，賣相
紅粉緋緋，酸甜可口。
甜品：芋泥腸粉，自家
製薄粉皮，薄塗細滑芋
蓉，捲起切段，唧上朱古
力醬及花生醬，一道升級
版「港式腸粉」。
新鴻基地產傳訊總監廖
國偉的年份香檳，令饗宴
更完美。

星級廚房拍檔饗宴

文公子是香港廣東外商公會會員，該會在
8月15日至16日，組織了一次惠州商務考察
團，由戴德豐主席及曾智明會長領隊，先後

實地考察了粵港澳大灣區（廣東．惠州）綠色農產品生產供
應基地、旭日集團西湖壹城、水東街、惠州龍門產業園區、
龍門絲苗米產業園及惠州億緯鋰能股份有限公司等，同時參
加惠州投資環境推介會、龍門營商環境推介會及仲愷高新區
招商推介會等，行程緊密，但卻令人眼界大開。
對於惠州的印象，相信很多人都停留在「客家僑都」；

除了客家人客家菜外，惠州的特產是梅菜，名勝是西湖和
羅浮山，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曾於此為官等。而蘇東坡更在
惠州寫下七言絕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
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成為廣東人傳
誦千古的名句。
事實上，自從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出台後，惠州已經有不同的
發展。今次考察參觀了食品、鋰電、農產、創科等不同的基
地，令文公子印象最深刻的，當數綠色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
該綠色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佔地1,500畝，由中國供銷

集團、廣東省供銷社及惠州市政府三方合建，是大灣區規
模最龐大、品類最齊全、聯農量最廣的現代農業與食品業
集群，年流通服務量達500萬噸以上。
據導賞人員介紹，園區的農產品應急保供基地，儲存的

糧油食品，如果以只供應香港計算，已有足夠香港半年所
需的數量。事實上，對於糧食的應急保供，一向具有維護
國家安全的戰略意義。文公子認為，在惠州興建糧食儲存
倉庫，在可見將來，國際政治形勢日趨緊張，氣候變化日
趨極端之際，此規劃的確具有前瞻性，再配合大灣區一小
時生活圈的交通物流配套，正好可為大灣區各城市在應付
突發事件時，提供了食品供應的防護罩。
除糧倉外，該基地尚有凍倉、食品製造與加工廠、配送

鏈等不同功能區。當中的食品類別眾多，大會更安排了考
察團參觀半熟溫泉溏心蛋生產設施。想不到食品生產已進
入到分工如此精細的局面，會專門生產溏心蛋這款常見的
日式拉麵配料，而且生產線頗具規模，此舉可算突破了傳
統由拉麵店廚房各師各法秘製的框架，也令大規模的連鎖
經營者，有質素較為統一的標準食材，新手入行也比較容
易，可以為未來的產業發展提供不少新機會。

惠州可成大灣區糧倉

在現今社會上，大部
分人的價值觀裏也總是
希望自己能夠適應社

會，適應現在的一些時代潮流，致力於將
自己打造成一個八面玲瓏的人，因為社會
生活的需要，於是人們才會塑造自己的另
一種外在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
種被動的改變，隨着生活需求而改變，這
種改動也是有必要的，因為人總是要不斷
地調適自己去適應生活，然而逐漸發現生
命還有另一種活法，就是向內求。
如果說向外求，是活給別人看；那麼向
內求則是為自己而活，當我們真正去為自
己而活的時候便會發現生活的寬度遠遠不
止於此，原來生命還可以活得如此豐盛。
曾有位朋友，她經歷了3段婚姻，也許有
些人會覺得她很不幸，因為感情方面總是
不太順利，但她卻永遠勇敢地相信愛並且
敢於付出，儘管愛情失意但並不影響她追

求事業的成功，她也是一個創業成功的
人，但命運似乎對她確實不太公平，在她
剛45歲的時候便患上了絕症，過去經歷的
所有失敗都不能使她倒下，而這次的病魔
卻讓她的生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除了積
極地配合醫生的治療外，她還開始尋求另
一種活法，那就是向內求。
在她的前半輩子中，經歷過的所有事情
也許都是以人們批判成敗作為標準，都在
無形之中成為別人參考的一種事物，而在
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候，卻能夠拋下一切為
自己而活。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每天保
持一定時間的冥想，也開始走進大自然，
正如她自己所說：每一次呼吸都是如此幸
福，吸氣是感受自己的心，呼氣是放鬆所
有的煩惱，她也堅持練字、做瑜伽，專注
於一日三餐，感受那些平凡的美好。也許
是一顆強烈求生的心以及一種坦然面對的
態度，讓她活得百般自在，使她奇跡般地

多活了10年。
這種向內求的活法給予了許多感想，

雖然每個人生活的情況都不一樣，但都
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努力向內求，就好
像創業的朋友們，有些人走着走着便開
始迷茫了，面對着太多的慾望和誘惑、
競爭與挑戰，人的心最容易慌亂，很多
時候做的事情彷彿不是為了自己，卻只
是為了一種虛無的目標，創業也是一種
修行，當我們把這條道路愈走愈深的時
候，並不是一味地向外索取，而是向內
尋求，所以有些人站上了一定的管理崗
位後，整個人也愈來愈焦躁，想要走出
內心的困頓，那就應學會把目光內收，
遇事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人才能覺醒自
我的意識，擺脫平庸的宿命。
無論是創業或是在平常的生活中，不要

過度期待別人成全自己，生命是活給自己
的，應該去尋求一種適合自己的方式。

向內求

歌聲漸漸遠去
如果一定要選擇一首自己年度最
喜愛的歌曲，那毫無疑問，我會為
韓紅和黃綺珊合作演唱的《成都》
投上一票，因為它每一幀畫面都定格
在腦海，深深地扎在心裏。這種久違
的「代入感」，在我有限的認知中並
不多見。
記得當時我還沉浸在春節的餘歡
之中，一個人躲在書房，打「傳奇」
遊戲殺紅了眼。豈料一首《成都》入
耳，立馬把魂兒勾走，讓人不能自
拔。沒有浮誇的舞台，沒有華麗的服
飾，兩人像鄰家姑娘一樣，穿着最平
常的衣服，安安靜靜地坐在椅子上，
背景兩側是高鐵沿途的風景，都市的
紅男綠女和成都平原的村莊和老屋，
是無數人記憶中的樣子。彈幕嗖嗖刷
屏，點讚量很快飆升到十萬加。
在演唱留白處，韓紅、黃綺珊應景
講述各自與成都的故事，長情的告
白，字字撓心，彷彿每一句都唱進了
觀眾心裏，直抵「神經末梢」，讓人
剪不斷、理還亂。
將枱燈亮度調到最低，復播一遍一
又一遍。窗外綿綿細雨，把樹葉打得
咚咚作響，和我心跳的節拍一唱一
和。《成都》被韓紅和黃綺珊唱出了
梨花帶雨的天籟之音，柔情入骨的情
感宣洩，可謂天然去雕飾的原音重
現。我邊聽邊流淚，一波回憶殺，將
我打入往事的故紙堆裏。恍若一首
《成都》，瞬間就把我唱回了成都。

如果說人生有所謂的命運齒輪，那
成都一定是青春記憶中繞不開的存
在，是我尋夢開始的起點。
我自小癡迷音樂，有點走火入魔的
癡狂，連早晨刷牙時，也要跟着卡式
錄音機，蹦蹦跳跳哼唧幾句。老實巴
交的父母，在人群中並不醒目，卻給
了我一副天生不錯的嗓子，也讓未知
的生活貌似多了一種選項。希望憑着
一副好嗓子，實現從藝的夢想。甚至
經常在夜裏站在學校的操場上，自我
排戲，陶醉在人山人海的舞台上，隨
時做好 「一鳴驚人」的準備。
雖然高考落榜，但夢想在心裏已長
出嫩芽。搜出幾件衣服裝進帆布包，
和生我養我的小鎮就此別過。哼着
「曾經年少愛追夢，一心只想往前
飛，行遍千山和萬水，一路走來不能
回」的小曲，坐着綠皮火車，搖搖晃
晃來到成都，也是我走向社會，踏入
大城市的第一站。
巧的是，我打工的公司和玉林路不
遠，離趙雷創作的《成都》玉林路的
那個小酒館，步行只需10分鐘。當
年的玉林路，集時尚、美食、鄉愁於
一體。一到周末，我和同事便結伴而
來，到小酒館放空自己，將白天職場
上的忙亂拋在腦後，酒喝乾再斟滿。
酒喝到高潮，有人還會飆出幾句英
文。如杜甫筆下「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放浪形骸。好像
整個成都，都屬於我們。

遺憾的是，生活並未按照自己設計
的劇本出演。無論我多麼努力，最終
也沒能登上夢想的音樂舞台。對於無
數追夢者而言，大都市就像流動的驛
站。三天兩頭，不是這個走了，就是
那個來了，來來去去，如折返的客車
一樣稀鬆平常。有的憑一己之力，在
職場上左突右闖，最終找到了一席之
地，而大部分人折騰一番後，知難而
退，另換了賽道。叢林法則，並非只
是說說而已。
在成都打拚的這幾年，雖然算不上
一個大圓滿的結局，但仍不失為我走
向社會的第一所學校。它讓我明白，
很多事情不能一廂情願，也並非心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麼簡單。在人
來車往的玉林路，自己像被巨浪沖進
府南河裏的一條小魚，無論怎麼撲
騰，始終也無法躍起一絲浪花。
其實，離開和到來都是生活的常

態。趙雷的一首《成都》火爆互聯網
至今。而我已成為過客多年，我終究
只是成為了能成為的樣子，一個茫茫
人海裏的路人甲。生活算不上理想，
卻也沒什麼明顯破綻，日出日落，雞
犬相聞。
隨着年歲的增長，人也開始變得豁
達從容。無論完美或者殘缺，都是人
生抹不掉的一部分。生活並不止像一
首歌，只是這一次剛好被韓紅、黃綺
珊演唱的《成都》擊中內心的柔軟處，
才又一次勾起我對往昔無盡的回憶。

侯
為
標

宮雪花書法
幾年前參加日
本產經新聞舉辦
的國際書法展認

識宮雪花小姐。
在娛樂圈中，有許多明星如流
星般劃過天際，很快就消失得無
影無蹤了，而宮雪花則以其充滿
傳奇色彩的經歷，成為了受注目
的藝人。
很多人並不知道宮雪花是書法
家，只知道她是藝員。其實，她
是書法研究生畢業的碩士。她的書
法導師是中國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
先生。
宮雪花擁有充滿傳奇色彩的奮
鬥史。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
們，只要有夢想，並為之
努力拚搏，無論遭遇多少
困難和阻礙，都有可能實
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她的
故事激勵着無數人勇敢地
追求自己的夢想，不畏世
俗的眼光，堅定地走自己
的道路。
在藝術的廣闊天地中，
書法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深
厚的文化底蘊，吸引着無
數人的目光。而宮雪花的
書法，更是為這一領域增
添了一抹別樣的色彩。宮
雪花的書法作品，初看之
下便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
個性表達。她的筆觸豪放
而有力，每一個筆畫都彷
彿蘊含着她內心深處的情
感和力量。這種力量並非
單純的肌肉用力，而是源

自於她對書法藝術的熱愛和深刻
理解。在她的筆下，線條流暢自
然，時而剛勁如鐵，時而婉約如
水，展現出了剛柔並濟的美感。
仔細品味宮雪花的書法，不難發
現其中蘊含的創新元素。她不拘
泥於傳統的書法規範和模式，而
是大膽地融入了自己的風格和創
意。這種創新並非是對傳統的背
離，而是在繼承傳統精髓的基礎
上進行的突破和發展。她巧妙地
將現代審美觀念與傳統書法技巧
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既具有古
典韻味又富有時代氣息的獨特藝
術形式。
宮雪花在書法創作過程中，注

重的不僅僅是技法的
展現，更是情感的抒
發。每一幅作品都像是
她內心世界的一扇窗
戶，透過那一筆一畫，
我們可以感受到她的喜
怒哀樂、她的思考與
感悟。這種情感的投
入，使她的書法作品具
有了生命和靈魂，能夠
與觀者產生心靈上的
共鳴。宮雪花的書法
無論在技法、情感表
達還是藝術觀念上，
都給我們帶來了新的
思考和啟示。正是這
種對傳統的尊重與創
新的融合，才使得宮
雪花的書法在藝術的
長河中留下了屬於自
己的獨特印記。

香港浸會大學尚志
會副會長葉家寶，是
我母校傳理系的學

長，家寶師兄畢業於1978年，1989年
加入亞洲電視（簡稱︰亞視），於
2004年擔任副總裁，先後主管綜藝及
資訊、公關及宣傳、行政、統籌、項
目推廣等，被稱為「亞洲小姐之
父」。亞洲電視55周年頒獎禮榮獲終
身成就大獎，後被任為執行董事。
亞洲電視前身是麗的映聲，成立於
1957年，是全球首間華語電視台。不
過，在2015年不獲續牌，最後在2016
年4月正式結束59年的廣播歷史。就像
廣大觀眾一樣，我對亞視也有着一份濃
得化不開的依依不捨之情……這是我兒
時首次接觸的電視台，看黎婉玲姐姐
和加明叔叔主持的《快樂生辰》（後來
更有幸參加）、何文匯教授尚在港大唸
書時主演的電視劇《家春秋》、阿姐汪
明荃主演的《四千金》，還有許多精彩
的配音外國片集《星空奇遇記》、《俠
聖》、《海底歷險記》等，更少不了可
愛的卡通片《聰明笨伯》、《小仙女》
等，陪伴着多少人的成長！
當年父親除了是藝員訓練班的老師
之外，亦負責配音組工作，小時候，
到電視台參觀是我的人生最樂事，還

記得第一次探訪的電視台，是當時仍
在港島灣仔的麗的映聲，後來，他們
搬到廣播道去，也就是日後的麗的電
視了，更留下我不少足印！
中二那年，我參演了麗的首套彩色
長篇劇集《名門淑女》，其後，又接連
演出《金粉世家》、《周日劇場》、
《紫色幽靈》、《一家六口》等多套電
視劇。中三開始，無綫電視跟我簽約，
雙方竟合作了10年之久。1986年，亞
視邀我拍攝古裝武俠劇《九月鷹飛》，
又再有機會舊地重遊，《九月鷹飛》是
我個人非常喜愛的作品之一。
退出幕前後，我一直喜歡看亞視攝製

的《尋找他鄉的故事》，這齣紀錄片集
對當時香港以至整個內地電視圈，有着
深遠的影響。他們一直提供高質素的資
訊文化節目，奠下了多年後大家合作的
契機。當年亞視結束，面對連串問題的
家寶師兄，他的心態是怎樣？（待續）

亞視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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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鋌師傅和譚詠儀師
傅4手聯乘。 作者供圖

◆當年在亞視工作的葉家寶師兄面對
連串問題，心態怎樣？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