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乕

副刊
文匯園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1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10月1日（星期二）

2024年10月1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張岳悅
B10

金華的士人文化根基深厚，尚武文化也
頗有淵源。古婺州的尚武傳統，最早可以
追溯到2,500年前的吳越爭霸。及至南宋
敗亡後，蒙元、朱明、滿清王朝更迭，民
族矛盾空前複雜，烽煙復熾。太平天國運
動橫掃江南十餘年，北伐鐵騎、抗日戰火
相繼鍛燒這片土地。金華文昌武盛，演繹
着千古風流。
元末農民起義軍重要將領胡大海，明代
抗日英雄戚繼光，都曾登上八詠樓檢閱部
下。明末兵部尚書朱大典，在此與清軍激
戰，最後犧牲在八詠樓。而尤其讓人感懷
不已的，是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他率部
在金華府數載經營，力圖挽大廈於將傾，
固然勇猛頑強，卻終因逆潮流而動，被捲
入歷史的波翻浪湧之中。
1856年「天京事變」後，東王楊秀清、

北王韋昌輝被殺，翼王石達開出走，太平
天國第一代領袖只剩下洪秀全孤家寡人，
元氣大傷。面對人才凋零的被動局面，洪
秀全濫封王位兩千餘人，收買人心，虛張
聲勢。不過十羊九牧，絕大多數徒有其
名，沒有多少含金量。其中有實力者，除
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堪稱左膀右臂
外，轉戰於江浙一帶的侍王李世賢、康王
汪海洋部算是太平軍後期的勁旅了。李世
賢為李秀成堂弟，17歲參加金田起義，英
勇善戰，26歲封王。1861年李世賢以金華
為中心建立太平天國浙江根據地，1864年
天京失陷後繼續領導反清鬥爭，是太平天
國中興的主要希望。如果不是死於自相殘
殺，捲土重來也未可知。1865年 8月 23
日，李世賢寄住康王府上，被覬覦侍王權
勢的汪海洋所害，年僅31歲。
太平天國侍王府，金華唯一的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唐宋時為州衙所在，明時
為巡按御史行台，清時改為試士院。據
說，吳越王錢鏐、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
駐於此。李世賢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大
興土木，建成總佔地63,000多平方米的東
西兩院大殿，可供10萬太平軍將士同時操
練。一面高大巍峨的影牆遮住王府正門，
顯得府內越發幽深而神秘。筆者也曾參觀
過不少王府士第、高門大院，從未見過如

此巨大的影牆，傲然聳立，古樸凝重，無
疑是影壁家族的巨無霸。影牆主體白色，
四周鑲嵌着數十方雕刻佳品，浮雕、平
雕、透雕、劃雕等手法一應俱全，工匠們
把各種祥瑞之物如雙鳳牡丹、鶴桃、水鳥
荷花、蝙蝠祥雲等盡數刻了上去。影牆正
中嵌入一方石雕團龍，精美絕倫，最具代
表性。龍被視為帝王的化身，亦是御用之
物，李世賢竟然用作自己府院的裝飾，太
平軍的豪氣與反叛精神可見一斑。
王府造型宏大，裝飾豪華，處處透出太
平天國後期瀰漫的奢靡之氣。庭院裏兩株
千年古柏，傳說為錢鏐親植，主幹蒼勁，
枝葉稀疏，滄桑感撲面而來。凡此種種，
自不待言。最讓我感興趣的，還是遍布大
殿內外的各色壁畫，淡墨淺絳，造型生
動，別具一格。太平軍每到一處，都會留
下大量壁畫，宣傳太平天國的政策主張，
這在當時識字不普遍的情況下頗見成效。
侍王府現發現大小壁畫526幅，其中彩畫
407幅，構圖粗獷，筆調纖細，內容豐富
而陽光。正殿大門兩旁的大幅彩畫，左為
《飛龍在天》，右為《雙獅戲珠》，氣勢
磅礡卻憨態可掬，堪稱太平天國壁畫藝術
之巔峰絕唱。
俱往矣！回首侍王府，我們可以看到理
想，看到勇氣，亦看到血腥。對太平天國
功過是非的爭論，迄今尚未平息。那面巨
大的影牆突兀地矗立着，彷彿橫亘在現實
與歷史之間。
金華人尚武，民間一向有「王不過項，
力不過霸，將不過李，拳不過金」的說
法。「王不過項」指的是西楚霸王項羽，
「力不過霸」指的是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第
四子李元霸，「將不過李」指的是唐末猛
將李存孝，「拳不過金」指的是北宋豪俠
金台。這些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勇武蠻橫之
人，立下不世之功，傳頌千秋。不過是否
確有金台其人，尚待考證，他的事跡主要
出現在金華一帶的江湖傳說中，存在於民
間野史及小說、評書、戲劇等文學作品
裏。
據傳，金台出生於金華府義烏縣佛堂
鎮，精通拳法，是南拳各派系的祖師爺，

宋英宗曾封其為天下拳王，被譽為古今武
術第一人。金台支持王安石變法，受宋神
宗之命全權負責王安石起居安全。變法失
敗後，金台退隱江湖，收徒傳藝。北宋著
名武師周侗就是金台的開山大弟子，而周
侗又是《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林沖、武
松、盧俊義、史文恭以及《說岳全傳》中
岳飛的師父。換言之，這些人都是金台的
徒孫，可想而知金台的武功有多麼厲害。
實際上，在金華「尚武四人組」中，項

羽和李存孝雖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有
關事跡卻不無誇張；李元霸則基本上是依
據歷史原型，通過藝術加工出來的；至於
金台，不管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都不妨
礙民間對他的推崇。在在表明，金華這方
水土擁有深厚的尚武傳統，反映了民間對
強者的認可和讚美。
在婺州古城酒坊巷，有一處名為「台灣

義勇隊舊址及李友邦將軍辦公處舊址」的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或許可以看作尚武傳
統在近代金華的延續。想當年，台灣抗日
義士李友邦，基於「欲救台灣，必先救祖
國，欲致力於台灣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
於中國抗戰的勝利」的理念，在金華組建
台灣義勇隊及台灣少年團，參加東南沿海
地區的抗日救亡活動。在李友邦的號召和
領導下，台灣義勇隊逐漸發展成為台胞參
加抗日戰爭人數最多、活動範圍最廣、影
響力最大的武裝團體。
李友邦將軍辦公處舊址與台灣義勇隊舊

址相距不過幾十米。當我站在由舊址修繕
改建而成的紀念館裏，看着舊式手搖電話
機、燃盡的煤油燈、風乾的墨水瓶以及一
幅幅老照片，彷彿觸摸到了當年的戰鬥歲
月，那些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浴血奮戰
的鮮活身影，從歷史風雲的深處向我們走
來……

2005年，我寫了篇《摩登說書——天空小說的狂歡歲月》，揭露抗日勝利
後百廢待舉的廣州，突然爆出一股旋風，迷盡了不少穗港大眾。那股旋風，
就是「天空小說」。
所謂「天空小說」，即是透過電台講故事，一人分飾數角，以不同的聲音
在空中傳播。後來，李我由廣州講到香港，同樣哄動。
「天空小說」這個名詞，為李我和任護花所創。李我在廣州風行電台講
《蕭月白》後，大受歡迎，任護花改編成電影，與李我商量宣傳事宜時，兩
人便創造了「天空小說」這個名詞。其實，這種形式與古時的「說書」同出
一轍，只不過「天空小說」是透過電子媒介在空中傳播；「說書」則在市
集、空地、茶館、酒肆等地「擺陣」。因此，「電台講古」可稱為「摩登說
書」。李我、鄧寄塵講完古後，有話本留下，是名副其實的「書會先生」。
可惜這些「話本」，已經難求了。有的，也是「甩皮甩骨」，有上集沒下
集，有下集沒上集，有的甚至湮沒不可尋了。
據鍾偉明生前受訪時說，「天空小說」大致可分為三大型，即李我的「創

造型」，方榮的「消化型」、鄧寄塵的「演繹型」。「創造型」即是事先毫
無文本，臨場「爆肚」；這是李我一貫本色；而且無須錄音，現場出街。方
榮的「消化型」是將舊故事如濟公、七俠五義、包公等故事「消化」入肚，
再重新包裝，鮮有自己創作。鄧寄塵應歸入「創造型」，因為他的諧劇多是
自己寫的作品；而所謂「演繹」是指他的「口技」，他能化九種聲音、音音
迥異，在角色的轉換上，實是得天獨厚。
鍾偉明口中的「型」，我後來改為「派」，認為更合適。但事後想來，這

些「派」，只是一人一派，聲勢欠盛，更無傳人。直到「戲劇化小說」、即
多人合力講古之後，「單人講古」才漸漸銷聲。
據吳昊指出，與天空小說相比，「戲劇化小說」是一項突破：

1. 製作具規模，由編導、劇作家和藝員分工合作，相形之下，一人講古之
「天空小說」顯得單調。
2. 劇本具結構，由劇作家預先寫好才現場直播，避免「天空小說」之隨意而
為，更能控制情節之推展。

3. 音響之強調，藝員兼配效果，能營造氣氛，增
加戲劇之現實性。
一直以來，論者都將「天空小說」與「戲劇化
小說」分開而論，但這兩者都是在大氣電波出現
的「小說」，實應全呼為「天空小說」才「恰
當」。吳昊說，「戲劇化小說」可分為言情小
說、新派小說或社會小說，其他的有偵探小說、
武俠小說等。這比「天空小說」更為吸引聽眾。
我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小學中午放學，路
經回家吃飯時，涼茶舖每傳出瀟湘的單人講古，
晚上花一毫或二毫飲杯涼茶聽「說書」。那時最
愛鍾偉明講述的技擊小說，最記得的是，他除了
用把口外，還有拍案的技藝，加強戲劇的效果。
至於後來的「戲劇化小說」，因小學後家貧，
出社會做童工，少聽了，但那一系列的播音員名
字，於今仍留在腦海。

舊社會中，除親屬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均
較現今密切，某友人或鄰居碰巧到訪時你家正
用膳或準備用膳，主人都會主動地、熱情地邀
請他一起用膳。受邀者多會表示不好意思，原
因是本來就沒有預他的份量，多了他自然分薄
了各人的食量。此時主人多會說：

過門都係客，多個人多雙筷
就算是路過家門的也會當作客人，更何況是專
誠拜訪的；即便多雙筷會對各人原先的食量有
影響，但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受邀者聽完這
番話必會覺得主人是好客且真的不會介意的。

廣東話有句「多隻香爐多隻鬼」，多放一隻
香爐就會多招一隻鬼，形容多事就會多煩。香
爐用來供奉鬼神，一隻香爐可安放的香燭有
限，可供奉的鬼神亦有限。然而，多安放一隻
香爐必定會多招惹鬼神，而鬼一般會搞破壞，
所以如不多安放就少了些麻煩。「多隻香爐多
隻鬼」中的鬼其實係人，只是會搞鬼的人又或
損害你利益的人。多了人來，原來的利益自然
分薄了。從營商角度，一個龍頭企業在多了競
爭對手的情況下，自然會將原有的市場份額攤
分。實際上，多了行家進入市場未必是壞事，
反而讓相關企業多了商機，從而擴大了得益。
如某人做某事情時，最後沒有成果，如同白

幹；廣東人會說他「食白果」，且看看有個專
門解釋粵語詞彙的網站怎麼說：
白果即銀杏，俗語「食白果」令不少人誤會是
食銀杏，但原來這裏指的白果其實是雞蛋。
考試測驗得零分，做生意沒業績，人稱之為
「食零雞蛋」。如果「食白果」相當於「食雞
蛋」，「食白果」就有捧蛋的意思，接近於原
意。然而，筆者找不到雞蛋又稱白果的相關文
獻。可由於外形在某程度上相似，有人就這麼
說而已。據筆者一直的理解，白果就是指空白
的結果，「食白果」就是白做，解釋顯而易
見。
示例：
球會成億鎊買呢條廢柴，成季「食白果」（沒
有入球），下季唔畀人掟走就有鬼喇！
話說回來，筆者相信一些自身經歷可作年輕
一代的借鑑：
從不去預計做某事情會否「食白果」，因為如
有此心，就不會行動；沒有行動亦即沒去嘗
試，那會有機會有「果」嗎？還有，只要有做
「賽後檢討」，那「白果」不會是白吃的，亦
即「果」總有一天會出現的。
香港人叫「拍攝電影」或「拍攝影片」做
「拍片」，當中的「片」指拍攝成電影的底版
膠片。「戲」是一種以言語、表情或歌舞等傳
達意念的表演，所以「拍片」又叫「拍戲」。
早年社會不發達，「拍片」這個商業活動屬大
事。「拍片」可叫「開拍影片」，那是否可簡
稱作「開片」呢？一般人的印象或理解，「開
片」是黑社會術語，多指黑幫人馬持械毆鬥，
後泛指打群架。
據筆者的考究，「開片」最早期是黑道中人
的暗語——對他們來說這種「大型」的械鬥不
就是像「開」拍一部影「片」嗎？

●黃仲鳴

天空小說與戲劇化小說

過門都係客，多個人多雙筷．多
隻香爐多隻鬼．食白果．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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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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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學概（伯天）

玉振天聲新世紀，
吉祥鑽禧大中華。
天安門頂揮椽筆，
譜寫愛鄉愛國家。

文明禮義德仁呻，
地覆天翻一脈循。
追溯長征三萬里，
無忘抗戰八年淪。

疆崖痛棄硝煙激，
厥恥貪吞狼劫頻。
奮推三山魑魅倒，
諸天鈞樂玉華新。

中華矗立地球村，
紅日當空大地溫。
自力更生開禹甸，
和平共處睦邦昆。

昭彰德政清芬好，
送子保家衛國門。
多快好省經建策，
馬翁學說斧䥥魂。

科普除盲教育治，
百花齊放穢糟醫。
孟嘗高潔懷桑梓，
將相頤和良範垂。

民族光輝千古永，
華僑咸集五洲熙。
身心體國參謀議，
旗幟飄揚為國馳。

龍馬精神海鶴姿，
士農工商矢不移。
爭上游，共執持，
一萬年太久，
只爭朝夕。
紅旗舞，
經計揚，
鼎新革舊越秦唐。
治水護田風雨調，
晨雞叫，
偉烈龍圖迎旭耀。

國壽頌（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七十五周年誌慶

飛駛大荒去，
奇兵戰北辰。
開天吹畫角，
穿地發龍珍。

創業推英傑，
書功托史臣。
傾心仰舊景，
聞道鑒今春。

霏雪蓋新井，
雄風掃晚寒。
鑽台初上月
人奮已加餐。

煤氣先迎滿，
石油終喜湍。
物流天地闊，
祖國太陽寬。

兩彈一星出世途，
東方紅唱徹仙都。
不爭霸，誰敢論，
賞向人間美膾鱸。

西日帝鄉凋易朽，
炎黃子孫譽勳殊。
一窮二白開軒偉，
趕美超英世界孚。

心隨九域燦霞光，
飛峙三江稻菽香。
蓋地華冠多壯麗，
飄金綴玉滿糧倉。

赤橙黃綠青藍紫，
裝點關山向太陽。
別有芳魂甘壟畝，
知恩最應敬田郎。

神州彌壯故園新，
萬物爭蕃黎庶親。
國際朋友遍天下，
五項原則信孚遵。

山河帶礪金湯固，
鋼卷丹書寶傳薪。
真理自來經實踐，
思想不朽解迷津。

英氣激昂心寄語，
河山怎比魂真！
黃金歲月播經綸。
征程依舊在，
更逐太陽巡。
宏展丹青歌遍徹，
淡濃愛與清純。
天香漾日上華宸，
向洋看世界，
杯舉溢香醇。

高懷特色慨而慷，
資社息爭錦繡張。
一抹劫波時難靖，
荒蕤撥正阜民康。

貞觀賢聖浩然氣，
崛起文明華胄章。
奇匠規籌扛鉅鼎，
素心重國領舸航。

環點千星放，
南巡萬道光。
雲飛金鼓響，
日浴特區創。

邊海漁舟樂，
大疆工礦長。
自然成一曲，
北斗頒甘棠。

智施經濟摸石法，
慧開市場黑白論。
引資招商開宇宙，
惠政甘霖沐世賓。

偉哉！小康奔！
治窮四化承前仁。
曠然世易物人換，
為對富強天地淳。

盛紀征途民眾恃，
創新震古求實甄。
和諧戴德生機遇，
妙質風標泯垢陳。

莫重三公輕一日，
須知勞者苦連千。
照人肝膽功碑樹，
服務黎民永久傳。

風物長宜科學講，
與時俱進不息肩。
納祥得道繁榮旺，
播澤崢嶸發展先。

刺破蒼穹天象近，
爭掀羅綺月奩前。
星移日轉天容巧，
江淨山明地軸虔。

萬國衣冠匯九州，
清風明月競自由。
說和諧水立方同仰戴，
傳漢道鳥巢裏壯鴻猷。

健兒鞭空旋北斗，
病夫恥雪滅浮漚。
五星榮耀纖纖織，
嘹亮歌聲細細浮。

壯哉！
百年圓了夢的人們！
把豐碩智慧，
拓開燦爛的新文明！
北京奧運到了最真善美時候，
在同一個世界點燃聖火的光靈！
更高！更快！更強！更團結！
偉哉！
萬象崢嶸，
和諧真誠至寬容，堅貞！
和諧真誠至寬容，堅貞！
堅貞！堅貞！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