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樂高光時刻
友人自大灣區工作回來後，不斷訴說
着一件事，就是他有份參與製作的《聲
生不息．港樂季2》這節目，指因阿倫

（譚詠麟）在接受節目訪問時說道：「如果你們還在就好
了……」由於大家都「心知肚明」阿倫所指的就是羅文、
梅艷芳、陳百強、張國榮和黃家駒等已身故的樂壇「實力
唱將」，引致在幕後的香港製作團隊頓時「淚崩」；曾幾
何時，大家也曾與這幾位天王天后在工作上「合作無
間」，故友們「英年早逝」已令圈中台前幕後朋友們傷心
不已，更由於他們已不在港樂的舞台上，其歌曲均已成
「絕唱」，故當阿倫說起他們時，心酸傷痛之情，油然而
生。特別是陳慧嫻唱《千千闕歌》將其後半段變為梅艷芳
的《夕陽之歌》，那觸動心底的傷感更會大爆發！
整個聚會裏就只有友人滔滔不絕在說「聲」節目：「阿
倫還說溫拿樂隊仍在某酒吧駐唱時，陳百強經常來酒吧捧
他們場，有時興之所至更會在台上高唱歌曲，而梅艷芳是唯
一女性可以自由出入『明星足球隊』的更衣室，因為在他們
眼裏阿梅（梅艷芳）比男性更『疏爽』不拘小節，故此大家
相處如家人，這種情誼在娛樂圈實在是難能可貴。」
港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年的「高光時刻」，確實
令人懷念，但希望港樂用粵語歌曲展現自己的魅力，可以
在樂壇「重新出發」，事關香港樂壇的文化裏是非常重要
的組成部分；阿倫的一句：「如果你們還在就好了……」
真的好感動人心！很多歌迷表示：「很慶幸見證那個樂壇
光輝的年代。」
友人亦指已很久沒有見過現場歌迷們對粵語歌曲的「歡
騰情緒」，因為在香港也難得再見到多位實力唱將的歌星
「同台演唱」，到眾歌星大合唱《好歌獻給你》時，現場
歌迷們的熱情，與台上歌星們同樣「沸騰和高漲」，有歌
迷說：「就算見到內地歌星李宇春和周筆暢在台上，也覺
得她們跟香港歌星們的聲腔很融合，為什麼有些人硬要將
他們分下去，誰比誰強！？而且最觸動着大家心靈深處的
是，當陳慧嫻隔空對熒光幕上的梅艷芳告別的剎那，在現
場的大家都不禁潸然淚下，因為共你唱而感到「繁星」似
「流動着」，創造了這個超級好舞台。

三門仔山行
秋高氣爽，又
是 行 山 的 好 季

節。朋友堆中有小孩、有行山健
將，又有只想玩不想行的青少
年，大家很難找到一個能滿足這
麼多人的地點。最後，我們選了
鯉魚門三門仔位於香港東區鯉魚
門一帶，貪其交通方便，又有海
景，不想辛苦可以沿海看看村落
和石礦場，想行點山路的可以上
歌賦炮台和魔鬼山梭堡，順便看
另外兩個古蹟，性價比較高。
三門仔是一個充滿自然與歷史
魅力的地方。三門仔得名於鯉魚
門海峽的地理特徵，這裏有3個天
然的出入口，形似「三門」，是
昔日船隻進出鯉魚門的重要通
道，故名三門仔。三門仔毗鄰多
條遠足徑，適合戶外愛好者前來
探索。從三門仔出發，沿着遠足
徑可以到達鯉魚門石礦場。
鯉魚門石礦場曾是香港極具規
模的採石場之一，見證了香港城

市發展的歷史。石礦場最早於十
九世紀末投入使用，提供建築用
石料，尤其香港在英國管治時
期，石礦場生產的花崗岩被廣泛
用於建設道路、橋樑及建築物。
然而，隨着香港城市規劃的改
變，石礦場於 1970 年代停止運
作，留下了一片荒廢但壯麗的景
觀。如今，石礦場成為熱門的遠
足和拍攝地點，其巨大岩壁和壯
觀地貌吸引了眾多遊客。當地居
民甚至在石屋裏放了梳化和床
鋪，成為看星星熱點。除了行山
人外，也有不少情侶到此留影，
連拍婚紗照的佳偶也不罕見，可
見是同場加映的人文戲碼。
很多對香港妄自菲薄的人也不
明白，要在城市中隨時隨地以1小
時左右的時空限制，可以出入於
鬧市及大自然的地方可謂鳳毛麟
角。而且同步更可適合不同人士
的喜好及需要，僅此一端，已教
人足以肯定香港吾愛。

外甥升級做爺
爺，我當然順理

成章也升一級，四代同堂是喜事
呀！他們一家住在自己家鄉，沒
人想去外面「掘金」，在家鄉雖
不是大富貴，但一幢新建的3層樓
房，是他與母親一家住，兄長在
鎮上有新式房子，子女各有各的
房屋，沒有為住屋愁，生活簡單
愉快，開支對比香港也少許多。
如此環境誰想來香港？誰想去外
國？他們的舅父跟嫁到美國的女
兒過埠，結果一年便逃返鄉下，
說回鄉自由自在，在熟悉的地方
十分過癮，無論如何不會再去美
國。聽着令我更羨慕鄉鎮的生
活。
外甥當上爺爺，說要請我回去
吃滿月酒，心思思又想回去玩兩
天，儘管那只是我男家的地方，
但大家對我都很好，就不必分你
我他了。
返鄉的次數不是太頻密，但還
是爭取機會和鄉間親人聯繫，對
鄉間情總覺得有說不出的親切。
早兩個星期也因為工作去了兩
天佛山、兩天廣州，面對的不是
鄉親，只是工作夥伴，但他們對
我而言，一樣有份莫名親切感。
也許是他們安排周到，小事情也
記掛着，往往令人意料之外的事
情，他們都做了。工作中我匆忙
時吃了個頗有滋味的雞漢堡，到
我們完成工作坐車返港，拍檔遞
上一盒雞漢堡加飲品，如此細心

的照顧，我們真是做不到的呀！
他們明明要連夜從廣州出發去珠
海，還是趁中間有20分鐘，先爭
取送我們去車站。這樣的照顧相
信只有很有心的人才會做，我內
地親朋戚友會，我遇到的拍檔合
作夥伴會做。看着他們細心的安
排照顧，怎麼不是近鄉情切呀！
另一個相當好的例子，當我在

佛山只有30分鐘要趕到車站，揸
車師傅非常急切地為我找近路，
路上怕我焦急，他便聊起自己的
生活，說自己上有老下有細，一
家人很重視家庭生活，每周必會
齊人吃飯，做出租車生意還不
錯，已有小隊車隊，安定又愉快
的日子過慣了，有在港親人安排
過來生活他一口婉拒了，他告訴
親友在老家的生活素質很好、很
安定，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吸引他
離去的。這位師傅講他家的故
事，讓我暫時放下焦急的情緒，
到達目的地，他第一時間幫我拉
行李，照顧周到教我不勝感激。

不一樣的人情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前幾天，我率領香港
弦樂團先後到成都、昆
明、西安巡演，跨越山

海來到這幾座精彩之城演出，通過音樂
讓香港的青年音樂家感受當地觀眾的熱
情，感受國家的音樂發展，讓我也有很
多喜悅和思考。
本周一晚上，在西安音樂廳的《繁花

樂韻》音樂會，也是我們樂團今年最後
一場音樂會。西安的很多領導都來聽音
樂會，他們說我們演出真的太棒了，一
定要再回去演出。我們和西安交響樂
團，合奏了特別有香港韻味的《顧嘉煇
串燒金曲迴響》，我的同事說是最好聽
的一次。因為有40幾位樂手一起演奏，
氣勢磅礡。本來以前每次《上海灘》音
樂一起，觀眾就拍手，這次演奏中間大
家也一直在拍手，氣氛非常熱烈。我是
第二次來到西安，西安古今中外的特
色，與我們樂團的風格也很相似，我們
演奏的曲目和風格，也包含了古今中外
的特色，代表了香港中西融合的獨特魅
力。香港的青年藝術家感受到內地觀眾
對他們的熱愛，當天簽名的活動很多人
排隊。
在之前的成都站演出，同樣大受歡

迎，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辦事處也給予
大力支持。我先去了四川師範大學音樂
學院做了大師班，我感覺學生們求知若
渴，不斷問我問題，我真的感受到我們
國家在音樂傳承方面的提升，這些孩子
們未來可期。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成都演出的時候是

30多年前，成都當時只有歌舞劇團，一
個小的會堂，條件艱苦，我和他們合奏

過兩場音樂會，但如今的成都，打造旅
遊之城和音樂之城，已經有4個專業交
響樂團，很多音樂廳，中國音樂金鐘獎
也落地成都，當我再次登上舞台，我不
禁為整個城市感到驕傲，他們在音樂方
面做了那麼大的投資、那麼大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家和四川也很

有緣，我的先生祖籍是四川閬中，現
場我跟成都觀眾透露以後，他們都特
別高興。
成都站之後，我們還去了雲南昆明演
出，這是我第一次到昆明，昆明也是國
歌《義勇軍進行曲》作曲家聶耳的故
鄉。我們先為「遇見香港，跨越山海」
的圖片展做了一場開幕演出。隨後巡演
音樂會，當地觀眾也特別熱情。全場起
立要我們加演，使我很感動，我們加演
的《放馬山歌》也是雲南民歌，也和觀
眾互動合作。
雲南省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省份，在那
裏可以體驗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我覺
得巡演不光是讓觀眾了解香港藝術的發
展、香港青年藝術家的才華，更多也是
讓香港的青年藝術家了解在不同的省
市，國家在音樂建設方面巨大的投資和
堅定的信念，所以，他們也應該更加感
受到背靠祖國的重要性，體會到更多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開拓出他們自
己未來的事業天地。
跨越山海的交流和聯通，蘊含着親歷
和思考，也蘊含着變化和機遇，走一
城，看一城，也愛一城，更重要的是通
過音樂的橋樑，穿越時光的變遷，促進
人心的相通，聚會發展的力量，期待更
好的明天。

跨越山海的樂思
歲月的腳步匆
匆，從春的萬物
復甦、繁花似

錦、鶯飛草長，到夏的陽光萬丈、
生機勃勃、百舸爭流，再到秋的
遍地金黃、碩果纍纍、豐收滿倉，
最終邁進了冬至這萬物蟄伏、冷
風颼颼、大地蕭瑟的時節。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
春又來。」冬至，宛如一位沉穩
而深邃的使者，攜着紛紛揚揚的
雪片與陣陣寒意，悄然降臨人
間。此時的大地，宛如一幅揮灑
着詩意的畫卷，蒼茫而淒美。它
又似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默默
訴說着歲月的變遷，追憶着昔日
的輝煌燦爛。
在北方，冬至有着吃餃子的習
俗，那一碗碗熱氣騰騰的餃子，
象徵着團圓與美好。「濁酒醒來
聞吉語，晴過冬至兆豐穰。」人
們相信，在這寒冷的冬日裏，吃
下那包裹着溫暖與祝福的餃子，
便能抵禦嚴寒，迎來來年的吉祥
如意。而在南方，人們習慣在冬
至喝上一碗羊肉湯，溫熱的湯汁
在舌尖流淌，驅散了冬日的寒
氣，也滋養了身心，讓人對未來
充滿了期待。
遙想古代，冬至是個重要的祭
天之日。皇帝會親赴天壇祭天，
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那莊重的儀式，承載着人們對自
然的敬畏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雖這一傳統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

中，但那份對天地的感恩與敬
畏，卻永遠留在了中華民族的文
化基因裏。
孩子們在積滿雪的地上盡情撒
歡。他們呼朋引伴，打雪仗、堆
雪人的歡笑聲在空氣中回盪。那
簡易的雪橇在雪地上飛馳，揚起
的雪花如同精靈在空中翩翩起
舞。他們紅撲撲的臉蛋上綻放着
天真無邪的笑容，那是冬日裏最
溫暖的風景。
農舍屋頂，炊煙裊裊升起。屋
內，一家人圍坐在一起，享受着
這難得的溫馨時刻。鍋裏煮着的
餃子，熱氣騰騰，瀰漫着家的味
道。老人們圍坐在爐堂邊，搖曳
着泛紅的火苗，修理着往日在田
地裏用壞了的犁耙、鋤鍬。他們
布滿溝壑皺紋的臉上，泛起祥和
的漣漪，深情地述說着勞作的艱
辛與收穫的喜悅。「莫笑農家臘
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這便
是農家最樸實的幸福。
冬至的雪花覆蓋着萬物生機，
看似頹廢，實則是在養精蓄銳。
它們吮吸着大地的精華，等待着
春天的召喚。「沉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就像這
世間萬物，在經歷了寒冬的洗禮
後，必將迎來新生。
願冬至的雪花來得更猛烈些
吧！讓我們在這靜謐的時光裏，
沉澱心靈，積蓄力量，以待來年
的厚積薄發，去迎接那更加燦爛
的春光。

雪花飄飄冬至到

站在鴨脷洲風之塔公園的
電梯廊橋上，回望香港仔海

峽，狹長的海面上，各式船隻湧湧攢動，近
處是高矮各異密若叢林的桅桿，對岸蜿蜒分
布的是香港仔市中心和田灣街，外牆樸素的樓
宇，密密匝匝，繁忙中透出一派漁港風情。周
日傍晚，坐在尖沙咀海濱長廊上，隔着維港，
對岸畫屏一樣迤邐展開的都市風光。摩天輪
輕轉，霓虹燈漸次亮起，活色生香地嵌在太
平山下，一幅維港版的清明上河圖，亦滿足
了遊人對於國際化香港的所有想像。
時節已是初冬，在香港，沒有被樓宇佔領

的山坡和道路邊，正在怒放的三角梅，亮出
大片大片奪目的絳紫色。這種無須過分關照
就能開出美艷花朵的植物，是中國大部分南
方城市這個季節最上鏡的顏色。
近些年，三角梅、龜背竹、海芋等大受北

方植物愛好者追捧，一株小苗動輒叫價成百
上千。有些罕見的變種植株，甚至可以賣出
幾萬十幾萬元的天價。譬如︰白錦龜背竹、
三四片葉子苗，就敢開價大幾千，植株略有

些氣勢的，沒有上萬是拿不下來的。當北方
花友把這些精心養護室內的貴價綠植，在社
交媒體上分享時，常常會被南方花友在評論
區帶圖群嘲。因為這些看上去葉片碩大、花
色絢爛的植物，在南方的綠化帶中隨處可
見。氣候造就的認知落差，即便獲取信息便
捷如今，還是難以在物離鄉貴的地理空間上
顯著彌合。善於隔岸賺取利潤的商販，從中
覓得一筆不菲的收入。
天氣轉冷後，不時會驟然降溫。南方習以

為常的陰冷，不分室內室外，無比艷羨北方
人在溫暖如春的屋內賞着雪花涮着肉。擠過
冬天的北京地鐵，放眼望去，車廂裏擁擠的
冬衣和慵懶的氣氛，遮蔽了所有愛美的腰
肢。南方的溫暖潮濕，讓人即刻嚮往。有了
秦嶺，中國有了南北。
隔着秦嶺，北方人艷羨南方人溫婉精緻，

纖巧的靈秀裏，說不出的柔情蜜意。一茶一
飯皆有風情，一山一湖都承文脈。
隔着秦嶺，南方人踮起腳跟遠眺北方，念

想中大漠風光蒼涼苦寒，自有一股沖天的豪

情激盪。鮮衣怒馬天山雪，笑談渴飲昆侖
膽。天南地北，造就了遠處風景。隔河隔
山，模糊了思緒時空。兩兩相望，讓人分了
彼此。目光流轉，潛滋暗長的情愫，瞬間便
白了一對璧人的頭。
這世界究竟不是平的。隔着太平洋、隔着

北冰洋，東方的詩意蘊藉千年，繁瑣的、細
緻的、柔美的、倫理的、宗族的、含蓄的、
委婉的，朦朧又具體的標籤難以祛除。西方
的率真和自我為先，以及熱烈奔放直接了當
的表達，隔岸觀花，何嘗不是另外一種根深
蒂固的誤解？人性貪嗔癡，自然無師法。地
域或許會塑造人性，地域衍生的習俗和文化
或許會令個性趨同，比如南方的開放，北方
的保守。比如東方的坐而論道，西方的起而
行之。過河而探，千差萬別的個性，恣意妄
然的追逐，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只是，諸
多偶然相聯的個體，確實會在不經意造就一
片有形狀的濃蔭。
還是隔岸而看吧，距離滋生的氤氳繚繞，

永遠都是生活裏最好的濾鏡。

風景在對岸

辣椒，是我們生活中很常見的一種
調味品，尤其是在物質生活匱乏的年
代，辣椒醬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
食搭檔。我的母親也一樣，從困難年
代走來，做得一手好菜，醃製的酸辣
椒金黃透亮，燒的地道辣椒木耳土雞
更是人人稱讚，更不用說親手挑選、
剁的鮮辣椒蒜瓣醬，小時候不吃麵條
的我因為有了母親牌辣椒醬而食慾大
增，愛上麵食。
母親對辣椒、對土地也就有了一種
特殊的情感。
母親一生都在為家、為兒女操心，
早些年搬到糧食加工廠後，勤勞的母
親在山邊開闢了幾塊不大的菜園，清
晨拎着一桶桶水去菜園澆地，黃昏又
忙着去除草，佝僂着身子穿梭在家與
台階上的園子裏，不大的菜園寄託着
母親四季的希望，每當我們回家時，
孩子們總是喜歡往菜園串，瞧瞧這
個、看看那個，好奇的探索着各種菜
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子。每到秋天
那看似不大的菜園裏長滿了辣椒、豇
豆、黃瓜、苦瓜、秋葵、西瓜等，偶
爾還有富餘的部分，除了我們姐妹幾
個回家連吃帶拿外，母親也會讓父親
帶到市場上銷售。看着日漸蒼老的雙
親忙碌的背影，我們姐妹勸他們少操
勞一些，父母總是會心一笑，繼續投
身到不大的菜園工程中。
又到了秋收季節，地裏的辣椒經歷
夏天高溫炙烤後變得色澤豐潤起來，
青的發綠、紅的奪目、紫的絢爛，這
正是母親需要的原料。每當這時候，

母親就開始大顯身手地準備醃辣椒、
泡辣椒、剁辣椒醬。隨着居民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升，辣椒也是一年四季超市都
有銷售各式品種，我們總勸母親不要再
費心地做這些。但母親認為那些辣椒少
了一種爆辣、陽光的味道和泥土的氣
息，不適合醃製，也不是作辣椒醬的
原料，我們也隨母親高興，看她擺弄
這些辣椒，把它們變成舌尖上的美味，
我們也自在享受。
前幾年母親總是醃製幾大罈子金黃

透亮的辣椒，看上去垂涎欲滴，自己
留一些，給街坊鄰居送一些，偶爾我
帶回些用作配菜調料時，朋友品嘗後
都誇味道不錯，我也學母親的樣子準
備一些分袋送人。這幾年母親老了，
做事也費力，我們姐妹也總說醃製食
品吃着對身體不好，母親就把大罈子
換小罈子醃製的少，但準備的小玻璃
瓶卻愈來愈多。母親3天兩頭去山邊，
我知道，母親又在觀察那棵花椒樹的
成熟期。那是才搬來的第3年，我跟同
事們一起去農戶家吃飯閒聊中說母親
喜歡做辣椒醬時，細心的農戶主人臨
走時給我裝了一棵花椒苗，帶回來給
母親。母親讓我種到山邊，一晃3年過
去，花椒苗變成花椒樹開始長花椒
了，母親開心高興的說：「終於不用
操心到季節買外面的花椒了。」
自從有了自家的花椒，好似母親的

辣椒也格外清香了。母親看辣椒長得
差不多時，就讓父親歇工一天，把地
裏辣椒帶苗全部拔了帶回家放在牆
角，父親翻土澆水又開始種植新一季

蔬菜；母親忙着摘花椒、剝蒜瓣、辣
椒分類、清洗瓶瓶罐罐，再把辣椒洗
淨去蒂，再用乾淨的抹布一個一個擦
拭乾淨，大菜盆、砧板擦得透亮。
一切準備就緒，母親先把肉質厚實

的紫色辣椒鋪平、擺實，逐個放入提
前備好的滷水裏，等滷水漫過辣椒，
壓個青石頭避免腐爛變質，阻隔空氣
入侵，放置半個月左右，一罈可口的
泡酸辣椒就可以與葷菜搭配食用；再
把青色比較硬的辣椒去芯切成塊狀在
大菜盆內拌上細沙鹽、鮮花椒後，放
入準備好的玻璃瓶密封醃製 10 天左
右，打開酸得到味又清脆爽口；半紅
不紅的辣椒剁成辣椒醬，拌上搗碎的
蒜瓣、鮮花椒、香菜，再加適量的細
沙鹽攪拌均勻後，裝滿一個個小瓶
子，放在冰箱冷藏，想吃時直接來一
碟，胃口大增。這一系列動作母親不
允許我們任何人插手，怕我們弄不好
變味兒；剩下的純紅色辣椒父親直接
用線穿起來，掛在通風處晾乾，母親
說它是炒青菜的最佳搭檔，一些比較
嫩的辣椒母親直接用保鮮袋封裝好，
分發給我們姐妹，看似簡單的操作，
實則傾注了母親滿滿的愛意和期待。
每當孩子回家，飯桌上就會多一碟

媽媽牌辣椒醬，還有地道的酸辣椒燒
仔雞、泡椒炒土豆絲，孩子說特別好
吃、特別香，要多吃半碗飯。這時，
母親臉上洋溢着幸福的模樣，我知
道，這是母親的動力和源泉，是母愛
表達的一種方式，也是母親割捨不下
的辣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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