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
今天是澳門回
歸祖國25周年，
澳門有一連串的

慶祝活動，自然成為傳媒的焦
點，而且大家都覺得澳門近年的
發展成績很亮眼，在祖國支持
下，澳門政府和企業家合力把澳
門打造成世界娛樂休閒中心，把
澳門的「名片」擦得更亮。
在筆者眼中有個女企業家格外亮
眼，她就是賭王何鴻燊的千金何超
瓊，2019年9月看到她在日內瓦參
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2次會議
並發言。她為香港發聲︰向世界說
出真實的香港。已經很敬佩她。最
近看到她在澳門打造「保利美高梅
博物館」就感受到她的視野廣闊和
魄力強勁，也明白到賭王為何那麼
器重她，大概早就看到女兒的領導
才能。
何超瓊給人感覺剛柔並重，既有
西方時尚品味，又有中國傳統女性
的美德，做事大方得體，勇於承
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毫不含
糊，不會因為顧及家族生意問題而
退縮，底氣十足，這點不容易。
商場上是女強人風格，另一方面
熱愛文化藝術，把握好中央規劃澳
門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機
遇，立即為澳門美高梅找到好的發
展路向。美高梅攜手保利文化以國
家一級文物展示的標準打造「保利
美高梅博物館」，看到剛於11月
開幕的「保利美高梅博物館」的氣
派和格局，就不禁佩服她肯投資這
麼大。正如何超瓊形容這是澳門首
個「國家級」博物館，把國家力量
和本地企業結合，它將來不僅是博
物館，還會圍繞文化產業繼續延
伸，填補澳門文旅方面的空白部
分，愈發靠近澳門要適度多元化的

目標。
澳門歷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
重要節點，在「一帶一路」有自己
的位置，何超瓊認為澳門要用好國
家政策和自身優勢。所以，博物館
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首展主題，
透過科技、工藝和人文敘事的三層
革新，圍繞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展
開，分為季風、文脈、交織、聯結
4個主題空間，與近20家國有博物
館及國際文化藝術機構合作，國內
外著名當代藝術珍品作亮點。
她透露因為他們的博物館很創
新，超越傳統博物館，是運用先進
科技以沉浸式體驗形態出現，吸引
年輕一代，也要令市民大眾容易接
近文化藝術，令市民為自己的城市
感到驕傲，才能講好澳門的故事。
的確是好方法，若一個城市的居民
不為自己的城市自豪就不會講好其
故事。她將博物館投資看成是企業
的社會責任和使命。為澳門與中外
文化交流搭建新平台，幫助培訓未
來參與澳門文旅發展的主人翁。目
前陸續有其他國家級及私人博物館
有興趣合作，她將博物館作為切入
點進一步打造「澳門品牌」策略是
十分重要及有遠見。如果一個城市
多些這樣的企業家就肯定發展得更
快更好。
面對香港市民鍾意「北上」消
費，香港某些企業家就自怨自艾，
何超瓊則非常正面看待港澳人士
「北上消費」，意味港澳區內市民
有機會相互享受大灣區「1小時生
活圈」的便捷，而港澳區也得益大
灣區其他城市的客源，愈來愈多遊
客往來，總有人得益，都是好事。
企業家能以大灣區的視角去規
劃發展藍圖，懂得把握機遇就可
立於不敗之地。

張頌文古裝懸疑
這個星期一直還在追《我
是刑警》，因不是從上線開

始就看，加上內容精彩，要很用心看劇情，
所以無暇按計劃一邊看《我是刑警》、一邊
看《黑白森林》。反而心思思看了一下剛上
線的《清明上河圖密碼》（清明）和《獵罪
圖鑑2》（獵罪2）。看《清明》是因為張頌
文，自從《狂飆》後就對他有了很深刻的印
象。張頌文早在2011年已與林志玲合演過
《幸福額度》，但似乎沒讓香港觀眾記憶
起來，《狂飆》中飾演從魚販走到黑幫大
佬的高啟強，他才真正演出名堂。
看《獵罪2》，自然想看檀健次，《獵罪
圖鑑》上回劇情說到7年前，美術生沈翊
（檀健次飾）與刑警杜城（金世佳飾）因為
一張肖像畫結下仇怨：杜城的師父因為這張
畫遇害，而沈翊卻無論如何都無法回憶起委
託他畫下這張畫的神秘女人的面
孔。《獵罪2》這回講述不是冤
家不聚頭，杜城在7年後竟然要
與空降警局入職模擬畫像師的沈
翊合作辦案，但在二人之間的不
斷磨合與相互扶持下，劇情中謎
團逐漸水落石出。《獵罪圖鑑》
是2022年的劇，當時檀健次與金
世佳的人氣大概是不相伯仲，但
拍了《長相思》第一、第二季

後，已經是身價百倍。
《清明》是由張頌文、白百何領銜主演的

古裝生活懸疑劇。講述北宋年間趙不尤一家
人屢破奇案，守護都城東京城（今河南開
封）百姓平安的傳奇故事。讓大家認識開封
府包青天外，也認識一下這套《清明》，劇
集本周剛在央視電視劇頻道播出，看了頭幾
集，決定爬《黑白森林》的頭先看。而白百
何個人認為她主演的電影較電視劇更受歡
迎，她拍過的《分手合約》《被偷走的那五
年》 都是過億票房的作品，這次和張頌文
合作拍劇，實在有點期待。相反對《獵罪
2》幾位女演員是沒有憧憬的，一來名氣除
秦海璐較大，其他年輕角色，甚至很難說出
名字。
其實，看《我是刑警》和《獵罪2》有很

大的分別，不想用個人感受去判斷，大家有
機會看看便會明白，兩套劇確
實都在劇情中給觀眾增了知
識，特別是刑警辦案時所用
的方法，在《我是刑警》中詳
盡解釋，更令人理解在城市裝
監控的重要，對測謊機技術的
應用，也明白了不少。當然，
了解到刑警對破不了的案件那
份堅持，更是讓市民大眾肅然
起敬。

今日是澳門回歸祖國25
周年紀念正日，多場別開

生面的慶祝活動正展開。周日在位於路氹填
海區的美高梅劇院正式推出、由張藝謀打造
的駐場演出《澳門2049》可謂最受注目。身
兼美高梅中國董事長的全國政協常委何超瓊
在宣傳片段中說，為了這場騷，她等了張藝
謀7年。我就是衝着張藝謀而來。
張藝謀介紹說：「如果以線性時間視角看
文明進程，一端是五千年古老文明，另一端
是科技加速反覆運算的未來。《澳門
2049》將時空的兩端聚於此刻，將東方與西
方匯於此地。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他希
望這一次「為大家呈現一個和過往以及全世
界所有地方都不一樣的演出」。這一點，他
是做到了。
名字源自「50年不變」，但8場演出幻彩

繽紛想像豐富。作為國際級的藝術大師，張
藝謀駕馭大場面的功力毋庸置疑，但由他帶
領來自全球20個國家和地區的科藝團隊和
我國非遺藝術家呈獻給澳門大日子的這份禮
物，不僅僅是一場精美絕倫的舞台表演，也
傳遞出豐厚的文化意涵，尤其是給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世界級的展示視窗。
不到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共有8個節目，
以「神鼓．影子」、「呼麥．飄渺」、「苗

歌．空靈」、「岔口．面具」、「秧歌．數
控」、「彝聲．海洋」、「美獅．光芒」及
「唱書．源起」為名，依序介紹西北花兒、
蒙古呼麥、苗族古歌、京劇、北方秧歌、彝
族彝聲、中華舞獅、陝北花兒共8項國家級
非遺項目，現場更設有8種語言字幕闡釋。
舞台上，一邊是非遺藝術家們原汁原味地表
演，另一邊是數據運算呈現的藝術特效，整
台演出令平時我們感覺「老土」的「非遺」活
動顯得很摩登，並閃爍着活力。其中節目
「彝聲．海洋」，是一對彝族男女在沉浸式的
舞台高歌，一群造型如海洋生物般的仿生飛行
器甚至漂浮進觀眾席間，熱情奔放的情歌與奇
妙無比的大自然融為一體，聲效視效極佳。
接着的「美獅．光芒」尤其引起觀眾共鳴，

因為在這裏，逢年過節或喜慶日子，舞獅是不
可或缺的節目，但那主要是用人撐起的獅頭獅
身隨處走動，傳統有餘，創新不足。但在這舞
台上，在音樂的伴奏、射燈的映照下，穿上特
製外衣的舞者們融合了武術元素，維妙維肖地
模仿獅子的動作和表情，令這些被視為驅邪避
災、招財進寶的獅子顯得很可愛。尤其最後
出現的獅子雕塑，據說是由2,118塊金磗組
成的數控矩陣裝置，當中涉及到矩陣的乘
法、逆運算、特徵值分解等數學概念，也為
這場藝術表演賦予科技意義。

「非遺」可以很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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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前，聖誕
節，跟同伴前往
倫敦，跟當地的

家人一起過節。在下倫敦上過
課，生活過，感受過交通比較呆
滯，天氣比較濕寒，食物比較一
般，12月或雨、或霧、或雪，無
幾天陽光普照的實情，也無特別
反感。
同伴帶點埋怨：下次再揀冬天
來倫敦，拜託，請勿打擾我！
疫情之後，去年6月再返倫敦

探望家人與朋友。外甥女安排好
在Woolwich地鐵站接待，然後
開車回去格林尼治（那些年電台
廣播：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
「威」音，深入民心……錯！
錯！錯！讀Greenwich去W音，
從N唸，粵音讀法應為「格林尼
治」，而非「格林威治」，英式
教育那麼多年，何解港人英語水
平一般般？從學校或民間教育開
始，並不全心全力教好，糊混且
過了事）。從機場搭上英女王伊
利沙伯二世臨終前，剛好主持以
她之名命名的地鐵Elizabeth Line
啟用儀式的新線路，以為一車即
過，無須轉車……先莫開心，英
國鐵路及地鐵經常性壞車或罷
工是家常便飯。果
然，車到 Paddington
站，廣播停駛。熟悉
倫敦及懂英語還好，
雖然轉車等車平白浪
費超過45分鐘，總算
到埗。可憐那些不懂
英語，年紀老邁碰上
舊車站並無電梯服
務，又需提着既重且
厚行李，茫茫然不知
所措的遊客。

今次避開聖誕節，提前在12月
初到倫敦探望家人，以為避過聖
誕人潮及一眾火車、地鐵、巴士
例牌舉行的罷工行動，誰知倫敦
的交通沒有最差，只有更差。大
清早到達，外甥女開車來接，距
離希斯路 3 號機場接車處 2 公
里，因塞車延誤足足等了近2小
時，那種寒風中又濕又冷的等
候，心情都一下間猶如被潑冰
水。
正常情況，英國人的脾氣不

差，起碼比較硬橋硬馬的德國
人，或南歐熱情而且衝動的拉丁
人優勝。其實在各式生活壓力之
下，尤其近年通貨膨脹情況，難
民及新移民充斥，當街當巷偷搶
手機、手袋無日無之、無時無
刻，名牌大學生畢業成失業亦是
常態。過馬路撞上轉燈，正在等
候的車輛往往在過路人仍未走上
行人路之前，立即開車撲上，那
種隱藏在心口的各式怒氣沖沖借
機發洩，誰都感覺到。
倫敦的街頭，滿布遊人之外，
還有掃不盡的垃圾，政府銀根短
缺，本來的民生服務無奈減省，
清理街道人員減少，圖片所示的
垃圾紙袋，是無良過路人隨便扔

棄在咖啡室擺在店外
的枱椅上，店員司空
見慣，也沒好氣去處
理，隨便棄置行人路
上，這時節路人以千
百計，見慣滿街垃
圾，誰也不在乎，跨過
垃圾繼續上路。這等
現象，舊時環境雖然清
貧，並不時常發生，如
今卻變得極之普遍，無
時無刻在發生。

從細節看倫敦
顧威是我的老
師、導演、兄
長，36年前，北

京人民藝術劇院開始排演《天下
第一樓》，顧威是導演之一，當
時顧威是中青年演員、新晉導
演、編劇，夏淳導演栽培青年，
邀顧威聯合導演。我剛出校門不
久，在北京人藝編劇組裏最年
輕，面皮薄，不會與人交往，不
善言辭交際，面對夏淳這樣的天
王級大導演，大氣都不敢出，但
劇本二度創作，編劇必須和導演
深入溝通，把想法準確傳達給導
演，好在有顧威，他看出我的焦
慮不安，叫我別着急，他向夏淳
導演傳達，其實以他的位置，許
多話也難以開口，有多少為難之
處，從來沒聽他說過。
戲就這樣排出來了。第一場首
演是1988年6月12日，北京人藝
建院36周年，夏淳出於對年輕作
家的推介，安排我上台謝幕，北
京人藝一向不設主創人員上台謝
幕，這是例外。我說，如果我上
台謝幕，兩位導演也要謝幕，夏
淳同意了，但顧威怎麼都不肯上
台，於是，我們都沒有上台。戲
演出了，受到空前好評，但也有
行內人說：「這種戲，最多演不
過40場。」我慌了，打電話給顧
威，他一絲沒有猶豫，斬釘截
鐵地說：「我保你400場。」
那語氣，我一世都記得。
2024年《天下第一樓》演
出第587場，顧威安排我上台
謝幕，又是例外，我上了
台，並請出導演顧威和閻
銳，大家請他說兩句，他亮出
中氣十足的嗓音，只說了一句
話：「感謝何冀平！」我眼淚

奪眶而出。就在不久前，顧威告
訴我，明年2025年《天下第一
樓》將安排演出14場，完成600
場。幾十年過去，500多場演出
顧威都在，除了排練必到場，每
天晚上，都坐在後台導演室守着
監視器。
現在時常說經典，什麼是經
典，怎樣對待經典？顧威說：
「經典不容褻瀆，經典不可篡改，
不可肢解，不可凌遲。」《天下
第一樓》他不允許改動一句台
詞，連「嗯、啊、的、是、嗎」這
樣的語氣詞都不准添加。他說：
「中國話劇不過近百年，真正的
經典屈指可數，它們培養成就了
多少代導演演員，滋養了多少觀
眾，我們要心存敬意，不可有意
無意間自毀瑰寶。」這種擲地有
聲的真話，是顧威的「經典」。
12月 13日清早醒來，突然頭
暈，天旋地轉，恢復神志，打開
手機看到哀訊：12日下午2時顧威
突然離去，這是不是感應告
別……演藝這一行是最私有的，卻
又容不得一點自私，顧威心裏只
有「戲」，名和利都不入他眼，
我記住你說的：「愛自己心中的
藝術，不是藝術中的自己。」
感謝你，守護《天下第一樓》

36年！

顧威，不要走

瓊瑤的小說很多都
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

劇。她的小說早期以台灣製作最多，後
來大陸也有不少影視製作。相對來說，
香港拍攝的瓊瑤作品則不算多。大陸和
台灣不同的是後者至二千年後仍有出
品，但香港的則只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才有製作。電影方面，包括由邵氏兄
弟製作的《船》《紫貝殼》、李行為香
港電影公司執導的《碧雲天》等。
至於電視劇，由無綫拍攝的瓊瑤劇

集都是在七十年代製作。無綫首齣瓊
瑤劇集是《星河》，於1972年 8月在
「一三五劇場」播映。顧名思義，它
是逢星期一、三和五播出。男主角作
家狄君璞和女主角失憶的梁心虹由馮
淬帆和黃淑儀分飾，還有仍未憑《啼
笑因緣》走紅的陳振華演出。
《星河》除了是首齣瓊瑤港劇外，還

有另一個「第一」。大家常常以為《啼
笑因緣》是首齣香港電視劇主題曲，其

實《星河》的同名主題曲才是。它由瓊
瑤作詞、顧嘉煇作曲、詹小屏主唱，是
一首原創國語時代曲。由於它是國語
歌，當時沒有流行起來。同年10月，
無綫播映第二齣自家製作的瓊瑤劇集
《夢影》，由甘國亮改編自瓊瑤小說
《夢影殘痕》，並由無綫第一屆藝員訓
練班畢業生主演。
1973年 3月播映的《煙雨濛濛》是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視劇，相信電視
觀眾對這個故事最有印象，因為中央
電視台在2001年重拍。在無綫翡翠台
1973年版本中分飾男主角何書桓的鄭
少秋和女主角陸依萍的李司棋憑着此
劇，奠下日後在電視圈中小生和花旦
的地位。
《煙雨濛濛》亦有一個「第一」，就

是它的同名主題曲是第一首粵語香港電
視劇主題曲，比 1974 年的《啼笑因
緣》更早。作詞的不是瓊瑤，而是蘇
翁，顧嘉煇作曲、鄭少秋主唱。以後若

有人問你香港第一首粵語電視劇主題曲
由誰主唱，請不要再回答是仙杜拉。
同年10月播映的《船》是由當年無

綫從首兩屆藝員訓練班畢業生中挑選
出來塑造為「金童玉女」的伍衛國和
呂有慧分飾男主角杜嘉文和唐可欣，
他們都是當年炙手可熱的小生和花
旦。然而，對今天年輕觀眾來說，為
他們熟悉的卻是在劇中飾演配角鄭湘
怡的蘇慧瑜。不認識蘇慧瑜嗎？今天
她已經改名為蘇恩磁，就是《愛．回
家之開心速遞》中的龍二太。
1976年，無綫製作最後一齣瓊瑤劇

《心有千千結》，由石修和李琳琳分飾
男女主角耿若塵和江雨薇。此劇的同名
主題曲由石修和鍾玲玲合唱，到今天已
成經典金曲。此劇有一個特點，是全劇
大都在山上一間別墅內取景，並用外景
車實景拍攝。由於山上大風，演員們即使
在別墅內演戲，頭髮和飯桌布仍然被吹
亂，非常寫實。

瓊瑤港劇

拜謁李調元讀書台
一場大自然精心安排的梨花盛

宴，將羅江李調元讀書台——鶺
鴒寺裝飾得富麗典雅，雍容華
貴。這一天，彷彿是為我的到來
而準備，又彷彿不是。
梨花們競相綻放了。潔淨、潤
澤、恬淡、和美，羅江文友也驚
嘆不已，說鶺鴒寺的梨花從來沒
有開得有今天這麼好。鶺鴒寺紅
牆灰瓦，飛簷斗拱，在高大的開
滿素潔花朵的梨樹掩映下，莊嚴
又輕靈。青苔點綴的台階上，有
片片花瓣淺淺地斜躺着，偶爾有
一點風，就有三片五片花瓣嫋嫋
地飄落下來，有「靜美」之意，
人在其中，心也清了、靜了。
院中有「吟書亭」，六角攢尖式
亭頂，亭中有石桌石凳，周邊是半
斜的美人靠。亭上有聯「亭臨江村
秀色，寺育翰林文峰」。入亭、落
座、低頭，便是讀書好所在，仰
頭，則無心讀書。梨花開得清清
淺淺，任何一個角度，都是一幅
極美的畫面。於是我想，李翰林在
這梨花爛漫的季節也是不會讀書
的，讀書與賞花皆不可辜負，但書
可日日讀，花卻不是日日有。於是
戲填一首《聲聲慢．過李調元讀書
台》以告慰李調元：

垂楊婉轉，碧水清歡，坡前翠
攏蕊艷。但見春光浸染，讀書台
畔。飛簷斗拱映掩，寺廟前、有
鶺鴒現。扣鎖環，禮謙謙，信步
漫遊芳菲苑。
滿眼梨花璀璨，枝蔓蔓、吟書
一亭清淡。陣陣風兒，挽落一星
兩盞。輕撓更兼慢撚，醉醺醺、
麗日煦暖。怎弄卷？待落盡香雪
不晚。
梨花紛紛揚揚，彷彿之間，就有
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
照人」的感慨。或者，李調元在
吟書亭裏仰頭看的某一刻，正重
合了此刻的畫面。或者，他也如
我這般想的，待梨花落盡再讀書
也不晚，這樣的李調元才是一個
活潑潑的讀書少年該有的樣子。
走進李調元讀書台，不由得想
起十年前的初春，到金華山拜謁
過陳子昂讀書台。現在想來，到陳
子昂讀書台，我不過一匆匆過客。
陳子昂讀書台氣象太宏大，層層疊
疊的高台階，密密匝匝的葱翠林
木，一處又一處的宏偉建築，透着
古樸滄桑的意味，但我懷疑陳子
昂在這樣的環境裏如何能安靜讀
書呢。那真是層巒疊嶂般的大氣
象，出家人修行倒是個好處所。

到李調元讀書台，是應邀而
來，但更像是一場偶遇。我們是
步行到達鶺鴒寺的，仰頭一瞥，
望見鶺鴒寺飛簷翹角的時候，有
「柳暗花明」般的驚喜。
寺前有碑文，知道是李調元讀書

台——鶺鴒寺。鶺鴒寺規模小，小
得剛剛適合一個讀書人靜處。它
靜靜地坐落於淺丘之上，院中高大
的梨樹，使人想起前清精巧瓷器上
的過牆枝。鶺鴒寺，和鶺鴒寺院裏
開滿花朵的梨樹，配上紅牆黛瓦，
就是一件精巧的藝術品，如一隻過
牆粉彩瓷器，精緻典雅，透着貴
氣。坐在吟書亭裏，看花也好，讀
書也罷，自己就是這藝術品中的一
物，是走得進來的。人景物，有一
種特別的默契，彷彿我不是客人，
而是主人回家。一朵花，一棵草，
以及牆體上的斑駁，都透着親切和
久違的喜悅。
在這樣的環境裏，又怕攪擾了

讀書人的清淨，但心中有抑制不
住的衝動，想要表達點什麼。我
想，這裏可以有一張琴，而且只
適合一張琴，琴聲悠遠，人不過
三，靜靜地，一片兩片的白色花
瓣順勢而下，落在琴身上，不言
不語，似有聲、似無聲。

鄧
冬
梅

百百
家家
廊廊

演
藝
蝶
影

演
藝
蝶
影

小蝶小蝶

細
說
星
光

細
說
星
光

叢仁叢仁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

呂書練呂書練

七
嘴
八
舌

七
嘴
八
舌

小臻小臻

此
山
中

此
山
中

鄧達智鄧達智

雙
城
記

雙
城
記

何冀平何冀平

副刊
采風 20242024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

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葉衛青
B10

●作者與顧威導演。 作者供圖

●《清明上河圖密
碼》劇照。 作者供圖

●垃圾當道，途人
視而不見的倫敦通
衢大道。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