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濤聲依舊珍惜當下
一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歌曲《明天會
更好》，最近被內地樂壇多位小鮮肉小
花演員們連同幾位樂壇「實力唱將」聯

袂重新演唱，竟成為轟炸式吐槽的對象，指演唱者不及八
十年代的台灣群星唱得雄渾有力和有氣勢云云。一向政治
中立或說是「不感冒」的樂壇中人表示︰「在這不公平的
批評下，我們亦要為他們『發聲』，說出我們對樂壇的專
業看法，以正視聽。」
音樂友人說：「誰說該首歌曲一定要聲線雄渾唱出氣
勢？任何歌曲就算100個人聽了也有100種感受，只要旋
律及歌詞好，歌迷自然就會喜歡，就會被視為『好歌』。
不過，好歌亦同時有人表示：『不好聽的，不喜歡的』，
全因個人的主觀心態，所以什麼歌曲都不能一概而論或者
是『同日而語』。例如《梁祝》曲調，有人認為過於淒慘
之餘，亦有人喜歡，覺得『切合』到他們對愛情的觀感，
總之就是各有所愛。這次某些人是故意利用歌曲在找茬，
難免被人看作是別有用心。客觀而言，當年該首歌曲的作
曲、填詞人是處於怎樣的社會氛圍？心情心態又是怎樣？
應該只有他本人感受最深，相信他都想不到時至今日，竟
被某些人將其創作的歌曲作為攻擊他人的工具。大眾都知
道錄製一首歌曲，唱片監製和歌手亦有自己的理解及要
求，這次演唱者以較『歡愉』的唱腔來演繹歌曲亦說不
定，若牽扯半點政治，歌曲肯定被變質。簡單來說，若演
唱者有過『感情挫折』，當唱到有關情感的歌曲，難免是
『百般滋味在心頭』。正如奧運會現場觀眾為自己國家的
運動員吶喊助威，自己人撐自己人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
理解。」
友人還說：「《明天會更好》是台灣音樂人羅大佑的作
品，如果有人不停地讚美台灣的群星唱法，然後借詞去
踐踏別人的話，做法就太沒道理了！那時也有傳聞說
《明天會更好》這首歌，是台灣某政黨想用作競選的宣
傳歌曲，卻因羅大佑當時得悉消息，故此將歌詞作出改
動，音樂人大多都不想被人利用『作嫁衣裳』，而大眾只
將其視為一首正常的歌曲去理解。其實，翻唱別人歌曲最
重要的是要有版權，形式就各師各法了，基本上是沒有一
定的唱法規定。」

老人跌倒
隨着年齡的增
長，跌倒成為老

年人健康的一大威脅。做節見到
親友，談起老人家跌倒的問題。
跌倒不僅可能導致骨折、受傷和
其他嚴重後果，還可能影響他們
的自信心和生活質量。而且年紀
大，骨頭很難康復。有六十歲上
下的親友跌傷鎖骨，西醫給予平
衡背包繫於兩肩，讓其復位，背
了半天，更令她胸悶不適，但醫
院除此以外都沒有辦法。
預防跌倒的意外，首先要改善
居住環境，此乃防止跌倒的重要
步驟。家庭中應該保持地面乾
燥、整潔，避免雜物堆放，特別
是在通道和樓梯上。可以考慮安
裝扶手、樓梯防滑條和夜燈，增強
照明，使老人夜間行動更安全。
其次，鼓勵老人進行適當的身
體鍛煉。定期參加平衡和力量訓
練的活動，如太極、瑜伽或健身
操，可以增強肌肉和改善平衡
感。也要多曬太陽，吸收維他命

D，令骨質減緩退化，碰撞也不
會太易傷及骨頭。
另外，定期進行健康檢查也非
常重要。許多老年人因視力、聽
力或藥物副作用而增加跌倒的風
險。檢查視力並及時更換眼鏡，
確保在行動中不會受到影響。此
外，與醫生討論所有正在服用的
藥物，以確保其不會引起頭暈或
其他副作用。
社交支持也對老年人的安全至
關重要。參加社區活動、維持與
家人和朋友的聯繫，可以減少孤
獨感，增強自信心，促進身心健
康。有親友分享自己年過七十的
防跌秘方，一是專心走路，不看
手機或談話，專注行走；二是行
得多或遠，必用行山棍輔助，即
使平地也如是；三是上落公共交
通工具時，一定要車停定後，人
才走動。
最後，當然是心平氣和，不追

車追人，小心駛得萬年船。在不
熟悉的環境，更要慢行。

陳偉霆回內地
發展，作為那些

年認識的英皇藝人，我和他並沒
有什麼交流，除了在一些公開場
合和他寒暄幾句，加上他又不太
主動，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我們
平時見面也只是打招呼的那種。
但他2013年回內地發展之後，我
倒開始關注他，希望他能有更好
的機會、更好的演出。這大概是
基於潛意識覺得他只做一般的潮
流藝人很可惜，他的條件應該不
止於此，所以就特別關注他。
2014 年他主演了第一部劇集
《古劍奇譚》後開始受注目，也
開始有大量粉絲擁在他身邊，再
到2016年他主演《老九門》一炮
而紅。前者是仙俠古裝奇幻劇，
後者是民國懸疑劇。懸疑劇都是
陳偉霆在內地受歡迎的作品，也
奠定了他的地位。只是之
後他接拍的劇集包括時裝
劇在內，居然沒有開始的
兩部劇的熱度，觀眾的反
應差強人意，似乎較喜歡
他的民初和古裝。
我也看過他的時裝劇，
倒沒有什麼太大感覺，他
本身是演得很不錯的，但
也可能是運氣欠佳吧，劇
播出之後沒有太大回響。
不過他在內地的名聲很不
錯，聽劇組的朋友反映，
他是少說話用心演出的

人，而且待人處事態度好。由香
港過去的演員，所知的是基本上
沒有差評，作為關心他的人聽到
也覺得開心。
忽然想起他，那是因為又看到他
在電視劇《太陽星辰》中的演出，
該劇改編自韓劇《隧道》，是一
部融入懸疑、穿越、時空、警匪
的「港劇」。他演一個十分搏
殺、愛妻愛女的好警察，為追兇
穿越時空20多年。劇中他的造型
就是我平日接觸到的阿Sir，設計
讓他回到香港重案組，去追尋兇
手劍走偏鋒。看過該劇的都讚他
演得好，說他開始真正努力地去
演，這個角色、這齣劇，還有劇中
的其他演員謝君豪、馮德倫、劉雅
瑟、朱鑑然、凌文龍、麥長青等
等，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警匪劇，
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陳偉霆。

不一樣的他

今天是2025年的第
一天，首先要祝福各
位朋友新年快樂，願

望成真！也祝願大家都能擁有有趣的
靈魂，點亮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有
趣的靈魂」這個說法來自英國作家王
爾德的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現
在網絡語中常說「好看的皮囊千篇一
律，有趣的靈魂萬裏挑一」。
如何做到有趣的靈魂，在平凡中創

造不平凡，首先就是要能夠超越短期
的功利心理，有長遠的眼光和遠大的
目標。內地媒體人羅振宇最近在分析
職場心態時提出困住自己的變量到底
是什麼，他聽說一個設計師找工作4
個月，卻不願花4天學會找到工作需
要的設計軟件。這種現象反映的可能
也是不少人在職場中的一種心態，而
這種心態往往使得一個人流於平庸喪
失機會。所以我每年都會提出新年的
願望和目標，雖然一年以來發現有一
些目標或許沒有完全達到目標，但卻
通過長遠不懈的努力，使得自己不斷
進步和改進。
2024年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一年，我
一直思考經過十年成長的香港弦樂
團，如何再跳躍提升。我通過不斷的
學習，嘗試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我意
識到不能沉醉於以往的經驗，而是需
要結合長遠的目標，大膽創新，甚至
從失敗中得到經驗，真正了解到香港
弦樂團下一步應該如何發展，怎樣去
創造一個更好的系統讓樂團不斷向
前。我覺得正是這種長遠的眼光、堅
定的目標，使得我們香港弦樂團能夠
更加清晰地找到自己的風格和道路，

也能開創出獨特的天地。今年我感到
最驕傲的就是世界首演了《粵劇幻想
曲》，我們內地14場巡演大獲成功，
樂團的風格牢固而獨樹一幟，香港青
年樂手也通過幾年努力，跟隨樂團成
長形成風格，觀眾們可以感覺到我們
和其他樂團的不同之處，也喜愛我們
的特色。新的一年，我們將繼續作為
香港特區的音樂使者，把中華優秀文
化，通過中西結合的方式傳播到海內
外。2025年春節我將率領香港弦樂團
首次赴澳洲巡演，這是首個赴澳巡演
的中國西洋弦樂團，同時也是首次代
表香港特區訪問澳洲的弦樂團。我們
將演出的是樂團多年積累下來、獨一
無二的曲目，我希望能夠真正體現我
們的文化自信，講好「一國兩制」的
中國故事。
有趣的靈魂需要價值觀，有了價值
觀才能在平凡中發現不平凡，才能在
枯燥中找到樂趣，才能在困境中保持
樂觀。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就有
「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思
想，當今世界更需要弘揚和豐富這種
精神，而文化藝術恰恰就能促進這種
精神的傳承和交流。
有趣的靈魂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思
辨的能力，特別在當今人工智能的發
展之下，可以看到獲取知識變得愈來
愈容易，但思辨和提問的能力非常重
要。我們的音樂能量計劃已經做了9
年，邁進第十年，2024 年還帶領香
港孩子們去了北京交流，我也很注重
孩子們通過親眼親身感受，提升思辨
和提問的能力，善於觀察思考才能做
有趣的靈魂，開啟自己的精彩人生。

有趣的靈魂
面前的這位老
者，穿了黑色西
裝，鼻樑上架着

金絲邊眼鏡，溫文儒雅。1973年
間的某一天，地點是中環萬宜大
廈2樓紅寶石餐廳。座上的劉以鬯
先生一見，立時站起來，嘴裏說
着「靈公，勞你大駕了！」老者
便是五四名作家葉靈鳳，陪他來
的是小女兒中嫻。這一天也斯為
《四季》安排了一趟五四文學聚
談，請到劉先生出席主持。以自
己五四時年紀尚輕，不夠分量，
就特意邀請靈公壓陣。
那天，主要講題是上世紀三十年
代上海文壇情況，靈公年紀大了，
看書辛苦，手又無力，只好約莫說
一些。當談到了上海新感覺派的主
催劉吶鷗、穆時英，靈公的聲音
哽咽了，眼角黏着淚跡。穆時英是
他小兄弟，兩人感情濃如酒，在上
海文壇上，是一支健筆，寫了不少
像《南北極》那樣優秀的小說，卻
是英年早逝，28歲就橫屍街頭，
相傳是被軍統暗殺。靈公嘆口氣：
「時英死得真不值。」我年輕，不
懂事，說了句「他好像為日本人做
事！」靈公面色陡變，顫聲說道：
「你……不了解，不……了解
呀！」難道我說錯了？靈公再沒說
什麼，吁了口氣。 劉先生看見勢
色不對頭，轉口問起靈公日常生活
情況，才知道他眼火不靈光，看書
要用放大鏡。靈公無奈地說：「其
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就是看看書，
寫寫小文章。」寫作分為兩類，一

是香港本土古物志，其次就是刊在
各大報章的小品。後者是我最喜歡
讀的，他那本《霜紅室隨筆》一直
是我案頭書。
談了一會，也斯把話題繞到昔日
跟魯迅筆戰，靈公眨眨眼，沒講
話，似乎不大想提起這段往事。我
有點失望，我來的目的，就是想知
道兩人的筆戰，是否像魯迅跟梁實
秋那樣的文學爭論？後來董千里告
訴我，葉、魯爭論不外是一老一小
的意氣之爭，跟文學搭不上架。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若干年後，看
到謝其章先生的文章，提到靈公自
己的說法︰「我與魯迅在各種場合
下也先後見過幾面，我認識他，
他大約也認識我，但是從不曾講
過話。」泛泛之交，怎會懟起
來？也是聽董千里說的「葉靈
鳳、穆時英他們喜歡寫一點帶情
慾氣味的文章，固為魯迅所不喜，
就有點怨言了！」年輕的靈公不
爽，率先爆粗。謝其章寫道——
「1929年11月葉靈鳳小說《窮愁
的自傳》裏的人物魏日清說『照着
老例，起身後我便將12枚銅元從
舊貨攤上買下來的一冊《吶喊》撕
下3頁到露台上大便 。」這是何等
的侮辱！魯迅當時沒看到，5年後
奮力反擊回罵。
其實這對年齡相差24年的文學
家，興趣頗有相同之處，如木刻版
畫、漢畫石刻等，既有相同興趣，
卻不能交友，只可說是有緣無分
矣！轉眼，靈公去世已近50年，
此刻，我還是愛看他的書。

葉靈鳳惹怒魯迅

隱喻是一種自我暗示，像朵
微小的花綻放在新年第一天。
日曆換新一本，歲月無縫銜

接。手上的工作延續着去年的溫熱，口腔裏的
潰瘍沒有要很快轉好的跡象。新年的儀式感
裏，迎新不是最重要的，是找個階段性的節點
整理現在審視未來。比如思考活法和算法。
活法和算法是平行世界的兩條法則。怎麼活
着看似可以自主，實則已被命運無形的手提
早繪好了所有溝溝坎坎。要踩的坑，要攻的
城，要笑對的苦，要若無其事穿過的深黑色叢
林，每一處都避無可避沒有捷徑。怎麼算是人
工智能的事。可以不去關心、可以不去學習、
可以不去深究、可以雲淡風輕坐看算法毫無痕
跡改變着所有的運行邏輯，每一次的撥動都是
被動。
活法和算法就像左手和右手各握一枚石子，
同向平靜的湖面，水波微瀾，漣漪泛起，相遇
時互為疊加雙向干涉，究竟是誰影響了誰，又
是誰主宰了誰？

有幸生在這個時代，科技的便捷猶如枝椏新
綠天空有雲，個體命運走向有了更多選擇。何
其不幸生在當下，命運和科技相互糾纏，看似
開了上帝視角實則被拿捏喜好困在繭房。人類
創造了工具，工具改變了人類。每個匆匆的人
都在焦慮，都在思索，也都在彷徨，在不知何
去何從的不可預知裏焦灼。往前看一萬年，往
後看一萬年，對當下的我們而言，最有價值
的，只是眼前的喜怒哀樂。這一趟為時並不算
長的體驗之旅，總要豐富才好，總要精彩才
好，總要不辜負這清風明月萬山紅遍。
足跡層層疊加，影像重重覆蓋。祝福的寄語
變了日期，互道的情緒溫暖不變。眼前的躊躇
遠方的思念，年復一年。老人更老了，四肢沉
重行動遲緩，鬆弛的面容上，是歲月逝去時抓
撓的縱橫溝壑。孩子在長大，用握在手裏的小
小屏幕接通了全世界，以至於無暇抬起眼皮看
看坐在對面的你。不要去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困惑。代際衰變只有不合
時宜，情感流淌的渠道會變，情感奔流的濃度

不減。觀念會改變，認知會擴充，意識會覺
醒，每個人都在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
踩着舊年的尾巴回到了出生地。昔日漢唐輝

煌盛大的塵埃，早已入地千年。朝升暮落生老
病死，並沒有實質變化。一代一代的人做了黃
土，一片一片新芽蜷縮在枝頭積蓄力量。奔湧
的渭河水與世無爭，漫過一望無際的河床。濃
郁的終南山萬年不語，凝視着平原上的興衰枯
榮。我們終究渺小得不值一瞬，剎那之間的定
格不能永恒，悲欣交集的片刻長久回味。探尋
的意義是什麼？試圖探尋的動機又是什麼？一
直在出發，越過秦嶺、越過黃河、越過空無一
人的曠野。一直在盤旋，在一個小閣樓裏、在
一個格子間、在一個深不見底的黑夜。忙碌不
能麻木，疲憊不足以遮蔽，永不停歇地向內審
視，我們都想要做一個清醒的人。
新年的第一天，笑看一朵綻放的花、笑看一

片飄過的雲、笑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
不息的車輛。這是今年的第一天，也是之後的
每一天。

開在新年第一天的花

整理書櫃，翻出一摞書信。有家書、
有朋友、同學、學生的書信。打開一封
封信，那些被珍藏的時光，又把我帶回
了寫信的年代。
如果要問我，少年時代留在記憶裏最
深的事情是什麼，除了讀書，那一定是
寫信了，寫信是留在我心底最記憶猶新
的事情。小學二年級我就跟在外面讀書
的姐姐開始寫信，錯別字加拼音的書
信，讓姐姐費勁地連猜帶蒙，可以理解
大致意思。其中也鬧過很多笑話，有一
次，媽媽叫我寫信給姐姐買一種治腳氣
的藥，我寫不到那幾個字，就寫「密思
淨」諧音代替。結果，姐姐問遍了醫院
都不知是何藥，寢室裏的姐姐們都幫着
我姐分析，但最後都不得而知，她們就
叫我「密思淨」了。凡看見我寫去的
信，就高高舉起喊姐姐，你家「密思
淨」來信了。有一次，我跟姐姐到她們
學校去，那些姐姐看見我，樂不可支地
喊我「密思淨來了！」看見我的窘樣，
她們笑得更歡了。
姐姐畢業後分在瀋陽工作，從南方到北
方的第一個冬天，冷得他們直跳。姐姐寫
信說，天太冷，他們大衣帽子厚衣服「全
副武裝」了。我跟媽媽說「全副武裝」不
是要打仗了嗎？結果媽媽擔心得要命。直
到春節姐姐回家探親，問起她啥時候打
仗，姐姐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媽媽拿出
信說，你們都全副武裝了，不是要打仗了
嗎？姐姐笑得回不過氣來，跟我們解釋了
半天，才知道是什麼意思。後來姐姐寫
信，一點不敢幽默了，怕我不知又把媽媽
他們帶到什麼坑裏。
想起這些，我啞然失笑。
繼續翻着，看見了閨蜜小青當兵時給

我寫的信。那時我們都下鄉當知青了，
但小青的父親是老軍人，就把她送到部
隊去鍛煉了。那時我們羨慕得要命，就
常常寫信，聽小青跟我們講部隊的新鮮
事。說班長教他們怎樣疊方塊被子，吃
飯前要排隊唱歌，晚上要緊急集合……
都是我們不曾知道的，感覺很稀罕。
當然還有追求者的來信。眼前那些精

心挑選的信紙，先打草稿再謄寫的信；
那些用心摺疊的信箋，如何貼郵票暗暗
表達話外之音的心思，都讓我想起了當
年的情景。那時我驕傲得像女神，自恃
喜歡文學，一直想找一個「文青」。無
奈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下鄉當知青忙
於農活，愛文學的人少，尋尋覓覓，辜
負了一些熾熱的心。但那份情誼像當年
的郵戳一樣，定格在了我的心底。
還有很多學生來信，信中都說想念跟

我在一起的日子。想起當初收到他們的
來信，我常常看得熱淚盈眶。他們的
信，我每信必回，通過寫信，繼續着學
校未盡的師生情緣。
金蓉那個美麗可愛的小姑娘，在廣州打

工時，常常來信跟我訴說她的快樂和煩
惱，訴說工作的成績和收穫，訴說她的白
馬王子；小勇跟我的信也多，這個陽光男
孩，考到廣州第一軍醫大讀書，也常跟我
分享他在學校的情況；光義在青島讀大學
也時常來信，告訴我不喜歡就讀的專業，
他順利地換了另外一個專業……
翻到一封信，我激動起來。想起了那

年春暖花開時，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
氣，我帶學生去放風箏。小姑娘李盼做
的雄鷹風箏飛不起來，我去幫她放，忽
然看見風箏上寫滿密密麻麻的字。仔細
看，竟是李盼寫給在深圳打工的父母的

信，字裏行間充滿了思念之情。
其中寫到：那天我一個人走在蜿蜒的

山路上，站在崖頂，回首眺望，孤單的
我真想放聲呼喊：媽媽，你在哪裏？多
想聽你叫我一聲「寶貝」；我彷彿看見
了奔騰的長江，爸爸是不是就在江水的
那頭，多想跟你一起揚帆穿越激流。但
我知道，你們掙錢不容易，所以請你們
不要牽掛家裏，我跟奶奶會好好生活。
你們在外面打工挺累挺辛苦，要注意休
息，保重身體……多懂事的孩子。還記
得當年我看這封信時，淚水模糊了我的
眼睛。
我靜靜地翻看着這一封封書信，信中

訴說着各自的喜怒哀樂。想着孩子們一
天天長大，都有了出息，我也很欣慰。
新千年開始，手機盛行，QQ、電子郵

件聯繫方便快捷，寫信就漸行漸遠了；
沒過幾年，微信流行，這個比QQ更便
利，有事微信電話微信留言，節約時
間，拉近了人們的距離，就幾乎沒有人
再寫信了。
從此，再也體會不到把一封信投進郵

箱的快樂，想像着對方看信的樣子；再
也體會不到，雲中誰寄錦書來的意外驚
喜；再也體會不到，收到一封盼望已久
的來信，捨不得打開的那種心情；再也
體會不到，等信的焦慮，寫信時斟詞酌
句的用心；再也體會不到，那種把各種
情感交織一起告訴對方，又有些後悔不
該這樣寫的焦慮。現在，與誰聯繫，鍵
盤上幾下就可以敲出想表達的詞彙，但
總感覺少了很多含蓄，也少了幾分真
摯。
看着這些泛黃的書信，我真想給誰寫

封信，重拾那份溫馨浪漫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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