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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信由你
每逢踏入新的一年，周邊都會很容易接觸到
有關農曆新年風水運程等的資訊。

其實本人都好八卦想知道自己生肖在新的一年會怎樣？甚至
乎也會多加留意，如何在家擺設風水陣。不知道讀者們會不會
跟我一樣，在這段期間特別留意這些東西。畢竟，在新的一
年，大家都希望開開心心。所以，如果能夠參考一些專業意見
也無妨，當然信不信由你。但我不會教人迷信，這麼多年來，
對於一些風水運程也有一點點心得，特別是一些方位真的需要
特別注意。
其中每年的病位要多關注一下。因為曾經某一年經常病，後

來才發現原來我睡覺的方位就是病位，真的會有這個情況出
現，所以參考一下也無妨。除此之外，人都希望可以得到更多
錢財，當然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賺取。但如果留意到新一年
的財位在哪裏，亦都可以作參考之用。
在這裏我分享一個自己非常敢作敢為的事情。話說十多年
前，自己的事業停滯不前，還好像有點倒霉，那段期間沒有什
麼賺取外快的機會，所以我從網上得知在紅磡某一個工廠大廈
地下，有一間專門可以拜四面神或者象神的地方，於是有一天
我便上去供奉一下，現場負責人跟我說：「如果你想多些賺錢
機會或財運會好些，我們有一套方法可以幫你。」我很好奇地
問他：「什麼方法？需不需要大量金錢才可以做到？」他說：
「其實只要在門外坐在地上，然後我們用一盆聖水從你的頭上
倒下去，濕透全身，這些聖水在身體吸收，你的運程便會轉
好。」當時我還是半信半疑，覺得真的需要這麼做嗎？但自
問，既然已經來到了，何妨一試。
首先，我問他：「如果做完這個儀式之後，全身濕透怎麼
辦？」他說：「你在我們這裏買一條毛巾，便可以。」所以，
我便遵從他們的指示，做了這個儀式。其實我想說，儀式是在
工廠大廈地下的戶外地方進行，有不少人士會經過，自己覺得
非常尷尬。但我想跟讀者說，有時候真的不要這麼迷信，就算
我做了這個儀式，也不覺得有什麼轉變，還是繼續努力工作，
上天自有好好的安排。
今天回想起當年所做的事情，我覺得自己是很有勇氣的。而

這件事情從來沒有跟人說過，我是第一次在這裏跟讀者分享。
點都好，我覺得人是需要靠自己的。踏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
可以行好運，大家繼續努力。祝大家萬事勝意！心想事成！

《唐探1900》
過新年少不免會多留
意賀歲片，今個農曆新

年相當熱鬧，有《九龍城寨之圍城》班
底製作的《臨時決鬥》，由古天樂、梁
詠琪、周秀娜、王丹妮主演，陣容已夠
號召力，且看票房能否得到佳績。《麻
雀女王追男仔》由高海寧 、馬國明主
演，王晶與葉念琛聯合監製兼執導，大
概已知是怎麼回事。《祥賭必贏》是講
爛賭妻遇上憎人賭錢的老公，蔡卓妍飾
演爛賭妻，張繼聰飾演最憎人賭錢的老
公。《哈哈哈新年喜戲》講述失憶富豪
重獲新生的故事，由姜皓文、宣萱、陳
靜、林盛斌、李燦森等主演。《半斤八
両》由曾志偉與歐陽震華主演，令人聯想
起許氏兄弟當年的那套經典。《OMG！
阿媽有喜》在電影中飾演老蚌生珠媽媽角
色的袁詠儀，主要是看她的演技。此外還
有羅家英、朱咪咪的《做個有錢人》。
不過，我更期待的是陳思誠、戴墨執導
的《唐探1900》，這是《唐人街探案》
系列的第4部，也是《唐人街探案》的前
傳。講述1900年的舊金山，一白人女子
在唐人街被害，而嫌疑
人正是一名華人男子，
兇案引起社會震盪，民
眾紛紛要求取締唐人
街。中醫秦福（劉昊然
飾）和華人阿鬼（王寶
強飾）捲入此案，他們

與時間賽跑，在鬥智鬥勇之中，終於找到
兇手。
2021年推出的《唐人街探案3》原定
2020年春節在內地上映，但受到疫情影
響，延至2021年大年初一才正式上演。可
能是累積了一年的期待，讓這部片票房一
路狂飆，最終突破45億元人民幣大關。
有關陳思誠，1978年出生於遼寧省瀋
陽市，內地男導演、演員、編劇，畢業於
中央戲劇學院。他的名字，自2015年開
始，就和《唐探》系列掛上鈎。
演阿鬼的王寶強早年受到馮小剛的賞
識，憑在影片《天下無賊》中飾演單純的
傻根而揚名，其後與徐崢、黃渤合演喜劇
片《人再囧途之泰囧》，進一步受到認
同，受惠於《唐探》的爆紅，人氣自然也
水漲船高。演中醫秦福的劉昊然，與陳
思誠早在《北京愛情故事》便結緣，他就
像是《唐探》的梗角，《唐探1900》當
然都不會缺席。今次除了兩位演員，還加
上周潤發，相信是希望保住招牌，也期望
再闖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唐探
1900》是在位於中國山東省樂陵市的樂陵

影視城（見圖）拍攝的，
該基地總投資11.79億元人
民幣，總規劃面積 5,334
畝，是華北地區規模最大
的文化教育影視基地，現
正熱播的《國色風華》也
是在這裏取景。

在西方十九世紀層出
不窮的藝術流派中，我

最喜歡印象派。它一方面繼承了寫實派扎
實的描繪功底，另一方面融入藝術家的情
感和想像力，為畫作增添點彩和亮光，令
人感覺愉悅。最近，兩位印象派巨匠塞尚
和雷諾阿的作品正在香港藝術館展出，展
出由法國橘園美術館及奧賽博物館珍藏的
52幅油畫，愛好者可別錯過。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無意中看到一
篇介紹奧賽博物館的長文，並難得地附
上多張館藏印象派作品。幾年後，我常到
巴黎出公差，每次都會順便到這間位於市
中心的博物館逛逛，對它的興趣遠超過
位於其對岸、名氣更大的羅浮宮博物館。
主要是由火車站改造而成的它設計獨特，
不但保留了火車站站台，而且大玻璃圓頂
通透納光，人們可以在自然光下欣賞畫
作，加上陳列很多印象派作品，充滿陽光
氣息，比羅浮宮的昏暗環境舒適多了。
其中有一次，我居然在兩天之內分別在

餐廳、酒店和博物館巧遇專程來法國體
驗生活的上海旅美畫家陳川（影星陳沖的
哥哥），更下榻同一間酒店。當我們在奧
賽第3次遇上時，這位藝術史功底深厚的
藝術家就充當了我的導賞員，仔細地向我
講解館內各名畫及其背後故事，尤其是
印象派作品，兼及其前期的巴比松畫派，

印象深刻。
印象派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巴黎畫壇
冒起，得名於以畫睡蓮著稱的莫內於1874
年展出的畫作《印象．日出》。該派作品
構圖寬廣無邊，尤其着重於捕捉瞬間的光
影變化，並以生活中的平凡人和物為描繪
對象，富於想像，又充滿趣味，有別於
古典派的莊重和寫實派的凝重。風格予人
耳目一新，卻為保守派挖苦和抨擊。
法國印象派作品也非首次在港展出，香
港藝術館曾於2005年舉辦過印象派珍品
展，展出包括馬奈、德加、莫內、雷諾
阿、畢沙羅、西斯萊和塞尚等13位大師
共48幅作品。但這次的亞洲巡迴展香港
首站（另外兩站為東京和首爾）只集中展
出其中兩位的畫作。據巴黎館方人員現場
介紹，主要是基於兩位大師是惺惺相惜的
同期好友，交情甚深，作品互為影響，又
各具風格，可形成對比；同場特別比較性
地展出兩幅受印象派影響的畢加索畫作。
此外，香港藝術館特別為展覽設計了
一個火車站月台、兩位大師的模擬對話和
足跡地圖等，讓今日觀眾體味當年藝術家
乘火車到處寫生的情景，也助大家以新
角度認識兩位大師及其創作。我尤其喜
歡館方在入口處以新媒體技術將3幅小
尺寸的風景畫放大，充滿動感的畫面，
令人猶如走進百多年前的法國鄉郊。

印象深刻的印象派

一直錯覺，梅花
屬 於 北 方 並 非 嶺

南，原因很簡單，那些年的小學音樂
課都曾經唱過《踏雪尋梅》，或書本
上教導歲寒三友「松、竹、梅」，予
人印象梅花跟嚴寒，甚至冰雪連上關
係，與我們生活慣了的南方無關！
「踏雪尋梅」其實指臘梅，而非紅
梅或白梅；黃臘色的臘梅生長的地方
必須擁有起碼的冷度，曾經在蘇州平
江區、王敏剛先生營運的百年老屋改
建的特色旅館短住，正值隆冬十二
月，早晨推窗外望，隔個蘇州特色窗
洞，天井裏一棵臘梅幾朵新花盛放，
香氣瀰漫，印象難忘。
後來上深圳花市選購年花，發現不

少物種在香港十分鮮見，包括印象難
忘的臘梅，這之後好幾年都必上深圳
購買臘梅回來賀歲。
十多年前，廣州外圍羅崗舉辦首屆

「梅花節」，邀請在下設計一系列跟
梅花情理互通的服裝，由模特兒穿上
行騷，點綴開幕儀式。當時無知，
暗想：南方地暖，怎會有梅花？
及至去到現場，才驚覺好大一片
丘陵地帶，漫山遍野植上萬棵盛放
的白梅，香氣撲鼻，活生生就是一
片香雪海。那片梅林培植了近十
年，環境配套成熟才推出「梅花
節」，算算當年首屆「梅花節」至
今也已十多年，相信那片梅林長得
更加繁茂，今年年尾必須跑一趟羅
崗，漫遊香雪海。
社交媒體上，看到元朗大棠生態

園園主兄弟之一的梁福元PO出生
態園內梅花林白梅盛放的景象，便

打消前往深圳梅園賞花的念頭，跟自
己說：「一定要前往觀賞這片生長在
本港，實屬吾鄉元朗土生土長的梅
林，心情更添同鄉三分親。」
日前前往生態園，福元一貫好客，
招呼周到，卻發現他拍的梅花照片，
已是十天前，梅花花期不長，去到現
場起碼三分之一以上的梅花已落，還
好他們的梅花樹多，拍照採用特別角
度，總算拍出一片香雪海，大大實現
了在原鄉賞梅的滿足。
回想起來，自己真的很傻，童年時
祖母常常訴說家族往事，其中一項便
是曾祖父在唐人新村佔地頗廣漫山遍
野的果園，荔枝是主打，龍眼、黃
皮、番石榴亦多，當中不可或缺的計
有：檸檬、碌柚及梅子。梅子成熟後
浸透用作煮食的酸梅，還有梅酒……
處處提點我們家的果園，曾經便有好
大一片香雪海，我卻糊糊塗塗了數十
年，錯過南方其實亦是梅花盛放的好
地方。

大棠香雪海
律回春漸，新
元肇啟，爆竹一

聲舊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在
送甲辰迎乙巳的時光裏，一項舉
世矚目的消息如同春風拂面。春
節，這一承載着千年文化底蘊的
傳統節日，正式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這一喜訊，不僅是對中華民族悠
久歷史的國際認可，更是對春節
文化深厚內涵的一次全球展示，
如同冬日裏的一把火，點燃了文
化傳承的新篇章。
命運安排我身居南北兩地，南方
北方有着不同的過年習俗。香港的
年，從冬至這一天開始，冬至大過
年，古人會在這天祈福，祈求新的
一年疫疾消除，饑荒減少；北京
的年，從「臘八」開始，這一天最
重要的事是泡「臘八蒜」，北方過
年要吃餃子，餃子有肉有菜，提前
包好冰凍起來，什麼時候吃都方
便，水滾下鍋煮熟，吃完連洗碗都
方便。吃餃子必須有醋，就出現了
臘八蒜，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剝蒜，
白白肥肥的蒜瓣，泡在裝滿米醋
的玻璃罐，年幼的我會天天盯住，
看到蒜一天天變綠，如同看見小苗
生長。南北方過年還有一點不同，
北方逛大集，香港「行花市」。
每年除夕夜團圓飯後，會從擺
滿鮮花的父母家回自己家，途中
要經過一個花市，白天這裏人多
到擠不動，此時人已散去，只剩
下花檔老闆在收攤，滿地都是賣
剩的鮮花，價錢是正價的五分之

一，連買帶送，要多少都行，買
很多抱回家，一樣花開富貴。
從冬至開始過年，到正月十五
元宵燈會，有很多講究習俗，每
一項都蘊含着對家庭和睦、社會
和諧的深切祈願，是對過去歲月
的致敬、是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每年春節，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張
燈結綵，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們都會共同參與，香港更不例
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與共，天下大同。春節成為了全
人類共享的文化盛宴，春節申遺
成功，搭建起了一座連接東西方
文化的橋樑。
我身處香港，我的專職是戲劇
創作，當年戀戀不捨離開北京來
到香港，不知道去到一個連語言
都不通的地方我可以做些什麼？
35年過去，我交出了一份答卷，
就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歲末，我的
兩部戲同時在內地和香港上演。
《天下第一樓》是我在內地用國
語寫成，由北京人藝公演，現在
由香港話劇團用粵語演出；《德
齡與慈禧》是我在香港用粵語完
成，在內地用國語演出，兩部戲
在全國巡演中於上海相遇。很多
傳媒問我，是不是特意的安排，
我說特意都安排不到，完全是巧
合。也許是天意讓我記得北京、
香港兩地的創作。中國是我的文
化根基，香港開拓我的國際視
野，兩種文化養育了我的創作。
祝願新歲喜樂，朝夕安康！嘉慶
時新！步步生光！

春意盎然 文化綿延

龍年過後，蛇年接棒。
有道是天上龍地上蛇，龍

本來是地上的蛇演變而成。傳說中的女媧和
伏羲都是被賦予人面蛇身的形象，可見蛇
在中國神話中佔有重要位置。
西方亦然，其最著名的蛇大抵是《聖
經》中令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的那
條。因此，蛇在西方被視為魔鬼和引誘
者。據說蛇本來是有腳和會說話的，因為
牠引誘夏娃吃了蘋果，被上帝懲罰牠不能
說話和要以肚皮走路。
蘋果和蛇放在一起是否令你想起蛇果，
以為這就是蛇果名稱的來源？這只是巧合
而已，蛇果的蛇音是來自英文Delicious
（即美味之意）一字。美國加州有一種蘋果
名叫Red Delicious Apple，意思是美味的紅
蘋果。以前的人把Delicious一字直接音譯為
「地厘蛇」，全名為「紅地厘蛇果」，後
來簡稱「蛇果」，這蘋果本身完全與蛇沒
有關係。

希臘神話中的梅杜莎（Medusa）也與蛇
有關。她的傳說在各種敘述中都有不同的
故事和形象，但她的頭髮總是滿布小蛇。
我的小侄子曾經說我的髮型像梅杜莎，因
為我的頭髮鬈曲，有點像一條條小蛇。我
對於他給我的評語非但沒有不悅，反而很
欣賞他小小年紀便已經認識希臘神話。
《封神榜》中商紂王在給女媧進香時，
因為被女媧的美貌迷倒而作詩調戲，女媧
因此派遣九尾狐附妲己身令商朝覆亡。小
時候看蔡志忠的漫畫，他筆下的女媧為何
因受辱而要殲滅商朝？女媧是美女面蛇下
身，紂王卻在祭祀她時送她一雙鞋子。蛇
根本沒腿沒腳，怎樣穿鞋子？漫畫中的女
媧因感到紂王嘲弄她而大哭，我卻看得哈
哈大笑，至今仍難忘這個有趣的漫畫。
我住在郊區。去年4月旅行回家，女傭

說曾有一條幼蛇在花園出現，令她非常害
怕，我在她拍攝的影片中看到小蛇在矮牆
上移動時也有點毛骨悚然。沒料到數月後

一天在我外出時，蛇竟再次出現。那是一
條較胖較大的蛇，好不駭人。家人打電話
到管理處，管理員所給的電話原來是警局
的。幸好接聽的警員表示可以幫忙，並派
了三四名警員來視察，他們又聯絡了專門
捕捉蛇的「蛇王」。家人說「蛇王」非常
年輕，徒手便把蛇抓起和放進袋內。警員
表示專人為蛇檢查後便會把牠放到深山
去。我們懷疑兩次出現的是否同一條蛇，
只是後者在我們的花園吃好住好長胖了。
提起「蛇王」，我曾經認識一名綽號
「蛇王」的男士，因為他愛研究蛇，家中
飼養了3,000多條蛇，不知他近年對蛇的
研究有何進展。我也曾探訪一名家中養了
十多條蛇的朋友。她徒手拿蛇在我眼前，
還說蛇剛吃了她餵的白老鼠，所以肚部脹
大，我差點想吐。
我想起了去年年底離世的杜平，因為他

入行後第一個名字是蛇仔，後來才由吳楚
帆為他取名杜平。

蛇年談蛇

年集，藏着童年的歡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趕年集，堪稱
大年之前的重頭戲。進入臘月，人們
就盼着趕年集。在我們這裏，每逢
三、五是一個集市。這一天，集市
上，熱鬧非凡，人群摩肩接踵。大家
精心挑選年畫、春聯、鞭炮、糖果等
年貨，為新年做足了準備。這裏，不
僅有琳瑯滿目的年貨，更有濃厚的人
間煙火氣，那是對新年的期盼，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在歲月裏悠悠流淌。
小時候，過年的快樂，便藏在熱
熱鬧鬧的年集裏。一到年集，我們
就像撒歡的小鹿，直奔與童樂有關
的地方。置身其間，目之所及，皆
是熱鬧；耳之所聞，皆是喧囂。各
個攤前，擠滿了購買的人群，人們
和小販討價還價，吐出的語言像對
口相聲。最為熱鬧的，應該是賣煙
花爆竹的攤前。過春節，煙花爆竹
必不可少。送灶神、除夕、接財
神，都用得上它。有人給孩子買上
一掛鞭炮，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
那股神氣勁兒，讓人羨慕不已。有
人給孩子買一把滴滴金，那孩子的
眼睛瞬間興奮得像閃亮的星星。
滴滴金，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小孩子過年常玩的一種煙花，比麥
秸稈略粗一些，通常是又長又細，
是用一種薄而柔軟、韌性很強的紙
做成的，裏面捲着藥粉。它的燃放
方式是用手提着頂端沒有藥粉的部
分，點燃底下帶藥的部分即可。點
燃後隨着「滋滋」的聲響，放出金
色的火花。因為滴滴金是拎着放
的，故而火花向下滴落，不像其它

煙花一樣火星四濺，出現傷人的情
況，小孩玩起來比較安全，而且價
格便宜，幾分錢一把，一根一根點
燃，能玩很長時間。
女孩子則被賣頭花的小攤吸引。過
年的年集上，賣頭花的攤位總是格外
引人注目。攤主在牆上掛一塊方形的
簾布，然後將絹花一朵朵別在上面，
遠遠望去，就像是一面絢麗奪目的花
牆。站在那面花牆前，目光依次掃過
每一朵花，一旦看到有喜歡的，便盯
緊不放，賣花人便會跟着你的目光，
輕輕取下遞到眼前。在那個年代過新
年，十五六歲以下的女孩很少有不戴
花的。她們紮起兩條小辮，或頭戴一
朵、或頭戴兩朵，再配一身新衣，立
刻顯得明艷可人。
那花豐富多樣，有大紅的、玫紅
的；圓瓣的、尖瓣的，點綴着翠綠
的葉子。紅花綠葉映襯，將過年的
氛圍烘托得淋漓盡致。美麗的頭
花，在寒風中輕輕抖動，好像炫耀
着自身的價值。我們將目光盯在上
面，左看右看，眼睛都不捨得眨一
下。每一朵頭花都那麼漂亮，每一
朵頭花都好像是為自己量身定製。
戴在頭上，彷彿就能成為世上最俊
俏的女孩兒。
想起年集，難忘糯米糰子串起的歡
樂，它們是由崩好的大米花加工而成
的。一直喜歡吃糯米糰子，卻始終未
曾親眼見過加工過程。只看到過做好
的糯米糰子，顆顆飽滿圓潤，加工者
巧妙地用粗線將它們逐一穿起，串聯
成串，用一根細長的木棍挑着，再點

染上鮮亮的紅綠顏色，讓人看了頓
時覺得喜氣洋洋的。糯米糰子彷彿
是年集特有的饋贈，除了年集，其
他時節難尋蹤跡。因而，趕年集時
吃上一串糯米糰子，就成了鐫刻在
記憶深處的一大樂事。
在年集上，有一種獨特的玩具，

它既像虎又像狗，我們都稱之為泥
泥狗。這種玩具是民間藝人用泥巴
精心製成的，造型兼具虎的威風和
狗的呆萌。首先塑造出虎或狗的形
狀，腰部特意設計成斷開的樣式，
然後用柔韌的牛皮紙巧妙地連接。
尤為巧妙的是，在它的腹腔裏安了
一個小巧的竹哨。當整體造型完
成，便在玩具的身上繪製虎紋，採
用白色、粉色和綠色等鮮艷顏色，
最後在其耳朵上黏上一撮染成粉紅
的禽類的絨毛，為其增加了一些俏
皮感，營造出喜慶的氛圍。
當我們輕輕拿起泥泥狗，雙手分

別抓着頭尾，將其往中間對合時，
隨着空氣的注入，中間的哨子會因
氣流的鼓動發出悅耳的哨音，彷彿
泥泥狗在歡快地歌唱。這簡單的動
作，能帶來無限的樂趣。它是古老的
年集流傳下來的最久的玩具，至今，
我都能在年集上遇見它。我曾買過一
對帶回家，它不僅是一件裝飾品，還
是童年時期歡樂時光的見證。看到
它，便讓人想起那些無憂無慮的歲
月，昔日美好的回憶瞬間湧上心
頭。眼前彷彿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鼻端又充滿了油炸食物的香氣，意
念裏是紅紅火火的年集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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