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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另一種心靈觸動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話說了聽
來都感覺有點「老土」，但不管你是

富或貧，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年年身體健康！歲歲平
安！在此筆者也祝願報館勤於工作的同事們，一切的
願望也「成真」！同喜！同喜！
逢年過節，電視台都會攝製特備節目來應節，今年
內地眾電視台的過年特備節目就「各施各法」，至於
幕後製作人員有否「施盡渾身解數」的「新點子」在
節目中，筆者亦不得而知，也無意去「評價」任何新
春特備節目，因為任何的電視綜藝節目都各自有「捧
場客」，收視率或口碑只能作為參考的數據之一。比
如筆者和友人們就覺得香港男歌手陳奕迅與一眾國家
隊運動員們合唱的《孤勇者》一曲，以及節目環節裏
有國家軍人的演出，是另一種觸動心靈的感受。
朋友們也是有經驗的幕後製作人員，對電視節目有所

觸動的感受，他們自己亦直言不諱此乃個人的主觀和立
場，之所以不會指出是哪間電視台的製作，也是基於
「客觀因素」使然；個別電視台都有營運者們的「作
風」及主觀立場，觀眾收看任何電視節目何嘗不是為
「捧」自己喜愛的演藝人。只要不是扭曲事實、是非不分
的刻意抹黑，每個人都有自我的權利和自由去喜愛與否。
不過，操守底線是千萬不要「弄虛作假」：「有位歌
手曾經說過作為演藝人在被人喜歡的同時，也做好心理
準備『不被喜歡』。故此娛樂圈才流行『不喜歡也不要
傷害』這句說話，如港星趙雅芝和葉童這對幾十年前頗
為『般配』的白娘子和許仙同台出現，觀眾們是『回憶
滿滿』。而憶起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們，在接受訓練時所
要承受的『孤勇』，為『保家衛國』站在一線崗位的軍
人們，局外人為他們的種種付出而心靈有所觸動，實屬
『人之常情』！甚至有觀眾指新年綜藝節目中播放上述
的內容也『太少』了，有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既然
是『立場鮮明』的電視台，應不需要害怕立場被人『看
破』，事關觀眾若不喜歡亦同樣有『自由』隨意轉台！
『彼此尊重』才是真正的『王道』。」

自然環境的治療作用
早前看到 1890 年
的醫院相片，在它的

天台上，床都一字排開，全部病人在
享受陽光浴。反觀現在的醫院，密
封、寒冷、沒陽光，但病菌沒有減
少，然後大家要戴口罩，呼吸也困
難；回看，其實那個年代也有值得現
代醫學學習的地方。
上網搜一下，原來在19世紀末，
除了天台曬太陽的床，還有建在特別
地方的醫院，例如︰建設於高海拔地
區，以利用清新的空氣和自然環
境，這一做法在治療肺結核等疾病
方面特別受到重視。當時，醫療界普
遍認為新鮮的空氣和陽光對病人的
康復至關重要，這促使許多醫院選擇
在山區或高地建立。其中一個著名的
例子就是位於美國紐約州薩拉納克湖
的 Pavilion Hospital，其於 1884 年創
立。創辦人是一位肺結核患者，他深
知新鮮空氣對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決
定創建一個專門針對肺結核患者的療
養院。這所醫院的設計充分考慮了病
人的需求，利用當地的高海拔環境和
清新的空氣，為患者提供了一個理想
的恢復環境。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位於瑞士的
Sanatorium at Davos，該地在19世紀
末成為肺結核患者的避風港。達沃斯
以其高海拔和清新的空氣而聞名，吸
引了大量尋求療養的病人。在宮崎駿
作品《起風了》中也有這種醫院。他
們通常設有開放式病房，讓病人能夠
接觸到陽光和新鮮空氣，這種自然治
療法在當時被認為對病人的康復有顯
著的幫助。那時候，醫生十分重視病人
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在這一時期，許
多醫院還開始強調病人的整體護理，
這一理念還是近代醫療才慢慢重拾。
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們仍然可以
學到許多有價值的教訓，包括如何在
醫療設計中融入自然環境的元素，以
提升病人的就醫體驗和心理健康。
例如︰在現代醫療設施中，愈來愈多
的醫院開始注重自然光的引入和綠色
空間的設計，這些都是受到早期高山
醫院理念的啟發。醫療界已經認識
到，良好的環境對病人的康復有着深
遠的影響，這不僅包括物理健康，還
包括心理健康。香港地方不大，但愈
來愈多療養院向這個方向發展，希望
大家記起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藥。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
很奇怪，有些人在過

往的日子見他/她好多好多次，那都
是在人頭湧湧的場合，包括在工作
中、在活動中，但彼此卻從來未真正
地認識過、交談過，就這樣過去了很
多年。我想說的是在過去的日子裏，
對一些人似乎很知道他，卻又彼此沒
有任何溝通，這包括一直頗欣賞的歐
陽震華（Bobby）。因為最近和他是
忽然之間拉近距離。
對這位大哥雖然認識不深，真正面
對面溝通的機會只有三幾次，記得第
一次也是十多年前，那次和薛家燕
（家燕姐）吃飯，臨走時見到附近坐
着歐陽震華，他見到家燕姐立即起來
打招呼，家燕姐特地介紹我給他認
識，當時的他可能見到家燕姐太開心
啦，未及跟我打招呼，就跟她一個勁
地說着，就那麼一次卻令我印象深
刻。不過時間過得飛快，直至去年馮
素波（波姐）做大生日來了不少圈中
朋友，其中有歐陽震華、陶大宇和商
天娥（娥姐），因為與娥姐比較稔
熟，走過去跟她打招呼，和她影張合
照，身邊的大宇、Bobby也難得一起
合拍了一張4人照，實屬難得。
到了最近的一次和Bobby近距離接
觸，算是一次意外的收穫，無端我參
加了英皇新春團拜，因為被以為「退
休」了，總之便是頗尷尬的情況下到
了現場，不過很難得見到笑容親切的
Bobby坐在我旁邊聊天，我說特別留
意到他在《聲生不息．大灣區季》的

演出，很開心見到他在不同的活動中
亮相，而又表現得那麼好，他說自己
當時都很緊張，因為從來未正式在這
類大型活動中公開唱歌，而那個節目
唱歌的都是天花板，很擔心失禮啊，
幸好他順利過關，我在電視機前也替
他鼓掌。
我們那天一直閒聊，我告訴他過去
的日子，見到他的太太多過見他，他
的太太喜歡和朋友聚會，那些年她去
的地方我也常去，她也認識我的一些
朋友，不過我沒有特意和她認識。
這次我們是在英皇的活動中見面，
簽了3年英皇的他最近第一次拍賀歲
片，是和曾志偉首次合作，他還首次
演一個老千，聽說他們這部《半斤百
両》在馬來西亞先上映甚賣座，我們
身邊幾個連忙祝賀他，並希望不久在
香港也看到他不一樣的演出。

不一樣的Bobby

上周我率領香港弦樂
團在澳洲的巡演圓滿

完成。本次巡演由澳豐文化主辦，香
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作為政府合作
夥伴，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董氏慈善
基金會及中國銀行（香港）支持，協作
夥伴包括悉尼中國文化中心、阿德萊德
慶典中心、澳中文化藝術促進會及國泰
航空等機構。我們在阿德萊德、悉尼、
堪培拉和墨爾本舉行了5場音樂會，與
當地觀眾同慶新春。巡演共吸引超過
4,000名澳洲觀眾觀賞我們的演出，展
現香港在音樂文化方面中西融合的獨
特魅力。
我感到特別自豪的是，此次巡演創造

了不少里程碑。我們是第一個香港的弦
樂團到澳洲巡演，也是第一個中國的西
洋弦樂團訪澳演出。2月3日，我們在
新南威爾斯州（新州）議會劇場舉辦了
一場午間特別音樂會。這場演出是新州
議會、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和香港駐悉
尼經貿辦首次合作舉辦，標誌着香港特
區與澳洲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音樂
會約有160位嘉賓出席，包括新州上議
院議長富蘭克林、中國駐悉尼總領事王
愚等。我為我們能創造歷史，展現香港
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獨特地
位，感到榮幸和高興。
另外一個里程碑就是2月3日我們在

悉尼歌劇院的演出，現場2,000多個位
置的演出票全部售罄，這是該音樂廳古
典弦樂演出中少有的盛況。觀眾對於演
出也反響熱烈，掌聲雷動，在加演環
節，樂團演奏中國民歌《放馬山歌》，

全場觀眾和我們互動，台上台下「喲
哈」的回聲嘹亮，把現場氣氛推向高
潮。我還率領亞洲青年樂團的香港青少
年與澳洲當地的孩子一同演奏《我愛你
中國》，這也引起現場的強烈共鳴。我
們通過音樂架起橋樑傳遞友誼，通過年
輕一代維護好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的地位，在世界上更好地講好中國故
事。最後全場合照時，觀眾更以手機作
手燈形成燈海閃耀整個現場。中國駐悉
尼總領事王愚在接受採訪時，稱讚「本
次演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藝術
有機結合，為澳洲的聽眾呈現一個視聽
盛宴。通過音樂演出形式的文化交流能
夠增進兩地人民之間的友好和互動，為
深化合作作出了很好的貢獻」。
這次巡演收穫頗豐，我覺得我們作為
一個年輕的藝團可以代表香港特區，代
表中國，更好地讓觀眾了解我們優秀的
中華文化，喜愛我們的特色，是最令我
感到欣慰的。我們的曲目代表了香港獨
有的海納百川之美，既有中華優秀文化
民謠，也有西方經典特色的作品，所以
觀眾們覺得我們和其他的音樂會不同，
展現了香港獨有的中西融合的特色，很
多觀眾都希望我們明年能夠再去當地演
出。我很高興這次巡演這麼成功，也希
望以後能夠更多地作為香港的音樂使者
到世界各地，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
文化。
澳洲的國花別稱為金合歡，藝術交流
的魅力往往就像是黃金的歡樂時刻能夠
常留人心，衷心希望我們這次的巡演也
能為兩地交流歷史留下難忘的一筆。

澳洲巡演隨想
許久許久沒見
過水禾田了，不

知他近況何如？有人說他在香
港，也有人說他寄居廣州，訪尋
古蹟，拍下的照片，編輯成集，
供人緬懷，消息未知真假，可懷
念之情，卻是真摯的。於是便從
古舊的記憶裏面勾出一鱗半爪的
印記，追念一下這位好朋友。
50多年前就認識水禾田，共事

於一本雜誌，這本雜誌就叫做
《大任》周刊，年齡相仿，志趣相
投，就成了好朋友。水禾田的筆
名，乍看十分怪異，可經他一解
釋，那就恍然了。筆名是從他的潘
姓拆開，知道原委，就不足為怪
矣。水禾田原名潘烱榮，小時候就
對攝影產生了興趣，拿着照相機四
處拍，花、草、蟲、魚都成了他的
對象。攝而優則畫，對漫畫有興
趣，就投漫畫去報館。那年代，窮
酸文人都有習氣，覺得用真名發表
作品不夠格，就特意弄個筆名來替
代，「水禾田」的名字就是基於這
種傳統思想底下而來的。開始時，
水禾田的漫畫，天女散花，投向各
大報紙漫畫版去。
可在漫畫的領域裏，水禾田無法
跟當年的財叔、老夫子相提並論，
硬闖下去，必然遍體鱗傷。退而求
其次，改轅易轍，專攻擅長的攝
影，不負有心人，終於殺出一條血
路，有了小名，成為攝影家。回說
那本《大任》周刊吧！社址在中環

萬宜大廈，連我在內，只有6個工
作人員，其中兩個是營業部職員，
實際上編輯只有水禾田、孫寶毅、
小朱與我4個人，孫老先生是老
總，負責策劃，我專注稿件，畫版
的工作就分落到小朱與水禾田身
上。至於聯絡名人訪問，就統由老
闆凌志揚博士協調。
個子矮矮的禾田十分活躍，步
伐永不停頓，不喜歡刻板的工
作，每份工作都幹不長。《大
任》優薪也留不住他，不到3個月
就自己辭職，轉到港台去，時常
告假去旅行。真是名副其實的旅
行，通常背着一個行囊，帶着有
限鈔票就出發。出外靠朋友唄，
記住這句話，跑遍大江南北、歐
洲、北美。
有個時期，水禾田發起走絲綢

之路，成功了，拍攝了很多絲綢
之路照片，雄寺古剎，草原連綿，
風吹草低見牛羊。不久又去拍中國
母親河——黃河，水湧滔滔，氣勢
磅礡，黃河兒女感驕傲。看到水禾
田節衣縮食，芒鞋竹杖，窮遊四
海，與人同樂，這份毅力豈我所能
及哉！水禾田一向節衣縮食，朋友
不易得到他一杯咖啡的恩惠，可一
想到他的理想，朋友們的氣平
了，心甘情願地體諒他。提筆至
此，想起手邊似乎有他的電話號
碼，搜出打去，對方回曰「你所打
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唉，親愛
的朋友，你身在何方？

禾田永不停頓

電影是造夢的藝術，現
在的人似乎都貪戀現實，

不大願意做夢，連累了影院的生意，也跟着
艱難了起來。
上周末傍晚黃金時段，我去銅鑼灣的影院
看《封神榜第二部：戰火西岐》。電影開始
前5分鐘入場後，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氣，並
不是戲院的冷氣開得過大，而是能容納80
人的放映廳裏，連我算在內，居然只有4位
觀眾。待正片開始播放，又姍姍來遲了一
位。兩個多小時的精彩光影夢幻結束，屏幕
暗下去，燈光亮起來，5位不約而同坐在最
後兩排的觀眾起身，相互看了看，心照不
宣，默默低頭走出影院。一句感慨都無。
我算得上是一個愛看電影的人，有新片上
映，基本上都會去影院看。《封神第一部：
朝歌風雲》2023年9月在香港上映，比內地
遲了約兩個月，當時是和朋友周末在圓方戲
院看的，雖然影片的製作水準已在內地贏得
不俗口碑和票房，但圓方那一場的上座率，
也算寥寥。
春節期間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哪吒之魔

童鬧海》（亦稱《哪吒2》），票房勢如破
竹，繼登頂國產電影票房之後，又迅速躋身
全球影史票房榜前30位，且勢頭仍然保持
強勁。有業內人士放膽預測，《哪吒2》最
終可能會以超過110億元（人民幣）的票
房，殺入全球前12位。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去年內地電影總票房
減少了大約100億元，全年觀影人次減少了
3.6億，下滑比例近三成。香港也出現了類
似的情況。僅去年，香港就有9間戲院宣告
結業或停業，其中不乏有地處旺角、銅鑼
灣這樣人流量巨大熱門商圈的。可去年明明
有多部港產片叫好又叫座，比如《九龍城寨
之圍城》、比如《破．地獄》，網絡上的討
論熱度和實際的票房收益，都先後刷新港產
片紀錄。
可見，口碑佳作的湧現，雖能短暫提振市
場和觀影信心，但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結
構性問題：愈來愈多的人被小屏幕上的短視
頻、劇集、遊戲等視頻產品，牢牢地留在了
舒適安逸的私人空間裏；愈來愈貴的電影票
讓善於精打細算的普通人，開始在一張約等

於一個月平台月費的電影票價上頻頻權衡。
看電影是一件極具社交屬性的活動。有調

查顯示，大約70%的觀眾選擇走入電影院是
基於社交需要。在這個數字驅使之下，我去
查了一下國家民政部的官網，果然，2024
年中國結婚登記數為610.6萬對，與2023年
相比，結婚登記數減少了157.4萬對，下降
了約20.5%。我又去翻了一下香港政府統計
處的數據。去年8月公布的情況顯示，在25
歲至 64 歲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中，從未結婚人數持續上升，增至121.1萬
人，其中女性為 595,200 人，男性則有
615,500人。香港男女初婚年齡中位數也隨
之進一步延後，男性由32.2歲增至32.5歲，
女則從30.7歲增至30.9歲，創下3年最高。
換句話說，香港大部分男女都是30歲以後
才「拉埋天窗」。
如果不戀愛不結婚，或者選擇戀愛結婚的

人群大幅減少，對於社交的需求勢必隨之壓
縮，作為社交活動的重要服務供應者，走去
電影院看電影的人顯著減少，似乎也就是意
料之中的事了。

誰在影院看電影？

節慶是味蕾最大的狂歡。童年時，
對年節充滿的期待與盼望，想來很大
成分源於節慶裏的美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物質匱乏，唯有
節慶才有的傳統美食和豐盛佳餚，是
難得的美味享受，更是心靈上的滿
足。那深耕記憶裏的家鄉美味，早已
化為經年不散的鄉愁，在時光裏愈發
醇厚。元宵節作為新年的第一個盛大
節日，既延續着春節的餘溫，又醞釀
着新歲的希冀。當火樹銀花漸次熄
滅，年節的喜慶逐漸褪去，舌尖上的
回味卻經久鮮活。
家鄉的元宵節以素宴為主。正月初
一、十五茹素的傳統，既是對天地的
敬畏，亦是對腸胃的慈悲。素食以素
樸的食材經巧手點化，在青瓷碗盞間
綻放出別樣美味。素食亦是美食，有
湯圓、油炸果，還有家鄉最具特色的
長命菜。吃元宵，即吃湯圓，是全國
各地普遍的。手工湯圓是永不褪色的
記憶，糯米漿經石磨細細碾磨，在棉
布袋中沉澱出傳統手藝的潔白與溫
潤。祖母常說：「湯圓要捏得圓滿，
日子才能過得周全。」芝麻紅糖餡、
花生白糖餡裹着世代相傳的期許，在
薑湯裏浮沉、氤氳的霧氣中，我看見
母親鬢角沾着糯米粉，將團圓的心意
揉進晶瑩剔透、熱氣騰騰、冒着香氣
的湯圓裏。有詩云︰「星燦烏雲裏，
珠浮濁水中。」元宵節煮浮圓子寓意
月圓人團圓，幸福美滿，甜甜蜜蜜之
意，吃了甜湯圓，新的一年比蜜甜的
美好願望。
真正令我魂牽夢縈的，是那兩盤碧

玉般的長命菜。長命菜是小眾的，鮮
為人知。這道承載着農耕文化、語言
諧音、祈福傳統和宗族觀念密碼的佳
餚，是民間自發形成的一種祈福方
式，雖沒有明確的由來記載，但這一
習俗深深植根於家鄉百姓中，代代相
傳，是家鄉元宵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
成。小時候，元宵節晚上不吃長命菜
等於沒過節。長命菜即整棵含根鬚的
菠菜和葱，根鬚纖毫畢現，宛若家族
綿延的圖騰。
其實，長命菜做法不難，菠菜、葱

整棵洗淨後焯水，既要保住根系的完
整，又要留住莖葉的翠色，焯熟後起
鍋，把水分瀝乾，把鬚和莖折成拳頭
長短，用尾處在中間捆紮緊，擺盤，
再用柴火灶的鐵鍋裏熬出琥珀色的濃
稠秘製澆汁，香菇吸飽山嵐，葱油裹
挾着煙火。上桌時長輩說︰「吃了
葱，你們就更聰明了，吃了帶鬚的
菜，就可以活到頭髮黑，鬍子白。」
於是「聰慧」與「長壽」在碗碟間碰
撞，香葱拌着期許，將生命的隱喻嚼
出了清冽冽的甜。菠菜象徵生命力旺
盛，綠色代表生機勃勃；葱則因發音
與「聰」相近，寓意聰明智慧。吃長
命菜的習俗寄託對健康長壽、家族興
旺的美好願望與家庭團聚、祈福活動
相結合，也是對家庭幸福和健康的重
視。長命菜的根鬚象徵着家族的根基
穩固，長命菜也寓意着家族代代相
傳、生生不息。
其實，這道菜的意義勝過滋味本

身。孩童時總嫌菠菜微澀，香葱不夠
可口，殊不知那些被我們囫圇嚥下的

根鬚，早已在血脈裏扎下文化的根
莖。離鄉20餘載，超市冷櫃裏的速凍
湯圓再精巧，終不敵記憶裏那碗帶着
石磨紋路、手工製作及親情鄉情的溫
熱。他鄉的元宵宴縱然琳瑯滿目，卻
再難尋見離世親人及整株葱與菠菜溫
暖的身影。
味蕾上的回味，是心心念念的存

在，縱是離鄉千里萬里，從小種下的
文化基因，將會根植於心底深處，伴
隨一生一世。
去年立春，我在陽台種下幾株菠

菜。當嫩葉初展時，仿照母親的手法
折莖捆紮。沸水翻騰間，忽然懂得為
何這道菜必須整株烹製，那些不願修
剪的根系，恰似遊子剪不斷的鄉愁；
完整保留的形態，是對生命本真的虔
誠禮讚。我彷彿看見故鄉的元宵燈
火，在菠菜葉脈間明明滅滅。
如今，再難覓石磨吟唱、柴鍋炊

煙。但有些味道注定要在記憶的甕中
封存，等待某個圓月之夜悄然啟封。
當城市霓虹模糊了星月，我總會取出
那套珍藏的青花碗碟，將文化基因裏
的密碼，悄悄說給新發的春韮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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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和Bobby新春團拜。作者供圖

●整棵葱含根，還有整棵菠菜含根
鬚，我們就叫長命菜。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