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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版春節」濃濃文化味
忙碌的生活讓
人特別容易忽略

日子的飛逝，一班做媒體的人都
不約而同覺得龍年和蛇年的交接
特別匆忙，轉眼間已到元宵節
了，家中的年花仍在盛放，團拜
春茗仍在進行，年味餘韻仍在。
然而今年的中國春節，令人印象
深刻的傳統文化符號融入了許多
活動中，感覺這個新春文化味特
濃，氣氛特別和諧。
中國傳統節日「春節」去年12
月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
質文化遺產，在「春節入非遺」的
熱點加溫下，蛇年作為首個「非遺
版春節」，在全球各地華人眼中特
別受重視，無論是電子傳媒、傳統
報紙媒體都特別將老祖宗留下的文
化遺產拿出來重新推介給新生代認
識，古老技藝躍動指尖，年輕人
覺得新奇，長輩解釋就更來勁，話
題多了氣氛和諧了。大家都搞非遺
活動，傳統文化煥發新活力。
蛇年海內外的各種慶祝活動都
融入了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元素，
從各地春晚節目內容到藝術博物
館展品，文創工藝產品「非遺春
節」味特濃。華人社會着重好意
頭，無論過去一年過得多艱辛，
新年伊始都要將家中搞得好好睇
睇，穿戴得紅紅火火，討個好兆
頭，祈求來年順景，豐衣足食。
連帶一些在中國生活的洋人受感
染，學風俗穿華服，派利是，學

習製作紙燈籠，書寫「福」字
等等。歐美國家多個華人聚居的
城市在農曆新年舉辦的花車巡
遊、花展、年宵、新春文化節、
花燈會、舞龍舞獅表演大受歡
迎，連帶一些洋人為了湊熱鬧，
也會請假慶祝春節，而且規模愈
來愈龐大，愈來愈多外國人喜愛
中國節慶的那些風俗儀式感，紛
紛投入辦年貨、買年花、貼揮春
來布置家居當中；非洲留學生會
跳秧歌舞扭得火熱。刺繡是中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刺繡作
品、工藝產品作為春節禮物，文
化旅遊創意產品特別受外國人喜
愛。這反映了若要令文化軟實力
走出去，就從生活入手，官方重
視程度增加，官民都一齊起動共
奔同一主題，成效自然會很大。
做深入推進非遺保護與傳承工
作，真的要全民動起來，將中華
民族數千年累積的寶貴的文化遺
產的價值充分發揮出來。

夢裏花兒落多少
午夜，又忽地夢
見自己初中的好朋

友冰，她還是一頭幹練的短髮，笑
容溫暖，說起話來，眼睛經常瞇成
一彎鐮刀月。
自大學畢業後，冰去了北京，我來
了香港，大家各自忙碌，就再沒有聯
繫，漸漸地竟失了彼此的音訊。近幾
年，我嘗試用以前的QQ聯繫她，打
了她曾留給我的手機號碼，發信息
給她，都沒有任何的回音。我還找
到曾經的同班、同校同學幫忙一起
找，都沒人能找得到她。
不禁悵惘，一個曾經那麼親密的
年少好友，就這樣在生活裏消失，
尋找她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可能此
生再無機會見到。當然，或許我沒
有出動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找，因為
生活忙碌，也沒有更多的精力去專
注此事了。只能一切隨緣。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
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大詩人
杜甫曾感慨，摯友之間的人生軌跡
動輒如參、商二星，此出彼沒，卻
不得相見。
一生中有多少人走進過我們命運
的軌跡，卻又悄然地消失？
我的小學同桌倩是我小學時代最
親密的朋友，但中學之後就疏於聯
繫，之後大家結婚生子，也不在同
一城市，偶有在微信上寒暄一兩
句。細細回想起來，我們最後一次

見面竟是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了。雖
然我仍有倩的微信， 只要一個信
息，我就可以和她聯繫上，但長時
間沒有聊過天，已漸漸沒有再去找
她的衝動。
「我們永遠都做最好的朋友，好
不好？」我還記得我和倩一起說過的
「誓言」。現在想起來，卻是那麼
的天真、幼稚。但同時也感恩，當
時的自己，能擁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
朋友，陪伴着自己度過幾年的童年
時光，分享了許多歡笑和淚水。
後來的高中時期我又有了閨蜜小
琪，幸運的是，我和小琪雖相隔天
南地北，但幾乎日日聯繫，生活中
任何事情都會向彼此訴說。相識相
知了十幾年，假期難得見上一面
時，兩人抱着枕頭聊天到深夜，再
一起聽老歌，說到好笑的事情，笑
到眼淚都流出來。
「這世界有那麼多人，多幸運我

有個我們。 這悠長命運中的晨昏，
常讓我望遠方出神。」
人生的每一段，都會有個「我
們」或者一些的「我們」，而隨着
命運齒輪的轉動，「我們」又在不
斷地變換角色，可能是戀人，抑或
是朋友，甚至是親人。「記得當時
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有一
回並肩坐在桃樹下，風兒在林梢，
鳥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睏覺了，夢
裏花兒落多少。」

上星期本欄在蛇
年應景題材一文

中，引用了鄭板橋所說的「脆蛇」
和「比蛇」，今次無意翻閱多年前
讀過《新潮文庫》的叔本華論文集
（先打岔說兩句，上世紀八十年代
《新潮文庫》專門出版各國高級文
藝學術名家中譯本，川端康成/羅
曼羅蘭/馬克吐溫/毛姆等熱門作家
外，卡繆/卡夫卡/尼采/齊克果等
冷門作家亦在其中，可見那時代青
年讀者品味與今日已大不同），所
以挑起興趣談蟻，是因為叔本華論
文集中提及一種勇蟻，具有任何動
物所無的異行，我們平日從未見
過，也就湊興在這裏拿出來談談。
叔本華說勇蟻出自澳洲，當然是
指二百年前的澳洲，此蟻今日是否
存在或是已經滅種則不可知，查過
網上資料，澳洲目前仍存在着一種
全世界最大的公牛蟻，此蟻身形堪
稱蟻中之王，體長3.7公分，但無提
及是不是叔本華所說的勇蟻，叔本
華說的勇蟻，也不是「比蛇」之
勇，「比蛇」只勇於對外敵永不服
輸，至死仍以正面示敵而已。
勇蟻呢，有的不是什麼傲骨，反
之，只勇在不知是天生有知還是無

知那副骨肉相殘的德性，而且殘的
還是自己身體的骨和肉，據說萬一
有人把這蟻一分為二，這蟻也不會
即時死去，而且如常分體活得更加
勇猛，翻過身不是找分割牠的敵
人，而是頭和尾互不相認之餘，甚
至視對方為冤家，追尋到牠另一半
時，馬上便瘋狂展開激鬥，蟻頭勇
猛到以利齒狠嚙蟻尾，蟻尾不甘示
弱，即時亦展露牠天生隱藏的武器
（也就是鋒利的刺針）對付頭部強
敵，直至鬥到難分難解，苦戰30分
鐘之久才氣絕死去，天下間哪會再
有這樣神奇的動物。
原來與勇蟻相同意識形態的動物
還是有，不妨試試寫入寓言：假設
這蟻幾度輪迴之後，已成為另一種
兩足動物投胎轉生到某一大國，這
動物還保留牠自相殘殺不變的蟻性，
上身叫「民主」，下身叫「共和」。

視己為敵的怪蟻

春節親戚團拜，話題談及失聯多時的表
親，他們一家來港日子尚短，年前還有見面，

但近年已失聯，對方不接聽電話，又不回短訊，較接近他們的
老表透露，仍然住在劏房的一家，生活捉襟見肘，住的地方擠
迫，沒有閒錢社交，更沒有心情聯絡親戚，聽說最近又面臨業
主逼遷。
這倒讓我留意到最近針對劏房問題的「簡樸房」新聞，政府

提出全新規管政策，用「簡樸房」取締劣質劏房。「簡樸房」
規定，每房最少8平方米（86平方呎）的居住空間；每房必須有
對外窗戶（非面向圍封天井）；有獨立通風廁所；樓底淨高度最
少2.3米；每戶須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及獨立水電錶……劏房
環境有改善，提升生活質素，這是積極方面的解讀。惟法例通
過及實施後，不符合規格的劏房若要繼續生存則要改建了，否
則業主違規需負上刑責，可能被罰款和監禁。
業主為自己籌謀，單位改建需時，先把舊戶遷出是必然手

段，相信我們的劏房戶親戚面臨逼遷，也是上述原因。業主改
建單位的費用必然轉嫁新租戶，還有成本增高，業主或會退出
市場。劏房有了好規管，但因此數量減少，卻推高了租金，正
是劏房戶面臨的兩難局面。好的政策又衍生新的問題，劏房戶
要求政府安置，要求政府介入劏房租金管制……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幾代人，都經歷過天台木屋、寮屋、床
位、籠屋的歲月，而劏房則是普通人家最好的了，數戶共用廚
房、廁所，大家互讓相處，窮人孩子在艱難的環境中逆境自
強，這就是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
港經濟困難，港英政府對基層、新移民缺少照顧政策，靠的是
我們自己。身邊的親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從內地來港投靠青山
道的姨母，500呎單位住了10多人，兩母子被安置在一個下格
床位，母子睡覺、吃飯、做功課就在那張3呎床上，不堪的日
子，反而磨練了堅毅不拔的鬥志。今天能有舒適生活的香港
人，大部分都是從那些年走過來的。
經濟發展，社會富裕，追求美好的居住環境，是市民的

權利，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房屋建設需要長遠規劃，特別
是如今嚴重財赤下，有些政策和做法，就要講求實際，按部
就班。

何時告別劏房
近幾個月來，相信
大家已從不同渠道得

知，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
將由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因為無論
是宣傳海報、戶外大型橫額，還是全
運會吉祥物「喜洋洋」和「樂融融」
的出現，都在積極宣傳這一盛事。
四年一度的全運會是中國最高水平
的綜合運動會，開幕禮將於11月9日
舉行，距今尚有9個月的時間。此次全
運會由廣東、香港和澳門聯合承辦，
香港的運動員們正摩拳擦掌，積極準
備，希望能入選代表香港參賽，為香
港爭光。市民和體育迷們也期待能觀
賞到精彩的比賽，並支持香港隊。但
其實除了職業運動員外，大家也有機
會以「運動員」身份參與全運會的。
在全運會的宣傳中，除了介紹正式
比賽的34個項目，還特別提到群眾
項目，這些項目雖然不常被詳細理
解，但實際上是為各省市及地區的普
羅大眾提供參賽機會。群眾項目的先
決條件是非專業運動員，參賽者從未
參加過大型比賽，即
使曾經參加過比賽，
也不能用專項再次參
加。例如︰前乒乓球
運動員就不能參加乒
乓球的群眾項目。這
些群眾項目非常適合
體育愛好者，如果你
覺得自己在某項目上
技術不錯，不妨嘗試
參與。如果在香港選

拔賽中勝出，還有機會代表香港隊出
戰，並有機會奪得獎牌。每個項目前
8名將獲頒發證書，前3名更可獲得
金、銀、銅牌，與正式比賽的運動員
同樣享有參賽證書和紀念品。
群眾比賽項目共23個，其中19個

為比賽類，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網
球、七人五人足球、三人五人籃球、
氣排球、毽球、輪滑、龍舟、模型、
圍棋、象棋、國際象棋、橋牌、中國
式摔跤、定向、空手道、門球和保齡
球（在香港舉行決賽）。另外4項為
表演項目，分別是健身氣功、太極
拳、舞龍舞獅和廣播體操。
群眾項目大多在全運會開幕禮前舉
行，乒乓球將於8月在廣州舉行，足
球則於5月至8月中在佛山市進行，
而保齡球則於8月在香港啟德體育園
的保齡球館舉行。體育愛好者們快報
名參加，展現自己的實力，真正成為
代表香港的運動員，為全運會加油。
讓我們一起呼喊心願口號：「我要上
全運！」

全運會的群眾項目

我時常在自己的文字裏寫
到我是個舊式的「老人」。

舊式老人的標誌之一，大抵就是不能接受
過多的現代科技，亦無法與常人一般感受和
享受現代科技給人帶來的愉悅感，因此至今
我依舊喜歡讀紙質書，看大銀幕電影。曾有
朋友批評我「冷漠」和「不求上進」，我的
「冷漠」是我對現代科技的新事物漠不關心
甚至遠離，「不求上進」則是不大跟隨時代
的進步而進步。
今年春節假期，我在家重溫了兩部人類情
感與現代科技相關的舊電影。
一部是美國科幻愛情電影《她》，這部在
2013年拍攝的電影講述的是發生在2025年的
故事。男主角西奧多是個寂寂無名的小作家，
他孤獨而內向，事業的不順利導致他和妻子產
生矛盾而分居，他因而加入科技公司的AI實
驗，通過測試，科技公司給西奧多匹配了完全
符合他對完美女性要求的「薩曼薩」。薩曼薩
風趣幽默，善解人意，擁有普通人類沒有的智
慧，西奧多很快地和她無話不談，薩曼薩用強
大的學習能力和神速的進化激發了西奧多內心
深處的情感，他愛上了那個看不見摸不着，只

是用聲音和自己對話的AI，以至於他得知薩曼
薩同時是幾百個人的「薩曼薩」的時候，甚至
感覺憤怒和被欺騙……
如今已是現實世界的2025年，而早在2022
年，谷歌的一位工程師就公開聲稱他對自己正
在研究的聊天機器人產生了知覺。所有的科
幻故事最終似乎都能成為現實。後來有人
說，過去的AI滿足了人類的物質慾望，把社
交媒體變成一個爭奪人類注意力的戰場，而
如今的AI，包括當下正被全球熱議的Deep-
Seek，都和「薩曼薩」一樣，正在和人類建立
親密關係，可以替人類去做除吃喝外的幾乎一
切事情，當然，它也能替那些享受它「貼心」
幫助下的人類安排如何吃喝，甚至如何思考。
另一部拍攝於2017年的日本家庭喜劇片《生

存家族》裏沒有AI。城市停了電，手機用不
了，電腦用不了，班上不了，交通完全癱
瘓……電足足停了2年，人類只能離開城市，
四散去往鄉村，用幾近失去的原始生存能力努
力生存下去。主角一家因此才在漆黑的夜晚看
到了星空，回到了人類真正賴以生存的自然之
中，在沒有手機的影響，只能抬起頭看對方的
時候，尋回了家人間原本應有的愛。

在與機器人有關的電影《終結者》和《黑
客帝國》裏，機器人都在消滅人類和控制人
類，令人看了心生恐懼。而《她》的故事結
尾，「她」並不屑於消滅和控制人類，人類
於「她」而言，不過是「她」汲取智能養分
的一個圖書館，「她」汲飽了養分，便選擇
消失，離開人類，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我與朋友聊天時最常說的兩個問題是「你想
要什麼」和「你在幹什麼」。與無所不能的AI
相比，這大概是兩個近乎弱智的問題。因為，
人類想要吃好一點，就發明高科技的食物，把
自己吃病了，然後發明高科技的藥物和醫療
器械去挽救自己；人類想跑快一點，就發明
飛機，比飛機還快的高鐵，然後嫌交通工具
快，嫌生活節奏快，又喊着要回歸「慢生
活」；人類什麼都想要多一點，就大量生育，
大量破壞性地攫取和爭奪自己棲身地的一切
資源，然後人口多了，資源被破壞了，也不夠
用了，便升級破壞和爭奪的能力……如此惡性
循環，每一個時代的本質都大同小異。AI不知
道算不算惡性循環中的一環。
作為一個舊式的「老人」，我願意一直地

「冷漠」和「不求上進」。

做一個「不求上進」的人

昨日正月十五元宵節，到處張燈結
綵，行到高潮處，點燃花燈和燭火，這
個時候的月亮，才緩緩出現在天際，像
一盞巨大的玉盤，圓潤高格，向人間灑
來一片清輝。我站在巷口，望着那些門
前挑着的大紅燈籠，思緒穿越到另一個
時代。那時候，燈籠還不叫燈籠，叫
「提燈」「玻璃罩燈」，裏面點的是紅
蠟燭，燭光搖曳時，能看見裏面紅紅的
火苗在跳舞。
那些玻璃燈籠，通體透亮，燈罩上描

着金線，繪着花鳥，燈穗子垂下來，隨
風輕輕擺動。有的人家用的是紗燈籠，
明明市面上都沒有，也不知他們在哪裏
買的。它們太美了，在冰天雪地裏，我
常常看得入神，直到手腳冰涼，才依依
不捨地回家。
家裏自然是買不到這樣的燈籠的。母
親說，那些人家的燈籠，都是老輩子留
下來的，舊年時，燈籠是富裕人家的裝
飾。咱們家老輩子不是大戶人家，自然沒
有這樣的東西。可我太渴望有一盞這樣的
燈籠了，既然買不到，那就自己做。於
是，我號召我們大院裏的小夥伴，全副
武裝在我家裏做燈籠。那時候，雖然市
面上沒有賣大紅燈籠的，可每到春節，
報紙上面都有許多燈籠圖案，完全可以
把它當成製作燈籠的模板。
首先，我用自己的壓歲錢買了紅紙，
把它們按需求用刀裁開，然後就地取
材，用高粱稈做燈籠骨架。高粱稈是現
成的。我們蹲在院角的柴堆旁，一根一
根地挑選。要選那些粗細均勻的，結疤
少的，這樣做出來的燈籠才周正。選好

了，就由兩三個小夥伴，分別用手將高
粱稈支在地上，我自己親自動手，用細
麻繩將4個角分別綁紮起來，這樣就有
了燈籠的模樣。這活兒看着簡單，做起
來卻難。高粱稈輕飄飄、滑溜溜的，稍
不留神就會散架。我們常常一綁就是半
天，手指被麻繩勒得生疼。
骨架紮好了，就該糊紙了。我從舊書堆
裏翻出幾張還算完整的報紙，小心翼翼
地裁成合適的紙片，試着在燈架上糊了幾
遍，直到手法熟練。糨糊是用麵粉現調
的，用母親做飯剩下的灶間餘火做了小
半鍋糨糊。母親見我這樣執拗，也就由
着我去折騰。接下來，就是我們正式的製
作過程。糊紙的糊紙，紮骨架的紮骨架。
我們深知，紅紙貼在骨架上，要一點一點
地抹平，不能有一點兒褶皺。這活兒最考
驗耐心，稍有不慎，紅紙就會貼破。
等到燈籠糊好了，新的問題又來了。

蠟燭該放在哪裏呢？現成的材料有紙
殼，可用紙殼做燈籠的底托，將蠟燭直
接放在底部，紙殼根本耐不住火烤，蠟
燭在燃燒的過程中，殼子會被烤焦，如
若蠟燭熔化，說不定還會被一同燃燒。
我想了又想，最後找來一塊鐵皮罐頭
盒，剪開做成燭台，再用細鐵絲固定在
燈籠底部，這樣既安全，又穩固。
整個正月裏，我和幾個小夥伴都在忙

活這件事。這事傳到巷子裏的孩子們那
裏，有的用竹篾編燈籠，有的用紙盒改
造，我們互相比較，互相學習，燈籠愈
做愈精緻。然而，大人們始終不讓我們
點蠟燭。他們說，紙燈籠太危險，一不
小心就會着火。我們雖然不甘心，但也

知道其中的厲害。於是，那些精心製作
的燈籠，終究沒能點亮。
但我並不覺得遺憾。每當白天，太陽

升起的時候，我們就將燈籠掛在屋簷
下，雖然看不見火紅的燭火，但在太陽的
照射下，燈籠也是紅彤彤的，溫暖的陽光
推動着它們，光影搖曳。我蹲在燈籠下，
看着那些燈籠的影子，看着滿地陽光的
碎片，心裏便湧出說不出的滿足。如今，
每到過年，趁着暖陽走向街頭，到處可
見售賣燈籠的小攤，無論走到哪裏，都
能看到那大紅的燈籠高高掛起，或懸於
繁茂的樹枝，或垂於寫滿「福」字的簷
下，為元宵這個傳統的節日增添無盡的
喜慶與歡樂。而且，燈籠的種類愈來愈
多，樣式也愈來愈精美，有圓的、有方
的、有各種各樣的名字：綵燈籠、紅燈
籠、魚燈籠、花燈籠……每一盞燈籠，
都傾注了匠人的心血與智慧，承載着人
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盼。
到了晚上，月亮依舊圓潤，大紅燈籠

依舊在富裕人家的門前盈盈搖曳，那紅
彤彤的一片，映得整個街道都暖融融
的。而我，早已不再羨慕那些華麗的燈
籠，因為，每當看到街上的燈籠，我就
會想起那些和小夥伴們一起製作燈籠的
日子。在我的記憶深處，永遠高懸着幾
盞製作粗拙的紙燈籠，它們從未被點亮
過，卻點亮過我們的童年，點亮了我們
對未來的憧憬。你看現在，豐富多彩的
燈籠已走進了千家萬戶，喜氣盈門，哪
一間屋子裏不是洋溢着歲月沉澱的幸
福，哪一處屋簷下不是棲息着祥瑞環繞
的富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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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蟻可曾是彼蟻？ 作者供圖

●全運會吉祥物︰喜洋洋（白色）和樂融融（粉紅
色）。 作者供圖

●十三馬街書會是首批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外國
人也來體驗中國傳統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