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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情人的情人節
這個星期分享的內容，就像是標題所說：「沒
有情人的情人節。」

還記得上一次慶祝2月14日情人節，好像已經是很久的日子。
可能自己在感情世界裏面，如果要有一段穩定的關係，才會想去
跟喜歡的人過情人節。回顧過去，可能拍拖的對象很多時候還未
到情人節便分手了。不過，我只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每當去
到這個甜甜蜜蜜的節日時候，在街上看見情侶們手上拿着玫瑰
花，手中拿着禮物，雖然看上會覺得有點酸酸的感覺，但其實我
從來沒有太大的感受，可能已經習慣情人節的時候沒有情人。
當然相信很多讀者也有自己的另一半，甚至非常甜蜜。其實我

是把自己的錯誤例子說出來。最希望的，就是可以看到身邊的朋
友也好，或是在街上看到的人群也好，大家都開開心心去慶祝情
人節。有時會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段感情也不長久呢？」因
為我經常跟讀者們說「珍惜」這兩個字，如果懂得這兩個字的
話，其實應該知道怎樣去維繫一段關係。但有陣時也會覺得，當
另一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一段感情一路行落去的時候，
總會有點淡淡的味道，可能便沒有新鮮感。所以當感情上出現一
些沙石的時候，好像會把這些小如細沙的放大到一塊大石頭，就
是說很容易便會放棄，而且有着千萬個藉口去支持自己這個想
法，但往往一段感情結束之後，總會有點後悔。所以我覺得，如
果兩個人的關係出現了問題的話，不要說是誰的錯，反而應該找
一個方法去令彼此相處得更加好。
還記得之前有一段感情經常會有拗撬，大家總會各執一詞，永遠

覺得自己是對的。但我會想，怎樣可以不要讓這種事情經常在生活
上發生呢？我想了一個方法。某一天，我到家品店買了一個玻璃樽
及一疊便利貼回家，然後跟另一半說：「不如日後當我們有拗撬的
時候，或觸動了對方神經的話，不要各持己見，吵吵鬧鬧，不如把
對方的不是寫在便利貼上面，然後放進玻璃樽內。每當月頭第一日
的時候，大家逐一拿出來看，然後去把問題解決。」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很多事情當發生的時候，總

會鬧得面紅耳赤，其實當時大家應該給對方一點時間冷靜一下，
問題便容易解決。如果透過我以上的方法，問題經過一段時間之
後才看，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愛對方的話，這些已經不再是問題，
因為大家已下了啖氣。
所以在這個情人節跟你們作出少少分享，希望可以令大家的感
情維繫得更好。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無良」與「正義」
在一般人眼中是兩
組完全相反的形容

詞，無良的良，泛指是良心，無良就
是無良心，但說成良心並不準確，應
該是良知，也許有人認為良知較良心
高一層級，但都是同一種描述。至於
正義，也太難界定了，正義過去一直
被視為一種正面的人性評價，但隨着
時代的轉變、不同族群的認知及真偽
的辨別，已很難把正義這個描述說得
清楚，也無法判別是一種普世價值。
最近追看《無所畏懼2》，兩位主角
陳碩與羅英子律師就一直被用作為無良
與正義的代表，如果看過第一集的朋
友，一定記得他倆歡喜冤家的劇情，
兩人的精警對答往往是劇情的賣點。
常說看國劇能加深了解內地民情和生
活。《無所畏懼2》就是編寫內地律師
行業的點點滴滴，透過不同的案件反映
現時內地方方面面的社會現象。
羅英子劇中的兩個夥伴邱華和夏舒本
來同是良誠律所的律師。在續篇一開始
就被良誠律所逼走，此事原來與她的老
師梅大梁（良誠律所創辦人）的一樁舊
案有關。離開大所後，她們唯有經營了
自己的律所。相反一心想追求羅英子的
陳碩，撲了個空跳槽到良誠律所。
在續集裏出現了另一個角色，就是道

貌岸然的許卓，他是一個很懂包裝自
己，表面是個正人君子的法律界偶像級
人物。也因為一宗債權人案與羅英子的
律所合作，輾轉編寫了劇情，最終把許
卓背後的陰謀和真正的面目揭發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也把無良與正義的界線
來個重新的定義。許卓設計陷害陳碩入
獄，羅英子在關鍵時刻正視了自己的感
情，合二人之力也把許卓繩之以法。劇
中演陳碩的王陽、演羅英子的熱依扎演
得很有默契，到底是續集了，二人不算
上是俊男美女，但CP值還是很高，留
給觀眾很深刻的印象，而演夏舒的沈羽
潔在續集中也多了很多表演的機會，演
員一如劇中的人物夏舒給人一種意外的
驚喜，超額完成的演出。啜妮演的邱
華，也把一個努力上進的女性典型放大，
讓我們更了解當下內地女性的心思意念。
還要一提的是劇中那個老狐狸，當他
忽然站在正義的一刻，頓時讓我們明白
無良與正義，其實在現實社會中都不過
是一線之差罷了。

今年春晚有多場精
緻的舞蹈小品，相對

於以往，最大的特點是，無論是舞者
及其舞姿，還是舞台布置，都極具傳
統東方意境之美，簡雅、柔和、含
蓄，又具靈動和韻律感，耐人尋味。
我想起上月初由中國歌劇舞劇院訪港
演出的舞劇《李白》。
李白在唐代十大詩人中排名榜首，乃
中國文學史上最家喻戶曉的詩人，他
的詩風雄偉奔放中散發與生俱來的仙
氣。李白的一生，跌宕起伏，卻豐富多
彩——少年得意，文武雙全，豪情萬
丈；青年得志，暢遊天下，廣結豪傑。
中年得寵，躋身翰林，卻遭暗算；晚年
被放逐……但以1小時20分鐘的篇幅，
只能截取其生平的幾個重要斷面。
整齣舞劇分三幕九節，外加序曲和尾
聲，情節相當緊湊，獨舞和群舞交替，
將中、老年後的詩人李白從激情、失
落，到釋懷的內心世界展示出來，酒
意、詩情、舞姿互為交錯、融和。背景
放在「安史之亂」發生後，詩人難抑滿
腔家國情懷，與壯士披甲上陣，並揮毫
寫下《永王東巡歌》。但好景不長，永
王兵敗，詩作成為李白反朝廷的罪證而
入獄，更被流放夜郎。詩人從重燃希望
的激情到含冤繫獄乃至被流放的悲情在
首幕《東巡歌》中概括交代。
身陷囹圄的李白卻在醉夢中看到盛

唐長安，這是第二幕《將進酒》中的
一段倒敘。那是他一段得意時期——
詩名大噪的李白應皇帝之詔入宮，青
雲直上，但其孤傲的才情和桀驁不馴
的個性惹得眾大臣不快，尤其在他奉
詔創作《清平調》獲皇帝賞識後，更
招人妒忌。群臣爭相為其灌酒，內心
不設防的詩人墮入圈套，終日沉浸於
酒香而失去皇帝寵信，他無奈地拂袖
告別翰林。
這段憶述中的「翰林別」是舞劇的高
潮，經過與大臣們一番較量後，李白的
情緒陷入低潮，詩情在酒精作用下淋漓
盡致地抒發了出來，他舞着長劍、懷着
悲憤吟誦起《將進酒》：「君不見，黃
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半醉半醒中的獨舞和獨白，配以激昂的
音樂，充滿力量感，帶動起觀眾的情
緒，掌聲隨即響起。流放中的李白回歸
大自然（第三幕《歸去來》），與山
水相遇，與庶民同樂，不再執着於報
國理想。釋懷的李白仍與酒為伴，但
人的境界和詩的意境都注滿了愛，他
的舞步顯得輕鬆、灑脫、狂放，猶如
展翅的大鵬自由脫俗……
值得一提的是，同名舞劇雖有敘述，
但當中穿插的多首詩作的創作時間與劇
情背景並不脗合，編導者顯然着重於表
現一代詩仙的獨特經歷和內心世界，而
其詩作正是其心路歷程的寫照。

舞劇中的李白

不少人發問，貴鄉
自從二戰之後，時過

80載首次舉辦元宵點燈盛會，可容許
女性到宗祠參與？當然……
口裏沒說什麼大道理，隨便答話：

家陣什麼年代？ 已經2025年，中國從
月球背面拿回土壤作研究的時代了，
怎會不讓女性參加添丁點燈盛會？
心中想話：沒女性如何孕育出嬰

孩？ 包括男丁？
點燈傳統為表揚家族薪火相傳，得

下一代繼後香燈；這個任務必須男女
二性結合始得圓滿，某程度上女性在
懷孕、生產過程上比男性付出責任更
重大的精力甚至生命，何解不讓女性
進入宗祠，同享點燈之意義？
在下當然明白，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

不少新界傳統的鄉村，曾經不讓尤其是
出嫁前，甚至出嫁後的自家女性進入宗
祠。有幸吾鄉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於宗
祠設立新界最早的公立學校之一：「屏
山英文小學」。隨後搬遷
至元朗凹頭取名「元朗公
立小學」的新校舍。我們
宗祠擁有的學校基本設
施，因利乘便，將本來校
舍改為「達德學校」；有
教無類不分男女，除了本
村女童，亦吸引附近鄉村
的女童進入本鄉鄧氏宗
祠的「達德學校」求學。
相信此舉，首先打破

女性尤其未婚的閨女進
入宗祠的傳統。
其他家庭如何？在下

未必清楚。

自小未見過父母對我家姐妹進行體
罰，甚至沒有過分嚴苛的責罵；祖母
及母親都是民初及二戰前出生的一
代，他們的名言：女兒日後嫁出去，
女婿親和還是兇狠？乃未知之數，仍
然在家的日子，能給予多少關愛便盡
量只有多不會少！
亦因如此，家中的兄弟對姐妹們都

比較親厚；對關顧我們功課比較嚴苛
的長姐，甚至有心生敬畏。曾祖父母
對我們祖父兄弟日後媳婦嫁妝其一要
求：在指腹為婚，或幼年已訂婚盟的
對象，必須獲得不論學校或者私塾的
教育，直至嫁為吾家婦為止；本為深
圳上沙大夫第後人的祖母曾經戲言，
她的一手書法便蓋過祖父！
曾祖父母離世後，明定女性後代跟男

性同樣，春秋二祭同往墳前拜祭，事後
女性甚至外孫，同樣獲得分豬肉或分燒
肉的權利。相信以上突破傳統的家法，
在二戰前後的鄉間，實屬相當前衛；家

中姐妹都曾獲得祖父蔭
庇，讀上專上學院甚至
出國留學，家族傳統如
此本來不覺一回事，後
來回想那是上世紀六七
十年代，尤其新界鄉間
實在非常難得。
吾鄉這次隆重舉行二戰
以來首次舉辦的點燈盛
會，吸引不少外嫁女兒，
從海內外回到老家參與；
我家大姐因此獲得機會，
重遇半個世紀未見的童年
友伴小學同學，好一片喜
慶氣氛在宗祠內外彌漫。

女性參與點燈盛會
唐朝有個和
尚，法號齊

己，他很會寫詩，寫得還很
好，可說是詩僧，他有個好友
叫鄭谷，也是當時的詩人，有
一天，齊己寫了一首詩《早
梅》，其中有這樣兩句：「前
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他
拿給鄭谷看，鄭谷說，梅一般
不會數枝齊開，數枝就是一片
了，可把數枝改為一枝：前村
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才顯示
出早開梅花的意境。
1942年，郭沫若在重慶寫了

話劇《屈原》，上演後轟動死
氣沉沉的霧都。張逸生從重慶
「國立戲劇學校」畢業，參加
「抗戰劇團」，在郭沫若的話
劇《屈原》中飾演漁翁，與他
同台演出的還有著名演員張瑞
芳飾演嬋娟。郭沫若對劇本的
演出效果十分注重，他每天都
會在台下看戲，這一點，作為
劇作者很理解，我的戲演出，
我也常常坐在台下看。《屈
原》演到第4場，郭老到後台
找到飾演嬋娟的張瑞芳，說這
場戲嬋娟斥責宋玉的台詞：
「宋玉，我特別地恨你，你辜
負了先生的教訓，你是沒有骨
氣的文人。」他說︰「在台下
聽起來，這句總覺得不夠力。
似乎可以在『沒骨氣的』下邊
再加上『無恥的』3個字，會
更有力量。」飾演漁翁的張逸
生正在旁邊化妝，插口說︰

「『你是』不如改成『你
這』，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
那就夠味了。」郭老一聽連聲
叫好，一個「這」字，替代
「是」字，立刻增強了語勢。
改稿常有趣事，近日上海
文匯報的資深撰稿人青青
（一把青）寫了有關我的一篇
專訪，青青很年輕，有見地，
文字也有功底。文章發表在上
海文匯報引起不少關注。青
青傳來一段她朋友的微信，
是對於她原文和我改動的感
受。內容如下：關於《天下第
一樓》的結尾，青青問何：如
果沒有這個偶然（指看到那副
對聯）你怎麼結尾？對於何
的回答，青青原文這樣寫：何
說「這不是偶然，是我的追
求，她笑談，個中艱辛，相信
每個寫作者都能感受。」文
章傳給何老師看，何老師改
為：「這不是偶然，是不停
歇的求索，個中艱苦，每個
不放過自己的作者都能懂
得。」微信寫道：創作者的
艱辛求索不必驚天動地，短短
幾個字的就已感受到，作家對
文字的敏銳和嫺熟……
幾個文字的修改，並非在此
張揚，讓我感動是這樣的事很
少見，青年作者毫不隱晦，把
自己原文和我修改的對照公開
展示，她不說沒有人會知道，
有這樣真摯和坦誠的胸襟，她
將更有作為。

修改趣聞

前天是蛇年的第15天，
通俗的叫法是新十五，較

文雅的名字是上元節、元宵節等。
提起元宵，我想起了一位劇壇故友。不
是因為他曾在元宵節做了一些事情令我留
下記憶，而是他的其中一個著名翻譯劇本
的名字正是《元宵》。
熟悉香港劇壇的讀者都應該知道我這位
故人是陳鈞潤（Rupert）。
雖然《元宵》有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
原來它的原作是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劇
本《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它又
有另一個名字《What you will》，所以它
的中文譯名亦被譯為《隨心所欲》。
第十二夜是基督教國家慶祝聖誕節的
最後一天，即是1月6日基督教的主顯節。
莎士比亞在1661年1月6日，即1660年聖
誕節的第十二夜首演他這齣喜劇《第十二
夜》。
這個被譽為莎翁的瘋狂和夢幻的喜劇在
1986年首次被中英劇團搬上香港舞台，由

當年劇團的藝術總監高本納（Bernard
Goss）導演，並請來Rupert翻譯和改編。
說Rupert改編《第十二夜》，是因為他不
但把劇本由英語翻譯成粵語，更把莎翁筆
下發生在伊利里亞（即今天的巴爾幹半島
西部和亞德里亞海東岸）的故事大刀闊斧
地搬到中國唐朝的廣州，並且把故事和台
詞中國化。
根據 2024 年演出版本的導演薛卓朗
（Ceri Sherlock）在該劇場刊的形容，唐朝
廣州的「一個開放及富有創造力的文化背
景，以及對女性平等和藝術價值的尊重，
都將此作品帶到另一個文化層次」。在該
場刊的導讀文章中，作者江祈穎表示「陳
鈞潤捉緊當中情人偶遇相會的元素，彷彿
冥冥中自有主宰，即以這個男女相互結
識，同時又代表正月十五的佳節『元宵』
替代」。她與薛卓朗分別解釋Rupert 把
《第十二夜》改編成《元宵》的時間和唐
朝廣州的空間的原因。
1986年，《元宵》的首演演員都是香港劇

壇的中堅分子，包括由現時中英劇團藝術總
監張可堅飾演的賀省廬和尉遲岸汐（Duke
Osino和Sir Andrew Aguecheek）、前中英
劇團助理藝術總監李鎮洲的石芭亭和茅福
祿（Sebastian和Malvolio）、現時影畫戲劇
團藝術總監羅靜雯的石蕙蘭（Viola）等。
2000年，中英劇團重演《元宵》，由當

時的藝術總監古天農導演。去年4月，劇
團再次重演《元宵》，由薛卓朗導演。現
任藝術總監張可堅在場刊中解釋劇團第三
次上演《元宵》是因為他在首演中體驗了
演出的樂趣，而他在2019年籌備同是由
Rupert 翻譯和改編自《傲慢與偏見》的
《初見》時，卻傳來Rupert逝世的噩耗。
翌年，《初見》上演，張可堅在台上致謝
時，彷彿看到Rupert坐在觀眾席上，令他
萌生再次搬演《元宵》的念頭。
我也緬懷這位朋友，每次經過上環的酒

樓時便會記起我和他常在這些地方邊喝茶
邊聊天的時光。Rupert，你在那邊的元宵
節過得開心嗎？

元宵憶故人

新 景
通體橘紅色，豎起的波浪形，七八
米高，六七十米長，夜晚隱於體表之
下的霓虹燈適時亮起，明艷醒目。不
是別的，是一個整樓層一體橫伸的大
招牌。3層沿街樓，從2層往上，便
是招牌。說是招牌，也可以說是廣告
牌。上面沒有太過繁雜的圖案，只有
幾行白字。中國罐頭文化產業綜合
體，是這棟建築的全部。
樓前原本是幾個緊靠國道的窄窄的
路邊花壇。花壇裏有兩三米高的樹，
也有半米左右的冬青。樹和冬青之
間，隱約可見裸露的泥土。泥土中，
有時可見雜亂的或黃落或乾枯或腐爛
的葉，也可能間或看見些摻雜了或塑
料或碎瓶或破罐的垃圾。那些髒亂雖
是隱藏於花壇之中的，雖然不多，離
得近了，總能瞅見。
樓前的地，之前是泥磚鋪成。沒泥
磚處，是水泥地。那時，感覺這處地
方挺普通。就是一排沿街樓和一個狹
小的廣場，或者叫噴泉、水池廣場。
沿街樓和附近的沒啥區別，小廣場和
別處的也差不多。
沒建綜合體前，這兒有一部分正是
社區廣場。小廣場上有一個噴泉，噴
泉旁邊是個不大的水池。空曠處，是
泥磚鋪設的平地。這處小廣場南側一
個斜坡上，是兩棟社區樓。其西200
多米，是另一排東西走向的樓。一排
4棟，我家就在其中一棟裏。我之所
以到這個社區買房，就是看上了其緊
靠國道和東西南北都通透。南北通透
好理解，東西通透，是說這樓只有一

排，不光南邊空曠北邊無遮，東西亦
然。北邊沿街離這個社區小百米，國
道上車來車往的聲音，被沿街樓和其
間的距離有效削弱。出行便利，一圈
無遮擋，陽光好，空氣好，與鎮上很
多社區的樓滿為患比，像這樣的，暫
無第二家。進小區的入口，在那個小
廣場處。廣場之西，是排一直向西擴
展的沿街樓；廣場之東，沿街樓一直
往東延伸。我們那個小區被完美地隱
於沿街樓之南。小區的位置，在鎮駐
地邊上，本就遠離了喧囂。
廣場中央偏南，是個兩層的石雕噴
泉，周圍一個小蓄水池。天熱時，下
雨後，噴泉的凹槽裏，小水池中，都
會存些水。有了水，小廣場就涼爽
了。南面和西邊社區的老人孩子，沿
街樓的住戶，常常一有空閒就過去坐
坐，或者逛逛。那處不太起眼的小廣
場，成了人們很願意逗留的熱鬧之
地。那些鋪設了泥磚的地面上，少數
縫隙有草冒出，綠得喜人。泥磚地隔
不多遠圍有一個半米大小的正方形花
壇，裏面各栽一棵小樹。兩三米高的
小樹，於小廣場也是一種掩映。有
泉、有水、有樹、有草，廣場就活
了。人們到小廣場上走走、停停、坐
坐，比總是待在家中，感覺上敞亮、
愉悅許多。
當這個廣場被豎立的藍鐵皮圍擋起

來時，我是憤憤不平的。社區所在處
的村子，總想着往外賣地，總想着多
掙錢。我認為他們把小廣場圈住建
樓，是獨斷專橫。買這個社區樓的住

戶，有相當一部分是看中了這裏的小
廣場的，或者說是看中了這裏的空曠
通透的。誰也沒預想到，這處小廣場
會突然被圈起來、突然又要建新樓。
廣場圈起來後，一直保持沉默，像
是害怕了，遲遲沒有新動作。大概半
年多後，突然開始動工。悄悄地，短
短幾個月，小廣場就被一截新沿街樓
取代。新沿街樓和西面的沿街無縫銜
接，成為一體。東面緊靠路口的沿街
樓，也開始了新動作，拆拆這兒，動
動那兒，改頭換面，重新裝修了一
番。西面的新樓和之前的一截沿街
樓，被重新規劃組合，成了外觀震撼
的超大綜合體。那個巨大的招牌，是
整個小鎮最大的。其功能，據說是要
展示罐頭產業的，還聽說是為一年後
召開全國罐頭展銷會準備的。路口東
面緊臨的那一截沿街樓，被換裝成一
家旅店，短短幾個月後，開門營業
了。那處綜合體大樓前，幾台挖掘
機，用了幾天時間。之前的花壇沒
了，出現了一個整潔的凹凸有致的新
花壇。花壇東南西北走向，中間高南
北低，表面護上草坪，栽植上園藝造
型的松樹和冬青，促成了一處煥然一
新的不錯的新景觀。
那處小廣場，永遠消失了。新的建
築，比別處的沿街樓，確實更具視覺
衝擊力，其作用也非一般沿街樓的小
商舖可比。比之之前，孰優孰劣，無
法評說。原來是處風景，如今建成
的，比預想的新的尋常沿街樓要好
些，也可算得上一景吧，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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