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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緣好的劇照大師
86歲精伶風趣的徐堂
（堂哥）師傅是殿堂級

的劇照大師、第一代當紅的娛樂版攝影
記者，他的人緣極好，當年絕大部分娛樂
版甚至娛樂雜誌封面的明星靚相都是出自
堂哥的手筆……堂哥坦言60多年的工作
經歷奇遇不少，其中1973年他無意中發
掘了李小龍出事的獨家新聞，更是難忘。
提起李小龍，堂哥回想李小龍回港的
那一天，「小麒麟和他是沙煲兄弟，同
是童星出身，他告知李小龍回來請我到
機場一起接機，希望影一些相片發一些
新聞，但當時沒人認識他，拍了也沒有
用處。於是小麒麟帶他見邵逸夫（六
叔），六叔叫他去找張徹，當時導演拍
很多武打片，姜大衛、狄龍、陳觀泰全
是他的契仔，李小龍開出片酬 1萬美
元，但他的徒弟只收3萬港元，所以最
終談不來。結果羅維導演提議不如找台
灣和泰國的製片商貪玩地合資開拍一套
電影《唐山大兄》。就在泰國開鏡時，
大家才意識到他的功夫真犀利。」
「他本身腳法已犀利，再加上武指的心

思更不得了，他就是我的老友武術指導韓
英傑教他連踢三腳，左一腳右一腳中間
再加一腳，在電影畫面上連環三腳好重
要好吸引，李小龍服了，以後幾部戲都
由他來當武指，宣傳上李小
龍便成為了『李三腳』。」
「1973 年 ， 他 突 然 走
了，大家都不會相信，當晚
我們這些記者正在尖沙咀酒
樓打麻雀，接報後也飛車趕
去伊利沙伯醫院，我們追問
李小龍是否已出事，醫護人
員回答那人叫李振藩（李小
龍本名）已經去世……病房

門前的那兩個電話機已經讓其他記者霸
佔去報告這件事。外傳當晚他本來外出
用膳，突然在九龍塘住宅附近被幾個歹
徒伏擊，一不留神就出事了，各大報章
也照樣報道了這段消息。」
「當晚我凌晨才下班，路經尖沙咀漢
口道影星楊群的居所，他仍未休息，我
上樓告訴他這件事，他不相信……所以
這個真的好難說，你有沒有運氣就在一
剎那，當時楊群接到一個電話，是陪李
小龍回港拍戲闖天下的那位攝影師陸正
（陸叔），陸叔來電告知李小龍是怎樣
出事的，原來他在丁佩家中發生事
的……我作為記者這是不是新聞？我立
即將這消息告知報館，但是已經截稿
了，但不要緊，華僑有晚報的，於是翌日
晚報的記者繼續去追訪得到更多消息，據
說當時丁媽媽找了很多人去幫手，包括醫
生在內，可惜還是幫不了忙……」
堂哥立了功，還得到了老總的獎賞。

其實以後還有再見丁佩姐姐嗎？會不會
擔心她怪你將這件事情透露？「不要怪
我，不關我的事，這是新聞，作為記者
一定要報道的，我沒有說她什麼，只
是將這段消息告訴報館是正常的，也
是我的職責，後來我也和她一起拍
戲……那一次好驚險，我們一行多人差

點要在泰國坐監過新年，幸好
得到粵語片影星嘉玲姐出手相
助才放人，她是我們的恩人，
所以說人緣好重要。」
堂哥人緣好，中氣足，記憶
力強，在節目中還有很多秘聞
分享，非常精彩。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香港電台節目重溫網
站，收聽星期日剛播出專訪徐
堂師傅的《舊日的足跡》。

近年來，短視頻平
台的興起，特別是抖

音，使愈來愈多的人選擇成為博主，
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才華，甚至獲取收
入。香港人也不例外，面對內地龐大
且日益壯大的市場，許多人開始關注
在內地發展抖音博主工作的可行性、
優勢與不足。首先，從可行性來看，
國家逐漸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港
澳青年到內地發展，不論是就業還是
創業，這在政策上為香港人進入內地
抖音市場提供了支持。同時，香港與
內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語言也相
通，這使得香港博主在創作過程中更
容易理解內地用戶的需求，從而創作
出更受歡迎的內容。此外，內地擁有
龐大的用戶群體和市場規模，為香港
博主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豐富
的商業機會。
談及優勢，香港博主通常具備國際
化視野，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
市，居民的閱歷和視野相對開闊，能
夠將國際化元素融入內容創作中，吸
引更多用戶。同時，香港的文化多元
且創意產業蓬勃發展，香港人普遍具
有較強的創意與表達能力，能夠創作
出引人注目的內容。此外，他們懂粵
語和英語，能製作雙語內容，吸引更
廣泛的用戶群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他們的傳播廣度。
然而，香港人在發展內地抖音博主
工作的過程中也面臨一些挑戰。首先

是文化差異，儘管兩地文化相近，但
仍存在細微差異，香港人需要深入了
解內地的文化，以確保其內容能被廣
泛接受。其次，內地的抖音博主數量
龐大，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香港博主
必須不斷提升自身實力，創作出高品
質的內容，才能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
而出。再者，內地對於互聯網內容的
監管尤為嚴格，香港人需要熟悉相關
的法律法規，以避免觸碰紅線，從而
導致不必要的麻煩。
為更好地適應這種環境，香港博主
需要採取一些發展建議。首先，他們
需要深入了解內地市場的用戶需求及
喜好，同時研究內地抖音平台的運營
規則與算法機制，以優化內容創作。
其次，打造獨特的個人品牌，形成自
身的風格和特色，將有助於在激烈的
競爭中獲得關注。此外，抖音博主的
工作往往需要團隊協作，香港博主可
以與內地團隊合作，互相補充各自的
優勢，實現共同發展。最後，密切關
注內地相關政策法規的變化，及時調
整內容策略，確保內容合規。
綜上所述，港人發展內地抖音博主
工作的確具備一定的可行性，但也面
臨諸多挑戰。通過發揮自己的優勢，
克服存在的不足，香港博主有可能在
內地抖音平台上取得成功，迎來新的
發展機遇。在這個充滿變化與挑戰的
時代，靈活應對市場的需求和自身的
持續成長，將是他們制勝的關鍵。

港人當內地抖音博主有優勢嗎？

內地賀歲片《哪吒之魔童鬧海》
（《哪吒2》）上星期終於在香港首映，

開售幾天的票房數字亦甚為理想，而全球累計票房（包括
預售及海外票房）亦已突破130億元人民幣，《哪吒2》
已晉身為全球動畫電影票房冠軍。
《哪吒2》公布在香港上映時，隨即在網上成為輿論焦

點，有社交媒體的影評，有回應媒體報道的留言，也有各
討論區的發帖回帖，一時之間，成為熱話。然而，文公子
卻發現，其中相當多是以立場決定對錯的言論。不少網民
根本未觀看過該片，就一口論定影片是劣作，絕不會看，
不值得看，有人請都不看；亦有網民表示沒有粵語配音不
看，戲內多低級趣味劇情因此不應帶小朋友去看云云……
該等令人失笑的負評，多是人云亦云。
文公子認為《哪吒2》正好是一面「讀心鏡」。雖然，決
定是否去看某套電影，觀眾有自由選擇，也有權以各自的角
度作出評價；但對於未看電影就已大放負評的言論，當中光
怪陸離卻都離不開有人仍然存在國產皆差，自以為是高高在
上的井底蛙思維。而對無時無刻都抱持「軟對抗」態度者，
透過他們對《哪吒2》的非理性評語，更可說是無所遁形。
網上亦有人質疑電影的百億票房是否可能？由市場推廣角度
而言，中國有14億人口，戲票平均人民幣50元一張，票房
過百億元，只需有2億人次購票入場即可，換言之是每7個
人就有一位入場，這對娛樂性豐富、受大眾歡迎的商業片而
言，也非難事。何況第一集《哪吒之魔童降世》其實已創出
逾50億元人民幣票房，擁有雄厚的觀眾基礎。
《哪吒2》正好印證只要市場夠大，在每位消費者身上賺
到1元，就足以致富的理論。《哪吒2》的畫面美觀，特效
先進，配音傳神，配樂與歌曲都有國際級水準，劇情時有人
性、時有親情、時有熱血，又有笑位。主題是對抗命運擺弄
與被標籤，不少對白涉及人生與職場的浮沉際遇，講到人可
能在妥協與苦鬥的抉擇中，漸忘初心，磨平鬥志，令就算成
人觀眾都有不少共鳴之處，商業元素應有盡有，配合能吸引
觀眾的精準宣傳，自然能釋放市場潛力。
香港有700萬人，如照每7位市民就有1位入場的比例計
算，就有100萬觀眾，戲票平均100元一張，就已能創出1億
票房。為何香港電影史上，收入過億的電影卻屈指可數？值
得香港電影界深思。

《哪吒2》是讀心鏡

路過那排珍珠梅，發現
有點特別。停下腳步，湊

近了細細看，乾枯的枝條上並不像從遠處
看到的那樣毫無生機，而是很有規律地生
長着一個個小嫩芽。它們把自己隱藏得很
好，幾乎和灰黑的枝條一樣的顏色，但又
不一樣，它們的灰黑裏泛着賞心悅目、蒸
蒸日上的青。
此時的天氣很不好，天色昏暗，陰沉沉
的，冷兮兮的。然而，因了這不同於往日
的發現，心中像好天氣裏微風吹拂的湖
面，蕩漾着一層層新奇歡喜的漣漪。想像
着那賞心悅目的青在天氣逐漸回暖時，一
點點突破狹小的空間，長成一片綠意婆
娑，覺得很有意思，在冷清的灰色調裏蘊
藏着可愛的生機和強大的生命力。
這排珍珠梅，我每天都會從它們身邊經
過兩趟。我太熟悉它們了。熟悉的一切，
總是易被忽略。尤其是美好的一面，更容
易視而不見。路過珍珠梅的時候正是上下

班，各種各樣的車輛，還有腳步匆匆的行
人，都在着急趕路。我自己也常常是腳步
匆忙，心裏一團事，焦躁急迫，根本不會
留意身邊的風景。
可是我內心裏又那麼渴望自己的生活每
一天都從從容容，悠閒瀟灑。蔣勳說：
「『悠閒』兩個字在提醒我們，不一定要
跑得很遠，可能就在你家門口就能有所感
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閒。悠閒，是
先把自己心靈上的急躁感、焦慮感，能夠
轉換成比較緩慢的節奏。」
從去年吧，我就開始告訴自己，放慢腳
步，用心欣賞平日裏遇到的風景。以慢來遠
離種種焦慮，培養心境上的悠閒。我的生活
簡單，每天都是固定的路線，像聽話的學生
時代。行走在路上的時光，這排珍珠梅算得
上我日常生活裏一道亮麗的風景了。
古詩言：「年年仍歲歲，故故復新
新。」晨晨昏昏，日復一日，年年歲歲，
生活似乎永遠是一個樣子。可是，只要稍

稍用心體會，就會發現，生活真的很像珍
珠梅，在乾枯的枝條上萌生着一個個倔強
的小嫩芽，這正是生活強大的魅力，是平
淡歲月的可愛可喜之處。
「在一個美的心靈中，處處為新，亦即

故即新。美的創造是沒有重複的，心靈體驗
中的世界永遠是新的，就像未名湖的柳，人
人眼中之柳，你日日所見之柳，都不是你眼
前的柳，只要你以創造的心胸去領略，柳在
微風滌蕩中，在淡月清暉中，在夕露朦朧
中，在煙雨迷離中，在你的不同因緣際會的
心靈中，都會有不同的感覺。真正美的感覺
永遠是新穎的。」《中國美學十五講》中這
樣詮釋「故故復新新」。看到這段話的時
候，我立即就想到了每天相遇的珍珠梅。我
欣慰於自己的心靈還沒有完全麻木，還能看
到美，欣賞美。
歲歲年年，年年歲歲，歲月的腳步一刻

不停歇。願擁有美的心靈，熱愛每一個平
淡的日子，永葆好奇，擁抱生活。

故故復新新

春 醒
早春二月，寒意尚未完全退去，家
中的水管卻已率先感知到季節的更
迭。冰冷的水從裂縫中噴湧而出，沿
着樓梯蜿蜒而下，如同冬日最後的輓
歌。我請來一位維修師傅，他一邊熟
練地檢查着水管，一邊輕聲安慰：
「別擔心，天已經暖和了，不會再凍
了。」然而，我心中仍滿是疑惑。每
年冬天，家裏的水管都會凍住，卻從
未像這次這般不堪重負，裂開一道道
縫隙。彷彿這水管，也映照出生活的
脆弱，讓我心中不禁泛起一絲擔憂。
老宅的房子原本是一套平房，後來
按當地有關部門要求，沿街的地方拆
除，蓋成了上下兩層的沿街樓。共分
為四大間，其中3間租了出去，這一
間便一直空着，我偶爾過去整理打掃
一番，前幾天還去看過，沒想到，終
沒抵擋住一場寒潮。維修師傅說，這
事在冬天屢見不鮮。天氣已經很暖和
了，可我依然裹着厚重的棉衣，從頭
到腳包裹着自己。實際上，我有半月
沒出門了，年前年後，忙忙碌碌，時
間久了，便以為外面依舊寒冷，便不
願踏出屋門。
立春已過，人們常說，立春是春天
的序章，可我總覺得春節剛過，冬雪
還未降臨。在我們北方，沒有下雪的
冬天，似乎還未真正過去。當時我看
了一眼日曆，再有三天就是雨水，這
個時節氣溫回升，冰雪即將融化。修
好水管，我忍不住下樓，走向公園。
我驚喜地發現，那裏的地面已變得柔
軟。泥土的地面、磚石的地面，都散
發着一種微妙的彈性，彷彿有什麼東

西在悄然萌動。我沿着小徑漫步，柳
樹的枝條，在風中輕輕搖曳，雖未泛
出嫩黃，卻已透出生機。河邊的柳
林，本是燕子的舞台，如今卻成了其
它鳥類的天地，麻雀、八哥在柳枝間
穿梭，趁着燕子未歸，盡情重複着牠
們的歌音，演繹着屬於牠們的季節。
我在含苞的連翹花下，看見了一隻

戴勝鳥。我已有兩年沒見到這種鳥兒
了，以前每次出門，都能在花園裏看到
戴勝鳥。現在，牠就在我的不遠處。
牠並不怕我，或許是牠並沒有發現我，
仍是邁着優雅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
進草叢，頭上那朵王冠一樣的羽毛，隨
着牠的動作抖動。我站在那裏，看着那
隻戴勝鳥，心中湧起一股久違的感動。
這幾年，我忙於生活中的瑣事，很
少有機會停下腳步，去感受自然的變
化。這些變化，就像水管在寒冷中冰
凍，又在溫度升起的情況下逐漸融化
一樣，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程。或
許，是我對自然的感知變得遲鈍了，
只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忽略了季節
的更替，忽略了自然的饋贈。而現
在，我在公園裏看到了戴勝鳥，看到
了春天的跡象，我的心情也變得輕鬆
起來。雖然水管凍裂了，雖然寒冷還
沒有完全消散，但我知道，春天已經
來了。它帶着溫暖的陽光，帶着生命
的希望，悄悄地來到了我的身旁。
沿着小徑繼續前行，我看到了一小
片嫩綠的草芽，它們正努力地從泥土
中探出頭來，迎接春天的到來。春
天，是一場無聲的蛻變。它不似夏日
的熾熱，不似秋日的蕭瑟，更不似冬

日的凜冽。它以一種近乎溫柔的方
式，悄然改變着一切。那些在寒冬中
沉寂的生命，在春風的吹拂下，逐漸
甦醒。它們不再畏懼寒冬，不再躲避
風雪，而是勇敢地迎接新的開始。
我走過一片草地，坐在公園的長椅

上，陽光灑在身上，暖洋洋的。我閉
上眼睛，感受着春風拂過臉頰的愜
意。春天的風，帶着泥土的清新、帶
着萬物生長的氣息，令人陶醉。我睜
開眼睛，發現兩隻鳥兒在一棵低矮的
樹上盡情地起舞、歡快地嬉戲。我站
起身，沿着小徑慢慢走回。這些年，
虛擲的光陰如碎玉散落塵埃，那些觥
籌交錯的夜晚，人聲鼎沸的寒暄，早
已在記憶裏化為霧靄。我忽然驚覺，
原來我們最奢侈的揮霍，是把鮮活的
生命切割成碎片，供奉給名為「社
交」的饕餮。從現在開始，我要把時
間的轍印嵌入文字的紋理，在忙碌的
間隙，靜下心來展卷閱讀，於閒暇中
提筆抒懷，看光陰在墨跡裏舒展成
蝶，讓每個時辰都生長出青竹般的骨
節，只有這樣，那些被丟失的韶華才
能以另一種形式歸來。
現在，我正在學着獨處，認識孤

獨，享受孤獨。人與四時同在，不必
急着追趕跫音裏的喧囂熱鬧。當第一
朵辛夷在枝頭悄然綻放，你便會明
白，所有的蟄伏不過是候鳥在整理羽
翼；所有的寒冬不過是春蠶編織絲綢
的前奏。那些被時光反覆摩挲的頓
悟，正在年輪的深處凝結成琥珀。透
過它看向人間，連最黯淡的影子都透
着翡翠般的光澤。

若
荷

2025年 2月 14
日，香港荃灣林

天行畫室。
梁君度（以下簡稱「梁」）︰
林先生，感謝你接受這次訪談。
作為香港美術界的代表人物，你
的水墨作品以中西交融的獨特風
格聞名。在你看來，中國畫的
「新思維」應如何定義？
林天行（以下簡稱「林」）：中
國畫的「新思維」並非與傳統割
裂，而是在傳承中尋找突破。香港
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藝術家天
然具備這種探索的土壤。比如我早
年借鑑西方點彩技法打破傳統構
圖，又用潑墨潑彩表現香港的都市
活力，這種嘗試既保留水墨的意
境，又融入現代視覺語言。
梁：我近年嘗試將印象派色彩融
入水墨，用光影和情感打破傳統水
墨的二維局限。你認為這種融合是
否可能成為中國畫的主流方向？
林：融合是必然的，但關鍵在於
如何「自然」。香港藝術家的優勢
在於沒有歷史包袱，能自由汲取多
元文化。比如呂壽琨將表現主義與
傳統水墨結合，王無邪將設計理念
引入繪畫，都是成功的案例。而
我的西藏系列，用抽象符號表現
宗教神秘感，也是試圖將東方
精神性與西方形式感結合。
梁：說到形式，你近年以荷
花為主題創作了百餘幅作品，
為何選擇這一傳統意象？
林：荷花象徵永恒與崇高，
但我不重複古人的留白詩意，
而是賦予其時代性。每一幅荷

花的姿態都對應人生的起伏——
有的蓬勃如盛年，有的殘敗如暮
年。疫情期間，我甚至以菖蒲代
替荷花，因其「劍草斬疫」的寓
意，反映社會情緒。
梁：這與我的《荷和之美》系
列不謀而合。我嘗試用印象派色
彩的滲透性表現荷花的朦朧詩
意，如《雨露風清》中光影與墨
色交融，既保留傳統筆意，又注
入現代情感。
林：這正是香港藝術的魅
力——像一盤「大盤菜」，兼容
並蓄。您提到的二維色彩突破，
實際上與香港的城市節奏息息相
關。我的香港系列用直線與潑彩
表現都市的縱橫交錯，正是對現
代生活的回應。
梁：最後，你對年輕藝術家的
建議是？
林：不設限。藝術本無框架，
正如香港風格「沒有傳統與前衛
的界限」。無論是你的印象派水
墨，還是我的超現實潑彩，都是
對「新思維」的詮釋。畫家須忠
於內心感受，用技法服務於表
達，而非被技法束縛。

每逢農曆正月，許
多人除了喜歡到寺廟

祈福許願外，也愛求籤問卜，漸漸形
成一種春節文化。嗇色園黃大仙祠是
香港最著名的廟宇之一，在內地及海
外皆享負盛名，很多善信甚至海外遊
客，都專程來向仙師求籤，而黃大仙
一向以「有求必應」見稱。
人們對於未來往往充滿好奇和疑惑，
從遠古時代開始，已經利用各種占卜，
希望對未知的人生得到提點和啟示。對
這方面甚有研究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
譽副教授楊永安博士稱：「中國人自古
以來有占卜的文化，例如龜卜、占夢和
扶鸞等等，占卜在各國的古老文明早已
存在，問題是用什麼方法去表達，例如
提到的龜卜，昔日來說龜殼和各種動物
的骨，主要是用來燒的，從裂開的情況
而預知神靈想顯示的信息。」
中國古代已經有骨卜、蓍草筮卦，相
傳在唐代，有方士用49枝細竹片來占
卜吉凶，開始了求籤的習俗，後來許多
神廟、宮觀和寺院，已非常流行求籤。
而香港的善信，都喜歡在新正頭來到黃
大仙祠求籤——過去一年，香港和全世
界面對不少挑戰和困難，究竟在蛇年又

會怎樣呢？我們在攝製電視紀錄片集
《緣繫香江百載情》的時候，亦誠心向
仙師求得9號籤（上吉），籤文意思是
要大家順其自然，知足常樂。
關於求籤，有些人的心態頗奇怪，由
於不想求到不好的籤，所以寧願不求
籤，其實求籤的人，應該保持怎樣的心
態呢？且聽嗇色園監院李耀輝博士
解說：「有些人求了一支不好的籤，便
擔心很久，其實不用擔心，遇上不好的
籤語，自己作福、自己補回，人的命運
是一個循環，月有陰晴圓缺，就算你如
何好運，也會有日食時候，會有遮蓋光
芒的時候，問題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是
要為人群服務——回饋給神。」
《道德經》有云「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禍與福——有時互相依
存，有時互相轉化，無論求得什麼
籤，只要我們能夠用平常心對待，以
不變應萬變，自然可以化險為夷。

求籤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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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林天行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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