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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鍾」體育評述員鍾志光
著名雙碩士體育
評述員鍾志光（鍾

Sir）又名「萬能鍾」，永遠文質彬彬
的鍾Sir聞言立即要澄清，「老實說，
這世界沒有人是萬能的，特別我這個
行業沒有了觀眾和聽眾就萬萬不能。
這個綽號來自有一天上午我直播了
一場球賽，下午我講龍舟，晚上的劇
集和遊戲節目又有我的份兒，那是純粹
巧合的。如果說到高學歷我真的不敢
當，我們很多同事學歷很高，雙碩士
博士都有，只是大家沒有特別提起。」
鍾Sir曾任中學老師、商業電台體育
主持，現任TVB體育評述員，1990年
開始一直參與世界盃和連續9屆奧運
會主持、演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的佳叔，以及客串香港電台《清晨爽
利》等，深受廣大市民歡迎；數年
前，鍾Sir更出版了《體壇鍾橫——悟
樂塵網中的鍾志光》，著作內容豐
富，包括了競技場上起風雲、鏡頭以
外無界限、佳叔講波似鍾仔，以及平
生最幸得師友等。
在鍾Sir心中有很多重要人物，求
學時期的梁玉泉老師和袁永強老師、
商業電台新聞部主管朱榮漢先生等
等，還有阿叔林尚義，「我在商台第
一次的廣播就是和阿叔合作，當時他
不知道我是誰，他一直埋頭苦幹，他
並非看不起和忽略我，而是他非常專
注，天打雷劈都不會理，他經常強調
不要學他，否則會失去自己的風格，
那是很好的提示。」
後來鍾Sir轉到TVB，認識了體育新

聞主播伍晃榮，「他是個很有性格的
人，對人生的體會非常深刻，本來新
聞報道向來直話直說，他卻將自己的

風格融入其中一句說話內，剛好正中
要害為人稱頌。他的確很有趣，間中有
些執着，我們是麻雀腳，譬如打麻將
時他要哪一隻牌一定不會轉另一隻，如
果人家勝出，他的面容會有些繃緊，
即時將自己的牌展示出來，說明他本
來的想法和打法……好可愛。」
江山代有才人出，近年觀眾也跟隨
着鍾Sir和專家團隊學習了不少體育
運動知識，將在11月承辦的第15屆
全運會，以及2028年的洛杉磯奧運
會，大家都渴望享受到鍾Sir的精彩
評述，「我也期待的，我沒有限量自
己要完成下一次的第 10 屆、第 11
屆，還是第12屆的奧運直播，我最
希望身體健康，只要有健康的身體才
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
收到，就在4月3日鍾Sir生日當天
我送上生日祝福。未幾接收到壽星哥
哥的回覆：「謝謝淑梅姐！我目前正
在外地，氣溫只有2度，在寒冷天氣
下收到你的祝福，心頭頓覺暖暖！生
日於我只是馬齒徒增的印記，年年如
是，不值一提！」
多謝鍾Sir，言簡意賅充滿文采！
祝身體健康，繼續樂在體壇！

馬天佑新歌《我們什麼
都不是》在推廣過程中，

借用網絡文化與不同年代的歌手合唱這一創
新的宣傳方法，策略不僅引起了廣泛關注，
也成為討論的焦點。以下將從多個角度分析
這種做法的優缺點。
一、好處︰
1.借助其他歌手的影響力︰與不同年代的
歌手合唱可以借助他們的觀眾和影響力，
擴大自身的受眾群體。每位合作歌手都有
自己忠實的粉絲，這樣的合作可以吸引粉絲
群體關注馬天佑的新作，並為他帶來更多的
曝光率。
2.多元化的音樂風格︰不同年代的歌手
各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與他們合唱有助
於馬天佑突破自身風格的局限，嘗試不同
類型的音樂。這種多樣性可以讓新歌更具
吸引力，滿足不同聽眾的喜好，提高歌曲
的傳播率。
3.提升歌曲的情感共鳴︰合唱可以通過
不同歌手的聲音和表現，增強歌曲中的情
感共鳴，吸引消費者的情感認同。尤其是
當這些歌手在音樂歷史上具有代表性或受
歡迎的作品時，觀眾通常會更加容易產生
共鳴。
4.創造話題性與討論︰通過與不同年代的
歌手合作，可以引發討論和熱議，增加社
交媒體的互動。話題性強的宣傳策略能夠
迅速傳播，引發更多的關注與轉發，形成
更大的宣傳效果。
5.樹立新形象︰這一做法有助於馬天佑塑

造一個更加多元和現代的藝術形象，展現
其對音樂的熱愛和包容性。這種形象不僅
可以吸引年輕聽眾，也能迎合老一輩聽眾
的喜好。
二、壞處︰
1.可能引發比較和爭議︰合唱本身就容易
形成比較，尤其是與其他經典歌手合作時，
容易讓人將馬天佑與其進行對比。如果人們
認為他的表現不如合作歌手，可能會對他的
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2.分散個人特色︰與不同歌手合作可能使
得馬天佑個人風格和特色在合唱中被淹沒。
3.增加資源和協調成本︰除了需要足夠的
時間和精力來組織與其他歌手的合作，還
需要涉及到各種宣傳方案和渠道的協調。
這種複雜的合作安排可能導致資源的分散
利用，若未能妥善管理，反而可能影響整
體的宣傳效果。
4.短期效果而非長期培養︰雖然合作帶
來的流量和關注度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
方式可能是短期的，難以形成長期的粉絲
基礎。
5.市場飽和導致同質化︰此類宣傳手法如

果被過度使用，可能會導致市場的飽和，
使得聽眾對於這種形式產生厭倦感，失去
新鮮感。而這種同質化的宣傳策略可能反
而讓人覺得缺乏創意。
未來，如何平衡這些優點和缺點、利用
合唱帶來的優勢，同時保護自身藝術風
格，將是馬天佑在音樂事業發展中需要關
注的重要課題。

歌手用網絡文化為新歌造勢

1980 年的春天，
我剛插班進中學，

心裏很忐忑。父親親自送我去學校，
先見了校長，然後和校長一起把我交
給了班主任李祥老師。李老師人很和
藹的，把我領到教室，安排了座位。
上課時，他還特意向同學們介紹了
我，就這樣，我的初中生活正式拉開
了序幕。
課程表上，我一眼就瞄到了美術
課，心裏非常激動。美術老師叫李喜
才，是烏監師範學校美術專業畢業
的。他告訴我們，因為學校只有他一
個美術老師，所以美術課只有初中一
年級有，這學期一結束，我們就升到
初二，美術課也就沒了。聽到這消
息，我心裏很失落，感覺像是剛找到
的寶貝就要被收走了似的。好在李老
師說初中二年級開學，畫得好的學生
會被挑選到美術教研室的課外特長小
組，放學後業餘學習。初中二年級
時，我被挑選到了美術課外活動小
組，我回去和父親講，父親不同意。
他認為放學之後，我要回家學習做
作業，如果去畫畫的話會影響學習成
績，將來影響考大學。我和李老師講
了這些情況，李老師說︰「如果你不
來很可惜，你很有天分，大學也有美
術專業，並且有專門的美術學院，我
抽時間去走訪你的家長和你的父母談
一談。」經過李老師的努力，我的父
親最終同意我參加美術特長小組。那
時候的美術特長小組，對我來說簡直
就是一片新天地。
李喜才就是我的啟蒙老師，他教得
非常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素描
畫和速寫。這段經歷讓我對藝術有

了更深的認識，也讓我更加珍惜那些
能自由創作的時光。現在回想起來，
雖然，初中二年級至高三都沒有美術
課，但美術課外特長小組的那段美好
的記憶，卻一直留在我心裏，成了我
青春歲月裏一抹亮麗的色彩。
中學時，每到暑假我都會去哈彥忽
洞蘇木（鄉的意思），那裏有父親做
公安特派員時的好朋友劉才英大爺和
趙發叔叔，趙發叔家有5個女兒，所
以我喜歡住在劉大爺家，因劉大爺家
有新年和萬年哥可以一起去放羊，每
天早帶上水和乾糧和兩個哥哥一起去
放羊，我也帶着畫畫的工具，畫些
羊、馬、牛和草原上的花花草草的寫
生，兩位哥哥則順便採一些草原上的
野菜、野沙葱，傍晚時才把羊趕回
家，家裏大娘已做好了晚飯，我們一
邊吃着美味的羊肉一邊聽着收音機，
睡前再做做暑假作業，也會躺在草原
上凝視天上浩瀚的銀河系，滿天星辰
數不勝數，整個暑假過得非常充實。
有時寒假也會去看看大爺大娘、趙叔
兩家人，住上一個星期，至今想起，
心裏滿是美好的回憶！

趙志軍的藝術人生（六）

香港由港九新界組
成，但卻只有九龍有九

龍城，香港並無香港城，新界也無新界
城，相信是與「九龍寨城」的歷史有關。
九龍寨城作為朝廷官衙，始於明朝洪武3
年，其時為官富巡檢司衙署所在。在
1898年清廷租借新界及九龍界限街以北予
英國後，保留了對九龍寨城的管轄權，
作為清朝官員辦公場所。清朝覆亡後，
新政府並未派員駐紮，但港英政府又無
管治權，寨城遂成了「三不管」地帶。
對上一輩香港人而言，對九龍城的印
象，最深刻的，除「三不管」的九龍寨城
外，相信就是啟德機場。日觀夜賞飛機起
落升降，是九龍城最平常不過的風景，對
於飛機的噪音聲，大家也早習以為常。
九龍城人雖飽受機場噪音影響，但也因而

帶旺了區內的飲食零售生意。九龍城最馳
名的3大名菜，相信非潮州菜、泰國菜及
沙嗲牛肉火鍋莫屬；當中又以泰國菜最為
興旺，名店眾多，甚至聚合了一個泰僑社
群，也帶來了不少泰式文化。其中，最具特
色又深受市民歡迎的節目，就是「泰國潑
水節」。潑水節是泰國慶祝新年的傳統活
動，儀式感相當重，相傳能消災祈福。除
民眾互相潑水祝福外，尚有齋僧行善、放
生、歌舞表演等環節。在2002年，泰國工
會組織「泰國人區域聯盟」籌辦第一次九
龍城潑水節，原意是想予無法回鄉的居港
泰人，能有回家過年的感覺，後來一屆比
一屆熱鬧，已成為區內每年一度的盛事。
今年的「龍城美食潑水泰繽紛2025」，
由九龍城區居民聯會、九龍城民政事務
處及九龍城區議會合辦，將於4月11日至

13日，在九龍城賈炳達道公園舉行，活動
內容包括泰國特色市集、電音×潑水體
驗、泰拳表演賽及泰國特色歌舞表演等。
據悉，今年活動將新增「消費大抽獎」環
節，市民只需在4月1日至5月6日，於九
龍城區指定商戶單項消費滿200元，即可
在活動網站上載收據參加大抽獎。目前參
與抽獎計劃的商號已逾百家，並提供消費
折扣優惠。據悉，今年的攤位數目亦將新
增至50個，由泰式食品到文化體驗具備。
如果尚未想到如何消磨周末時光，一

家人不妨到九龍城體驗一下泰國風情，
感受潑水節「水頭充足」的泰式祝福。
意猶未盡的話，可再到九龍城新地標啟
德體育園區遊玩，或在九龍城享用琳瑯
滿目的各式美食，順便參加抽獎，絕對
是一個「合家歡」的好去處。

泰式祝福 水頭充足

六十年前探東江
60年前，東江供水工程「叫高
山低頭，令河水倒流」，建成了保
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水脈，這一頁
功在千秋的歷史，一次又一次敲
動香港幾代人的心靈；一滴水，
萬顆心，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對
香港同胞的關愛，長存不忘。
1963年香港大旱水荒，每4日供水
一次，每次4小時，當時香港人在
「黃金4小時」內為搶夠4天用水而
忙亂，全家出動輪「街喉」，水桶
陣大排長龍；大廈的家庭，則和整
棟大廈的人「搶水」，把全家積壓
4天的髒衣服洗淨，然後十萬火急
儲滿大小水缸，由於水壓不足，樓
上大喊「樓下閂水喉」之聲，此起
彼伏……苦不堪言；直至東江供水
工程完成，困擾香港水荒的苦日
子，才畫上了句號。
1965年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
來》，完整記錄了東江供水浩大工
程的由來，創下了當年中西片最高
賣座紀錄，據統計，5個人中就有
一個人看過。參與拍攝該片的有
監製梁上苑，導演、編劇、攝影
羅君雄，旁述解說鮑方和張錚，
配樂于粦，撰寫解說詞的是香港文
匯報張雲楓和大公報王津。紀錄片
的主要人員大都已不在世，前文匯
報社長張雲楓先生，就是今天碩果
僅存的其中一位。
今年94歲的張社長，當年以記者
身份，先後3次到供水工程包括石
馬河等8個工地採訪，人才薈萃的
工地，年輕的工程師、技術員、民
工都在他的系列報道裏活靈活現；
緬懷參與這場工程浩大的採訪及電

影製作，老社長的心情就像被火燙
熱了一樣，慢慢沸騰起來，歲月如
歌，激情仍在，照片泛黃，記憶猶
新；同時參與《東江之水越山來》
製作，他以採訪經歷為電影撰寫解
說詞，可說是情景交融，有血有
肉，為切合片中情節，解說詞少不
了生活化口語，使影片更為生動；為
遷就旁述演員的作息時間，他和王
津兩人在影棚開了多晚通宵，完成
解說詞的撰寫。當時討論片名
《東江之水越山來》，兩位撰詞人
和羅君雄導演一致認為，「越山
來」生動、形象、有文采、夠氣魄。
東江水確是翻山越嶺而來，東

江供水工程從北向南，地勢是南高
北低，相差有一棟本港舊中國銀行
大廈的高度，工程在東江至深圳之
間的大小河道，聯結成一道80多
公里的河道，經過新建的攔河壩、
抽水站，將東江水逐級提高，逆流
而上，到達最高點雁田水庫，再流
往深圳水庫，輸來香港的
水塘，「叫高山低頭，令
河水倒流」，是最貼切不
過。工程師統計，單是工
程所需挖掘的土石方，就
達300萬立方米，可由深圳
到北京鋪成一米寬、一米
高的堤壩。
由於紀錄片必須與工程
同步，攝製難度相當高。
張社長回憶，最辛苦的是
羅君雄導演，他從工程勘
探開始，風裏來雨裏去，
最緊張的還是高空拍攝，
東江水流經多是山區，要

低飛拍攝工地，今天有無人機，
但當年只有舊式單螺旋槳飛機，
駕駛員雖然技術到家，但也險象
環生，羅君雄導演在飛機打開艙
門，用繩子綁着自己的身體，舉
機俯拍可謂奮不顧身。
工程以舉省之力動員民工，舉國之

力召集人才、器材，水利工程本來就
不宜在夏天風雨季節進行，特別是施
工的山區河流，遇山洪暴發，猶如
猛獸，十分兇險，但工地指揮員的
目標是，盡快解除香港同胞的水
荒，毅然決定在夏季期間施工，工
程經歷5次十級以上的颱風，又戰
勝50年一遇暴雨山洪；然而夏天無
雨的時候，驕陽似火，民工日夜輪
流開工，勞動強度很大；當年糧食
和肉食仍然緊張，內地自身也有困
難，但幹部、工程師、技術員、民工
以極大的熱情和速度，不足一年完
成了指標，體現了中央政府和內地
人民對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

方
芳

不一樣的導演龍剛
1986年，一齣《英雄本色》破了香
港開埠以來的電影賣座紀錄，周潤

發、吳宇森升了級，票房毒藥變靈藥。甚至有資深電
影界人士預測未來5年，難有影片可破其紀錄，換言之
《英雄本色》至少可保榮耀5年。老電影迷都知道這部
《英雄本色》脫胎自1967年龍剛導演，謝賢、王偉、
嘉玲主演的《英雄本色》，電影又非龍剛原創，而是
取材於一部印度電影。龍剛拍攝手法乾淨俐落，一新
觀眾耳目，從此成為影評家寵兒。
1969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個叫做香港青年筆會的組

織，發起人是天主教明愛中心的尹雅白神父，而龍剛
正是筆會的會長，當年，拍了一部《飛女正傳》反映六
十年代迷失方向的香港青年實際情況，獲得了多個社團
的關懷，明愛中心就是其中的一個，為加強聯繫，表達
對青年人的關懷，尹神父拉攏龍剛組織了青年筆會。
那時，每周都舉行例會，龍剛事必躬親，偕同著名女作
家孟君姐姐，一早到來主持會議。《孟君信箱》膾炙人
口，深受女性歡迎，筆會會員尤多少女。
龍剛伶牙俐齒，敘事清爽，很能吸引青年的興趣，

入會者愈來愈多，影響也就愈來愈大。龍剛關懷社
會，愛護青年，可我們關注電影，不少女會員問他為
什麼在電影裏總是飾演歹角，瞪眼陰笑，十分駭人。
龍剛笑着回答︰「這不是我能掌控，導演要我做，我
便做。哈哈哈。」銀幕下的龍剛，一點都不粗鄙可
惡，說話的聲音溫婉，舉止斯文，活像一個書生，跟
銀幕上的形象，判然有別。有一天，我們在文華喝咖
啡，他告訴我電影應該反映社會面貌，除了娛樂性，
還得兼顧人性的刻畫。《英雄本色》《廣島十日》
《應召女郎》《昨夜夢魂中》這一系列的電影，就是
基於這種原則底下拍攝出來的。其中《廣島十日》涉
及原爆，導演寄於同情日本民族，引起一番激烈爭
論，批判之聲，此起彼落。龍剛嶽峙淵渟，冷然傲
對，毫不退讓。這些電影，製作認真，並非部部賣
座，有人勸龍剛「何不從俗？」氣打心頭起，瞪大眼
睛：「從俗？哼，這不是我龍剛了！」勸者，噤口。
清明夜，雨濛濛，綠暗侵紗，照臉成碧，清酒一

杯，竟教我懷念起這位離世多年的前輩朋友來。

終於踏上我的中山順德
一日行，晨早9時由家裏出

發，司機直驅皇崗口岸，輕鬆自如過關，途
經深中公路，不消兩小時，已抵中山石岐。
由於尚未到開會時間，我先在附近建設新區
蹓躂，只見一帶翠綠山水，景致怡人，很有
小城風光的味道，難怪眾人皆說中山為宜居
養生之地。
中午跟母校（浸大）蔡國贊學長會面，參

觀他創立的中港英文學校——30多年前，隨
着改革開放的步伐，在港從事教育工作多年
的蔡學長，滿懷熱愛家國情懷，來到他的故
鄉，建設全中山首間由港人投資的英文幼兒
園——小學——中學，成績卓越，如今桃李
滿門，學生紛紛入讀內地、港澳以至世界各
地的知名大學，是他最感自豪欣慰的。
整個中學部依山而建，拾級而上的廣場中

央，佇立着孫中山先生銅像，有如環抱莘莘
學子，既莊嚴又親切；校園內同時設置了萬
世師表孔子像，學校的核心價值觀，不言而
喻。可惜，我趕着下午前赴順德開會，未能
久留，已相約蔡學長日後再訪。匆匆告別，
未幾就來到友好Lily（陳麗麗女士）誇讚不
絕的順德和祐國際醫院——圓大宏偉的建
築，設計新穎先進，真有點走進未來世界的
感覺，整個醫院採光十足，全以智能操作，
感謝鄭其觀副院長、烈海堅副院長和王福科

主任醫生給予我非常詳盡的介紹，還有程澤
美小姐的沿途導賞，堪稱軟、硬件具備，真
是不枉此行。
友好Lily是美國三藩市僑領，在當地生活
超過半世紀，一向只信賴美國和香港的醫
療，這次回鄉度假，竟接受手術治癒了她多
年的疼痛腳患，更巔覆了她對內地醫療的想
像——LiIy入住的和祐國際醫院在疫情期間
籌建，去年6月中開始投入服務，是美的集
團創辦人何享健先生對家鄉順德的回饋，其
中設有慈善醫院惠及內地同胞，以及國際醫
院面向世界。
臨別前，在醫院地庫的百果園買了第一次

遇見的老撾香蕉和媽媽喜愛的新疆蘋果，還
有河北有機板栗仁，準備趕回香港晚飯在車
途中「解餓」……想不到熱情好客的王福科
主任醫生和他夫人，還是把我留住了，邀請
我在當地有名的順德漁村品嘗名菜——開心
的是在中山開會而錯過了的石岐乳鴿，竟然
讓我在順德吃得香、嫩、潤……回味無窮！

順德一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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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46cm×57cm水彩畫。
作者畫作

●

和
祐
國
際
醫
院
的
運

動
醫
學
科
專
家
王
福
科

主
任
醫
生
（
右
）
。

作
者
供
圖

●

張
雲
楓
當
年
以
記
者

身
份
在
東
江
供
水
工
地

採
訪
。

作
者
供
圖

● 1980 年，
張雲楓與《東
江之水越山
來》監製梁上
苑（原香港新
華分社副社
長）夫婦合
攝。作者供圖

●鍾志光已做過9屆奧運會主
持。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