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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餃皇后」兩女心中的媽媽
電影《水餃皇后》
勾起了很多香港人的

回憶，兩位由水餃養大的女兒經常被問
及可有將水餃吃厭？Joanne和妹妹Jes-
sica立即展現燦爛笑容，「不會不會，
那是我們媽媽的味道，吃水餃是家中的
傳統，由婆婆那一代開始，當中夾雜着
講不盡悲歡複雜的情感。」
電影中有一位英俊的警察叫華哥，真
有其人？妹妹答，「是真的，我們叫他
陳Uncle，真的警察，在灣仔碼頭捉小販
認識媽咪，當時家姐還用粗口鬧他。」
家姐回應，「當時華哥走出來向我
說細路女不要講粗口，還有你真大膽鬧
警察？我當時八九歲，小販經常講粗口
鬧人的，我當時氣憤妹妹已經道歉睇
水不力了，你們還要拉人，我衝口而
出，講完之後好驚。華哥真的好有型，
不過，戲裏面那段感情戲就是為商業
元素加上去的。他有個好太太，兩個比
我們年紀小的囡囡，放假會帶着太太和
我們4個小朋友出去玩。他是輔警，正
職在銀行工作，退休時是總警司，好正
直勤奮的人。」
姐姐8歲、妹妹4歲

開始與媽媽相依為
命，可有想念遠在泰
國的爸爸？「23歲那
年突然收到父親的來
電，說聖誕節帶你們
的弟弟妹妹到香港見
個面好嗎？那時我拿
着電話筒內心翻滾卻
不懂反應，只在唔唔
幾聲，可能爸爸覺得
鼓起這麼大勇氣，女
兒卻表現冷漠，終於

說好了的聖誕節他卻沒有出現……」
妹妹接着說，「其實我們也曾到泰國
尋親，大概15年前，媽媽是贊成的，
她說過大人的事小朋友不需要去理會，
總之他就是你的父親。可惜我們的資料
太少，失敗而回。」
到底在兩位女兒心中臧姑娘是個怎樣
的媽媽？聽話的Joanne說，「她是一個
好有智慧的人，小時候在那草根的環境
成長好易學壞，她管得好嚴，常說我不
介意你現在恨我，我也不要你行錯路。
我明白當時媽媽已經給我們最好的，就
算當時鬧到我多心痛，我都好感激她，
她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跳脫的
Jessica回應，「媽咪一向口硬心軟又喜
歡小動物，一次我在街上見到隻可憐的
流浪貓，抱了回來，媽媽好惡地罵着，
接着給我兩塊錢，着我去街市買魚。」
做事一絲不苟卻一直不留意健康的臧
姑娘生意愈做愈好，2019年76歲因病
去世，「媽媽身體不好卻避忌談百年之
事，我們將她安葬在溫哥華都是我們的
決定，因為我們留學時，她覺得那是一

個好美的城市，卻沒有真真
正正地在那邊生活過……我
們在大公園買了一張紀念長
櫈 ， 刻 上 了 『Queen of
Dumbling』，位置就在張國
榮紀念長櫈的附近啊！」
多謝水餃皇后帶大了兩
位滿有氣質和修養的女
兒，也帶大了我們這代的香
港人。她的人生路有淚水，
卻沒有將苦澀帶進水餃裏，
臧姑娘的墓誌銘：「臧健
和，將餃子帶到全世界」，
感恩香港有個臧姑娘！

香港的粵劇文化
歷史悠久，在現代

社會中，特別是對於年輕人，確實面
臨着一些挑戰。隨着香港社會的變遷
和科技的發展，年輕人對於傳統文化
的興趣逐漸減少，這使得粵劇在新一
代的心目中顯得有些邊緣。
首先，探討粵劇在2025年是否可
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西九文化區的
戲曲中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
這個中心的建設將為粵劇提供更專業
和現代化的演出場地，有助於提升表
演的質量和觀賞體驗。這樣的環境可
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尤其是年輕人，
讓他們有機會近距離欣賞這一傳統藝
術。戲曲中心的多元化演出可以讓年
輕觀眾在潛移默化中接觸到粵劇，培
養他們的興趣。
然而，僅僅依靠場地的設施並不足
以吸引年輕觀眾，還需要在內容和形
式上進行創新。當前的粵劇表演往往
比較傳統，保守的劇本和演出形式可
能使得年輕觀眾難以產生共鳴。未來
的發展應當朝着融合現代元素的方向
前進，例如結合流行文化、音樂、舞
蹈等元素，使粵劇表演更具現代感和
吸引力。此外，通過劇情的現代化改
編，使故事情節更貼近當代年輕人的

生活經驗，也可以有效提高他們的參
與感和興趣。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今，使用新媒
體和社交平台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廣手
段。線上直播、短視頻平台等都可以
是粵劇宣傳的良好途徑。通過製作精
美的短片，展示精彩片段和背後的故
事，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增加他們
的參與感和興趣，也能使粵劇在年輕
人當中擁有更高的知名度。
此外，教育和社區活動的推廣也
是非常重要的。學校應加強對粵劇
的教育，通過舉辦工作坊、講座及
表演活動，讓學生能在更輕鬆的氛
圍中接觸到這一藝術形式。社區則
可以組織更多的粵劇展示活動，讓
居民、特別是青少年，在參與的過
程中增強對這項傳統文化的認同和
熱愛。
在推廣的同時，將粵劇的傳承與社
會發展結合也是關鍵。我們可以思考
如何通過粵劇反映當前社會的諸多問
題，使之成為一個舞台，以表達年輕
人的心聲，增強共鳴感，以及其獨特
的魅力。這樣不僅可以讓年輕人參與
其中，也能增強他們對其進一步了解
的興趣，讓粵劇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
能與時俱進。

粵劇文化的推動力

1986 年 的 春
天，作好充分準

備的我迎來了高考中真正的藝術考
試，我和師兄陳晗晟、王英再次從
白音察干乘火車來到烏蘭察布盟
（市）集寧市，考試的地點同上一
年一樣，仍然是市群藝館。
那是令我終生難忘的考試，第一
天上午8點至中午12點考素描，模
特是一位40多歲的叔叔。我找到了
自己的位置，是正側面，我非常喜
歡這個角度，所以畫起來非常得心
應手。我先是打輪廓，然後區分明
暗塊面、找準明暗交界線，細緻刻
畫明暗交界處的灰色調，隨着鉛筆
沙沙的摩擦聲，我仔細地刻畫眼
角、鼻頭、鼻翼和嘴角，很快一幅
黑白灰色調鮮明的側面頭像素描作
品就完成了，4個小時的考試時間
剛好充足，我輕鬆
地交了試卷。
下午1點30分考

色彩人物肖像，模
特是女學生，她穿
着粉紅色蒙古袍、
紮着馬尾辮髮型，
自然光下，色彩非
常豐富。我打好了
輪廓，仔細觀察，
確定了冷暖關係和
色調，並開始着
色，控制調色比較
難、心裏愈緊張愈
是調不準顏色。頭
上不由自主冒出了
汗，監考老師見
狀，和善地提醒大

家︰「時間還很多，不要着急，
要耐心畫。」我擦擦額頭和手心
的汗，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繼
續調整色彩和造型，細緻雕琢，
最後看上去畫面色調比較協調和
完整， 就這樣， 第一天的考試終
於順利地完成了。
第二天早晨，考試的第一個項目
是動態速寫，限時半小時，模特穿
着蒙古袍，腳踩馬靴，非常有特
點，衣紋線條質感明確，馬靴粗獷
有力量感，我省去面部五官刻
畫，注重動態的表達，半個小時
很快過去了，交卷時感覺發揮還
算穩定。最後一項考試內容是創
作，拿到試題和考紙，我發現和去
年不同，是兩句唐詩「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根據這
兩句詩創作一幅畫，我心裏泛起

陣陣緊張和惶恐，腦
袋裏一片空白，想來
想去硬着頭皮畫了兩
邊的懸崖峭壁和一望
無邊的天際，忐忑不
安地交了卷，就這樣
結束了令人既嚮往又
緊張的藝術考試。
考完回到家後，我
繼續上學溫習準備高
考，但每天總是想着那
幅創作的作品是否可
行，焦慮不安地等待
着藝術考試結果。一
個月後，終於收到了藝
考合格通知書。我的
心陡然落地，完成了邁
進大學的第一步。

趙志軍的藝術之路（十三）

觀畫展補充「藝術養分」

爺爺是天上的哪顆星
窗外風景逐幀閃過，城市的喧囂高
樓、鄉村的靜謐小屋、薄霧籠罩的石
板橋還有那掠過天際的歸鳥，畫面定
格在那條我走過十餘年的小路，我是
多麼害怕又多麼想回去啊，那裏有我
深深懷念的人，我的爺爺啊，我該怎
麼訴說對你的想念和愧疚。
車緩緩停下，沉重的哀樂傳來，親
人去世虛無的感受在聽到哀樂的那一
瞬間化為實感，砸得我昏頭轉向又無處
可逃。我遲遲不願下車，好像只要不出
去，一切就沒發生過——爺爺還是記憶
裏那個不苟言笑卻又極致慈祥的小老
頭，而不是隔着一層玻璃再也無法觸
碰的存在。我跪在靈柩旁邊，透過玻
璃看着裏面那張熟悉而又陌生的臉，
淚如泉湧。紙錢燃燒的煙霧繚繞，靈
堂吹響的嗩吶如泣，親人悼唁的哭聲
斷腸，絲絲縷縷，織成一張密不透風
的網，把我拽進深深的回憶裏。
印象中，爺爺很少笑，卻總會在我叫一

句「爺爺」時，低聲地回一句︰「欸」，
舒展臉上的皺紋，眉眼裏盡是慈祥和
藹。苦難是花開的伏筆，冬天總要為春
天作序。爺爺的前半生吃了太多的苦，
走過太多泥濘的路，命運的捉弄卻沒有
讓他變成一個怨天尤人的莽夫。他雖不
善表達，但孫輩們感受得到爺爺所有的
柔情，讓我們擁有一個充滿無限愛的童
年。上幼兒園時，去中山公園餵鴿子是
我樂此不疲的事，爺爺從來不會拒絕，
一邊說着「走，我們去餵鴿子」、一邊
熟練地打開放錢的櫃子，牽着我向公園
走去。其實爺爺是一個很勤儉的人，他
的身上很好地保留着那個飢寒交迫年代
的烙印，卻從不吝嗇為我花錢。小學暑

假，我在姑姑家看到其他小朋友都會騎
車時，那個眼饞啊，嚷嚷着也要學，可
內心又因膽小而惴惴不安。但當爺爺的
手扶上自行車後座時，心裏的不安頓時
煙消雲散。那個炎熱的午後也不知道爺
爺彎着腰推着我繞了多少圈。
最後一次見到爺爺，是在他去世前的
兩個星期。還是一樣的對話、一樣的場
景。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後一面，我絕對
不會只是跟他說一句︰「爺爺我回來
了。」我會趴在他的床邊，告訴他做他
的孫女真的很幸運，告訴他我的童年裏
有他參與真的很幸福，讓他再等等我，
希望他能享受我創造的生活……我會告
訴他，不管在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忘記
他……如果，這些都來不及說，我一定
會告訴他，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愛他……
但是，世上沒有如果。
我愧疚的是，自己沒多去看望爺

爺，沒多陪他聊天，明明想念卻羞於表
達。更多的悲痛是源於無奈，我明白
大家都不希望在臨近高考的關頭影響
我。媽媽告訴我爺爺走的時候很平靜，
爺爺也知道我在上學。我還是不能原
諒自己，如果我足夠強大、足夠優
秀，是不是爸爸媽媽就不會擔心影響
我的讀書，是不是就能回老家陪爺爺
走完最後一程？這個問題無解，它會
慢慢變成一根扎在我心裏的刺，柔軟的
肉包裹着它，它會慢慢地被吸收，但留
下的傷疤時刻提醒着我它的存在。
山風為伴，孑影相弔，嗩吶的聲音

由遠及近，鼻尖紙錢燃燒的味道愈發
濃烈，恍惚間我又回到了靈堂。和爺
爺的美好回憶如同走馬燈一樣在我腦
海裏放映，一幀一幀。從小牽我長大

的手如今再也觸碰不到了，望着靈柩
裏的爺爺，我在腦海裏一遍遍描摹他
的臉，在最後所剩無幾的時間裏用力
記住爺爺的樣子。隨着長長的送葬隊
伍踏過長長的石板橋，看着開往火葬
場車的背影，聽着耳邊轟然響起的炮
竹聲，我知道，這次是再也不見了。
在爺爺去世一年後，我漸漸理解了

「離去的人他只是跳出了時間」這句
話。失去至親是一時的暴雨，更是一
輩子的潮濕。但我知道，爺爺不會希
望我一直難過。我更願意相信從此往
後，每一次的雨後天晴是他，每個香
甜美滿的夢是他，他會成為我生活裏
的太陽，所照之處，都是成片的綿綿
青草和風和日麗的晴天。
我的爺爺是一位堅韌且陽光的人，

他不會被生活的不如意打倒。面向陽
光，他朝着希望堅定而行；逆光時刻，
他狀似青松，用並不強壯的肩膀扛起整
個家的重量。他經歷苦難但不抱怨苦
難，用不服輸的倔強脾氣，溫暖生活
中無數次的寒冬。他會把所有的柔情留
給孩子，無形中教育他們什麼是愛與被
愛、珍視與被珍視。我多麼希望他能來
到我的夢裏，我想告訴他：「爺爺，在
你不在的日子裏，大家一切都好。你給
我的愛總會在我跌倒摔傷的時候療養
我、涵養我，讓我無數次對生活充滿希
望。爺爺，我真的非常想念你，請多多
來我的夢裏坐坐，我想聽聽你的幾句叮
嚀、幾句溫暖。」
都說人死後會變成天上的星星，我

也曾在夜晚無數次抬頭，看着黛色的
夜幕，望着迢迢銀漢裏綴着的閃閃星
斗，尋找着哪一顆是我的爺爺。

郭
奕
帆

戲服大師孔權開
在香港電影界，昔日有一個人物堪稱

無人不識、無人不曉。可他不是什麼大
明星、大導演，而是戲服設計大師孔權開。上世紀七十年
代，嘉禾、邵氏兩大電影公司對峙，兩間公司的工作人員
為了飯碗，不要說表面上不相聞問，私底下也甚少往來。
孔權開，本事真大，不獨在兩家公司往來自如，甚且大做
其生意，財源滾滾來。邵逸夫爵士對着他，笑臉迎人，鄒
老闆（鄒文懷）惟恐侍候不周，孔權開在兩大電影巨子心
中，是絕對不可得罪的人物。
為什麼會這樣子？孔權開的鈔票比兩位大老闆更多嗎？

當然不是，那是什麼呢？簡單言之，便是他設計的服裝作
怪。原來那時候，兩家電影公司爭相拍攝古裝片，因而需
要大量戲服，孔權開乃古裝戲服專家，縫製的戲服，手
工、布料都遠比人家優勝，價格也公道，兩大公司拉攏惟
恐不及，又怎敢怠慢他。孔權開的生意愈做愈大，大得連
台灣的電影公司都爭相巴結，請孔老闆做戲服。有一段時
間，生意太多，忙至不可開交，自己也得幫上一把。到了
後來，電影公司以外，電視台古裝劇集裏的男女演員戲
服，統統由他一手包辦。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了孔權
開。個子不高，見人嘴角掛笑，慷慨好客。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這十年間，孔權開在電視台所賺的

鈔票，當以數百萬計，真有那麼多嗎？孔權開笑笑說︰
「哪有這樣多？數額可能有，純利哪有！」見我臉露狐疑
之色，孔老闆解釋︰「數額大，所賺不多，但是師傅手工
已佔了大部分，加上布料、器材，七除八扣，你說能賺幾
多！」言下之意，中看不中用。我的恩師羅斌先生說過︰
「老闆說的話，不能盡信！」誠夫子自道也。
孔權開人稱「裁縫仔」，廣東高要人，父在廣州開服裝
店，南來香港，改營唐裝，生意大好，輟學助父。上世紀
六十年代古裝片興起，《妲己》副輔導王星磊見孔權開年
輕有為，納歸旗下，在影城做戲服，從此開啟戲服企業，
贏盡口碑，幾壟斷港、台影圈服裝生意。上世紀九十年代
後，古裝電影衰落時，孔權開順應潮流，北上創業，初期
生意勉可，孟嘗好客，風流自賞，風光不再。
8年前，重逢於尖沙咀頂好酒家，談入行的甜酸苦辣，

落得兩袖清風。如今一人獨居，前塵可嘆，這正是人到暮
年之苦也。

轉眼 5 年，母校
（香港浸會大學尚

志會）自2021年8月首次在亞洲電視
錄影廠主辦「戲曲譜奏浸大情」，周
日（5月25日）晚上特別假座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第三屆的演出。活
動監製葉家寶師兄和大會顧問徐國榆
師兄告知，這也是母校校友劇藝團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演，堪稱大學
界演出的破天荒之舉。
家寶師兄和我都是粵劇的門外漢，
故大家只於幕前擔任司儀的工作。還
記得2021年在亞視錄影廠跟他搭檔
的時候，我們要戴上口罩，小心防
疫……來到 2025 年，終於自由自
在，像往常般對話，高興又安心。
這次活動的主席分別是楊黃美慧女
士和侯王碧影女士，她倆都是粵曲愛
好者，一位喜唱平喉、一位愛唱子
喉，由於經常練習，唱功造詣可媲美
職業專家。其中黃美慧校友是我的師
姐，她個性活躍開朗，樂於助人，在商
界長袖善舞，同時熱衷服務社會，支持
母校發展，剛巧是今屆尚志會的會長。
第一次聽美慧師姐高歌一曲是
2016年，我們在香港賽馬會宴會廳
為母校60周年校慶暨尚志會成立40
周年紀念，舉行了「世說論語——萬
世師表」之夜，當年她唱的英文老

歌，洋氣韻味十足。後來，得悉她迷
上粵曲，更拜師學藝，從此結下不解
之緣。
這些年，她不只在港「業餘」演

出，更受邀在海外表演，她說學習英
文流行歌與粵曲的方法絕不相同，而
練唱粵曲後，更迷戀上其深厚的中華
傳統文化底蘊，故漸漸跟歐西流行曲
愈走愈遠。
今年，美慧師姐分別同余玉荷女士
和唐鎖老師演唱了曲目《風流天子》
《合兵破曹》，對於一向甚少聽粵曲
的我來說，竟也一新耳目，她沉厚渾
圓的「平喉」聲底，收放自如，已將
「業餘」同樣幹得有聲有色。

唱粵曲賀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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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餃皇后」臧姑娘的
長女Joanne（中）和幼女
Jessica（左）。 作者供圖

●《鴻雁》34cm×68cm
水墨設色。 作者畫作

●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會長黃
美慧師姐（右）。 作者供圖

近周香港藝術界畫壇非常
熱鬧，有兩大畫展「其命惟

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香港）」、「雪
泥鴻爪——徐悲鴻與師友互動原作遺珍及版
畫藝術展」先後開幕，讓學畫愛畫之人很興
奮，是個為自己補充「養分」的好時機，作
為市民是欣賞藝術、長知識的時候。再以高
一個層次的視角來講，是一個提升愛國主義
的教育和提高文化自信的教育。因為在兩個
畫展中除了看到名家大師的創作技巧外，你
還看到在民族顛沛、家國飄搖之時中國知識
分子既有才華也有風骨，讓人萬分敬佩。
徐悲鴻大師的畫作以獨特的藝術語言、人
文情懷，表達中華民族反法西斯侵略的決
心，激勵了廣大民眾。他在抗戰期間奔走於
世界各地，義賣畫作，並將所得全數捐贈給
受災地區。在很多重要的歷史節點，都對國
家有所作為，引進了西方藝術的創作方法和
藝術理念，推廣中西方技法的結合，繪畫風

格直接影響了中國美育的發展。
而「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

更加厲害，展示一百多年間廣東美術的重
要成就，高劍父、高奇峰、關山月、黎雄
才等嶺南名家百餘件經典作品讓人大開眼
界，專業的畫家都紛紛去「朝聖」，正在
習畫中的也把握機會，鄭文雅就告知此次
畫展在藝術圈內早已享負盛名，很值得
睇，畫展對香港來說是「福氣」，市民無
須遠行可近距離接觸到高水準的藝術佳
作，有助提升藝術鑒賞水平。她剛剛做了
白內障手術，冒着風險都去看這個展覽，
醫生忠告她出街必須戴着眼鏡和口罩，於
是她做「蒙面俠」去會展睇展覽。
去看展覽前可先溫書幫助提升欣賞水平。

在源遠流長的中國畫壇中有很多流派，以柳
浪畫派、太行畫派、關東畫派、大千畫派、
上海畫派、嶺南畫派、京津畫派、新金陵畫
派、巴蜀畫派、長安畫派為人認可。嶺南畫

派是二十世紀初崛起的，當時正處於半封
建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嶺南畫派的創始人
為「二高一陳」，即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
人， 這「嶺南三傑」都曾留學日本，習日
本畫，都是追隨孫中山先生投入國民革命的
同盟會會員，陳樹人更曾在孫中山身邊工
作，得到信任和倚重。
「嶺南三傑」是真正的革命畫家，畫筆為
改革武器，堅持藝術家不能脫離時代和社會
現實，反對「師以臨摹教其徒，父以臨摹教
其子」，追求變革、創新，通過「藝術救
國」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在國畫領域倡導
「藝術革命」，提出「折衷中西，融會古
今」，主張師法自然，兼容中外，融合中國
畫、日本畫，以及西洋畫的技法，創造出色
彩鮮艷明亮、暈染勻淨的新鮮風格。嶺南畫
家活躍於畫壇，人數眾多，可謂枝葉茂盛，
是嶺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嶺南畫派開風氣之
先走變革之路的傳統都應該世代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