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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腸道健康
上星期日下午，剛回到家的時候，
收到一位要好的同事給我訊息，問我

知不知道某女同事的事件？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
什麼，不過感覺事情不妙，應該是這位女同事有些狀
況出現。我二話不說，直接打電話給這位女同事。原
來這位女同事近期因為腸道有些不適，所以去看了醫
生，檢查發現原來患上腸癌。
其實早在這件事發生前一個星期，相約了幾位要好
的前度或現任的同事到我家吃火鍋。當時這位女同事
說：「今晚不喝汽水，喝清水便可以，因為最近覺得
腸胃不適，而且明天還要去日本，所以不敢亂吃東
西。」言猶在耳，過了幾天，便收到她身體出現狀況
的消息。當時我成個人也嚇呆了，因為我們兩人私底
下會稱呼姐弟，所以想像得到我同她是多麼的要好。
當我知道她身體出現問題後，其實自己心情也十分低
落，情緒也受到點影響。皆因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
又怕她因初期發現這症狀需要做很多檢查，唯有說
「加油」。而她的回覆是：「對的，身體出現問題，
要準備打仗。」
其實自己在家有供奉佛像及觀音，祈求祂們保佑我這

位好朋友沒事。得知消息後，不多不少也會擔心自己身
體會不會都有這些狀況出現。因為我從來沒有照腸鏡的
習慣，每一次到診所看醫生，診所內的電視會經常不斷
地循環播放政府資助50歲以上人士免費參加大腸癌篩查
計劃的短片，不過自己不大理會。其實政府推出這個免
費檢查，是為維持及提升市民健康，預防大腸癌。
隨後，我從網上查看了很多有關這癌症的資訊，原來
當發現有這癌症的時候，很可能已經到了比較後期的情
況。因為腸癌沒有病徵，只可以透過腸鏡去檢查出來。
不過，大家在飲食方面應該要盡量吃得清淡一點，多吃
蔬菜，不要吃太多刺激腸胃的食物。如果發現大便有出
血的情況，更要立刻看醫生查明究竟。
如果你是50歲以上的合資格人士，應該參加政府為
大家提供的大腸癌篩查計劃，也希望我這位女同事可
以打贏這場仗。

《折腰》
宋祖兒復出後另
一套備受關注的劇

集《折腰》，改編自蓬萊客發表於晉
江文學城的同名小說，5月中旬已經
開播，由南鎮編劇，鄧科擔任總導
演。鄧導此前的《與鳳行》《大奉打
更人》都大獲好評。
演員宋祖兒和劉宇寧都是國劇中
熟悉的名字，這幾年好像看着宋祖
兒長大一般。她的臉孔、演技，以
及身體語言無一不在告訴我們，她
作為一個演員已經成熟了。這次她
演一個機智聰明的喬家幼女喬蠻，
明知伴君如伴虎，為了成全家人寧
嫁給仇人劉宇寧飾演的魏劭，二人
在相處中漸生情愫，最終齊心守護
河山團圓小家。
故事講述亂世中，經歷失去父兄之
痛的魏劭勵精圖治扛起家族重任，當
他帶領族人一雪當年的屠城之辱時，
卻發現百姓需要的不是復仇和征戰，
而是和平。為了百姓生計，他接受了
祖母的建議，向當年背叛魏家的喬家
遞了聯姻盟書，使喬家幼女喬蠻被迫
出嫁。魏劭向來是嗜好征伐的魔頭，
喬蠻早知魏劭娶她不過是緩兵之計，
嫁到魏家之後一直過得小心翼翼、如

履薄冰。歷經多番危機後，喬蠻和魏
劭逐漸被對方的才智謀略與豁達胸襟
所吸引，但前有幾輩人的恩恩怨怨，
兩人之間難於開啟真正的夫妻生活，
導致夫妻情感一直隔閡着；後來魏家
在生死攸關之際，喬蠻誓死守城，就
此征服了魏氏和魏劭的心。最終，兩人
真心相愛，憑夫妻默契化解了家族矛
盾，攜手共度和平安寧的生活。
除了宋祖兒、劉宇寧之外，還有宣
璐、何泓姍、金士傑，以及我們熟悉
的何潤東和劉曉慶出演。何泓姍我提
過很多次，她現時只欠一個機會。而
宣璐同樣也是在等機會，論樣貌演技
與一線演員無異，只是幾時能找到突
破，這是內地影視演員遇到的大問
題，太多人排隊上位。劇中金士傑的
戲份不多，但十分搶鏡。最後一提，劉
宇寧和宋祖兒的CP值，在我眼中不算
高。在一線男演
員中，我覺得劉
宇寧是位較木獨
的人，似香港演
員于洋那類。

「其命惟新——
廣 東 美 術 百 年 大

展」，光看題目，已吸引人進去；進
去之後，不停留三四小時，就難能
盡興，內容太豐厚了。除了第一代的
「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
人外，還有第二代的關山月、黎雄
才、趙少昂、楊善深，乃至當代名
家，現場更以編年史形式列出廣東美
術界百年來發生的大事、重要活動和
人事變遷，以及對逾160位參展美術
家和廣東地區美術機構的文字介紹
等，除有助觀者增加對嶺南畫派的認
知外，也可說是廣東美術界在向香港
市民乃至國際遊客展示藝術實力。
策展也頗有心思，除了博物館式展
陳真跡外，還特別在入口處設置大屏
幕，充分利用多媒體的立體效果，令
平面的、靜態的、古舊的畫作一下子
「動」了起來，並突出了畫中要旨和
層次感，予人耳目一新。最典型者莫
過於「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夫畫於
1941 年的《盤中魚》了，看着看
着，靜物畫中的魚好像跳出來了。
多位不同時代的大師巨幅名作就在
眼前，像高劍父的《飲馬渡關圖》、
黎雄才的《迎客松》、關山月的《綠
色長城》、林墉的《西沙風光》，以
及李勁堃的《千年結》、許欽松的
《初雪》等都令人印象深刻，而現任
廣東省美協主席林藍以4種嶺南代表
豐物為描繪對象的四屏中國畫《嶺南

風情——木棉芭蕉雞蛋花荔枝》則鄉
味濃郁。
不只中國畫，還有不少油畫。這種
源自歐洲的繪畫技術，在中國畫家手
中，被賦予新意義。除了李鐵夫的
《盤中魚》、《劉素薇肖像》外，湯
小銘1972年的《永不休戰》也很突
出。畫家深入刻畫晚年抱病工作的魯
迅，犀利的眼神中雖帶憂鬱，但他以
筆作匕的文化鬥士形象卻很鮮明。廣
州美院油畫系教授謝楚余畫於1997
年的《陶》則表現一種柔和之美，畫
中是一位手抱陶罐的半裸少女，背景
有天空、礁石和海水，令我聯想到法
國新古典主義重要畫家安格爾的
《泉》──全裸少女手捧水罐佇立，
朝下的罐口流淌着清水。但前者富於
層次的畫面和少女若有所思的表情比
後者的單調更耐人尋味。
除了表現大自然雄姿和人物美的作
品之外，不少作品也緊扣時代脈搏，這
在第三部分「匕首投槍——新興木刻運
動及漫畫」最能體現。我們都知道魯
迅是著名文學家，卻原來他大力推動
版畫藝術，被稱為「中國新興木刻版
畫之父」。而經他發起木刻運動後，
版畫不但發展迅速，那些新興的木刻
版畫作品更在國難時期喚醒民眾的抗
日意識。現場的版畫雖然小巧，卻很
有紀實感、接地氣。今年適逢抗戰勝利
80周年，香港市民或許可藉此回溯一下
「三年零八個月」的烽火歲月。

彰顯美術實力

澳洲旅行首個星期在
西澳。

跟甥女一家親密相處，又一次發夢，
夢回二年班；班主任問我：宗祠外面搭
建的竹棚用作喪禮，誰人過世？仙遊長
者跟我什麼關係？奇怪，從小到大對錯
綜複雜的大家庭長幼尊卑圖表，自己擁
有十分清晰的認知，答老師：「我家大
伯婆過世，大伯婆是大伯公伯南的太
太，大伯公是我阿爺的大哥……未講
完：大伯公在吉隆坡！」
那些年我們在幾所數百年歷史的宗祠

騰出空間用作班房的「達德學校」上
課，其前身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創校，以
英文教學為主的「屏山英文小學」。
鄉民搭建竹棚用作喪禮，就在祠堂外大

廣場側，早晨菜巿場，之後學生體操場一
旁。祖父當時是校董事長，老師都被通
知，必須列隊鞠躬。班主任對這位7歲新
同學問詢作為考驗（幼稚園及小學一年
級，在村口青山公路及唐人新村交界的
「神召會惠群學校」，要過交通繁忙連接
九龍及新界主要幹道的「青山公路」，必
須由大人送往上課，最終在二年級，帶着
印象深刻的點滴轉回村校）。
今天沒幾個7歲兒童清楚「伯公」這名
詞，新時代家庭結構以自我為中心，祖父
祖母的關係都疏離了。伯公留下長子鄧志
偉（成長後當了醫生）交由我曾祖父母，
及跟他關係比較密切的五弟祝東——筆者
祖父照顧，帶着妻兒在上世紀三十年代，
前往南洋應約當醫生於吉隆坡「同善醫
院」，當年當地首家華人醫院，今天規模
在當地仍居首席，範圍寬廣。
大伯婆在預知壽數倒數，回老家屏山

靜養，終老。再過不久，大伯公旋即回
老家跟長子一家同住，祖父得空常伴長
兄。我們從小也常在伯父家玩耍（堂長
姐勵冰的綠色書櫃，內藏無數書籍與雜
誌，我的寶藏，讀極不厭），童年玩伴
堂弟七仔跟我一起替大伯公捶背，不到
十數分鐘，回饋我們一塊錢或五毛錢，
那些年可買汽水、雪糕、餅乾、糖果，
不少簡單家庭一天的餸菜錢囉！再過一
些日子，大伯公壽終正寢，古老人說：
「回頭鳳」。像鳳凰，預知壽期飛回出
生地離世……落葉歸根，福氣。
其他細節繁複，記得二事：祖父痛失
長兄，哭個天昏地暗。他是我們家主，
地位居首，卻會哭個涕淚交流，在靈堂
內不斷喊大哥。喪事完結，大伯娘帶着
住在唐人新村及吉隆坡的兩位伯娘，具
備香茶及茶點，到至親家中向大伯公的
弟婦們逐家敬禮，訴說。如今已失家
長，盼望長輩日後提攜指導！
大半個世紀過去，就大伯婆及大伯公
歸山見過如此傳統陣仗，之後世代，一
般人家的親屬人情漸冷，都疏鬆了。

大伯公
一隻烤鴨賣二
十多元甚至十幾

元，內地街邊、菜市場、小型餐館
都能買到，還會配鴨餅、葱絲、
黃瓜絲和蘸料。烤鴨明明是北京品
牌的高檔美食，這是什麼情況？
烤鴨在北京美食裏可以數第
一，到了北京不吃一次烤鴨，就
等於沒來過北京。烤鴨出自宮
廷，不是清而是明，大明主要在
江南定都，有很多年在南京，南
方喜歡鴨，貪其性味甘、鹹；
涼，補陰益血；清虛熱，用於虛
勞發熱、血虛陰虛陽亢等。明朝
從南京遷都到北京，定居紫禁城
之後，把在南方吃鴨的習慣也帶
來了北京。烤鴨因來自宮廷，用
鴨是很講究的，北京曾經用的原
料鴨有3種，從河運來的湖鴨，
也就是南京宮廷吃開的鴨，個頭
小可肉嫩；潮白河的「白河鴨」
是北京當地品種，個頭大肉也
肥，可是貨源少；玉泉山的油
鴨，骨架小油多，烤出來太油
膩，適合做點心。為了吃鴨，皇
家開始在玉泉山養鴨，這裏水質
極好，養出的鴨體美觀大方，肌
肉豐滿，背寬而長，眼睛大而凸
出，但是，宮廷御廚覺得還是配
不上皇室的精緻，於是有了填
鴨，餵食時間短，育肥快，肥瘦
分明，皮下脂肪厚，鮮嫩適度，
不酸不腥，是烤鴨的最佳首選。
一般烤鴨淨重2斤到3斤，填
鴨按照2斤半計算，高效的規模

化養殖，鴨子的飼料和肉的比
例、大概是1.6到3.5，長得最快
的小白條鴨比例是1.6，也就是
1.6斤飼料就能長一斤肉。除了飼
料，養殖還要承擔場地、水源、
除蟲、損耗等其他成本，做成烤
鴨不僅要計算鴨子的成本，還要
計算物流儲運、加工成本、正常
利潤。把這些都算進去，一隻烤
鴨才賣不到20元，這實在太奇怪
了，好像商家做慈善似的，商家
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天天做慈善。
烤鴨用的鴨子還可以獲得鴨
絨，取得鴨絨之後，剩下的鴨還
要進行進一步精細處理，摘出鴨
舌、鴨脖、鴨肝、鴨心、鴨腸甚
至是鴨血，這些都能賣出比鴨肉
更高的價格。全聚德的全鴨宴，
就是利用鴨下水做菜，一道火燎
鴨心，比一隻鴨的價錢還要貴，
因為一隻鴨只有一顆心。再比如
全國都有的周黑鴨，一句「沒滋
味，就吃周黑鴨」成了品牌理
念，店舖開到成行成市，內地的
機場火車站都有，在香港的最旺
地段，都能看到「絕味」類似周
黑鴨的熟鴨。
這就是中國的高山，其他任何國
家都無法企及，統一大市場，完
整產業鏈，多元飲食文化，總之種
種原因疊加，以致全球任何國家
都達不到中國物盡其用的水平，
這就決定了全球任何國家的製造
業都不可能達到中國的效率。美
國加關稅，嚇不倒中國人。

一隻烤鴨

香港演藝學院今年慶祝
創校40周年。回憶起其戲

劇學院在1985年首次招生，800多人報名，
學額卻只有30個。學院把這30名學生分成
兩班，第一班學員的年紀較長或是已有演出
經驗，例如黃秋生是「麗的電視」藝員訓練
班畢業生和曾在影視圈演出。
因此，第一班的學生跳過第一年的基礎
班，直接修讀第二年課程，只需3年便可畢
業。所以，第一屆戲劇學院的學生在1988
年畢業。至於第二班的學生都是19歲或以
下的中學畢業生。他們多對舞台和戲劇沒
有太多認識，所以要先念戲劇基礎班後才
可修讀核心的戲劇課程，4年後，即1989
年畢業。
雖然戲劇體系眾多，「演藝」表演系主要
是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教學。King Sir
（鍾景輝）解釋這是因為他和很多戲劇系教

師都是在美國或加拿大接受戲劇訓練，所以
他們都使用當時大部分美加戲劇學院採用的
「史氏體系」。還有，King Sir覺得「史氏
體系」的基本訓練特別適合初學演戲的學
生，能幫助他們打穩戲劇基礎。
學生們在那三四年中學習多門課程，如中
國和西方戲劇史、演技、讀劇本、咬字和聲
線、形體動作、唱歌和跳舞，甚至武術訓練
等。畢業後，大家在舞台、電視、電影、戲
劇教育等不同範疇工作，把自己在學院學到
的貢獻給香港的演藝圈。
過去40年，「演藝」為香港培育了無數
台前幕後的演藝工作者，分別在不同的演
藝界別中發揮他們的才能和作用。今天，
香港每一個演藝領域都有着這班來自不同年
代的畢業生的足印。當年對戲劇或其他演藝
範疇一無所知的學生已經成為他們從事的行
業的老行尊、前輩、大師兄姐和圈中的中流

砥柱。
為了慶祝「演藝」成立40周年，學校特
別製作了一齣大型原創音樂劇《我佛無著
經》。該劇是一個取材自《西遊記》的故
事，內容講述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
沙僧和白龍馬從天竺取經返回大唐後面對
的種種考驗。此劇的幕後創作人員全都是
「演藝」畢業生，如編劇張飛帆、導演黃
龍斌等。演員方面，除了飾演唐三藏的是
已為資深演員的林澤群之外，其他的角色
都是由戲劇學院現時的學員扮演。
《我佛無著經》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它是
由「演藝」的6個學院合作而成。除了戲劇
學院的演員之外，還有負責現場演奏的音樂
學院，武打場面的戲曲學院，布景、燈光、
音響、道具、服裝、化妝等科藝學院的學生
等參與，為觀眾呈現了一齣令大家看得賞心
悅目的紅寶石誌慶劇。

香港演藝學院四十周年誌慶（之二）

端 午
端午是我國的傳統節日。無須爭
辯，更無可爭辯。2005年，韓國「江
陵端午祭」的申遺成功，狠狠敲響了
我們得重視傳統節日的警鐘。
我們這兒管端午節叫「五端午」。
我小時候，這裏交通閉塞，難與外界
往來，村裏沒有能說清端午節起源與
過端午節意義的父老鄉親。那時，過
端午節沒有糉子吃，家家都吃用艾葉
煮的荷包蛋。看着滿滿一碗淡綠色的
艾葉荷包蛋湯，我就發愁。端午節這
天，吃一個荷包蛋還不行，母親每次
都給我盛多個，不光吃荷包蛋，連湯
都得喝掉。
端午節年年都過。後來，隨着經濟
的發展，交通條件愈來愈好，過端午
節已能買到新鮮香甜的糉子吃了。我
對端午節的抵觸感，比小時候好了很
多，對艾葉荷包蛋的味道，也不是太
拒絕了。
韓國與我國鄰近，他們的端午祭與
我國的端午節又有許多相似之處，尤
其是名稱的英文翻譯，據說一模一
樣。他們提前申遺成功了，我們之後
的端午節申遺過程，自然就或多或少
會受到影響。
在我國，端午節的起源有多種說
法，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記載。發展
至今已大致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紀念
愛國詩人屈原，因此端午節也稱「詩
人節」；二是紀念伍子胥；三是紀念
孝婦曹娥；四是源於古越民族的圖騰
祭。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不太
廣泛的說法。由此看來，端午節在我
國不僅影響深遠，還各具地方特色。
以至於在不同地區，留下不同的形
式、特徵和意義。
南朝吳均《續齊諧記》中，有端午

節是紀念詩人屈原的相關記載；南朝
宗懍所著的《荊楚歲時記》裏有「五
月五日，時迎伍君……事在子胥，不
關屈平也」之說。他認為，端午是紀
念被當地人們視為河神的伍子胥的；
而據東漢《曹娥碑》記載，該節與孝
女曹娥有關。另據《禮記》，端午源
於周代的蓄蘭沐浴。《呂氏春秋．仲
夏紀》一章則規定人們在 5 月要禁
慾、齋戒等。《史記．孟嘗君列傳》
有孟嘗君五月五日出生，其父不願生
下他的記敘。他父親認為「五月子
者，長於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王
充也在《論衡》中發出了相同觀點，
他闡述說：「諱舉正月、五月子；以
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
也。」在這些並不科學的眾多記述中
可以看出，端午節是個不吉利的日
子。由此之說，現在有些地方插菖蒲
驅鬼、喝雄黃酒避疫的種種做法，似
乎就「合情合理」了。
不管哪一種說法，都有力地證明了

同一個事實——「端午節」在我國已
有兩千五百多年歷史。韓國的「端午
祭」雖然先於我國申遺成功，但據說
其在韓國只有一千多年。因此端午祭
的申遺成功與否，不可能阻擋我國端
午節的申遺。
端午節在我國歷史悠久，唐、宋、

元、明、清的詩詞作品中均有體現。
唐朝杜甫《端午日賜衣》曰：「宮衣
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
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唐
朝元稹《表夏十首》云：「靈均死波
後，是節常浴蘭。彩縷碧筠糉，香粳
白玉團。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為
歡。」文秀的《端午》詩也道：「節

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
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他們的詩中，有的直接提到了端午，
有的提到了端午節的活動，有力證明
了端午節的存在。
翻閱詩詞文獻，自唐宋時起，端午

節這一題材便在詩詞作品中廣為流
傳、灼灼生輝。韓國端午祭申遺成功4
年後，我國的端午節也申遺成功。這
使得最初的熱議、質疑和爭論得以悄
然落幕。
最近這些年，國外的許多洋節日堂

而皇之地來到我國。聖誕節、愚人
節、情人節，它們來我國後似乎還很
會適應，沒見到什麼「水土不服」的
現象，反而逐漸紅火。
時至今天，我國着手保護傳統節日

的一系列措施雖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還不夠。不同地域的端午節，無論
起源還是意義，都不盡相同。把各自
特殊的形式和內涵挖掘出來，繼續傳
承並發揚下去，才是我們現在和將來
最應該做的。當然，包括但不限於端
午節。
端午節，在我家還有一點特殊之

處。2011年端午節，我大兒子出生。
那天的日子很巧合很易記，農曆五月
初五，陽曆6月6日。為此「巧合」，
我曾專門查閱過萬年曆。下一個陽曆6
月 6 日與陰曆五月初五同天，得到
2057年。
端午節是法定節假日，單從這點看，

大兒子有福了。每個生日都放假，都可
以開開心心地過。這天，吃糉子、賽
龍舟、喝雄黃酒，是各地大致相同的
習俗，但非本地之習俗。我們這兒，
主要還是吃艾葉荷包蛋。而我家，蛋
糕和生日祝福，是額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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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大伯公伯南（右一），以及（右
二）曾祖父、（左二）曾祖母、（左
一）二伯公。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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