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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靚
年齡：49歲

1997年職業：主持人

姓名：陳正明
年齡：66歲

1997年職業：公務員

▲陳正明重溫拍攝《倒計時最後一秒》的難
忘時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ANNIVERSARYANNIVERSARY
th

提起陳正明，重慶本土攝影圈幾乎
無人不知。上世紀七十年代以

來，他孜孜不倦地用各種相機拍攝社會
發展與人文變遷，其鏡頭下的城市從黑
白色的荒蕪漸變為流光溢彩的繁華。相
機已經成為陳正明的社交語言。1997年
6月30日下午，陳正明吃過晚飯，就匆
匆趕往了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參加當地
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活動。

歌聲歡呼聲交織現場氣氛熱烈
從夕陽西下到夜幕深垂，前來大禮堂

廣場慶祝的市民越來越多，人們有的拿
着「歡迎香港回歸」的牌匾、有的拿着
中國國旗，不時傳來歡呼聲、歌聲，氣
氛熱烈。
陳正明當時使用的相機是135菲林相

機，一盒菲林能拍36張照
片。為了當日的拍攝，他
特意準備了兩卷感光度200
度和400度的夜景拍攝專用
菲林。23時50分，倒計時
牌上的數字不斷閃爍着，
陳正明環視四周，終於找
到了一個相對高的台階，
這是可以拍攝最後一秒的
絕佳角度，萬事俱備。
「菲林相機不是現在的數

碼相機，記錄速度比較低，
最後十秒，我按了三次快
門，最擔心的是拍不到最後
一秒。因為當倒計時牌的數
字變成『0』之後，倒計時
牌就成為了歷史；而離回歸
還有『3秒』、『5秒』這樣
的照片又缺少一點意義。」

拍攝結束後陳正明心中仍沒有把握，第二
天一早他就將菲林拿去沖洗。
當他拿着放大鏡、迎着光看到菲林底

片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欣喜、激動。陳
正明拍到了最後一秒，這是闊別祖國
155年的香港離回家最近的一步。

難忘零八年赴港 千張相刻CD留存
2008年3月，陳正明與朋友一起來香

港旅遊。此前，他對香港的所有認識都
來自港片與港樂。「我在香港玩了三
天，品嘗過美味的早茶、參觀了維多利
亞港，還登上了太平山頂，我非常喜歡
香港。」陳正明向記者展示自己專門刻
錄的CD，裏面有着千餘張照片，皆為
他在香港旅行拍攝。
重慶是山城，素有「小香港」之稱，

尤其是在南山上俯瞰當地的渝中半島，
高地山脈連綿不斷、城市建築層層疊
疊，加上萬家燈火和霓虹閃爍，是絕佳
的夜景觀賞地。所以，當重慶人陳正明
登上太平山後，既震撼又親切——從山
頂俯瞰香港的風姿，與家鄉重慶頗有相
似，只是海風比江風更為清冽，這樣奇
妙的感覺讓他記憶猶新。「我記得太平
山頂海拔554米，重慶南山的海拔和它
差不多，兩個城市都是山城；香港城市
的道路不寬，人行道很窄，重慶的解放
碑也是這樣的，所以我感覺香港很親
切。」
如今退休在家的陳正明大部分時間除

了拍攝，還有接送外孫女上學。陳正明
希望疫情盡快結束，兩地旅行恢復往日
的自由與便捷，他也想帶着外孫女再去
香港逛逛、走走。

大賽由廣東電台和香港電台，並聯合佛山電台和
澳門中國語文學會舉辦，當時的明星陣容星光

熠熠，內地請來了當紅實力派歌手田震作為宣傳大
使，香港前往廣東的一眾藝人中，「叉燒炳」劉丹
的普通話給在場人士留下了最深刻印象。

自創才藝表演 舞台趣味十足
大賽以「溝通不分你我他，齊齊來說普通話」為

口號，旨在推動粵港澳三地普通話普及。當時報名
參加大賽的就有幾千人，且他們的母語都是粵語為
主，經過了數輪「海選」。1998年3月1日，總決
賽在廣州舉行，12位有粵港澳戶籍、非專業語言工
作的選手入圍總決賽，香港城市大學大一女生勞徐
欣獲得冠軍。
普通話大賽的舞台趣味很足。徐靚記得，開場先是

粵語問答、自我介紹，然後參賽選手自主設計普通話
才藝表演。其中，粵語場景故事還原這個環節比較有
難度，要求選手現場用普通話轉述故事。當時賽事，
也都有聘請專業粵語老師做評委。
「田震在台上都忍不住感嘆，普通話竟然有這麼多

學問。」同為北京女孩，徐靚和田震發現很多題目自

己都不大會。從首屆到2015年，徐靚一直參與大賽
的主持。她記得，田震、李克勤、容祖兒、Twins、
方力申、Soler、衛蘭等擔任過大賽的宣傳大使。不少
選手後來成了同行，也有當上脫口秀綜藝辯手。
在一堆老照片中，徐靚為我們找出了1998年赴

港主持第二屆粵港澳普通話大賽的照片，其中就有
和范徐麗泰女士的合影。范太作為頒獎嘉賓出席總
決賽晚會，活動結束後熱情地與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合影。「她看了我胸牌，就喚我靚女徐靚。」徐靚
向范太解釋說，「靚」在普通話中是一個多音字，
北方人多半人讀jing第四聲。

難忘港星學講 收穫灣區聽眾
「一個北京女孩，有一個很廣東味道的名字。」

范太說，這是徐靚和廣東、香港的緣分。事實上徐
靚與香港的情緣，早在1996年開設的娛樂訪談節目
《靚靚娛樂圈》就開始了。作為入職兩年的新人，
能夠開設一檔自己的節目，徐靚說，是港澳回歸帶
來的機會，粵港澳三地不少民眾對普通話燃起濃厚
的熱情，對普通話廣播節目也有了收聽習慣。
「『四大天王』、陳奕迅、容祖兒、Twins都曾

上過我的節目。」徐靚清晰記得，容
祖兒剛出道到內地宣傳新歌，參加的
第一個普通話節目就是自己的《靚靚
娛樂圈》。看他們認真學講普通話的
神情，可話到嘴邊又很「燙嘴」的樣
子，徐靚說，當時的廣播直播間確實
也傳遞出了不少快樂的名場面。
從1996年到2021年，走過25周年的《靚靚娛樂

圈》被《大灣區生活家》取代。徐靚在新節目內不
僅分享大灣區的吃喝玩樂好去處，也為大灣區青年
操心相親交友等事情。兩檔節目一路做下來，徐靚
感恩時光，也很珍惜節目本身成為記錄粵港兩地交
往故事的載體之一。
也是通過這檔節目，徐靚收穫了一大批香港聽眾。

今年5月16日，徐靚收到了一封聽眾老朋友的新年賀
卡，還夾帶了虎年紅包。「他是老朋友了，從《靚靚
娛樂圈》時期聽到新節目《大灣區生活家》，一直都
有熱心寫信祝福及反饋收聽感受。這種傳統的祝福方
式，讓人倍感珍貴。」看到他的發出日期，再看看自
己的收信日期，徐靚表示期盼早日恢復正常通關，讓
大灣區城市之間回復密切往來。

重慶攝影愛好者：
菲林定格倒數最後一秒

1997年6月30日晚臨近24時，重慶市大禮堂人

聲鼎沸，逾萬人將大禮堂廣場圍了個水洩不通，廣場

內正在舉辦「香港回歸倒計時」的慶祝活動。

「10、9、8、7、6、5、4、3、2、1……」倒計時牌

上的數字不斷閃爍着，人群中的陳正明既緊張又激

動，他舉起自己的菲林（膠片）相機，抓拍到了回歸

前的最後一秒。「1997年對重慶來說是雙喜臨門，6

月重慶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7月香港回歸祖

國。」回憶起那個夏天，陳正明仍然記得民眾眼中的

幸福感，整個城市都興高采烈、喜氣洋洋。

這張《倒計時最後一秒》照片，後來獲得重慶

市第一屆好新聞攝影作品獎，也成為

渝港兩地共慶回歸的歷史佐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為了迎接香港、澳門的陸續回歸，首屆粵港澳普通話大賽於1997年在廣州舉辦。時間一晃而過，香港

回歸祖國懷抱已整整25周年。「我主持了1997年舉辦的首屆粵港澳普通話大賽。如果沒記錯，首屆冠軍

是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廣東廣播電台主持人徐靚依然記得，當時的粵港澳普通話賽事，掀起了「齊齊來

說普通話」的熱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廣東電台主持人：
粵港澳普通話賽掀熱潮

▶ 1997年6月30日
晚，重慶市民自發聚
集在大禮堂廣場舉
行慶祝香港回歸的
活動，陳正明用膠
片相機記錄下珍貴
一刻。 受訪者供圖

▶2008年，陳正明赴港旅遊，在金
紫荊廣場拍照留念。 受訪者供圖

◆陳正明拍攝的《倒
計時最後一秒》獲得
了重慶市第一屆好新
聞攝影作品獎。

受訪者供圖

◆徐靚（前
排左3）主持
粵港澳普通
話大賽。
受訪者供圖

重溫回歸時刻

◀很多香港藝人到內地的第一檔普
通話訪談是在徐靚節目上完成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掃碼看片

掃碼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