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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型體育盛事的投入

民間文化使者
我常覺得奇怪，中國

的 內 地 生 產 總 值
（GDP）在2010年已超

越日本而晉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
內地不少學者還在高呼「韜光養
晦」，以為這樣可以避過美國的打壓
或制裁。想法未免太天真，或過於妄
自菲薄。
有史以來，老大打壓老二「天經地

義」，不管你如何解說或做什麼，老
大都會覺得你威脅到他的霸主地位，
不斷耍嘴皮找碴，也是一種軟性恐嚇
和分化。你除了迎難而上，予以反
擊，並更加自強外，別無選擇。所
以，中美關係緊張或膠，難以消
除，甚至會不時「擦出火花」，也是
「常態」，難見「晴天」。
在官方層面，大可以拳來腳往，但
在民間，卻可以放軟身段。可幸至
今，兩國民間交往、交流不斷，這為
溝通或疏通關係打開另一條渠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6月中在北京
會見到訪的比爾．蓋茨時就說：「我
常講，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我們
始終寄希望於美國人民，希望兩國人
民友好下去。」
任何關係，無論如何和諧，都不可

能是永遠的，在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
中，國與國之間，有因利益互惠而合
作，也難免在一些領域上因競爭而惡
化，或在某一件事情發生後出現緊張

局面，時緊時鬆或時好時壞，也屬正
常，這也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曲折過
程。
代表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政策的外

交官在媒體聚光燈下，必須站穩立
場，表現強硬，清晰傳達信息，因為
他們需要向國民交代和負責。但仍有
很多事情，可以由民間力量去促成，
這樣，除了令官方更掌握民意外，也
可以有迴旋的餘地。而且，由非官方
人物或民間團體去推動的活動，往往
較接地氣，容易為人接受。
就像俗稱的「二軌外交」，運用非官

方人物，包括學者、退休官員、公眾人
物、社會活動家、非政府組織等多種渠
道進行交流，通過民間友好往來加強
對彼此的了解，增加信任度，待時機
成熟後，進一步將民間成果和經驗向
官方外交的軌道轉化，從而推動真正
影響大局的「一軌外交」的順利進行。
這正是民間文化使者的作用。
歐洲一些國家，常對那些將他們的

文化或生活方式向外推廣或在兩種文
化環境中遊走並促進交流的外國友人
授予勳章，以作獎勵，像香港的
Joyce Ma（郭志清）和已故的鄧永
鏘。在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進程中，更需要這樣的民間
文化使者，只是，今日的使者思維可
能需要調整一下，除了由西方引進，
更應該輸出，自信地輸出。

體育盛事一浪接一
浪，作為賽事愛好者真
的十分興奮，世大運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結束後，接開幕的另一個大型綜合
運動會——第19屆亞運會，將於一個
月後9月23日在浙江杭州舉行。
踏入8月，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志願者
也如火如荼地開始作最後準備工作。
通常一個大型運動會會分兩大範疇，
以奧運會為例子，會分成組委會人員，
主要負責組織各項比賽及所有行政聯
絡工作；另一個主要範疇的工作則是
廣播委員會，由國際奥委會自己成立一
間公司OBS（Olympic Broadcasts Ser-
vice），負責轉播及製作的工作，OBS
收入是全世界奥運版權費，支出是製
作費及分成50%版權費給奥組委。
籌備奥運轉播製作，OBS用4年時

間分階段去準備去製作，不計志願者
（義工），淨計工作人員也要6,000
至7,000人，可想工作多繁重，世大
運轉播人員也超過2,500人。日前（8
月 16 日）杭州亞運主媒體中心
（Main Media Centre），志願者人員
開始現場測試各單位位置工作事宜，
這班志願者已經有前期培訓知識，今
次是現場實戰去了解工作環境及清楚
自己工作崗位，經過一系列的綵排務
求活動開始時盡量萬無一失。這次的
杭州亞運，主媒體中心共正式錄用志
願者583人，亞殘運動會
志願者359人，大部分來
自杭州附近的大學浙江大
學，碩士學位以上佔
26%，另外具有新聞、傳
播系及廣播電視系等同學
達80名，這只是主媒體
中心的志願者，還未計算
各比賽場地志願者，可想

而知舉辦一個大型運動會背後需要多
少工作人員及志願者。用作參考數
字，筆者日前參與香港排球總會主辦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賽事的慶功宴，
出席工作人員及志願者超過200多
人，另外還有30多位意大利轉播製作
人員較早前已回國未能參與慶功宴，
由此可見，單是排球一個項目，6日
賽事16場比賽，已經動用這麼多人
手，如果是一個多項賽事大型運動
會，人手資源更是需要以倍數上升。
人力資源是軟件，器材設備是硬

件，除了軟件外硬件也十分重要，尤
其是主媒體中心MMC，器材設施也不
少，要把所有比賽場地訊號送到中
心，又如何把所有訊號送交到各轉播商
及電視台手上，經由衛星、光纖、雲
端、IP、檔案等轉送給大家呢？當中
需要的硬件配套設備要求亦十分高。
除媒體中心外，其他各項目比賽場

地的轉播製作配套又如何呢？是否也
要跟MMC的標準去配合呢？這其實
是一門好的學科，在外國及內地也有
廣播電視專業系，雖然香港這門傳播
學科出路比較窄，但總覺得周邊支線
工作其實也不少，發展空間也很大，
傳播這個業界需求沒有以前大但並不
會式微，雖然近年受到互聯網串流等
等衝擊電視媒介，但是電視又可否反
過來利用互聯網，以另一形式互相合
作得以重生呢？

由「招商局」贊助，
「灼見名家」主辦的
「以詩會友」前往四川
的詩詞之旅，給了我一

把文學鑰匙，讓我不經意打開了四川原
來是唐詩宋詞的寶藏之一。
有云：「自古詩人皆入蜀」、「蜀
中文章冠天下」，雖然其意誇大了一
些，但與事實相去不遠。
我試舉幾個例子，或是四川詩人或者

出自與四川有關的創作詩篇：西漢賦聖
司馬相如（四川成都人），他的一曲
《鳳求凰》，令卓文君為他私奔，其後
卓文君（四川成都人），一首《白頭
吟》使司馬相如放棄了想納妾的念頭，
成為千古夫妻佳話；唐朝元稹（曾居住
四川成都）與薛濤（定居四川成都）一
段霧水姻緣所創作的愛情詩篇；還有大
氣磅礡，渾然天成的詩仙李白（居住四
川20多年）、詩聖杜甫（曾居住四川4
年），北宋蘇東坡（四川眉山人）、南
宋陸游（曾居住四川），明朝楊慎（四
川新都人）、黃峨（四川遂寧人）的夫
妻故事等等。
今次「灼見名家」主辦的「詩詞伴

我行」，我們帶
 20 名香港中
學生與四川成都
的學生，共同表
演中華傳統文化
藝術，是一項愉
快的交流，很具
意義。四川本地
的學生和香港學

生表演變臉、舞蹈、歌唱、詩歌朗誦等
皆有水準，尤以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
基金會會長闞麗君的專業朗誦唐詩，是
整晚節目的亮點。
與香港幾間中學的同學（在「灼見名

家」舉辦的「傳承．詩詞伴我行」比賽
中獲獎同學），踏詩人的足跡，感受
詩人的情懷，一起暢遊長江三峽；在白
帝城，聯想起劉備託孤的故事和李白《早
發白帝城》一詩，從詩的內容來看，可
見李白原被流放到夜郎，在白帝城時收
到皇帝特赦，心情輕快地乘舟而下，「朝
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
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我們乘船遊長江三峽，一起朗誦唐

詩宋詞，神遊司馬相如、元稹、李白、
杜甫、白居易、蘇東坡、李清照、辛棄
疾、陸游、楊慎等詩人的意境，真是人
生一大快哉。
憶及1995年我遊長江三峽時，沿岸
有百姓人家，有售賣紀念品的小商舖，
如今與舊酆都城盡在江水底下了，頗有
物非人非之感。世界是向前發展的，撫
今追昔之餘，相信明天是更美好的；明
天我們將順流朝東而下，到宜昌參觀世

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之一的「三峽大
壩」，登「罎子嶺」
俯瞰整個三峽工程，
上「185平台」實地
見證「截斷巫山雲
雨」的雄偉大壩，這
是當年遊長江三峽所
沒有的節目。

詩詞伴我四川行
香港《文匯報》1948年在香港創刊，與

香港人同呼吸共命運，走過了大半個世紀。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與《文匯報》結緣，
波斯富街的報社，那幢充滿紙墨書香的舊

樓，文化人滿載理想，幹勁不分日與夜。炎夏的編輯部
只能靠風扇散熱，有些風扇吹不到的角落，編輯記者全
靠搖扇納涼。許多男同事穿短褲、背心辦公，老社長
也不例外，穿文化衫和寬鬆的綢褲，紙扇書生，驚才
風逸，憂國憂民，確是編輯部獨特風景線。後來搬到灣
仔道的新址，初期辦公室仍沒有空調。
那年代採訪與通信的設備落後，比起同行大有不
及，奇特的是，報社常有獨家新聞，如有神助。當時香
港《文匯報》扎根於社會，已有相當部分的讀者群，他
們經常主動給報社通風報信，在50多年前，「讀者報
料」並不流行，《文匯報》讀者自覺報料，都是出於一
份感情。
1972年6月18日九龍秀茂坪安置區「雞寮」與香港半
山旭龢道先後發生嚴重洪水災難，前者整個安置區被傾瀉
下來的泥石幾乎覆蓋；後者一棟12層樓高的旭龢大廈，
也因洪水泥石，被山坡上的一幢別墅從3樓攔腰壓塌。當
天秀茂坪安置區被山泥夷平在先，全港傳媒傾巢而出，報
社只剩下一兩人留守。
港島半山旭龢大廈坍塌信息傳來，主力記者都在忙「雞
寮」新聞，因為旭龢大廈坍塌是初步報料，未知實際慘烈
情況，新入職的師兄臨危受命，被派往現場，當時警察還
未來得及封鎖，師兄成為唯一衝進災場的記者，與消防員
站在大廈的3樓斷牆處，忘卻危險，目睹在頹垣敗瓦中救
人的情景。當年使用的相機是閃光燈泡，拍攝一張相要換
燈泡，他隨身只配備3個。在雨中，幸好有兩個成功閃
亮，拍得兩張救人的珍貴照片，當年《文匯報》的獨家照
片，往往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誕生的。
75周年報慶之際，艱苦歲月都過去了，今天《文匯報》

再上新台階，說好國家和香港的故事，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此祝福香港《文匯報》生日快樂！

艱苦的歲月

「嫁得金龜婿」，是
不少少女的心願，更多
是女兒家長的心願；金

龜，在一般人眼中，當然是論金不論
才了。也有認為愛情神聖，一旦貪錢拜
金，就不算真正的愛情，可不知從另一
勢利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大多數的
「愛情」都有貪的成分：男貪女美，
女貪男俊，不也是貪？好才也許不算
貪，只是天生悲劇性格，大多情場中愛
到「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才男
才女，總是含一泡眼淚下場！
愛情最終不離現實，堅持說愛情神

聖的愛情片女主角，演過不少以拜金
為恥的電影，最終還是嫁了個金龜
婿。「嫁得金龜婿」，住豪宅，食珍
饈，戴鑽石，富貴三寶，例牌風光，
人人眼見，最自我飄然感覺良好的，
還是千萬同性似妒還羨的目光。
是否在人家看來的樣板幸福，或有
不足為外人道之苦，只有她本人知道
了，不過「嫁得金龜婿」的大多都是
闊太形象，就算事後離婚，也沒見過
訴說金龜不是的。近日看到上世紀某
女明星自傳，總算是萬中之一個，女
明星是積極進取的樂觀派，能歌善
畫，人緣又廣，影藝文化圈中一線人

物，多曾與她結緣，自信憑多瓣才華
足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忽然獨身至年
過四十而惑，終於感到寂寞，希望無
須為事業奔波，有個人養活自己，就
是說，動了家室之念，想享清福了。
從金龜隊裏選婿，看中了其中的大

金龜，是某著名調味醬料的富二代，
認定他的財富足可養活自己下半生，
於是閃電成婚，誰知幾年後金龜藉口
生意失敗，私自透支與她兩人聯名戶口
存款，導致她人財兩失，後悔莫及。幸
而本性樂觀，富幽默感，自嘲「咎由自
取」，當初「立心不良」，不是為了渴
取長期飯票，怎會存糧白白給人掠去一
半，離婚後才有過前所未有的舒坦。
未知「嫁得金龜婿」而離婚的怨偶有
無與她同感，未知還有多少青春玉女
仍在營造她的金龜夢了。

笑說金龜夢裏人

江中靖又出書了。
我在歷時一個多月的長途旅行

回家後第一次出門，就是去廣州
參加江中靖的新書發布會。我的讀者對江中靖
這個名字或許會感到陌生，但對江中靖其人肯
定是熟悉的，她的英文名是Amelie，從前用
「愛美麗」行走江湖，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究
生的時候叫愛美麗，在香港獨立電影《涅雲
奴》中擔任女主角的時候叫愛美麗，到世界各
地開她的個人作品展的時候叫愛美麗，與她的
母親——知名作家鄧燕婷合作出版她的第一本
書《散珠兒》的時候也叫愛美麗，因此，在我
從前的文章裏，她是《天使愛美麗》。
愛美麗後來到英國倫敦UCA去攻讀純藝術

博士學位，同時受邀擔任該校的客座講師的時
候恢復了她的本名：江中靖，在出版她的第二
本書——攝影集《瓜蟲》的時候亦如此。這對
永遠讀不準她的英文名的我來說是件好事，畢
竟粵語「大靖」叫來是十分容易又順口的。
親友們眼裏口中的「大靖」小時候是一個漂
亮聽話的乖乖女，幾乎無人不愛，成長為一
個視攝影為生命的藝術家之後，她尋找和探索
的主題卻是「人與環境與自我之間的關係」，
是「生命在時間長河中無法逃避的孤獨感」。
江中靖把她的新書命名為《瓜蟲》，正是因為
「孤獨」這兩個漢字裏包含了「瓜、蟲」。所

以江中靖在自己的詩裏寫道：「瓜蟲/是一種
會讓魚死亡的/寄生蟲/一旦發病/即無法剝離/
還回頭偷襲/恰如孤獨。」諸如此類的小詩江
中靖寫了不少，她把它們很巧妙地嵌進了《瓜
蟲》裏，一些讀者和攝影愛好者拿到《瓜蟲》
後覺得自己是在「讀書」，而不是在「看」一
本普通的攝影集。
《瓜蟲》發布會在廣州方所書店舉行，發布

會請來了詩人黃禮孩做嘉賓，黃禮孩對江中靖
的評價是：她滿世界走，她凝視這個世界，用
鏡頭訴諸內心的聲音，她的鏡頭語言很從容，
充滿了文學性與詩性的張力。
正是因為江中靖的作品中的詩性，知名時裝

品牌達衣岩（Donoratico）的創始人、設計
師、畫家丁勇先生很早就收藏了她的攝影作品
《冬日之歌》，面對那張草尖從雪地冒出來的
照片，丁勇覺得像是看到一碗白粥上撒了點葱
花，是平淡生活中令人感覺舒服的詩意的安
靜。後來丁勇把江中靖的作品《粒子》用在了
自己設計的裙子上，簡單的圖案讓一條淡雅的
裙子變得愈加地飄逸和靈動，江中靖的作品又
為之創造了作品之外的更高的商業價值。生活
中的一切都能變成江中靖鏡頭下獨特的作品，
但她最愛的是那幅《開邊》，這幅作品裏，被
開了邊的羅非魚是最愛她的父親準備的晚餐食
材，一邊是父愛，另一邊是生命的無奈，她的

作品裏有很多都帶這種人與環境的矛盾。
對於一個在濃濃的愛的包圍中長大的女孩能
夠深刻地體會孤獨感，並把它作為自己的使命
去探索、去研究，很多人感到不解。江中靖在
發布會上說起前不久的探險之旅，她在西藏高
原上哮喘發作，被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天才重新
活過來的事，她在雲淡風輕地描述那些令人驚
心動魄的經過的時候，提到了自己在昏迷之前
還擔心抬她下山的人會透支體力，為自己會連
累別人而感到愧疚……我忽然就明白了，這個
擁有許多愛的女孩比普通人更懂得愛，懂得感
恩，她對生命有她的熱愛和悲憫，所以她才會
對孤獨有她獨有的體會：《瓜蟲》裏沒有一處
提到孤獨，但孤獨和江中靖對生命的悲憫之心
一起藏在字裏行間，藏在她的每一幅作品裏。
再回到家，我安靜地翻開《瓜蟲》，讀江中
靖，讀這本書的每一頁厚重，也讀我們每一個
人都逃不脫的孤獨。

讀江中靖

從前，在豫北平原的鄉下，春天
是被不同種類的鳥鳴聲喚醒的。燕
子在屋簷下呢喃，嘰嘰喳喳的麻雀
落在院子裏的草垛上，槐樹上還有
幾隻黃鸝鳴囀，灰鴿子在晾曬了糧
食的平房上咕咕亂叫，鸚鵡則藏在

青青的柳葉間嘟噥絮語，幾隻花喜鵲翹
長尾巴站在高高的楊樹枝頭歌唱……
那時候，頭頂的太陽和月亮輪班更有靈
性，腳步走得也慢，因此鄉下的日子也過
得慢，歲月顯得溫暖而悠長。白雲在藍天
飄移，雲朵下的河灘草坡上有幾隻山羊悠
閒地啃青草，幾隻蘆花雞在曬坪一角的
麥秸垛下低頭覓食。
有時候，天空也會突然變了臉色，烏雲密

布，翻滾的烏雲夾雜呼呼的風聲，一會兒
工夫雨點就劈里啪啦砸到大地上，河堤上
的兩排老樹卻在雨水沖洗中顯得格外精神。
兒時鄉下的村莊，樹到處都是，堤坡上，

河灘上，大路兩旁，水渠兩側，小河兩岸，
樹木高大葳蕤，大多數樹木都高出了平坦的
大地。在我的印象裏，村莊的白楊樹和柳樹
最多，白楊樹站在大路兩旁，挺拔而威武，
柳樹則站在堤坡上和池塘的四周，身姿婀
娜。柳樹比其它樹更早嗅到春天的氣息，早
早便在枝條上泛起了鵝黃，不幾天就轉成了
青綠色。因此可以說柳樹和會唱歌的小鳥一
樣，它們都是春天的信使。那些長在堤坡上
的柳樹，顯現了「搖曳惹春風，臨坡軟勝
絲」的柔美意境，若是在柳樹下相親和約
會，自然就有了依依如絲、情意綿綿的感
覺。當然，這是我讀書後借助想像附加給家
鄉柳樹的詩意和美感，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
孩童，根本不懂得約會，倒是喜歡在大柳樹
遮起的濃蔭下，撅小屁股，彈溜溜球。
時令有序輪轉，入夏之後，知了和青蛙的

嘶喊和鳴叫代替了眾多鳥鳴，無數知了在
樹上吶喊，柳樹上、槐樹上、榆樹上、白
楊樹上，到處都有知了的聲音。青蛙也不
甘示弱，蹲在蘆葦蕩的淺水窪裏鳴叫，躲
在水渠邊草葉的葉片下鳴叫，坐在小河岸邊
的石頭上鳴叫，藏在池塘四周的柳蔭下鳴
叫，臥在退水閘砌起的石階上鳴叫……
秋天來了，蛙鼓聲漸漸消退，知了的叫

聲也漸漸衰弱，在知了低吟的尾聲中，槐
樹飄落了第一枚黃葉。一陣又一陣秋風颳
過後，榆樹、柳樹、白楊樹都落下了金黃的
葉子，堤坡上、河灘上、大路邊、水渠畔到
處都有落葉旋轉飄舞。落葉奔湧、黃影繽
紛，金黃便籠罩了整個鄉村大地。
時光也如一陣秋風，風過之後，往事便成

了一堆支離飄零的落葉。有人說，循一
片落葉的痕跡會找到它生長的樹。仔細思
索一下，會發現這句話並不確切，有些落葉
會守在樹下，有些落葉能被風聚攏，那些聚
攏的落葉長得如此相似，誰又能分清它究竟
來自哪一棵樹？
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也會走一片落葉曾

走過的路，我研究生畢業後飄進城市匯入
了人群，自我逐漸被淹沒，然而在喧囂沉寂
之後，我依然會想起那個栽滿了樹的村莊。
栽滿了樹的村莊，這僅僅是我還原兒時
記憶之後的表達。記憶裏，堤坡兩側全是
樹，榆樹、槐樹和大柳樹，一棵緊挨一
棵；池塘四周也是垂柳依依；通往北地的大
路兩邊是兩排高大的白楊樹；通往南地的路
邊是一排排的梧桐樹，到了4月份一樹樹的
泡桐花將整個村莊都鍍成了浪漫的紫色。
村莊的樹在過往的歲月中行走，走走
就走丟了。當然樹不是主動逃離，它們有的
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被砍伐了，也有的被
移栽進都市的花園成了景觀樹。一棵棵大樹

莊重地倒下了，在撲向大地的剎那，有的樹
發出憤怒的悶哼，有的樹發出撕裂般的脆
響。不論悶哼還是脆響，樹最終都倒在了村
莊的大路旁、堤坡上、溝坎邊，一個個伐木
工坐在剛剛倒下的白楊樹身上，其中一位工
人抖索從衣兜裏摸出一支香煙，啪嗒一
聲，用打火機點燃，深吸兩口，瞇上了眼
睛，很享受的樣子。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裏盤旋揮之不去，一

個走丟了樹的故鄉，還是不是我原來的故
鄉。在一個暑熱蒸騰的夏日，我驅車返回
故鄉，走到村頭堤坡的退水閘旁邊，頓時感
覺天地空曠了許多，退水閘旁邊多了一個
碩大的樹坑，那棵曾經見證過我成長的大
柳樹也被無情地砍伐了。
我童年時期，下午放學將羊趕到河坡後，

常常坐在這棵柳樹的濃蔭下看螞蟻上樹，聽
鳥雀啁啾。我和小夥伴在樹下彈溜溜球，夏
日柳樹撐起的綠蔭下總有我們樂此不疲的身
影，一個小小的溜溜球是我們最忠實的玩
伴，我們在大柳樹的守護下逐漸長高長大。
我童年時期的鄉下，風就是雨的信使，暴

雨來臨之前，勁風常常當前哨。被驕陽曬
得蔫頭耷腦的柳樹，在風中搖擺，雖未經
暴雨洗禮，已經煥發了生機。一陣緊似一陣
的暴雨沖刷之後，樹站在初晴的陽光裏顯
得格外精神。我光腳丫踩雨後路面汪起
的水窪來到柳樹下，抬頭注視這棵柳樹，
經過雨水沖洗後的樹葉顯得異常鮮亮。
如今這棵樹也被砍倒了，似乎我的童年
也被人偷走了，讓我關於童年的講述有了
一種虛幻感。最近，我常常做這樣的猜
想，那些移栽到城市的樹在月影斑駁的夜
晚是否會懷念堤坡溫潤的風，是否會留戀
原野的廣漠和空曠，是否還記得水渠畔和
蘆葦蕩傳來的聲聲蛙鳴……

走丟了樹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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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龜真是那麼迷人嗎？ 作者供圖

◆亞運會主媒體中心志願者合照。 作者供圖

◆當我們飛抵成都機場，當地同學人人
手捧鮮花和小熊貓迎接。 作者供圖

◆青年藝術
家江中靖及
其作品《冬
日之歌》。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