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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亞運的主媒體中心

想起《詩畫中國》
看動畫片《長安三萬
里》呈現的唐詩及其畫
面，令我想起去年下半年

中央電視台播放的大型文化節目《詩畫
中國》。當然，跟前者以詩人為號召，
有故事、有情節不同，後者則由畫入
手，但是，正如主持人撒貝寧在每集節
目開頭所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
詩。」在古代，除了官方文書記載外，
在民間，還有人以詩筆、畫筆共同記錄
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
那些流傳至今的古畫，除了給後人
留下當時的民風民情外，也留下精湛
的工藝，那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側面，
也是中華文明的體現。所以，節目旨
在表現中華民族的「歷史之美，山河
之美，文化之美」。
由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康震、中國
美術館館長吳為山作為賞卷人，配以
由一群演藝界名人扮演的開卷人，以
不同的藝術形式詮釋名畫中的人和
物，並配以相關詩詞，再透過不同領
域的專家深度解說和導賞，令觀眾在
品畫賞詩之餘，了解畫家及其創作過
程，以及當時的社會風貌。
可謂寓美於教，融美以學，通過

詩、畫、音、舞、劇、曲等藝術形態
的跨界融合，尤其是借助沉浸式的藝
術科技，平面而陳舊的古畫變得立體
而生趣，詩畫描繪的人和動物活起
來，栩栩如生，現代人也輕易地「走
進」古畫環境中，體驗當時的氛圍。
多位香港藝人如譚詠麟、汪明荃、

趙雅芝、惠英紅、張衛健等都參與演
出。節目中講到的畫家故事也很具啟
發性，很值得欣賞。有興趣者，可上
央視網站重溫。
其實，央視以往製作不少歷史文化
片，20年前推出的《百家講壇》就很出
名，由相關學者主講不同的主題課，具
知識性，令人受益匪淺，個別講得生動
的學者如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更猶如
明星般受歡迎。不過，這種以「講」為
主的形式，對追求視覺的新一代來說，
難免感到沉悶，而且，節目令人印象深
刻的還是政界人物。
《詩畫中國》顧名思義，從古代名畫
入手，再用現代科技令畫面流動起來，
效果截然不同。人們大概還記得去年初
「央視春晚」的兩個話題節目──舞蹈
詩劇《只此青綠》（選段）和創意音舞
詩畫《憶江南》吧？除了賞心悅目，也
激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興趣。

還有9天，即9月23
日，第19屆杭州亞運
會便會揭開序幕，現時
各方工作人員也忙於進

行最後測試，務求整個亞運會一切順
利進行。9月18日亞運會主媒體中心
Main Media Centre（MMC）亦將正式
開始運作，預計將有來自亞洲各個國
家及地區，超過11,000名媒體記者工
作，包括文字記者、圖片攝影記者及
電視媒體記者，夜以繼日在中心投入
他們亞運的採訪工作。
主媒體中心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其
中Main Press Centre（MPC）主要是
讓文字記者及圖片攝影記者使用，今
屆記者室可同時讓400名記者工作，
除了有基本配置的Wi-Fi外，每一個
位置的工作間也提供高速網絡讓記者
們使用，務求讓傳媒工作以最高的速
度進行。同時，由於賽事場地眾多，
中心內亦設有多個大熒幕，讓記者們
收看56個場地的比賽實況，方便一
些人手不足的傳媒可以在MPC得到
即時比賽資訊並即時發放訊息。
另一個主要部分是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entre（IBC）國際廣播
中心，主要是給世界各地版權轉播商及
電視台使用，IBC是一個大型綜合運動
會國際訊號製作中心，無論是比賽片
段、開幕禮、閉幕禮、新聞發布會，所
有賽事的精彩畫面，都是在這裏轉播給
全世界電視台及新媒體平台收看。有趣
的是，使用IBC工作證可以進入MPC
工作，但MPC工作證則不可以進入
IBC，即文字記者不可進入IBC。今屆
杭州亞運會在IBC內提供56個比賽場
館直播片段，共83個訊號3,500小時，
讓各個電視台自行選擇自己地區運動員
的比賽訊號。因有些場地同一時間會進

行多個比賽，如羽毛球、乒乓球等就有
多過一個場同時進行比賽，田徑場及體
操場更會於同一時間有6個訊號，電視
台可選擇自己國家或地區運動員的比賽
以轉播回自己所屬的電視台。屆時的傳
媒人就相當繁忙了，83個訊號，同時只
可以決定一個讓觀眾收看，應該如何決
定呢？這就很考傳媒人的眼光了。今屆
杭州亞運香港派出681名運動員參賽，
比上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的586人多出
約100人。運動員比賽時間一定會有相
撞，有些運動員的賽事將會不能避免地
未能轉播予香港觀眾收看，這都是傳媒
於當地要立刻考慮的決定。
IBC除了提供所有電視轉播硬件及軟
件技術支援外，中心內設施，則有媒體
餐廳可同時容納1,600名工作人員就餐，
還有超市、髮型屋、咖啡廳、睡眠艙（北
京冬奧首見）；交通安排300輛大型旅
遊巴，穿梭各比賽場地、傳媒中心。經
驗之談，每次運動會坐落於中國，傳媒
都能享受到一級款待。「傳媒」是傳播
窗口，所有訊息都是經他們發放出去，
國際傳媒雲集活動，稍有不理想的訊
息，就會發放給全世界。主辦大型活動
或綜合運動會，風險評估是相當重要，
不知各香港傳媒又是否能從今次經驗中
學習，日後可以於香港舉辦如此大型的
國際性綜合運動會時好好參考呢？

這段時間，香港許
多媒體及社會人士都
為如何打造香港「夜

經濟」向政府出謀獻策。例如加強
軟硬件配套、搭建振興「夜經濟」
的平台、先妥善解決交通、噪音、
衞生、治安、市容等問題。商界市
民也要配合，如果政府搭建平台，
商界又急功近利、要立即刮一筆錢
的話，夜市肯定難以持久。因此商
界市民都要有拿出希望培養一個行
業和特色市場經濟的心來做這件
事，這樣香港的「夜經濟」才有希
望。
此外，「夜經濟」不應該用目前
商場店舖的經營手法和思維去考
量。甚至不應由同一個層次的人
做，正所謂「大雞不食細米」，應
該讓一班喜歡做夜市集的青年人來
做。其實有一批喜歡自己做手作的
人，每當商場有平租給他們，他們
都會踴躍去擺攤。筆者在荔枝角和
K11商場都逛過，很熱鬧的。
上周日晚上7點，中環擺花街街
頭迎來了一隊旅客。導遊搓搖小
旗喊話，旅客拿手機遊覽拍照。
以往這些情景都是自由行文青們會
找的節目，如今夜遊中西區也成為
了旅行團的節目。這反映了：一，
中西區的確極具舊香港特色；二，

香港夜生活的旅遊資源確缺乏，而
這更加提醒特區政府要好好搞一些
讓旅客有興趣去消遣的地方。而且
要既有高消費的也要有平民化的，
否則一樣難維持。在目前經濟環境
下，旅行社不可能搞高價團，都是
大眾化。內地旅客可能願意買家鄉
沒有的東西，未必肯花錢食家鄉有
的東西。香港叫一盤川菜水煮魚
200多港幣，夠他們在家鄉食三四
盤，心態上唔抵， 他們會考慮不
食。而香港人去海外玩都說要窮遊
歐洲、日本，還專門找平靚正的東
西買和食。這就是人性。
廣州市正施行「培育羊城夜市先

行區」，香港也應該研究每區最適
合做哪種夜市，先做需求最大的。
例如專賣文創品、專食宵夜、專睇
浪漫表演的。香港維港的一流夜景
不好好利用簡直浪費。當然啦，只是
容許人行、無處可坐，或者有人來趕
你走，怎聚人氣？請他們晚上去西環
海旁看看就明白。政府應「因時勢因
地制宜」，考慮一下夜晚某些地方、
某些時段是否可以靈活處理，讓市民
使用。那些說：倒不如讓商場開夜
點、店舖給優惠來得簡單，又是眼光
短視的看法。商場不要早關門與搞特
色夜市互不衝突，為何思維就是不
肯轉變？

「夜市經濟」需要時間培養
梁朝偉獲頒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
獎」，他說，這是對自己41年來的努力，有了個
交待。
61歲定「終身」，又有了「交待」，圓了一生

追求的夢。六十出頭仍年輕，今後可能還會遇上好角色，「終
身」之後，還會有什麼追求呢？想想，也不需要再追求什麼
了，放飛自己，或許又闖進新天地。
梁朝偉得到崇高榮譽，成了演員的「一代宗師」，惹來很多
議論，是否「實至名歸」，「誰比他更有成就」，「誰比他更
好演技」，「誰比他更應得獎」…….。議論是正常的，但也
是沒有意義的，「演技」這東西，各花入各眼，沒有一個競技
標準，總之行內人給的肯定，那就是行內人的標準了。能有一
個華人演員得到國際獎項，是值得高興的事，何況他還是我們
這代人成長的一部分。
對梁朝偉的專業精神，相信沒有人不佩服，他對事業的「專
心」，不是很多演員可以做到的，他彷彿是電影圈的「自閉
兒」，埋頭不理天下事，沉沉實實只做自己的演員。演藝圈是
名利場，搵錢揚名的途徑多的是，他專心做演員，沒有去唱
歌，沒有拍廣告，沒有去做生意，他對演員職業的一份鍾情，
一份堅守，你能理解嗎？或許也有人說，他惜「名」重於
「利」，要知道，「利」在眼前，一下子就抓了；「名」是
縹緲的，或有或無。
電影是綜合藝術影像的包裝，一個好演員，遇上好劇本，得到
好導演的垂青，又有好的攝影師配合，那就是天作之合，還要碰
上好的時機，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一切都給梁朝偉遇上了，還
不只一次的遇上，命運的交響曲，為何只給他獨奏？很多有才華、
對行業有貢獻的人，等一個專業獎項，一生也未必等得到。
如果明白命運交響曲的「曲譜」，有必然的音符，也有偶然
的激昂，可以羡慕，不必妒忌。獎項可以說是肯定，也可以說
不是絕對。每個曾經專注努力過的人，在不同的軌道上，對自
己已是最好的交待了。

為何只給他「獨奏」

郁達夫自述「九歲題
詩驚四座，阿連少小便
聰明」，雖帶幾分傲

氣，可是也自負得有理，比杜甫「九
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同是9歲，
題詩驚四座來得更不平常了。話是這
樣說，如果郁達夫誇讚自己的新文學
作品，我又不敢那麼認同了。
沒迷過郁達夫的新文學小說和散
文，但是陸丹林編集的《郁達夫詩詞
鈔》，卻足以令我跟《唐詩三百首》
放在一起百讀不厭。
郁達夫舊詩中對古代英雄尤其極致
尊崇，既為史可法祠的「二分明月千
行淚，並作梅花嶺下秋」傷感，同時
為岳王墓的「可憐五百男兒血，空化
田橫島上雲」嘆息；對黃花崗烈士紀
念節一詩情懷更為激烈：「年年風雨
黃花節，熱血齊傾烈士墳，今日不彈
閒涕淚，揮戈先草冊倭文」；雙十
節過富春江：「三分天下二分亡，
四海何人弔國殤」；雜詩中那4句︰
「一死何難仇未報，百身可贖我兮
辭，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
誓師。」更激昂至時過百年，緬懷
先烈，依然感人下淚。
郁達夫重英雄也重美人，不止訪盡

烈士墓，也曾到過西施廟，並在琴操

墓前七言詩中提問蘇東坡：「如何八卷
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同是愛
妾，蘇東坡為朝雲寫盡不少悼亡詩詞，
卻對琴操一字不提，難怪他為老蘇對琴
操的冷漠感到不平。
四十初度感賦一詩：「但求飯飽牛
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不幸竟成
詩讖，1945年9月17日在九一八事
件14周年前夕將滿49歲那年，也是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兩周之後郁達夫
獨自出門，就此神秘失蹤。
據說當日他妻子接近臨盆，他出門
時又身穿睡衣腳踏木屐，照理應該很
快就會回家，他為臨盆的妻子找醫生
嗎？下文如何，無人得知。會不會九
一八前夕勾起傷感，並不因為日本已
經投降而淡忘，外出時遇見日軍不能
控制自己，憤然罵了幾句日語，動作
被日軍窺破而遇難？

郁達夫神秘917那一天

好友一家從國外回來探我，來
家吃飯。
我會的菜式不多，與往常招待

其他客人一樣，做了我拿手的清
蒸魚。好友一嘗便讚不絕口，問我做法，問
我是從哪裏學來的，我告知是女兒的奶奶教
的，又下意識地想，去探奶奶的時候，一定
要和她八卦這件事，讓她高興一下。想到奶
奶滿意的笑容，自己先高興起來，馬上又怔
住了，這又才意識到奶奶已經不在了。
奶奶是一個月前去世的。女兒的爺爺比奶
奶早去世半年，爺爺走的時候我到殯儀館去
送了他，當時雖然傷心，但不至於失態。奶
奶走的時候我沒有去，那幾天我馬不停蹄地
在做一個採訪，工作忙成了我最好的理由，
我可以有藉口不去見奶奶最後一面，我知道
自己若是去了，一定會忍不住失態大哭。
我與父母緣淺，母親很早離開我們，我和

父親總是聚少離多，因此對親情一直十分渴
盼。與女兒的父親拍拖時我年紀尚小，初次
上門見家長，奶奶對我如對自己的女兒一
般。讓我一下子尋回了久違的母愛。不久後
我便嫁了，婚後隨女兒的父親，按廣州人的
習慣，喊爺爺為「老竇」，喊奶奶為「老媽

子」。
奶奶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她常自嘲自己
是個地道的農民，從小就在楊箕村耕田，沒
有機會多讀書，字認得少，說話也粗聲大
氣……然而奶奶卻有一顆溫柔細緻的心，她
知我喜歡吃青瓜，便換花樣做青瓜給我
吃，最多的時候一連吃了一周的青瓜，吃到
我感覺自己面青青得像青瓜之後才作罷。當
然，奶奶的廚藝好，除了青瓜之外，其它的
菜也都做得好吃，還煲得一手好湯，她可能
是唯一一個能根據家人的體質，每天會煲幾
種不同的湯分別給大家喝的「老媽子」。
後來我懷了女兒，孕期挑食得厲害，奶奶
無微不至地照顧我，既能讓我吃上我想吃的
刁鑽古怪的東西，又讓我保證足夠的營養，
因此女兒一出生就粉粉白白的，不像其他嬰
兒一臉通紅皺巴巴的。月子裏也是奶奶不辭
辛苦地精心照料，把我養得和女兒一般粉粉
白白的，亦因為她懂得食療，就連我因幼時
被父母忽略所落下的一些身體疼痛的毛病，
也在女兒滿月後一併奇跡般地消失了。
即便後來我因種種原因與女兒的父親分開，
奶奶仍把我當作她的女兒。她喜歡用村裏給她
的為數不多的分紅和她並不高的退休金來貼補

兒孫，對我也不例外，在我一個人過得比較苦
的那些日子裏，奶奶會尋各種藉口塞錢給我用，
每到農曆新年的時候給兒孫派利是也總是少不
了我那份，而我給她的，她卻總是不肯收。等
我把艱苦的日子度過去，奶奶的身體卻大不如
從前了。我因為忙於工作，去探她的時間也不
多，但80多歲的奶奶卻學會了用微信，不時地
會給我打語音電話，和我視頻。知我在香港《文
匯報》寫專欄，每到交稿日前後，奶奶總是會
問「點啊？寫完稿未呀？交稿未呀？」還會讓
她在香港的親戚們看我的文章，亦有頑童般
的炫耀之意。待到我的書出版，奶奶因為糖尿
病併發症，視力變得模糊，但是她仍會拿放
大鏡讀我的書，替我高興，並為之驕傲。
前不久我出門旅行，奶奶日日關注我的朋
友圈動態，不時地和我視頻，囑我在外要保
重身體、注意安全。我本打算旅程結束後去
看奶奶，怎知回到家拖延了數日，竟等到了
奶奶去世的消息。
奶奶識字不多，但把自己的名字「姚愛
仙」寫得娟秀端正，像她的人一樣。她走
了，我沒去送她，在我心裏，她仍然是30年
前那個娟秀端正的，有一臉溫柔慈愛的笑
容的「老媽子」，如她的名字，像個仙子。

溫暖的老媽子

告訴天底下所有丈夫一個秘訣，婚
姻有時要來點兒智謀。丈夫用自己的
智慧能力，會戰勝夫妻生活中碰到的
一些現實的困難。套用一句現成的
話，「要生活，要和睦，就意味要
鬥智鬥勇。」丈夫總會遇到來自家庭
生活的挑戰和困難，總會遇到妻子的

不順心、挫折甚至痛苦，但天下沒有困難是
戰勝不了的，只怕我們男人缺少智慧。
丈夫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有意識地發揮男
人的智慧，對於處理好夫妻關係，展現男人
魅力，意義重大。對妻子來說，丈夫的「智
取術」，則能傳遞丈夫一種積極、進取的生
活態度，為老公的睿智人格所折服。既然丈
夫的「智取術」如此之好，那就拿出點兒男
人的認真勁頭，細細研讀吧。
李霖是個勤奮的上班族，她總能按時上班，
勤奮工作，但她的薪水總是不漲。李霖和丈
夫還有一個女兒，日常支出不少，生活有些
捉襟見肘。一天，李霖回到家，一臉沮喪。
她告訴丈夫，希望老闆給加薪，就需要自己
提出申請。但是，以她的資歷和工作經驗，
漲薪可能性不大。丈夫聽後，說他有辦法。
接下來的幾天，丈夫開始精心準備。他
利用年休假把家裏布置得煥然一新，把廚
房的櫥櫃和冰箱都整理得井井有條，還為
李霖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李霖看滿桌
美食，感到非常驚訝。晚餐後，丈夫讓李
霖看電腦裏他幫她製作的簡歷。他告訴李
霖，雖她工作優秀，但必須有跳槽意識和
舉動。一個好的簡歷不但會給新單位的人
力部門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一旦有錄用通
知，還能刺激現任公司的領導給你加薪。
李霖聽後，恍然大悟。成功並不只是靠努
力工作，還需要丈夫的一些「智取術」。
在現實生活中，男人們也樂意試圖以自
己的智慧和各種手段來適當控制妻子，讓

妻子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作出判斷。因此，
丈夫在可能的範圍內，有時先行冷處理，
然後再造一個戲劇性衝突，給妻子予以啟
示，藉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一位朋友的妻子，對丈夫寫作一向不

「感冒」。她的「理論」是，你寫得再
好，也賺不了大錢。前些天，妻子的表舅
新開了一家連鎖超市分店，缺少可靠的
人，就想拉朋友去擔任主管，妻子極力慫
恿他去。可朋友只想「游」在筆墨中，不
想經商。但這些話，朋友又不能對妻子直
通通地說，不然會吵得天翻地覆。朋友無
奈，先對妻子說，容我考慮兩天。
那天，朋友偶然從書上翻到一句話，「不
合適的鞋子會傷腳」，竟激發了靈感。他想，
這些日子，妻子上班特忙，早想買的皮鞋也
沒時間買，那自己就來個「見縫插針」，她
一定喜歡。他上街買來一雙靚鞋，卻故意買
小了半號。妻子晚上回來，一上腳，好像稍
稍小了點兒，但嘴上卻沒說什麼。第二天，
竟喜滋滋地穿新鞋上班了。
朋友心裏偷笑。這天晚上，妻子回來：
「哎呀呀，我的腳——都被你買的好鞋擠破
了……」朋友趕緊幫她搽紅花油。朋友順勢
說，這幾天自己思量到表舅超市幫忙的事，
想來想去，還是不去的好。「趕旱鴨子下水」
不說；唉，牠讓人難受，就像這鞋，外人看
鮮亮非常，卻不合自己的腳，穿上活受罪，
不如把機會給有能力的人。妻子盯自己受
傷的腳，無話可說了。
在家庭角色中，丈夫與妻子之間，一方
的崛起，必定會引起另一方的萎縮。丈夫
在家庭生活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不如意的
事，大吵大鬧，效果反而不好。如女性潑
辣、強悍、進取心強烈，那麼男子就會變
得「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如果男女雙方都要正面爭強，那麼夫妻之

間必會引發同室操戈。但是，一個過於「一
邊倒」的家庭，肯定是一個寂寞的天地，夫
妻角色適當地互換，才會美滿和諧。要使妻
子樂意接受自己的意見，就像我的朋友一樣，
把它轉化為理性的智慧。所以丈夫在處理危
機時，一要從容不迫，二要避實就虛，善於
迂迴，展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在婚姻生活中，智慧和策略往往比力量更
重要。如果你的老婆是一個聰明的女人，那
麼給她點兒智謀，她會更愛你。首先，身為
丈夫要了解她的需求。每個女人都有自己的
喜好和需求，如果你的老婆喜歡購物，你可
以在合適的時間帶她去購物；如果她喜歡看
電影，你可以在周末帶她去看電影。了解她
的需求，可以讓你更好地滿足她的期望，也
可以讓你更好地了解她的內心世界。其次，
要學會傾聽。在婚姻生活中，有時你的老婆
可能會有一些煩惱或者抱怨，這時候你要學
會傾聽，不要打斷她的話。傾聽，可以讓你
更好地理解她的想法和感受，也可以讓你更
好地幫助她解決問題。
第三，要學會讚美。讚美是一種力量，
它可以讓老婆感到自信和滿足。如果你的
老婆做了一些好事或者取得了一些成就，
你要及時讚美她，讓她感到你的認可和支
持。讚美可以增強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可
以讓夫妻關係更加緊密。
最後，丈夫要學會與老婆溝通。溝通是
解決婚姻問題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的老婆
有不滿或者有意見，你要及時和她溝通，
了解她的想法和感受。溝通可以讓丈夫更
好地理解她的內心世界和心理期望，也讓
你更好地解決問題。總之，給老婆來點兒
智謀，可以讓夫妻之間的婚姻生活更加美
好。了解老婆的需求、傾聽她的聲音、讚
美她的成就、溝通解決問題，這些都是讓
婚姻更加美滿的關鍵因素。

給老婆來點兒智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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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帕亞孔布是詩人葬身處嗎？
作者供圖

◆亞運會主媒體中心睡眠休息室。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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