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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亞運圓滿落幕，然後呢？

共情梅艷芳
執筆時看到「紀念
梅艷芳」相關報道，
才想起，原來今年不

但是香港流行文化界天王天后病逝
20周年，還是梅艷芳60歲冥壽！
隨着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為期半年的
「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結束，
由政府康文署主辦的首屆香港流行文
化節也接近尾聲。雖然文化節內容多
元而豐富，但時值兩位具代表性歌手
病逝紀念年，勾起人們的感傷記憶，
尤其是跨年齡、跨性別的張國榮粉絲
更自發性地組識了多場紀念性活動，
致先於同年4月走的張國榮的「鋒
頭」蓋過年底病逝的梅艷芳。
兩人當年的永別都相當震撼，如果
說張國榮在愚人節的「縱身一躍」來
得太突然，予人無法接受地劇痛嚎
哭，也遭人誤會一段日子；那麼，梅
艷芳在人生最後一個月帶病如期舉行
8場演唱會，以及年底凌晨安然閉目
的過程，則令人心疼，卻欲哭無淚。
梅艷芳在同期女歌手中脫穎而出，
最後獲封「香港女兒」跟她的草根性
有關。她的人生經歷坎坷而富於勵志
性，不到5歲已被迫登台演唱。但這
種早年歷練恰恰造就了她日後成為仗
義俠女而備受同行敬重和媒體尊重。
梅艷芳的生命劇本比她演過的任何
戲本更富戲劇性，連走向生命盡頭的

那段小路，都「鋪排」得如此精彩。
一代天后無法掌握自己的出生，卻把
握了生命的終結──告別演唱會上，
一首《夕陽之歌》，一襲婚紗式歌
衣，一扇命運之門的敞開……戀戀不
捨，卻走得從容，猶如人生舞台上完
美謝幕的預演。
前些日子看到今日人氣歌手龍婷演唱
梅艷芳的《夕陽之歌》，演唱技巧很
好，節奏張弛有度，感情也投入，我卻
感覺不到詞曲背後的那股滄桑味！這或
許對龍婷不公，感覺卻是如此。
梅艷芳的歌不但是唱給人聽，也是
唱給自己聽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
初，無綫首播電視劇《香城浪子》，
我天天追看，為的就是聽她演唱的主
題曲《心債》：「明明用盡了努力/明
明事事都不計/為什麼萬般癡心/都等
如枉費，原來今生心債，償還不是一
世……」當時的她不到20歲，剛獲首
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卻能唱得
令聽者泣淚。那是她自己的身世啊。
在這位「香港女兒」的身上有那

個年代走過來的香港人「共性」，
無論舞台上的「百變天后」如何變
身和風光，身上的經歷始終烙印心
中。梅艷芳和張國榮令人懷念的除
了歌藝和演技，還有那一份生於斯
長於斯的家國情懷，所以，他們行
善都很低調，那是共情。

10月 8日在杭州舉行
第19屆亞洲運動會閉幕
禮，來自亞洲45個國家
及地區的11,830位運動

員全力爭奪獎牌，為我們帶來一場
又一場精彩的賽事。中國隊由1982
年開始，連續11屆亞運會都是金牌
榜第一位，本屆金牌更達201面，而
香港隊亦大有進步，今屆創下8金、
16銀、29銅，共53面獎牌的紀錄，
排獎牌榜第12位的極佳成績，在這
也再次恭喜香港運動員，期望大家
繼續努力向着明年巴黎奧運會奔
跑，再次為香港爭光。
10月8日晚的閉幕典禮上，延續了
節儉辦亞運理念，導演通過四段短
片、兩個節目、一場嘉年華盛會，向
所有來賓、運動員、現場觀眾及全世
界收看閉幕禮的電視觀眾，表達出
歡樂之情、惜別之意。閉幕禮開首
短片除了有「最憶是杭州」講述杭
州風土人情，緊接着更有「亞運感
動瞬間」，將各運動員勝利與失
敗、激情與遺憾、團結與友愛、歡
樂與淚水等等表情及動人畫面再次
重現大家眼前。筆者也是製作人，
每一次大型運動會後也常用這手法
去把所有畫面剪輯成片段，配上合
適的音樂歌曲，令觀眾產生共鳴
感，更能投入運動員的心情；而將
每一個香港隊運動員精彩動作畫面輯
錄下來，觀眾也有收藏價值，正如每
屆世界盃一樣，把所有入球剪輯成片
段，真的回味無窮。

導演利用一片大草地，「璀璨共
此時」用ASIA大字標誌從錢塘江面
浮上水面，降落草地構成一個「亞
洲花園」般的美景，再加上一班街
舞少年及吉祥物的精彩表演，燃點
起全場激情。與開幕禮互相呼應，
閉幕禮「數字火炬手」再次進入奧
體中心場館，在80,000名觀眾見證
下，與亞運會義工代表，各單位亞
運會參與者代表一同見證火炬塔熄
滅，隨着火焰慢慢熄滅，「數字火
炬手」開始幻化成漫天星辰照亮萬
家，這樣的畫面真的有惜別各方來
賓感覺，而畫面背後一班幕後工作
者也一樣，惜別之情湧現，筆者也
多次參與這類製作，完結篇後總有
失落感，現場工作人員大家相聚工
作十多天，或更早之前的準備功夫
經歷了幾十天的一齊辛勞，完結要
分開未知相聚在何時，可能是下次
亞運？奧運？世界盃？章節總會
完，而下個章節才會開始。
巴黎奧運明年7月26日就開幕，
不足一年時間，但可惜電視版權未
知花落誰家？希望大家屆時能好好
繼續為香港運動員打氣吧！

◆閉幕禮上呈現「LOVE ASIA」
表達亞洲共同體。 作者供圖

腦內裝着半部香港新聞史的人
颱風「小犬」八號風球忽然「轉波」
九號，還沒來得及吃一頓飯的時間，緊
張突然升級，家庭聚會即時「大撤
退」。因為住區鄰近，步行到家，還算

方便；但需要上班外出的人士，就因為颱風升級僅
15分鐘預報，公共交通露天段一下子停頓，有家歸
不得，只能滯留港鐵站內，席地而坐啃乾糧，狼狽不
堪，此情此景也是前所未有。
朋友在風球下飛機抵港，機場快線停運，大批旅客
滯留，機場輪候的士費時，且索價不菲，路上也不一
定安全；朋友常出門，在外國滯留機場也試得多，故
此隨遇而安，向家人報平安後，索性在機場安心等候
公共交通恢復。當然，機管局也應吸取教訓，作出疏
導方案，以備應對將來同樣情況。
很多人都埋怨天文台，為何發出更高風球的時間如

此倉促，只有15分鐘預報，讓市民措手不及。氣象專
家說，根據過往做法，天文台只會在發出八號信號前
兩小時預警，但發出九號或十號信號，就不會有預警
安排，因颱風飄忽，強度改變很快，出錯機會很大。
這也不難理解，天氣瞬息萬變，可以預警的時間無

多，就好像「打擂台」，大家保持一定距離時，還可以
判斷預測對方出什麼招數，一旦肉搏，已經沒有思考時
間，就是一招了斷。當然，「打擂台」只是比喻，天文
台以科學預測天氣，是否也可以打破慣例，有更進一步
的預警效果，以滿足市民的期望？ 市民習慣了天文台
八號風球有兩小時預警，這是基於社會活動安全，提早
安排公共交通疏導人流；去到八號風球已經是危險訊號
了，若有需要在危險中前行，個人是要有一定的危機意
識，自己也要作好突變準備。
世界已經亂紛紛，我們在關注颱風消息的同時，巴

以衝突在平靜中突然爆開，觸目驚心；阿富汗一場大
地震，死傷枕藉。在亂世中前行，身在香港惜福之
餘，也需要有良好心態，面對危機。

危機意識

YouTube 有個主持
人原子說上世紀四十
年代荔園首屆創辦

人，原來是前聖心書院校長石鐘山，
當時只以體育場地為重，娛樂設施不
多；1950年商人張軍光接手後，才
漸趨娛樂化；1952年馬英九父母還
在場內開設露天餐廳兼任售票員，為
出生於「英」治時期「九」龍的兒子
取名，馬老先生即興得可真有意思。
1961年，邱德根接手荔園，購入

大量外國機動遊戲，荔園才算正式
「發育」成熟，成為最具規模的大型
遊樂場了；1963年入場人次還接近
當年全港人口的350萬，當時來自結
業馬戲團動物中的大象天奴，亦因得
人寵愛，而令場外生果小販因有了遊
客購買生果「進貢」天奴，平均每月
也笑賺高達二三千
元，此亦是天奴每
日食糧200斤之精
壯時期，可惜三兩
年後，經濟不景，
入場人次漸不如
前，天奴可能吃糧
不足，遊客少買生

果，便日見消瘦了，如果經濟大好，
荔園是今日海洋公園票價，天奴肯
定也會跟海洋公園的海洋動物一樣
過好日子吧，真是時也命也！
荔園雖然辛苦經營，娛樂節目仍
未削減，保存全部青少年遊戲之
外，仍然有為小眾戲迷保住京粵劇
場，我就是因為與弟弟隨同喜愛京
劇的表叔到荔園，看過原子沒有提
及的粉菊花劇團（可能七小福那時已
離開荔園），表叔主要是為了愛看小
花旦王雪燕的《拾玉鐲》。
最有趣的記憶是有回入場還隨票
贈送一枚綠豆般大小六角形「人造鑽
石」，表叔笑問有什麼用，可是我用來
嵌作小石龜眼睛，至今還閃閃生光。
表叔說邱德根是玉石收藏家，素
有節儉美德，可能其中一顆大石碎

了，不想白白浪費，索性
打成小粒送給遊客，心
意不錯呀；表叔說邱先
生掌管亞視期間，長期不
見起色，有年收視好賺了
100萬，給全體員工派送
百元利是，這樣的老闆，
大台還未有過呢。

說不完的荔園故事

颱風「小犬」溫柔來襲，風
不大，卻遂了人心，帶來了涼
意，高溫驟降後一下子入了

秋。
燥熱不再，便靜下來開始讀書。
想起前些日收拾書櫥時看見的一本董橋，
找了又找，找至深夜，正想放棄，忽地看到
那本小書像是從書桌底下冒出來一般，正躺
在桌面散亂的一摞書中。書是好友送我的，
已經出版了近20年，拿起來翻開，有些返
潮的紙張裏的淡淡的油墨味兒飄至鼻端，頓
時使人忍不住將臉埋進書中，深深地吸一大
口氣，再緩緩地吐出來。哪裏還管夜深，就
着雨聲在燈光下讀書，讀幾頁，便使勁地嗅
幾下書的味道，如同一個癮君子。
小時候剛到學校上學，上美術課，美術老

師不教大家畫畫，倒是給大家發了描紅本，
吩咐準備筆墨，學習寫大字。我初初不願寫
大字，是因為那時物質條件不好，許多同學

都用裝過汽水的易拉罐來代替筆洗，毛筆和
易拉罐罐口摩擦的聲音刺耳，簡直無法用筆
墨形容。然而一聞到墨汁的味道我便愛上
了，能在教室裏忍受毛筆和易拉罐的「吱
吱」亂叫，只是因為每節美術課滿室瀰漫的
墨香，上課時大部分同學都在認真寫字，我
卻只潦草地畫上幾筆，就認真地去嗅筆尖的
墨香味，墨汁滴下來，變成了黑鼻頭也渾然
不覺，也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
後來我一直愛讀書，除卻喜歡文字，喜歡

書中遼闊的世界，大抵也是與喜歡那種沉澱
在字裏行間的墨香味離不開的。
讀的書多了，懂得多了，就知道了味道對

人的影響之大。民以食為天，吃東西要「色
香味俱全」，用鼻子聞的「香」是排在用舌
頭品的「味」之前的；味道會影響人的情
緒，人們便發明了熏香，迄今還不乏各種針
對精神疾病的香薰療法；文字裏的諸般人生
況味也常用「酸甜苦辣」去形容……

在文學作品中，味道與男女情事亦是密不
可分。《紅樓夢》裏賈寶玉愛慕林黛玉，湊
近去聞黛玉袖籠中的先天之香，遠遠地嗅薛
寶釵身上冷香丸的味兒，曹雪芹把少男少女
之情寫得微妙而美好；福樓拜在《包法利夫
人》裏把美食、鮮花和香水的味道描述得淋
漓盡致，以至於美國電影《女人香》中男主
角對味道的敏感也受了他的影響，憑藉味道
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愛人。
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衝突尚未結束，另
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衝突又爆發了，我
們雖與之遠隔萬里，仍覺當下在城市的生存
愈來愈艱難，許多人開始嚮往鄉下的生活，
嚮往回到田園，返璞歸真，可以日日嗅到泥
土的味，聞到草木的香，感受落日餘暉裏炊
煙的溫暖。比起戰場上的硝煙味來，裊裊炊
煙亦是香的。讀至董橋《舊時月色》中那句
「雨冷，酒暖，書香，人多情」，雨還在
下，冷歸冷，天已經快亮了。

人間有味

聊起西陂，腦海裏便浮現出充
滿傳奇色彩的天后宮以及那一池
池美麗的荷花。
赴一場約來到這個慕名已久的
地方——永定西陂。遠遠地看到
高聳的天后宮，想着「接天蓮葉

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盛景，心
中一陣竊喜。未料，荷塘繁華殆盡，只
剩枯梗殘葉。信步走到古榕樹下，風攜
着植物的清香徐徐吹來，光影斑駁，樹
葉沙沙，隱約中還有「叮叮噹噹」的風
鈴聲，錯過花期的小失落瞬間被撲面而
來的清新感覆蓋。細細地打量這名為狀
元榕和將軍榕的古樹，只見粗壯的枝幹
上長滿了寄生植物。儘管它們歷經了數
百年的風霜雨雪，卻依然枝繁葉茂、挺
拔蒼翠。它們默默地站在村子旁，守護
着天后宮，守護着西陂人們。
邁過高高的門檻石，踏進天后宮的大
門，幾根大柱子和低壓的樓板映入眼
簾，讓人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印象中
客家建築的正門大廳是開闊敞亮的，這
另類的創意完全顛覆了傳統建築的構
造。導遊看我們滿臉疑惑便笑道：「這
個設計很獨特吧……低頭是表示對媽祖
的敬仰，就連以前的大官到這都要摘下
烏紗帽……」穿過大廳回頭望，原來樓
板上方是一個木戲台。戲台設計精妙奇
巧，鑲嵌着立體圖案的頂部呈半圓穹窿
形，俗稱「雷公棚」，據說有良好的集
音效果。戲台的屏風上有彩繪仕女圖。
「清脆的簫聲引來了徐徐清風，動聽的
歌聲吸引住飄動的白雲……」一位老師
正繪聲繪色地解讀着屏柱上的楹聯，如
此美妙的意境讓人不禁浮想聯翩。隨
後，西陂的幾位老先生為我們演奏了流

傳數百年的十番音樂，那歡快喜慶的古
民樂賦有極強的感染力，讓人瞬間墜入
喜氣洋洋的情境裏。
西陂天后宮是座明清古建築，它文化

底蘊深厚，不僅有許多文采斐然的楹
聯，還有精美的壁畫、雕塑、石刻等，
從山水風光、花卉鳥獸以至神話傳說、
人物典故，均栩栩如生。穿過大寶殿，
進入宮塔。底層主殿供奉媽祖、二層關
帝閣、三層文昌閣、四層魁星閣、五層
倉頡閣……塔高七層。此塔還被稱為
「文塔」和「狀元塔」，為此，吸引了
一些學子前來沾沾文氣，以獲鼓舞，期
他年蟾宮折桂，勇奪狀元。據說，這座
高達30餘米的寶塔，不管遇到多大的風
雨，哪怕不關窗，雨水都不會滴落到塔
內，乃至為土、木、磚混合結構的宮
塔，經歷了數百年的風吹日曬仍完好無
損，堪稱建築奇跡。
登上寶塔，從塔中的各個窗戶向外看

去，遠山、田野、池塘、房屋……四周美
景盡收眼底，正所謂一窗一景，窗窗都是
別具一格的山水畫。清風徐來，飛簷翹角
上的銅鈴隨風而動。在婉轉悠揚的銅鈴
聲中，眺望着古意悠悠的村落，恍若置
身於世外桃源間。「此刻，很適合聽一聽
汪峰的《加德滿都的風鈴》。」朋友說
着，手機也傳來優美的旋律和清脆的風鈴
聲。歌者用「加德滿都的風鈴」這個意
象，寓意生活中人們所追尋和嚮往的美
好，它似乎離我們很遙遠，其實只要用
心去感受，它就在我們身邊。歌聲、風
鈴聲直襲心底，滌蕩心靈，忽有一種
「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暢快之感。
午後的一場雨帶來了幾許清涼，沿着村
道悠悠而行。村莊乾淨整潔，園間瓜果飄

香，嬌羞的小花在路旁探頭探腦，碧綠的
芭蕉像是恭迎客人的迎賓員，齊刷刷地站
在路旁。淳樸的村民看到我們熱情招呼
着，邀請大家進屋喝茶，就連看家的狗兒
對我們也是非常友好 ，搖頭擺尾的，西
陂真是個熱情好客的村莊。「前面這段就
是古街了。」「古街？！」看着那鋪着鵝
卵石的窄巷，沒有半點街的樣子，我詫異
地問道。西陂朋友笑着回答：「我們習慣
叫它古街，邊上有店舖。準確地說它是一
條驛道，從明代開始……」剎時，對這條
看似單薄卻又厚重的古「街」充滿了好
奇，腳步不禁也快了起來。巷子兩邊的店
舖門窗緊閉，昔日的繁華已蕩然無存，被
歲月剝蝕的老房子沉澱着古老的蒼涼。唯
有沿街那條水渠仍充滿生機，水渠內清流
潺潺，水草隨波搖曳，一顆顆螺螄吸附在
水中的石壁上一動不動，小魚小蝦在水中
或是懸浮，或是游竄。當我蹲下來想拍下
牠們怡然自得的樣子時，魚兒立刻竄入水
草之中，驚慌之餘還偷偷回頭打量我這個
打擾牠們恬適的外人。
夕陽西下，村莊已染上了一抹暖色。放
學歸來的孩子在古巷中追逐打鬧；聚集
在一起閒聊的老人，邁着蹣跚的步伐朝
着家的方向走去；遠處田野裏，耕作了
一天的農民此時也直起了身，收拾着農
具，目光一次次落向莊稼，眼中閃爍着希
望的光……在這雲淡風輕的秋日裏，我
們漫步西陂古村落，感受着「小橋、流
水、人家」的愜意。意猶未盡天已經
黑，夜幕下的古塔顯得更加神秘壯觀。
培荊堂、活潑堂、明峻堂、流水一渠……
西陂的每一座老房子都裝滿了故事。我們
在謐靜古樸的村莊中，賞美景，嘗美食，
聽民樂，品民俗，美不勝收。

秋探西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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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忘不了的集體回
憶。 作者供圖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
聯誼會於10月6日中
午舉行一個大型聚
會，而且是有3大目

的，一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4周
年，二是慶祝聯誼會成立13周年及
會刊《薈萃》2023年版第九期首發
式，在副理事長朱昌文的「熱情監
督」下，經常缺席會內活動的我出席
了，感受到聯誼會愈來愈人強馬壯，
當日有300多人出席，包括創會會長
張雲楓，會長楊祖坤，理事長李啟文
和永遠名譽會長方劉小梅、石中英、
龐日昌，顧問、理事和嘉賓鄺美雲等
等。活動上楊祖坤會長說︰「本會成
立13周年來，一直堅守愛國愛港立
場，秉承關心香港社會、團結香港
傳媒界和熱誠服務會員的初心，辦
了許多實事，得到業界和香港各界的
稱譽和支持，會員隊伍不斷擴大，
現已超越千人！」實在值得恭喜。
看到除了要統籌儀式，安排會員嘉
賓唱歌表演、抽獎，令到300多人宴
席場面氣氛歡樂也不容易，是一班退
下火線的新聞界前輩很積極參與會
務，才令聯誼會運作得愈來愈好，愈
來愈壯大，實在難得和為之感動。有
人退休後都會躲起來不願見人，但發
覺曾是傳媒人都希望在休閒的生活上
找到有共同話題的朋友，一齊暢談時
局、國情港情，談天說地話當年。
還記得13年前，香港資深傳媒人

員聯誼會成立時會員都只是文匯大公

員工為主，後來有些電視人加入，漸
漸報章媒體和電子媒體的人都走在一
起了，現在會員更加擴闊了，來自不
同報章、電視台、電台，電影人、專
欄作家都不少，猛人雲集，看到不少
老總級人馬都在，屈穎妍、趙應春、
盧永雄、周融、龐日昌、李啟文、麥
國華、梁天偉、吳壽南、張晴雲、周
珊珊、王伯遙、阮紀宏、曹宏威、嚴
浩、郭一鳴、區柏權、李漢源、潘麗
瓊、廖書蘭等等，在當學生和小記時
這些人都已經身居要位，不是老總就
是導師，見面時恭恭敬敬，甚有點距
離感，如今不再是上級下屬關係自然
距離感大大縮短，多了份親切感。互
相問候近況，影個合照。
望着這群身經百戰的傳媒人，想
到雖然他們不再在媒體第一線，但
他們的智慧經驗仍在，都是在傳媒
界打滾了幾十年的正宗新聞人，可
說他們的腦內裝了半部香港新聞
史，非常寶貴，管理特區政府的香
港新聞博覽館的香港新聞教育基金
負責人，可有想過如何好好善用他
們資源，採集好他們的珍貴歷史資
料，錯過了就不復來了。
另外，他們會刊《薈萃》名筆雲
集，深得傳媒界、文化界、工商界等
支持。第九期當日首發式後拜讀了前
輩分享的故事和經歷，實屬吸收養
分的好讀物，有志做記者、做傳媒
人的或是在大學讀新聞系的學生都
該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