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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報業大佬

在新加坡遇上按摩師
太太在新加坡公幹
時，因為太累，看到
在舊商場有按摩師，

便去光顧了。一進去見兩個人用國
語爭客，嚇得她想走，結果一個女
人爭贏了。太太坐下來按摩，那名
中國內地女師傅坐下來開始按摩，
便滔滔不絕地談起來。
二人用國語爭客，太太於是用國
語問沒有事嗎？還想着是否要肩頸
給一個做，腳底給另一個做以平息
紛爭。那女按摩師說，對方是越南
人，不太懂國語，沒事——我跟你
說，她常常搶我的客，斤斤計較。
太太問她為何在這公司跟越南人一
起工作，她說新加坡多是和越南人
一起做按摩，澳門也是比較多越南
人。泰國人和中國內地人則多在內地
及香港從事按摩工作。太太問她為何
這麼遠走來新加坡，她說覺得這裏
保障較佳，多遊客，相比鄰近香港
的深圳，這一行的競爭沒有那麼激

烈。
她說在新加坡吵架，大家點到即
止，好像知道這裏不能鬧亂子，只
會吵吵架。在多元文化的國度下工
作，大家都安分守法，不想出亂子。
她的按摩手法很好，提到老闆是新
加坡人，擁有數間按摩舖，多做遊
客生意，但比較少遇到香港人。她
說有些遊客還會留下孩子在此按
摩，自己則去購物，真是奇怪！
她原來來自青島，太太因為去過
山東，也和她暢談青島的種種。她
已經有兩個孩子，問她離家有沒有
十分不捨？她說現在有視像電話，
都方便多了，可以天天通話，所以
還好。託婆婆照顧小孩，她和丈夫
都往外跑，多賺個錢。
太太因為有點不適，她不單為她

盡力按摩，又問她要不要中藥，十
分窩心，特意想在此感謝她。希望
她快點賺多個錢，衣錦還鄉，多陪
孩子！

2014 年 10 月，澳
門兩大文化泰斗──
兩李之一的李鵬翥先
生逝世，我曾寫了一

篇悼念文章。
想不到一年之後，碩果僅存的大
李──李成俊先生遽然而去。
說李成俊遽逝，是之前並沒聽聞

到有什麼大病痛。
他享年90歲，套一句行內話，是
「福壽全歸」。
他生前，常年見他容光煥發，問

起養生秘訣，他說是拜長期吃燕窩
之效。李成俊比李鵬翥年長，相距
8年，以兄長自居。
兩李並不是親兄弟，充其量是事

業上的兄弟。但是，他們辦報的旨
趣，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合作上天
衣無縫。
濠江最大的中文報──《澳門日
報》李成俊是創辦人之一。那是
1958年。《澳門日報》在港澳芸芸
「愛國報章」中，是一枝獨秀的。
說是一枝獨秀，是因為《澳門日

報》在兩李苦心孤諧的經營下，一
直是經濟獨立體，不取國家分毫，
所以人事編制上也相對的獨立。
換言之，《澳門日報》人事變化
不大，可謂相當穩定，在經營上有
一脈相承之效能，報紙銷路也是獨
領風騷的。難得的是，作為濠江報
業老大的李成俊，從沒有像時下的
「報業大佬」居高臨下之態勢。
相反地，他恂恂儒雅，有長者

風範。
筆者從一名記者到主管，李成俊
都是以一貫而之的態度對待，從來
沒有因是「小記者」以假詞色，也
不會因為地位變化而特別厚待。
與《澳門日報》關係，是打從上

世紀六十年代末認識李成俊開始
的。當初是一個毛頭小子。每次過
濠江，都事先向兩李打招呼，兩李
也必定抽空接待。後來成為其作
者，關係更進一步。
當年《澳日．新園地》編輯是黃

德鴻兄。我也是先認識「兩李」後
才識荊的。我為《澳日》副刊寫了
好幾年稿。
每次飯聚，李成俊無分尊卑，侃
侃而談，有時也提到我已發表稿件
的內容，令我大吃一驚。想不到他
日理萬機之餘，仍然對轄下的報紙
副刊文章瞭如指掌。
這使我想到我在金庸轄下的《明

報月刊》當主編，偶爾收到金庸的
寫字條，提到《明月》某篇文章有
異體字，希望以後注意，令刊物同
人視為頭等大事。
可見文字工作都是具體而微的事，

盡管是身居要職的高層，也不能掉以
輕心。這種一絲不苟的責任感，是對
事業的熱誠和虔敬的具體表現，正
如歌德所說的：「責任就是對自己要
去做的事情有一種愛。」
這種嚴謹的辦刊態度，也是後學

的我一直孜孜所追隨的。
（《澳門情書》，之三）

中國內地歌壇最近因歌曲版權問題，輿論
掀起了一連串的波瀾！事緣有人指「翻唱」
他人的歌曲是形同「偷歌」行為！？在歌壇
裏包括作曲填詞人、電視台、歌手等等有關

人士等，雖然對歌曲版權之事認同應被「正視」，奈何各
有立場各有心思，亦各有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事情並未能
得到一致的「共識」！唯一可寄望的是以「法律」為基礎
下去「維權」，可是如何將歌曲版權問題的法則去「完
善」，至今仍沒有所謂「最好的條例」，換言之，問題始
終是未得到解決。有歌壇中人表示：「只要不太過分，就
維持現狀吧！事情若夾雜着太多因素，也不好辦。」
「歌曲版權問題由來以久，亦討論爭議過很多次，但都是
沒有結果！若行中有關人等對版權有意識及尊重的心態，大家
能主動配合法則，多行幾步『維權』的方法，被『侵權』的
事情自會減少許多。不過亦有作品創作人表示希望作品能被唱
到『爆紅』，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金曲，所以不想設太多的
『關卡』，多些翻唱是證明歌曲受到大眾歡迎之一，而版權最
重要在於作品能否帶來利益？能否延續到下一代都能有版權費
的利潤？說到利益，相信很多創作人都不會想得這麼『長
遠』，因為在他（她）們心中現在的生活實況及大環境下，首
先考量的是自己的『生存之道』。唉，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歌壇中人認為歌曲版權問題看似簡單，可是也有歷史遺留
下來的種種問題存在圈子裏！除有法律規範一二外，個人的
思維和立場都有着不少矛盾點：「其實歌曲版權的意識在娛
圈已提升了不少，所以在一些電視綜藝節目中被安排要唱別
人的歌時，演藝人或歌手也會間接地說：『估不到節目組連
這首歌的版權也買到了！』又或者歌手的演唱會唱的不是自己
的歌，亦只會唱幾句，算是向歌迷作一個交代而已！足見歌曲
版權意識等問題已朝『好的方向』推動中；但，說到翻唱歌曲
如同『偷歌』行為之一，這樣的輿論指摘實在太嚴重了。」
歌手群中大部分認同歌曲版權問題的確要大家去「關
注」，可是「利益共同體」又各持己見，如果能在合法合情合
理下「求同存異」，建立版權框架，逐步推展至完善：「不要
將『被動方』的歌手或演藝人推至事件的『風口浪尖』！不
過，這次的輿論也正好提醒各唱片公司、歌手等，在知道有
自己要唱歌的環節前，好好跟製作單位商討妥善安排版權的
事宜，亦是對尊重版權的一種做法。」

翻唱他人歌曲形同偷歌！？
上周，第三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盛況空前。十年前，

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
議，也就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十年來，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
組織簽署合作文件，成果豐碩。
文化自信是「一帶一路」建設的
思想基礎，文化藝術力量在促進交
流合作，提升發展質量，激發創新
動力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英國學
者羅素曾經在著作《中國問題》中
講到：「從孔子時代以來，古埃
及、巴比倫、馬其頓、羅馬帝國都
先後滅亡，只有中國通過不斷進化
依然生存，雖然也受到諸如昔日的
佛教、現在的科學這種外來影響，
但佛教並沒有使中國人變成印度
人，科學也沒有使中國人變成歐洲
人。」他分析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國
同屬一種文化，又善於同化外來文
化。這其實講的就是文化的認同
感、向心力，更是文化自信。而且
中華文化的同化力也源於開放包
容、心懷天下的傳統，「一帶一
路」建設恰恰是希望運用中國智
慧，促進人類的和諧共贏。十年
前，習主席已經提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理念，此次在高峰論壇更明確
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源自中
國，成果和機遇屬於世界。」
我長期在藝術和教育方面堅持的

也正是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之
根，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合作，用中
西結合的方式展示中華文化的軟實

力。我曾經率先到「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斯里蘭卡、新加坡、泰國等
地演出。今年11月，我又將率領香
港弦樂團前往中東歐國家希臘、保
加利亞、羅馬尼亞演出 5場音樂
會。其中11月9日在希臘的音樂會
已被中國駐希臘大使館納入中希文
旅年作為閉幕演出。
我覺得如果真正達到文化自信，

就是要讓世界欣賞中華優秀文化，
理解認同中華文化，所有的藝術家
都樂於在世界舞台上演奏中國作
品。我們做的工作，不只是用西方
樂器演奏西方作品，而是去西方國
家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曲子，用他
們聽得懂的語言演出，讓他們能夠
真正體會認同中華優秀文化。此次
中東歐巡演，我們還計劃在保加利
亞索菲亞，特別邀請當地藝術家和
我們弦樂團一起合作演出中國曲
子。這是我們的初心，我們不是只
停留在一場演出，而是希望真正通
過當地藝術家親身體驗，感受到中
華優秀文化的精神和魅力。
藝術文化的交流，是能夠促進彼此
的理解，民心的相通，為社會及經
濟發展帶來另一種的支持力量。文化
自信又真正賦予「一帶一路」建設更
高層次的使命和活力，這是一條紐
帶，穿越古今，用音樂弘揚絲路精
神，向海外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今年
是「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我們未
來希望繼續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獨特優勢，以高水平中華文
化軟實力，促進更高水準、更深層次
的國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真正展
現新時代民族復興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與「一帶一路」

最近接觸了很多不
同的人，不同界別的
佼佼者，其中包括我

們都很熟悉的一級女歌手葉麗儀
（Frances），那是因為丘亞葵製作
的《煇黃》，一個很經典的金曲演
唱會，一個不容易齊集那麼多唱將
的演唱會，因為每一次大家都不知
道能否集齊所希望出現的唱得之
人，今次沒有了主將之一的鄭少
秋，而音色超正的葉振棠也在綵排
之後，忽然不適必須停止演出。
而眾唱將中葉麗儀是我特別留意
的其中一位的殿堂級歌手！記得在
演唱會綵排當天她才安排到坐機趕
來，才到埠她便立刻上台，音樂總
監徐日勤全力配合，他們立即演繹
演唱會的歌曲，令在場的所有人都
安定下來聽他們的演出。
認識Frances 已許多年了，但每

次都是在演唱會
中見她，不是聽她
唱歌便是一大班人
吃飯，甚少有機會
聊天。
不過因為《煇

黃》，我倒有機會
有時間聽她的一
些故事，那是港台
《香江暖流—我
們的VIP》邀請她
和仙杜拉，趁兩
位在留港最後一
天，難得兩位姐姐
又肯給時間，結果

兩人分時段做陳永業和袁梓珮的訪
問，我當聽眾分享了她們的故事！
聽故事之前，我這個助理先要知

道二人的習性，葉麗儀是永不遲到
的，做好了準備工夫，到場便立即
可以錄影。而仙杜拉姐姐一向遲睡
遲起，下午才起床的。兩人生活習
慣差太遠。還好這天兩人還是可以
接得上，葉麗儀訪問完，仙杜拉到
場，大家都把握時間邀請二人合
照，那是珍貴的時刻呀！
Frances在訪問中很坦誠地說自己
的種種，包括她患癌、患抑鬱症、
孫仔患腦癌，她都不諱言，特別是
說孫仔的狀況，他們一家人去面對
問題，對抗疾病，孫仔如今已13
歲，5歲開始發病，儘管不會說話
要坐輪椅，但他是個開朗的孩子，
更安慰的是在孫仔患病期間，新抱
無怨地照顧着，Frances說自孫仔得

病之後，新抱沒有一天睡
個整覺，每晚隔幾小時便
要替孫仔轉換姿勢，但夫
妻關係不會因為孩子而不
愉快，一家人是很融洽
的！相信Frances的勇於
面對、積極心態是影響着
一家人的！
Frances 正式成為職業

歌手，今年已經是50年
了，聽說她也會為入行
50年開演唱會，而且最
近還灌錄了唱片。對事
業的熱愛和專注，令人
敬佩！

殿堂級歌手

香港人長壽，通常都歸結為
熱愛運動、醫療條件好，不過
我覺得日常所用食材新鮮且種

類繁多，也是香港人普遍得以延年益壽的重
要原因。粵菜系清淡是口味上的健康護欄，
食材新鮮才是肌能得以強健的沃土。這也要
歸功於遍布港九的香港街市。產自世界各地
的肉、蛋、奶、海鮮、菜、蔬、米、果品，
在街市裏量大價優，供街坊按需選購。連鎖
店密集的超市固然也在街頭巷尾，且內裏寬
敞明亮，貨架齊整有序，相較於攤檔經營各
自為主的街市，工業化流水線式的秩序井
然，總是少了一份觀之可親的煙火味道。香
港人都有鄉下，鄉下也都有菜市肉舖，即便
沒有回過鄉下，跟着祖父母長大，多少都沾
染了些鄉音，聽聞過一些菜販肉檔的古舊回
憶。現在的人，自小跟着父母出入超市，斤
両上的認知都已淡漠，對帶有泥土氣息的街
市難以生發出情感上的近親，亦屬正常。
汪曾祺說︰「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
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

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
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
種生之樂趣。」汪先生那一輩人經歷了鄉土
中國向現代中國的快速演進，摻雜在生活
裏，沉澱在回憶中，凝結在文字上，質樸的
如同街市攤檔上橫七豎八擺着的蓮藕，摸一
摸藕節上留存的塘泥，就能瞬間與一段勞作
的記憶或是少年的童趣所連接。香港各地各
國來的人都有，街市菜檔上附着的情感，也
來自天南海北。香茅、青檸、羅勒、迷迭
香、蒜薹、芫荽、白蘿蔔，氣味大不相同，
片刻之間掀起的回憶濃度並無差別。
香港夜市方興未艾，周末特地去堅尼地城
海濱夜市逛了一圈。臨時搭的帆布帳篷前，
人頭湧湧，篷沿上綴着一串串小燈泡，在海
濱的夜風裏，忽閃忽閃，勾勒出熱鬧的氛
圍。手作飾品、文創擺件是攤販們的主打產
品，再有些煎炸燒烤的小食，和現製的新鮮
飲品。其實，如果街市可以稍作改裝開到很
晚，除了一群人大快朵頤的大排檔，再布置
些愜意的小角落，讓三三兩兩的朋友、情

侶，可隨意用些吃食，圍坐傾談，也是不錯
的安排。且街市都在社區附近，夜深了也方
便回家。中國內地流行圍爐煮茶，爐上煮的
不僅是茶，還有各式乾果鮮果。倘若街市也
能提供爐火、吃食便利的場所，於熱衷流行
風潮的年輕人而言，吸引力不容小覷。文化
和傳承，不止正襟危坐才能面授機宜，一飲
一食的相互熏染，常常不經意間就從刻意為
之的藩籬空隙裏飄了進來。同宗同源的人，
哪有那麼輕易就被人離間了。就譬如年輕人
在戲台面前都很難坐住3分鐘，可只要年紀一
到，戲文中的家仇國恨忠義肝膽，戲台上的
生旦淨末唱念做打，和深埋在血脈裏的審美
素養，自然而然就被全部激活。
沈三白兩口子有一大樂趣，常常讓我艷羨
不已，就是可以僱一個沿街挑擔子賣現煮熟
食的老漢來使喚。不為他的食物，只為那一
爐便捷的熱火，可以在郊外賞玩時，隨時提
供熱水煮茶溫酒。香港人住的都是窄宅，在
家裏明火圍爐是不現實的，街市寬敞通風，
叫價也不會太高，真是不錯的歡聚之所。

香港街市

2019年11月，我有幸參加了香
港文化總會與中央駐港聯絡辦聯
合舉辦的清華大學國情培訓班。
深秋，南北方的氣溫差別有點

大，我們一行在香港出發時穿着襯
衫，到達北京後就要穿上厚厚的衣服了。
我們是在晚飯後進入清華大學校園的，
在踏入清華大學校門的那一刻，我有點激
動，真想高呼「清華我愛您」，我終於走
入了中國最高學府的大門，今生無悔。
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讓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藝教中心聲樂老師付林波教我們唱
《愛我中華》及《我和我的祖國》兩首歌
的情景。我們來到授課教室，首先躍入眼
簾的是，課室裏面擺放着一架鋼琴，後面
還有一排樓梯式的台階，台階上可以坐
人。付老師美麗大方、性格隨和，她先讓
我們在台階上就座，然後教我們歌詞裏關
鍵字的準確發音。再用鋼琴熟練地彈奏
歌曲，並繪聲繪色地教我們唱歌詞。還
讓我們分組，分別唱出不同部分的歌詞。
在學習期間，我們還參觀了北京的幾

個著名景點。北京道路的兩旁種植了許多
白楊樹與楊柳樹，偶爾還會看到滿掛種
子的松樹。深秋的冷風給道路兩旁高大
的樹帶來了傷感，黃綠交集，秋風輕掃，
黃葉飄飛，若在樹叢中的林蔭小道上漫
步，或許會把我引入遐想。
金秋十月、11月，北京還是那麼迷人，
紅彤彤的柿子掛滿枝頭，金黃色的樹葉

把北京的古色古香襯托得淋漓盡致。前往
故宮的大道上，遊客川流不息。整齊的柳
樹輕搖，絲葉飛舞，頻頻向遊客點頭彎腰
致意。故宮午門前面的廣場上，一排又一
排、一撥又一撥的人流在擺甫士，找尋歷史
的記憶，留下倩影，帶回一個個動人的故
事，在人生歷程的道路上畫上精彩的一筆。
英俊瀟灑的導賞員用那純正的京腔，生
動地講述每個景點的歷史背景及其故事，
我們認真傾聽之餘，也不忘舉起手機把美
留住。輝煌的建築結合當時的經濟條件，
可想而知中國曾經有過輝煌。朝代的更迭掩
飾不住事實的根源，在中國富饒的大地上有
過驚心動魄、你死我活的爭權奪位，也有過
萬眾齊心抵禦外來侵略的戰爭，每一段歷
史都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我們生活
在和平的年代，要珍惜眼前來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在文化領域裏，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歷
史書籍中了解一些宮廷趣事，但站立在故宮
之中便會有種「身在福地不知福」的感覺。
太陽漸轉橙色，照耀在故宮的屋頂
上，呈現出一片金光四射，遊客也表現雀
躍，紛紛抓住最好時機，把紅彤彤的夕陽
裝進手機，帶回住所慢慢欣賞。走在798
藝術區裏，到處是藝術家的手筆，簡簡單
單的一筆一畫，都充滿着深奧的哲理，隱
藏着藝術家的辛酸故事，從草根到成名，
比比皆是。我對藝術缺乏考究，怎麼也看
不出端倪。徜徉在門口的樹蔭下，秋的氣
息深深吸引了我的眼光，攀爬在牆上植物

的葉子有些已開始乾枯，略顯紅色，紅黃
綠配搭也算是自然藝術景觀吧。到了北京
就應該去充當一回好漢。居庸關長城雖然
有些陡，但秋色迷人。進入景點的大門，
找到了「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石碑，俯身
與之留影，並發微信朋友圈炫耀一番。
我們唱着付老師教的《我和我的祖國》

往上行走，遇到一群外國遊客，見我們手
持小國旗，邀我們一起合照留念，我們心
中有股熱血在流淌，富民強國的夢想逐漸
成真。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樹林，給威武霸氣
的長城換上新裝，我們一邊走一邊欣賞長城
美景，手上揮舞着五星紅旗，情不自禁地高
呼：「我來啦祖國！我愛您祖國！」
深秋的北京給我帶來了快樂，留下了難
以磨滅的印象。在清華學習後，我調整了
自己的心態。深刻認識到「人生是一種選
擇，也是一種堅持，走好選擇的路，而不是
選擇好走的路。不要停留在昨天，昨天的經
歷有甜有苦，不要過於顯擺，踏實做好自
己應該做的事。他人的成功是他人的成
就，並非屬於自己。自己的經歷也是一種
閱歷，學校裏可以學到老師傳授的知識，
社會上也可以學到非常多好的東西。文憑
是一張紙，有那張紙的人是曾經努力過，
沒有那張紙的人千萬不要灰心，因為你摸
索總結的經驗或許可以超越他們，有些東
西是學校裏學不到的。在複雜的社會環境
裏要懂得「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理。
同時，我們也要養成持續學習的良好習慣。

走進大學校門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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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
我們是在晚飯後進入清華大學校園的
在踏入清華大學校門的那一刻
動，
入了中國最高學府的大門
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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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永業、葉麗
儀、仙杜拉、丘亞葵、袁
梓珮難得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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