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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的準備功夫

豈止是「青綠 」
兩年前在央視春晚首

次全球亮相，大型舞蹈
詩劇《只此青綠》（選

段）令人驚艷，熱爆網民，成為「現
象級」作品，用「萬眾期待」來形容
量並不為過。我當時已在本報和另一
家網媒著文推介，作為春晚粉絲，我
確實感覺耳目一新。
但令我驚艷的，不是它的古老性和
民族性，而是它的現代性和普世性。
故事發生在北宋晚期的，服裝也配合
時代背景，不無傳統，卻更見摩登。
這是由名畫《千里江山圖》引發的靈
感，舞由畫而起，卻舞入畫中，形成
畫中有舞、舞中見畫之格調，配以優
美的旋律，更富於詩意。
「從舞台設置到服裝設計，都簡約
大氣、雅而不淡，伴隨着古風般的琴
聲，青山綠水慢慢浮現，舞者隨之緩
緩入畫，恍若畫中一座座『山峰』，
人山合一，靜態的畫彷彿『流動』了
起來……這齣近6分鐘的舞劇選段氣
韻生動，意境幽美，既為現場觀眾帶
來一場觸動人心的視覺饗宴，更給一
幅沉睡千年的古畫賦予新的生命！」
這是當時的選段觀後感。
兩年後，這齣人氣舞劇終於以「全
劇」姿態登陸香港舞台，滿足舞迷心
願，卻一票難求！據說公開售票不到半
小時已一掃而光。連筆者這種半個圈中

人也是當天有朋友打聽才知悉。之後加
場，同樣被搶一空；我也是後來有心朋
友送來一票，卻是樓座，只能遠觀。
「居高臨下」看舞劇，細節當然不清，
倒也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感覺。
《只此青綠》以「舞蹈詩劇」為體
裁，劇情背景設定為現實中《千里江
山圖》即將展出之際，也是千年之前
少年畫家王希孟即將完稿之時。全劇
採用時空交錯式的敘事結構，以「展
卷、問篆、唱絲、尋石、習筆、淬
墨、入畫」為篇章，由一位現代故宮
研究員以「展卷人」視角，引領觀眾
走入充滿中華傳統美學精神的境界
中，來到富於傳奇色彩的天才少年身
邊，更闖進他的內心世界。由於名畫
以當時鮮見的「青綠」為主色，「青
綠」也化身主要舞者。
於是，展卷人、少年畫家和青綠交
替出場，舞台也輪番呈現畫中描繪的
各種場景和各式人物，兢兢業業的文
博工作者與勤勉不輟的古代工匠共同
匯成一幅情景交融的人文畫卷。
舞者的動作就像文博人員小心翼翼
處理古畫般，輕緩舒展，配以舞美設
計的匠心和藝術科技的運用，一幅流
動、旋轉的北宋風俗畫就在眼前。坐
在樓上的我倒有「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想像和享受，這是
純藝術的美。

對於我們體育傳媒人
而言，2024年開始即正
式進入「奧運年」，大
家不停忙於計劃如何報

道奧運，介紹運動員如何辛苦爭取入
奧運資格及備戰情況等等，而巴黎奧
運製作團隊（OBS）也剛決定在巴黎
北部勒布林熱（Le Bourge）設立今屆
奧運的國際廣播中心（IBC），並在
未來這4個月時間內裝置電視器材等
設備。團隊要根據在國際廣播會議上
各電視台的要求進行設置，待5月份
第一批電視台進駐，就馬上準備開始
報道奧運，雖說尚有4個月時間，但
其實一些大電視台如美國NBC今個
月已開始分批進駐IBC了，可見各方
的準備功夫一點都不怠慢。
今屆奧運開幕禮破天荒放棄在主場
館舉行開幕禮的傳統，移師到巴黎市
中心塞納河上進行，由於場地在戶外
非場館內，製作團隊OBS從2023年7
月17日開始就在塞納河上進行過多次
開幕式轉播測試，亦因為是在河上，
運動員並不會如以往般步行進場，如
無意外應是在河上巡遊，所以OBS亦
專門設計了一些船會跟着水上巡遊拍
攝。在測試過程中亦了解開幕禮
創意團隊想表達的意念，期待今
年7月26日在巴黎奧運會開幕禮
上能帶給觀眾驚喜！
除開幕禮需要測試外，其實奧
運會各項賽事都會在正式比賽一
年前舉行測試賽，確認各方面沒
有錯漏。最記得 2008 年北京奧
運，香港負責主辦馬術，故2007
年在香港上水及沙田舉行測試，

當時可謂錯漏百出，但正因為有了經
驗，到正式2008年奧運比賽時就順利
完成，所以什麼也要試清楚、綵排好
才正式去做，減低錯漏的機會。
Rehearsal對我們製作人非常重要，
綵排不夠，除了做得不好，更容易發
生意外。筆者多年前曾與Beyond合
作，他們綵排超時，情願觀眾在場館
門口外等入場也不願減少綵排時
間，而出來的正式表演當然流暢令觀
眾滿意；但時下一些歌手並不大喜歡
綵排（踩台），偏向一到場上台就
唱，錯漏機會自然較大。體育賽事也
一樣，好多運動員會一早到達現場試
場，了解現場環境，一草一木也要清
楚，減低失誤機會；製作人亦然，試
了一次又一次，了解運動員出入位，
不怕走漏運動員而錯失訪問機會。
當然每一個工作位置不同，不一定

要綵排，或者不可能綵排，運動比賽
不可能比賽一次先讓電視台拍一次；
放煙花亦不可能試放一次，這情況就
要靠經驗或者平時留意情況以增加自
己經驗，體育賽事的畫面很多時候都
是電光石火之間發生，因此更需要集
中精神好好處理。

上周兩套融入了不
同傳統文化元素的舞
劇在香港熱烈上演。
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

創演的《只此青綠》，以雅致色調
帶觀眾走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
圖》；由深圳歌劇舞劇院打造的
《詠春》則富電影質感，將葉問的
故事重現舞台之上。二者一柔一
剛，盡現中華文化的美感與意蘊。
《只此青綠》用的商演運作模式較
成功，《詠春》的媒體傳播度就高
些，各有千秋，重要的是都贏得了
觀眾的稱讚，都異口同聲說意外的
好看，內地舞劇很高水準！直到演
出已完結了，仍然是文藝圈談論的
話題，這已經很成功。
而昨晚起又有中央芭蕾舞團的芭蕾

舞劇《紅色娘子軍》和《天鵝湖》在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各演出兩場 ，
2011年《紅色娘子軍》曾來港演出，
那次未有機會看的香港觀眾今次要把
握，亦相信愈來愈多中華優秀文藝作
品正以香港為窗口，大踏步走向世
界。香港要快速成為中外文化文流中
心必然是需要高質量或國家級的藝術
表演來支撐，有國家級的表演團隊來
演出如加把火燒旺個場。
講到《只此青綠》，許多人說一票
難求，因為本身內容故事由名畫《千
里江山圖》引入已經贏得文化人關注
和好感，國家級的舞者技藝已經不用
懷疑，舞者絳唇高髻、長袖翩躚，以
絢爛之姿勾勒出如詩如幻的無垠山
河，將中國式古典美娓娓道來。導演
設計一個文博工作者與北宋畫家王希
孟相遇，藉此不僅講藝術創作之跨越

千古，亦致敬文博工作者對文物的探
索、保護與傳承，有時代感，所以在
內地巡演已超過400場，贏得了觀眾
稱讚，舞劇愛好者等待已久，因此康
文署輕輕鬆鬆就收穫了好票房。
而《詠春》是深圳歌劇舞劇院打
造，以市舞劇團有此水平真不錯。
舞劇《詠春》是圍繞葉問的故事，
在內地巡演上百場。電影《葉問》令
香港人熟悉葉問的故事直迫黃飛鴻，
因此看起來很容易投入，觀看當晚見
到藝人名人，也有外國人在觀眾席，
顯然是被中國武術吸引來。然而平日
大家看武術都是硬橋硬馬的英姿，由
舞者表演的詠春拳 、螳螂拳、八卦
掌、 太極拳等套路非常正宗，令觀
眾驚喜讚嘆的是舞蹈員的功力，翻騰
動作身體柔韌，打起詠春時又拳風短
促凌厲。
其實舞武融合「難」！能將舞蹈與
武術巧妙融合下了不少功夫，初期舞
者做武打動作不像，導演就把真正的
少林武僧請來一起演出讓舞者們沉下
心來學和練。舞者真正學了一年功
夫，再不斷排練，並找了大量的武術
電影來學習套招、揣摩神態和發力方
式。在劇中演葉問葉師傅的常宏基，
7歲開始學舞，最初學的是拉丁舞，4
年後才轉學中國舞，之後正式當職業
舞者。台上成熟穩重，脫下戲服出現
台下還是年輕小伙子，他表示最需要
克服的是發力方式與氣息運用，初期
要忘掉舞者的身份去進行傳統武術的
訓練，之後又要將舞蹈重新撿起來，
將二者相融，難怪台上舞者的身段韻
味及凌厲招式都讓觀眾印象難忘，期
待他們再來港演出。

國家級表演團令港添文藝氣息
親戚從深圳山姆超市掃貨回來，因

為性價比很高，「倉儲式超市」包裝
分量又太大，於是買得太多了，要贈
送瑞士卷、牛肉麵予我，約個時間到

港鐵站交收，分享她的戰利品。盛情可感，卻之不
恭，受之麻煩，既要做苦力，更重要的是，食物有
期限，苦惱着如何把來不及吃的轉贈他人。
最近香港人興起往深圳山姆超市購物遊，有跨境
直通巴士推出專線接送香港客人；也有旅行社覷準
商機，推出購物一日團和幾天短線團，鄰近景點＋
五星酒店＋超市掃貨；更有私人包車深圳關口接
送，方便一家大細一日遊……不失為出行節目的好
選擇。
超市經營是會員制，主要收會費，只有會員才能購

物，會員也可以帶同朋友購物，有說，如果去不了幾
次，價格再多優惠，也未必能抵消到所交的會費；返
港探親的美國朋友告知，他們也是這類超市的會員，
他們的超市，如果購物額超過一定數目，超市年終
會有額外的獎賞，一定可以抵消會費的支出。
朋友問可有興趣同往購物遊？對不起，暫時沒

有。香港目前還沒有複製這類「倉儲式超市」，完
全是需求的問題，香港寸金尺土，家居沒有倉庫，
也沒有「倉儲式」雪櫃，就是不能多儲量。記得疫
情期間，前景不明朗，每個家庭都有些儲備，廁
紙、消毒用品、口罩、測試劑、乾糧、罐頭都儲了
一些，居住環境都被物品優先佔用了。
今天正常生活，簡約家居，簡約消費，就不想再

被物品主導了。香港每區都有多間超市，24小時便
利店「梗有一間喺左近」，吃的、用的隨時可及，
無須儲貨，用完再買。
怎麼現在又再捲入「大掃貨」浪潮呢？有說是出

於獵奇心態，又有旅遊元素，人民幣下跌令港元好
使好用，還有社交網絡發展，互相影響，容易召集
團購，如果手提貨品太多，也可選擇送貨服務。而
且場內大量試食，行行食食，地方寬敞，空間感
大，比香港的工展會、美食節來得舒適。舒適才有
購買慾，這正正是工展會所欠缺的。

掃貨熱浪

朋友一家移民回流
後，她父親最有興趣的
就是要看廟街的繽紛

夜，這個我們自幼視為自律禁地的平
民夜總會，聽他老人家津津有味回憶
說來，也真不乏「新鮮」感。
世伯說少年時離他家短短一段路就
是廟街，每逢假日他最愛看人賣藥賣
武和賣唱，一個晚上可以多元化享受
幾個不同項目，對他來說，也是做完
家課之後唯一減壓的樂事了，雖然在
家長眼中，廟街不是少年應該遊樂的
地方，卻不知道它還有社會奇趣神秘
的一面，世伯說他認識幾個上世紀電
視編劇家，就坦言過不少靈感從廟街
取材得來，他自己則最迷一個聲音近
似甚至連身形面貌也近似曾志偉的怪
漢，只見他整個晚上在觀眾圈中走馬
一樣團團轉，不停
嘲人也自嘲地爆肚
說笑話，如今才醒
悟起他應該是棟篤
笑的始祖，說話多
到怕他自己也忘記
在賣什麼。
地攤擺檔不少奇

人，有賣髮乳的，開檔後一直不斷以
他出售的髮乳在梳理他那把長髮，大
光燈照射着他那滿頭油光照人的黑
髮，全廟街過路人都為之側目。
也有自稱打蠟佬的，說他擺賣的東
西之所以比人家賣得特別平，因為貨
品全是同人家打蠟無須成本偷來的，
開這麼大的玩笑不怕犯法，膽子可不
小。世伯說，上世紀六十年代物價
平，當時成衣不像今日可以到處買得
到，擺檔裁縫為人度身，連工包料普
通一件質地不錯的男裝長袖恤衫也不
過15元；他在五金攤檔買的一把不到
4吋木柄九用刀至今仍閃亮如初。
世伯說少年逛廟街，當時10塊錢很

好用了，有次半途給人從後拍膊索取
10塊錢，他一時情急智生低聲對那人
說：「你睇唔到後面個便衣嗎？」嚇

得那人即時就從人叢中
拔足而逃，怪不得有人
說舊日廟街也是龍蛇混
雜之地，不過街頭街尾
燈火明暗那種神秘刺激
感覺，也迷倒過不少年
輕人，今日不是那種情
調了。

老香港談舊廟街

前段時間女兒回國度假，
一通艱難的斷捨離之後，收
拾了一些她割捨不下的東

西，從爺爺奶奶的舊居搬到我們的新屋。
女兒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儘管年紀小，也
還是「近朱者赤」，學了廣東老人的傳統儲
物習慣，將自己心愛的小物件用一個鐵皮的
月餅盒裝得密密實實的。幾年未回國，到了
家就迫不及待地把鐵皮盒子翻出來整理，向
朋友顯擺，並喚我去看，我趕緊湊了過去。
結果並不意外，與大部分的小女孩一樣，盒
子裏有精緻的硬幣罐，漂亮的小玩具，顏色
粉嫩的小首飾，女兒從小到大與閨蜜們合影
的相冊，同學間相互贈送的明信片……裝滿
舊物的鐵皮盒子，若不是一個打着時光烙印
的老月餅盒，簡直能從裏面冒出一串串帶着
少女心的粉紅泡泡。
我小的時候也擁有過自己的鐵皮盒子。
不同於當下的物質豐盛，我小的時候連

真正的玩具都不曾有過，我的鐵皮盒裏裝
得最多的是我費盡心思才收集到的五顏六
色的糖紙，還有為數不多的火柴盒、火花
和煙盒，以及幾本省吃儉用好久才用零花
錢買下來的《紅樓夢》連環畫。
從童年到少女時代，我的鐵皮盒子裏最大
的秘密就是我的日記本和鄰桌男生上課時偷
偷遞來的幾張小紙條。鐵皮盒子自然是沒有
鎖的，從前家裏的傢具不多，連藏秘密的地
方都很難有，而那個時代的大人對孩子的隱
私又沒有如今這般的尊重，他們沒有鐵皮盒
子，但對孩子的盒子充滿了好奇心，我的日
記本和小紙條最後都被我送進了廚房的灶膛
裏，隨着火光煙消雲散，成了永遠的秘密。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讀《福爾摩斯探

案集》，從學校的圖書館借了回家去讀，
讀到深夜，書放在枕頭邊，想像卻隨着夜
色蔓延，害怕書中的壞人趁黑鑽出來，便
小心地將書裝進鐵皮盒子蓋好，再把鐵皮

盒子鎖進父親做給我的小木箱子裏，才敢
放心地進入夢鄉。鐵皮盒子此時就成了一
個安全的堡壘。
後來我們從小孩長成大人，鐵皮盒子大

多藏在了心底，盒子裏裝的，換成我們的
童年，我們的父母，我們舊時的朋友，逝
去的初戀，還有我們藏着的喜好、夢想，
得意時無法分享出去的喜悅，悲傷時無人
擦拭的眼淚，在人潮洶湧中難以言喻的孤
獨……那個鐵皮盒子裏愈收愈多。然而總
會有一個人，或是朋友，或是親人，或是
愛人，那個人也會像是鐵皮盒子，值得信
任，是最安全的堡壘，我們把收藏的舊物
拿出來和對方分享，在穿過歲月咀嚼往事
的過程裏，便不再孤單。
我很高興女兒給我看了她的鐵皮盒子，

我的盒子也從記憶中找了出來。但願每個
人都能擁有自己的鐵皮盒子，都能擁有那
個可以和你一同分享收藏的人。

穿過歲月的鐵皮盒子

時間的輪盤在不為人察覺的時
刻悄然轉動。隨着年齡的增長，
身體發胖，成為不少人的苦惱。
當我換上秋衣秋褲，看到鏡子裏
圓圓滾滾、像「河豚」一樣的自
己時，心裏着實有點掃興。儘管

對中年發胖有心裏準備，但還是有些超
乎預期。不但人舒展不開，稍微活動一
下就容易疲憊，肩上像挑着百斤重擔，
隨時有種「下沉」的失控感。
生活中，我並非不在意細節的人，當
職場上不再每天像陀螺一樣忙碌後，就
盡量給自己的生活做減法。去偽存真，
能不去的應酬，委婉推辭；能不喝的
酒，找個藉口蒙混過關；也不再像過去
經常熬夜，損傷無數腦細胞，琢磨來、
琢磨去，折騰些像那麼回事，又不像那
麼回事的文字。早睡早起，回歸所謂健
康的生活方式。
管住自己的嘴，委屈自己的胃。飲食
上少葷多素，高脂肪、高嘌呤的食物一
律靠邊稍息。晚上9點以後，肚子餓得
咕咕直響，連一口水都不敢喝。理性克
制，能做的基本都做了，可身體並沒給
我多少面子，為數不多的食物，不辱使
命囤積在體內。睡前走上電子秤，指標
凝固在老地方巋然不動，體重毫無下降
的蛛絲馬跡。笨拙的身體，給生活造成
諸多不便，我的心情也變得如一團亂
麻。夜深人靜的時候，經常望着窗外的
月光走神，心裏頭像有塊好大的石頭壓
着一樣。家人看我茫茫然、悶悶不樂，
便調侃開導，已經過了要風度不要溫度

的年齡，有點微胖是正常的，不少中年
男人都有共性的煩惱。
說心裏話，作為中年大叔，也許能接
受自己日漸滄桑，卻無法面對突如其來
的油膩。我對「油膩」二字一直比較敏
感，尤其是面對朋友們火苗般燃燒的目
光，每一寸肉身都不放過時，巴不得有
條地縫出現，掩飾眼前的窘迫。貼着油
膩的標籤，在人群裏「鶴立雞群」，無
疑是讓人尷尬的。
有些坐不住了，管住嘴這條道沒走
通，想吃怕胖，不吃心裏餓得慌，真的
讓人開始懷疑人生。剩下的只有邁開腿
去鍛煉，這是必須跨過的一道檻，整天
怨天尤人，脂肪不會自動從體內消失。
煞有介事換上運動鞋出門。遺憾的是，
剛沿着社區跑兩圈，就心餘力絀，累得
像一攤扶不上牆的泥。跑步對常人來說
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兒，但對於一個胖子
卻沒那麼簡單，每多跑一步，都得使出
九牛二虎之力。
回家「復盤」時，家人鼓勵我不要氣
餒，減肥是勇敢者的遊戲。不能急三火
四，不是一蹴而就能夠成功的。估計是
跑得太急、又或者太快，也可能是逆着
風跑風阻太大，容易嗆着。去有風的地
方，順着風兒跑……各種「減肥寶典」
沒多大實用價值，但去有風的地方，聽
着讓人心裏透亮。風往北吹，我往北
走，風往南吹，轉個方向隨着風兒去，
果真節省不少體能。從 1公里到 3公
里，從3公里到5公里，按照自己的節
奏循序漸進，跟着感覺走。兩個月跑下

來，體重居然輕了十來斤。全身像卸下
一副鎧甲，突然感受到心門被打開，有
一束光照了進來。整個人兒開始滿血復
活，生活又繼續變得可愛起來。
要防止身形反彈，除了堅持鍛煉，沒
有別的快捷方式和訣竅，跑步是每天的
必修課。即便颳風下雨，也要在家裏練
習啞鈴，在跑步機上完成運動強度。跑
步不僅給健康帶來福利，也給生活增添
了無窮的樂趣。奔跑在路上，生活中所
有的雞零狗碎，都會在自然的律動中隨
風消散。而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沿途
的茶舍、蒼蠅館子、路邊攤、酒坊、客
棧，無疑都是文字裏可以觸摸的煙火。
也許某個路人甲不經意的一句玩笑、一
個善舉，就會讓我認知到生活的另一種
側面，哪怕是普通的街景，路邊上遇見
一隻小貓、小狗，在眼裏都那麼有趣靈
動，正所謂「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
人，牆裏佳人笑」。
去有風的地方，夕陽西下或燈火闌珊

處，心隨景動，聽樹葉飄灑落下的聲
音，吐納之間寄情於山水，尋覓生活中
醉人的風景，或一氣呵成，在鍵盤上完
成一篇有溫度的鉛字，真的讓人治癒。
人到中年，未來也許還要面臨更多的
挑戰，持之以恒保持正向的生活熱
情，就會在諸如身體發生微妙變化
時，變得從容鎮定，身體上的某些不
適，通過鍛煉、情緒管理等調適，或許
也能在掌控之中。我始終堅信，一個對
生活永不消極懈怠的人，自己的每一步
都不會白跑。

去有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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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年發胖有心裏準備
乎預期
下就容易疲憊
隨時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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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美食當前，夜遊人為祭五

臟廟而來乎。 作者供圖

◆巴黎市面充滿奧運色彩。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