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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與方國珊議員
去年是第七屆區議會
選舉，在新的選制下，
全港誕生470個議席，大
部分都是年輕人，朝氣

蓬勃，一片新人新氣象之勢，由2024
年1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
西貢區新上任的區議員李天賜和俞卓

君的議員辦事處在3月24日開張，當
日，西貢區鄉紳紛紛前往道賀，在眾多
到場的賓客中，我看見方國珊議員。
歲月並沒有在方國珊的臉上留下精

明世故和霸氣，卻保留着原有的赤子
之誠，這位在西貢社區為市民服務16
年的區議員，在今年區議會選舉的新形
勢下，依然挺立，在波濤中做了中流砥
柱。這位走在路上，人人稱她「珊姐」
的美麗女孩，仍然有童稚的笑容，親切
又爽朗。
方國珊的人生道路引起我的思考，

自她身上可見，命運絕對是由自己雙
手創造出來的，不存在被命運的河流
任擺布之說。
這位又稱「哪吒」的方國珊，18歲時

踏入娛樂圈，出道不久
即擔正主角連拍3部電
視劇及一部電影。第一
部就是華人地區都熟悉
的《哪吒》，方國珊飾
演哪吒一角，成功塑造
深入人心的形象，接着
又接拍《龍的小子》、
《女捕快》；就在她大
紅大紫時，卻選擇息
影，告別鎂光燈，隻身
遠赴夏威夷讀大學。獲
得工商學士學位後返回
香港，這時她的好友陳

秀雯來找她一起在西貢搞地產行業，從
此開啟了她與西貢的不解之緣。
方國珊在擔任西貢區議員期間，由

於感覺自己對山坡鞏固工程不熟悉，
特地去上課進修考取工程師執照，她
面對香港高樓大廈的消防安全，為了提
升地區治理水平，加強消防安全知識，
她又到理工大學攻讀相關碩士學位，這
位抱着學海無涯、終身學習態度的方國
珊，凡事認真，勤奮工作，實在讓人心
生佩服。當我與她一起走在西貢的路
上，只見她不斷地跟市民打招呼，她
說，不管認不認識，笑一笑打個招呼總
是好的。這時有個將軍澳的市民打電話
來找她，助理回答問題都不行，一定非
要珊姐親自接電話才可。
問她，區議員與明星的身份有何不

同？她說︰「當明星的時候，有人要我
的電話號碼，是不能輕易給的，但身為
區議員，我的電話，隨處可見，遇有什
麼問題，請隨時找我幫你解決。」所
以在2018年立法會補選時，她獲得了6
萬多票，只差了1,000多票飲恨；而讓

方國珊引以為傲的
是，將軍澳東南新發
展區，簡稱137區，政
府有104公頃土地，方
國珊議員成功爭取部分
土地興建新市鎮，預計
有5萬個住宅，容納13
萬人口居住。
新一屆區議會由各區

專員擔任主席，行政主
導，直接帶領公務員與
區議員處理地區事務，
辦起事來將有劍及履
及、立竿見影的效率。

香港中樂團的藝術溫度
香港中樂團由於定位清
晰，民族音樂風格突出，
多年來已成為對外傳播中

華文化的知名品牌，並形成自己的粉絲
團。樂團的演出場次也常常爆滿，觀
眾也聰明，演出完畢，掌聲總持久不
息，非得逼出樂團終身指揮閻惠昌再
次登台，帶領樂隊多演一兩首不休。樂
團和樂迷如此親切互動，實屬少見。
記得有一場，我坐在後側高座，居高

臨下，不僅僅聽音樂，也在觀表演，舞
台上各樂手的拉彈吹奏，一目了然，尤
其看到閻惠昌那動作優雅的指揮手勢和
投入表情。鄰座是「鐵粉」，不時主動
向我介紹各種樂器的功能特色，其樂
團知識如數家珍。
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年代，聽音樂

的機會很多，在家靜心聆聽細味，可
能比坐在2小時的音樂廳更享受。之所
以有一批人願意花金錢、花時間專程來
聽，除了感受現場氣氛外，還是一份支
持之心。我來聽中樂團音樂會，總帶着
期待的心情，看看這次又有什麼「新花
招」——演繹經典曲目雖是質素保
障，但舊曲如何新編和如何重新詮釋，
卻考樂團水準和心思。上周末聽了「樂
旅中國」之「編鐘與管風琴的對話」就
有這感覺。編鐘是中國的傳統打擊樂
器，由不同的鐘排列並懸掛在一個大型

鐘架上，透過銅鎚輕敲而發出的聲音，
音色清脆明亮，有時像水滴落池塘般悅
耳而持久，有種滲透人心感。管風琴則
是一種源自古希臘的大型氣鳴式鍵盤樂
器，它是個高高在上的「龐然大物」，
從「遠處」發來的聲音悠揚而莊重。
此次演出特邀身兼中央音樂學院教授
的著名管風琴演奏家沈媛客串，與該團
樂手合演由樂團委約本港作曲家伍卓賢
創作的《幻境》（世界首演），現場最
矚目的是舞台後方高座上的「群
笙」——逾70位港深兩地學生吹笙場
面極為壯觀。天籟般的編鐘之音，與春
風送爽般的管風琴之聲，再加拙稚的
「群笙」，三者之聲在樂隊伴奏下交替
出現，營造獨特的人文幻境。一場借助
中西古樂器之王的音樂對話，象徵東西
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紀互鑒交融成果，也
把人們從古代幻境帶回今日現實。
演出下半場是向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
出任中樂團音樂總監的本港作曲家關
廼忠致敬之作《第二交響樂》，這是關
廼忠為1989年香港文化中心開幕演出
而寫，同年在音樂廳首演由作曲家親自
指揮。35年後的這場演出中，閻惠昌的
指揮棒不時指向右後方座位，原來85
高齡的關廼忠在座，他數度起立致意，
場面感人。也為這場音樂會賦予人文內
涵，增添藝術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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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某含有紅麴成分
的保健產品宣布回收，
原因是不少人服用該產

品後入院，死亡5人中有一人甚至因持
續服用3年以致腎病喪命。
錯在紅麴嗎？紅麴主要生產在我們中

國，自古以來就不曾聽過有人服食紅麴
中毒，它一向是我們鄉村傳統節日中的
養生角色，初生小兒彌月之喜，主人家
派送的紅雞蛋就由紅麴染色，紅麴的食
用色素還對健康有好處，其它節日的紅
粿紅湯丸，給人帶來喜氣洋洋感覺之
餘，還可散發人體正能量。
大家吃過南乳豬手，顧名思義，就

知道南乳是南方才有，這道名菜自然出
自廣東，最初由第一個聰明大廚祖宗試
製之後，味道得人喜愛才流傳至今；豬
手最多脂肪，但是
脂肪軟滑誘人食
慾，有人怕肥愛吃
又不敢吃，但是配
上南乳便吃得安心
了；南乳由紅麴製
成，能防動脈硬
化，又能降血壓

和降膽固醇，有了一防兩降，肥油消
減，這豬手好比給罩上保護膜，可以
放膽吃得津津有味了。
紅麴製作過程複雜，首先把生米埋

藏地底一段長日子，待天然土壤紅麴
菌發酵後，翻麴至乾燥出現天然紅色
素，證明耐熱而不變色才算完成；但
是期間易受其它雜菌感染，不能掉以
輕心，所以一旦紅麴產品出現問題，
最先應該注意是否製作期間出錯。
另外就是任何帶有藥性的食材，攝取

時首重用量，每日吸取紅麴以4.8到15
毫克為限，同時不可與葡萄柚子和降血
壓藥同服，腎病患者亦不宜食用紅麴保
健，否則遇上品質不佳內含「橘黴素」
的話，亦對心腎不利，新聞中死亡的男
子連吃3年，事前已有腎病亦不出奇。

不知草藥本身是否亦受水
土不服影響，想起淮南之橘
過淮北成枳，很難不聯想到
紅麴到了日本不服水土亦可
能變質，前些日子網上有人
揭露，日本連根拔起狂購中
藥，大好中藥若被核廢水國
的野心蒙污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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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假期外遊大軍陸續返港，大讚內地
消費平靚正之餘，對香港零售餐飲被冷遇，
也是心痛的。
有對老夫婦接受電視訪問時說：「這樣下

去，不是辦法，香港人好心出街食飯啦！」未有看清楚，
這對夫婦是剛享受完「平靚正」回來，還是留港消費者。
「出街食飯」不是常規之事，要看消費能力，還要有好心
情，正值樓股低迷時，無事小破財；年輕人能力所及，舉
家外遊，也是正常不過。所以，冷淡既是大環境，也是食
肆自己的事，並非市民的責任。
平日當旺的中環和尖沙咀，難得人流車流稀少，反而有
好心情「出街食飯」。三四天假期，分別到中環、尖沙
咀、銅鑼灣和元朗，享受清靜假期。在中環餐館吃個午
餐，可愛造型點心，精緻有創意，大大滿足小朋友的食
慾，叫滿一桌，不分大小，人均消費200元，這是商務餐的
價錢，家庭消費偶一為之而已；第二天假期，陪孩子到尖
沙咀科學館，在附近的小館吃個晚餐，幾個小菜有噱頭，
又冰又火，也可見食肆用心，晚餐人均消費230元，在尖沙
咀區並不算貴，可以接受。看來，香港食肆的經營模式和
管理，也在微調中。
銅鑼灣在復活節假期還是相當旺場的，在連鎖式酒樓飲
茶也是爆滿，平日侍應三呼不應，這趟按慣性到櫃位結賬
時，侍應笑意盈盈：「不用不用，我們會把賬單拿來，不
像××食肆那麼Cheap！」我們都笑了，幾年下來，我們不
是都「Cheap」慣了麼？自行點餐、自行拿水煲沖水、自行
結賬，這樣的操作模式都適應了，突然被服侍周到，反而
有點不習慣。假期也到了元朗一趟，這個鄰近深圳灣及落
馬洲口岸的地方，竟然人山人海。或許元朗人享受深圳
「平靚正」太容易，假日就不去擠迫了；又或許不外遊的
市區人，假日到元朗訪尋「平靚正」，然而在元朗茶餐廳
吃個魚蛋粉下午茶餐，也要55元，並不便宜，在元朗大街
購食材，食材新鮮便宜，倒是一大樂事；曾在堅尼地城街
市買個木瓜25元，在元朗買同等質量的才10元一個。
香港這麼多人外遊，足見仍有相當消費力，市民不是一味
追求「平靚正」，而是追求貨真價實的合理消費而已。在市
道逆行的時候，零售商販與其叫慘拍烏蠅，不如實事求
是，自行調節物價，生意不要賺到盡，否則只能一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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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 2024
年的第一季將
過，近日有些
朋友開始留意

到第 15 屆全國運動會（全運
會）將會在2025年舉行，由廣
東、香港、澳門合作舉辦，既
然香港亦有份協辦，朋友們因
此希望能爭取參與機會。
若真想參與盛事，其實可以

以義工身份參與，義工（Vol-
unteers），又稱「志願者」，
對於幾乎所有大型體育賽事而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資
源，對賽事舉辦成功與否，起
了很大的作用。
日前公益金舉辦名為「百萬

運動會」的籌款活動，參賽者
來自香港各工商機構及香港各大
紀律部隊合共40多隊，400多人
員參與，包括乒乓波、羽毛球、
足球、保齡球及體能競技大賽，
整整一天賽事，除了二三十位工
作人員外，最重要的就要數有中
銀義工隊80多人幫忙才能順利
完成，可想一天簡單活動也需要
這麼多義工幫手，平均可能要一
個義工照顧4個參賽者，那全運
會甚至更大型的國際體育盛事，
所需的義工人數便更多了。
香港過往也主辦過很多大型

賽事，如渣打馬拉松、香港羽
毛球公開賽、女排大獎賽等
等，無一不需要大量義工。去
年杭州亞運，全球招募義工志
願者，有31萬人成功報名，最
後選拔出37,000人參與亞運義

工工作，就主媒體中心志願者
已經有583名。其實做義工，並
不是想做就做，而是要達到大
會義工要求才可以，例如有些
崗位是負責接待外國運動員，
那語言能力就必須達到基本要
求，首先英語一定要好，若要
接待講俄語、非洲方言等的運
動員，那更要找合適者去擔任
接待義工，在中國通常就在外
語大學找同學擔任志願者。
筆者有朋友女兒，當年因為希

望能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當義
工而申請延期一年去美國讀碩
士，她認為參加2008年北京奧
運義工隊是一生一次的機會，因
此無論如何也想好好把握，朋友
當然也極力支持。義工志願者參
與也可以有他們的要求，例如祈
望做到什麼職位，或者希望能參
與指定項目之類，因為希望能接
觸自己心儀選手，但當然主辦單
位對志願者也有一定要求，包括
能力、知識、技能、個人期望及
偏好等，當一些義工發現他要求
的工作位置和最初申請時有不
同，也會撤銷志願者工作申請或
中途離職，例如2009年香港舉
辦東亞運動會，有些義工在申請
時未有工作，但到賽事期間因
找到工作便需退場。
其實當義工志願者最重要是

友善、開朗、熱情、善於溝通，
能參與全運會義工當志願者，是
人生一個很好的經驗，學懂作為
一個「齒輪」如何把自己放入全
運會內，協助賽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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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源李漢源

從前只知沿海地區的颱風破
壞性極大，直到前些天經歷了
一次強對流天氣。

那天白天風和日麗，我趁着太陽大好，
採了開得正艷的玫瑰花，把花瓣收拾乾淨
晾在後院，天黑了也沒收回屋裏，打算第
二天太陽出來了再曬上一天。
晚上關好門窗坐在燈下專心趕稿的時

候，就聽見客廳的玻璃門彷彿被砸了無數
小石子一般，劈里啪啦地響着，回過神來
走到門邊向外一看，屋外沉悶的雷聲伴着
閃電，豆大的雨點被狂風裹挾着扑打在玻
璃門上，地面落滿了蠶豆大小的冰雹，後
面園子裏正值花期的已高至2樓的非洲芙
蓉和三角梅被風吹倒在地上，連樹邊上2
米多高的柵欄牆也一起坍塌下來。
天亮以後，雷暴和風雨似乎從未來過，

太陽照常升起，園子裏一片狼藉，我晾曬
的玫瑰花瓣散落在地下，旁邊還趴着2隻
已經死去的樹蛙。於是把樹蛙和花瓣一併
撿起，在非洲芙蓉樹下挖坑埋了。
剛搬進別墅住的時候是春天，我最喜歡

在夜晚臨睡前，坐到樓上臥室的小陽台，
被盛放的鮮花環繞着，靜靜地聽一會兒樓
外此起彼伏的蛙鳴。別墅後院外有一條小
河，院中有小魚池，鄰居家有大魚池，水
多，青蛙自然就多，蛙聲像是漫天流動的
音符，穿透整個春天的夜晚，一直蔓延到
夏天。仔細聽，蛙聲是有區別的，鄰居家
的大魚池裏住的應當是牛蛙，「咕呱，咕
呱」地叫得總是像氣鼓鼓的小孩；住在小
河裏的多是青蛙，「呱呱，呱呱」地像是在
騷牠們的歌喉，樹蛙叫起來悠然自得，會
「咕，呱」地拉長腔調。
蛙聲好聽，唱歌的蛙自然也是可愛的。我

小的時候玩具不多，父親用木板做了小拖車
給我和弟弟們，我們拿它當花轎玩娶新娘的
遊戲，扮新娘的道具便是從小河邊捉回來的
青蛙，將青蛙放到小拖車上，再蓋一塊紅
布，牠便乖乖地一動不動了，到了孩子們喊
「拜天地」的時候，牠還會「呱呱」地叫着
回應。蛙雖可愛，蛙肉卻也鮮美，古今中
外的吃貨們吃蛙肉的歷史已有幾百年。我
不吃青蛙，是因為很小的時候到鄉下親戚

家去，聽說要用我沒吃過的野味招待我
們，便好奇地跑去廚房參觀，結果看到一
隻大青蛙被釘在案板上，剝了皮，一身雪
白的蛙肉還在扭動、顫抖，看得我也渾身
發抖，哪裏還吃得下那樣的蛙肉。
長大以後住到「石屎森林」的城市裏，

只能在菜市場和飯桌上見到活着的蛙和蛙
肉，直到幾年前我搬進了遠郊的別墅，才
又在自家院子裏見到青蛙，活生生的，自
由自在的蛙們令人彷彿又回到了大自然的
懷抱。不知道古時的詩人是否喜歡吃蛙
肉，但他們寫過蛙聲。宋人范成大的詩中
有「薄暮蛙聲連曉鬧，今年田稻十分
秋」，辛棄疾的詞裏寫「稻花香裏說豐
年，聽取蛙聲一片」……在古人的詩詞
中，熱鬧的蛙聲與農作物的豐收是息息相
關的。這便難怪了，近兩年院中的蛙聲愈
來愈稀疏，今年舊曆2月尚未結束，便迎
來一場罕有的雷暴天氣，我的小院即被破
壞如此，更遑論小院外的那些農田。
惟願今後的春天四處蛙聲皆能更熱鬧

一些。

聽取蛙聲一片
伍呆呆伍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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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樹榆錢春意中
一直以為，榆錢一露頭，就是淺碧

嫩綠的鄰家小丫頭了。立春過後，雨
水之前的某一天，我在院子裏散步
時，忽然發現那株榆樹枝上，冒出來
一層密密麻麻的小圓粒兒。輕輕拽住
泛着銀光的枝條，仔細瞧去。一排排
暗褐色的花萼裏，包裹着一粒粒花骨
朵，就要掙脫出來似的。這就是榆錢
初生的模樣嗎？
一群麻雀飛出竹林，落在榆樹上。

彷彿經我提醒，牠們也爭着來看這個
存在多年的秘密，並為此嘰嘰喳喳，
討論得熱烈。
風和日暖。榆樹上，一粒粒花苞漸

次打開。我這才恍然大悟，榆錢不是
花，是種子，是果實，確切地說，叫
翅果。而眼前看到的，這些小傘兵一
樣落在枝條上，先葉而發的小苞苞，
才是真正的花呢。它們的莖，嫩白到
近乎透明，頂着一簇紫褐色的花蕊，
花萼是更深一點的黑褐色。它們在風
裏晃呀晃，飽滿，精神，自帶光芒。
誰能擋住一碗榆錢粥的誘惑呢？尤

其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滿樹青
綠映亮了人們的眼眸時，性急的孩
子，就迫不及待地拽彎枝條，一把擼
下一串榆錢兒，逕直往嘴裏塞了。淺
綠的汁液迸發出春天特有的青氣，帶
點兒香、帶點兒甜，解饞，也壓餓。

揇幾把榆錢兒，幹活就有了力氣。母親
讓二哥用竹竿綁了鐮刀，夠下幾枝來。
我們興奮地把榆錢擼到竹篩裏。母親舀
上一鍋水，燒開後下玉米麵兒，將淘洗
乾淨的榆錢放進鍋裏，攪拌均勻，再熬
上一小會兒，玉米麵兒的香，和榆錢香
就咕嘟咕嘟冒出來了。盛到一隻隻白瓷
碗裏，熱氣騰騰端上了桌。粥色金黃，
襯着鮮綠，喝到嘴裏，黏乎的，滑溜
的。一碗下肚，溫胃暖身，又熨帖，又
舒坦。春天的好，在一碗榆錢粥裏，落
到了實處。母親給我們蒸榆錢窩頭，偶
爾也會煎榆錢雞蛋，捲在煎餅裏，是上
等的美味。往日的清貧時光，而今回
望，竟是豐富與豐盈了。大約，時光是
最好的調味師吧。
奶奶曾收留一位討飯的老婆婆，在

一個饑饉之年，榆錢滿樹時節。老婆
婆就在西屋旁邊的柴房裏住了下來。
母親煮了榆錢粥，會給老婆婆盛上一大
碗，再用煎餅捲了用薺菜豆沫炒好的渣
豆腐，一起送過去。老婆婆感激不
已，一直說着道情的話。已經記不清，
她家中是否還有親人，為什麼要出來討
飯了，只知道，從南山套子裏出來的
她，把我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度過了
困頓人生中一段相對安穩的日子。後
來，老婆婆去了哪兒，是不是回到了自
己的家，已不得而知了。彼時，小小的

心靈深處，忽然湧起悲傷：為老婆婆
下落不明的去向，和不可預知的命途。
村中西河小石橋右畔，向北有一座高

高的黃土崖，崖壁上生出兩棵緊挨着的
榆樹來，遮住了半個洞口。據說，那被
黃土掩埋的土洞，深不可測，能通到古
時候的集市。我常常從池塘小路繞過
去，想看看那兩棵榆樹上會不會跳下個
榆娃娃，帶我們走進洞裏，去往另一個
奇異世界。後來才知道，榆樹葉上長出
的紅色榆娃娃，其實是一種病蟲害，叫
做「蟲癭」。現在，榆樹愈來愈成了稀
罕之物，榆錢也很難見到了。當我走進
公司大院那片蓊蓊鬱鬱的榆樹林時，頓
生歡喜。帶人前來移樹的苗木公司經理
小趙告訴我，榆樹寓意健康長壽，講究
的人家，認為種榆樹可以給家裏帶來財
運和福氣，「家有榆樹，年年有餘」
嘛。現在榆木疙瘩成了寶貝，榆木盆景
在市場上也是搶手貨。想要種的話，等
榆錢兒落了，堆積一地的榆錢會朝土裏
泥裏扎根，到時，把生根的小榆樹苗帶
土挖下，移栽到盆裏就可成活。
「桃花櫻花紅雨零，桑錢榆錢草色

青。」晴空拖藍，春山可望，春水錚
琮，一枝枝榆錢，簇簇清新，團團鮮
嫩，搖曳成春天最美的畫圖。
一樹榆錢春意中。你看，受了節氣

的滋潤，萬物都發着光，透着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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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不驚人的果，鮮艷誘人
的粿。 作者供圖

◆方國珊議員帶作者去西
貢看海。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