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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
三
十
七
屆
︶

開
幕
電
影
中
看
了
邱
禮
濤
的
︽
葉
問

—
—

終
極
一
戰
︾，
發
覺
自
己
最
喜
歡

的
還
是
這
個
葉
問
。

邱
禮
濤
顯
然
做
了
許
多
資
料
搜

集
，
豐
富
得
足
以
把
剩
餘
的
資
源
結
合
來

寫
一
本
詳
盡
的
、
葉
問
的
傳
記
。
他
看
來

也
最
能
得
到
葉
問
的
兒
子—

—

葉
準
的
信

任
，
得
予
把
不
少
聽
來
的
關
於
葉
問
的
傳

說
撥
亂
歸
正
，
這
從
葉
準
在
﹁
終
極
一
戰
﹂

裡
客
串
為
最
接
近
和
熟
悉
葉
問
的
街
坊
鄰

里
，
便
見
一
斑
。

在
網
上
瀏
覽
，
不
難
發
見
真
正
的
葉

問
，
在
黑
白
紀
錄
片
裡
練
習
詠
春
。
看
㠥

這
位
認
真
投
誠
於
武
術
的
長
者
，
心
裡
只

會
猜
疑
他
的
真
人
跟
眾
人
的
﹁
葉
問
想
像
﹂

相
差
有
多
遠
，
還
有
他
的
女
人
們
和
羅
曼

史⋯
⋯

。
人
不
可
以
貌
相
，
這
倒
是
正
確

的
。
電
影
︽
葉
問—

—

終
極
一
戰
︾
的
美

術
指
導
和
場
景
，
跟
王
家
衛
的
取
向
和
風

格
截
然
不
同
。
前
者
的
歷
史
再
現
是
模
倣
性
的
，
盡

量
求
真
；
後
者
則
是
表
現
派
，
例
如
刻
意
選
用
生
鐵

的
鐵
櫃
，
配
上
過
度
時
髦
的
打
扮
，
在
擬
真
和
想
像

中
游
走
，
其
實
生
怕
你
以
為
是
真
實
的
。

據
說
葉
問
曾
於
深
水
㝸
大
南
街
授
武
，
我
在
﹁
終

極
一
戰
﹂
中
看
到
舊
深
水
㝸
區
的
重
現
，
即
油
生
極

度
親
切
之
情
。
祖
母
曾
在
大
南
街
開
設
﹁
新
新
士

多
﹂，
小
時
候
我
跟
兄
弟
們
常
在
那
士
多
裡
吃
醃
木
瓜

和
雪
欖
，
現
在
才
知
道
不
遠
處
便
是
廣
東
武
術
之
父

的
活
躍
點
。
他
過
㠥
樸
實
無
華
的
生
活
，
可
曾
常
來

﹁
新
新
士
多
﹂
買
香
煙
？
我
的
祖
母
又
曾
否
跟
他
搭

訕
？喜

歡
︽
葉
問—

—

終
極
一
戰
︾
中
的
舊
香
港
，
其

時
人
情
味
濃
，
是
非
黑
白
分
明
但
情
感
依
然
在
交

戰
；
新
舊
秩
序
的
交
替
，
富
貧
轉
在
旦
夕
。
如
此
脈

絡
下
的
葉
問
至
為
踏
實
；
使
片
中
的
李
小
龍
以
及
回

應
王
家
衛
的
最
後
一
場
﹁
終
極
一
戰
﹂，
都
顯
得
浮
誇

和
遊
戲
了
。

百
家
廊

陶
　
然

大南街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不
知
道
如
今
還
有
多
少
年
輕
人
讀
李
廣
田
的

書
，
早
前
應
邀
到
中
學
談
創
作
，
我
講
的
是
﹁
靜

觀
﹂—

—

在
喧
嘩
而
浮
躁
的
年
代
，
﹁
靜
觀
﹂
是
什

麼
？
有
什
麼
好
處
？
我
以
程
顥
的
︽
秋
日
偶
成
︾
做

開
場
白
：
﹁
閒
來
無
事
不
從
容
，
睡
覺
東
窗
日
已

紅
。
萬
物
靜
觀
皆
自
得
，
四
時
佳
興
與
人
同
。
﹂
不
少
同

學
都
讀
過
︵
或
聽
聞
過
︶
這
首
詩
，
可
沒
有
多
少
同
學
明

白
﹁
道
通
天
地
有
形
外
，
思
入
風
雲
變
態
中
﹂
的
道
理
。

於
是
我
從
李
廣
田
說
起
。

我
少
年
時
代
喜
歡
讀
李
廣
田
的
散
文
，
尤
其
喜
歡
︽
野

店
︾、
︽
山
水
︾
這
幾
篇
。
那
時
還
弄
不
清
楚
為
什
麼
會
喜

歡
，
大
概
過
了
三
十
歲
才
明
白
，
那
是
一
種
久
違
了
的
、

像
鄉
野
的
空
氣
和
泥
土
的
氣
味
，
清
新
而
淳
樸
，
如
果
套

用
李
廣
田
自
己
的
說
法
，
那
就
是
一
種
﹁
散
步
式
的
散

文
﹂。李

廣
田
在
︽
談
散
文
︾
說
得
很
清
楚
，
很
明
確
，
﹁
散

步
式
的
散
文
﹂
就
﹁
像
一
個
人
隨
意
散
步
一
樣
，
散
步
完

了
，
許
是
回
到
家
裡
去
﹂，
也
﹁
很
像
一
條
河
流
﹂，
﹁
它

順
了
壑
谷
，
避
了
丘
陵
，
凡
可
以
流
處
它
都
流
到
，
而
流

來
流
去
還
是
歸
入
大
海
﹂，
我
想
，
這
其
實
也
是
寫
評
論
文

章
的
其
中
一
種
方
法
。

散
文
是
寫
作
的
基
本
功
，
李
廣
田
在
︽
談
散
文
︾
說
得

好
：
﹁
詩
必
須
圓
，
小
說
必
須
嚴
，
而
散
文
則
比
較
散
。
﹂

他
認
為
﹁
散
文
的
語
言
，
以
清
楚
、
明
暢
、
自
然
有
致
為
本
來
面

目
﹂，
﹁
好
的
散
文
它
的
本
質
是
散
的
，
但
也
須
具
有
詩
的
圓
滿
，
完

整
如
珍
珠
，
也
具
有
小
說
的
嚴
密
，
緊
湊
如
建
築
﹂
；
這
何
嘗
不
是
評

論
的
基
本
法
？

有
些
評
論
像
詩
那
麼
圓
滿
和
完
整
，
或
像
小
說
那
麼
嚴
密
和
緊
湊
，

但
評
論
有
時
不
一
定
要
像
演
說
或
辯
論
那
樣
滔
滔
雄
辯
，
對
初
學
者
來

說
，
能
夠
寫
得
像
散
文
那
麼
﹁
清
楚
、
明
暢
、
自
然
有
致
﹂，
行
文
有

如
閒
話
家
常
，
有
如
朋
友
間
的
書
簡
，
倒
有
一
份
難
得
的
親
切
感
。

評
論
文
章
最
好
不
要
自
限
於
說
理
，
有
時
也
可
以
寫
得
像
梁
啟
超
所

說
的
﹁
筆
鋒
常
帶
感
情
﹂，
有
理
而
不
板
，
有
情
而
不
濫
，
那
才
可
以

寫
出
具
有
﹁
創
造
性
﹂
的
批
評
，
李
廣
田
的
評
論
文
章
從
來
不
用
﹁
拋

書
包
﹂，
也
很
少
引
經
據
典
，
卻
有
一
份
值
得
細
味
的
﹁
創
造
性
﹂，
那

是
說
，
創
作
的
方
法
也
一
樣
可
以
應
用
於
評
論
，
他
在
︽
談
文
藝
批
評
︾

有
此
說
法
：
﹁
一
個
批
評
者
不
僅
應
當
是
一
個
最
好
的
欣
賞
者
，
還
必

須
是
一
個
創
造
者
，
他
不
但
要
在
自
己
心
裡
把
作
者
的
創
造
再
創
造
一

番
，
就
連
他
所
寫
的
批
評
文
字
，
也
應
當
是
創
造
者
。
﹂

那
麼
，
﹁
創
造
性
﹂
的
批
評
又
是
什
麼
？
對
李
廣
田
來
說
，
那
就
是

﹁
靜
觀
﹂，
亦
即
﹁
萬
物
靜
觀
皆
自
得
﹂，
他
愛
讀
英
國
作
家
瑪
爾
廷

︵E
.M

.M
artin

︶
的
散
文
集
︽
道
旁
的
智
慧
︾︵W

ayside
W

isdom

︶，
他

說
：
﹁
我
喜
歡
這
書
，
因
為
他
的
文
章
是
太
適
合
我
的
脾
胃
了
。
﹂

李
廣
田
也
是
詩
人
，
與
卞
之
琳
、
何
其
芳
合
稱
﹁
漢
園
三
詩
人
﹂，

他
有
一
首
詩
，
叫
做
︽
途
中
︾，
詩
中
也
有
一
些
思
辯
，
近
乎
﹁
道
旁

的
智
慧
﹂
：
﹁
請
不
要
那
樣
向
我
凝
視
，
因
為
我
同
你
並
不
相
識
。
／

雖
然
我
從
你
生
疏
的
眼
裡
，
／
也
看
出
那
熟
知
的—

—

難
解
的
謎
。
﹂

﹁
在
這
條
道
上
實
在
擁
擠
，
／
誰
也
不
留
心
誰
的
足
跡
。
／
你
為
什
麼

那
樣
地
向
我
凝
視
？
／
徒
留
下
那
不
萌
發
的—

—

／
愛
的
種
子
。
﹂

「靜觀」：散步的智慧
葉　輝

琴台
客聚

每
次
到
台
北
必
光
顧
桃
源
街
牛
肉
麵

大
王
﹁
老
王
﹂、
永
康
公
園
牛
肉
麵
和

八
德
路
老
董
牛
肉
麵
三
大
名
店
，
吃
過

此
三
家
，
其
他
都
靠
邊
站
了
。

近
聽
老
友
說
，
香
港
近
日
開
了
一
家

最
地
道
台
北
牛
肉
麵
﹁
小
王
﹂，
開
在
鑽
石
山

商
場
，
是
曾
經
在
港
台
灣
牛
肉
麵
品
評
比
賽

之
冠
軍
店
。
此
店
暗
來
路
來
頭
不
小
，
據
說

和
馬
英
九
有
藕
斷
絲
連
關
係
。
其
暗
資
是
馬

家
所
撐
。
近
日
馬
英
九
女
兒
來
港
定
居
，
女

婿
在
港
落
戶
消
息
噓
傳
甚
力
，
莫
非
此
﹁
牛
﹂

真
和
﹁
馬
﹂
有
關
？

古
老
諺
語
說
三
事
不
相
干
為
﹁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今
次
傳
馬
到
港
開
牛
店
，
實
為
巧

合
，
慕
名
過
海
直
踩
此
場
，
此
店
﹁
正
宗
牛

肉
麵
﹂
店
，
碗
大
如
小
盆
，
每
碗
四
十
多

元
，
比
香
港
最
貴
麵
麥
奀
記
之
卅
二
元
更
貴
，
麵
之
水

準
分
湯
頭
、
麵
身
與
牛
肉
，
坐
下
叫
﹁
紅
燒
牛
肉
麵
﹂，

侍
應
說
：
﹁
我
們
沒
有
紅
燒
、
清
燉
之
分
，
只
分
各
種

原
味
和
雜
味
牛
肉
麵
，
現
在
給
你
們
原
味
牛
肉
麵
吧
。
﹂

好
，
麵
來
了
，
湯
濃
如
醬
油
，
奇
鹹
無
比
，
廣
東
人

口
味
實
難
以
下
咽
，
湯
頭
值
三
十
分
；
麵
身
寬
條
手

打
，
彈
曲
柔
軟
有
咬
口
而
不
黏
腔
，
韌
勁
而
不
硬
，
有

正
宗
西
北
拉
麵
水
準
，
此
麵
身
值
八
十
分
；
牛
肉
之
牛

腱
夠
軟
而
不
硬
，
值
五
十
分
，
合
起
來
四
十
多
元
一
碗

牛
肉
麵
是
三
個
字
：
﹁
不
合
格
﹂
。
光
顧
過
一
次
夠

了
。若

馬
英
九
確
是
把
經
營
投
資
放
在
香
港
，
實
在
聰

明
，
他
女
兒
女
婿
可
由
此
返
祖
歸
宗
︵
馬
英
九
在
香
港

出
世
︶，
而
不
在
台
灣
搞
生
意
可
避
過
投
鼠
忌
器
，
貪
腐

閒
言
，
可
惜
此
檔
招
牌
牛
肉
麵
根
本
不
及
格
，
比
下
來

輸
給
香
港
麥
奀
記
、
何
洪
記
、
永
華
及
九
江
等
麵
家
，

今
次
﹁
馬
牛
相
及
﹂
而
自
毀
招
牌
，
今
人
失
望
，
得
不

償
失
了
。

台
北
桃
源
街
﹁
老
王
﹂
牛
肉
麵
大
王
之
湯
頭
、
麵
身

和
牛
肉
都
勝
過
此
﹁
小
王
﹂
多
多
，
﹁
小
王
﹂
不
及

﹁
老
王
﹂
實
在
沒
有
改
錯
名
，
百
聞
不
如
一
見
，
遠
征
光

顧
而
失
望
，
遂
有
此
記
。

馬牛相及
阿　杜

杜亦
有道

現
在
港
人
一
窩
蜂
地
食
藍
莓
，
據
說
是
對
眼
睛
有
好
處
，
特
別
是

老
人
家
黃
斑
區
退
化
。
女
士
希
望
皮
膚
嫩
白
，
體
形
更
加
窈
窕
，
不

會
發
胖
，
也
紛
紛
吃
藍
莓
，
主
要
是
藍
莓
擁
有
豐
富
的
花
青
素
以
及

許
多
防
氧
化
的
成
分
。
藍
莓
製
造
保
健
藥
物
更
如
雨
後
春
筍
。

現
在
科
學
界
已
經
發
現
，
中
國
沙
漠
地
帶
所
出
產
的
黑
枸
杞
，
其

防
氧
化
的
化
學
成
份
比
較
藍
莓
多
十
多
倍
，
大
有
機
會
成
為
中
國
的
﹁
軟

黃
金
﹂。
中
國
的
太
空
人
的
太
空
食
物
中
，
就
採
用
了
青
海
地
區
的
黑
枸

杞
，
讓
太
空
人
能
夠
在
食
物
甚
少
的
情
況
下
，
受
到
的
輻
射
大
大
增
加
的

情
況
下
，
保
持
住
足
夠
的
體
力
和
免
疫
能
力
。

中
國
的
西
藏
、
青
海
、
甘
肅
和
新
疆
地
區
，
有
不
少
沙
漠
，
其
海
拔
高

度
都
超
過
了
二
千
公
尺
，
太
陽
強
烈
照
曬
，
晝
夜
溫
差
很
大
，
氣
候
乾

燥
，
這
樣
的
地
區
很
難
種
植
作
物
，
也
不
適
合
人
類
的
生
存
。
結
果
，
有

一
些
野
生
植
物
頑
強
地
生
存
下
來
了
，
其
保
障
生
命
的
化
學
成
份
特
別

高
。
黑
果
枸
杞
主
要
出
產
於
青
海
柴
達
木
盆
地
，
︵
德
令
哈
、
都
蘭
、
格

爾
木
等
地
︶
生
長
在
海
拔
兩
千
八
百
米
至
三
千
米
的
盆
地
沙
漠
地
帶
。
黑

果
枸
杞
含
有
十
七
種
氨
基
酸
，
十
三
種
微
量
元
素
，
其
中
鈣
、
鎂
、
銅

鋅
、
鐵
的
含
量
也
高
於
紅
枸
杞
。
中
國
古
代
早
就
發
現
了
黑
枸
杞
的
重
要

藥
用
價
值
。
相
傳
在
周
朝
的
時
候
，
北
方
的
獫
狁
部
落
舉
兵
襲
周
，
周
文

王
姬
昌
數
次
發
兵
征
伐
，
屢
屢
受
挫
，
遂
派
名
將
南
仲
前
往
朔
方
駐
守
邊

疆
，
﹁
天
子
命
我
，
城
彼
朔
方
﹂。
南
仲
在
朔
方
禦
敵
之
時
，
不
慎
因
傷
身

染
惡
疾
，
藥
石
無
醫
。
當
地
大
夫
建
議
服
黑
枸
杞
，
身
輕
而
癒
。
獫
狁
大

敗
，
得
勝
而
歸
，
獻
枸
於
姬
昌
。
文
王
食
之
，
大
悅
，
讚
其
味
甘
健
體
，

乃
天
之
神
果
。
黑
枸
杞
是
天
然
補
鈷
鉻
劑
，
對
於
醫
療
婦
女
貧
血
、
面
黃

有
明
顯
的
作
用
。
鉻
與
人
體
中
糖
的
代
謝
，
脂
質
的
代
謝
，
蛋
白
質
的
合

成
，
核
酸
代
謝
等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最
近
，
中
國
的
科
學
家
已
經
發
明
了

把
野
生
的
黑
枸
杞
在
緯
度
很
高
的
高
原
進
行
人
工
栽
植
的
辦
法
，
使
得
沙

漠
地
區
貧
困
的
農
民
找
到
了
迅
速
富
裕
的
道
路
，
人
工
種
植
的
黑
枸
杞
每

公
斤
的
價
格
高
達
九
百
元
人
民
幣
。
野
生
的
黑
枸
杞
的
價
格
更
加
以
十
倍

計
。黑

枸
杞
能
滋
補
肝
腎
、
益
精
明
目
、
適
用
於
腰
膝
酸
軟
、
頭
暈
目
眩
、

兩
眼
昏
花
等
症
狀
，
藏
醫
藥
經
典
︽
四
部
醫
典
︾、
︽
晶
珠
本
草
︾
等
記
載

黑
果
枸
杞
主
治
心
熱
病
、
心
臟
病
、
月
經
不
調
、
停
經
等
。
︽
維
吾
爾
藥

志
︾
記
載
維
吾
爾
醫
常
用
黑
果
枸
杞
果
實
及
根
皮
治
療
尿
道
結
石
、
癬

疥
、
齒
齦
出
血
等
症
，
民
間
作
滋
補
強
壯
以
及
降
壓
藥
。
現
代
科
學
研
究

證
實
了
上
述
說
法
，
並
且
認
為
黑
果
枸
杞
可
以
降
低
膽
固
醇
，
興
奮
大
腦

神
經
，
增
強
免
疫
功
能
，
防
治
癌
症
，
抗
衰
老
和
美
容
，
黑
果
枸
杞
提
取

物
可
促
進
細
胞
免
疫
功
能
，
增
強
淋
巴
細
胞
增
殖
及
腫
瘤
壞
死
因
子
的
生
成
，
對
白

細
胞
介
素
Ⅱ
有
雙
向
調
解
作
用
，
能
緩
解
糖
尿
病
患
者
多
飲
多
食
、
體
重
減
輕
症
。

野生黑枸杞可變為「種出來的黃金」
范　舉

古今
談

︽
慈
禧
與
德
齡
︾
是
香
港
藝
術

節
呈
獻
的
京
劇
，
此
劇
可
說
是
我

看
得
最
多
以
不
同
形
式
和
演
員
表

演
的
劇
目
。
我
看
過
的
分
別
是
話

劇
的
國
語
版
和
粵
語
版
，
可
惜
錯

過
了
粵
劇
版
。

京
劇
版
曾
在
北
京
演
出
，
由
毛
俊
輝

導
演
。
他
曾
兩
次
在
此
劇
的
話
劇
國
語

版
飾
演
光
緒
，
與
飾
演
慈
禧
太
后
的
盧

燕
有
兩
場
對
手
戲
。
兩
年
前
他
跟
我
提

起
在
北
京
導
演
的
京
劇
版
，
再
與
何
冀

平
合
作
。
他
在
京
劇
版
中
不
演
反
導
，

為
京
劇
觀
眾
帶
來
新
風
味
。

當
我
看
到
京
劇
版
將
原
名
︽
德
齡
與

慈
禧
︾
改
為
︽
慈
禧
與
德
齡
︾
時
，
便

猜
想
到
是
跟
調
節
兩
名
女
主
人
翁—

—

德
齡
郡
主
和
慈
禧
太
后
的
戲
份
輕
重
有

關
。
果
然
不
出
我
所
料
，
多
場
以
德
齡

為
主
的
戲
都
沒
有
了
，
包
括
她
舌
戰
俄

國
公
使
夫
人
、
與
三
名
老
妃
的
對
話
、

向
慈
禧
獻
唱
意
大
利
歌
曲
等
戲
都
不
再

在
京
劇
的
舞
台
出
現
。
這
亦
解
釋
了
為

何
加
插
了
那
麼
多
首
樂
曲
之
後
的
京
劇

版
仍
然
可
以
在
兩
個
半
小
時
內
完
成
，

因
為
除
了
以
上
的
多
場
戲
被
刪
之
外
，

其
他
如
慈
禧
乘
火
車
、
皇
后
使
計
將
德
齡
嫁
予
貝

勒
爺
、
裕
庚
與
榮
祿
衝
突
等
數
場
戲
亦
不
在
京
劇

版
本
之
中
，
而
德
齡
之
妹
容
齡
更
完
全
消
失
。

雖
然
很
多
篇
幅
被
刪
，
卻
沒
有
影
響
︽
慈
︾
劇

的
完
整
性
。
我
相
信
對
於
首
次
接
觸
這
個
故
事
的

觀
眾
都
不
會
覺
得
此
劇
有
支
離
破
碎
之
感
。
原
因

有
三
：
第
一
，
戲
曲
本
來
就
是
尚
虛
，
很
多
情
節

都
可
用
暗
場
交
代
，
觀
眾
意
會
即
可
；
第
二
，
慈

禧
本
來
就
是
一
個
大
家
耳
熟
能
詳
的
人
物
，
編
劇

不
再
需
要
多
花
篇
幅
令
觀
眾
認
識
她
，
故
場
數
可

多
可
少
；
第
三
，
編
劇
在
以
保
存
她
筆
下
的
慈
禧

太
后
的
神
髓
為
大
前
提
，
拿
走
的
都
是
相
對
來
說

的
枝
節
場
面
，
絲
毫
沒
有
影
響
描
繪
慈
禧
太
后
的

精
神
面
貌
。

飾
演
慈
禧
太
后
的
袁
慧
琴
是
國
家
一
級
老
旦
演

員
，
其
演
、
唱
、
唸
俱
佳
，
贏
取
不
少
觀
眾
的
掌

聲
；
飾
演
德
齡
的
周
婧
則
略
嫌
過
於
嬌
俏
。
此
劇

的
歌
曲
與
傳
統
京
劇
有
些
不
同
，
對
我
這
個
行
外

人
來
說
，
感
覺
是
較
為
平
易
近
人
，
旋
律
亦
非
常

悅
耳
動
聽
。

《慈禧與德齡》京劇版
小　蝶

演藝
蝶影

再
不
下
雨
？

春
耕
也
成
問
題
啦
！

早
非
農
耕
一
族
，
數
十
年
前
開
始
，
我

們
的
田
地
已
漸
轉
工
廠
、
車
場
︵
好
聽
是

發
展
，
實
際
是
破
壞
︶，
血
液
裡
大
概
仍
然

流
㠥
農
民D

N
A

，
望
天
打
卦
，
祈
求
上
天
庇
蔭

風
調
雨
順
的
情
切
莫
失
莫
忘
。

驚
蟄
那
天
不
要
說
雷
聲
急
雨
，
屁
也
欠
奉
，

蛇
蟲
鼠
蟻
未
知
冬
眠
醒
未
？

春
分
前
，
人
在
中
山
，
一
路
前
來
大
家
討
論

以
天
氣
為
主
，
慨
嘆
再
不
下
雨
泥
土
乾
裂
，
本

來
不
佳
的
空
氣
變
更
差
，
農
業
經
濟
欠
收
，
食

品
價
格
一
升
再
升
，
市
民
生
活
百
上
加
斤⋯

⋯

上
天
大
概
聽
得
一
二
，
天
色
突
變
繼
而
起
風

落
雨
，
繞
㠥
池
塘
一
亭
一
亭
的
餐
廳
，
與
風
雨

同
享
自
然
。

午
飯
未
完
，
上
天
閃
起
銀
光
，
第
一
聲
明
亮

春
雷
劃
破
陰
霾
，
如
瀑
布
狂
瀉
，
大
眾
面
上
不

因
雨
天
麻
煩
露
厭
惡
，
反
而
如
釋
重
負
展
歡

顏
；
簡
單
互
頌
，
空
氣
清
新
了
，
負
離
子
充
裕
了
。
不
同

年
代
人
類
對
氣
候
的
訴
求
因
由
雖
不
一
樣
，
期
望
風
調
雨

順
未
見
減
省
。

這
中
間
還
有
一
抹
私
人
理
由
，
年
初
母
親
新
墳
修
理
託

專
人
繞
㠥
半
月
墓
地
植
上
九
棵
桂
花
，
讓
父
母
安
葬
的
山

腰
一
角
飄
蕩
㠥
我
們
屋
前
屋
頂
露
台
都
不
缺
的
桂
花
香
。

除
獨
特
深
徹
香
氣
，
子
可
曬
乾
作
茶
，
釀
桂
花
糖
。
桂

樹
慢
活
，
泥
土
以
上
的
枝
葉
不
會
迅
速
亂
生
，
緩
緩
將
根

莖
展
散
扎
實
，
遇
風
雨
不
易
倒
下
。

父
母
葬
於
祖
堂
二
十
一
世
祖
︵
筆
者
二
十
六
傳
︶
擲
石

之
遙
不
遠
山
腰
，
每
年
兩
次
，
春
秋
二
祭
必
來
。
童
年
歲

月
空
氣
雨
水
乾
淨
，
漫
山
花
草
暗
傳
鮮
明
芬
芳
，
山
不
高

而
具
氣
勢
，
名
﹁
丫
髻
﹂
；
風
水
名
山
，
已
是
北
宋
年
間

舊
事
，
超
過
一
千
年
前
先
祖
南
來
本
為
尋
風
水
奇
秀
安
葬

祖
上
幾
代
。

山
腰
可
尋
香
港
以
至
廣
東
大
部
分
鄧
族
源
頭
先
祖
幾
盤

墳
穴
。
安
葬
過
先
人
，
也
發
覺
這
元
朗
河
海
交
界
魚
米
之

鄉
可
安
居
樂
業
，
動
心
將
家
小
遷
至
，
自
始
繁
衍
。
每
年

不
下
十
次
到
這
山
嶺
拜
祭
不
同
代
祖
先
。
那
時
出
門
，
母

親
背
後
叮
嚀
，
上
山
不
忘
翻
翻
石
頭
土
洞⋯

⋯

見
田
鼠
未

開
眼
幼
兒
採
回
家
。

採
幼
鼠
回
家
，
以
米
酒
入
瓶
，
將
極
嫩
未
開
眼
幼
鼠
逐

一
投
入
，
完
成
封
蓋
；
假
以
時
日
，
浸
出
藥
性
，
變
作
古

老
歲
月
女
性
恩
物
，
經
期
不
調
，
產
兒
失
血
，
入
風
寒
涼

全
賴
以
救
活
之
土
方
；
幼
嫩
田
鼠
可
憐
短
短
數
天
甚
至
數

小
時
，
卻
為
不
少
鄉
野
婦
女
求
福
祉
，
總
算
一
回
造
化
。

清明拾鼠
鄧達智

此山
中

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C就會說，理髮啦！理完
髮，一切煩惱都一掃而光！你信我啦！

我並不相信有那麼神奇，如果真的一理髮就解
決問題的話，相信理髮店會愈開愈多，再也沒人
留長頭髮了！但這確是一種精神寄託，不在實
用，而在於分心。

自我有記憶開始，在萬隆，那時家裡定期來個
中年男性華人理髮師，給我們全家的男性理髮，
那時只知道理完就走，多少錢也不用管。只聽母
親說過，理髮師曾經死過去又翻生，在我看來有
點詭秘：如果他理到一半，突然不省人事，那該
怎麼辦？後來回北京，文革時期，看㠥許多「牛
鬼蛇神」都被剃成陰陽頭？於是許多意象紛至沓
來，我也變得迷迷糊糊了。

那時，理髮還用人手推機，如果分心，容易夾
㠥頭髮。我算幸運，給夾㠥的機會不多。我記得
理髮師不時叫我低頭，以遷就他的角度。

有一天上午，我騎自行車去一個街邊理髮檔，
那印尼理髮師幫我理完髮，旁邊一個正在歇息的
三輪車伕，跨坐在車座上，用萬隆的Sunda話，朝
我笑道，Neng ！ Awewe，daek ente ？ Hanet
pisan！（您吶，女孩子，要不要？很暖和呀！）
我嚇得回頭就走了。

後來回到北京，偶爾會上王府井的上海理髮店
去理髮，好像是兩角多三角錢的樣子，都已經覺
得很豪了！當年王府井「湘蜀餐廳」的一盤魚香
肉絲，也只不過兩角六分而已。理髮廳那亮堂的
燈光，那排能夠半躺的靠背椅，還有穿㠥白大褂
的理髮師，都讓人感到氣派。當年在三里河工人

俱樂部上映的《女理髮師》，由那時從香港回歸上
海的王丹鳳主演，她已經很少在鏡頭前露面，只
記得好像是喜劇，劇情如何也沒有印象了。

更多的時候，我就在學校裡就地理髮。那時有
個也是印尼歸僑學生L，他有個推頭機，得閒就幫
我們幾個推頭。那時大家要求不高，推了就算。
後來是由女同學推，也不理甚麼髮式不髮式了，
一般都推成小平頭或者寸頭，取其方便，睡醒起
來抹把臉就行，根本不用梳頭。其實那時大家都
不講究，有北京同學甚至蓬頭垢面上課。有一次
理完髮，同學笑我狗咬饅頭，充當理髮師的女同
學喝道，是老鼠咬窩窩頭！

再回到北京理髮，已經是多少個春秋以後的事
情了！那年除夕，北風呼呼吹，我已經習慣南部
小島亞熱帶的氣候，一旦回歸北方，竟無法自
如。去光顧掛㠥塑膠布條擋風的理髮室，手動推
頭機已經換成電動的了，只有那剃鬚刀依然，推
好頭，師傅腳下一絆，我立刻半躺，但見他在皮
帶上磨刀霍霍，一會就把肥皂泡塗滿我嘴唇周
圍，我好比待宰的羔羊，只好任人魚肉了。這時
的北京，人人注意形象，不再「狗咬窩窩頭」也
無所謂了。

其實當我從北京移居香港時，便明顯地感受到
了。我那時剪㠥寸頭。過了海關，從羅湖搭車，
滿車的移居香港的人，火車經上水，忽然瞥見鐵
路沿線山邊白底黑字塗上「印度神油，妙不可言」
的廣告字樣，但見有人掩口而笑，而我當時實在
不明白那有甚麼好笑。火車在沙田停靠，但見來
往的青春男女一式的喇叭褲、迷你裙，旁邊的胖

子長歎，總算見了世面了！一下尖沙咀火車總
站，接車的人擠在站外，我夾在當中，更覺得與
周圍氣氛格格不入。這時火車站旁邊的鐘樓噹噹
噹的幾聲響，我抬頭一望，香港時間下午三點
正。

當時也覺得自己老土，於是先我而來的姐妹幫
我緊貼潮流，穿喇叭褲，留披肩長髮，我當時粵
語不靈光，但其實也無須我吩咐，理髮師自然就
按當時流行的髮式處理。

已經不記得我第一家理髮的地方，總是在住處
附近吧。那被稱為髮型屋的地方，兜兜轉轉也換
了幾個間，我並不喜歡老換地方，而且要求不
高，過得去就算，而且只要理了
髮就行。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
了清爽。那時年輕，頭髮濃密而
烏黑，每次理髮，理髮師問也不
問，就拿起一邊是剪一邊是絞的
剪刀，舉手便卡嚓卡嚓地替我削
薄頭髮。望㠥滿地落髮，有一種
失落感。

印象最深的髮型屋，是叫「阿
李」的藏在深巷裡的髮型屋，他
一個人全包理髮、洗頭、吹頭等
工序，手勢不錯，常常客滿，客
人需要耐心等候才能排到，當然
做的是街坊鄰里的生意。他雖然
手勢不錯，價錢也比市面廉宜，
但有個性，客人如果中間不來，
他便認定你中途背叛，即使再接

你生意，也一路諷刺挖苦，十分難頂。難怪他的
客人也終於留不住，終於雞飛狗跳牆。大佬啊！
人家不但貪你便宜手法好，但不會忍受你話裡骨
頭呀！此家不好去，別家張開大門歡迎你，大逃
亡是必由之路了？

我常去的這家，是老相識了。理髮師是個中年
單身漢，據說他曾有個挺闊氣的同居女友，但後
來不知為甚麼分開了。平時沒客他就去海灣釣
魚，他高興的時候喜歡吹水，那回他就跟我聊起
他當年「溝女」的故事。他說那時他根本不用出
錢，出去消費全是對方負責，因為女友全是富家
女。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車大炮」，但他的確很會
講話，而且很會觀言察色。聽說髮型師很會令女
孩子㠥迷，看他貌不驚人，如果他這番話沒有言
過其實，倒也讓我見了世面。

只是理髮而已，頭髮紛紛飄然無聲落地中，卻
讓我穿越漫漫時光，回望時代的無形變遷了。

短！長！短！

■理完髮，一切煩惱都一掃而光。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