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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麥子上場，人們就開始想念麥飯了，
走在鄉間的路上，總有熱辣辣的目光投向遠
方，那裡有大片大片的麥田。昔日彎腰割麥
的景象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聯合收
割機在金黃的麥田裡往返穿梭。在這小麥收
穫的季節，愈來愈多的人家租用收割機進行
收割，從收割到脫粒，新興的現代化工具可
以不費吹灰之力地依次完成。人們從以往繁
重的勞動中得以解脫，再也不用頂着火辣的
太陽持鐮上陣，揮汗如雨，也省去了麥芒與
肌膚的親密接觸。
「打麥飯」，就是土地為人類在這個時節

準備的禮物。將剛打下來的麥粒拿簸箕簸
了，用清水洗淨蒸煮而食，煮熟後的麥粒有
着晶瑩剔透的外觀。五月的沂河，岸邊的蘆
葦已茂密長成，碧綠的葦葉蔚然壯觀，靜若
仙子的荷花也已舒展羅裙，將粉紅的骨朵露
出水面，安靜地等候着蜻蜓的親吻。採一把
葦葉、荷葉鋪在淘洗好的麥粒上面，注入的
清水沒過麥粒二三指深，然後點火蒸煮二十
分鐘就完成，有了荷葉、葦葉兩種植物元素
的融合與滲透，煮熟後的麥飯格外香甜。

生活在北方的人，對麥子都有一種特殊的
情感，這種情感就來自新鮮的麥香，因葦葉
和荷葉的配伍，它那纏綿的味道和勁道的口
感常常給我們帶來難以抵抗的誘惑。這也是
從老一輩人身上傳下來的食物加工方式。萬
物生長的季節，植物的茂盛給了生活更多的
溫情與厚待，讓人們多了些創造性的發現與
發揮，多了些創造新事物的能力，正是這些
老一輩人的無私傳承的方式，讓一代代後人
對麥子的味道產生了深深的眷戀，也使古今
文人墨客對麥收暗生情愫，述諸筆端。
打麥飯需要趁早，最好的麥飯是在麥子剛

打下場的時候。時光進入農曆的四月，飽滿
的麥子已成熟在望，筆挺的麥稈在四月的柔
風中搖曳淺笑。望着農人們一張張充滿喜悅
的笑臉，童年的記憶被眼前的麥田一次次喚
醒，掐幾束顆粒飽滿的麥穗下來，帶着麥芒
用手輕輕地揉搓，不一會兒就將尚且柔軟的
麥粒從薄薄的殼衣中脫離出來，低頭順風對
着它們輕輕一吹，紛亂的雜屑就清除殆盡，

這時的麥田在你的眼裡便不再是麥田，而是
隨着季風吹動的方向波濤起伏的大海，是綠
野藍天之下漾起的金色的希望。
青綠相間的麥穗是孩子們的一大誘惑。許

多年前，我就是帶着這樣的誘惑在五月的季
風裡等待着農人的收割，把打下的麥穗掐下
紮成新鮮綻放的花束，找個僻靜的地點堆起
野草燃起一把小小火，小小的火苗如同展開
翅膀的小鳥在燃燒的麥穗上無聲地翻轉，麥
子的針芒在火苗的舔舐下瞬間消失得無影無
蹤。燒去了包裹在外面的麥殼，剩下的就是
散發着麥香的光禿禿的麥穗了，隨着一顆顆
麥粒的熟透膨脹，一股攜帶着煙火氣息的麥
香也飄然而出，漆黑的麥穗下是一顆顆溫暖
的心，彌補着單調生活中味蕾的貪婪。
荒草，是許多年前鄉下人做飯必備的柴草，它

因自身的易燃和能引燃堅硬的木柴而受人喜
愛，同時也是用來燎燒麥穗的好材料。這樣
的吃法不可以多得，一年一度的麥收僅一次
就足夠。我在農村出生並且長大，卻沒有幾
次機會參加麥收，我不會農活。勞動是社會
中每個人不可避免的義務，而我僅有的務農
經歷是跟學校下鄉支農栽過地瓜的幼苗，會
用一把麥稈編出捆紮麥子的要子。有一次我
們去田野裡勞動，同學們都搶着跑進麥田收
割，我不會卻又不甘心落後，便拿起鐮刀攏
起一把麥子一陣亂割。鐮刀是從麥根划到拿
麥子的手上，把手背的一側割得流血了，至
今那個地方還有一個隱約可見的傷疤。
麥子打捆之後需用扁擔挑起運向麥場，有

時村民就把扁擔橫放在地上，等候捆紮好的
麥個子積滿後挑運。因為急於穿過一塊麥田
到另一塊麥田裡去，沒有勞動經驗的我不經
意從一條扁擔上面跨了過去，腳剛落地，我
便聽到扁擔主人的一聲急促呵斥。那次的事
情讓我銘記了很久，後來聽說女娃是真的不
能夠踩扁擔的，更不能從扁擔上跨過。這個
講究在南方也很盛行。通過這件事我對勞動
和農具有了嶄新的看法，在遠古，每當收穫
的季節，土地和農具都是會受到人類崇拜
的，它讓我意識到勞動的美好和所有收穫的
聖潔。在這神聖無比的勞作中，農具也是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經過了遠古文明之光的照
耀，它們才會從籠罩着歷史煙雲的深處走
來，保持着土地的崇拜和農具的神性。

飛鳥從廣漠的麥田上飛行，留下牠們清脆
的呢喃，好像在歡慶五月的來臨。歌聲在麥
梢上穿過，就像農人預見豐收的喜悅，收穫
的田野是牠們偌大的賓館和餐桌。所有的莊
稼都可能為牠們提供一頓味道可口的美餐，
所有的灌木都可能成為牠們棲身的場所。五
月的風比人們的目光更加熱辣，它使勁地颳
着致使一眼望不到邊的麥田波浪翻湧，這是
天地間唯一與海產生聯想的莊稼，每一次麥
浪的漾動都與生命和溫飽有關。風平浪靜的
麥田是雕刻在田野上的金黃色浮雕，它的金
碧輝煌來自於陽光照射下的清晨和傍晚，朝
霞和夕陽為它們塗上一層神聖的光芒。
五月來臨，忙夏就開始了，搶收搶種的日

子，麥子開始如期收割。在龐大收割機的轉
動下，與小麥一併割倒的還有混雜在中間的
雜草，田野裡瀰漫着青草氣息，汁液流淌出
淡淡的馨香，悠悠地滲入心房。一些不知名
兒的鳥兒也在這時追風逐浪，在麥田的浪濤
和收割機的隆隆聲音裡歡快地鳴啼。樹木列
隊在青草覆蓋的地頭站立，胭紅的牽牛花攀
爬在灌木低矮的枝上，為成熟的麥田撐開一
朵朵嬌美的花傘，形成紫色牽牛花的龐大的
儀仗。在那方陣般的麥田旁邊，花也變得具
有靈性，它似乎穿透時光，化作生靈和你點
頭致意，你甚至能看到它發自內心的微笑，
聽見它與你和婉的交談。

忍不住就會伸出手去撫摸，看野花在青藤
與麥稈上的交纏，這是植物與植物的一場不
以語言釋解的愛戀，是發生在田野間的一份
默許的纏綿，是唰唰的聲音之後麥芒與葉梢
間的耳鬢廝磨。忍不住就伸出手去，指尖在
麥子青澀的芒刺上快速划過，就像琴鍵在手
指下從低音到高音的彈奏，為心靈帶來享受
莊稼成熟的快感。在輕輕划過的痕跡上一氣
呵成，那動作毫無拖泥帶水的感覺。那些帶
着音符的麥浪在指尖不斷的撥划中散發出清
香，這股清香在小麥強烈的搖動中愈來愈
濃，我們把這種迷人的氣息統稱為麥香。

世界盃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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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小說
七月，對年輕人
來說，是熱鬧之

月，而一年一度的書展更增添了幾
分熱氣。
今年書展以「愛情小說」為主
題，主辦方並推薦了十位具代表性
作家，以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成名
來劃分，各選五位，包括之前的張
愛玲、徐速、亦舒、依達和林燕
妮，以及之後的深雪、林詠琛、鄭
梓靈、天航及Middle。
這個選題在文學上當然不算很嚴
謹，比如有人問為什麼九十年代之
後最紅的女作家張小嫻沒入選（有
傳說是作家謝絕大會邀請），也有
人質疑將「祖師奶奶」張愛玲跟網
紅作者Middle放在一起，是降低了
前者的身份等等。然而，作為一個
帶商業性的Book Fair，為大會活動
找一個主題方便宣傳，無可厚非。
其實，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無
論是不入選的張小嫻，還是獲推薦
的十位名家，他們都有大量有關愛
情的作品，而且堅持寫作一段不短
時間，已經足夠。無論是對作家，
還是對讀者，任何一個人，愛情，
都是永恒的主題，也是寫不完、訴
不盡的話題，而且沒有時間性。
好的愛情小說經得起時間的考
驗，且不說經典的名著如《簡
愛》、《呼嘯山莊》等，像我們熟
悉的張愛玲作品，即使故事的背景

是四五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時間
久遠，但當中對人物內心的刻畫，
尤其精闢雋永的文字，今日閱讀起
來，你一點都沒感覺到過時。
記得香港話劇團十多年前曾公演

《新傾城之戀》，雖然時任藝術總
監兼導演毛俊輝對張愛玲的原著在
結構上作了不少改動，比如加了以
歌者身份出現、劉雅麗飾演的角
色，但話劇中男女主角范柳原和白
流蘇的對白基本上都保留了原著的
文字，比如「一般的男人，喜歡把
女人教壞了，又喜歡去感化壞女
人，使她變為好女人」、「在這兵
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
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
平凡的夫妻」之類。
不是愛情小說寫得好不好看，而

是愛情猶如許多人的生命之水，人
們乾涸的心靈需要生命之水去滋
潤，在現實中遇不到愛情的人，通
過閱讀愛情小說而把自己暫時代入
角色之中，來體驗愛和被愛的滋
味。
不少人有個錯覺，以為只有女人
愛看愛情小說，其實不然。我就知
道，不少男人包括中年男人是亦
舒、張小嫻等小說的「粉絲」，他
們或許未必如女人般將自己代入角
色，卻透過小說了解女人心理。這
或許是愛情小說永遠有市場的原因
吧。

一個小小的足
球，竟然令全世界

數十億人為此而狂歡，可見體育無
國界。2018年世界盃在俄羅斯這個
美麗而歷史悠久的國度舉行，圓滿
成功。國際足協主席公開熱情地向
俄羅斯普京總統致以熱烈祝賀，並
衷心讚美：「此乃歷史上最成功偉
大的足球盛會，俄羅斯美麗的風
景、俄羅斯人熱情迎賓、俄羅斯官
方圓滿的組織和完善的安排，我們
為此衷心讚美和感謝。」
這份稱讚，有君子風度的普京欣
然接受之外，態度從容，不驕不
躁，令人欽佩。普京的回答更令人
印象深刻：「我們不說再見。」
經此盛事，世界改變了對俄羅斯
人的印象。認為俄羅斯人是親切善
良的，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邁
進新時代，舉國將為經濟發展，改
善人民福祉而努力。相信一定會成
功！這次俄羅斯舉行的世界盃令人
安心，因為秩序井然，並沒有示威
或恐怖分子暴動，實在難得之至。
世界盃令全球矚目的是決賽期間
賽果頻頻爆冷，令一些輸家大輸
錢。今次法國繼一九九八年後再度
奪冠，碰上法國捧盃前一天正是國
慶好日子，法國國內更加氣氛熱
爆。法國球迷興奮狂歡，竟有出現
在巴黎的趁機搶劫，恐怖分子混入
狂歡人群，令好事變壞事。

曾記得二十年前，思旋在巴黎香
榭麗舍大道親歷其景，感受到巴黎
人當時捧盃的狂歡情景，幸而當時
並無出現騷動。球迷滿街走的景
象，當中不乏女球迷，其瘋狂養眼
大膽出手，程度與男球迷不遑多
讓。香港也出現不少女性球迷，香
港娛樂界大亨楊受成率團親往莫斯
科看球賽，其中有不少旗下著名女
藝人，都是球迷呢。
世界盃閉幕之翌日，在另一頭同

樣有世界矚目的兩位大國領袖會
晤。這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及俄羅
斯總統普京。其實不久前，特朗普
與朝鮮金正恩之美朝峰會，同樣是
舉世矚目。
不過，當時氣氛出乎意料地輕鬆

和諧，然而常變臉的特朗普，不少
世人對他不寄厚望。即是說，美朝
峰會所達到的協議，似乎世人也不
寄厚望。如今特朗普與普京的會
晤，對於兩者作風、政見迥異，意
識形態、政治立場也不同的兩位強
者，一時之間要他倆在兩三小時的
會晤中，找到解決世界繁複詭異問
題的方法，實在難寄厚望。
世上有很多政治八卦者，暗自討
論特朗普與普京是朋友，還是敵
人？特朗普和普京都異口同聲稱與
習近平是朋友，可見習近平主席在
他們眼中都是政治的偉人，一位優
秀的外交家。

今年書展，我被安排在
7月20日黃昏六時至七時

三十分「本地文化歷史專題講座」，題目
是《新界傳統文化的維護與承傳》。我願
與各位分享這十年的研究心得，並歡迎大
家蒞臨提出寶貴意見，一起討論交流。
一個國家組成的三大部分：土地人民政

府，一個人生存的三大條件：陽光空氣
水，但別忘了還有土地，土地是大地之母，我
們必須站在土地上，由此可見土地是多麼
的重要！新界，在沒有成為新界之前和成
為新界之後的120年來，都是因為土地問
題，成為了貢品，成為了劍把！新界土地
是原居民祖先留下來的，當然屬於傳統權
益，丁權是傳統權益之一，在自己祖宗十
八代留下來的土地上建房屋有問題嗎？
我歸納不同意我書中觀點的朋友，他們

普遍認為：
（一）新界鄉議局在香港一直就是一個

重要的政治團體，過去英治時期沒有被殖
民政府忽略，回歸後特區政府甚至北京中
央政府也沒有忽略它。
（二）新界原居民有丁權丁屋，這些都

是特權，由殖民政府到現在特區政府。怎
麼會被忽略？還有人說，以香港人口分佈
和行政區域所佔數量的比例來說，香港的
主角就是新界！是的，我們從表面上來
看，無論是從地理位置，還是從人口數量
來說，新界怎麼可能被忽略呢？
緣何我的書名叫《被忽略的主角》？

我認為被忽略的是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他們所失去的和他們所得到的以及新界鄉
議局對香港社會的貢獻等；我嘗試逐一分
析從原居民心底深層處來看，為什麼被忽
略：第一、英治時期，英國人重香港輕新
界，因為新界是租來的地方，租約期滿後
就要還給宗主國；現在回歸已經21年了，
新界的重要性愈來愈浮出枱面，但我並不
希望只聚焦在土地，新界地域有大量的歷
史文化，有大量的中華民族文化沉澱的瑰
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第二、在整
個大香港走向經濟繁榮的過程中，新界原
居民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有誰知道？第
三、構成香港回歸的幕後大主角是新界，
而專為香港回歸設計的基本法，同時又會
削弱了原居民的權利，它像溫水煮蛙一
樣，慢慢消失於無形之中；原居民的護身
符基本法第40條究竟有多少的力度？
第四、當新界的土地慢慢地以各種名目

被徵收被賣出後，原居民以後的話語權在
哪裡？第五、回歸時香港的土地政策，可
以說牽一髮動全身，如果處理不當，香港
經濟可能出現大崩潰，鄉議局向北京提出
一個可行的建議，好讓全港市民安心順利
迎接回歸直到2047年，這項惠及全香港市
民的土地政策建議書是新界鄉議局的貢
獻，又有多少人知道？
新界鄉議局和原居民為香港的繁榮，所

作出的貢獻數也數不清！香港市民是不是
忽略了？

書展講座為原居民平反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我不是球迷，但為克羅地亞隊鼓掌，
雖然在世界盃離登頂還差一步，但克羅

地亞的名字，已在世界打響了。
世界盃曲終人散，法國人徹夜狂歡，裸跑也被視為真

情流露。冠軍隊成為國家英雄，返國接受人民祝賀，場
面是震撼的。足球英雄征戰連場，為國爭光，固令人感
動；然而，地球另一邊的救人英雄，為人類生命奮戰，
掌聲過後，歸於平淡。
泰國清萊府13名少年足球隊成員失蹤18天後被尋
獲，成為世界新聞，在各路英雄積極營救下，成就了非
凡的救人奇蹟。人類與大自然奮力搏鬥的場景令世人揪
心，其中一名拯救人員壯烈犧牲，無私獻出了生命。
英國的洞穴潛水專家，設計出潛水救人方案，生命在

呼喚，時間在競賽，與大自然拚搏，專業加膽色，最後
得到了成功。最後一個離開洞穴的是澳洲「英雄醫
生」，53歲的澳洲麻醉科醫師哈里斯具有30年潛水經
驗，成為這場救援任務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是他的專
業判斷，說服改變了拯救方案，讓最虛弱的孩子第一批
出洞，及時搶救，得以全部成員生還，一個也不能少。
在展開救援行動3天內，哈里斯醫生都在洞穴內陪伴

受困人員漫長地等待，這是人性光輝的又一次展現，正
因為有醫生陪同，受困孩子生命力再度強心，等到第13
位受困人員獲救後，隔了數小時，他才與其他3位泰國
海豹部隊人員一起離開洞穴。最後一個離開洞穴的他，
掌聲伴隨而來的，卻是父親離世的消息，英雄的悲情，
有誰共鳴？
「英雄路遠掌聲近，莫問蒼生問星辰」，英雄各有不

同路，有浮華的光輝，也有寂寥的身影；有雷動的掌
聲，也有悲壯的淚水。我以為，歡呼掌聲固然令人留
戀，但奉獻他人的悲壯，溫暖的光芒更上一層。

英雄的掌聲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年前旺角有家別
樹一格的餐室，門

外餐牌滿是驚人圖片，有人看了急
步路過，有人駐足欣賞，亦有人看
了好奇上樓尋找他們心目中異類的
「美」食，後者多是盲目崇日的年
輕人，只要是日本流行的東西，不
論好醜就一窩蜂趁熱鬧了。
餐牌中不外是朱古力忌廉乳酪一
類雪糕，強調口味乾/硬/濕，外形
弄到有多猥瑣就多猥瑣，名堂稀奇
古怪，故意挑戰年輕人胃口，居然
也吸引到不少「潮」男「潮」女登
門試味，自然其中也有少量自以為
青春跟年輕人打成一片的大叔大
嬸，是了，這餐室號稱「便所」，
不用公仔畫出腸，大家已知道賣點
是那個九劃中文字。
相信店主也必然出自創業新一代
的日粉，好奇貪玩，沒心思搞好傳
統花樣，索性懶得就懶，「一劈
嘢」功夫易做而又易賺
快錢，何樂而不為，可
是熱鬧過一陣子，大約
一兩年光景，不知是老
顧客吃到腸胃不適，還
是真的失去「新鮮
感」，這「便所」已消
失到了無影無蹤，看來
今後也不會有人膽敢後
繼了。
可是三兩個月前，又
吹來另一股日式食物歪
風，好幾家麵包餅店又

硬推出什麼骯髒包，就是醜不驚人
誓不休，這包果真髒到無以復加，
圖片看去形狀已滿佈霉綠塵灰，想
像吃時也必從嘴角沾污到腮邊，食
相當然精彩過叫化子從垃圾堆中撿
出來吃的骯髒物，店子還隆重貼出
警告，未食時應置於若干溫度之
內，限三天內吃完，差在沒有聲明
不慎中毒則由貴客自理，這包過不
了正常食客大關吧，最終塵歸塵土
歸土，壽命短過「便所」，轉眼已
煙消雲散。
但是仍有另一家本土食店死心不

息，受臭豆腐臭屁豆之類仙品啟
示，也想發揮飲食天才，別出心裁
弄些異樣美食留名後世，居然掛出
「夠膽食」大字招牌招徠，真是創
意十足，膽色過人，可惜招牌至今
猶新，鐵門多月深鎖，店家一股豪
情，能否得見天日，那就拭目以待
了。

這店子你光顧過嗎？

白馬是自由的

麥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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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店主膽子比食客還要大。 作者提供

小時候在粵北讀書，學校在
一條小巷深處。穿過小巷，靠

近馬路有一大片空地，久而久之，這片空地就
成了冬天外地來的蜂農放蜂箱的地方，本地蔗
農收了甘蔗，也用拖拉機運過去，一捆捆地擺
在空地上賣。
有一年冬天，養蜂的還沒有來，甘蔗也還沒

有上市，空地上來了一個馬戲團，熱熱鬧鬧地
佔地為王，在空地上搭起了帳篷，圍起了圍
欄，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節目表演。馬戲團就
在學校門口，多數的節目都在帳篷內表演，在
海報上可以看到有狗熊走鋼絲，有老虎鑽火
圈，有小狗騎單車……學生好熱鬧，但兜裡沒
錢，便在柵欄外圍觀。帳篷外的柵欄內有兩樣
表演不收費，一個是猴戲，一個是馬戲。
那是我第一次看動物表演。耍猴人牽着用鎖

鏈套着的穿着滑稽的小猴子繞場走，做出各種
古靈精怪的姿態和鬼臉，說是不收錢，末了，
耍猴人還是讓小猴子摘下頭上戴的帽子裝做可
憐的樣子向觀眾討錢，有的大人掏出零錢給
了，小孩子們則一哄而散，小猴子便衝着沒有
給錢的小孩子做出兇狠的鬼臉。表演馬戲的是
一匹毛髮乾澀的白馬，身上套着紅彤彤的馬
鞍，表演者在馬背上或坐或立，白馬便顫顫巍

巍地馱着他滿場慢跑。彼時已讀過許多的童
話，馬戲團的白馬一出場，便顛覆了我對「白
馬王子」的坐騎的美好印象。後來在柵欄的一
隅看見那匹白馬，卸了馬鞍，臀部滿是鞭打後
的暗紅血跡，被一群蒼蠅包圍着，無奈地甩着
尾巴，疲倦的大眼睛裡淚水盈盈欲滴。於是那
段時間的幻想便是如何做一個功夫高強的俠
盜，想把那匹白馬從馬戲團偷出來，放牠自
由，讓牠不再挨打。
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去看過馬戲團的表

演。到深圳以後陪同學去過一次野生動物園。
和其它的動物園一樣，裡面亦養有表演的大
象，除了可以看大象的表演，還可以付錢和大
象合影。遊客最喜歡的大抵都是在馴獸師的協
助下坐在大象背上走上一圈，或者坐在大象的
鼻子上拍張照片拿回家做留念。其實馴獸師的
「協助」便是拿着棍子在一旁恐嚇大象聽話，
全然不顧「聽話」的大象在溫馴地行動的同時
眼角掛着的淚珠。
海洋水族館亦去過一次，為了拍一個電影鏡

頭。水族館被各種霓虹燈裝修得很唯美，被困
在玻璃缸裡的魚類、海龜、水母們看起來也很
唯美，其實卻是滿心焦躁地在狹窄的水域中掙
扎。我在那個鏡頭裡寫了一句台詞：「人類剝

奪了這些魚的自由，牠們只是不甘於被囚禁在
這小小的魚缸裡，正在四處尋找回到大海的
路」。沒有任何一種生物不喜愛自由，偏偏人類自詡
為萬物之靈，卻為了一己私慾，以主人的姿態
剝奪了他們能夠駕馭的生物的自由。小到犬
隻、猴子、猩猩，大至獅子、老虎、大象，水
裡游的魚類，天上飛的鳥類，都能夠被剝奪自
由成為人類訓練而虐待的表演對象，用牠們表
演的唯一目的便是收取門票，賺錢，以牠們的
痛苦和生命為人類提供所謂「精彩」的娛樂。
在人類的貪慾面前，動物們失去的豈止是自

由，還有生命的尊嚴。或許某一天，當科幻電
影《猩球大戰》成為現實，當人類也以同樣的
方式被其它動物如此殘忍地對待的時候，才會
醒悟，才能理解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幸如今網絡發達，信息的傳播愈來愈方

便，大量的有良知的人們在身體力行地宣傳動
物保護，拒絕虐待動物，甚至拒絕觀看動物表
演。因為有了這些努力，號稱世界三大馬戲團
之一的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玲玲馬戲團於去年
永久關閉。香港曾經有齣話劇轟動一時，叫
《蝴蝶是自由的》，我想白馬也是自由的，一
切生物都應該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