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奧運的日子——亞特蘭大 (三)

中美科幻片
大學讀理科，曾
想過將來當科學家，

也愛看電影，卻很少看科幻片，主
要覺得電影講的東西太虛幻、太遙
遠。近月為自己補課，一口氣看了
兩部科幻片《流浪地球》和《Marvel
隊長》。
我首先看的是被視為「開啟中國科
幻電影元年」的《流浪地球》，該片
在內地春節檔期上映，首日票房即超
過兩億元人民幣，自然成為網上熱
話，連外媒也加入評說，指該片標誌
着中國電影新時代的到來。
科幻創作往往要對未來有大膽的想
像和預測。改編自中國科幻作家劉慈
欣同名小說的該片講在不久的將來
（即2075年），正老化的太陽將膨脹
至吞噬太陽系，包括圍繞太陽而行的
地球。人類為了生存，決定帶着地球
逃出太陽系，前往新家園。
電影一方面呈現地殼變動的慘情，
另方面透過由吳京飾演的地球聯合政
府太空人劉培強一家三代人，描寫人
類在逃亡中的相處細節，表現了科技
之外的人文關懷，其中由吳孟達飾演
的劉培強外父韓子昂跟其外孫劉啟和
養孫女韓朵朵「話當年」的情節尤其
溫馨。不過，挑剔的中國網民之批評
聲音也不少，其中一個批評點是跟荷
里活科幻片比較。

恰巧，荷里活科幻片《Marvel隊
長》緊接上映，我特意走進戲院
看。此乃以超級英雄系列電影著稱
的漫威工作室首部以女超級英雄擔
大旗的電影，講由貝兒娜森飾演的
美國空軍飛行員因意外失去記憶並
流落外星，從「詭族」獲得超強能
力，後因為追擊異星敵人而回到地
球，並在對抗強敵中恢復記憶，找
回自己。
過程中難免有很多爭鬥場面，既

然以「女英雄」掛帥，也難免涉及
男女平權等議題。不過，可能有文
化隔閡，加上我沒看過之前的
Marvel系列電影，我對該片情節的
印象不太深刻，倒對人物造型、服
裝、科幻畫面有感覺，雖然也看到
女英雄時而憤怒、時而調皮、時而
懊悔的多面情緒。
作為科幻片的後來者，《流浪》在
特技效果和戲劇衝突上難以跟《隊
長》比較，後者確「好看」多了。但
沒必要比較，荷里活科幻片有百年歷
史，也是從不斷演變和改善中走過
來，它跟美國的科技發展、征服野
心和重個人英雄主義的價值觀有
關，主角往往氣勢逼人。但中國文
化講和諧，重團結，強調「命運共
同體」。重要的是，國人是否受
落，而內地票房也給出了答案。

1996年李麗珊奪得
香港史上第一面奧運

金牌，是全城哄動的消息，大家都期
望着頒獎的一刻來臨，可即時目睹李
麗珊站在頒獎台上及看到香港旗幟在
奧運場上升起。
但兩年前大會已經公佈了滑浪風帆
頒獎是不會有直播的，要24小時後才
有片段提供。當時TVB早有部署計
劃，包括租用流動衛星發射車，可以
第一時間直播頒獎情況；當天早上衛
星發射車到達頒獎地方，因為沒有安
排OB車（戶外廣播車），所以畫面只
靠我們一架攝影機，角度亦只得一
個，大會方面卻不一樣、大會有多角
度拍攝器材；我們TVB唯有詢問，可
否把這多角度拍攝訊號給TVB直播
用，經過他們的思量後，我們得到的
答覆是「好的，但要付1,500美元。」
我不用多想便馬上答應，可以讓所
有香港市民即時收看到這歷史時刻，
絕對是值得的；這個片段在技術上本
應是大家可以取得的，但在大會兩年
前宣佈無直播後，也沒有其他電視台
去進一步詢問，TVB就變成全球獨家
直播1996年奥運風帆頒獎禮。TVB
也利用這一個機會，把整個製作擴
大，將亞特蘭大風帆頒獎禮場地跟在
香港長洲李麗珊的家連接起
來，好讓李麗珊得獎之後跟
她母親進行的真情對話也直
播給觀眾收看，觀眾除了可
分享到她的喜悅，也見證香
港在奥運歷史上的一刻。
當中的一段小插曲：事
後，香港另外一間電視台去
聲討奥運大會，質問為什麼
風帆頒獎沒有直播，大會回
應「兩年前已經公佈了沒有

直播，為什麼你今天才問，全世界只有
香港 TVB 有訊號，你去問他們拿
吧！」但到頒獎完畢也沒有人問TVB
借訊號，由此可見，製作奥運節目，一
定要好好計劃。
香港轉播奧運通常也是圍繞着中國香

港隊的報道，之後就是報道中國國家
隊。中國是世界體育強國，過往跟中央
台合作，我們可以跟所有中國金牌選手
做訪問，更藉着中國金牌運動員上完中
央台訪問後就過來TVB錄影廠做直
播，使到TVB節目內容更豐富。中央
台經過四屆奧運與TVB合作，也吸收
了不少製作經驗，開始成長，奥運製作
規模愈來愈大。TVB有位高層曾經問
過︰「為什麼我們的製作好像停滯不
前，而中央台的製作規模比我們的大得
多？也慢慢地不用靠我們？」
其實很簡單，說白了就是投放資源

的問題：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市
場很細，而中國內地是一個有13億人
口的市場，他們資源很多；加上中央
台是政府台，而香港則是商營電視
台，凡事均以商業考慮為先，賺錢為
目標，當然不會把「虧本」的體育節
目放在前線，如果香港要做好體育節
目 ， 政 府 ， 也 就 是 香 港 電 台
（RTHK）要考慮考慮她的角色。

人類社會發展步伐愈來
愈快，之前仍關注如何跟

上網絡商業發展的話題，例如網絡媒體
發達不止改變了新聞媒體形態，也改變
了廣告市場的生態，導致報紙生存空間
受壓，網媒搶走了非一線銷量的報紙廣
告，廣告商將他們的金錢分散到網媒，
目前香港網絡紅人及網絡媒體如果有超
過十多萬粉絲就可以獲得一些品牌垂
青，據負責品牌宣傳的公關人員透露，
KOL網絡上幫手上載片段的廣告費由幾
千到幾萬元不等。
所以一些消費性雜誌的廣告被分薄而

收入慘淡。原本KOL誕生是為了交換生
活情報的渠道，現在成為賺錢工具，有
產品邀請你拍攝產品宣傳片，給你買片
酬勞；或是放片，出POST，相等於文字
媒體的稿費，或廣告費，但內容片段就
由廣告商審查，是否合他們宣傳角色的
要求，社交平台變相是廣告平台，不一
定是真感受。
有網紅數據分析平台會利用大數據為

企業分析網絡創作人的受歡迎程度，從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和網站
收集支持者數目、互動成效、「影響力
指數」，然後將數據給市場推廣公司，
讓他們可以找KOL做廣告，釋放他們的
商業價值潛力。變相令這些網絡明星賺
錢能力不輸給二三線藝人。因此，一些
新入行的歌手、二三線女星又或名人都
反過來當網紅， 例如項明生、葉翠翠、

陳淇等透過網上聚集人氣，提升知名度
及廣告叫座力，連TVB也鼓勵藝人做
KOL。現在KOL地位金錢與人氣掛鈎，
是無可避免的市場走勢。
仍未完全適應網絡競爭之際，很快又進

入與機械人一齊競爭的現實。看到一個報
道：麥肯錫2017年發佈的《失業與就業︰
自動化時代的勞動力轉型》報告中預測，
到2030年，全球8億人口的工作崗位將被
機械取代。其中支持性職能受智能流程自
動化與人工智能的影響最大，包括財務與
會計、人力資源、法務、IT與行政等。目
前機械人主要有兩種，工業機械人和服務
機械人，將來可能由機械人當首席信息
官、首席技術官、首席數字官。這種轉變
意味着我們要準備與機械人共事，共享工
作空間，也意味着在機械人承擔起重複性
和危險性任務的同時，人類也要學習和掌
握更新技能。
在所有職位中，高管可能是最不容易

被代替的崗位，但是在機械人時代，高
管需要去思考如何平衡機械人和員工的
關係，如何把機械人引入員工隊伍，營
造有利於人類與機械人和諧共存的文
化，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高管團隊需
帶頭將自身業務操作自動化，並作好迎
接工作變化的準備。那麼高管要學新的
東西太多了，年長可能不易適應，這樣
高管走向年輕化，經驗可能不值錢了，
退休人士可能愈來愈多，怎麼解決失業
大軍？如何調節步伐，真考智慧。

跟上網絡及機械人時代
中環港鐵站試新信號系統導致兩列

車相撞，以致中環至金鐘站一段癱
瘓。首天上班族塞爆中環站和金鐘站，大批市民撲車
過海。這一役撲車過海，偏偏卻讓我遇上。
為了一年一度的體檢安排，我作了這時段的港鐵乘

客。在香港大學站上了港鐵往旺角，剛上車就聽到封
閉荃灣線中環至金鐘段的廣播，正正是我需要的行車
線，尚有三個站就要到中環站了，怎樣變陣，就只有
幾分鐘的思考時間。
首先我不想陷入中環和金鐘的人潮，也曾考慮到灣

仔、銅鑼灣站轉乘巴士紅隧過海，再多想一層，隧巴
突然加重負荷，排隊擠巴士也是苦事。短短一分鐘，
讓我想到冷門的西隧，立即在上環港鐵站下了車，轉
乘9字頭的西隧巴士，舒舒服服過了海。變陣應急，
年輕人考智慧，長者防衰老，相信自己腦筋還可以。
香港地鐵四十年來首次撞車，當然是大事件，好些
「專家上身」的巿民，誇誇其談得啖笑。中午在酒樓
用膳，鄰桌的兩位漢子言之鑿鑿：「梗係把內地車廂
的軟件夾雜原來車種，信號才會出事。」港鐵意外怎
樣發生？軟件怎樣設計、運作還搞不清楚，就把事故
扯上內地車廂了？
翌日港鐵發言人解答事故，相撞兩列車廂乃英國車

廂，港鐵於2015年將更換新系統工程合約，批予法
國Alstom（阿爾斯通）及加拿大Thales（泰雷茲）聯
營公司，泰雷茲負責提供最新的「通訊為本列車控制
技術」（CBTC）。港鐵的解答完全和內地車廂軟件
扣不上邊，可是坊間就是有不少這些信口開河之士，
民智之低，令人哭笑不得。
科技進步，更新是必然，試車出了意外，當然難以

接受，但可以理解。港鐵今次試新系統，沒有造成人
命傷亡，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專家」上身

聽過這樣的故
事：喜歡吃魚的

夫婦，妻子本來婚前自幼一向喜歡
吃魚尾，婚後因為太愛丈夫了，每
次都把大魚分成兩段，小魚兩尾，
也分成四段，自己吃兩個魚頭，兩
段魚尾給丈夫，愛夫情切，這妻子
就這樣吃了幾十年魚頭，怎知道丈
夫臨終時，妻子問他想吃什麼，丈
夫含淚說出心聲，坦言最大遺憾是
幾十年未吃過魚頭。
也許夫妻倆同樣有個美麗的誤會，
丈夫深愛妻子，以為妻子愛吃魚頭，
自己也就勉為其難吃魚尾，故事未免
誇張，丈夫那麼喜歡魚頭，要吃隨時
可以吃到，何必啞忍幾十年！
也有另一個來自鄉村魚頭魚尾的
故事，與媳婦相依為命同樣喜歡吃
小魚的婆婆對人稱讚媳婦孝順，說
每次媳婦都把全碟魚的魚頭切出來
自己吃，魚肉全留給她老人家，有
人問吃的是什麼小魚，她說鱭魚，
那人暗裡一笑，叫她媳婦試買一次
獅頭魚，吃過獅頭魚後婆婆苦着臉
對人說，這次媳婦給她吃魚頭了。
鱭魚是賤價魚，另名貓魚（可能因
鄉下人以此魚餵貓而得名），又另名
犬魚，就不知何以名犬了，只知此魚
魚頭味道比魚身更甘美，獅頭魚則相
反，魚頭滿是骨碴，魚身豐滿而肉

滑，媳婦怎不「孝感動天」！就是那
麼奇怪，同一條魚，不同魚種，魚頭
魚尾味道都有差異，就以廣東人慣稱
大魚的鱅魚，與青魚、草魚、鰱魚乃
四大著名魚頭之一，可是在香港，青
魚鰱魚不常見，只有泛稱鯇魚的草魚
才在魚市場容易買得到，不過鱅魚頭
中的魚雲軟滑鮮美特別好口感，價錢
便超越魚身五六倍，比鱅魚貴價的鯇
魚，魚頭則少人問詢，可能鯇魚勤於
擺動，魚尾肉質結實富彈性，味道比
較鮮美（鱅魚魚頭厚肉夠重量，拖弱
魚尾發育，質便不如鯇魚），所以廣
東人砂鍋魚頭必選用鱅魚頭，鯇魚尾
多用來滾豆腐芥菜湯。
魚類中大概只有石斑從頭到尾肉質

一樣鮮美，經常公頭婆尾配搭成菜。

魚頭與魚尾

現代人活得愈來愈健忘
了，為了克服這個毛病，便

將一些自認為重要的日子從日曆上勾出，使之享
受節日待遇。這些日子通常用引號並加粗以示強
化。例如剛過去的「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在這一天，會出現一些讓人既感動又不解的
事情。有微笑的陌生人上你家拜訪，他們拿着
鐵錘這兒敲敲那兒搗搗，問你漏水沒有、漏氣
沒有、漏電沒有，而平時你家裡要維修，給物
業公司打電話，根本沒有人理你。只有一種情
況例外：多付一點費用。
在這一天，大街小巷的道路兩旁，平日裡呆在

單位辦公室的人們，和藹地坐在那裡耐心地回答
消費者的困惑，保護者與被保護者親密接觸。
有了「3．15」，被稱為消費者的人便心裡踏

實，便以為自己真的有了地位，連我都曾經有
過這麼美麗的誤會。
記得那年春節假期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旅遊
了一趟，因懶得自己規劃行程，便找了一家有

點名氣的正規旅行社。價格比平時漲了一倍，
因為漲在明處，沒啥可說，誰讓你非得扎堆不
可呢？漲價倒也符合市場規律。
可等到了馬來西亞，情況變得撲朔迷離。中馬

二位導遊姐姐，聲稱要加200元看吉隆坡雙塔，
好比到上海看金茂大廈，到深圳看地王大廈要另
外付費一樣。但身在異鄉為異客，便只好掏荷
包。看完大廈，拍完照片，方知上當不輕。那雙
塔高聳入雲，從吉隆坡哪個角落都能看見，想不
看見都不容易。便開始佩服導遊姐姐，她是在新
加坡收的那200元，一個時間差就蒙騙了一群消
費者。後來遊首相府什麼的都照此辦理。
曾經有過一句老孺皆知的服務用語：「顧客

就是上帝」，把消費者的地位提到極致，讓人
一時無話。我卻對這句話深惡痛絕，認為這是
商家聯手設計的語言陷阱。這句話暗含着一個
簡明扼要的邏輯：顧客就是上帝，而上帝是平
日裡我們看不見的，商家中有許多是沒有信仰
的，所以消費者的地位也是不存在的。弄清了

這個邏輯，我們便對日常生活中一些商家們的
舉動開始理解，他們怎麼可能在賺取真金白銀
的時候，會把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上帝放在眼
裡呢？
後來當我看到一個廣告牌差點老淚縱橫的時

候，別人認為我太誇張。廣告牌上的廣告語寫
的是「顧客就是親戚」。看到這句話，從親戚
這個詞，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親爹親媽、乾爹
乾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七大姑八大姨、表
哥表姐表弟表妹什麼的。我想，假如他們來找
我服務，那我還會蒙騙他們嗎？能把顧客當親
戚，這才是最高的待遇。而且這種感覺也溫暖
和真誠得多。這句話有點「梁山泊」的味道。
回想一下，假如那個導遊姐姐是我家親戚，

她會如此對我？假如所有商家都是我家親戚，
我還會擔心捱宰嗎？當然，反過來，這些所有
的親戚找我辦事的時候，我還能怠慢他們嗎？
或許有一天，商家和顧客真的成了親戚，那

就不需要「3．15」了。走親戚哪天不行？

例如「3．15」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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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美妙的描述不必
打開眼睛看，只要在腦
海裡想像就出現的愉悅
感覺，讓我每一回吃春
卷都忘記數數。

看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是怕死的人。有
人以為我怕肥，這個猜錯了，我不是豬，
豬才怕肥。我是怕死，所以每一餐不會忘
記斤斤計較飯菜裡的卡路里。這樣愛算計
的人通常吃得不多。當我的頭腦告訴我足
夠了，即刻我便停下手上的筷子，絕對不
會多吃一口無論看起來多麼可口的食物。
後來醫生朋友告訴我︰「從胃感覺飽，到
大腦覺得飽，中間有20分鐘的時差。」聽
到這話以後，我多數時候沒吃飽就停下。
記者訪問我國新上任的老首相馬哈蒂爾醫
生，92歲的人怎麼樣保持人長壽，頭腦清
楚，而且看起來年輕，他回答有幾樣要特
別注意，其中一項是「不要吃太飽」。
原來我早就知道不應該吃太飽！稍稍得
意了。但是，一旦桌子上出現春卷，如果
你是第一次和我一起吃飯，你就誤會，以
上一大段說我吃得少是在說謊。
我搬過9次家，不是愛流浪，是無奈。其

中有一次最捨不得，那裡的鄰居超會做春
卷。最關鍵的當然是他一做好，馬上送到我
家來睦鄰，然後用期待的眼神等待我的評
語。許多朋友愛豬蹄膀、愛炸雞、愛排骨、
愛松鼠魚、愛烤鴨，甚至還有愛驢肉的，這
些朋友我仍把他們當朋友，只是肉類不是我
的首選，春卷對我，才是天下最美味佳餚。
當鄰居聽到我的讚賞以後，每一回他家飯桌
有春卷，我們家飯桌他也不會漏掉。
這個讓我一直叫春卷的東西，在超會做

春卷的朋友口裡名叫「薄餅」。有一回我
一邊吃一邊問他，為什麼你的薄餅這麼好
吃？他微微笑，這裡邊的餡料一共有十多
種，包括：豆芽、豆乾切小塊、蛋餅切
絲、紅蘿蔔切絲、沙葛切絲、豬肉切絲、
螃蟹肉、魷魚絲、葱切粒、芹菜切粒，蝦
切粒，還有花生要先炒熟，再以攪拌機攪
碎等等。我點頭，嘴巴沒閒着，細細品
味，一塊餅皮裡包這麼多東西，難怪我一
吃便停不下來！想一下，我吃得更慢了。
單是洗這麼多種類的菜，然後一樣一樣細

細切絲，切好小塊的豆乾要先炸過，雞蛋
先煎成蛋餅，再切成絲，還得把所有內餡
都先炒熟，才開始分別以餅皮包適量的
餡，過後放進鍋裡油炸。吃的人倘若不小
小口細細咀嚼慢慢品味，怎麼對得起忙碌
了一整天的朋友？
朋友笑容更可掬了：「通常，我花兩天來

做，內裡的餡料是前一天做好，收在冰箱，
第二天才包薄餅。」哦，我知道了。用心做
出來的食物，要用心品味。下次，我會吃得
更慢。叫薄餅，因為外層是薄薄的麵粉做的
餅皮吧。南洋人的主食是米飯，餐桌少見麵
食，可能就是稀罕才對薄餅格外鍾情。
在南洋吃了好多年的春卷，認識中國朋

友以後，才知春卷之名源自古代民間風
俗。據晉朝人周處《風土記》記載「元旦
造五辛盤」，說的是將麵粉製成的薄餅攤
盤中，加上五種辛味的蔬菜食用。這個被
稱為「春盤」的春天美食，不只在立春日
食用，春遊時也帶着當野餐食物。應該就
是方便吧，菜都捲在餅裡頭了。唐朝杜甫
的「春日春盤細生菜」，宋朝陸游的「春
日春盤節物新」一前一後在詩句裡反映了
當時人民的生活習俗。
「春盤」跟隨時代不斷產生變化，到了元

代，才有油炸春卷的記錄。元代的記錄「卷
煎餅」：「攤薄煎餅，以胡桃仁、松仁、桃
仁、榛仁、嫩蓮肉、乾柿、熟藕、銀杏、熟
栗、芭欖仁，以上除栗黃片切外皆細切，用
蜜、糖霜和，加碎羊肉、薑末、鹽、葱調和
作餡，捲入煎餅，油焯過。」這看起來似甜
似鹹的油炸煎餅，內餡超過十種，單是想都
要叫人垂涎三尺。清代《燕京歲時記．打
春》說立春吃春盤又叫咬春。把春天咬在口
裡了。所有的春卷說法歸類起來，都寓意吉
祥並含有迎春的意思。
一回到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的年輕人
凱東帶我到西街，給我買了薄餅，但他不
叫這一卷以麵皮包高麗菜絲、荷蘭豆絲、
胡蘿蔔絲、豆乾絲、韮菜絲、大葱絲、雞
蛋絲、香菇絲、豬肉絲、豆芽、香菜絲、
蒜苗絲等聽起來像是蔬菜絲大雜燴的圓筒
餅春卷或薄餅，他說這是泉州最出名的
「西街潤餅」。泉州的潤餅故事是這樣
的：「據說太平天國時，兵荒馬亂，遇到

清明節，人們沒有時間好好準備祭品，但
祭祖在閩南卻是重要大事，有聰明的人想
出一個好辦法，將所有的食物都捲進麵皮
裡，用來祭拜祖先。」原來潤餅薄餅都是
同門兄弟。
閩南很多地區都有吃薄餅（春卷）的習

俗。閩南人告訴我「傳說福建的百姓為了
感謝鄭成功，每戶人家都出一道菜來招待
他。這叫鄭成功為難了，為了不負百姓的
厚愛，他把一張烙餅夾入每家的菜，捲起
來吃。」這就是福建春卷的故事。閩南人
特別喜歡在臨近清明節時做春卷，因為想
把海蠣也包進麵餅裡，海蠣最肥美且無腥
味的時期正是清明節前後。愛吃海蠣的
人，下次選擇清明時節到閩南。
去年在廈門和曉映提起愛吃薄餅，才知廈

門薄餅的原鄉在同安。佇在同安薄餅嫂傳統
美食店門口，一副對聯「名餚薄餅城鄉交
譽，小吃珍饈豐儉咸宜」說明薄餅在同安美
食的地位。福建好多地方的美食，源頭都在
同安，傳統美食之中最為稱譽的薄餅，當然
要到原鄉品嚐，當我手裡捧着全桌唯一一卷
由薄餅嫂吳招治親手捲給我吃的薄餅時，那
裡邊的味道還有親切和感動。
一再地到福建各地吃薄餅，一邊收集有

關薄餅的傳說。到了充滿文化底蘊的同
安，文化館前館長張老師特地過來，給我
介紹了「夫人薄餅」的創始人，乃明代同
安詩人李春芳的孫女蔡復一夫人也。明朝
蔡復一在朝廷當官，才華橫溢，屢遭奸臣
陷害。奸臣在皇帝面前推舉蔡復一整理及
抄寫朝廷裡歷來的文書，皇帝下令在49天
內完成九大箱文書，否則以違抗聖旨論
處。為了完成聖命，蔡復一連吃飯也沒時
間。幸好他有個聰明的夫人。蔡夫人李氏
把麵粉製成餅皮，再把各種蔬菜切細，炒
成菜燴，加入香甜的油飯，捲成圓筒，送
到蔡復一的嘴巴，讓他就餐。既不影響寫
字，又不耽擱吃飯。蔡復一終於在規定日
期內完成皇帝的使命。
難怪同安薄餅內餡有油飯！張館長說這是

同安薄餅的特色呢！不管叫薄餅或春卷，都
是很好吃的傳統小吃。一想到「把春天捲起
來」，薄餅的味道似乎更添美味。寫到這
裡，好想即刻就把春天捲起來吃呀。

把春天捲起來

■鱅頭鯇尾，滋味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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