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地球的讚頌和關懷

華麗李麗華
今年國際電影節我
只三月底有空，但很

高興看了三部李麗華的修復經典。
「小咪」李麗華，我從小是她鐵
粉，六十年代扯着大人衫尾去看她
的邵氏國語片，才知什麼叫明艷。
她的美是冷的，不急於煙視媚行，
五官渾然天成，華麗級數不讓伊利
莎白泰萊和慧雲李專美。印象最深
是她的國語片《觀世音》，近乎完
美的慈眉善目，以後覺得觀音就應
是她的模樣。
今次看了一九四七年黃佐臨導演
的《假鳳虛凰》、一九四八年曹禺
編導的《艷陽天》和一九五一年朱
石麟導演的《花姑娘》，至於一九
六九年李翰祥導演的《揚子江風
雲》則沒時間看。《假鳳虛凰》是
典型徵婚喜劇，新寡李麗華扮富家
女，理髮匠石揮扮洋行經理，兩個
空心老倌互騙而搞笑；《花姑娘》
是抗日公路電影，講國難中眾生
相；除了李的貞烈，客車司機李清
也搶眼。李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
香港演了不少粵語片，多是耿直硬
漢，但論風采，還是他早期的國語
片為佳。
《艷陽天》講中年律師石揮和年

輕記者李麗華兩叔侄仗義助人的故
事。去看這戲，是為了這是曹禺唯
一的電影作品。聽影評人介紹，始
知李麗華當時為了接拍此片，不惜

放下香港的工作回國參與演出。其
實故事的靈魂人物是石揮，但李的
戲份也不少，且電影慶幸沒什麼意
識形態八股。律師不務正職，專義
助弱勢社群打官司對付黑幫，這些
都是好發揮的題材，戲劇大師也沒
叫人失望，劇本肌理細節豐富有
趣，比如石揮樓上的麻雀腳鄰居夫
婦、一個兩面三刀外號「馬屁精」
的雀友、石揮感慨時打起漁鼓唱一
段京戲，以至他那胖胖的可愛老
婆，和她自李麗華五歲起就帶大這
侄女兒的深厚情誼，及尾後一場，
黑幫流氓干擾證人至法院門口的追
逐戲等等，都不落一般「進步電
影」的俗套，頗有看頭。
可惜《艷陽天》大館那晚的入座

率卻比另外兩片冷清得多，不知是
否「社會抗暴力作」這標籤加上曹
禺的名氣，反嚇怕不少年輕觀眾
吧。

農曆新年帶來
了無限歡欣的氣

氛！本山人在欣賞之餘，突然感
覺到，這一切的歡樂，都是因為
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地球上才能得
到的恩賜！為什麼我們似乎從來
也沒有發現的呢？！
如何說起好呢？真的是不容易繪
畫出來！其實這已是鐵一般的事
實，但為什麼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
人，似乎仍沒有什麼人曾提起或提
及我們現在能夠享受這麼幸福的生
活，都是由地球免費提供給我們的
福祉呢？！
地球上有數不盡的生物，包括人
類、其它動物、植物等等，能走能
飛潛水的動物都是以地球為家，人
類自稱是萬物之靈，但都是只會感
謝天上的神，而不太重視我們生長
的地球，包括環繞地球的太空所包
含的氧氣呢？水可能是天上的雨雲
和空氣製成的，但地球上的山洞、
湖泊和雪山也是提供水的來源；除
了現代化都市的供水系統提供了有
水入戶的方便之外，原始的水也應
該是由地球供給的，即使是天雨也
是靠地球代我們人類積存而成為水
庫的。
地球的表面，大部分是海，但

海只是地球的凹入部分替我們儲
藏海水而造成的，水中也提供了
不少可以維持人類生命的魚類等
生物。地球上的陸地就是人類、
獸類和植物等生長的地方，雖然
世上已有很多詩人墨客寫了不少
讚美花、草、樹、果等的文章及
詩詞歌賦，但其中卻很少提及它
們的母親，亦即是這個地球上的
大地。
是不是我們人類自古以來，也

只是視而不見呢？還是因為花的
美麗，吸引了我們百分之百的注

意力，而忽視了花的根部所賴以
吸收水分等的營養物品之來源的
土地呢？而土地就是地球的外表
了。同時，在宇宙內各種星球之
中，地球是最聰明的一個行星物
體，它選了一個最佳的位置，就
是距離太陽不太遠，太遠則太冷
凍而培養不出生物；地球又距離
太陽不太近，再近一點又恐怕也
會因為氣溫太高以致寸草難生。
現在，人類的科學家已成功利

用儀器登陸了月球的背面，證明
了嫦娥和玉兔只是我們中國人文
學家的夢想！多麼可惜啊！嫦娥
奔月只是文學上靈感的創作而不
是事實；否則把嫦娥接回來地
球，如果能夠親眼看見嫦娥的真
面目的話……
宇宙之大，大至遠遠超乎我們

人類可以想像之外，而且還有可
能宇宙之外，仍有其它不同的宇
宙，我們想去火星這個最近地球
的物體，但火星與地球之間依然
尚有一大段人們尚未能克服及進
入的距離。
從南極洲的消失，北極地區又

已開始加速融化，可能這是地球
傳給我們人類一個非常緊急的警
告；當北極也全部融化之後，北
極地區上的動物如何，或能否繼
續生存已是一個極需人類去解決
的難題。
南北極的消失，正是地球正在

告訴我們，地球上的氣溫必將會
愈來愈高，地球上的冰帶融化愈
多，海水便會增加；海旁的低地
將會遭受水浸，也即是地球的陸
地面積將會日漸減少而縮細。這
些也可能是我們今天人類的後代
極須關注的難題！希望他們有能
力去解決這些可能的問題吧！謹
此祝福！

昨天4月1日哥哥張國榮（Les-
lie）逝世16周年紀念日，一度被

喻為「哥哥接班人」的黃翊最想向Leslie說一
句︰好掛住你！回想出事的那一天他正和家人晚
飯，聽到這個消息以為是愚人節的玩意，及後回
過神來知道那是事實即時感覺到非常震驚和悲
痛，因為哥哥不單代表香港、甚至代表了整個亞
洲充滿藝術細胞、才華橫溢的中流砥柱演藝人
物！
黃翊最難忘那一次金曲頒獎禮，一班新人包

括自己坐在觀眾席看綵排，「當時哥哥穿着住一
件白色T恤、皮褸、牛仔褲，留着鴨尾髮型，唱
着新歌《側面》，新人們像小學生一樣被吸引
着，坐定定的乖乖欣賞，Leslie十足占士甸的豪
放不羈，揮灑自如，晚上，他換上了西裝演出，
實在我更喜歡他下午那個Look。」
Leslie對黃翊影響甚深，更令他這輩子甚少穿

短褲，「那一次唱片公司拍所有歌手的造型照，
巨星張國榮、許冠傑早已拍完在酒店咖啡室嘆咖
啡，突然有人通知哥哥想和我喝一杯，我開心地
飛身跑到咖啡室，可惜因我當時穿着短褲而被拒
入內，我白白喪失了可以和偶像談天討教的機
會，從此之後我決定不穿短褲了！」
黃翊的星途由參加香港電台「夢想成真」環

節開始，他得到跟隨戴思聰老師學習的機會，然
後以哥哥名曲《Stand Up》參加「新秀歌唱大
賽」，雖未入三甲卻被唱片公司看重，輾轉得到
唱片公司高層Lal爺的賞識，三年內出了七張唱
片，走勢凌厲！可惜未幾，因決意談戀愛事業逐
走下坡……
1992年拍電視劇《淘氣雙子星》遇上了黃寶

欣，「當時寶欣說我好乞人憎，好招積，可能我
當時順風順水，沒有人跟我講，可能有人講過我
都聽不進去，所以後來我的事業陷入低潮是抵受
到的懲罰。當年我們一走在一起，也是我第一次
拍拖，非常投入，老闆告訴我你們一定要分開，
因為女歌迷視歌手非偶像而是丈夫，怎可以丈夫
外面有個太太？寶欣說如果你真的要離開我，我
都不會怪你……就是這麽一句，我這個大男人

寧可不要事業！結果我們拍了七年拖，發覺互相
不適合和平分手。回想她那一句真犀利，是否以
退為進，哈哈哈！不過寶欣的歌聲的確好響亮、
技巧好，我們是一對好有默契嘅兄弟！她後來也
有問過我如果可以回頭會怎麼樣？我說沒得回
頭，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飛你啦，哈哈
哈！現在她的子女已經長大，在英國讀書，離了
婚的她依然是個幸福少奶奶，我呼籲那些有錢的
好男人追求黃寶欣！至於我跟我嘅太太還未正式
結婚，我人生從來未試過求婚，兒子現在也13
歲了，沒問題，一紙婚書並不代表什麼，開開心
心已經足夠！」
自從兩年前《流行經典50年》喚醒了大家對

黃翊的回憶，20多年後他重返樂壇再出唱片再
開演唱會，大家對他的愛依然不減！「我的聲音
為什麼保持得這麼好？可能就是我在大埔和姐姐
合作的那一個大排檔，每晚開工我都負責大聲罵
那些無理的客人，哈哈哈。我決定要做一個半職
歌手，不會放下大排檔……年輕時，我總幻想
自己在樂壇要做出一番什麼的成績，愈想愈是什
麼都沒有，現在我高高低低也經歷了，成長了，
只要有機會便盡力去做，再沒有想着什麼了，我
要給顏色那些新人看，哈哈哈！」
黃翊現在的歌聲的確跟當年那位未經世面的

小伙子截然不同，多了一份成熟味滄桑感，更有
味道！黃翊加油，我相信你這個半職歌手的意願
一定會得到樂迷和Leslie在天上的美好祝福！

半職歌手背後的樂與苦
港鐵荃灣線，日前因為在測試

新訊號系統時，造成兩輛列車碰
撞，幸好列車是在測試期間，並無載客，不過
卻造成金鐘至中環服務停頓了一天。
訊號，是非常重要的指示，如果指示錯誤，

就會出現意外。記得以前看到的外國報道，常
常嘲笑女子開車時，明明打的訊號燈是表示左
轉，結果卻右轉，所以那些自以為駕駛技術很
好的男士，便提醒駕駛人開車小心，如果在紅
綠燈前停下，前面又有私家車時，一定要看看
裡面的駕駛人是男是女，若然是女士，便要特
別留意，因為不小心以為她會左轉，結果她是
往右，便會有撞上去的危機。
我每次過那些沒有紅綠燈的短馬路時，都會

往右看看，有沒有私家車左轉駛來，以免危
險。常常發現，左轉過來的私家車不少都沒有
打燈號，以為會直駛，卻原來要左轉，還好我
都小心翼翼，未曾發生過意外。有時，我都會
做過手勢，向駕駛人示意他並沒有打燈號。而
我每次向駕駛人示意時，都發現裡面的駕駛人
是男子。所以，是否時代不同了，男士反而容
易疏忽？
訊號，是資訊傳達的重要訊息，如果傳達錯

了會引起誤會；如果傳達慢了會有危險。像前
些日子，不是有貨車司機因為貨車故障而停在
快速路上，正在搬材料來傳達故障的訊息時，
便發生了巴士撞向貨車導致貨車司機慘死的情
形嗎？符號，是訊號的一種，如果符號多了，
就很容易搞錯，讓別人產生誤會。像如今手機
上的符號如果數數看，到底有多少種？像一些
上了年紀的長者，相信用得上這些符號的，寥
寥無幾吧？因為光是要分別那笑容的代表意
義，就會有點難度，乾脆就都用一個表示大笑
的符號就算了。
訊號，有時是說給另外的人聽的。記得以前

看小說，看到一個人對他母親大聲說：「媽，
我去洗澡了！」其實他這話是說給躲在外面等
候一起去玩的朋友聽的。這樣的訊號，就只有
當事人一人了解而已。

閒話訊號

蔡 卓 妍 （ 阿
Sa） 憑 藉 新 戲

《非分熟女》獲提名香港電影金
像獎最佳女主角，片中阿Sa有破
格演出。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阿Sa在
戲中飾演一名性冷感的年輕人
妻，結婚多年卻未嘗與丈夫靈慾
一致，以至離婚收場，為此不斷
自我調整，衝破障礙，及至邂逅
型男廚師家豪（吳慷仁飾），決
定獻身，大膽揭示一個女性從成
長到蛻變、安分到非分，是近年華
語片少見的題材。
該片導演曾翠珊於 2012 年憑
《大藍湖》勇奪「第31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新晉導演獎，拍攝手法別
具一格。
平時跳脫的阿Sa ，把一個沉
鬱、抑壓、失去自信的女性，演
得絲絲入扣，在片中她有極大膽
的演出，其中一幕背部全裸的出
浴鏡頭，是她從影以來最性感的
一次演出，她笑言做足防走光措
施，十分安全，但出來的效果仍

然震撼。
她跟演她丈夫的吳浩康有親熱

鏡頭及床戲，她演來流𣈱 自然。
至於跟飾演廚師的男主角吳慷
仁，在廚房的火辣親熱戲，她完
全豁出去，演出細膩，是她演技
的昇華版。
除男女情慾戲，阿Sa還有穿上

性感舞衣，露纖腰及美腿，大跳
鋼管舞的鏡頭，舞姿充滿誘惑。
為了這場鋼管舞，阿Sa特地去跟
老師上跳舞課，單是穿上七吋高
的舞鞋學走路已很困難，第一天
上完課後像全身癱瘓了。
該片不單成為電影節閉幕電

影，此外，多個外地影展對此片
主題相當感興趣，紛紛提出參展
邀約，阿Sa大表雀躍。
看着阿Sa出道，由組合Twins
的少女年代開始，她不斷自我鞭
策，接受挑戰，不滿足於只做歌
手，努力闖影圈，嘗試不同戲
路，《非分熟女》是她脫胎換骨
之作，已成功擺脫了「少女Sa」
形象。

蔡卓妍劍指金像影后

關於健康和財富的重要範疇，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關於開心

快樂與否，這次我們就一起來深入探究。
快樂這件事，如果我們客觀來看，就會發現，

其實它是非常脆弱的。也許在受到別人的一句批
評時，一個不善意的眼神時，或者是被一輛車無
端端地搶了道、遇上一個暴躁的司機時，都能瞬
間摧毀一個普通人的快樂。再說到工作上，被人
解僱；感情上，出現分裂；身體上，出現毛
病……這些狀況，也會一瞬間摧毀絕大部分人的
快樂。
但你有沒有思考過，為什麼我們的快樂如此脆

弱呢？
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所相信

的世界觀，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分離的，你離去
這個世界，也是單獨地離去。其實並不是這樣
的。大家可以參考不同關於臨死體驗的書籍，在
死亡的時候，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最原

始的來到這個世界時的那份感覺，以及互相的聯
繫性。
正是因為認為每個人是分離的，我們才感覺到

渺小、限制。需要依賴別人，才能彌補自己的不
足。同時，也因此對那些比自己過得更快樂，更
成功的人感到妒忌。
繼而，就會將自己內心的那一份矛盾，製造成

自我可憐，從而厭惡這個世界和其他人，也會產
生自我內疚，更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因為內心的不知所措，很多人幾乎24小時，
讓自己處於無意識狀態。這裡所說的無意識狀
態，是指做任何事情都是機械式的，生活也是機
械式一般的生活。比如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必須
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或者玩手機，把自己的大腦
放到這些娛樂當中，是為了迴避聆聽和面對自己
大腦中的對話。於是，緊接着一系列的忙活，梳
洗打扮、換衣服、出門去上班。因此大腦中所帶
出來的，是這一天要處理的公事，如無休止的會

議、電話、郵件、社交活動等，而下班回到家，
也是無休止的忙活，或是看電視、看手機，我們
以為這是充實，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安全感，但卻
沒有面對自己內心的那一份空洞。
我們總是願意做任何事，來逃避自己的內心。

然而，一旦我們靜下來，無事可做而被迫向內看
的時候，那些日積月累的壓抑、矛盾、負面思
想，會讓我們崩潰。從而造成惡性循環，下班後
去看電視、飲酒、參加各種晚會，甚至以藥物來
逃避自己的內心。因此，我們應當思考：我們處
於怎樣一個意識狀態？我們必須保持自我察覺的
意識，如果我們的活動，都是處於內在自由的狀
態，一定是另一種全新的體驗。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出發點，會有截然不同的

結果。若我們只是貪圖享樂，而不是為了彌補自
己內心的空洞，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必須
放下負面情緒，不再受自己無意識的操縱，勇敢
面對自己的內心，才能獲得真正的滿足感。

敞開心扉面對心中最脆弱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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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之前有過各種設
想，但是第一次進入到
這個特殊的場所後，我
還是有諸多意想不到和
心靈震撼。今年三八婦

女節前夕，我受邀參加某女子監獄開放日公
益活動，從伙房、醫院、習藝車間到禮堂，
設施都非常現代化，整潔、有序、溫暖，處
處可見傳統文化的烙印，超乎預想。而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三樓禮堂，不同於其他地方的
會場，舞台中央設有一塊加出來的T台。
還未進入禮堂，我的耳畔就響起洪亮的歌

聲，原來是服刑人員正在練集體合唱。前台
的指揮也是服刑人員，只見她齊耳短髮，雙
臂舞動，一招一式，不那麼專業，卻專注、
有神。文藝匯演開始後，我的心頭縈繞着別
樣的滋味，莫名的隱痛。第一個節目是舞蹈
《春天的故事》，演員身着白色舞服，輕巧
妙齡，浪漫多姿，就像一群從遠方來的姑
娘，捎來了春天的訊息，帶來了大地的問
候，讓人滿目清新，心潮澎湃。誰能想得
到，她們是判過刑的人呢？我五味雜陳，心
裡想道。接下來的節目，一個比一個精彩，
全場掌聲不斷，旁邊的兩位律師朋友，不住
的鼓掌，直說︰「真棒！太精彩了！」
習藝展示環節，服刑人員身着自己親手縫

製或獨自設計的衣服，上台展示，T台上迎
面走來的是一位位設計師，不，是生命的設
計師，她們雖然犯過錯誤，但是她們同樣有
追求美的權利。帶着手澤的服裝，或婉約，
或古典，或休閒，或唯美，將她們裝點得女
人味十足，一步一移，一轉身一回眸，浪漫
極了。
最浪漫的是她們的目光，沒有來之前想像

的呆滯，黯淡，絕望，反而是靈動，充盈着
一種力量。我似乎看到她們心中的那束光，
不那麼強烈，不那麼持久，有些時候甚至會
左右搖晃，但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是改造

自我，涅槃重生的希望，也是追求光明，成
就自我的希望。
如果把女人比作玫瑰，那麼這些女性就是

受過傷的玫瑰，她們的疼痛，也是她們的救
贖所在。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安迪，
多少個飽嘗病痛的深夜，我經常會想起他，
他送給瑞德很多石頭，其中有一塊好像是一
個人在擲標槍的雲母石，這塊石頭就是他的
希望，就像他在囚禁中攤開心靈演唱的一首
生命之歌，觀眾不是牆壁，是他自己。我對
安迪是懷有敬畏的，對每一個重燃希望、追
求美好的人，都應起身鼓掌，致以敬意。同
樣地，面對T形台上那些漸次綻放的疼痛的
玫瑰，泣血般燃燒，又發出灼目的光，層層
疊疊，如歌如訴，此刻，我的雙眼蓄滿了淚
水，久久不能平靜。
活動現場，有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引起了我

的注意。與其他參觀代表相比，她顯得格外
平靜，沒有初次參觀者的好奇，也沒有相互
交流的興趣，只是靜靜地盯視着什麼，好像
這裡的一切都與她有關。後來，結束的時
候，其他人都相擁而出，她走在最後面，沒
有任何想要離開的意思。從樓裡出來，我轉
身瞥見她，她的眼角噙着淚水，略帶激動，
白髮如雪，在陽光的照耀下，發出刺眼的
光。事後，聽女幹警說，老人是服刑人員家
屬代表，年前監獄舉辦親屬會見時她來過，
今天她被女兒在T台上的表現所驚訝，覺得
孩子進步太快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幹警非常人性化，讓女兒出來與老人見
了個面，短暫相聚也是溫暖如春，讓人心頭
如沐春風。
當天，我還上台做了事跡宣講，最後，服

刑人員獻上一束鮮花，鞠躬致謝，那一刻，
我的淚水在心底肆意湧流。回來幾天了，案
頭的這束花，依然開得嬌艷，香氣撩人，尤
其是幾朵玫瑰，全部打開，開到全力以赴，
開到不能自已。望着拚命怒放的花朵，我再

次想起那位白髮如雪的老人，想起獄園內服
刑人員勞作的背影，想起T台上靈動的舞
姿、動聽的歌喉、曼妙的身姿，以及誤入迷
途接受改造後的感人目光……或許，我們看
多了影視劇或電影，腦補過太多監獄內的片
段，早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然而，只有真
正走進，才能觸摸現實，才能看清真相。很
多時候，生命之間，的確很近很近，近到連
我們自己都被遮蔽，看不見腳踩的大地，以
及大地上拔節生長的野草。因此，我們往往
只是踮腳眺望，沒有抵達，只是猜度，沒有
進入，最終與真實漸行漸遠。某種意義上
說，每個人都是受過傷的玫瑰，曾經有多痛
就會對這個世界有多愛，曾經有過多少迷茫
就會對生活充滿多少嚮往，曾經有過多少希
望就會對他人持有多少溫柔相待。只不過，
有些人觸碰法律而失去自由，有些人精神桎
梏而身陷囹圄，兩者遭遇不同，卻是殊途同
歸。
參觀中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她們

最在意的就是時間，一天對她們來說也很重
要。」是啊，早一天出去，就能早一天獲得
自由，而短暫的一上午參觀，我就體察到自
由的滋味了嗎？是，也不是，很多時候，我
們失去自由才懂得自由的珍貴，就像失去愛
情才知道愛的必須和神聖一樣，人往往是不
知足的，人性的複雜和詭異也在此。所以，
我們總是在逃離，又在逃離中追尋風一樣的
自由。我頓覺手中的筆，多了些許沉重，繼
而想到「作家」兩個字的內涵。如果把醫生
視為背着患者蹚水過河的人，那麼作家就應
是將迷失的靈魂擺渡到對岸的人，都是愛的
救贖，都是醫治的必須，後者似乎比前者更
能觸及斑斕的人性和深層的心靈。
但是，渡人先渡己，幫助別人亦是幫助我

們自己，所以，這次高牆裡的參觀和宣講是
雙向互動，首先是我的身心接受教育，靈魂
受到震動，更加堅定了眼前的緩緩徐行。

傷痛的玫瑰在唱歌

■李麗華在電影《艷陽天》中以
素顏演記者，跟她一貫的華麗形
象大不相同。 作者提供

■黃翊最想向張國榮說一句︰好掛住
你！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