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樂戲院

學點篆文
最近接連在廣州
組織策劃了兩個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70周年的書畫展，更兼長年在
粵港兩地從事文化活動，有朋友贈
我「灣區先生」雅號。我覺得這雅
號既有時代感，也十分有意思，於
是請廣州著名篆刻家何國勳先生為
我治印兩方──「梁君度」和「灣
區先生」以作書法用印。不日，何
國勳先生發來設計的印稿，並稱金
文中並無「灣」字，可以「彎」字
代替，這再次引起我對篆書的關
注。回想當初編輯展覽作品集時，
每每靠識印來識別書畫的作者名
稱，所以覺得識點篆文確有好處。
篆文是十分有趣的文字，有大篆
小篆之分，大篆是小篆之前的文
字，指金文（或稱鐘鼎文）與籀文
（金文之繁化）和石鼓文。大篆是
西周晚期普遍採用的字體，相傳為
夏朝伯益所創。從事書法和篆刻的
藝術家甚喜金文，頗
多以金文治印或創作
書法作品。金文之所
以稱為金文，是因為
文字鑄於金屬器皿或
鐘鼎之上。
西周早期金文字體
大小參差，個別筆劃
首尾出尖，中體粗
肥，捺筆多現波磔，

字體渾厚，書風豪放。至西周中
期，金文中粗筆波磔已消失殆盡，
字體變得規整，字型呈長方形，體
態修長，豎筆有被拉長之勢，筆劃
粗細均勻，珠圓轉玉潤，書風清秀
峻朗。到了西周中期偏晚，字體變
得小巧寬博，結構鬆散、乖張，短
筆居多，格局拘謹。先秦時期，金
文書法一直處於書體演進變化之
中，每個時期都有相對獨立的風格
美感。而就其字體而言，其審美
的、風格的、承載人文精神的所有
內容，都被壓縮和凝聚於曲線的形
質之上。
由於先秦的金文出現於距今兩千

多年前，要學習金文書法必須突破
文化隔膜的屏障。這個文化隔膜要
突破很不容易，首先是要識字解
字，然後是稱解筆意，要與古為
徒，回歸古法。要老老實實從頭學
起，其步驟是記字，摹字，解字，
過了字形關再進入統篇讀帖，臨

帖，積功日久，方能一
窺門徑。學懂金文，自
會有許多情趣，至於是
否玩篆刻，開發方寸之
間的那一片乾坤，就另
當別論了。至少，文化
視野開闊了，人的內涵
自然也豐富了，多少能
識看些印章，不再是
「金」盲。

本山人相信今
天的讀者之中，
大約已經有很少

人會知道「東樂戲院」（見圖）在
本港的哪一處了！
「東樂戲院」據悉是本港前富商
何東爵士的物業之一，因為很多他
名下的物業也是以東字開頭的，但
這所「東樂戲院」之能夠甚有名聲
及受眾人歡迎也是有很多原因的。
「東樂戲院」是一座設有很多座
位的大型電影院，也有一個很大的
舞台，可以上演大型的舞台劇或其
他大型文娛活動及講座的地方。它
位於太子道與水渠道之間而面向彌
敦道的一座非常巨型的建築物，現
在已改建成為一座大型的商廈，所
以，我有理由相信很多港人也從來
沒有見過或聽過「東樂戲院」這個
名字的。
我為什麼忽然提起這座在九龍彌敦
道上的大戲院呢？因為這座建築物是
當時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
後，九龍最有名氣的建築物之一，除
了可以看電影之外，還可以看大戲，
即粵劇或粵曲表演等，電影下午五時
半的公餘場只收一人兩毫子入場費，
所以，除了是一座眾人皆知的戲院之
外，也有很多與這座建築物有關而又
很可笑的傳說，實在使人難忘，有些
笑話也是很有特色的。
在一九五零年開始及之後的一二
十年之間，香港的身份證仍未普
及，而且設計上是一張四吋乘八吋
對摺的厚卡紙，加上貼有一張照
片，是不容易隨身攜帶的，所以，
絕大部分港人也不會把這張身份證
隨身攜帶，因此很多警察在懷疑某
些人不是香港居民的話，便會使用
其他方法去確定這些人士是否香港
居民時，便會向這些人士提出一些

一般港人也應該知曉的問題，以確
定對方是否香港居民，其中一個問
題便是︰「『東樂戲院』在哪
裡？」假如那人不知道戲院在哪裡
的話，便可以押該人回差館作進一
步查核，尤其是從新界元朗或上水
進入市區的巴士上，截停巴士後，
便找一些似乎不是香港人的乘客問
一些類似的問題，以確定該人是否
偷渡來港的人士的一種方法之一。
據說有一次，有一位乘客被問及

「東樂戲院」在哪裡時？那位乘客
的答案使全車乘客不約而同地大笑起
來，他的答案就是︰「『東樂戲院』
在新仙林舞廳對面。」而警察也毫
無疑問地接受了那位乘客是香港
人，因新仙林舞廳的確是在「東樂
戲院」附近。而新仙林是舞廳主人
將英文名「新西蘭」的諧音改過來
的，卻真是舞廳的「最佳招牌」也！
而另一笑話是「東樂戲院」對面還有
一所基督教教會，門口的光管招牌本
來是︰「信主得永生」，但因光管有
部分失效，「永生」兩字變為「水
牛」，形成招牌名是︰「信主得水
牛」，光管失效也無意中為戲院添加
了一些「香港笑話」。
「東樂戲院」市民只花幾毫子除
了可以看一些重演的荷里活電影之
外，也有粵語片及不時也有一些歌
舞或話劇的表演看，收費大眾化，
所以，戲院當時成為市民閒暇最佳
的好去處。

四月份開始「香港藝術
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博士
兼任「香港電影發展局」

主席，他忙上加忙……實際他每星期均於澳
門香港兩邊穿梭，他是金沙中國董事會總裁，
並有政商八達通的美譽。當年1975年香港大
學畢業投考政府工作，17年的AO生涯如魚得
水，出任過首席助理經濟司、工業署副署長、
副公務員事務司等等。
王博士當年是一位受愛戴的年輕官員，事

事親力親為，致力推行官商民合作，以打破官
商勾結這個不健康的思維。他在任內留下了不
少足跡，其中包括主動拆除一樓一鳳的招牌，
被問到不怕社團找麻煩，他直截了當指自己夠
皇氣！還有，他臨危受命化解了一場政府與消
防員的糾紛，「當時形勢頗為緊急，有人已開
始絕食，更可能連機場的消防員也罷工，直接
影響機場的運作。於是我一個人走到會議室與
10多位消防員談判，第一件事，我將大門上
鎖以表達我的決心，更表明我可以答應一些條
件，但未必即時可行，我說大家都是男人，現
在你想講什麼都可以，一下子氣氛緩和了，大
家有傾有講終於將困局解開了，取得共識後，
我請對方親自將好消息向外公佈。」王博士一
直強調，當政府官員只要夠膽做又願意做的
話，對市民大眾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1992年他目睹國家改革開放如火如荼，他

要親身經歷箇中經驗，他毅然轉投商界一樣出
色，而且接受了很多不同的公職，「有人問我
一世人做了人家三世人的事，做生意、做官、
做政治、做公職……其實我沒有壓力，我覺
得是一種享受，因為我知道我正在做有用的
事。正如我初接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我游
說商界人士以低於市價的租金給年輕藝術家練
習場地，商業大廈提升了格調，藝術家也多了
落腳的地方，這便是雙贏的方案。香港的藝術

發展令人滿意，就像吾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
閨人未識，要多加宣傳。」
其實在王博士的心中還有一個中國夢，

「我希望國家富強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給人尊
重。香港年輕人更要了解身處的香港和祖國的
關係，這是非常重要，記得當年在哈佛大學，
我和林煥光合作了一篇論文︰作為高度自治
區，應該怎樣才可成功……『一國兩制』是先
河，但香港並非全球唯一的自治區，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地區與祖國唇齒相依是命運共同體
會即可成功、如果背道而馳只會頭破血流！如
果大家做到互相尊重，真正推行到『一國兩
制』，我覺得不一定是50年不變，但如果日日
令國家擔心，中央又怎會放心多給50年呢？」
對於現時的香港，王博士仍抱着樂觀的心

情，「香港一向反彈力強，每一個愛香港的人
都不想看到分化暴力的場面，首先要回歸平靜
才可以坐下來談判，有機會談判才有機會解決
問題，再拖下去只會累積什麼721、831更多
的問題，到時就更難解決了。」
非常同意王博士的說法，悲觀只會助長悲

觀，只有樂觀才會帶來光明。雖然我不盡信能
人皆在野，但極希望香港有更多有勇有謀、有承
擔、有勇氣的專家高人為今天的香港困局拆彈。

擁有一個中國夢
走近天后地鐵站時，就看到了

有白煙飄浮在空中，見慣了，就
知道是每年秋深時分便會出現的

小販在賣糖炒栗子了。幾年前還偶而會買來吃，
記得那時才賣十多塊錢一斤，如今已賣到三十多
元了，所以就少吃了。
中國人吃栗子的歷史非常悠久，因為在西安的
半坡遺址裡，便發現有栗的遺存。殷商的甲骨文
裡也有栗這個字，《山海經》書中也說終南山多
栗，《詩經》更提到栗的栽培。北宋時期的開
封，已經有「糖炒栗子」在販售，只是不知道那
時和現在是不是使用一樣的瀝青。
栗子，又稱為栗、板栗和甘栗等，覺得甘栗這
名字最配了，因為不管是糖炒，還是粵菜的「栗
子炆雞」，嘴裡吃到的都是甘甘甜甜的 。栗子
的別名還有二十多個，最奇怪的叫法是滋老兒大
頭、冰水霜苞和天台道果，不知道是怎麼會這樣
叫起來的。
元代賈銘著的《飲食須知》中，對栗子的吃

法，說「同橄欖食，有梅花香。」可是橄欖是夏
天才盛產，栗子卻在秋天，所以與橄欖一起吃，
是把生橄欖從夏天保存到秋天才吃嗎？書中又
說：「栗作粉食，勝於菱芡。」這個有空倒是可
以試試，但不知何處可以買到菱芡？書中更說：
「勿同牛肉食」，想一想過去吃過的栗子菜餚，
真是未吃過「栗子炒牛肉」這道菜，不知道吃了
會有什麼不良的後果？
清代的顧仲在《養小錄》對栗子的吃法，是這

樣寫的：「炒栗，先洗淨入鍋，勿加水，用油燈
草三根，圈放面上，只煮一滾。久燜，甜酥易
剝。熟栗風乾，栗糟食，甚佳。」如今要買油燈
草就難了。但曾經吃過自己煮熟的栗子，甘甜依
舊，但那殼和表面的外衣，要剝去頗費勁的。
時令已經過了霜降，想起的是以前的浙江名菜

「栗子紅燜羊肉」，不知如今到浙江旅遊時還能
吃到否？

閒話栗子

我創建小力路芙
的品牌已經差不多

半年有多，其實每個娛樂圈的藝人
若果想做一項長遠的計劃，除了在
娛樂圈的工作，這些不穩定的工
作，最好還是找一份可以長期發展
的事業。
我在娛樂圈工作差不多25年，但

事業一向平平，沒有什麼獨特性的
發展，尤其是遇上電台被請辭之
後，當初的慌張失措更加不知道自
己的前途可以怎麼樣，但有幸的是
我找到了一位朋友，能扶持我包容
我，甚至乎她用她工作的技能幫我
開展了小力路芙第一個產品──潤
唇膏，她就是跟我合作創作這個品
牌的小力，她是一名化妝師，是一
名新進有心的化妝師，經營化妝事
業已經有四年多，也成為了某國際
品牌的銷售化妝師，我們認識之後
她為了幫助我發展自己的品牌事
業，便用上了她的知識及化妝技
術，為我研發了一支獨一無二的潤
唇膏，成為我第一支能夠上架的貨
品。用心研究的這支潤唇膏，口碑
非常之好，也令我展開了商場上的

發展路向，當然家仍然在BB班
學習中，還未能步向軌道！
除了潤唇膏之外也生產了一些其

它的產品，如一支鮮橙色的唇膏，
以及跟其它品牌合作的水樽、眼
鏡、鬆餅等Crossover產品，在這個
艱辛的時刻就更加需要一個好拍檔
支持鼓勵及包容，尤其是我急性子
的性格，希望這個品牌能夠帶給我
有更多的可能性。以前作為一個DJ
很喜歡做節目，到現在我也沒有放
棄，除了自家品牌外，我還有和張
學潤合作網上節目《我們篩》，請
來的娛樂圈嘉賓在我們節目上大爆
自己在娛樂圈工作的辛酸史，最重
要的是，上來的嘉賓全是我們兩位
節目主持特別篩選出來的。
現在互聯網世界昌盛，所以我也

不再等待他人給予的機會，自己開
始學習拍攝剪接一手包辦全個節目
的製作，不再假手於電視台或者是
電台！這個也是我很重視的新發展
渠道。其實我認為每一個藝人也應
該學習一點技術來傍身，在失業時
給自己一個機會的發展空間及安
慰。為明天找尋出路。

為明天找尋出路

曾與朋友們聊天時提過一
個問題：你生命中最好的時

光，是什麼時候？大部分人都會無限懷念從
前，也許是大學努力奮鬥時，也許是愛情順心
如意時，也許是事業昔日輝煌時……他們一旦
回憶過去的種種，似乎沉浸於其中而不願醒
來。但是終究都會感歎，那都是過去的了。也
有人壯志豪情地說，他相信最好的時光還沒到
來，屬於他的人生精彩一定會來臨。
但是，很少有人說：眼前是最好的時光。以
我之見，對於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說，過去已經
過去，將來還沒到來，最好的時光就是當下。
難道不是這樣嗎？你可以懷念過去，你也可以
憧憬未來，但是你絕不能忽略的，是珍惜眼前
的時光！
一個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懂得珍惜並感恩

當下的。而人生的短暫，也需要我們這樣，珍
惜每一日，用心細細品味。不管你有什麼宏圖

大志，有多少想法和創意，要想人生不辜負，
你還是要珍惜當下，活在當下。
也許有人會說，眼前的生活有什麼值得高興

的？接着就會搬出一大堆所謂的煩惱來反駁我
的觀點，但我依然要說，就算一切都壞到了極
點，你都應該心懷感恩之心，至少應該感恩你
可以好好地活在當下。更何況，眼前的生活並
沒有你想的那麼糟糕呢！
其實，生活除了競爭和忙碌，還有另一種
美，它存在於角落中，細微處，甚至在我們眼
前，只是我們不曾注意。生活的細碎美好，可
能是愛人的一句叮嚀，可能是朋友的一個問候電
話，也可能是茫茫人海中，陌生人給過你的一次
善意的幫助、一個真誠的微笑……只要你用澄澈
的目光看一看，就會發現你所以為的灰暗生活，
竟有那麼多珍貴的美好，正閃閃發亮！
珍惜當下吧，眼前的美好有太多了，要知道

你活得很幸福——當你一個人走過安靜悠遠的

公園，怎能不感到幸福呢？當你跟一個你所愛
的人說話，怎能不感到幸福呢？當你看到幼稚
園放學時，從小小的門裡擠着跳出湧出一大群
的快樂、活潑、力量和生命，怎能不感到幸福
呢？當你滿身疲憊回到家，有人接過你的外
套，有可口的晚餐和溫馨的燈火，怎能不感到
幸福呢？
生活中這樣的美好比比皆是，你不妨去看看
天真爛漫的孩子，看看光芒四射的朝霞，看看
正在生長的青草，看看那些注視你的、愛你的
眼睛，難道你不會感到歡欣嗎？這些，都是真
實可感的美好，都存在我們的眼前。人生的充
實和豐富，不都是由這些細碎美好組成的嗎？
難道我們不應該感恩和珍惜嗎？
親愛的朋友，不管你現狀過得如何，都請你

永遠地相信——當下，是最好的時光。當你感
恩當下，珍惜眼前，當你心懷美好，善於愛人
和愛己，生活的美好就會如期而至。

當下，是最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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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過度幸福，竟然是
一種罪過。
在濟南的一家「全驢

館」，有一道名叫「燉驢
膀」的主菜，其做法是將

驢仔購進後，餓牠一兩天，等屎尿排空後，
便關進一個大炕房，炕房裡燒着木炭火爐，
放着一個用各色天然香料配製的滷湯槽。那
驢仔身經火烤，口乾舌燥，就去拚命飲那湯
汁，愈熱愈渴，愈渴愈喝，如此三日過後，臊
汗出透，鬃毛脫盡，那五香滷汁早已擴散到了
周身，然後宰殺烹製。此為一種「美食刀」。
我的一個學生，習慣稱自己為「吃貨」，

她與我說吃的時候，並沒有半點兒羞恥，甚
至還自以為榮。那一天，我在運動場上看到
她，她不停地吃着牛肉乾，一會兒就報銷了
兩袋，只是悠閒地看着其他同學運動。我對
她說，你應該運動了；她回答，能吃是一種
美麗。我無語。此為一種「美食控」。
無論是「美食刀」與「美食控」，都有一

個核心的問題：舌感大於一切，只要有美好
的舌感，可以沒有人對動物的道德，可以忘
記美食對健康的侵憂。一道道美食，讓人垂
涎欲滴。面對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少有人抵
擋得住誘惑。
「你看，它這件深綠色自帶清香的衣服，

緊包着它圓潤的身體，潔白的肌膚上洋洋灑
灑擺着橙黃的珍珠，還能隱隱約約看到裡面
裹着的生肉片。這麼色香味俱全的東西，你
不來嚐嚐嗎？」另一位中學胖妹拿起筷子，
夾起圓圓的小東西，向身旁的小閨蜜介紹。
「算了，這種佳餚還是你獨自享受吧，我

可消受不起。再說，吃了魚籽和生魚片會長
脂肪。」小閨蜜接受不了這種東西，胖妹對
日式料理的鍾愛卻與日俱增。「魚籽醬和三
文魚本來就這種吃法。再說，它們在日本是
很精緻的美食，跟長脂肪扯不上邊兒。」
小閨蜜不再跟胖妹爭，只想回家吃碗裡的

大棗紅豆粥。一會兒，小閨蜜說：「我真饞
了，就愛吃萬三蹄。這種豬蹄瘦肉醬紅有
光，肉皮色澤紅亮，具有特殊的醇厚鮮美味
道，食後餘味留香。但，我並不常吃。」

美食家蔡瀾教人做五香花生時，特別強
調：「記得只拿一小碟上桌，等客人吃不
夠，再要時，再拿出一小碟。兩碟為限，不
管客人如何再三要求，都不能心軟。」人生
許多事，就是如此，切莫做到極致，才能回
味悠長。取捨有度，方是做人與美食的最高
境界。
人的成功，一半在於接受適當誘惑，另一

半在於拒絕無休止的誘惑。作家張麗鈞寫有
一個等式：縱寵舌尖慾望=縱寵靈魂淪陷。
濟南那位發明「燉驢膀」美食的老闆、我的
那位「美食控」的學生，他們的靈魂淪陷了
嗎？我無從知道。如果還沒有達到淪陷的程
度，起碼他和她的靈魂被金錢和美食迷醉
了。你愛吃美食，立志要當吃遍天下的美食
家，當面對日漸隆起的腹部和日漸激進的體
重，你對美食有沒有煩惱呢？許多時候，果
斷「捨得」、遠離「邀請」、拒接「應
酬」，就是遠離過度馨香的溫柔，避免身體
走向「腐敗」的不歸之路。沉迷地吃，過度
地吃，玩命地吃，美食就變成了一把刀。刀
鋒是溫柔的，高脂肪、高血脂、高血糖的禍
害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把吃奉為美麗的
人——已遊走在禍害的邊緣。
中國原本以素食為主，但生活的不斷富裕

讓各種美食登堂入室。猛吃、暴吃、接連
吃、小吃連大吃、野蠻瘋狂吃，吃的宴席一
場連一場。「我又長肉了」、「吃完了就想
睡，提不起精神來」、「愈吃愈饞，真管不
住自己的嘴」，這樣的聲音不絕於耳。
孔子有言：「食能養人，亦能傷人；取養
之道，貴在有度。」蘇東坡在《養生頌》中
說得好：「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未飽
先止」是針對那些美食控說的。有位朋友要
出國，行前宴請，菜餚十分豐盛。一位先生
對裹着鮑魚汁的滿滿一盤清炒蝦仁，只取一
隻，慢慢嚐味。之後，他不再吃第二隻。
與之相反，那些減肥失敗者總是不無戲謔

地說，自己已很努力了，只是美食誘惑來得
太快、太猛，招架不住。還有一些年輕人，
明知「無辣不歡」不好，卻抵抗不住，在吃
了重口味食物後再喝罐涼茶，漸漸把胃搞

壞。美食是舌尖的盛宴，有時卻是智慧的災
難，殘忍的呈現。吃猴腦，吃大雁，吃活
蛇，吃麻雀，吃西藏魚，吃果子狸，吃掉了
多少人的善良，吃掉了多少人的敦厚？
把一切都吃個遍，你的嘴變成了什麼，難

道是一把刀嗎？動物性的食材愈搞愈稀奇，
鮮活入口的現場美食秀愈弄愈刺激，人的嘴
巴變成了殺掉一切生物的武器。沒有恥辱
感，更沒有憐憫感，自私地吃，狂熱地吃，
不停地吃，最終這些生物的大分子在人的體
內蓄積，慢慢形成一把殺人的刀。
「民以食為天」沒有錯，其實這個「食」

是不餓肚子、可以吃飽的意思，因為「天」
是相對不飽滿的，而不是變着花樣地吃個不
停，把這個吃樣樣都落到實處。用吃來證明
自己的優越，是低層次的文明，也是缺乏理
性的表現。回族人是不吃豬肉的，猶太人更
不允許在飢餓的動物面前進食，而必須先餵
牠，這些規矩不僅是約束，而是高僧般的心
靈使然。有人說，漢族人在世界上是唯一一
個將一頭豬從耳朵吃到尾巴的民族，甚至連
蠍子都敢吃，向來不忌口。將口慾開遍餐
桌，這一場場醜惡的狙擊戰，縱然只是一個
開始，也足以令動物們心驚肉跳。但在這個
星球上，還有很多民族對於懶惰、兇惡、怪
異的動植物食材本能地拒絕，對於珍奇、美
麗、可愛的動植物食材善意地保護，這種經
意和有情，非常值得中國人效仿。
美食這把刀，催生了一個個胖子，殺掉了

一段段的精神內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真的很難；但是，結束一段生活是為了開始
另一段生活，閃爍的刀光劃開了多少珍禽異
獸的肚腹，沉湎吃喝、醉生夢死的記憶還有
少許戰慄，可是那些被你我殺死的生命永遠
躺在了歷史深處。
智者有言：「一個人要想獲得靈魂的自
由，首先必須擺脫和超越舌尖上的囚禁。」
有良知、有節制的吃，才是美食；因為現
時，他（她）的心靈是美麗的，未來的身體
也是無憂的。用心、用愛去品嘗生活，需要
有知、有覺，請把美食這把刀嬗變成心靈的
一彎明月，人生才會呈現優雅的深度。

美食這把刀

■青銅器 作者提供

■王英偉博士說︰「年輕人要了解身處的
香港和祖國的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