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台亞廣聯

中國女排
幾經周折，由
陳可辛執導的《奪

冠》（原名《中國女排》）終於國慶日
在本港上映。在社會撕裂和疫情雙重
影響下，票房顯然未如預期理想，卻
是一部值得記錄、也值得欣賞的電影。
對於走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來
說，「中國女排」並不僅僅是一支國
家女子排球隊，它代表一種艱苦奮鬥、
為國爭光的頑強意志力，也是一代年
輕人的榜樣和精神支柱，更是包括香
港人在內的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電影重現了三場牽動國人情緒的重
要女排賽，並以此為背景襯托，貫穿
全片──1981年世界錦標賽打敗東道
主日本隊首次登上世界冠軍寶座、
2008年北京奧運上中美兩隊對陣，以
及2016年里約奧運上中國隊逆風奪
冠。其中，在對東道主巴西隊一役，
更邀得當時參與里約大賽的中國隊成
員真人演出，再現逆境雄風。
透過幾場逼真的球賽及其賽前準
備，觀眾得以重溫了女排當年緊張刺
激的精彩表現，也同時看到這些高個
子姑娘們風光背後的血汗和淚水，多
少個日日夜夜的付出和苦練，才在國
際賽場上贏得掌聲。
電影由鞏俐飾演的中年郎平（青年
由其女兒白浪飾）帶領美國女排對戰
中國女排拉開序幕，但很快轉入中國
女排首次奪冠之戰──與日本隊決
賽，其間穿插由袁偉民（吳剛飾）帶

領女排在福建漳州集訓片段，再以黃
渤飾演的另一位前主教練在家觀看里
約逆風奪冠之戰作結。
電影放映後，有人覺得像「郎平

傳」，質疑將女排的功績都歸功於個
人，有違女排的集體精神，對其他成
員不公。這顯然是創作行外人之話。
電影主題宏大，時間跨度30多年，要
在兩個多小時內呈現三代女排的事
跡，只能抓住重點，突出主線，否則
將成大雜燴。中國女排無疑是一個團
隊，更是幾代人組成的團隊，但從年
輕時作為享譽世界的主攻手（「鐵榔
頭」）到中年先後出任中美兩支強隊
主教練，郎平可說最有資格代表中國
女排。所以，電影以她為主線，輔以
兩位前教練，帶出女排從八十年代
「五連冠」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的
低潮，又在千禧年後再創佳績的發展
歷程，劇情鋪排算合情合理。
陳可辛是一位擅長平衡商業運作和

藝術創作的電影人，也是一位在駕馭
大場面和捕捉小細節上皆功力深厚的
導演，這在《奪冠》中也有很好的體
現：他在後半部細緻地描寫郎平與教
練（以陳忠和為原型，但因遭抗議，
電影沒用其名）逾30年的女排淵源和
友誼，如何從昔日陪練隊友變成賽場
對手，並巧妙捕捉了郎平在帶領美國
隊戰勝了中國隊後的複雜心情，以及
教練從競爭對手到支持者的心理變
化，令電影有血有肉。

回想我第一次
與中央台體育組
接觸，已經30多

年前了——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舉
行期間，當時的我正在替亞洲廣播
聯盟（ABU）工作。時間再向前推
十年，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
TVB是主導ABU體育事務的，有關
亞洲區體育電視轉播、版權、製作
等等均是由TVB負責，而當時代表
TVB的是香港電視傳媒前輩，人稱
「張公」的張正甫先生。
在約十年後，到我每次出席一些體
育國際廣播會議時，如對方知道我
來自香港的話，也會問我是否認識
Clarance Cheung （ 張公的英文
名），可想而知當時張正甫先生及
TVB在國際體育廣播的地位。時移世
易，TVB由八十年代協助中國中央
台，協助亞廣聯製作奧運、亞運等節
目，供給亞洲各地電視台，直到2000
年悉尼奧運TVB放棄參與亞廣聯工
作後，位置已由中央台取而代之，他
們便開始作主導亞廣聯體育工作。
中央台於十多年前已經派代表負
責亞洲廣播聯盟體育總監，也曾多
次主辦過體育年會，而我也藉此機會
參觀了中央台總部，從而了解他們的
運作，雖然現在我們跟中央台合作機
會少了，但大家一直保持的密切關係
也沒有改變，每有奧
運會、亞運會、全國
運動會等大型項目
時，在製作方面他們
也樂於協助我們。雖
時代改變，但仍期待
有機會跟中央台體育
中心合作，也可從中

豐富我們的體育製作知識及經驗。
中國是體育強國，在本土舉行的

體育項目多不勝數，相應在電視製
作轉播需求上自然也很大。中央台
由八十年代體育組的二三十人，發
展到目前的中央台體育製作中心擁有
3,000多名工作人員；有位TVB高層
曾經對我說：「中央台以前在體育
方面，包括奧運、世界盃、亞運等
都是靠我們協助才能製作節目，但
目前他們已算是世界上最頂尖的體
育製作團隊之一，你們是否要反省一
下呢？」這當然說得有道理啊！
但現實歸現實，中央台是國家支

持的，加上中國市場龐大，有足夠
的資源支持他們發展成長；反觀香
港TVB是一間私營商業機構，要經
營電視台，他們首要是顧及公司利
潤，至於有沒有責任去持續發展，
則是其次，不能避免一定要根據商業
所需而去作處理。再看香港現時的
電視節目製作，不單止是體育方面
落後，其他的電視綜藝節目及戲劇
也是落後於人；在全世界都在進步
期間，香港若仍安於現狀，停滯不
前的話，就是在慢慢後退中。
有年輕人問我，香港的電視業，

現在是否算是夕陽工業？面對互聯
網的挑戰，電視業又會否成為歷
史？ 我的回應是：雖現時環境差，

但我覺得只要業界們一
同努力，用心去做，兼
具備着創意，就一定不
會受到淘汰，正如香港
足球也是一樣，只要大
家同心合力，目標一致
的話，我相信是一定可
以再創輝煌的！

在我們生命中，最重要
的東西，同時又是最容易
得到的，往往被我們忽

略，譬如︰大米。
不經去年的黑暴活動和今年新冠肺炎的

疫情折騰，根本不知道糧食——大米，原
來這麼重要！大米是中國南方人的主要糧
食，也可以說是亞洲人的主要糧食。
在太平盛世，我們喜歡吃西餐，馬鈴

薯、牛排和麵包，加上一杯咖啡，感覺自
己文明進步；那不起眼的米飯往往被我們
認為是落後象徵，還帶一點土氣。但在災
難面前，那不起眼的大米，瞬間成為大家
爭相搶購的寶貝。去年超市或菜市場的乾
貨店，賣米的貨架上，經常空空如也，一
有新米上架，立刻被人一掃而空！市民瘋
狂地儲備大米，有張照片曾經上了報紙，
在某家的窗台前，有米袋堆積如小山丘或
砌得像個小萬里長城。
我們為什麼不儲備麵粉、馬鈴薯之類？

通泰行第二代傳人李豐年說，戰亂的時
候，一袋十公斤的大米揹着逃難，足夠一
家人吃足一個月；容易攜
帶、煮食方便，只要有水就
可以煮飯，即使沒有鍋子，
可以用竹筒或者其他的器
皿，煮飯煮粥一樣可以。
李豐年說，天災人禍時，

大米勝過黃金。嘩！真的
嗎？為什麼大米這麼好？
因為其他的粗糧比較難下
嚥，而大米只要煮熟了，
自然發出甘甜味的飯香，
甚至不需要加調味料或餸

菜。試想一下，一袋十公斤的麵粉或者馬
鈴薯，不容易攜帶，麵粉遇水不能再儲，
兩個星期後的馬鈴薯會爛掉，會長芽發
黴，而大米不會，即使大米打濕了，只要
放在通風的地方吹一吹，可以儲上一年。
大米除了在中國，在亞洲亦是十分重要

的主糧。所謂「早飯」，日韓的傳統早餐
是吃飯，據知，菲泰馬星印等亞洲各國的
農夫都習慣吃早飯下田務農。
據知，友人在英國居住，廚房的洗碗盆
經常淤塞，水不流走，請了當地師傅來
看，這位師傅說，中國人的廚房洗碗盆去
水的喉管特別容易淤塞；為什麼？因為廚
餘的米飯，例如清洗電飯煲，餘下的米飯
就停在喉管內不容易融化，而西方的主要
糧食，是馬鈴薯和麵包，它們很容易就跟
着水一起沖走。
李豐年說︰「大米夠『硬淨』，頂得住肚
餓，特別在天災人禍時，顯得特別重要！」
家長在子女年幼時候，灌輸了他們一個觀

念：「不要浪費米飯，如果吃飯時，掉下米
飯，長大以後嫁的老公、娶的老婆就是個滿

面麻子」，家長繼續說︰「你
想不想將來嫁的老公、娶的老
婆是個滿面麻子呢？」孩子多
數堅定地回答︰「不想！不
想！」家長緊接着說︰「那麼就
把碗裏的米飯吃得乾乾淨淨，
不要掉下米飯喲！」有了這一
層的警惕，孩子們怎不會把碗
裏的飯吃得一粒不剩？也不會
掉下一粒在飯桌上呢！這與國
家主席習近平近年提倡的「光
盤行動」有異曲同工之效呢！

我也愛大米
在玩具專門店買了一個玩具「地
球」，送給小朋友作生日禮物，父母
與孩子興高采烈拆開禮物，發覺這是

個「生病的地球」，多處掉色，國家名稱甩漏不全，
電池發霉，十分掃興。正因為玩具專門店是有名連鎖
店，信賴名牌有高質量的品質把關，顧客購買的時
候，才沒要求拆封驗貨。只是想不到，我們一直所信
賴的，有這樣大的落差。
第一時間拿回去換貨，孩子家長說，盒子被拆到甩

皮甩骨，恐怕無得換了。貨不對辦沒得換？不是有商
品條例麼？當「地球」被送回櫃枱，店舖經理也沒怎
麼檢查，馬上着人翻貨倉找出幾個存貨，原來都有同
樣問題，最後要到其他店換貨。如果沒有堅持換貨，
我們的孩子就被迫接受「生病的地球」了。
堅持投訴是必須的，尤其是面對孩子在「生病的教

育」學習問題上。
教育局取消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的註冊資格，指

他設計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和工作紙有計劃地散播
「港獨」訊息，相關課程包括介紹非法組織「香港民族
黨」，亦觸及「藏獨」、「疆獨」及「台獨」，更要求
小五學生作政治表態。這些教學內容，相信是任何教育
工作者、家長以至是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
教育局裁定該教師嚴重專業失德，取消其註冊資

格，可謂對「生病的教育」注射了一劑消毒針。有反
對派議員說，政府此舉對教師不公平，終身不能教書
是「極刑」，製造「寒蟬效應」，令教師「人心惶
惶」。如果此舉能令部分老師在宣揚「港獨」有「寒
蟬效應」，正正是廣大家長所求。難道學校可以成為
「無掩雞籠」嗎？
「人心惶惶」的正是家長，年幼子女在學校被迫作

政治表態，怎樣的表態才能迎合老師的要求？怎樣的
表態才能不受校園欺凌？怎樣的表態才能取得好成
績？這種被迫的政治表態，才是幼小心靈被施「極
刑」。特區政府此舉迎難而上，是一個好開始。

生病的地球

這大半年來，
開網自設平台講

話的男女主持人增加了不少，前幾
年老中年多，最近年輕人也出動
了，那些網上健士，有為正義發聲
的，有為輸送心靈雞湯的，有分享
美食心得的，也有旨在露面東拉西
扯自我得意過過「名人」癮的，總
之各式各樣形象都有。
只要三四個月前看過他們談話，不
管以後天天看，還是偶然看，三四個月
後的今天，也不免有「時隔一季，如隔
三秋」的感覺：同是那一個人或是那一
組人，就算是之前只偶然閃現過一兩次
的，現在幾乎定一定眼神才認得出他們
本來真面目。
形象都變了，都「發福」了。
有趣。大可想像，必然是坐多說話
多，天天室內搜集資料，出外運動
少，少了運動，就多了空閒時間，空
閒時間多了，胃口
好，吃多了，要是
「圍爐取暖」同組
人，幕後更加可能興
奮到失控，話說得
投機，多灌了咖啡
啤酒汽水，少不免
也多吃了零食，吸

取的脂肪一天多過一天，體重怎麼不
日日飆升！
奇怪在不斷長肉的還多的是男主

持，也許女士們對身形體態特別敏
感，自我警覺通常強過男性，為保
住出鏡時五官不變成大水泡餅，身
段保住蛇腰苗條，大都不至於如男
士們那麼放縱，至於其中三兩個與
男士爭鋒的，刻意解放身體企圖吸
引更多眼球，胭脂馬也變河馬了。
網台上出鏡的人物還有眼見，好

些我們近大半年不常露臉的朋友，
多少都已長肉就不知道，只有加拿
大幾個親友自報過體重增加了若干
公斤。這都不用說了，出門看看街
上路人，看去腹肌正常的就少之又
少，不止中年人，十個年輕人中，
九個都因閉關多時吸收營養多過陽
光，未見肚腩，也大都肥肥白白
了，但願血糖一切都正常，不要因

為顧得了防範新冠肺
炎，疏忽了飲食而影
響健康（連環不斷的
美食節目食誘便厲害
過色誘），千萬不要
讓他日疫情消散後，
食出其他大大小小毛
病。

防疫不防肉

回國之前就已經知道，因
為疫情危機未完全解除，所

有從國外返回來的入境人員都必須在當地酒店
集中隔離14天，直到核酸檢測無事之後才可以
各自回家。於是當本呆終於歷經千辛萬苦地飛
回來，飛機落地後又經過幾個小時的重重檢
測，便和一群「同病相憐」的同行者被一輛大
巴拉到了廣州的隔離酒店。
雖然早在網上看過已經回國的一些網友對大

多數隔離酒店的差評，但是在到了酒店門口，
看到「歡迎回家」那幾個字的時候，對離家被
困在外近一年的本呆來說，心裏還是感覺暖暖
的：即便評價再差，終究是「金窩銀窩不如自
家的狗窩」。然而自家的「狗窩」也是戒備森嚴
的——在進入酒店之前，穿着隔離服全副武裝
的工作人員背着消毒機把大家的行李用消毒水全
部噴灑了一遍。自此以後，本呆的鼻孔裏只剩
下濃濃的消毒水的味道，便是連吃飯喝茶，也
彷彿飯菜和茶水是被消毒水噴灑過一般。
如果說乘機歸來的感覺恍如在參演一部科幻

片，那麼住進隔離酒店之後就換成了一部喜劇
片。與傳說中的一樣，進入酒店踏進房間門之
後，在14天內便再也不能走出房門一步。幽暗
的走廊上，每個房間的門口都擺着一個紅色的
塑料凳子，凳子上是放餐食的，凳子下是擺垃
圾的。每天到了飯點，開門即可拿到飯盒，吃
完飯，再開門，垃圾往門口一放即可，這大抵
就是無數宅男奼女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了。
房間內的生活卻不是那麼理想。本呆所住的

房間雖乾淨，卻極小，從門口走到床頭，只需
要3步，從門口走到衞生間，只需要5步。如此
小的房間是無法像平常一樣運動的，剛想做一
下手臂伸展，手指便撞到牆壁上變得青紫。所
幸「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房間裏的桌子和凳
子足以滿足本呆的日常「碼字」工作。也因為房
間小，寫累了的時候不用起身，不用轉身，身子
只需往後一仰，便可以倒在床上休息。
足不出戶的日子亦能尋到一些平常生活的樂

趣。在隔離酒店裏，每天醫生按時來量體溫是
為數不多能與人接觸的時間，也是住本呆對門

的僅三四歲的小妹妹最歡喜的時候，每次醫生
一敲門，小妹妹便迫不及待地打開房門，伸出
腦袋，等待電子體溫計「滴」的一聲脆響；酒
店送外賣、快遞都有規定的時間段，有嘴饞的
小朋友忍不住在網上買了冰淇淋，送到的時候
已經超過規定的時間，便在酒店的微信服務群
裏可憐巴巴地懇求前台「小姐姐」的通融，令
人忍俊不禁，最後終於心滿意足地吃上了差點
融化的冰淇淋；還有喜歡網購的，便如自己所
說的「活在貓眼裏」︰每當聽到走廊上有點動
靜，就趕快跳起來趴到貓眼上去窺視是否自己
的快遞送到，心情便在是與不是之間起起落
落……隔離的時光便如此一天天多姿多彩地晃
過去了。
今年的中秋節大抵是本呆有生以來過得最特

別的一個節日。雖然是一個人住在簡陋狹小的
房間裏，周邊的樓房亦擋住了窗外的月光，但
是有酒店送的月餅、水果和鮮花，有在同一片
土地上的親人的思念，有隔離即將結束的盼
望，這個節日便成了一個最幸福的節日。

酒店隔離記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呂書練呂書練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伍呆呆伍呆呆

書
聲
蘭
語

書
聲
蘭
語廖書蘭廖書蘭

源
於
奧
運

源
於
奧
運李漢源李漢源

方
寸
不
亂

方
寸
不
亂方芳方芳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連盈慧連盈慧

表妹是一所初級中學
的語文課老師，對當班
主任男同事張老師非常
讚賞。張老師這個人平
時言語不多，很少對學

生咋呼這個、咋呼那個，顯得定力十足，
尤其對待學生犯錯誤、違反紀律比較看得
開。有時張老師挨了校長和主任批評，也
從未把怨氣轉嫁給學生。張老師用良好的
個人定力控制情緒，在張老師循循善誘的
開導下，後來班上榮譽感持續增強，正氣
不斷上升。
表妹說，張老師適當淡泊榮譽感，耳朵裏

能聽得進不好的消息，具有很好的控制性。
他放棄短淺目光，把班級目標定得長遠一
些，開闊一些，美麗一些，浪漫一些。張老
師平時總是鼓勵同學們堅持長遠目標，養成
平時自覺做的好習慣。有一次晚讀，教室沒
電，很多班級都沒有讀書聲，張老師走到自
己班級時，卻聽到朗朗的讀書聲，原來是班
長自覺帶領同學們背書。看到學生們的進
步，張老師欣慰地笑了。
另一個當班主任的女同事郭老師，她帶

的班級貼滿了獎狀，流動紅旗每周掛，幾
乎每時每刻都把班級榮譽舉到高處，只要
聽到對本班不好的消息，班上就會掀起一
場軒然大波。有一次，作為語文課老師，
表妹如實登記了這個班幾個學生的曠課行
為，郭老師知道後在教室裏狠狠地批評他
們，並說了過頭的話。下課後，其中一個
學生在黑板上寫了很多罵表妹的話。表妹
向郭老師反映這個情況，郭老師卻笑而不
語，明顯有些「護犢子」的傾向。
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定力不夠，反認為

自己咬定青山，鬥志滿滿。須知，定力不
是衝鋒號，平時要忍得住、看得開。宋代
文學家蘇東坡認為自己定力很高，寫了一
首詩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
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然後，便命書僮一
個人划船過江，送給佛印和尚觀賞。不
料，佛印題了一句：「狗屁不通！」蘇東

坡看後，氣得不行，馬上過江來找佛印評
理。佛印笑着問：「你不是說『八風吹不
動』嗎？為何我只放了一個屁，你就坐不
住了？」蘇東坡突然大悟，自嘲道：「剛
言八風吹不動，誰知一屁過江來……」面
對臉上貼金之事和大大小小的榮譽，如何
去掉內心的浮華躁動，拒絕誘惑欲望，練
就心地清淨、堅固理念、克制物慾、適應
環境的意志，真的不容易。現代生活缺少
佛家戒律的約束，要依靠自身的長遠定
力。定力是處變不驚，是隨遇而安，每一
種境遇也都有愜意境界；定力是潔身自
好，是鍥而不捨，堅持一個目標，便拿出
屢敗屢戰的準備，擁有鐵樹開花的自信。
定力如磐，才能行走無疆。
人貴有恒定，明從靜中來。《左傳．襄
公》載：魯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58年，
宋國有個人得到一塊寶玉，準備將其獻給宋
國賢臣子罕。宋人說：「我找玉工鑒定過
了。玉工認定它是寶物，我才敢獻給您。」
子罕說：「我以『不貪』為寶，你以玉為
寶。你把玉給了我，你自己就失去了寶；我
收下了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貪』這個
寶。這樣，你、我都失去了寶，倒不如各守
其寶。」宋人見子罕不收，只得以誠摯之言
相告：「我一個普通百姓若留着這稀世寶
玉，一生將會不得安寧，所以請您務必收
下，具有大德之人才配擁有它。」子罕聽完
這番話，心中非常感動，命玉工對寶玉進行
加工雕琢，然後送到市場上賣掉，再把賣玉
的錢交給宋人，並派人護送他回家。這便是
成語「不貪為寶」典故的出處。知之愈明，
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擁有定力的人，不畏誘惑，會走得更遠；

相反，無定力、無律則的生命，朝令夕改，
必然出現枯竭。所以，定力是一種堅守，不
為眼前利益引誘，不為短暫風向所惑，不為
身邊輿論所左，不懼流言，笑納委屈；定力
更是一種責任，一種付出和擔當，是在所不
惜的執着和願意。無論身處順境或逆境，這
種心力愈磨愈堅。「任爾東南西北風，咬定

青山不放鬆」，就是要內心擁有「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的那份隨意和淡定。
25年前，一個聾啞小男孩在火車站與媽媽

走散，從此他的人生像蒲公英一樣，不斷飄
蕩。他去過雲南、廣西、貴州、湖北很多地
方。而在家鄉，他的戶口早已被註銷，他的
信息只留存在早年家裏一本宅基地的小冊子
上。無論走到哪裏，像有定律一樣，他只圍
着火車站轉。撿瓶子、擦皮鞋、搬行李，攢
到一點錢，他就扒上運煤車，換個城市，繼
續找媽媽。一年又一年。居無定所地流浪了
將近10年，他在湖北宜昌安定了一段時光。
60元錢一個月租了房子，認識了開出租車的
楊師傅。當時，楊師傅的兒子剛出生，因自
己要開出租車，就託他順便照看孩子。為什
麼會信任一個沒有身份的流浪者？楊師傅
說：「他為人很老實，非常講情義。」後
來，他在火車站賣滿天星小玩具，攢錢買了
一部智能手機，在尋親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個男孩子，人生地不熟，聽不見別人說

話，開始並不會手語，也不會寫字。從少年
到青年，20多年無人管束，與欺負他的人抗
爭，並一直拒絕做壞事，這需要怎樣的定力
啊！他不斷跟身邊朋友講，家裏稻穀一年收
割兩次，該是蘇浙一帶。他在網上搜索印象
中的家鄉小吃，準確地定位了尋親方向。在
外流浪生存，他一刻也沒有放棄回家的希
望。後來，終於在媒體和警方及好心人的幫
助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家。
定力是成就一切事情的基礎，一個聾啞
男孩做出了榜樣。唐僧走萬里之遙，風餐
露宿，堅持不懈；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多
少次險些被吃了「唐僧肉」，依然百折不
回；面對金銀財寶、美色溫情，從來不曾
惑心。唐僧取經靠定力，我們做其他任何
一項事業，更要靠定力。一個人不能被本
能欲望驅使、誘惑，既要懂得降調門，又
要守定一顆恒心。古人云：「知止而後有
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長期保持和增強戰略
定力，才能把穩航向，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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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最易令人長胖。
作者供圖

■粳米（俗稱︰珍珠
米）的禾及打磨後的精
米。 李豐年供圖

■中央台主控室。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