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行

高於生活
疫情緩和，坐
困「愁城」多時

的人們猶如走出了「監獄」，享受
行動的自由，包括一點點「懷舊」。
因為「疫情」搶走了太多我們曾
經擁有並習以為常的東西，包括空
間、情感及想像力。
難得一句「解禁」，人們紛紛「走

出去」，更「走回從前」，包括走進
重開的戲院。我亦然，忙裏偷閒，
一口氣看了三部具代表性的電影《花
木蘭》、《奪冠》和《麥路人》。
由於疫情等因素，三部電影都幾
經周折，才見天日，卻有點「雷聲
大雨點小」，一方面是題材和故事
「耳熟能詳」，每個人都有自己心
中的故事輪廓，有所期待──前兩
部是醞釀多時的大製作，後一部雖
屬低成本港產片，早前在本屆金像
獎中卻獲八項提名，業界口碑不
錯。但公演之後，顯然存在心理落
差。另方面，今日社會刁民多，負
面情緒彌漫，人們習慣批評、批
判、挑剔，尤其蔑視權威、挑戰權
威或自封權威蔚然成風。
綜合各種批評，我發現一個有趣
的現象，就是指電影不够真實或歪
曲事實。我很奇怪，人人都知道，
電影既是商品，也是藝術品，都需
要通過精心創作或特別製作，為何
要真實？又如何真實？

比如說，真人版《花木蘭》的角
色和劇情違背了「原著」精神；又
比如說《奪冠》只突出郎平個人，
同輩其他女排隊員在電影連名字都
沒有；至於《麥路人》，郭富城飾
演的金融才俊「太完美」……
但人們都忘了，電影被喻為是造

夢的媒介，也是供人娛樂和消遣的
商品，它既要「還原歷史」，又要
「預測未來」，更要「回應當下」
──體現創作者思緒的同時，也要
吸引人們入場觀看。創作源自生
活，卻高於生活，更要提煉生活。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進戲院看
電影，已不僅僅是「看電影」──
在網上串流播放平台日益普及的今
日，坐在黑漆漆的戲院中，多了點
複雜的心情，也多了層意義。
難得安心而專心，把自己抽離煩
躁的現實，感覺不但充實，還有點
感動兼感恩──相比那些無家可歸
或害怕回家的「麥路人」，疫情下
的我們尚有容身之處；中國傳統文
化象徵人物之一的「花木蘭」終於
闖入驕傲的美式文化；30年前中國
女排的拚鬥精神有望回來……
疫情肆虐武漢時，內地民眾自

嘲：「想不到，留在家中已對國家
作出貢獻」，今日香港人或許應該
這麼想：「走進戲院，就是支持香
港電影業和文化事業。」

越南，近年曾
兩次主辦亞洲廣
播聯盟（ABU）

體育年會，而代表越南的「越南國
家電視台VTV」也很積極參與亞廣
聯的事務，他們藉着主辦國際性廣
播會議來加強與外界接觸，以建立
國際地位。
2012年11月越南河內曾申請主辦
2018亞洲運動會，當時在第三十一
屆亞奧理事會會員大會上，河內是
以票數29比14擊敗印尼泗水，奪
得2018年第十八屆亞運主辦權。
可惜天不從人願，無奈越南在
2014年經濟出現了問題，原本估計
用1.5億美元預算主辦亞運會，但
之後估計會超支，最終可能要花費
多達一倍至3億美元，加上國內評
論認為當時在2003年主辦的「東南
亞運動會」所建造的場館，之後一
直沒有使用過，令國民覺得浪費公
帑；而當時越南奧委會主席也認為
「舉辦亞運會並不會促進旅遊業發
展。」在國內多方面的反對下，終
於在2014年4月7日，越南總理阮
晉勇正式向亞奧理事會提出，河內
放棄主辦2018年亞運會；而棄權主
因是準備不足，經濟衰退，國家無
法負擔所需設施及場地的建設費，
並在得到越南民眾的同意及支持
下，放棄主辦亞運。對越南電視台
工作人員來說，失去一次參與大型
電視製作的機會，這當然不是好的
結果，我們也替他們感到可惜。
再說越南國營電視台VTV近年發

展不錯，1990年為了轉播北京亞運

會，購買了衛星地面接收裝置，同
時亦開始了以衛星轉播世界各地節
目，而當時TVB也有很多劇集節目，
在越南電視台配上了越南語去播放。
而年前亞洲廣播聯盟在越南河內

舉行了體育年會，對我們一班與會
者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在當年
來說越南是一個較少會想到的地
方，而我在往越南前，直覺上覺得
越南經戰火洗禮後，一切都會比較
落後；但之後再回顧一下歷史，越
南西貢（現稱胡志明市）在上世紀
七十年代之前，由於是法國統治，
西貢是有東方小巴黎之稱，那應該
是很繁榮的都市，而在越戰之後已
經開始慢慢重建。
所以當我們到埗踏出機場，已可

以即時購得電話卡，通訊這方面並
不落後，真的很方便！我們專車到
達酒店，梳洗過後馬上出發去晚
餐，因住在市中心比較方便，與會者
中，有曾經到過河內的，就帶我們
去找當地最著名的一間百年老店，
專食烤魚；坐下來是不需點菜的，
因為只有烤魚一款，每人一份，是用
炭爐烤的，很特色很美味，難怪可
以屹立百多年，成為著名老店。
餐後我們徒步回酒店，在途中看

到一大班年輕人，駕着電單車，手
持越南國旗，好像在遊行慶祝什麼
似的。於是詢問當地電視台朋友，
才知道越南足球隊剛剛贏了南亞
盃，所以他們一班球迷遊行慶祝。
體育就是這樣，尤其是足球，能夠
凝聚一班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團結起來。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
廣東考察，為沉悶了一段
時間的粵港澳市民重燃奮

發向上的激情，市民在近距離目睹主席的
風采倍加亢奮，從潮州到深圳都有不少市
民幸運地獲得一份「我遇見主席的驚
喜」，看看本月13日當日，習主席去到潮
汕考察潮州市廣濟橋、廣濟樓、牌坊街，
察看文物修復保護、非遺文化傳承……實
地了解情況，又步行察看了汕頭開埠區街
區人文歷史風貌，從社交媒體上看到潮州
市民拍到的視頻，習主席在大街廣場上一
口氣講數十分鐘，既是閒話家常也講國家
大事，既講人情味又有鼓勵性指示，很令
人受落，是很好的互動交流。習主席的親
和力的確非常強，演說的魅力，令人佩
服 !
前年曾到過潮州旅遊，聽到導遊講他們

汕頭經濟特區曾經輝煌一時，但因為官員
問題令這地區沉寂下來了，是被遺忘了的
經濟特區。今次習主席來指導，鼓勵肯定
有利重振聲勢。主席囑咐汕頭經濟特區的
領導，在新時期打好華僑牌，調動廣大華
僑的積極性，引進先進技術和高水平產
業，揚長避短、久久為功，團結廣大海外
華僑共同實現中國夢。他公開表明︰「我
此行到廣東考察，就是進一步向國內外宣
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繼續堅定
不移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奮發有為推進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鍥而不捨努力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父老鄉親
們，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同奮鬥！」聽完

這番話，相信擅長做生意又刻苦耐勞的潮
州人很快動起來，包括不少在港澳及海外
生活的潮州人亦會把握機會。
習主席鼓勵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發展、融
入灣區的生活、工作、創業；香港年輕人如
果有志擴大自己的事業版圖就要抓住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在此時刻香港
人不要再思想狹隘，要發揮自身優勢，融入
大灣區發展，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以達
到雙贏。
當中國國家領導人實在要有驚人魄力，因
扛起一個14億人口的大家庭的重擔可真不容
易。看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去一段時間到全
國各地調研的考察行程，從3月初疫情下仍去
武漢探訪醫護人員及市民為他們打氣；4月在
陝西省考察；5月中在山西考察；6月初考察
寧夏「最後貧縣」；7月底考察吉林促推東北
振興；8月中旬考察調研安徽；9月中旬到湖
南考察調研；10月來到廣東，從北到南真是
馬不停蹄。環看世界各國的領袖哪有這麼勤
奮刻苦為民操勞的，正因為習主席親身去到
實地了解情況，他才能了解到百姓的所需，
制定出得人心的政策，人民自然對國家未來
更加有希望！
他要求官員要從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

烈、反覆出現的問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
創新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
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
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讓群眾有幸
福感、安全感。因為生活過得好不好，群
眾最有發言權。如此接地氣的領袖當然深
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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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尖沙咀遊客區辦點事情，
走在寬敞的通道上，簡直可以
翻觔斗，人山人海的場面不復

見，名店雖然林立，顧客小貓三四隻，因為孤
清，連走進店看看的意慾也沒有，經濟不景氣，
消費得慎重，沒有了遊客，名店怎樣撐下去呢？
有位闊太說，從來不減價的某國際名牌包

包，如今竟然減到半價，所以她買了多隻包包作
為「聖誕禮物」。買了一堆半價「聖誕禮物」
後，又得知疫情流感夾攻下，政府無意取消
「限聚令」，多個派對都計劃取消，屆時可能
人人又要閉關，「聖誕禮物」都沒機會送出去。
童裝店3折已經夠吸引，買夠一定數額，全
單再9折，計了一下，豈不是實取2折？為了
取得最優惠的減價，唯有多買，本來買5歲童
衣，結果預買到10歲；大堆新衣服塞爆了衣
櫃，多買了的還要找同齡的孩子送出去。減價
戰下，又是另一番得不償失。
疫情加上經濟不景，「減價」已成為指定動
作，無減不歡，反而增加了無謂開支。
年輕朋友一家三口，本來住屋實用700多
呎，安安定定，最近興致勃勃物色租盤，因為
有一天忽然看到某大型屋苑有減價盤招徠，以
同樣租金可租1,000多呎，於是萌生搬家之
念。後來得知該屋苑正在大裝修，全屋苑沙塵
滾滾，才有如此減價盤出現。本來無此念，忽
然熱了身，睇樓睇上癮，好像是非搬不可了。
又看中了另一個沒減價租盤，如今市況，無

減不歡，為了壓價，開出的條件是：「立即起
租，預繳租金一年」。究竟條數怎樣計？上屋
搬下屋，不見一籮穀，為了一個減價盤的吸
引，多作了無謂開支，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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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小食
各自都有不同心

思，最吸引我們的，還是不同方式
烹調出來的豬手，甘香軟滑，肥而
不膩，跟我們香港慣常吃到的南乳
豬手，別有一番風味，所以每次旅
遊台灣，吃豬手總是我們其中一項
重要節目。
好幾個月前，偶然在一家凍肉店
裏發現台灣包裝熟凍豬手，雖然平
日不大喜歡熟食的凍肉，還是忍不
住買來一試，果然沒有走失原味
呢，拆骨功夫尤其了得，連轉彎抹
角處的小碎骨也拆得乾乾淨淨，可
真不容易，因為通常貼住碎骨的肉
筋最富口感味道也最鮮美，保得住
軟肉筋的完整，廚師才算高手。
可是今後遊台灣，可沒勇氣再吃
豬手了，就是香港的台灣凍熟豬
手，也不敢再買了，誰知道今後吃
到的，會不會都是美國毒豬。
有人說這豬大可稱之為「台灣民
主豬」，大談民主的政府，連月來
台灣網台上鋪天蓋地反對輸入嚴重
影響生育能力毒豬的聲音，政府居
然充耳不聞漠視民意，照樣大開島
門引進瘦肉精，這豬便已戳破台灣
所謂民主的謊話。
力竭聲嘶了，不少市民含淚說
「無奈」，真是無奈嗎？
何不積極一點，索性由牠來，我

不吃，不就可以？跟台灣一個朋友
通電話，她們是平日無豬不歡那一
家人，主食便已轉吃秋刀魚。對
了，台灣秋刀魚全來自太平洋，比
日本同時可來自其他海洋的秋刀魚
還要正統。秋刀魚的好處說不盡，
不止含有令骨骼強健的維生素D和
讓血液清澈的DHA、EPA；此外台
灣還有同樣含有DHA、EPA和豐富
礦物質及維生素的虱目魚呢，秋刀
魚和虱目魚可說台灣海洋之寶，少
吃豬，多吃魚，反而令下一代成長得
更健康，家長們何苦擔心食無豬。
豬味雖好，台灣人除非真正吃到
本土豬，否則就轉換一下主流口
味，索性多吃魚吧。香港人還可以
吃到台灣秋刀魚，同樣美味的虱目
魚就望台興嘆了。

何必吃此豬

前些日我從澳洲回來，在
廣州一下飛機便被送進隔離

酒店住了兩周，解除隔離後坐上回家的車子，
一路向南返回深圳。看到在車窗外飛速掠過的
景色熟悉又陌生，霎時間就有了恍若隔世的感
覺。
去接我的歐巴平日是朋友圈裏有名的「飛車

黨」，大抵是為了讓我更仔細地感受一下在國
外念想已久的「家」，便放鬆了油門，換了平
常的車速。饒是如此，短短一個多鐘頭的時間
便從廣州回到了深圳。沿途滿眼都是鮮花盛
放，紅旗飛揚，國慶、中秋以及深圳特區成立
40周年的餘慶都還在清涼的秋風中飄蕩着。
或許是年紀大了愛懷舊的緣故，便想起了30

年前我從廣州到深圳，沿途都是土路，坐的小
巴更像是顛簸的小船。一路磕磕絆絆，又被賣
了幾次豬仔，晨早從廣州坐上車，天黑了才到
深圳，下了車，滿身的泥土飛揚，整個人像一
朵被沙塵暴摧殘了的小花。
在國外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慢生活，剛回到

深圳還有些許的不習慣。然而回想起來，過去
在深圳也是有過一段慢時光的。
我初到深圳的時候住在寶安，老深圳人都知
道，那時候，要到了上海賓館才能算是到了
「深圳」，若是有人告訴你他「出咗深圳」，
便可以知道他最起碼是去了上海賓館一帶的。
那時候的「深圳」還包括老東門一帶。我坐幾
個小時車「出深圳」最喜歡去的兩個地方都在
老東門，一個是西華宮的麥當勞，那是麥當勞
開在中國的第一家店，去了多要在長長的隊伍
後慢慢地排隊，然後買上一些炸薯條、炸雞塊
之類的零碎小食品，喝着可樂慢慢地品嚐，對
30年前的本呆來說，樂趣堪比去酒樓歎早茶。
在老東門我喜歡的另一個地方是解放路上的

新華書店，店很小，人很多，書很貴，買不起
書，便挑自己喜歡的，找一個角落慢慢地看，
看不完的書，在小本子上記下頁數，下回去了
再看。「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把深圳
變成了奇跡之城，令深圳建設起來奇快無比，
高樓大廈一片片地拔地而起，城市的道路四通

八達，後來從寶安到「深圳」不再需要坐幾個
小時的車，那家新華書店也消失了。
小小的新華書店消失了，大大的深圳書城卻

一個一個地建起來了。後來我喜歡去的地方變
成了深圳書城，尤其是中心書城。與中心書城
相鄰的還有深圳市圖書館和深圳市音樂廳。每
逢周末，在圖書館裏安靜讀書的，在音樂廳裏
專心聽音樂的，在書城的書堆裏看書、買書、
聽各種文學講座的人們，讓這座飛速發展的城
市奇跡般地放慢了腳步，在它的不惑之年到來
的時候真正變得沉穩而透徹。
我的師父胡野秋先生為這座奇跡之城創造了

一個新的奇跡：他的新書《深圳傳》在一個月
內連續四次印刷，剛擺上書城的展架便被一搶
而空，把《深圳傳》的總主編劉傳銘先生嚇了
一大跳，他做夢也想不到如今在「時間就是金
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還有那麼多的人喜
歡讀書，還有那麼多人在讀書。
而讓一座邁着大步快速走了40年的城市來

說，慢下來的最好途徑大抵是讀書了。

奇跡之城的快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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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是用來獎勵好人
的。一個人脾氣不好或鬼
使神差幹了壞事時，好運
就會倏地跑掉。一個在深
圳闖蕩的年輕人，開影樓

賺了些錢，後與人合股開起了很多過橋米線
分店。做得風生水起時，因他高調膨脹，脾
氣大漲，與合股人因結款之事開始交惡，數
年的交情很快煙消雲散。之後，好運便離開
了他，回到老家愈活愈差。後經人點撥才算
明白：當好人，不說假話、不做壞事，好運
自然會來。
最終，這位年輕人與連襟幹起了貼壁紙的

行當。他量尺寸盡可能幫客人節省材料，能
貼好決不貼壞，哪怕是僱主家一塊抹布，也
不隨便拿……僱主稱讚他的口碑在業內傳開
了，生意漸漸多起來，收入水漲船高，好運
又回來了。雖遠不如在深圳當老闆時威風，
但靠勞動吃飯，合理接單，與人為善，心氣
不再浮躁。也許，這就是「好人交好運」的
運數變化吧。
我在高中時教過的兩位學生胡和李，大學

畢業後經常在一起。胡品學兼優，為人謙
和；李性格開朗，人脈較廣。前一段時間，
一家大型建築公司要招聘一名工程預算方面
的工作人員，待遇與發展前景都很好。大學
裏的張老師想推薦胡，因他專業踏實，責任
心強，家中比較困難，比李更需要這個工
作，決定先把這個工作推薦給胡。
胡聽到張老師發來的好消息，特別開心，
真誠地跟好友李分享。那天下午，李就去找
了張老師，他說：「胡說自己根本不想留在
大城市，可老師給他介紹了工作，他很想拒
絕，又擔心老師沒面子。胡還說，仔細打聽
過那家單位了，並沒有老師說的那麼好，論
資排輩十分嚴重，一點兒都不適合他。」聽
了這些話，張老師心頭一驚，但沒動聲色。
後來，張老師通過其他同學，再次找胡談
話，確定胡根本沒有這樣說話，都是李在挑
撥。就在這時，張老師手裏又有一個不錯的
工作機會。他猶豫了一下之後，向對方推薦
了其他的學生，而不是李。張老師說：「李
同學為了自己的私利，連胡同學的工作機會

都要破壞掉，我真的不敢推薦他。」作家畢
淑敏說，運氣是心靈的閱兵。一個人多辦好
事，總會有好運找上門來；反之，好運即便
來了，也要躲着你繞道走開。
一個人不為名利肯幫助他人，卻不料那個

被幫助的人將一個絕好的機會—賜予幫助
者。我們在羨慕這個人輕而易舉獲得好運之
時，多半忘了他也許曾這樣幫助過很多很多
人，絕大多數都無聲無息地湮滅了，只有這
一次金光灼灼。但是，這樣的好事做多了，
誰又能說好運不會來呢？
一個姓吳的年輕人正在四處投簡歷找工

作。有一天臨近中午，他看見一家公司正在
招工，便帶着簡歷走了進去。主管人員讓他
放下簡歷，下午3點鐘再來面試。可當天下
午，吳即將走到公司路口時，突然看到一個
老人在馬路邊呻吟。這時已下午2點40分
了，他還是想幫助這個可憐的老人，面試的
事可以推一下。吳毫不遲疑地扶起老人，叫
了一輛出租車把他送到醫院。十幾分鐘後，
老人的兒子趕到了醫院，對吳連連表示感
謝。等吳來到公司之後，面試已結束。吳說
明了情況，主管人員頗為感動，破例請示了
老闆，老闆答應明早讓吳再來面試一次。第
二天早上，吳在公司卻遇上了自己所救老人
的兒子，對方也認出了吳，並再次握住吳的
手說：「太謝謝你了，昨天如果不是你，我
的父親就會有生命危險。我就是這家公司的
老闆，什麼也不用說了，不管你想應聘什麼
職位，總之我已聘用你了，我會根據你的專
長給你安排最恰當的工作！」
一個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

的是心底葆有足夠的善良，因為好人的真愛
是這個世間最為可貴的金子。很多時候，善
良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好運。譬如說，愛
笑的人，運氣總不會太差，難道愛笑也是善
良嗎？是的，從內心裏真的愛笑，可以判斷
這個人有較多的正面情緒，能傳遞愉悅和友
善，拉近心與心之間的距離。即使遇到困
難，也會樂觀對待，這就是對待苦日子那份
堅定不移的「善良」。
做好人，不是喊口號，而是能幫把手就幫
把手，能出把力就出把力，絕不幹拆台、使

壞的事情。有一位失意的年輕人，去拜見一
位大師，他說：「大師，這個世界實在太不
公平了，為什麼別人總是那麼幸運，而我總
是那麼倒霉？為什麼別人擁有崇高的地
位，而我卻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年輕人
表情凝重而痛苦，彷彿對世間的一切都充滿
了怨恨。
大師聽後，微閉雙眼，靜靜地說道：「你
的怨恨太重了，擋住了心中的無怨無悔，行
動的腳步總是姍姍來遲。」年輕人有些不明
白，懇求大師說得更具體、更詳細一些。大
師問：「你年少時有過夢想嗎？」「當然
有，而且還不止一個。」「那你實現這些夢
想了嗎？」大師問。「一個也沒實現。」年
輕人沮喪地說。
「怎麼可能呢？從你樹立理想到現在，已

過去十多年，十多年的時間，完全可以成就
一個人的夢想，你知道自己失敗在什麼地方
嗎？做任何事情，心裏無怨無悔才能一往無
前。當你羨慕別人好運時，總站在背後哀嘆
命運對自己的不公，或整天做白日夢而不去
行動。找準了方向，就要風雨同舟。好運往
往隱藏在逆境中，在逆境中行動能讓你絕處
逢生、柳暗花明；好運又往往是用心良苦創
造出來的。」大師回答道。
聽了大師的話，年輕人如夢方醒，從那以

後，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他總是勇敢地行動
起來。他學了駕駛，學了烹調，學了英語，
又學了會計，最後，還學習了擒拿格鬥。他
知道，好運是用心良苦創造出來的，自己一
連串的做多面手的準備，就是做一個上等好
人的全面素養所在。終於，年輕人找到一個
給某成功人士當貼身秘書的好工作。
沒有足夠的準備，哪兒來的好運氣？其實

心地善良、有正能量，這是人生準備的大底
子；而能力全面又認真靠譜，這是人生準備
的好面子。至於運氣來與不來，這就是對人
的心理素質的大閱兵了。在一個人看不到希
望時，不氣餒、不逃避，熱忱地與外界互
動，遇到任何人都能輕鬆地談話，依然頑強
地努力。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樂觀地積攢自
己的力量和本領，以開放的心態面對生活，
那麼獲得運氣的概率便會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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