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炷香」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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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有歲初
上「頭炷香」的習
俗。新春來臨之
際，亦即是除夕夜

（年三十晚）凌晨邁進大年初一
之時，向神靈奉獻的「第一爐
香」，表達信眾的虔誠和祈求新
年事事順利之意。
在香港已有99年上「頭炷香」
習俗的嗇色園黃大仙祠，今年剛
好踏入100周年，卻因應新冠疫
情，配合港府「限聚令」，首次宣
布在年三十晚封園，改以電視轉播
及網絡直播形式，閉園進行「頭
炷香」科儀，替廣大市民祈福。
嗇色園自1921年擇地（竹園）
建園以後，善信愈來愈多。在上世
紀三十年代，由於牴觸當時的廟
宇條例，黃大仙祠曾經一度關門。
不過，每日在殿外遙拜仙師的善
信仍絡繹不絕；當時幸獲官紳周
峻年爵士幫忙調解，最後廟宇得
到特許，每年正月將大殿開放供信
眾參拜。
1935年正月，嗇色園的大殿再

次開放讓公眾參拜。當時香火非
常鼎盛，在農曆新年上「頭炷
香」亦漸漸演變成為一種習俗，
至今歷久不衰！
按黃大仙的傳統，每年年三十

晚舉行科儀，由嗇色園黃大仙祠
監院李耀輝博士（義覺）道長主
持，帶領一眾經生在道壇誦經及
進行科儀，然後計準時辰在午夜，
由監院上三支香，所謂「道」、
「經」、「師」的三支香。

「頭炷香」即是「第一爐
香」，一般人認為新年向神明奉
獻的「第一爐香」功德最大，後
來演變為人人「爭頭彩」上第一
炷香，以示虔誠。
上「一炷」清香，「一炷」即是

三支，表示「尊三清」，亦有「三
陽開泰」之意。道教以左為善，用
左手上香為吉利。三支香要插平、
插直，間隔距離不超過一寸寬。
第一支香插在中間，表示敬「玉清
元始天尊」，代表「道」；第二
支香插在右面，表示敬「上清靈
寶天尊」，代表「經」；第三支
香插在左面，表示敬「太清道德
天尊」，代表「師」。
農曆新年的時候，許多善信喜歡

年初一凌晨到黃大仙祠搶「頭炷
香」，以求開運、來年順利。其
實，「頭炷香」這習俗，是善信將
自己的心願傳達給神靈，希望神
靈能夠感應，並實現自己的願
望，是人們對未來憧憬的一種表
現！在世局混亂及疫情反覆的今
天，相信大眾的「頭炷香」心願，
都是國泰民安，世界和諧，身心安
康，可以開心工作度過每一天！

大年初三適逢情人節，
也是恩愛夫妻王祖藍李亞男
結婚6周年的鐵婚紀念……
去年12月家中再添小公主，

搞笑的祖藍笑言兩位女兒的名字有點像
樓盤，「大女兒叫天韻（Gabrielle），因
為我愛音樂，她在媽咪肚中聽流行音樂無
反應，聽音樂劇就開始踢，我感到她是天
生懂音樂，是天上來的音韻；細女在疫情
底下懷上，外面大風大浪，她安然成長，
我叫她海靜，也可以紀念上海出世，哈哈
哈，多一層的意義！」
生產後的亞男恢復得很快，她說，「我

幸運長得夠高，懷孕沒有那麼辛苦，醫生
說女兒兩歲的身高屬亞裔最高的群組，她
的高度在網上也受到超過3億人的關注。
她兩歲已經85cm是爸爸身高的一半，老
公正擔心女兒12歲怎辦？我自己每生一個
長高了1cm，老公叫我不要生太多，哈。
結婚6周年發覺簡單就是快樂，祖藍是個
一言難盡的老公……他細心，他對雙方的
家人都好照顧，他有主見、靚仔、有才
華，在我心中他是非常高大的！」
在祖藍心中亞男是個200分的太太，
「人生中就是要找一個與他在一起，每
日都見恩典的人，亞男就是了！」
新婚時曾拋下太太到內地拍劇3個月，

令到亞男情緒不穩，自始祖藍再沒有接
拍新劇，只參與綜
藝節目，與家人一
起最開心，一方面
工作一方面敘天
倫，而且大女兒Ga-
brielle已有粉絲哩！
但，傳聞4月份他會
回娘家與蔡思貝張
振朗合作拍搞笑古
裝劇是真的嗎？

「正努力計劃中，但，現在要去商討平
衡綜藝與戲劇節目的擺位……」
2021年1月21日許濤主席宣布曾志偉

出任TVB副總經理兼行政委員會特別顧
問、王祖藍當首席創意官，當中最大考
慮是什麼？「在此期間我在內地發展得
較成熟，最大考慮是要捨棄一些內地的
事情，我有點猶疑，但是副總經理一再
游說指有機會為香港觀眾服務，要把握
這個機會，在內地錢係賺唔晒！獎門人
一向做事認真，以前拍賀歲片已經是天
昏地暗，我笑他為何退休時才接手一份
新工？……其實我和他一樣希望服務香
港觀眾，這是最大心願！」
「其實現在香港多了兩個免費電視台，

見到好多有火、有誠意的節目，可惜今年
遇上疫情，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希望
將在內地學到的知識去開創更大市場和空
間。對於汪阿姐提出要減少山頭文化、包
容所有人，她早已經對我講了，現在最重
要是團結公司上下。我回來後日日都要回
辦公室，我都是一名員工打一份工，希望跟
同事一起分享和成長，就如婚姻一樣！」
亞男怕老公太忙嗎？「不能介意啊，怎

能要他陪伴、又要賺錢買東西給自己，
有得有失的。今年6周年紀念，暖爸暖媽
一如既往坐船和登上高塔慶祝，「好感恩
我們的婚姻過得平淡而快樂，我們每天都

會講I love you 、Miss you !亞
男在睡房，我入廚房都會掛念
她，好大件事！所有糖尿病人
都要迴避啊！哈哈！」
真令人羨慕，這個才子佳人

的動人故事，多謝祖藍願意放
下內地很多的發展事務回歸香
港，渴望志偉和祖藍這一對夢
幻的獎門人組合牛年更發威！
這是香港觀眾之福！

暖爸暖媽王祖藍李亞男
是日大年初五，公眾假期結束，政府部門及
不少公司都在今日正式開工。文公子謹祝大家
牛年進步，身壯如牛，心想事成！
時逢疫情未平，政府抗疫無方，酒樓無晚

飯，旅遊飛不得，頭炷香禁上，賀歲片關門，煙花不放，花
車不遊，以往新春的流行節目，統統下架；年宵市場也幾乎
搞不成……專家們更不鼓勵人群聚集，連春節放假在家相聚
都要避免。
過年前，有傳政府終於有意在年初七開放禁令，酒樓餐廳

的晚市堂食，可放寬至4人一席，10時收市。然而，團年
飯、開年飯，甚至情人節，都是以往餐飲業的業務高峰期，
到年初七後，恐怕一切已歸平淡，業界只好徒歎奈何。
其實餐飲業一向非常配合政府的抗疫防疫措施，一進酒樓

餐廳快餐店，就有員工提醒大家量體溫，「安心出行」也早
已就位，開一半座位，兩位一席，適當距離間隔，絕大部分
經營者也一直遵守；而在第四波爆發以來，已甚少聽到酒樓
餐廳群組，可見業界的努力。其實，新春期間，參考午市的
情況，准許餐飲業晚市多開放幾個小時堂食，由2人一席增
加至4人一席，只要繼續做足防疫措施，爆發疫症的機會不
會劇增，但對業界來說就可以賺賺救命錢。
再者，雖云沒有酒樓晚上堂食，中國人傳統的年夜飯、開

年飯等，根本不會不舉行，但只會變為在家中同食。然而，
相信安坐家中時，不會有很多人仍然會長戴口罩，時量體
溫，人人保持3呎社交距離更應是天方夜譚吧？現時家庭聚
會，流行圍爐，共享盆菜，高談闊論，觥籌交錯，爆發疫症
的風險，反而大為增加。
政府的防疫措施，由去年12月中開始推行，卻一直延

長，至年初七才有機會放寬，期間已經歷兩個多月。其實自
從第三波爆發，市民已經開始產生抗疫疲勞，當日一開放禁
令，就紛紛離家外湧，因此也間接令第四波產生。新春期間
繼續推行禁令，可能有機會減少爆發，但其實也迫使市民更
添抗疫疲勞。如果在新春期間，已經有限度放寬晚市堂食限
制，因勢利導，反能及早對市民的抗疫疲勞壓力稍作緩解，
又能再進一步繁榮市面，才是一條好橋。
政府拖到初七才放寬防疫措施，恐怕只會再次點燃市民累

積了兩個月來，包括冬至、聖誕、新年、團年、開年以至情
人節都未能盡興的抗疫疲勞，絕非良策！
大家還是做好防疫，自求多福好了！

應及早疏導抗疫疲勞

又到新的一年，
先祝大家牛年百業
興旺！今年的新年

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容易過年，
所以難說出一句恭喜發財利是𢭃
來；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年初七晚
上限聚令可放寬四人一枱，有食
飯的機會了，總好過多個月來沒
有機會晚上共聚，食市差不多每
一間的老闆都會感覺希望良好！
至於其他行業仍然沒有機會站
起來，娛樂圈唯一有關係的放寬
限聚令便是電影院重開，這兩天
開始接到電影公司電郵來的電影
宣傳資料，大家洶湧而至紛紛為
之前梗塞的電影產品作最大最快
的推銷，這個感覺雖然良好，但
是否最實際呢？有電影院重開可
以令到電影院的工作以及工作人
員能夠有正常的生活，但是否這
樣能夠令到電影有更多機會重新
開始拍攝？因為娛樂圈的變化並
不只疫情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互
聯網的影響，隨時隨地用手機上
網尋找便可以找到任何一套電影
觀看，這方面是最大的影響，影
響電影院的生意不在話下，影響
電影發行賺錢的機會最為深遠。
另外，在疫情之前已經有影響
的便是內地收緊香港人員的拍攝
數量，這個也令到香港演藝界的
幕前幕後工作者遇上難題。但相

信這個問題暫時也沒有解決的方
法，因為內地也有很多幕後的工
作人員需要工作，而香港市場實
在太過細小，700萬人的數目實
在不是太多，所以香港不能製造
一些屬於自己本地的小品電影故
事，因為支持者不多，所以往往
拍攝的電影題材都以吸引內地觀
眾去創作，這樣香港的電影文化
便慢慢減少，因為基本成本拍攝
電影至少也要五百萬元，但你有
幾多人會到電影院看香港的小品
電影呢？所以在成本效益當中也
不能有平衡的情況，如果香港娛
樂圈只顧產品出產之後望向內地
市場，而不是為了香港拍攝，當
然也會影響香港娛樂圈市場拍攝
的地位，這樣下去究竟香港的娛
樂圈可以走到什麼層面呢？慢慢
的變化是否真的一個國際都會將
完全失去了自己生存的能力？
我不是玄學家，我相信的是若

果尋找求生的本能，暫時來說在
娛樂圈也需要一些大老闆肯嘗試
發展一條屬於自己本地香港小品
的電影路線，或者拍攝的成本減
低，收入便有機會提高，若果電
影只在香港播放，真的不能夠平
衡收支，所以要靠一些有錢的電
影人肯作出一些比較不是大製作
的投資項目，才能有機會繼續經
營香港娛樂圈電影市場。

恭喜發財利是𢭃來難說出

一位女性朋友結婚才兩年多，卻
經常跟我們說起她的煩惱。並不是
丈夫對她不好，也不是別的什麼煩

惱，而是她跟奶奶的關係鬧得愈來愈僵。當然，
婆媳關係不好，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們
從她抱怨的話中，能夠看到她自身性格也有很大的
問題。她總是說，我奶奶真是不知好歹，我待她這
麼好，非但沒有感激我，還處處挑我的骨頭。
她說的待奶奶那麼好，在旁人看來也是一些平

常事——逢年過節買件衣服和保健品、生病時帶
她看病。說實在的，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但
是，在她的認知裏面，總是覺得她給了奶奶很大
的恩惠。奶奶卻沒有像她期待中那樣感激她。天
長日久，不滿的情緒就積累成為怨恨。也許婆媳
關係緊張，不只是一個人的原因。讓我們能夠看
到，她這種觀念——總期望別人感激，是很難和
別人處得好的。

施恩於人，莫求回報。這才是給予的最高境
界。如果我們做好事，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賞，
做了每一件小事，都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回報。
這樣的給予有什麼意義呢？無異於一種變了形式
的交易而已。施恩於人，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既
然決定要待別人好，那我們的心應該是寬容的、
慷慨的、無私的。忽然想到一個作家說過這樣一
句話：凡事想要別人感激，是必然要失望的。以前
我也不大理解這句話，我做了好事，別人感激我，
這不是情理之中的嗎？為什麼會必然要失望呢？
細想，其實這包含着很大的道理。我們做了好

事，別人感激我們。這份感激是從別人的角度出
發的，他會怎樣感激我們，這份感激的程度不是
我們所控制的，這是客觀的事情。但是，如果這
份感激是從我們自身這個角度出發，是我們去期
待別人的感激，那我們就可能會高估自己所給予
的恩惠，覺得自己功勞很大。那麼，也許別人已

經給了感激，卻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程度，一樣
是造成我們的心理落差，便產生了失望。不由得
佩服說出這句話的作家，因為她看得透徹。
是呀，總是想要得到別人的感激，必然要失望

的。一樣的道理，施恩於人，時時祈求回報，也
是必然要失望的。什麼叫做施恩呢？這應該是一
種很美好的給予。是慷慨的、淳樸的、溫暖的，
我待你好，是因為我很希望你能得到關懷，而不
是出於別的什麼目的。這才是善心和施恩。如果
我們總是想要別人的回報，我們有了這樣的私心
和意圖，我們就會不滿於別人的感激，還想要更
多。這樣的施恩，不僅對別人來說沒什麼意義，
還給自己帶來心理負擔，積下怨氣。施恩於人，
莫求回報，不僅在婆媳關係中應如此，在我們任
何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都適用。嘗施恩予
人，但願我們都能夠，滿心歡喜地給予，去享受
給予的快樂。

施恩於人莫求回報

惟願度日如年
今次過年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都

是一個最不折騰的年。自成人以來，
幾乎很少有安安靜靜呆在平時工作的
城市過年的記憶。以往此刻大都人在旅
途，不在路上，就在天上，或在水上。
今年基本上都按捺不動，小到城市，

中到國家，大到世界，莫不如此。一方
面是政策導向，另一方面也是大家的自我保
護，大家經過痛切的體會，深刻認識到這年
頭坐在家裏最安全。所以今年的春節，全體
公認的主題詞是一個字：宅。
宅在家裏，宅在小區，不宅時也至多逛逛

本城景點，抑或去影院看爆米花電影。去年
一年倒閉了不少影城，但過年這幾天，排隊
看電影成為一大景觀。大年初一，七部新片
上映，第一天就創造了中國電影單日票房17
億元人民幣的新紀錄。影院經理大都喜出望
外，他們總結為「報復性觀影」，因為大家
都憋了一年，快憋壞了。照此勢頭，一個春
節檔下來，大有填滿往常全年票房的可能。
我的春節，選擇宅在書房，翻翻久違的書
卷，還有醞釀已久的書稿也該動筆了。這麼
讀讀寫寫，日子似乎過得既慢也快。慢是沒
有到處趕場子，不用着急上火地滿世界亂
竄；快是還沒覺得讀完多少頁、寫完多少
字，又到了吃下一頓飯。
感受了幾天，頓然喜歡上這樣的生活，甚
至喜歡一直這樣「度日如年」。慢下來過年
的好處是，開始審視起春節本身的內容了。
現下過年大都是稀裏糊塗過的，每天應該

怎樣，沒多少人考慮。但其實在從前，過年
每天的內容和主題都是不同的。從初一到初
七，分別叫雞日、犬日、豚日、羊日、牛
日、馬日、人日。人們會在這一天，將習俗
的重點分配給相應的動物與人。
這個做法來源於女媧創世，據說當年女媧
先用六天造出了雞、狗、豬、羊、牛、馬，
積累了經驗後，在第七天造出了人。也許人
是最後造出來的，所以他比前面七種動物都
要複雜，最主要是有了思想。極有意思的
是，西方的《聖經》也有「創世紀」，上帝

用五天時間創造了光、空氣、樹木、星月、
魚與飛鳥。第六天造出了人。表面看上帝造
人好像比女媧少用了一天，其實不然，上帝
造人用了兩天，第一天造出了一個男人，第
二天用男人的肋骨又造出了一個女人，這就
是亞當和夏娃。所以，東西方殊途同歸，都
用了「七日」讓這個世界露出雛形。
我經常好奇，在那個沒有任何通訊溝通的

年代，遙遠的女媧和上帝沒有商量，就不約
而同地一致用七天來創世。這個偶合簡直神
奇之至，而且不可思議。
從初一到初六的六畜之日如何過，已不可

考。但初七的「人日」習俗，卻有相當多的記
載，而且很多農村地區一直沿襲至今。所謂人
日也就是人的生日，這種說法由來已久，至少
在兩千年以上。漢朝的東方朔在《占書》裏
說：「其日睛，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後來
的《燕京歲時記》裏說得更明白：「初七日謂
之人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生繁衍。」可見
這一天不但重要，而且老天還得幫忙。假如天
氣不清明，甚或下點小雨，都會讓人惶恐不
安。因為在古時候，繁衍是頭等大事。
搞不清來歷，不妨礙咱們照着過。中國雖

大，但地不分南北，一般都把過年定格在從
除夕到初七，所以民間向有「七不出，八不
歸，九九出門一大堆」的說辭，也就是說初
七這一天是不出門的，只在家裏陪家人。而
到了初八，必須出門走動，不到晚間不歸
家。初九的日子出門在外會有鴻運當頭。
我不知道這個習俗是什麼時候丟掉的，反

正在我們小時候是不過的，至少沒人提這個
「人日」，大約跟我們近百年來，不重天地
人有關，人日的習俗竟然為人所忘，也就不
奇怪了。可是在鄉間，初七日是滿隆重的。
隱約記得小時候在皖南老家的涇縣，住在舅
舅家，初七一早被叫起來，把我們一幫小傢
伙聚到一起，在祠堂前的打穀場上置放了一
個大秤，讓我們坐進籮筐，像抬稻穀一樣抬
起來，然後記下每人的重量。長得愈快的，
自然誇獎愈多。而我只是偶爾回鄉，無法與
上年重量比，所以也就稱完拿了糖果直接跑

開了。最好玩的是，我有一個小舅舅，和我
哥哥差不多大，在我眼裏也是一個大孩子，
他也煞有介事地坐進大秤下的籮筐，讓人稱
起來，掌秤者訓斥他一年不如一年，結果在
一片哄笑聲中，悻悻而去。前幾年返鄉，此小
舅居然已經不在了，給兒子蓋好了三間婚房，
自己年紀未老就歸了塵土，想來真是唏噓。
想來成人世界原來也無非如此，一代人像

老母雞一樣下出蛋來，孵出小雞，然後自己
早早地就謝了幕，小雞又開始新的輪迴。人
類大約就是這麼循環往復的。所以一個人無
論什麼時候，都要回望來路，不能把自己的
出發地忘了。隋代的薛道衡就寫過一首很著
名的《人日思歸》，詩曰：「入春才七日，
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剛過完年，就思歸了，如果不是人日，恐怕
也難有如許感慨。而思念之情雖在春花綻放
之前，但真的歸家一定要落在大雁南歸之
後。這就是人在旅途的無奈。家鄉親人雖常
在念中，但要付諸行動，卻也不那麼容易。
如今都已經現代化了，交通那麼發達，但火
車站不仍聚集大批回不去的遊子嗎？
但無論是否回得去，「人日思歸」總是更

重要的，有了思歸之心，有時也等於回去
了。人日，其實是老祖宗在提醒我們，時刻
不要忘記自己作為「人」的身份，而依託春
節的特殊日子，效果自然超過尋常日子。春
節的聚合力是神奇的，超越一切權力的約
束。比如現在的各大城市紛紛發文禁放鞭
炮，但民俗的巨大慣性是無法抵擋的，這幾
天在深圳，時不時還能聽到零星的鞭炮聲，
讓人想起「爆竹聲中一歲除」所言不虛。無
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鞭炮都是春節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假如剝離了這些符號化、儀式
化的內容，春節就是一個空殼。
我們老是擔心今天的年輕人去過洋節，卻

不反思我們自己親手在閹割我們自己的節
日。人日多做些人事，這個世界會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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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法家協會
去年開始籌備在香
港中央圖書館舉辦

《港穗滬書法名家大薈展》，原
定1月27日開展，結果因新冠疫
情無法如期舉辦，於是轉為在網
上展覽。
在網上舉辦書畫展是近年藝術
界出現的新鮮事物。大多數人並
不了解網上展覽是怎麼一回事，
筆者特意撰文向讀者介紹。有一
個網展的3D應用軟件，虛擬了
幾個展覽廳。這些虛擬展廳和真
實的展廳一樣，四面有高大的展
牆。開展時，只要將需展出的文
字、圖片等通過電腦在線錄入，
並編排好位置，便可以令一幅幅
作品「掛上」牆，和我們平常實
展一樣。參觀網展的人啟動程
式，便有操作提示，教觀眾如何
參觀。觀眾只要依指示操作，便
可以隨意選定一個展廳入內觀
賞。觀看作品的距離和角度也可
隨便調整，也可選定一幅作品全
屏幕觀賞，大有親歷其境的感
覺。這種網展特別適用於天天看
智能手機的人士，隨時隨地都可
以上網觀賞，豈不快哉！
參觀網展時，看到自己喜歡的
作品，可以截屏加以保存，比去

展覽自己拍攝還方便。
現在喜歡藝術的人愈來愈多，

通過參觀網展學習藝術變得非常
方便。只要識上網，遠隔千里，
一樣能拜師學藝。
藝術家創作的作品，還可通過

網展銷售和拍賣。藝術品拍賣公
司可將要拍賣的書畫作品在網上
預展，讓買家提前看到拍賣的字
畫，網展分分鐘變成網拍，這對
促進藝術品市場流通大有裨益。
3D網上展覽支持多終端設備自

由使用，在手機上看會略為遜
色，如果在大屏幕電腦上看，效
果會非常理想，我想，以後網展
必定大行其道。
這次《港穗滬書法名家大薈

展》是由廣州雙年展文化傳播公
司製作，有興趣的讀者可通過掃
描下面的二維碼（見圖）可進入
參觀。

●王祖藍李亞男一家四口幸福
美滿。 作者供圖

●農曆年到嗇色園黃大仙祠上
「頭炷香」已成為我們一種民間
習俗，至今歷久不衰！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