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向不甚支持
爭取動物權益的團體
，覺得他們時常本末
倒置，寧願保護動物
，不顧人類的需要。
除非我們轉為素食，不用皮革製品，否則
一面吃肉，一面爭取動物權益，只是偽善
。就近日鬧哄哄有關熊膽的爭論，我的基
本立場是，如果真正有藥用需要，殺熊取
膽製藥無可厚非，不應反對。當然，殺熊
取膽時要人道點，減輕熊受到不必要的痛
苦。製藥界也應提出科學研究結果，證明
熊膽藥用確有功效，不可替代。殺熊取膽
真正是為了製藥治病，而非製造沒有科學
研究根據的所謂健康食品圖利。今次有關
熊膽爭論的焦點，涉及的商業機構不夠透
明，欲言又止，遮遮掩掩，難免給大眾有所隱瞞的
感覺。他們有些言論很違背常識，例如說，熊給抽
取膽汁後行動依然，感覺舒服。如果此說能夠成立
，主事者大可向其他動物提供抽取膽汁服務，讓其
他動物感覺舒服，說不定更能賺大錢呢。當記者問
熊給抽取膽汁熊是否會感到痛苦時，他們竟然反問
，你不是熊怎知熊感到痛苦？

既然抽取膽汁的養熊場可以接受記者和社會人
士參觀，為何要處處設限，只開放兩天，只安排幾
分鐘給外界參觀抽取膽汁過程，而且拒絕某些團體
參觀？他們不進行這些公關活動，大家對他們所持
的理據，最多是半信半疑，現今開放兩天，限制參
觀，反而令人覺得他們不夠誠實。

懷念周啟邦先生夫人，他們
常常打扮出位，吸引公眾目光，
帶來娛樂性。自周先生去世後已
不見此類鏡頭在社交或娛樂版出
現。

有人認為這是有錢人無聊的玩意，我認為這無
損於人，卻帶給自己和別人開心，並無不妥。

人生如戲，孩子很小的時候已喜歡扮演，扮超
人，扮怪獸，扮公主，扮王子……年輕時代也會扮
演自己的偶像，學他們穿戴和表情動作。到中年向
後，扮演停止，怕被人譏笑為老不尊，扮鬼扮馬。

其實如果兩老獨自居住，如果性情開朗，喜歡
搞笑，又何妨在家扮演一番？兒女有的是準備丟棄
的新潮服裝，你們是絕對不會買來穿的，何妨當作
消閒服裝在家穿着呢？只要不穿着上街，沒有人會
指指點點。於是只要把眼鏡除下，霧中看花，就會
看到有青春少艾在眼前晃動。你們好像時光倒流，
引起許多回憶，平添一番溫馨。更可以拍攝下來搞
笑一番。好處是不花錢，環保，使心境年輕，增添
生活姿彩。

如果有戲劇底子，更可以自編古今戲劇，或依
現成劇本，把整齣戲演唱出來。家庭生活的娛樂性
發揮到極致，不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麼？

我的專欄生涯，常有結束的
時候；每次結束，都會對自己說
：是真正的結束，永不再見吧！
然而，到了某個時刻，忽然又再
開始寫起來，一寫，又是一年三

年五年下去，沒真正的完，沒真正的了，這是緣分抑
命運？寫專欄於我，完全不專業，雖然我的博士論文
，就是 「專欄研究」，很容易給人恭維或取笑：他是
本港第一個 「專欄博士」哩。真窘，似乎做學術做到
以專欄為研究對象，實有點不務正業，不是應該認認
真真的找嚴肅文學做研究對象？

在這個公園仔一寫，也記不起有幾多年了，欄名
、筆名換了不少，居然還嘯眾加盟，一下子身邊老友
便如在同一間公司打工般，好不熱鬧。最後，老編居
然要求：用真名吧，我們要你的真名，老編命令，只
有聽。從此，寫來就縛手縛腳，因為以筆名發表慣了
，什麼話都可以說，至少老妻不知此人是我，不會老
盯着此欄，從中窺秘；用真名，壓力大得多。好了，
停下來吧。哈哈，第一次寫專欄給人叫停，這是我三
十多年的專欄生涯第一次！

也許，我瑣瑣細語的時代合該結束，我以真名示
人的日子也可以宣告收工，往後，便得開始投稿了。
沒有了框框，也就沒有了保護罩，也沒有了免死金牌
，每篇文章非精心炮製不可。別了，專欄，別了，我
的名字。



林
書
豪
火
了
，
他
的
人
氣

急
升
。
一
個
哈
佛
小
子
，
熱
愛

籃
球
，
以
青
春
的
活
力
，
敏
捷

的
身
手
，
準
確
的
三
分
投
籃
，

在N
BA

中
為
紐
約
人
立
功
爭
光

。
人
們
像
談
王
治
郅
、
姚
明
、

易
建
聯
般
談
他
，
因
為
這
行
不

易
見
到
黃
面
孔
。
但
人
們
又
不

像
談
出
自
中
國
的
王
治
郅
、
姚

明
、
易
建
聯
那
般
談
他
，
因
為

他
奶
奶
說
他
是
台
灣
人
；
他
爸

爸
說
他
是
台
灣
人
，
也
是
中
國

人
；
他
自
己
則
稱
是
美
國
人
。

網
民
很
有
興
趣
爭
論
他
該

自
稱
為
什
麼
人
，
又
喜
歡
拿
他

和
姚
明
作
比
較
，
還
喜
歡
假
設

如
果
林
出
生
在
台
灣
或
中
國
內
地
，
還
可
能
有

今
天
的
風
光
嗎
？

在
我
看
來
，
說
他
是
美
國
人
是
法
律
和
成

長
的
意
義
；
說
他
是
台
灣
人
，
是
上
幾
代
祖
輩

居
住
地
的
意
義
；
說
他
是
中
國
人
，
則
是
指
種

族
和
血
脈
的
意
義
。
再
說
，
林
書
豪
就
是
林
書

豪
，
和
誰
比
都
沒
有
必
要
。
至
於
討
論
假
設
性

的
問
題
，
和
籃
球
運
動
發
展
沒
有
什
麼
關
係
。

籃
球
運
動
愛
好
者
說
的
是
打
籃
球
愛
籃
球
，
說

的
是
身
材
不
算
高
大
（
林
身
高
一
九
一
厘
米
）

的
運
動
員
也
能
在
籃
球
場
創
出
奇
迹
。
林
書
豪

的
身
世
背
景
、
宗
教
信
仰
、
低
調
作
風
，
不
過

是
籃
球
之
外
的
花
絮
，
是
茶
餘
飯
後
的
談
資
，

這
些
和
人
們
喜
愛
的
籃
球
運
動
可
謂
是
兩
個
主

題
。

我
們
看
的
是
一
個
年
輕
人
對
籃
球
運
動
的

狂
熱
，
看
他
為
了
理
想
所
煥

發
的
風
姿
，
看
人
類
挑
戰
極

限
的
發
揮
，
同
時
祝
願
他
能

把
人
類
的
體
育
夢
想
發
揮
得

更
加
燦
爛
。
對
我
來
說
，
這

就
是N

BA

出
現
一
個
籃
球

小
子
林
書
豪
的
意
義
。



許
多
作
家
都
曾
因
為
種
種
原

因
換
用
新
筆
名
，
魯
迅
用
過
的
筆

名
甚
多
，
如
周
豫
才
、
周
樹
、
令

飛
、
索
子
、
索
士
、
迅
行
等
等
。

近
來
美
國
女
作
家
帕
特
里
夏
‧
奧

布
‧
恩
換
用
筆
名
推
出
新
作
的
事

，
成
了
新
聞
。
對
此
，
我
感
觸
良

深
。

英
語
中
有
個
成
語
，
那
是
說

不
要
用
封
面
來
評
斷
一
本
書
，
引

申
為
要
注
重
本
質
。
這
個
事
件
讓

我
們
看
到
，
正
是
供
應
我
們
書
籍

的
人
，
在
出
版
書
籍
時
，
所
採
取

的
卻
是
反
其
道
而
行
的
做
法
。

奧
布
‧
恩
女
士
已
經
出
版
過

五
本
小
說
，
第
六
本
《
裁
縫
》
在

出
版
商
那
裡
處
處
碰
壁
，
一
再
遭

到
拒
絕
。
後
來
她
的
經
紀
人
建
議

換
個
筆
名
。
真
是
好
主
意
，
三
天

之
內
就
賣
出
了
版
權
。
十
幾
個
出
版
社
拒
絕
《
裁

縫
》
的
原
因
是
她
前
一
本
小
說
的
銷
售
量
不
好
。

換
了
個
新
筆
名
，
查
不
出
前
科
，
於
是
硬
碰
硬
靠

書
的
本
質
碰
上
了
伯
樂
。
她
的
女
經
紀
人
稱
，
她

就
是
察
覺
到
此
書
遭
到
拒
絕
，
問
題
不
在
書
的
內

容
，
而
是
作
者
以
前
作
品
的
銷
售
情
况
。

D
oub leda y

出
版
社
印
發
了
三
萬
五
千
本
《
裁

縫
》
，
而
且
已
經
賣
給
了
五
個
國
家
版
權
。
經
手

審
閱
此
書
的
女
編
輯
說
，
在
編
輯
的
過
程
中
，
她

變
得
難
以
置
信
地
喜
歡
上
凱

特
·
奧
爾
科
特
（K

a te
A
l c ott

）

。
她
還
說
，
當
她
對
此
書
發

生
興
趣
，
曾
上
網
搜
索
，
沒

有
找
到
相
關
的
資
料
。
奧
爾

科
特
即
是
奧
布
‧
恩
女
士
的

新
筆
名
。

朋友聚會裡，一對
中法異國鴛侶，帶同他
們製造的 「跨文化」寶
寶見面。大家和兩歲的
可愛小孩玩得痛快時，
也同時在討論中國人與

法國人說再見的方式。
事緣這位法國朋友是大忙人，每次見面

，總有其他約會在身，要中途離席。離開，
總要說聲再見，法國人的再見，可不簡單。
法國禮儀，告別時當然要擁抱，再面貼面親
一下，然後握握手，說再見，卻突然記起有
些要事未講；認真多談一會，真的要走了，

再親一親，擁抱一下，依依不捨一番，再多說幾聲再見
，才叫告別完畢。

然而，在旁還有幾位朋友需要告別。
於是， 「告別儀式」重複幾次，最後真正踏出家門

，已是十五分鐘之後的事。
不過，法國朋友反駁，認為中國人說再見才真正莫

名其妙。他特意示範一次，坐在椅子上，突然站起來，
說一聲 「走了」，沒有眼神接觸，頭也不回便推門離開
。法國朋友瞪大眼睛問：這叫說再見嗎？

每個人都有他說再見的方式。我的方式，應該算是
簡單直接的。

不經不覺，在《小公園》筆耕，已有五年之久，多
年來有幸與各位交流，承蒙讀者不棄，今天終是告別時
。有緣再會，珍重！



雲
家
洛

再再
見

年
輕
人
總
認
為
死
亡
是
遙
遠
的
，
直
到
一
連
幾
宗

同
年
齡
朋
友
突
然
去
世
，
又
或
者
同
年
齡
死
者
有
幾
個

是
名
人
，
引
起
社
會
震
動
，
才
驚
覺
自
己
也
隨
時
是
名

單
之
列
。

最
近
美
國
的
雲
妮
侯
斯
頓
和
香
港
的
鳳
飛
飛
，
說

離
開
就
離
開
，
對
四
五
十
正
值
盛
年
的
人
，
那
種
震
撼

力
，
比
一
般
人
還
要
厲
害
，
死
亡
原
來
正
在
身
邊
，
不

是
別
人
的
事
。
這
個
年
紀
的
人
，
事
業
正
在
高
峰
，
孩

子
正
在
成
長
，
人
脈
正
在
經
營
，
各
方
壓
力
也
最
沉
重

。
透
支
了
體
力
、
睡
眠
以
至
生
命
，
自
己
還
懵
然
不
覺

。
人
在
高
峰
，
是
最
危
險
的
時
刻
，
忙
碌
之
際
，
往
往

超
越
了
分
界
線
。

更
何
況
，
外
在
許
多
的
試
探
引
誘

，
伺
機
而
動
；
而
內
的
私
欲
，
也
巴
不

得
積
極
配
合
，
以
證
明
此
生
不
枉
。
成

功
的
當
兒
，
酒
色
財
氣
和
交
際
應
酬
似

繩
索
纏
繞
，
成
了
奪
命
索
。

知
進
也
知
退
，
能
放
又
能
收
，
這

種
功
力
誰
做
得
到
？

惟
有
長
壽
，
成
功
帶
來
的
果
實
才

有
意
義
，
否
則
不
過
為
他
人
作
嫁
衣
裳

，
空
歡
喜
一
場
。
要
下
定
決
心
，
活
長

一
點
，
從
年
輕
時
就
要
開
始
實
施
。

但
中
國
的
帝
王
，
只
懂
從
年
輕
時

開
始
為
自
己
修
建
陵
墓
，
為
死
後
作
準

備
，
不
為
活
長
一
點
打
算
。
清
心
寡
欲

，
知
所
進
退
，
似
乎
就
成
不
了
好
皇
帝

。
歷
史
上
快
樂
的
皇
帝
不
多
，
長
壽
的

皇
帝
更
不
多
。
﹁奈
何
生
在
帝
王
家
﹂
的
感
嘆
，
不
但

末
代
君
王
崇
禎
帝
有
，
成
功
如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
也
深

感
一
切
是
空
。
也
許
成
功
和
長
壽
很
難
站
在
一
塊
，
乾

隆
皇
活
到
八
十
九
，
是
異
數
。

養
身
和
養
心
，
要
從
年
輕
做
起

，
健
康
知
識
和
嚴
格
節
制
，
缺
一
不

可
。
有
人
說
：
年
輕
不
享
受
，
長
壽

有
何
意
義
？
他
們
把
享
受
和
放
縱
混

在
一
起
看
。
在
瓜
棚
下
品
茗
看
鳥
，

是
養
生
，
也
是
享
受
。
在
夜
總
會
爛

醉
如
泥
，
就
是
放
縱
了
。

阿 濃
多多彩家居生活

葉特生
活活長一點

王 渝
她她換了筆名

黃子程別別了，專欄

姍 而
籃籃球小子

關

平

熊熊
膽
的
爭
論



舒 非
人人道主義獎 沒

有
看
報
道
，
還
不
知
道
電
影
《
雷
霆
戰

駒
》
裡
頭
，
演
主
角
的
那
匹
咖
啡
色
的
駿
馬
，

原
來
是
用
了
十
四
匹
馬
輪
換
拍
攝
才
拍
完
整
部

電
影
的
；
而
另
一
匹
外
形
更
加
俊
朗
的
黑
馬
，

則
用
了
四
匹
馬
來
輪
換
。
荷
里
活
大
導
演
史
提

芬
史
匹
堡
所
拍
的
這
部
《
雷
霆
戰
駒
》
，
為
他

贏
得
了
美
國
動
物
協
會
的
﹁人
道
主
義
獎
﹂
，

因
整
個
拍
攝
過
程
，
都
有
動
物
協
會
的
人
員
在

場
監
察
，
看
是
否
有
虐
待
動
物
的
行
為
，
史
匹

堡
不
但
沒
有
被
批
評
，
而
且
得
到

高
度
讚
賞
。

畢
竟
是
史
匹
堡
的
影
片
，
講

故
事
的
手
法
真
是
一
流
。
也
就
是

說
，
是
一
部
很
好
看
的
影
片
，
引

人
入
勝
。
雖
然
這
次
主
角
不
是
一

個
人
，
而
是
一
匹
馬
。

將
馬
拍
得
很
漂
亮
的
電
影
是

有
的
，
記
憶
中
有
《
靈
駒
》
，
還

有
大
衛
連
拍
的
《
沙
漠
梟
雄
》
，

那
些
阿
拉
伯
駿
馬
都
非
常
俊
美
。

但
是
這
部
《
雷
霆
戰
駒
》
，
還
拍

出
馬
的
感
情
、
馬
的
性
格
、
馬
的

內
心
世
界
；
拍
出
人
和
馬
的
關
係

。
在
電
影
裡
頭
，
馬
和
人
結
下
的

感
情
比
任
何
人
還
深
。

有
幾
場
戲
特
別
難
忘
：
一
是
這
匹
馬
首
次

幫
主
人
犁
地
，
那
是
一
塊
布
滿
石
頭
的
荒
地
，

沒
人
認
為
有
任
何
馬
能
開
墾
這
塊
處
女
地
，
但

是
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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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經常聽前輩們提及
老香港的生活，了解到 「老夫子」、 「大蕃薯」是
經典漫畫人物，不過，參觀了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
舉行的 「烏龍王——漫畫家雷雨田文物選粹」展覽
，這才發覺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還有另一位
漫畫人物 「烏龍王」，盛行於省港澳甚至東南亞。

《烏龍王》是已故漫畫家雷雨田（原名雷熾桃
，1926-2008）的作品，以幽默諷刺的手法描寫主
角王龍烏面對社會眾生相的反應。由於漫畫極受歡
迎，曾被搬上大銀幕，由梁醒波（飾演王龍烏）、
羅艷卿、鄭君綿、鄧寄塵、譚蘭卿等主演的粵語長

片《烏龍王》系列，也許能喚起一些年長人士的回
憶。《烏龍王》、《烏龍王發達記》、《烏龍王飛
來艷福》、《小寶寶七戲烏龍王》等電影，讓王龍
烏、尖嘴茂、何必笑、連容騷等角色深入街頭巷尾
、家喻戶曉。

《烏龍王》針砭時弊
香港文化博物館助理館長（自然歷史／考古）

岑佩玉介紹說，《烏龍王》是雷雨田早在一九四六
年於廣州《針報》已推出的漫畫，一九四九年雷雨
田來港，繼續於香港的《中聲報》、《漫畫日報》
、《娛樂新聞報》及《真欄日報》等報章刊載。
《烏龍王》是透過 「王龍烏」這個穿唐裝的肥胖人
物，批判戰後廣州社會不公平、揭露官員無能腐敗
、反映民生疾苦，卻以搞笑趣味的腔調來繪畫，深
受南中國一帶讀者歡迎，四七年推出的單行本至廣
州、香港，每期銷量高達十萬冊。

展覽在雷家捐出的八十件文物中選出五十件展
出，包括刊登雷雨田漫畫的報刊、漫畫手稿、書籍
插圖、雷雨田其他小說作品及手稿等。漫畫之中，
不只是《烏龍王》，還有每日完漫畫 「福伯」，四
格漫畫《小妹妹》，以及《神童大頭仔》、《烏龍
仔》、《尖嘴茂》、《盲公保》、《何家父子》等
，展場亦有展板展示雷雨田的生活照、工作照，亦
會播放《烏龍王》電影片段，加深觀眾對漫畫的印
象。這些漫畫大都是黑白為主，很少套上單色，但
一些單行本則有彩色封面。

岑佩玉補充說，雷雨田是多元化創作人，隨着
《烏龍王》漫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停刊後，他淡
出漫畫界，轉而寫小說，著作有《國恨家仇》、
《嶺表孤忠》及《南天抗敵記》等，雷雨田又撰寫
影評及兼任電影宣傳工作。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退
休，並移居加拿大。

12歲畫漫畫刊報章
開幕禮當天，雷雨田許多親友雲集現場，相聚

懷舊一番。雷雨田家族代表雷煒坡（《明報周刊》
前總編輯）憶述五叔雷雨田的一生，他說，雷雨田
的漫畫第一次被刊登在報刊時，他只有十二歲；五
叔被報界才子陳霞子賞識，加入了報界。雷雨田由
報館的雜役、校對，慢慢成為助理編輯，以至編輯
，最初生活清苦，晚上睡在報館寫字枱上。一九四
五年，雷雨田在香港的《中國日報》任電訊版編輯
，為港聞畫漫畫，一九四六年於廣州創造了《烏龍
王》漫畫，至今改編成七部電影。雷煒坡認為，雷
雨田從沒入讀美術學校，為人非常謙遜，從不炫耀
成就。

雷雨田太太表示，雷雨田通常用點墨水的鋼筆
來畫畫，創作的地點有時在家中，有時在報館。雷
雨田的兒子雷浩然表示，他從事科學方面的工作，
並沒繼承父親的畫畫天分，小時候讀書時也看見父
親畫畫，但對其影響則不記得了。雷浩然說，父親
很少講自己的事情。

雷雨田的女兒雷欣然對父親的印象卻非常深刻
，她告訴記者： 「我在報考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時
，告訴考官，因為爸爸是漫畫家，我也愛畫畫，對
方問我父親是誰，我說是畫《烏龍王》的雷雨田，
他完全知道，是同一代的人。」

雷欣然記得，小時候常看着父親畫畫，自己也
興致勃勃地畫起來，還自言自語： 「我將來也要做
畫家。」父親便鼓勵她要好好畫。後來讀藝術，自
然亦是受父親影響。她認為父親的漫畫很有電影感
，每幅都會轉換不同角度。說到父親的為人，雷欣
然動情地說： 「他熱愛和平，個性溫和，從不吵架
或發惡。」

雷雨田為人低調，雷欣然說，父親去世後才發
現他保留了自己的作品，部分更是在洗手間洗手盆
下面的櫃內，幸好還沒有變壞。她覺得這些文物最
好是在博物館內保存、研究，也可與人們分享。

「烏龍王——漫畫家雷雨田文物選粹」展覽，
即日至六月四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二樓迴廊展出。

烏龍王數度搬上大銀幕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創典舞台主辦之 「大溝細細溝大——龍鳳情長版」 ，晚上八時
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演出。

■觀塘民政事務處及觀塘西分區委員會主辦 「觀塘西分區金曲靚
聲演唱會」 ，今晚七時半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香港上海戲曲藝術協會主辦 「四大名旦後起之秀——京劇梅尚
程荀專場」 ，今晚七時半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

■ 「藝術領地——謝克作品展」 正在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
，今日為展期最後一日。

■ 「時間巨輪——光影香江百年情」 展覽現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展
覽廳展出，展期至下月四日。

■展覽 「慰安婦招募」 現於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展出，展期至五月
三十一日。

漫畫家雷雨田文物展出漫畫家雷雨田文物展出漫畫家雷雨田文物展出
▲雷欣然（左起）、雷煒坡、雷雨田太太、康文署副署長（文
化）廖昭薰、雷浩然、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在展覽開
幕禮上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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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真欄日報》刊登
了雷雨田的《烏龍王別傳》漫畫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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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漫畫，雷雨田也撰寫小說，這是《國恨家
仇》手稿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