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物染人 李丹崖

本港戲院在上世紀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進
入鼎盛期，大小近二百
五十家，大致分為三線
，粵語片、國語片及西
片，芸芸戲院，有兩家

值得一談，其一是北角英皇道的 「璇宮」，
後改 「皇都」，另一是灣仔道的 「國泰」。

《大公報》前副總編輯、詩人、作家陳
凡曾作《觀荷花舞》詩一首： 「盈盈細步起
螺紋，香鬢微涼辟俗氛；羅袂飄飄疑有夢，
胭脂淡淡似無痕；最宜明月銀星夜，若怯清
風玉露晨；忽報凌波歸去也，宓妃曾否是
前身？」

這詩是他在璇宮戲院觀看中國民間藝術
團來港演出的其中一個節目《荷花舞》後有
感而作。

一九五六年中國民間藝術團訪港，在 「
璇宮」演出，哄動一時，當時社會氣候，不
是每家戲院都願意接待內地團體， 「璇宮」
敢為他人之先。中國民間藝術團是一九四九
年建國以來第一個來訪的國內藝術團體，作
為文化藝術交流向外接觸，吸取各方面經驗
，藝術團的組成，直接受周恩來總理垂注，
要求最好劇目、最佳人選。售票當日，清晨
已大排人龍，各日門票，首天售罄，出人意
料的熱烈反應，引起很大的回響。

自一九四九年，內地及本港兩地文化隔
絕，這是港人首次接觸建國後的文化藝術狀
況，精彩的節目表演每場爆發高潮，京劇《

三岔口》兩人客店摸黑廝殺，武打場面叫絕
，觀眾看得口呆目定；北方的《獅子舞》有
四條腿，是獅子的全形，與南方舞獅大異其
趣，觀眾大開眼界；福建舞《採茶撲蝶》，
活潑野趣；朝鮮族《扇舞》，以及新疆《薩
巴依舞》優美與熾熱感人；最受歡迎的《荷
花舞》將觀眾帶入夢幻仙境，使詩人詩興大
發，寫下了 「羅袂飄飄疑有夢」、 「若怯清
風玉露晨」等佳句。此舞由著名舞蹈家戴愛
蓮親自編排，往後多少年仍聽人談起。

中國民間藝術團的演出，釋除港人對建
國後在文化藝術、傳統戲劇傳承的若干誤解
。璇宮戲院往後走藝術演出的市場路線，邀
請歐美著名樂隊、音樂家、歌舞團登台，經
營方式與電影院有別，後改為皇都戲院，亦
已結業多年。戲院的歐式建築風格全港獨有
，有聲音要求列作建築文物保留。

國泰戲院也有自己的個性，這家戲院一
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開業，位於灣仔道近公
園仔。全港戲院近二百五十家，只有兩家放
映過蘇聯電影， 「國泰」就是其中一家，冷
戰年代，蘇聯視為 「鐵幕國家」，沒有電影
商代理影片，電影商不願接觸敏感問題，一
部名為《幸福的生活》的蘇聯影片卻突破缺
口，獲批進口，國泰戲院願意安排上畫。《
幸福的生活》描述蘇聯集體農莊生活，以一
對男女愛情故事帶出農莊愉快生活。上映時
出現旺場，進場觀眾相信是認同新中國的信
仰的市民，電影中集體農莊全都以拖拉機耕
作，收割機收割，打穀機打穀，比之中國人

力耕作，農業機械化的方式是未來的中國夢
想，吸引寄望中國強盛起來的觀眾。廿多年
後，才有另一部蘇聯影片在尖沙咀景星戲院
上映，被認為是 「修正主義」作品。上世紀
五十年代至今，本港僅兩部蘇聯電影上映。
最早一部就在 「國泰」。

國泰戲院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映越劇電
影《梁山伯與祝英台》，著名越劇演員范瑞
娟飾梁山伯，袁雪芬演祝英台，扮相討人喜
歡，加上故事家傳戶曉，唱腔十分動聽，曲
詞頗有文采，迷住了香港觀眾，場場爆滿，
映期一再延長，創票房紀錄。

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眾多戲院拒 「
大陸電影」上演，國泰戲院獨一放映 「大陸
片」，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 「紅色電影」如
《鐵道游擊戰》、《地道戰》只有在 「國泰
」看得到，內容也為香港觀眾接受，《地道
戰》中游擊隊揭開家中灶頭，鑽下去竟是地
道，翻起床頭板，拉開乾草堆，抽起樹叢的
草皮，都是地道入口，打日寇竟有這樣打的
，開了眼界。國泰戲院以上演 「左派電影」
為經營方向，視為 「左翼」戲院，在戲院行
業別樹一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結業，
原址現已改建為商住大廈。

記璇宮國泰兩家戲院
張 茅

本月
初，九龍
油麻地果
欄大火，
筆者的 「
祝融恐懼

症」復發，是孩提時經歷的一次
火災事故使然，即使如今有鄰居
險些失火，都令筆者魂飛魄散。

果欄發生三級火時，我碰巧
身在妹妹於窩打老道的住所。下
午四時許，與妹妹從外面返回她
家，但見幾條行車線被封，幾輛
救火車停在那裏，幾個藍帽子警
察疾走。上到大廈平台，近距離
清楚看到火災情況，不少住客正
用手機拍攝。水果店對面，十來
間異常密集的鐵皮屋，當中位處
最高的一間着火，先是有少許煙
霧從屋內冒出，很快，煙漸多、
漸濃，屋內有紅光，灰黑濃煙加
上紅彤火苗，從小屋的幾道窗戶
不斷溢出，狀似龍捲風，隨着東
風投向行車天橋和一幢大廈去。
妹妹位於南面的家居沒被波及，
連煙味也嗅不到。

為安全計，妹妹和我回她家
，關上了所有窗戶，在屋內繼續
近距離看火災。多輛消防車增援
，幾條大水喉從不同方向對準肇
事小屋撲火。火勢太猛烈，杯水
車薪，全屋盡毀，屋頂和窗戶全
部塌下來。

眼巴巴看着這個香港二級歷
史建築的果欄燒成這個模樣，既
驚恐又難過。

看着果欄大火，有好一陣子
心不在焉，幾已消失的孩提時的
一次火災畫面，悄悄重回腦海。
孩提時家住港島海傍的灣仔菲林
明道一幢與危樓無異的唐樓，那
天早上起床，如常走過一條石屎
剝落露出磚塊的 「吊橋」，進入
公用廚房刷牙。突然腦後有媽媽
的高聲呼喊： 「火燭呀，快走呀
！」回頭看大廳那邊，媽媽揹着
妹妹、手拖姊姊，被慌忙奪大門
而出的鄰居擠推着。我滿嘴都是
那個時代刷牙用的牙粉，趕緊從
「吊橋」衝過去與媽媽會合，一

起奔到樓下去。起火原因是當時
正值十號風球，風姐溫黛正面襲
港，狂風把海水倒灌上岸，令唐

樓地面樓梯旁亂七八糟的電線短
路。大夥沒有多少防火知識，竟
然與起火的一大堆電線擦身而過
，危險萬狀。滿街是水，水位及
至大人的腰部，我則幾乎給沒頂
，穿在腳上的拖鞋立馬不知所終
。我死命抓住媽媽的衣角，好不
容易擠進了滿是災民的一家跌打
醫館躲避，這時才察覺自己手中
仍然拿着牙刷。不知過了多少時
候，有消防員到來，強壯的雙手
「左擁右抱」，我和姊姊被緊緊

夾在他懷中，腳離地，我感到呼
吸困難，叫了一聲： 「透唔到氣
」。此語一出，那壯手稍鬆，我
才覺得呼吸回順了些。他把我們
帶到另一個安全地方，也不知過
了多少時候，街上的水退去了，
我們回家了。過了幾天，祖母竟
然能從外面拾回我那失蹤的其中
一隻拖鞋；又過了幾天，另一隻
失蹤的拖鞋又在神奇的祖母手上
出現。劫後重生，一雙拖鞋失而
復得，我不用再赤腳，弱小心靈
才稍感安慰。

這場火災的零碎片段，有些
是自己的清楚記憶，有些是我長
大後聽媽媽道來的。幾歲孩童能
有如此牢牢的記憶，要不是在那
個成長階段中的最開心的事，就
是最不開心的事。死裏逃生，心
情當然屬後者。

驚魂未定，眼前再現果欄大
火現場，火仍在燒，加上過去不
快的相關經歷，猶豫、徬徨愁緒
此落彼起，不看也罷，回到自己
在荃灣的家，見有鄰居太太向管
理員說： 「煲老火湯，在沙發上
睡着了，燒焦味嗆進鼻孔，原來
一覺已過了三個小時，鍋內的水
給蒸乾，那幾千元的上等鍋子，
用了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說時頗洋洋得意，她痛惜的是自
己上佳的鍋子報廢，未曾警覺火
災的危害。我忍不住上前說： 「
你啊，別累街坊！」

危機意識告訴我，趕緊把重
要東西如證件、銀行存摺、後備
門匙、毛巾收拾好，置於近大門
的抽屜，以備隨時走火警之用。
用明火煮食，也格外小心謹慎。
對周遭環境、對自己，彷彿重新
有了新的認識。

養生之道
符國本

現時大
眾都注重養
生，《黃帝
內經．素問
》云： 「恬
淡虛無，真

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此是中醫學對養生之道的重要
論述及指引。

現時不少人都大談長壽健康
之竅門，在眾說紛紜中，其實上
面引用的十六個字才是養生之道
的真諦。 「恬淡虛無」是指保持
人的心境寧靜，心情坦然，對一
切事情不必太上心，這樣，體內
的精、氣、神就會順暢地運行，
內心恬淡虛無，與名句 「淡泊以
明志，寧靜而致遠」一脈相承；
「精神內守」是指今天處在繽紛

繁華的社會中，人不受外界的物
質金錢美色所誘惑，內守自己的
本分，因之，心安而不懼，心安
而神閒，正是 「正氣內存，邪不
可干」。在適應自然環境中，避
開風寒暑濕燥火，便會祛除疾病
。中醫學的養生是融會醫學、人
生哲學及社會環境等方面，十分
注重靜養，人安而能靜，靜而能
定。靜養使身心得到舒暢和放鬆
，得以調適，因而益壽延年。在
古今的許多事例中可看到，歷代
的著名老中醫，及能真正掌握中
醫學精華的人，大多都會健康高
壽，唐朝的名醫孫思邈便活了一
百零一歲（編按：有的考證指孫
思邈活了一百四十一歲）。

一個人的健康不單是身體在
生理上沒有病，還要有正常的心
理（情緒），也就是良好的心態
。健康的情緒是至關重要的，中
醫學將人的情緒列為 「七情」：
喜、怒、憂、思、悲、恐、驚。
今日香港人的工作緊張，學生讀
書壓力大，有的人有心事悶在心

裏又不善於向人傾訴，以致內心
焦慮鬱結。由於新一代港人生活
條件較好，缺少在惡劣環境中生
活的經歷，缺乏艱苦生活的磨煉
，意志薄弱者遇到事與願違及遭
到挫折時，心理容易失去平衡，
情緒抑鬱，在新聞中時時看見有
人墮樓輕生的報道，有些正值青
春好年華，白白失去了寶貴的生
命，實在可惜！有人整天不開心
，心不安，意不寧，精神恍惚，
就容易出現心悸、怔忡、失眠等
症候，此乃思慮過度，情志失調
所致。宜多參加各類社交活動，
有心事不要悶在心裏，可與親朋
友好品茗談心或找社工傾訴；戶
外活動有益身心健康，多參加戶
外活動或散步，親近大自然，也
可結伴外出旅遊，使身心得以調
節。上年紀的人應為晚輩做好榜
樣，平日安然祥和，不可發脾氣
動怒， 「怒則傷肝」，引致 「肝
陽上亢」，血壓驟升而有中風之
險。

人若心地善良，自然會心平
氣和，要知道 「喜樂的心乃是良
藥」。

閒暇時，坐下來喝杯茶，得
安閒處且安閒。中國的文字也甚
有意思， 「茶」字即是人在草木
之間，悠閒喝茶，此刻人悠閒地
在草木之間，精神得以鬆弛，身
心得到調適，是何等的怡情！

在此，介紹一款茶，是用香
茶及三味花片混合，適量泡飲，
芬芳四溢，沁入心脾，有減肥美
容、解愁歡心、清新口氣之功效
，常飲可延年益壽。材料為：一
、鐵觀音─有養生保健、抗衰
老作用；二、合歡花─除煩解
鬱，安神歡心；三、茉莉花─
潤膚香肌，通便利水；四、菊花
─清熱解毒，養肝明目（宜用
杭白胎菊，每次八朵）。

亞歷山大大帝的勳業與悲情 高秋福

亞歷山大胸懷 「建立
世界帝國」之志，本來還
想征服印度、佔領阿拉伯
半島，根本沒有料到剛過
而立之年就齎志長逝。他
對後事沒來得及作任何安

排，也沒有指定繼任人。按一般習慣，王位應
該父傳子。亞歷山大有三房正式妻室，但誰也
沒有為他生下一男半女。最早迎娶的中國史籍
所稱 「安息」的貴族之女羅克姍娜倒是身懷六
甲，但尚不知是男是女。因此，一種說法是，
在他彌留之際，身邊人請示王位如何傳襲，他
只含糊答道： 「傳給最強者。」另一種說法是
，他躺在病榻上已不能說話，只是把印璽戒指
摘下來交給騎兵統領坡迪卡斯，似有指定他為
繼承人之意。坡迪卡斯不敢從命，建議由羅克
姍娜腹中的嬰兒為王，只要是男孩。步兵統領
邁立傑持有異議，提出擁立阿里達烏斯為王，
因為他既是亞歷山大的弟弟，也是家族中現有
的唯一男性。雙方後來達成妥協，待羅克珊娜
腹中的嬰兒出生後與阿里達烏斯一起繼承王位
。幾個月後，羅克姍娜生下男嬰艾格斯，繼其
父之後被稱為亞歷山大四世，與其叔父阿里達
烏斯共同為王。

阿里達烏斯此時在巴比倫。在亞歷山大的
心目中，這位異母兄弟是個心地善良之人。但

是，亞歷山大和母親又總是把他視為承襲王位
的最大威脅。據傳說，狠毒的母親曾對他下毒
，造成他神智錯亂，實際上淪為廢人。東征開
始時，亞歷山大特命他隨軍前來，一方面是為
保護他不再受母親的殘害，另一方面也是防止
他被人利用向王位提出挑戰。他在遠征軍中沒
有任何職務，純屬閒人一個。

一個廢人，一個嬰兒，叔侄兩人被宣布承
繼王位之後，自認為是 「最強者」的各路將領
競相爭奪攝政官之職，以便掌控國家實權。不
久，力挺阿里達烏斯的邁立傑遭殺害，力挺
羅克珊娜及其幼子的坡迪卡斯得手，出任攝政
官。

權力促使人理智喪盡，為坐穩母后寶座，
亞歷山大遺孀中排名第一的羅克姍娜自視為 「
正宮娘娘」，將排名第二的斯妲特拉處死，排
名第三的帕瑞薩娣絲則不知所終。亞歷山大的
異母妹妹西娜妮得悉哥哥阿里達烏斯在巴比倫
稱王，立刻從馬其頓趕來，將自己的女兒攸瑞
迪絲獻給他當王后，結成叔侄姻緣。這位王后
年齡不大，但野心勃勃，頤指氣使，代行丈夫
本來就有限的職權，招致滿朝文武不滿。

西元前三二一年，攝政官坡迪卡斯護送兩
位國王及全部眷屬回到馬其頓。權力欲一向甚
強的奧林匹亞絲，當即將輩分屬皇嫂的寡居女
兒克里奧帕特拉嫁給這位攝政官，企圖在國家

權力掌控中分取一杯羹。可是，一直同她不和
的安提培特很快將坡迪卡斯取而代之，弄得她
處境極為尷尬，羅克姍娜母子也失去強有力的
政治庇護。此後，安提培特的兒子卡山德同阿
里達烏斯的王后攸瑞迪絲勾結在一起，奪得馬
其頓和希臘的半壁江山，企圖對亞歷山大的遺
屬狠下毒手。但是，大多數軍官拒不從命。攸
瑞迪絲無路可走，偕同丈夫逃亡，結果被奧林
匹亞絲抓獲。奧林匹亞絲看到這個無能的阿里
達烏斯仍是禍患，於西元前三一七年十月將他
處死，其妻攸瑞迪絲被迫自盡。翌年，奧林匹
亞絲及羅克姍娜母子被卡山德抓獲。對亞歷山
大向來心懷不滿的卡山德毫不猶豫，當即將作
為太皇太后的奧林匹亞絲處死，後來又將皇太
后羅克姍娜和小國王秘密殺害。這樣，亞歷山
大大帝的遺屬全部消失，以其父王為代表的整
個腓力家族徹底覆亡。

經過幾十年的相互殺伐，亞歷山大手下各
路將領的勢力此消彼長，一個個邦國你亡我立
。最後，北非的托勒密、西亞的塞琉古和歐洲
的安提格諾斯三個希臘化王國確立。亞歷山大
大帝生前在戰場上從未打過敗仗，身後卻在宮
廷鬥爭中吃了一場大敗仗。他不但失去全部親
人，也失去苦心孤詣創建的大帝國。他嘔心瀝
血譜寫的一首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英雄史詩，最
後就這樣以飽含悲情的筆觸草草收場。 （下）

一開始，本想以 「
風物惹人」開端的，後
來一想， 「惹」字多不
好，有點做作，有 「霸
王硬上弓」之勢，我還
是喜歡 「水到渠成」的

東西。譬如，到一個地方久了，學會了那裏的
方言，愛上了那裏的吃食，喜歡了那裏的人，
慣了那裏的作息。這種習慣，是不知不覺，潤
物細無聲，好像顏料浸潤了布匹，染上了花紋
，後來，再洗，也不會走樣。

因此，還是 「染」字好。
《西廂記》裏的這句： 「曉來誰染霜林醉

，總是離人淚。」多好呀，看一片林子久了，
眉眼之中，也被滿目的蒼翠與瑪瑙紅給 「灌醉
」，回眸處，淚濕衣襟。為什麼會揮淚？只因
愛得深沉。

是的，愛一個地方，與愛一個人是一樣的

，會上癮，習慣了，就戒不掉。
猶記得考上大學的那個暑期，我去開封一

家餐館打了三個月的工，回到安徽故鄉的時候
，竟然滿嘴的河南話，這是不知不覺的習慣。

方言會侵入我們的語言習慣，美食也會 「
侵略」我們的生活習慣，有一段時間，常去成
都出差，回家來吃飯的時候，總要多放幾勺辣
子，飲食習慣不知不覺被成都改變了。

這幾年，我在書房寫作的時候，喜歡坐一
張藤椅，後來，年久失修，藤椅垮塌，愛人看
我寫作辛苦，不惜斥資給我換了一張真皮沙發
，我坐在高檔的沙發上，思路卻一度卡殼，伸
手摸滿是包漿的藤椅背時，已被冰涼的沙發取
代，說不出的彆扭，後來，只得換了一張和
原來那張差不多的藤椅，才重新接通靈感的電
路。

如果說，以上僅僅是習慣的話，那麼，在
千百年的風霜雨雪侵蝕下，許多東西都改變

了， 「遺風」卻依然在呼啦啦地吹拂着我們的
心性。

《儒林外史》裏有這樣俏皮的一段對話：
「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

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
個肩頭道： 『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
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台看看
落照！』」杜慎卿笑道： 「真乃菜傭酒保都有
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

是的，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這是金
陵不泯的文化磁場，也是六朝遺風，這樣一種
遺風，摒棄了時光的隔斷、階層的差別、職業
的迥異，一直沿襲下來，雷打不動。

中國有句古話叫 「入鄉隨俗」，有時候，
這種 「隨」，是在不知不覺間形成的一種習慣
，非主動，非被動，是自然。

自然，其實就是生命中不易被人關注的第
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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