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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大部分粵劇戲班，其實都只具
班牌（即劇團名稱），擔綱的演員實際並不
固定，藉此令製作形式更加靈活，在市場上
可以更具競爭力。大約十年前，政府當局有
見粵劇的傳承危機，故此由粵劇發展基金向
新進劇團提供資助，好讓新秀演員能夠獲得
較穩定的演出機會。當時獲得資助的青苗粵
劇團，自此不斷培育人才，至今已轉為由藝
術發展局資助。時光流逝，人事變遷，十歲
的 「青苗」最近演出《一夢南柯》，反映了
劇團培育人才的新發展。

《一》劇改編自莎士比亞的名劇《仲夏
夜之夢》。編劇黎耀威選取了《仲》劇的基
本結構而成粵劇，而非完全搬演原劇。現時
《一》劇盛載的三條主線，包括兩對情侶的

錯摸情緣，還有凡間皇族太子和儲妃之間的
嫉妒猜疑，以及民間百姓的樂天知命。原著
《仲》劇包含的戲中戲，四個傻頭傻腦的工
匠為了改善民間生活，於是自行排練一齣 「
好戲」進宮向皇后祝壽。莎士比亞撰寫該段
戲中戲為有笑有淚的愛情悲劇，《一》劇則
將之轉化成《八仙賀壽》，藉此與戲曲風格
互相配合。四個角色各自分飾八仙，其中一
位旦角更主力唱出八仙的寶物如何用來賀壽
。觀眾聽得親切，看得更加投入。

另一方面，《一》劇以粵曲演唱為主要
表演形式，不及話劇般可以傳達豐富細緻的
劇情，故此未能將原本《仲》劇的仙凡差別
保留，以致綠林仙徘徊於人神兩界如何參透
世情，亦未能表現仙凡之間同樣面對的感情

煩惱。
不過，《一》劇仍然是一次很有意義的

嘗試。首先，原本《仲》劇的角色豐富，而
「青苗」不乏新進演員，全劇十二位主要演

員各有發揮，較之現時粵劇戲班慣常採用的
六柱制，更能發揮敘事戲劇的功能。《一》
劇現時以大量小曲作為角色的情愛宣言，梆
黃成分不多，更類似粵語音樂劇，能夠吸引
較年輕的觀眾進場觀賞。

「討論的是：通往地獄之路布滿善心。
心懷至善、正義的目標行事是不夠的，馬丁
．范得堡說，因為伴隨崇高目的而來的行動
如果不義、不善的話，目的本身的價值就大
有問題。我沒注意聽他怎麼周延的解釋這點
……我在想，目的正確手段錯誤，和目的錯
誤手段正確，哪個比較糟呢。」這是偵探小
說《父之罪》的經典一幕，也是有關父之愛
的經典一問。

《父之罪》是勞倫斯．卜洛克（Law-
rence Block）於一九七六年，讓名偵探馬修
．史卡德（Matthew Scudder）登場的第一部
小說。故事講述一名離家出走的少女溫蒂死
於家中，死狀恐怖，作為同屋主的疑犯理查
，在還押中自殺，警方斷定這案件就此塵埃

落定，但少女的養父卻請來私家偵探馬修．
史卡德幫忙調查養女死前的生活，而在調查
中，馬修．史卡德也查出了真正的兇手。

這故事的核心問題是：以父愛之名，就
能為所欲為嗎？ 「目的正確手段錯誤，和目
的錯誤手段正確，哪個比較糟呢？」我想，
大家都知道答案，就是：兩個都很糟。但，
更糟的是，有人以為自己目的正確，且手段
正確，但事實上，目的與手段皆錯。勞倫斯
．卜洛克刻意將這問題，放到《父之罪》的
故事中，言之有理，因為父愛，往往就是在
這樣的一種邏輯中運作。

在這個父權社會，父愛，還是有着堅固
的武裝，不容置疑，以父之名，以父之愛，
彷彿就能夠為所欲為。《父之罪》說中了要

害：當父親以愛之名，要 「保護」他們的兒
女，在絕大的情況下，並不是真的提供保護
，而是以父愛之名，將兒女 「修正」為社會
所期待的樣子，如此期待兒女不會受傷。

「難道我就沒有資格保護我的兒女嗎？
難道我保護兒女也有錯嗎？我可不要鞋匠的
兒子永遠光腳丫！」我知道，被質疑的父親
，都會這樣回應。然而，就像《父之罪》引
用海耶克的話，哪怕父親們所懷的真的是善
意， 「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善意鋪成的」。

超過十個月都陽光普照的塞舌爾在每年十一月到下年三月
受西北季風的影響，日間不到三十度，算是 「涼快」的時節，
早晨與下午的沙灘與海面上清爽而濕潤，是浮潛與出海釣魚的
絕佳時機。

雖然塞舌爾的海邊與海上娛樂建設沒有馬爾代夫或毛里求
斯開發得那麼完善，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能讓人體會到一種自
然原始的樂趣。與有船的島民約好時間講好價錢，就可以帶着
船長與一兩名船員啟航了。有着豐富海釣經驗的當地人就像海
鳥一樣知道哪片海域的魚多，拍着胸脯保證我們不會 「空肚而
歸」。

在等魚上鈎的過程中，可以站在船頭遠眺前方美麗無人島
群上的成群棕櫚樹，亦可以用鏡頭捕捉海面上不時躍身而出的
野海豚。再從保溫箱抓一把碎冰加在一早就放在包裏的威士忌
中與朋友碰杯，在船員播放音樂的輕快節奏中的微醺讓海風拂
面都變得如此輕鬆愉悅。

當第一條大個兒的金槍魚被眾人一起拉上甲板的那一刻，
激動與興奮之情絕不輸給球迷在現場看到擁護的球隊射門進球
那一秒的跳起。待船上架起煤灶升起炊煙，不久之後，這條六
個人才能抱起的 「獵物」就成了盤中美味。前菜是粉嫩的刺身
，主菜是鮮香的魚排，而甜點，就是我們釣起大魚的那份欣
喜。

飯飽之餘，透過清澈的海水選一片色彩明亮的海底換上裝
備下水浮潛又是另一番樂趣。活潑的魚群就像一副轉動的調色

盤，讓《小美人魚》中熱鬧又斑斕的海
底世界場景 「躍然水中」。

歡聲笑語道破這完美時光的玄機，
我們伴着夕陽，返航。

◀ 「塞舌爾海釣記」

最近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在京舉辦
了二○一七年度表彰盛典，三百位內
地導演評選出年度最佳導演、最佳影
片以及編劇、男女演員等獎項。七年
前，為了響應有關部門節儉評獎類活
動的號召，該獎項以 「表彰」措辭區
分。這個評選是內地含金量最大的獎
項，因為都是導演一人一票選出來、
再經終審評委評出。所謂文人相輕，
這個表彰就顯得分量不輕。

年度導演是該評選最高的榮譽，
二○一七年授予了《嘉年華》的文晏
，該片是去年唯一入圍三大國際影展
的中國電影。其次，年度電影表彰了
《芳華》，這是繼《我不是潘金蓮》
獲得二○一六年度影片表彰後，馮小
剛導演的作品連續兩年獲此榮譽。去
年的年度導演是程耳，他導演的《羅
曼蒂克消亡史》彙集章子怡、葛優等
群星，雖票房未盡人意，但深得業內
人士好評。馮小剛連續兩年摘得年度
影片，連續兩年與年度導演失之交臂
，體現了導演協會鼓勵新銳導演的魄

力，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馮小剛的勤奮
。馮導新片之所以能讓導演同行們肯
定，是因為他這兩年不拍神不拍妖，
始終在拍能觸動自己的現實題材故事
，《我不是潘金蓮》在海外屢獲殊榮
，《芳華》創下近月十五億票房，都
形成社會熱點話題。

在二○一七年度表彰會上，最大
的焦點是張藝謀導演的到場，因他在
電影界低調近二十年，極少出席類似
活動。他不僅為青年導演青葱計劃做
評審主席，更是領銜年度表彰終審評
委。在表彰會上，他與第五代導演們
集體亮相接受表彰，鼓勵獲獎的青年
導演「這只是個開始」，這句話也像在
說自己與中國電影界的交流才是個開
始。張導坦言做其他職業的同齡人都
已退休，但自己還在拍電影，這是一
種幸福。

喜歡旅行的香港人不少，除了見識世界
，大致有幾種目的：一是充電型，為散心降
壓調劑精神出外；二是吃喝型，為品嘗吃喝
美食。 「吃喝」對信奉 「民以食為天」的港
人尤為重要。港人談旅行，常會評論：冇啖
好食。前兩種人以參團為主。第三種是文化
型，多取 「自由行」形式，抱着學習文化目
的，自行設計路線。

我多年的 「自由行」旅遊史，目的集以
上三種而大成。

早年的 「自由行」，旅遊書是 「盲公竹
」，這些書種台灣做得較好，其原版出自日
本。那些書資料詳實、準確，甚至連時間、
價錢的誤差都很小。

香港人旅遊歸來，也愛在網上發表感想
，通常以相片為主，文字三言兩語帶過，有

時粵普混雜，讀來費勁。近年內地人有能力
到世界各地旅遊或 「自由行」，他們也喜歡
寫點旅遊散記，一寫便千言萬語。他們寫得
勤快、深入，文筆也頗見優美細膩。

如今網上的旅遊文章多了起來，旅遊書
介紹不周或有錯，那些資訊便是有效的補充。

只是網上文章有時未夠個性，即說觀察
與感悟都還缺自己的角度和特點，不少只是
重複旅遊書上的敘述。

如果旅遊走的路線並非旅行團走過的，
觀察的是別人沒留意的事物，又或者是找到
別人未必切入的角度，再聯繫自己的生活歷
史背景，感悟也是與眾不同的——這樣寫出
的文章才見個性。

有這樣的要求，臨行前的功課就必做不
可，要讀書，要上網儲備相關資料。這往往

要花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把讀來查來的知識
一一對應走過的國家、城市、景點，紙上文
字便有了生命，收穫也分外扎實。

旅行路上也不能偷懶，要及時把每天的
行程及見聞記下，力求記得完整準確。照相
也是記錄的好方法。過去旅遊要帶相機，現
在一部前後萊卡雙鏡頭的手機就夠了，拍出
的效果也甚好。有了記錄與相片雙保險，查
用時就不至混亂或出錯。

這樣的 「自由行」有時很累，可也樂在
其中。

老三所在幼稚園今年派了紅黃綠三粒豆種，他
拿回來後即交給我這個奶奶去處理。我將三粒種子
及長豆角籽、葵花籽、節瓜籽，於清明節前一起浸
泡一夜，然後分別置入花盆。豆種最先冒芽，合力
頂起一大塊土，葵花籽第二，節瓜籽行動較慢，但
卻最壯實，兩片綠肥芽煞是可愛。恰逢春雨綿綿，
扎根良機，我即將全部幼苗移栽落地。

雖說香港地四季都可種植，但清明時節萬物復
甦生命力強盛，最適宜點瓜種豆。我年年此時在舊
居花園種些豆蔬，平時由對面花圃園工幫忙淋水，
我們周末回去將魚缸肥水盡數澆灌，到有收成時，
每周採摘一次帶回市區，全家人特別是孩子們都喜
歡吃，豆角沒筋，蔬菜鮮嫩，這才是無一點農藥的

真正有機菜。
我曾種過一次向日葵，但當年不懂浸泡，放在花盆泥土中

的瓜籽一夜間被老鼠全部挖走偷吃了，第二天早上只見瓜子皮
，一粒瓜仁沒留下。今年用二十五元買到十一粒葵花籽，浸泡
後下種，老鼠未曾出現搗亂，葵花籽共出芽九棵，十分期待它
們向陽花開結籽成熟那一天。

節瓜也叫毛瓜，我首次種植，六元一包籽發出二十幾棵苗
。之前去附近的有機農場買菜，事頭婆好心已送了幾棵節瓜苗
，我栽於鐵絲網下
，我自己育的苗出
齊後，選了部分移
栽，多餘的則送與
鄰居，希望今年節
瓜可豐收。

父親早年的學生才五十多歲就
癌症晚期了。手術動了五六次，切
除了一個腎、半個胃、胰腺、膽囊
、若干寸腸，聽起來肚腹都快掏空
了。這次在酒席上碰到，他因糖尿
病併發導致視力銳減、腿腳不便，
卻還拄枴赴宴，且胃口頗佳，毫無
忌口。他說：遺囑早就立好，財產
已經公證，連出殯、落葬的細節都
已囑咐好妻子， 「現在我是活一天
就賺兩個半天。」

近年來內地癌症病人有低齡化
、擴大化趨勢。過去很少聽到有人
患癌，現在幾乎每天都有熟人或他
們的親朋好友確診為癌。且常有一
家先後查出癌症，或同村不少人都
罹患同樣癌症的情況發生。環境污
染、食物污染、基因變異、心理壓
力過大、生活習慣不健康可能都是

原因。另外，國人的壽命普遍延長、癌症早期
排查加強可能也增加了發現癌症的概率。

不過，有些醫生 「寧可錯殺，不可放過」
。一看到甲狀腺結節、肺部陰影就建議手術，
儘管事後證明是過度治療。最近已聽到兩起誤
診肺癌的事例了。生死大權操在醫生手裏的普
通人，有的也堅信開刀最好，花再多的錢，吃
再大的苦，他們都要一而再，再而三上手術台
，本文開頭提到的癌友就是如此。

面對疾病百折不撓，保持頑強的求生慾望
，我很敬佩，但也不免想到過度治療給個人、
家庭和社會帶來的經濟和心理負擔。古人說：
死生亦大矣。人都有自欺欺人的傾向，總覺得
奇跡會發生。事到臨頭，誰也無法保證能看淡
生死，誰也不願眼睜睜任憑至愛親朋等死。

當然，也有癌友豁達，放棄治療，遊山玩
水，該吃吃，該玩玩，自覺死而無憾。但生命
的長度與質量之間如何平衡畢竟是個人選擇，
只能見仁見智。

李碧華小說中的女性人物
常常是 「非女性主義的女角色
，卻往往又是介入中心結構的
邊緣喻體」，舉例來說，《川
島芳子》中游弋於中日兩種國
族身份的川島芳子、《潘金蓮
之前世今生》中與武龍有着身
份衝突的單玉蓮、《霸王別姬
》中自身具有性別矛盾的程蝶
衣、《青蛇》中與白素貞、許
仙、法海有多角關係的小青。

所謂的 「邊緣」，當然是
相對於 「中心結構」來說的。
這種 「中心結構」用米歇爾．
福柯的話來說則是一種 「總體
性的論述專制」，通過一系列
的規訓手法，如制定時間表、
追蹤成績的監視手段，種種考

核諸如寫報告、建立檔案以獎
勵順從、懲罰抗拒，強化社會
道德價值體系下的工作與生活
的倫理，鞏固 「總體性的論述
專制」。

而那些 「邊緣」的、 「另
類」的人物所承載的信息，正
是一種與正統主流論述抗衡的
潛在力量。

學者周蕾就對李碧華筆下
的人物懷抱着抗衡論述的想像
： 「（李碧華）用一些被社會
鄙視、從事被社會鄙視的行業
的人物，來創造一段具有魅力
又瑣碎不堪、既驚天動地又一
文不值的歷史。」從被排擠、
被壓抑的角色中挖掘出部分
消解男性中心權力的聲音。

李碧華在寫作時並未刻意
要求自己去寫出一個女性主義
文本，按照林芳玫在《解讀瓊
瑤愛情王國》裏的說法，女性
主義文本的內容涉及 「社會制
度對整體女性的影響」和 「對

女性解放的道德承擔」，而顯
然李碧華筆下的人物，極少有
與之相符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李碧華
的小說是一個充滿女性意識的
世界。她勇於將傳統的敘述方
式打碎，以求新、求異的手法
寫出個性鮮明的女性角色，並
且大加筆墨描述出她們堅持、
主動、反叛的一面。

然而，李碧華畢竟只是一
個普通的流行小說家而已，她
無法不受制於流行文化工業的
生產模式，況且她本人對寫作
的態度也是 「先娛己，後娛人
」，並沒有對女性解放有自覺
的承擔。

當某種特定的思維狀態與
寫作方式的條框將一名作者圍
困其中時，她的文本所能承載
的意念也就止步於此了。於李
碧華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
寫出自己認為好看又吸引讀者
的故事，僅此而已。

「你是不是 『隱形貧困人口』？」
吃午飯刷手機時，被這樣一篇微信文章
的標題吸引了。懷着好奇打開鏈接，開
篇就是這個詞的定義： 「有些人看起來
有吃有喝，但實際上非常窮，即便存款
為零，也不能耽誤了好吃好喝好玩。」
這就是文中定義的 「新窮人」。

新窮人，說的不就是我嗎？怎麼又
被說中了？一邊感慨，一邊立即在朋友
圈中分享此文，並附上評語： 「是的沒
錯，就是我」。

正當你感慨文章小編與自己 「心有
靈犀」時，編輯團隊正忙着研究，你可
能想看什麼，什麼話題能引起你的興趣

，並最終形成分享。
轉眼間，這篇文章的閱讀量已是 「

10萬+」。各大媒體也紛紛轉發，很快
，網絡上又衍生出了 「隱形肥胖人口」
， 「隱形單身人口」等概念。可以確信
的是，本文是爆款無疑了。

生產爆款、製造流行，這便是文章
背後的編輯團隊孜孜不倦在研究的事。
從某家新媒體的招聘廣告中也能窺見一
斑，招聘者在廣告中這樣寫道：一起來
深挖90後焦慮的痛點，嘗試把每個內容

和活動都做成爆款。
與傳統媒體不同，新媒體 「台前」

與 「幕後」更容易實現 「親密接觸」。
每篇文章的閱讀量是多少？轉發量是多
少？讀者怎樣留言？編輯團隊總能在第
一時間掌握讀者的反應。閱讀數據成了
第一生產力。

痛點、爆款、KPI、用戶畫像、內
容變現……這些營銷策略和概念，已經
深深植入到互聯網媒體以及他們的編輯
團隊當中。今天的媒體工作者，不再閉

門造車，他們已經具備完整的市場理念
，他們善於捕捉網絡上可能會火的蛛絲
馬跡，善於下定義，畫畫像，讓讀者對
號入座，心甘情願地分享。

下一次，當你覺得自己被懂得，與
小編心有靈犀時，恭喜你，作為編輯團
隊的靶心，你又被射中了。

善意鋪成的地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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