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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將於二月九日
在香港公映，這部被稱為代表當前
中國電影工業最高水準的科幻電
影，以其大膽的想像、震撼的場
面、逼真的特效技術，呈現出太空
電梯、方舟空間站的墜落、城市
沉沒、地球被發動機推動前行等
視覺奇觀，還將主演劉德華、吳
京等通過AI等技術還原到他們年
輕時的狀態，將罹患口腔癌、已
經很難清楚講話的內地資深演員
李雪健的台詞還原到其壯年時
期，更將已經離世的吳孟達通過
CG技術重現在電影情節之中，堪
稱將中國電影的特效水平拔高到國
際一流水準。

前不久主創在接受採訪時透
露，《流浪地球2》這部時長一百
七十三分鐘的特效大片，其製作成
本約為六億人民幣。要知道，二○
一四年荷里活電影《Interstellar》
的成本預算為一點六五億美元，合
人民幣約為十一億，拋開這近十年
時間的通貨膨脹不講，《流浪地球
2》以《Interstellar》近乎一半的

成本就能完成製作，令觀眾直呼不
可思議。而本片導演郭帆為了節約
成本而向各界尋求幫助的行為，被
網友戲稱為 「郭帆化緣」 。

原來，在電影《流浪地球2》
中，月球以及非洲場景的鏡頭，是
導演郭帆分別向內地電影《獨行月
球》以及《萬里歸途》劇組借用場
景拍攝完成的。而負責電影太空電
梯基地裏許多可行駛、可作業、可
變形的聯合政府機械設備的徐工集
團以及負責電影中外骨骼機器人的
傲鯊智能，都是免費贊助。演員則
更不必說，從主演到客串，許多都
是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演出，最終
呈現出《流浪地球2》這個令人驕
傲的成果，雖被戲稱是 「郭帆化
緣」 ，實際上是中國電影工業萬眾
一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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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迎接二○二三年的
新年鐘聲、禮炮聲，也夾雜此起彼落
的槍聲。據統計，踏入新年的二十四
天內，美國共發生四人以上受害的嚴
重槍擊案三十九起，致七十人死和一
百六十七人傷。槍擊案件高發，令人
觸目驚心。

除了由人類扣動槍支板機所造成
的槍擊案之外，美國也發生一些令人
匪夷所思的另類槍擊案。在美國德克
薩斯州普萊諾市（Plano），警方在
臉書貼文： 「意外會發生！想像一下
你的手槍插在腰間皮帶，然後你彎腰
抱你的狗時，狗的爪子就這麼剛好的
伸進了板機孔，然後開了火，把子彈
送進了你的體內，呃……這真的在我
們這發生了。」 警方向市民警示的，
是一起真實發生的槍擊案。當地一名
男子插在腰間皮帶的手槍，不慎被自
己飼養的狗誤觸板機，中彈倒在血泊
之中的男子，所幸被及時送院，從狗
的槍口下撿回一命。

在美國猶他州，喜歡打獵的拉尼
爾，有一天開車載着愛犬前往狩獵，
途中突然一聲槍響，拉尼爾的左腿中

彈流血。負傷的拉尼爾環顧四周，空
無一人，想不到槍手竟是自己的愛犬
──牠跳出座位，把頭伸出窗外，彷
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狗的爪子
按到了放倒的獵槍」 ，負責調查槍擊
案的警員戴爾沃德說， 「類似的事故
在猶他州並非第一起，在二○一八年
十一月，一隻狗曾槍殺一名男子。」

一隻名叫查理的狗，在乘車前往
新墨西哥州的狩獵途中，也射擊了他
的主人特克斯。七十四歲的特克斯告
訴美國媒體， 「一開始我以為有狙擊
手在遠處打中了我，猛烈的射擊讓我
毫無防備。」 拜查理開槍所賜，特克
斯三根肋骨斷裂，右側鎖骨受到重
創。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特克斯，非
但沒有秋後算賬，反而替愛犬辯白：
「查理並不是故意這樣做的」 。

在愛犬的槍口下

古時候，宮裏過新年，是怎樣的
呢？其實紫禁城裏過年做的事情，貌
似和現代人差不多──除了舉辦家宴
吃團圓飯、上演戲曲奏樂、祭祖，清
代皇帝還要給後宮、宗親、大臣們送
禮物，這一習俗被稱為 「饋歲」 ，頗
有幾分過年長輩派發壓歲錢的意思。
而承裝禮物的荷包，就被稱為饋歲荷
包。

小小荷包，伴隨中國人已有千
年。由於古時衣服上沒有口袋的設
計，錢幣、印章、手帕等零星小物難
以隨身攜帶，於是便衍生出這種可以

掛在腰上的荷囊， 「荷包」 一詞也沿
用至今。其實不僅在新年，清宮中其
他喜事節日也會按例分賞荷包。

皇帝賞賜的饋歲荷包裏裝着的可

能是金銀錢幣、玉石八寶，有時還會
裝一些食物在荷包內，例如柑橘等；
記載清代各種朝野軼聞的《清稗類
鈔》提到，年糕也是 「饋歲之品」 。
此外，給文人書生的則有可能是筆墨
紙硯或詩集。這一點，從乾隆皇帝作
詩便可得知： 「刺繡新驚添幾線，團
團繡得荷包面。就中各盛金豆兒，開
匣爭看文采絢。亦有文房雜珍玩，
《苕溪》紫穎端溪硯。」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枚饋歲荷包
（附圖）正於澳門藝術博物館 「賀歲
迎祥—紫禁城裡的春節文化」 展

出，至三月五日。這枚荷包為腰圓
式，上部抽褶收口，邊緣繡海水江崖
紋，中間填如意結和花卉紋樣，並以
紅線繡 「如意」 字樣。荷包抽繩上有
珊瑚一粒，內盛金八寶七個、銀八寶
七個、金元寶一個、銀元寶一個、金
錢一枚、銀錢一枚、玉八寶四塊。

一枚小巧玲瓏的荷包，既有祝願
吉祥如意、歲歲平安之意，亦可表達
親情和睦、君臣融洽。

饋歲荷包


名言後半句
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中記載，

宋太祖、太宗兩朝的宰相趙普，讀書不
多，據說只讀過一部《論語》，但他很
自信地對宋太宗說： 「昔以其半輔太祖
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
因此也就有了 「半部論語治天下」 的故
事。平頭百姓過平淡日子，或許半部
《論語》也用不上，常用到的是名言。
教育孩子多讀書時，搬出大文豪高爾基
的話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與人
鬧矛盾自我開解時，就用康熙年間大學
士張英的 「讓他三尺又何妨」 做一做心
理建設。

有趣的是，不少名言在流傳演變為
「名言」 時，丟胳膊少腿，只剩了半
句。還拿《論語》來說吧， 「父母
在，不遠遊」 ，就出自這部經典，但
原文還有半句 「遊必有方」 。你看，
人家沒說非得守在老人家膝下做個
「媽寶男」 ，世界那麼大，真想去看
看就大膽地去吧，但別玩失蹤，記得
常通音訊，發發朋友圈。 「三思而後
行」 也出自《論語》，不過，原文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 ，有些事沒必要想太多，認準
了就去做吧。《莊子》也是成語的量產

地。 「相濡以沫」 就來自這裏，不
過，可別忘了，後面還有半句 「不如
相忘於江湖」 ，逍遙自在，活出各自
的精彩，這才符合莊子天馬行空的本
色啊。如果只是 「相濡以沫」 ，反倒
像儒家的思想了。

老外的名言也難逃被 「腰斬」 的命
運。盧梭說 「人是生而自由的」 ，接着
半句 「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先揚
後抑，有些洩氣，卻更加冷靜，告訴我
們別只管打雞血也得保持理性。從小就
認識的那位大發明家愛迪生，他的畫像
掛在我的小學教室牆上，畫上附有一句

話 「天才是1%的靈感加99%的汗
水」 。據說也是有後半句的： 「但那
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99%的
汗水都重要」 。正好比張愛玲的名言，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 ，以及後半句
「爬滿了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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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時睡了八九個小
時反倒覺得更累？美國醫生、
作家Saundra Dalton-Smith
在《神聖的休息》（Sacred
Rest）中指出，這是因為休憩
不止是睡眠充足那麼簡單。

她指出，人需要七種休
息。體力休息可以是被動的
（睡覺、打盹）也可以是主動
的（跑步、做瑜伽、拉伸），
能改善柔韌度，促進血液循
環。如果心浮氣躁，入睡困
難，容易忘事，那就意味着你

需要腦力休息了。工作兩個小時放鬆一
下，哪怕對着空白的牆壁發一陣呆都有
好處。周圍環境中的噪音、強光、紛亂
的談話也會讓人疲勞，拔掉電源、閉上
眼睛，能獲得感官休息。創意休息特別
適用於整天用腦解決問題者。欣賞神奇
的自然美、藝術美，在辦公室擺放你特
別嚮往的景區的圖片，都能讓人重新煥
發激情和創意。

如果整天為人服務，忽視自我需
求，那就需要情感休息了。別只顧討好
別人，要找到可以暢所欲言，表達真實
情緒的途徑。與此相關的是社交休息，
遠離那些負面情緒高漲、讓人疲憊的
人，和情緒正面的支持者交朋友。最後
一種，精神休息則超越物質世界和腦力
認知，感到被接受、被愛，有目標和歸
屬感，接近於宗教情緒。

Dalton-Smith不但著書立說，還設
計了一個免費小測驗，讓大家自行考量
生活中最欠缺哪方面的休息，並採取行
動加以改善。其實她的觀點並不驚世駭
俗。大家都知道筋疲力盡未必來自身體
疲勞，更多還是心累。油盡燈枯者即使
表面無病無痛，卻對生活失去了熱情，
工作上得過且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
鐘。在新冠疫情持續了三年，生活壓力
巨大的環境中，如何獲得休憩應該格外
受到重視。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力」 ──而今的窮人們，每
每見到天價的餐飲、豪宅、
奢侈品等場面，大多就會像
「劉姥姥進大觀園」 般，發
出這句感嘆。

春節回山東老家，看了
一次呂劇。與粵劇、豫劇、
崑曲、京劇、秦腔等打着鮮
明地名標籤不同， 「呂劇」
名字很獨特，是山東最主要
的地方劇種，據說得自 「驢
戲」 的諧音，可知其充滿生
活氣息。

那天有一齣《下陳
州》，講的自然是包青天陳

州放糧的故事。演員在台上咿咿呀呀
唱着： 「聽說那老包要出京，忙壞了
東宮和西宮，東宮娘娘烙煎餅，西宮
娘娘剝大葱……」 台下觀眾歡笑一
片。莫言的粉絲一定會記得，在他的
小說裏，但凡要一頓好飯，往往就是
烙白麵餅，再加上鮮靈的嫩葱。在舊
時的山東普通百姓眼裏，這就是吃食
界的頂配了。還有一個悠久的故事，
窮苦農民聊天時，暢想皇帝家裏的鋤
頭和糞叉都是黃金做的。這都是典型
的貧窮限制了想像。

張恨水寫《金粉世家》，很多地
方是紅樓筆法，但他畢竟沒有曹雪芹
那樣的體驗。原本他寫國務總理家七
少爺金燕西生病，廚房備了些清淡小
菜，其中有一碟拌鴨掌。出身滿洲貴
族世家的 「中華談吃第一人」 唐魯孫
認為，因為富家子弟生病不會拿鴨掌
當粥菜，建議改為 「雲腿拌薺菜」 。

其實，所謂貧窮限制想像，有時
固然因為作者、演員自身也是君子固
窮，對上層社會生活缺乏充分了解；
但也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意迎合觀
眾、讀者。聽到娘娘們忙着烙餅剝
葱，台下那些抽着旱煙、嗑着瓜子的
販夫走卒，聽得津津有味，垂涎三
尺。若改成 「東宮娘娘燉魚翅，西宮
娘娘燒熊掌」 ，反倒沒了共鳴。這種
「迎合」 是善意的，讓觀眾、讀者有
了更深的滿足感，對得起幾個銅子的
戲票錢。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在對方沉默時靜靜等候
有次，我在此探討美國作者法蘭克

．賽斯諾（Frank Sesno）的著作《精
準提問的力量》，提及作者列出的十一
種提問類別，以及其中 「任務型提問」
的細節。其後，有讀者提問：可否再說
多一點此書的要點？好！

在賽斯諾提出的十一種提問類別之
中，我認為 「同理型提問」 是最難拿
捏的，原因在於此類提問不單要求提
問的技巧，而且要懂得觀人於微，更
重要的是要培養一顆真誠關心他人的
同理心。

技巧，可以學習、可以訓練，但同

理心，卻是從心而發的一種真實，偽裝
不了，模仿不來。

舉例，作者曾經就一個福利改革法
案訪問四個年輕媽媽。四個媽媽，來自
不同族裔，全是單親媽媽。作者以課本
式的開放問題開場，問道： 「新法案會
有什麼不同？你們想做哪種工作？要怎
樣靠工作達到收支平衡？」

然而，當對談持續進行，內容提及
受訪者努力工作之後，還是得不到基本
生活保障，以至付不起小孩的託育費
時，作者的同理心驅使他問道： 「你每
天起床時看見了什麼？你有什麼感覺、

恐懼與想法？你對孩子有什麼期望？」
這些後續的問題，彷彿不再與福利

法案有關，卻真真正正關顧到受訪者作
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之處境與感受。這一
份來自於關心的提問，出自於提問人，
卻觸動到受訪者，並讓他們報以真誠的
回答。

作者從經驗出發，整理出 「同理型
提問」 的要點：一，設身處地，真心關
切對方在想什麼、面對什麼；二，給予
空間，從比較大的問題開始，讓對方侃
侃而談；三，弦外之音，留意對方的語
調、情緒、肢體動作、臉部表情，了解

這些細節如何反映他們的內心；四，適
當距離，在展現同理與好奇的同時，仍
要保持客觀的距離，切勿妄下判斷。

在此，我尤其同意他的一項提醒：
提問者應該 「好好傾聽，不下斷語，在
對方沉默時靜靜等候」 。我認為，這是
判斷一個提問人是否真的有同理心之指
標。

疫後的長者
身邊不少長輩已臻松柏之年，因此

近期我更加留意社會對長者的支援。香
港已成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地方，二○
二一年男性平均壽命為八十三點二歲，
女性更達八十七點九歲。可以預期，人
口老齡化的問題會日趨明顯，長者需要
的支援也將急增。

疫情過後，百廢待興，不少人關注
青少年的成長和就業出路，也冀盼與大
灣區的融合可為港人創造更多機遇。與
此同時，我們切勿疏忽為老人服務制訂
長遠計劃，也不要輕視長者的生活困
難。一個發展健全的城市，在國策的規

劃下，要老有所養，可惜現階段對內地
與香港安老政策銜接與同步發展的研究
卻不多見。

身為小市民，我留意到香港的居住
環境大都沒有充足考慮到長者的需要。
例如大街小巷的路面和燈光，並沒按老
人步履不穩與視力衰退而安裝輪椅上落
及感應照明設施；公共服務和消費場所
也很少設長者專用排隊位置；而安老院
舍床位不足與服務素質參差更是長久積
壓的問題，稍微做得好的是公共交通上
的關愛座與市民大都培養了讓座予有需
要人士的好習慣。由此可見，大眾不是

不敬老，而是需要有安排、指導和宣
傳，讓人們在關注自身與下一代成長的
同時，也同步為長者謀福利。

我關注長者的需要，一來因為雙親
年紀日增，二來最近大眾於疫情緩和後
紛紛出外用膳，我發現越來越多食肆改
用手機二維碼點餐，連平板電腦也不
設，卻沒有足夠服務員提供協助。此
外，不少政府及商業服務也靠短訊給用
家發放通知或要透過手機輸入核實安全
碼，這無疑會令使用智能手機不靈光的
「老友記」 產生被社會遺忘的錯覺，對
疫後的世界更感無所適從。其實早前為

配合 「安心出行」 的使用，不少長者已
擁有智能手機，雖然現在已不需 「疫苗
通行證」 ，但如由政府牽頭，鼓勵志願
機構乘此時機教導長者善用科技資源，
相信不單能鼓勵老人家學習新事物，也
定必有利社會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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