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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喬輝把他的散文集封面發給我
看的時候，書名似曾相識，努力回憶
了一下，記起曾經的央視主持名嘴也
出過同名的書。喬輝說那也不改了，
整個書的架構也是圍繞這個主題，那
時讓我有種感覺，就是這兩位作者的
性格中有一種相似的地方，就是 「與
自己較勁兒」 ，所以他們都選擇了
「不過如此」 。

我的這種感覺在內蒙古詩人趙卡
寫《不過如此》跋中也有同樣的描
述，這可能就是喬輝留給朋友們最深
的印象。喬輝是土生土長的內蒙古
人，本來在當地媒體做記者，一個機
緣把他和香港拉近了，成為一間港媒
駐內蒙古的記者。所以喬輝身上的那
種和自己較勁兒的感覺就是作為職業
記者與生俱來的。

《不過如此》中有多個篇章都極
具地方性，比如在 「歲月神偷」 中寫
到作者和朋友們一晚幾場暢飲，得意
失意，都要桃李春風，暢飲達旦，還
不忘寫成詩，讓溜走的歲月停在了他
們的詩和散文中，所以他們也覺得
「當下即永恆，無懼神偷」 。喬輝和
朋友們也經常醉卧草原，他們會盡情

暢飲，醉了就豪情萬丈地朗誦詩歌，
很多詩詞都是他們自己創作的，極具
地方特色，這是內蒙古青年特有的豪
飲，每每都是豪情萬丈中又帶有些許
的悲壯，憂鬱和浪漫。

喬輝喜讀武俠小說，每次來港都
買梁羽生、金庸的書，即使同一套
書，精裝本、平裝本、口袋版等不同
版本都要來一套，他收集了各種版本
的武俠小說，在他的散文集中寫到
梁、金的 「紅線黃衫事有無」 ，把那
個紙上江湖剖析得淋漓盡致。喬輝也
善寫詩詞，他的詩詞中也是俠氣縱
橫，豪情滿滿。曾有 「從酒還須在良
夜，詩名初動五羊城」 、 「一夢居延
星夜永，千尋敕勒闋歌新」 的句子。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過爾
爾」 。就像喬輝的書中描寫人生經歷
的起起伏伏，但他依然保持着心中的
那份純真與坦然。

《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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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的魅力真的沒法擋，個
人來說，最少曾經擁有三至四雙
皮靴，全是長筒設計。這不僅是
對長筒靴情有獨鍾、特別偏愛，
而是要配合冬日的服裝，曾經有
一段時間，長靴十分流行，可以
搭配任何的時尚造型。

在冬日陽光絢麗的日子，外
出時穿上一件大衣，腳踏一雙長
靴，很有種灑脫的感覺。皮靴的
確容易配襯任何衣飾，除了外
套，可以內穿一件毛衣，配窄腳
長褲；而半截裙看似很斯文的款
式，若配上一對長靴，一樣顯得
十分優雅。潮流是不停循環着在
轉，流行過後，皮靴熱潮又會被
其他種類的鞋子所替代，包括漂
亮的高跟鞋、便鞋和短靴，也流
行過一陣子。

事實上，長靴和短靴一直都
存在於時尚領域中，只不過是流
行的程度曾有所減退，但數年前
又曾再興起了一段日子。而皮靴
的搭配模式也有所不同，顏色比
較傾向更多色調，啡色始終最流
行，衣飾的搭配也呈現更多元

化，因為時裝有各種不同的組
合，單調的設計已不符合時尚趨
勢。

隨着運動鞋浪潮興起，影響
了其他鞋款，整個鞋業也掀起了
一個新浪潮，由專營運動用品品
牌到各大時裝名牌，紛紛推出各
式的運動鞋產品，令不少人改變
了買鞋穿鞋的習慣，皮靴當然也
免不了受影響。

今年秋冬穿搭想有點新意，
不妨留意今個秋冬的流行鞋履推
薦，名牌除了有用鑽扣裝飾的厚
底運動鞋外，也有不少適合各種
風格的經典皮靴推出，像優雅的
長筒靴、高跟設計，也有微高跟
款及露趾靴，亦有平底簡約風的
皮靴，色調則以啡色和黑色為
主，各款長靴都可以讓你搭配任
何時尚的造型，呈現皮靴的吸引
力。

皮靴仍有吸引力

一位年輕朋友出了兩本書，第一
本是短篇的結集，第二本是長篇。她
說兩本書的反應不一，有人喜歡第一
本，有人說第二本好，想知道我的看
法。

我說我比較喜歡第一本，因為它
是一本文學作品，而第二本只是一本
普通的流行小說。我不看輕流行小
說，但她這本甚至缺乏流行的因素。

我說她努力講述了一個故事，但
文字沒有個人風格，例如清新、風
趣、潑辣、幽默……沒有對人生的某

種體悟，沒有詩意的氛圍，沒有人與
人感情的交織，反映的生活面狹窄單
薄。

就像製作麵包，麵包是做出來
了，但只是一塊普通的方包，沒有特
別的香味，欠缺不同的成分，不耐咀
嚼。哪怕是農村自製的簡單麵包，因
烘焙過程也可獲得某種特殊的風味。

故事情節交代得很清楚，有細節
但可有可無，沒有給讀者留下想像的
空間。

最重要的是讀者看完，在心靈上

沒有獲得提升，這跟作者本身的水平
有關。無法強求。

退一步說，就以流行小說的條件
來看，故事、人物、感情、懸疑、趣
味、獵奇……都嫌吸引力不夠。

總括一句：仍須努力！

不是文學


假日文化漫遊
被稱為 「超級黃金周」 的國慶中秋

雙節將至，很多人忙着策劃出遊的行
程，各個城市也在千方百計謀劃吸引遊
客過來。近幾個月，深圳賺得了一大波
香港人北上消費的紅利，趁節日更想一
鼓作氣吸引更多人過來。以豐富多彩的
文化帶動消費成為一種潮流。

藉着擁有福田口岸和皇崗口岸的地
利優勢，深圳福田區成為羅湖之後最受
港人喜愛的地區。

作為深圳的文化中心，福田吸睛之
處不止是各種現代化的地標建築和購物
中心，更有濃厚的文化氛圍，福田一直

以多元化、跨領域的方式為公眾打造一
個開放性、國際化的文化交流平台。

隨着雙節的到來，被描繪成升級版
的citywalk 「福田假日漫遊2.0中秋．國
慶系列活動」 ，一個月之內一百場活動
集中推出，涵蓋空間漫遊、營地漫遊、
街區漫遊和雙城漫遊四大板塊，活動形
式包羅萬象，有的腦洞大開，活動地點
遍布各個文化場所、公共文化空間、社
區、公園等，讓人應接不暇、眼花繚
亂，的確讓人有至少去參加一場活動的
衝動。

空間漫遊是在充滿創意的公共文化

空間裏邂逅一場場奇妙的藝術之旅，精
心設計的漫遊空間路線，人們可以體驗
音樂、舞蹈、繪畫、瓷器、風箏、箜
篌……營地漫遊充滿浪漫色彩，與自然
為伴，抬頭仰望星空，低頭有專業音樂
人和樂隊送上潮流音樂；街區漫遊沉浸
到街區巷道，轉身便能欣賞到民俗、非
遺、曲劇；雙城漫遊突顯大灣區深港聯
動特色和文藝融合的風貌， 「Beyond
成立40周年紀念展」 連續二十餘天在福
田領展中心城舉辦，人們跟着音樂一起
感受搖滾的力量，重回Beyond的 「光
輝歲月」 。另一方面，國慶期間，香港

荃灣大會堂舉辦的香港國際青少年藝
術展演中，福田派出了一支隊伍參
演。

深港兩地網紅近日也行動起來，互
相到各自的城市打卡，重點推介假日文
化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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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四見報

每到中秋，思念都比回憶
長。離家久了，反而說不清是期
盼重一些，還是感慨多一分。腳
踩在不一樣的土地上，果然誠如
古人說，只有天上明月，普照人
間清輝。錢鍾書說過，婚姻就像
圍城，可成長又何嘗不是這樣？
總是外面的人想回來，裏面的人
要出去，也只有此去經年，百轉
千回之後，才懂 「告老還鄉」 方
為真實安慰。

當然，正值盛年的我們，依
舊要跟天地糾纏，大戰一番。也
只有在每年這時，猛地憶回當

初，抬起頭，不知是李白的 「瑤台鏡」 ，
還是蘇軾的 「把酒問青天」 ，也無法參透
是張九齡的 「天涯共此時」 ，抑或白居易
的 「清光似往年」 。大概自己的人生也該
有點駢文韻曲，夠清雅透徹，待再回首
時，也能用一根線，穿起所有閃閃發亮的
珠子。

思念，也總是落在味覺上，才格外具
體真切，不用多餘辭藻堆砌，是直衝進大
腦皮層的刺激。對我而言，最原始的 「地
心引力」 永遠是一串葡萄的甘甜。到了秋
天，百花齊放的水果們就要逐漸退場了，
但葡萄卻以一種堅定頑強的姿態，誓要陪
我們過完中秋。不信你看，豐腴多汁的桃
子變得乏味了，西瓜不夠甜，芒果已 「叛
變」 ，唯有葡萄 「義薄雲天」 ，不但不會
跟着季節 「落井下石」 ，還更多出一份香
而不膩的暖意。

我記得這段時間，人們永遠是花最多
的錢在月餅上，用最多的情在葡萄中。前
者掛着儀式感負重前行，一個個精緻的禮
盒，成了走親訪友時堅挺的 「社交貨
幣」 ，等真的坐下來吃，又是淺嘗輒止；
後者就通透多了，它把虛和實，分得清清
楚楚，最後一粒不剩的盤子，就是最好的
背書。泛着光的飽滿彈嫩，入口就是爆漿
狂喜，在這一刻，什麼虛與委蛇都是假
的，只有拜它而賜的快樂，是真的。

「口號喊順了，道
理就說不清了。」 這是
作家韓少功在小說《回
聲》裏的一句感慨。

周姓、劉姓兩個村
莊為了爭奪水壩而械
鬥，知青路大為前去阻
攔。但他苦口婆心的勸
解，很快淹沒在一片震
耳欲聾、振臂高呼的口
號聲中： 「不准臭知識
分子放毒」 「貧下中農

不好惹」 「誓死捍衛革命路線」 。
在那個年代，這些口號每一句

都是不容絲毫置疑的真理。但實際
上，與這次宗族械鬥並無關係，而
且雙方都是貧下中農老百姓。然而
一句句口號，卻為一次爭奪用水的
普通紛爭，塗刷上了一層偉大榮耀
的光芒，直到沉重的血色染紅了水
壩。

勒龐《烏合之眾》也有類似的
觀點。口號喊多了，喊得越來越響
亮了，似乎就真的成了真理。看看
那些傳銷公司的瘋魔聚集場面，就
知道傳染性有多可怕了。很多口號
是宏大的，站在 「絕對正確」 的制
高點上，原本並非針對某個具體問
題，但一旦套用到具體問題，卻如
同繮繩一般緊緊綁縛，將質疑聲擠
壓、溶解，進而就產生了極端、偏
激的殺傷力。而且，口號往往越簡
單，越缺乏證據，反而越有力量。

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口號已經
不需要找一處水壩或是廣場來呼
喊。網絡就是最大的平台，而智能
推送算法，讓召集變得更精準、快
捷。一個 「鍵盤俠」 打出一句口
號，成千上萬的同道中人很快蜂擁
而至。

口號越來越駕輕就熟，不依不
饒的吹毛求疵、上綱上線也就越來
越多。你若稍為民企辯解，那就是
「資本家的乏走狗」 ；對國際問題

中性客觀的分析，卻被當成投敵賣
國的投名狀。其實，那些口號，不
過要聲量來掩飾道理邏輯上的空洞
蒼白罷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翻拍《雲海玉弓緣》
內地即將翻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

《雲海玉弓緣》，距離一九六一年十月
至一九六三年八月期間，《雲海玉弓
緣》在香港《新晚報》連載已經六十年
過去了；距離二○○二年香港無綫電視
台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雲海玉
弓緣》播出，也已過去二十一年。在持
續多年的武俠片、武俠劇熱潮之中，很
多同時期的武俠小說，不斷地被改編、
被翻拍，甚或被 「魔改」 ，《雲海玉弓
緣》的影視化改編卻寥若晨星，至今仍
停留在二十一年前。

梁羽生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 「開山

祖師」 ，一生創作了三十多部武俠小
說，《雲海玉弓緣》與《白髮魔女
傳》，是他 「天山」 系列武俠小說中的
代表作。從過往影視化改編的數量和規
模來看，顯然《白髮魔女傳》更受導演
和製片青睞，成為最多影視改編版本的
梁羽生作品。

小說《雲海玉弓緣》共計五十二
回，講述清朝中期，江湖浪子金世遺與
復仇女神厲勝男之間的愛恨情仇和傳奇
經歷。書中對天山派、天山劍法描畫得
活靈活現，而作者此前卻從未踏足天
山。對此，梁羽生笑稱： 「沒有去過天

山也可以寫」 ，一如不會武術的他，成
功塑造了那麼多武林高手。

早在一九六六年，《雲海玉弓緣》
被香港導演張鑫炎拍成電影，由陳思
思、傅奇主演，開創 「彩色武俠世紀」
之先河。一九八四年十月，亞洲電視首
播電視劇《雲海玉弓緣》，由曾偉權、
馬敏兒、蔡倩兒主演。惜這兩部《雲海
玉弓緣》影視，由於年代久遠，年輕一
輩恐知之不多。大家印象較深的《雲海
玉弓緣》是TVB版電視劇，二○○二年
十二月香港首播，曾創三十七點高收
視，助主演林峯、葉璇及李彩樺迎來事

業高峰。
由優酷出品的《雲海玉弓緣》電視

劇，將於今年十月開機，擬在橫店、象
山、新疆等地取景。內地新一代演員如
何呈現六十年前梁羽生的武俠世界，令
人充滿期待。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眉筆惹的禍
近日內地一名擁有數千萬網絡追隨

者、以分享美妝用品使用心得成名的
KOL 「口紅一哥」 李佳琦，在直播中推
介一枝賣七十九元（人民幣）的眉筆
時，出言叫嫌售價貴的觀眾自我檢討，
檢討自己究竟有沒有努力工作打拚，賺
多些錢提高個人的購買力，因而瞬間得
罪網民，形象大翻車，不但大失民心，
辛苦建立的網絡事業王國亦岌岌可危。

七十九元人民幣一枝眉筆貴不貴，
見仁見智，但直播主失言卻是肯定的，
事件亦反映了網紅不易為，即使有多受

吹捧，也可能因一時不慎，而頃刻間要
面對公關大災難，甚至斷送前途與 「錢
途」 。其實年年月月地直播，每次要在
鏡頭前長時間即場說明、示範、叫賣，
還要適時回應觀眾不同的意見和查詢，
甚至利用個人的魅力持續提升直播間的
氣氛，保持與網民的互動，若沒有過人
的辭令、自信、表演慾與精神體力真的
不行。筆者有些做服裝零售業的朋友，
就是因為拒絕老闆規定要上網直播推銷
貨品而辭職。如今的 「眉筆之禍」 更教
人知道，直播主亦要講究個人修養與情

緒智商，因為現場的表現無法剪輯修
飾，一失言就足以成千古恨。縱然他們
的工作性質頗像線下的推銷員，但推銷
員開罪顧客可能只失掉一樁生意，或是
只打消了賣場裏顧客的購物慾，但在線
上得罪網民，尤其是辛辛苦苦儲了海量
「粉絲」 的KOL，真的可以牽連甚廣，
而且事情更會以光速傳遍千里，就如李
佳琦，一夜間 「掉粉」 百萬，還要收拾
廠商割席與顧客不買賬的殘局，最終哭
着在網上直播致歉。

時下不少人愛看網絡視頻購物，因

為既有即場示範介紹，又有直播時段優
惠，加上長時期收看喜愛的直播頻道，
跟直播主在互動間還建立了疑幻疑真的
情感，所以這方式很容易被消費者視為
有 「着數」 又可靠的購物渠道。至於直
播主究竟視網民為朋友、顧客、支持者
還是 「韭菜」 ，就真是天知曉了。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仁者壽，靜者壽，拙者壽。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灣區聽雨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衣 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