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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生活
一年之中，

總有那麼幾個節
日，就算完全不
關心也不花心思
惦記，也會因為
周遭的節日氣氛
而一直被提醒。
萬聖節，就是這

樣的一個節日。
雖然我從不參與任何慶祝活動，

萬聖節於我也有很特別的意義。我從
上海搬來香港的那一天，就是一個萬
聖節。那天從機場到酒店，大約下午
兩三點鐘光景。我計劃先下樓買生活
用品，然後就回去好好休息，為周一
上班養足精神。剛走到灣仔春園街，
迎面就是烏泱泱的一群人，人群中我
看到不少還是喬裝打扮的。帶着一絲
不安回到房間，打開電視正好有播報
萬聖節的慶祝活動，我這才明白。

後來就習慣了，每年此時，看到
中環石板街開始販賣節日服飾和道具
的時候，看到商場裏一下子掛出來許
多南瓜、鬼頭和蜘蛛裝飾的時候，看

到地鐵上有一群人身着悚人怪異裝束
的時候，就知道萬聖節又到了。同
時，也意識到這一年就快要收尾了，
而我在香港生活的年頭也要再加一年
了。

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到如
今也是說走就走，沒太多顧慮和牽絆，
可是我對這座城市卻越來越甘之如
飴，捨不得離開。很多朋友問我喜歡
香港什麼？我想，氣候肯定是其一，
但未必是最緊要。更重要的恐怕還是
我喜歡這裏的處處講規則，和規則之
下的自由自在。

處處講規則體現在生活中的一切
大事小情，都有既定的原則、制度、
標準或程序，跟着照辦就好。沒遇到
的事，不認識什麼人，不知道該怎麼
辦，也不需要慌張，總歸有相關的人
士可以提供指導和服務，有償或者無
償。在這座城市，我一個人搬家，一
個人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
我想這些都離不開規則賦予我的便
利。

規則之下，每個獨立的個體都享

有最大的自由度，去決定自己要如何
過好自己的生活。小到疫情過後戴不
戴口罩全憑個人喜歡，大到人生選擇
要不要結婚生孩子都由自己的意願決
定，哪怕是冬天紗裙夏天皮襖這樣有
悖常理，可又不觸犯規則也不妨礙別
人的事情，基本沒人會對別人的生活
指手畫腳，妄加評論。

在這樣的規則與自由之下，我覺
得我可以有很 「奢侈」 的生活態度：
隨心所欲。我不需要為了 「朋友多了
多條路，關係多了好辦事」 而花時間
精力去維持所謂的社交關係網，畢竟
連政府高官去醫院看病照樣也需要正
常的掛號排隊。不會有外人的指指點
點，我完全憑感覺交朋友，擇親疏，
大家合則來、不合則各行前程；憑
心意過日子，畢竟人生的選擇題沒
有絕對的對錯但是背後真的可能有
悲喜。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了規
矩，方圓自由。這樣可方可圓的隨心
生活，大概就是我一直不願意離開的
理由了。

服務街坊的熱忱
一個朋友的

晚輩參加下月區
議會地區直選，
朋友問筆者能否
給一些意見？這
一問，促使我對
這次區議會選舉
認真作了一番思
考。今年七月立

法會通過《2023年區議會（修訂）
條例草案》，對區議會選舉辦法作
了大幅改革修訂，包括恢復委任
制、設立提名制以及減少地區直選
議席，而最重要是將區議會的職
能，定位為就地區民生事務接受政
府諮詢、收集及提供意見建議，以
及聯絡地區人士定期聽取意見。這
一定位，從根本上將區議會去政治
化，回歸地區治理。我思考的第一
個問題是，在新的規則下，報名參
選並且成功獲得提名的三百九十九
名候選人，其中一百七十一人將角
逐八十八個直選議席，在雙議席單
票制之下，競爭將會很激烈，他們
要比拼什麼？

那名參選的年輕人是政治素
人，競爭對手不只一個。我說，請
你給我一個理由，街坊為何要投你
一票？年輕人想了想，講了一通大
道理，指出對手多方面不如自己，
還有一些改善地區交通和民生問題
的承諾。我告訴他，如果他是在我
所在的區議會選區參選，我不想聽
大而正確的道理，而他的承諾，我
認為很難做得到。根據我的觀察，
這名年輕人有熱情、肯學習，充滿
正能量，如果他能夠讓街坊看到他
身上這些優點，而且展示腳踏實地
做實事的作風，相信一定會有很多
人願意投票給他。去政治化之後的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職業、身份、
背景五光十色，各有所長，最不需
要的就是講大道理，最需要的是服
務街坊的熱忱。有了這種熱忱，就

肯花時間、花精力，就願意聆聽街
坊的意見心聲，積極向政府相關部
門反映民意、上達民情，就能幫助
解決街坊市民的實際問題。

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觀察這
次區議會換屆是否順利的標準是什
麼？地區直選八十八個議席成為關
注焦點，是理所當然。近日全港多
處街頭見到各候選人的旗幟迎風飄
搖，一些地方還有候選人團隊擺街
站派單張，特區政府更加全體出
動，拍廣告呼籲市民十二月十日
積極投票，而且在上水兩所中學
設投票站，為居住內地的港人返
港投票提供方便。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在立法會表示，將
推出 「區選夜繽紛」 ，在夜市設置
攤位宣傳區議會選舉，讓市民明白
地區治理改革有切身好處。隨着投
票日期將近，選舉氣氛必然進一步
升溫。

近日一次飯敘，有關心選舉的
朋友問：你估計今次區議會選舉的
投票情況如何？我認為取決於兩個
因素。首先是特區政府要加大宣傳
力度和愛國愛港力量全力以赴動
員。根據筆者觀察，本屆區議會選

舉，政府的媒體宣傳力度較以往
大，但還可以更進取。其次是各個
候選人要敢於針對區內存在的各種
民生問題，為民發聲，言之有物。
如果能夠觸及市民的切身利益，就
可以刺激街坊大眾出來投票的意
欲。

但是，對這次區議會選舉地方
直選投票情況的期望，應該抱實事
求是的態度。一方面畢竟是區域性
選舉，與全港性的立法會選舉相
比，市民關心程度不同。其次，雖
然直選平均每區四人爭二席，部分
甚至六爭二，競爭不可謂不激烈。

其實，這次區議會換屆，間選
和委任的意義也同樣重要，否則修
訂選舉辦就沒有意義。根據參選人
數，參加間選的候選人面對的競爭
未必比直選更輕鬆，也在積極準備
競選政綱、部署拉票。可以肯定的
是， 「三會」 間選的投票率一定很
高，這是新規則的一個重要觀察
點。歸根究底，這是一次既有競
爭、又注重各方平衡的區議會選
舉，關乎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意義重大，每一個市民都應該積極
支持、踴躍投票。

酉華雜記

柏林周邊有許許
多多的湖泊，於是，
釣魚成為相當受歡迎
的周末假期消遣項
目。

初秋的一個周
末，我們受邀到一位
德國朋友家作客。他
們家坐落在一個幽靜

漂亮的小湖湖畔。去之前，女主人艾米
麗便告訴我，她準備了新鮮的魚湯，而
魚是她先生奧利佛前一天在他們家門口
這個湖裏釣的。

這一鍋用十條鯽魚燉出來的鮮美雪
白的魚湯讓客人們連連稱讚，艾米麗很
貼心地提醒大家： 「這是鯽魚，所以刺
很多，要小心。大家最好只吃魚肚子上
的肉。」

客人們完全不理會叮囑，開開心心
地喝完湯，把魚吃個精光，只剩下理得
乾乾淨淨的魚刺。

吃完飯，見我對釣魚饒有興趣，奧
利佛便主動邀請我和另外一個小客人小
麥一起去湖上釣魚。我們帶上魚竿、
桶，和一罐煮熟的玉米，便上船出發
了。

這是一個靠充電電池為動力的電力
小船，大概可以坐四、五個人，如果電
池忘記充電或者電用光了，用槳划一划
也是很輕鬆的事情。奧利佛告訴我說，
這個電力船非常安靜，所以不用太擔心
把魚都嚇跑，絕對是釣魚首選。

我們的船開到湖的另一邊，那裏有
一個建造在湖裏但是緊挨着岸邊的小木
屋，奧利佛告訴我說這是個船塢，很多
魚都喜歡在這附近的陰涼處。

奧利佛熟練地停下船，關閉引擎，
讓他的 「小助理」 小麥幫忙把 「錨」 放
到湖底。扭過頭，我便看到奧利佛已經
把玉米掛在了魚鈎上，魚竿一甩，餌便
拋了出去。

我和小麥望着湖面上的魚漂，還沒

有看清楚到底是風吹着魚漂在動還是湖
水的波浪在晃動，奧利佛已經飛快地起
杆兒，而魚線的另一頭，是一條活蹦亂
跳的鯽魚，銀色的魚鱗在陽光下閃閃發
光。小麥立刻歡呼起來：

「好快就釣到了，我們的魚！」
「不不，小麥，這條魚太小了，我

們最好把牠放回湖裏，等牠長大點再
說。」 奧利佛擺擺手，一邊把魚鈎從魚
嘴裏小心地取出來，一邊用手掌比畫着
說， 「你看，牠還沒我的手大。」

「是因為有規定麼？太小的魚不能
釣？」 我好奇地問，因為我知道在德
國，釣魚是需要釣魚證的， 「這是考釣
魚證時會考試的內容麼？」

「釣魚證考試倒並沒有說這個魚太
小不能釣，只是我覺得這樣的大小肉少
刺太多，哈哈。畢竟我們這個湖裏太多
這種鯽魚了，不差這一條。」 看我認真
的樣子，奧利佛笑了起來， 「不過你說
得對，考釣魚證時，你必須知道什麼季
節釣哪些魚，哪些能釣哪些不能釣。」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裏，我們戰果豐
碩，幾乎每一杆兒下去都有魚，只是大
魚我們留着，小的便扔回湖裏了。看到
桶裏十幾條鯽魚，長得都差不多，但有
的魚鱗是金色，有的魚鱗是銀色。

「你看牠們長得差不多，其實牠們
是兩種魚。」 奧利佛見我望着魚桶琢
磨，便主動開啟 「教學模式」 。

「啊哈！我還以為牠們只是曬多了
太陽和沒曬太陽的區別呢。」

奧利佛和小麥連連點頭，大笑起
來。

回程路上，奧利佛給我看了他錢包
裏一張發黃的老照片，一位青澀的少年
抱着一條剛釣起來的大魚得意洋洋的樣
子。

「這是二十年前，我在這個地方釣
起來的魚。」

少年變成了大叔，而湖，依然是那
個綠蔭葱葱銀波漣漣的湖。

釣 魚

柏林漫言
余逾

自由談
楊不秋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市井萬象

為配合今
年法國科學節
的主題《體育
與科學：從健
康到表現》，
香港科學館科
學推廣組與法
國駐港澳總領

事館合作，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七
日期間，在香港科學館推出一系列
特色活動，包括 「獎牌背後的科
學」 展覽和《極限運動體驗》虛擬
實境體驗、電影放映、研討會和座
談會。 香港中通社

 























獎牌背後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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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未去青陽
了，山水不以為念，
幾個青陽朋友不時在
心頭漾起。馬光水、
許承、周玉榮、劉向
陽、施博遠、章珍
紅、章小兵、施麒
駿……

又來青陽，這次去的是青陽酉華。
舊作裏的句子：

城依山窩着，城是青陽城，山是九
華山。青陽的名字好，有漢唐風。 「江
南」 二字也好，十足宋明味道，青陽恰
好地處長江之南。青在山岡，林綠竹
翠，生趣盎然，朝氣勃勃，器宇軒昂。
青陽，青陽，朗朗鏗鏘，如鐃鈸銅鑼之
聲。

酉華的名字也好，有一段酉時霞光
的華麗。恰恰在酉華幾天，遇見了燦爛
的霞光。比霞光更燦爛的是酉華人的日
常──

五花肉、豆腐、黃花菜、豆腐雜糅
的鍋仔，豬肉鮮美，肥而不膩，配菜鹹
香微甜，極為下飯。乾豆角在砂鍋裏慢
燉熟，肉香飄逸幾米之外。大盤的牛
肉，燒、滷、炸、煸而成。此外還有粉
蒸肉、臘肉、炒麵、豆腐乾……最奇的
還是當地人人稱讚的梅魚，外鄉絕無，
其物如神龍狀，首尾難見，入梅雨季則
有，出梅雨季則無。梅魚不到寸長，無
鱗無骨，通體褐色，曬乾後微微透黃，
彷彿梅雨天色。用梅魚做湯，做蛋羹，
軟糯棉香，殊為一方好味。

還是舊作裏的內容，青陽一個老朋
友頗有微詞，我只是不改，實在環肥燕
瘦，各美其美：

走過幾次青陽，因為喜歡江南的綠
色。江南的綠色彷彿大胖婦人，偏偏出
落得儀態萬方，這是江南綠之稟賦，他
鄉搶不得也。我老家岳西地屬江北，江
北綠像清瘦的丫鬟，伶俐活潑。江南的

綠，野性勃勃，心機全無，只是爛漫，
其美正在這裏。

時令立冬了，江南如大胖婦人一般
的綠色不禁有些消瘦。那日在酉華清源
山，清風遍體，吹得人飄然出塵，心裏
湧起詩意：

秋風搖綠瘦，黃葉落空蒙。
小徑苔深處，抬頭見柿紅。
在酉華，看見了無數紅彤彤的柿

子，在人家屋檐邊，不是探出牆頭的嬌
羞，而是一片浩蕩，爛漫得染紅了天
空，紅得歡喜。更歡喜邂逅了一隻紅蜻
蜓，像暮春時節的一抹杜鵑花，又像從
齊白石工筆蟲草冊頁裏飛出來的一般。

我老家常見蜻蜓，多是那種通體淡
紅，一指頭長的蜻蜓；還有軀體深褐
色，透明的翅膀上有細紋的蜻蜓；河裏
飛着一種被鄉下人稱為 「鬼塘雀」 的，
體型極小，翅膀超長，飛行詭異。天黑
時，還有種飛速極快，軀體淡灰的蜻
蜓。這些蜻蜓體型相似。另有一種體格
碩大的蜻蜓，尾巴像條火柴梗，翅膀堅
硬，軀體五色相間，色彩斑斕，鄉人尊
牠為 「塘雀王」 。 「塘雀王」 性子猛，
捉住了往往冷不丁俯首咬人。蜻蜓之羽
膜質，翅長而窄，網狀脈極為清晰，飛
行能力很強，既可突然回轉，又可直入
雲霄，有時還能後退。

在我的故鄉，夏秋時節的傍晚時
分，總能看見低空飛行的紅蜻蜓。天一
煞黑，也不知道牠們從哪裏鑽出來的，
先是幾隻，跟着幾十隻，天空中幾百隻
幾千隻幾萬隻乃至十萬隻……像是下蜻
蜓雨。

在九華山下的青陽酉華，勾起了一
段記憶，於我真是極愉快的一次行程
了。夜裏，坐在客舍，喝下一杯九華的
黃精茶，又想起那隻紅蜻蜓，想像牠翩
然飛在酉華那個叫宋沖的村落人家石片
瓦房下。那景象不是齊白石的畫，而是
宋畫了。

▲《極限運動體驗》虛擬實境體驗。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維港一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