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總是來得那麼突
然，在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的時候，一夜寒風，氣溫
驟降，冬天，就這樣與我
們近了。

翌日醒來，寒風還未
停，仍舊如海浪驚拍礁石
般地咆哮着，嘶鳴着，怒
號着。那風，粗獷而不

羈，率性而張揚，一會兒不停地敲打着窗玻
璃，一會兒使勁兒地搖晃着樹枝，有時，它
又如同孩子般撒氣似的從窗框灌了你一臉冷
風。沒盡興，絕不罷休。

出行的人們，早已穿上了厚厚的冬裝，
毛絨帽子，口罩，圍脖……一身上下，全副
武裝。即便，把自己裹成一個笨重的 「大糉
子」 ，也害怕寒冷的侵襲。人們話語很少，
除了遇到熟人熱情招呼幾句外，就只有匆忙
的腳步聲，噠噠作響，人們似乎在用這樣的
方式，逃離着狂風與寒冷。

前幾日，晴日暖陽，惠風和暢，還一度
覺得自己離冬天尚遠。可冷不丁兒地，天空
就陰沉下來。起初，下了點小雨，雨不大，
撲簌簌的，有些清冷。微雨，涼風，儼然深

秋模樣。
可是，雨後，風，卻漸漸囂張起來。它

像是一個甩都甩不掉的煩人精，一路從住所
跟隨到你的工作地，直到你火急火燎地奔進
另一座大樓，這風，才似乎消停了些。可你
剛沒喘口氣，窗外又傳來它不知疲倦地咆蝕
大地發出的嗚嗚啦啦的聲音。

這冬風，有些不近人情。洪水般的發
狂，猛獸似的喧囂，走在街上，只覺得源
源不斷地倒着冷氣。倘若，不注意保暖，
那麼，迎接你的，肯定是連續幾日的感
冒。

我還記得多年前到北方念書，那個冬天
也是這樣的寒風凜冽。年輕瘦小的我們，在
陌生的地方，忍着風雨催迫，只為了能好好
念書。第一場雪來臨，我感冒了，那晚，也
是這樣的寒風呼嘯。

電話裏，母親責備我： 「你就是太執
拗，非要報那麼遠的學校。」 她既擔心，又
無能為力，但還是不忘了叮囑幾句： 「北
方天寒，多注意保暖。」 那瞬間，似乎再
大的狂風驟雪，也都如塵埃般微渺。於
是，我咬着牙，度過了一個個寒冬，直至
畢業。

回想起來，那幾年雖然吃了不少苦頭，
可成績卻一直穩佔前茅，還遇到了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幸運！

也許，冬天教會我們的，就是要受得苦
寒，忍得冷凍，這樣才能離暖陽更近。

的確，冬天的太陽是很和煦的。它靜
默，溫柔，如母親的手，帶着明朗、親切的
溫度。冬天的陽光，給人一份可以預見的希
望。是呀，那時的冬天，能讓我堅持的勇
氣，大抵就只有踏實學習的安穩還有家人的
守候。

雪萊《西風頌》有云： 「冬天到了，春
天還會遠嗎？」 是呀，寒冬不過短短三月，
來年，春陽照大地，草木泛新芽，一切又是
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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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解老年之憂
近讀余光中《何以

解憂》一文，見他有不
少解憂之法，甚受啟
發。此文寫於人到中年
之時，中年之憂與老年
之憂有所不同，但其解
中年之憂之法，我想，
也可供老年人參考。

余光中的解憂法，可概括為飲酒、
吟詩、翻譯和旅行。這後三項完全可作
筆者──一個八十老翁的解憂之法。

對酒，我並無偏見，如今都說紅葡
萄酒有增強心血管的功能，又能防衰
老，適量飲飲，自然有益無害。令人質
疑的是曹操的名言： 「何以解憂？唯有
杜康。」 ──難道只有喝酒才能解憂？
曹操雖是個驍悍雄傑，可當他感慨 「人
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的時
候，就覺得唯有一醉方能忘憂。其實，
杜康發明的特效藥對曹操並無特效，舉
觥之際，他仍不免殷憂，感嘆 「憂從中
來，不可斷絕。」 余光中常見他的文友
們酣然酡然，可又常常喟然頹然，所以
他自己是不貪杯的，常被列入 「滴酒不
沾類」 人物。

中年之憂常是因為太忙太累，幹的
是疲於奔命的工作，過的是 「三文治
式」 的生活。老年之憂則有憂病的，有
憂死的，還有失落感，空虛感，孤獨
感。在這種境況，吟詩或許確有解憂之
效。余光中到晚年仍喜歡朗讀、背誦中
外古典詩，有時憂從中來，一大聲朗誦
雪萊的詩，便有登高臨遠 「向海雨天風
劃然長嘯」 的氣概。我們有很多可供老
人吟誦的古詩詞，多半不是悲悲切切
的，而是歡歡喜喜的，即使耄耋之年，
也是精神抖擻。你看：

王昌齡《河上老人歌》： 「至今八
十如四十，口道滄溟是我家。」

秦觀《念奴橋》： 「萬縷銀鬚，一
枝鐵杖，信是人中傑，此翁八十，怪來
精彩殊絕。」

歐陽修《採桑子》： 「鬢華雖改心

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
楊萬里《新晴東園晚步》： 「不愁

白髮千莖雪，隨喜黃庭一卷經。」
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 「莫

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筆者覺得，除了喜吟詩詞，老人們

還可盡情歌詠。在中外古今歌曲裏，有
對兒時和青春的回憶，有對故鄉和親人
的懷念，有穿行於白蓮花般的雲朵裏的
月亮，有草原上好像斑斑白銀的羊
群……多動聽的旋律，多美好的世界，
唱着唱着，自己似乎又年輕了。唱歌常
要深呼吸，而深呼吸，眾所周知，有益
於健康。筆者跟幾位愛唱歌的老友現有
定期的歌詠派對，自己也每天在家彈琴
練唱，當你沉浸在音樂中，陶醉在歌聲
裏，你哪會覺得你失落孤獨，哪有什麼
人生苦短之憂。

晚年賦閒在家，有太多時間，往往
不知如何打發，我們原有的一些愛好、
特長便可乘機而入。愛書法的人揮起狼
毫，愛烹調的人揮舞鏟勺，生平坎坷者
寫起回憶錄，專家學者總結自己的職業
生涯。余光中認為 「翻譯也是解憂的良
策」 ，我欣然同意。他說，譯者雖無作
家那樣的名氣，但不必像作家那樣枯坐

苦吟，譯書等於你總有一件事要做，也
總有譯畢的一天，不會有一日虛度。余
光中一手寫詩，一手撰散文，還有 「第
三隻手」 忙於翻譯，所以他親自體會到
「以翻譯解憂要比創作來得可靠」 。

筆者在疫情期間，也就以翻譯解
憂，菲利普．羅斯的長篇小說《我作為
男人的一生》逼我坐在家裏，也就暫時
忘了新冠病毒，卻見羅斯筆下的男男女
女為成婚、離異和贍養費鬧出很多笑
話，我也就不時莞爾。目前我整天對着
阿瑟．米勒的戲劇論文皺眉頭，但不是
憂，不是愁，因為翻譯再難也不如上青
天，書肯定會譯完的。

最後得談到旅行。老人身心健康，
出門旅遊，自然是豪爽之舉。哲人培根
說過： 「旅行補足少年的教育，增多老
年的體驗。」 我們很多人青壯年時期哪
有時間離家遠遊，哪有心思恣情山水，
現在該是彌補之時。如今我們不必像先
人那樣備嘗旅途辛苦，我們可乘飛機而
飛，乘郵輪而遊，去看看世界，去周遊
列國，去像蘇東坡一樣， 「求天下奇聞
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在壯觀的
天下，在廣大的天地，我們或許就沒有
很多需解之憂了。

一夜寒風又冬天

熱愛電影
的人，相信都
會認同一首旋
律優美、蕩氣
迴腸、琅琅上
口的電影主題
曲是促成電影
受歡迎的重要
元素。

有 「東方荷里活」 美譽的香
港電影界出產過不可勝數的港產
片，它們很多都有相配襯的主題
曲貫穿故事內容。這些主題曲與
戲中情節相輔相成，對劇情發展
有推波助瀾之效，成為影片不可
或缺的一個部分，主題曲的作用
與地位，真不容小覷。

一九八四年上映的嚴浩名作
《似水流年》，使女主角斯琴高
娃成為首位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影后殊榮的內地演員。該電影同
名主題曲《似水流年》由梅艷芳
所唱， 「望着海一片／滿懷倦／
無淚也無言……」 這首歌奪取了
一九八四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和十
大勁歌金曲獎項。

一九八六年夏天，吳宇森導
演拍了一齣講述江湖兄弟情義的
電影《英雄本色》，贏得逾三千
四百萬港元票房，成為一九八六
年度香港最賣座電影。《英雄本
色》主題曲是由音樂教父顧嘉煇
作曲、鬼才黃霑作詞、 「哥哥」
張國榮演唱的《當年情》， 「擁
着你／當初溫馨再湧現／心裏
邊／童年稚氣夢未污染……」

一九八七年，程小東執導、
改編自《聊齋》的《倩女幽魂》
在香港上映，張國榮演男一 「寧
采臣」 ，王祖賢演女一 「聶小
倩」 。同名主題曲《倩女幽魂》
抑揚頓挫，由黃霑包辦曲詞，張

國榮獻唱， 「人生路／美夢似路
長／路裏風霜／風霜撲面
乾……」

由名導胡金銓執導的《笑傲
江湖》於一九九○年上畫，其主
題曲《滄海一聲笑》波瀾壯闊，
堪稱一大經典。黃霑一手包辦
《滄海一聲笑》的曲詞， 「滄海
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
／只記今朝……」 這首歌獲得第
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
曲。

一九九一年有一齣戲叫《雙
鐲》，其主題曲不少人也耳熟能
詳， 「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
想做的戲／前事故人／忘憂的你
／可曾記得起／歡喜傷悲／老病
生死／說不上傳奇……」 沒錯，
就是由梅艷芳獻唱的《似是故人
來》。它亦摘下第十一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

一九九一年，徐克作品《黃
飛鴻》的主題曲《男兒當自強》
可謂練武之人的 「聖歌」 ， 「傲
氣傲笑萬重浪／熱血熱勝紅日光
／膽似鐵打……」 詞又是來自黃
霑。（霑叔實在太有才了，還有
《上海之夜》的主題曲《晚
風》、《倩女幽魂》的插曲《黎
明不要來》都是出自其手筆。）

以上電影主題曲一定能勾起
影迷們的記憶，其實上文介紹的
僅屬冰山一角，還未說由許冠傑
主唱的那些許氏兄弟電影主題
曲。

一聽到主題曲的音樂，腦海
內就浮現出某部電影的畫面，反
過來，一提起電影名字，就馬上
哼得出該電影的歌曲，二者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由是可見，港
產片與其主題曲有着千絲萬縷、
相得益彰的關係。

港產片主題曲

HK人與事
周軒諾

如是我見
吳德祖

人生在線
管淑平

自由談
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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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博物館免費開放
為慶祝開幕兩周年，M+博

物館12日免費開放參觀標準門
票涵蓋的所有展覽和節目，包
括 「M+希克藏品：別傳」 、
「個體·源流·表現」 、草間彌

生的 「圓點執念——渴望天堂
的愛」 等展覽及活動。全日共
錄得近22000人次入場。

博物館內各展廳觀眾眾多，觀展熱情高漲，細細觀
賞每一件展品。博物館外場地行人如織，看畢展覽，已
是傍晚時分，面對落日餘暉，他們紛紛舉起相機，記錄
美好一刻。 劉毅（文、圖）

四十五分鐘，一千五百米，
四十五分鐘，一千五百米；
四十五分鐘，一千五百米。
這組數字，縈繞在我心頭已

經超過兩年──這是參加維港泳
水試必須達標的成績。也意味
着，如果不能達到這個成績，就
無法獲得橫渡維港的資格。

這個速度，相當於百米三分
鐘，連續保持。對於一般的游泳愛好者，練一練，
不難。但對於我來說，熟悉我的朋友應該知道，也
算不小的挑戰。

但這個挑戰又確有不小的誘惑──游泳橫渡美
麗的維多利亞港，能在海中暢游且看維港兩岸美
景，這樣的機會，在人生中也並不易得。

樹立小目標，只要不是太過不切實際，經過努
力，總會有成效。

準備工作還是有點辛苦的，平時的工作不能落
下，工作之餘每周至少認真訓練一兩次，九月份開
始，每天都有體能練習或者長距離游泳，一個月居
然游了三萬米。嚇倒自己。要知道，來香港前我是
那種五百米就累到不行的初級選手。所幸，付出終

有回報，經過幾個月的訓練，體能有了明顯提高，
身形甚至都有了變化，游泳速度更是從之前的三分
半每百米提高到兩分多。原定的水試雖然被颱風耽
擱到了第二周，不過狀態仍然不錯，一千五百米的
成績到了四十分五十二秒，比平時訓練還快了一分
鐘。

終於到十二日正式比賽日，順利完成了游泳橫
渡維港的挑戰。

今年游泳的參賽人員很多，將近三千人，還有
國際組及大灣區組。到了我們藍色組開始時，確實
呼啦啦一群人紛紛下水。起點的時候，因為大家都
剛出發，雖在海裏，還是很擁擠，一不留神就容易
被旁邊的人踹到，我好像也踹到兩三個人。於是果
斷改變策略，索性挑人少的地方游。當時想的是─
─只要別被人踹暈，怎麼都能完成比賽。被踹翻了
可就真沒戲了。

到了中段，大家漸漸拉開，前後左右的人也能
隔四五米，這個時候，真算得上是悠游了。

天公作美，原本早晨出發時天氣陰沉，到中間
這段，太陽突然從雲中鑽了出來，繼而陽光更明
朗，景色一下子就開闊了起來。陽光映襯下，天顯
湛藍，海水也顯碧綠，海水的乾淨程度甚至超過淺

水灣。既然不着急，也並不追求成績，轉為仰泳，
更能看到身後維多利亞港港島一側的景觀。灣仔─
銅鑼灣─中環，自己背後的山頂，港島一線摩天大
廈、各種標誌性建築的天際線分外清朗。維港海
景，雖然此前很多次看過，但自己躺在海水裏的視
角，卻還是第一次。

一剎那，世界很安靜。
這種難得的體驗，或是對自己堅持游泳，最好

的回報。又想起，大學時，因為學習游泳對我來
說，還是比其他人有特殊的困難。所以，游泳課
後，所有人離開泳池，也只有我，十二點到一點，
一人在泳池堅持練習。太陽正好，明亮的陽光從玻
璃窗灑落進來，打在水面，泳池水波起伏，點點閃
亮。

中段時，很多人也開始比較放鬆的游，還有帶
了移動攝影機的，邊仰游邊四周拍攝。

中間段略累，灣仔會展已經遠在身後，而終點
似乎還遠。加上當天風浪略大，與泳池感覺還是有
很大不同。

上岸後，感覺更像香港所有游泳者的大型聚會
現場，與沿途等待的家人、同游的同伴合影，工作
人員祝賀大家順利游完，一路遞上紀念牌、短袖、

浴巾，裝備掛滿身，那叫一個收穫滿滿。
人聲喧鬧，陽光又好，真是難得的愉快體驗。
話說回來，游泳，絕對是讓人喜歡香港的重要

理由。海邊公共泳灘基本設施完備，市內公共泳池
價格適當且數量充分；再原生態一點，浮潛、獨木
舟也都有很好的去處，藍天碧海、珊瑚小丑魚，都
在市區兩三個小時能到達的地方。最近兩年工作太
忙很難得一去，但疫情封控期間，確實成了困頓中
難得的調劑，也把我的游泳水平，從五百米氣喘吁
吁，提到比較自得的水平。

就我親測，維港泳這個賽事，很好地起到了推
動市民參與群眾運動的初衷。從參賽者眾的氛圍，
就能看出。水試、領取裝備包，以及當天現場比賽
所有工作人員專心而熱情的服務，都體現出專業的
素質。就我而言，因為準備這個賽事，有了橫渡維
港的小目標，對游泳、健身的熱忱和投入，與之前
零散點滴有了完全的不同。

這是好的開始。 「唯跑步（游泳）與讀書不可
辜負」 。

這個習慣，希望自己能堅持，也希望看到這篇
文章的朋友，能夠動起來，找到自己喜歡、屬於自
己的健身項目。

維港泳初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