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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一生創作了十五部武俠小
說，幾乎都被翻拍成電視劇或電影，
大多數作品被多次翻拍。在每一部金
庸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中，除了刀劍如
夢，俠客輩出，還塑造了不少特立獨
行、色彩鮮明的女性形象，或俠骨柔
腸，或仙氣飄飄，成為江湖俠影中亮
麗的風景線。

在金庸武俠小說中，影視化改編
最多的是《射鵰英雄傳》。二○○三
年，金庸出席陝西衛視一節目，主持
人將三代 「黃蓉」 ：翁美玲、朱茵、
周迅的劇照一一呈現，請金庸題字。

金庸將 「俏皮」 給翁美玲， 「乖巧」
給朱茵， 「聰慧」 和 「嫵媚」 都給了
周迅。這四幅題字，展現了黃蓉性格
的多個側面。

一九八三年版《射鵰英雄傳》，
翁美玲是金庸 「欽點」 的黃蓉。當時
TVB公開招募女主角，金庸以作者的
身份參與了最後面試。換上古裝的翁
美玲，俏麗又帶點狡黠地說： 「桃花
島島主之女黃蓉拜見金大俠！」 讓金
庸眼前一亮，當即拍板選定。翁美玲
演的黃蓉，冰雪聰明而又刁蠻任性，
果然不負金庸期望，創造了難以逾越

的經典。
二○○三年，《射鵰英雄傳》推

出內地版，由內地演員周迅飾演黃
蓉。金庸曾公開稱讚周迅演技到位。
他說： 「對於《射鵰英雄傳》，大家看
過一九八三年香港版之後印象深刻，
但是把這次的跟翁美玲的那次拿來比
一比，我想一定會發現，現在的比以
前的好，周迅比翁美玲漂亮多了」 。

曾兩度出演金庸小說改編電視劇
的劉亦菲， 「神仙姐姐」 的美也讓金
庸驚艷。看過劉亦菲出演的《天龍八
部》後，金庸點評： 「如果不是你演

王語嫣，幾千幾萬觀眾說金庸胡說八
道。你演了之後，大家才知道世上真
有這樣的美人。」 後來，金庸又 「欽
點」 劉亦菲出演《神鵰俠侶》小龍
女。在看過《神鵰俠侶》片花之後，
金庸滿意劉亦菲的表現，在金庸看
來，鏡頭前的劉亦菲，有些神情很哀
怨，看起來讓人心碎。

最近忙於寫有關流行歌詞創作的
新書，但有齣電影卻讓我要抽空一看
以示支持，就是港產片《填詞L》。

故事以導演黃綺琳的真實經歷改
編，講述自求學時期就夢想成為職業
填詞人的主角用盡方法，希望躋身音
樂圈，並期待自己的詞作面世。過程
中她既要面對寫作困難，求職又處處
碰壁，還不斷面對希望幻滅的殘酷，
以致最後要面對現實，暫時擱下夢
想。導演以輕鬆幽默的手法表現無奈
的際遇，全劇洋溢青春熱血，毫無悶
場。由於題材關於廣東歌詞，作詞又

是小眾興趣，自然不能對票房有所寄
望，但小成本製作的水準已叫人喜出
望外。

筆者除了欣賞導演對藝術創作的
熱誠，也想藉電影了解別人創作和入
行的困難，好讓我在寫書時能以過來
人的角度分享經驗。《填詞L》十分寫
實，不少情節也跟我的親身經歷雷
同。不過主角的辛酸程度，其實只佔
我實際嘗過的一小部分，夢想當填詞
人的觀眾也要有心理準備，入行和堅
持下去會比電影描述的更困難。例如
主角在未正式入行就能跟唱片公司談

合作，就算最後歌詞沒被採納，也獲
見三個工作人員，如果這是導演的真
實經歷，已屬十分幸運。想起我找入
行門路時，好不容易託人幫我約見某
製作公司版權部負責人，我懷着滿腔
熱誠，像電影主角般帶着業餘作品準
時到達會面場地。萬料不到接待員竟
告訴我版權部人員全都不在，我卻沒
收過任何改期通知，好明顯沒人記得
約了我。那刻除了無奈轉身離開，還
可以怎麼辦？

此外，主角聽到自己寫的歌播出
時用了其他歌詞版本，非常傷心，但

其實小樣歌詞不能與歌曲同時賣出，
是業內常見的情況，也確有商業製作
上要顧及的因素，新人只好當是一次
練筆的機會。在我的經歷中，發生過
明明是自己寫的歌詞，發布時填詞人
卻是他人的名字，那難過程度實在難
以形容，恐怕電影也拍不出來。





很多人的心中，都有翱翔藍天的
渴望和夢想，在藍天與潔白雲朵之
間，漫步雲端，俯瞰世間的繁華與寧
靜。如今，這種夢想正在大灣區照進
現實，搭乘直升機遊覽頻繁出現在各
種場景。

山色朗潤，草木欣榮，春花爛
漫。 「人間三月天，梧桐賞杜鵑！」
最近，深圳梧桐山十萬株毛棉杜鵑競
相開放，浪漫的粉紫色染盡山林，營
造出漫山遍野燦若雲霞的世界級 「城
中花海」 。映襯着花田美景，第九屆
毛棉杜鵑花會暨第二屆梧桐山音樂會

正式開啟。今年賞花最令人心動之處
在於可以搭乘直升機觀花海，空中視
角欣賞毛棉杜鵑美景。從平視、仰視
到俯視，海拔九百多米的梧桐山上雲
霧繚繞，漫山遍野的粉色杜鵑花迷了
遊人的眼，山坡彷彿披上了一件華
服，湛藍的天空背景下，綠樹掩映，
無邊無際的花色如夢似幻，繽紛的色
彩交織出一個屬於春天的油畫世界。

坐直升機賞花的價格比較親民，
從三百多元到九百多元不等，一般民
眾都可以實現空中翱翔的夢想。

今年春節假期期間，深圳一直升

機公司提供 「臻美海岸」 和 「山海鹽
田」 航線，遊客可以空中領略海鮮
街、鹽田港、大小梅沙海岸線、香港
島、東部華僑城等知名景點，盡賞山
海間的壯美與靈動。據說，情人節那
天，很多情侶紛紛體驗直升機遊覽，
來一場浪漫的空中告白。

此外，全國唯一常態化直升機城
市低空觀光線── 「見圳奇跡」 航線
正常營業。這條航線從市中心起飛，
途經深圳標誌性的區域和景點，乘客
們可以在半空中以廣闊的視野、立體
的角度感受深圳這座國際大都市的獨

特魅力，還可以選擇乘坐夜間直升
機，欣賞流光溢彩的都市繁華夜景。

不久前，深圳到珠海的 「空中的
士」 首飛成功，將給大灣區居民提供
一種全新的出行方式，從深圳到珠
海，搭乘直升機僅需二十分鐘左右，
相比於傳統出行方式大大節省了時
間。

金庸點評武俠劇女主角

填詞人

歷久常新的衣飾
青瓦粉牆，木門銅鎖，飛檐翹

腳，煙雨中走進一處江南院子，跨過
門廊是一段小小的竹林，讓人的腳步
自然就放慢了，傾聽雨水經過風雨連
廊掉落在院子的聲音，院子的青石板
已經被磨得有點發光，打上雨水後，
有種時光倒流恍若隔世的感覺。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
煙，簾幕無重數」 ，中國人酷愛院
子，自古便有一種深厚的感情，無數
名人墨客都鍾愛院落生活。初春江南
的風還有點冷，庭院內顯得很溫暖。
小院的高牆讓庭院顯得很是深邃，從
二樓望出去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即
使站在二樓的陽台上也不能看到鄰居
院子，現代院子的設計很好地考慮到
居者的隱私。等到午後陽光正好，在
窗前的藤椅坐下，泡一壺茶，漠然靜
坐。雖然也酷愛咖啡，但在江南的院
子中，咖啡倒像是不太尊重院子的氛
圍，還是沏一杯可以看得見葉片的綠
茶最合適。

童年時我們也住過有院子的房
子，長大後遠離了院子，住進城市的
高樓，疏離了泥土，心反而越來越不
踏實，常常夢回兒時的院落，窗前是

盛開的格桑花，遠處的院子種着各種
蔬菜，蔬菜花盛開時也是格外好看，
還有玉米和向日葵，我最喜歡盛開的
向日葵，一日內跟着太陽轉動着朝
向，這是北方院子的敦厚拙樸。長大
後我喜歡江南院子的暗香臨江，院子
集合了中國古典的風花雪月，太湖
石、清池、游魚、竹林，有山，有
水，有生活，院落為家，小橋流水，
清風不颺。中國元素的建築一磚一
瓦，一石一竹，一茶一几彷彿過濾了
生活的繁冗與喧鬧，讓天人合一。

建築學家梁思成曾說過： 「對
於中國人來說，有了一個自己的院
子，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 。深深
庭院，簡單精緻。我們都期望擁有這
樣一個江南院子，煙雨瀟瀟，荷塘輕
霧，花開四季，泡一壺茶，焚一爐
香，讀一本閒書，享受靜謐，只聞花
香，不談喜悲。

朋友一逢低潮期，就會吃湯麵。捧
着個大碗呼哧呼哧，好像要把整個頭都
埋進去，明明巴掌大的碗口瞬間變成
「戰場」 ，手起筷落片甲不留，還自帶

節奏感極強的BGM（背景樂），末了
擦擦嘴，碗一見底，就代表了痊癒。每
到這一刻，我都好像看見了 「三皇會
戰」 時的拿破侖，志得意滿昂首闊步，
此後絕無滑鐵盧。

從那時起我就發現，湯麵雖然簡
單，卻莫名帶有魔力，能讓人東山再
起，也能乘勝追擊，管你身臨迷局中、
還是被困在無人境，都堪稱藥到病除。
煮好的高湯懇切的料，一份生龍活虎的
熱乎氣，再加上一次全力以赴。擼起袖
子閉上眼，所有困難也都化作了一根根
麵，吸溜吸溜就被解決。只要肯用力，
別東張西望地懷疑，人生不過如此，能
困住我的，縱然有萬般推脫狡辯也還是
我，跟內心對視最多不過幾秒鐘，哪有
那麼難。

於是吃麵，就成了生活中極有儀式
感的一件事。凡有戰鬥的心，儀式不嫌
多，但麵，一定要熱氣騰騰，剛出鍋
的，且不能被澆頭搶了風頭。涼麵永遠
要給熱麵讓位，而熱麵，又以有湯的為
上，只有面對巨大的碳水倉庫，雄心壯
志才能被激起，西北的臊子麵、本幫的
黃魚麵、四川的紅油湯麵、襄陽的牛肉
麵……放眼望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
有麵；只要有麵的地方，就有希望。再
看那五花八門的配料，在你堅強意志的
撼動下，從山頭林立到琴瑟和鳴，狠狠
嗦一口下去，好像在口中放了一束煙
花，看不見，但勝似看見的壯觀，還有
很多空間是交由你來想像的，從綻放於
天空的盛景，到人生各處的絢爛。

吃麵，說多了反而矯情，不過是原
湯化原食的簡單道理，可說到底，再意
志消沉的人，被吃敲了個激靈，也能驀
然從渾渾噩噩中醒來，直搗黃龍。

近日常在電視新聞上聽到 「氛
圍」 這個詞，政府官員使用，來港
內地遊客使用，夜總會經理使用。
這是以前少見的，起初還以為是個
新詞，查一查權威的《現代漢語詞
典》，原來已經有，解釋是 「周圍
的氣氛和情調」 ，舉例是： 「人們
在歡樂的氛圍中迎來了新的一
年。」

再上網搜索，找到鄒韜奮在抗
戰時期一篇《抗戰以來》的文章中
有這麼一句： 「國民參政會第二次

大會就在這樣烏煙瘴氣的氛圍中舉
行。」

既然 「氛圍」 包括 「氣氛」 ，
兩者有時可通用。就像那句舉例，
改成 「人們在歡樂的氣氛中迎來了
新的一年。」 亦無不可。

我覺得這個 「圍」 字，有 「環
境」 的意思，因此 「氛圍」 更適合
用在環境較大、人數較多的場合。
如果只得一個房間的二人之間，就
只能產生一種 「氣氛」 了。例：

辦公室裏，兩人爭吵劇烈，氣

氛緊張。
他為她在家準備了燭光晚餐，

氣氛浪漫。
而為了提振香港的經濟，要發

展旅遊，就要營造一個個繽紛、熱
鬧的氛圍，維港兩岸是最適合的地
點。





氛圍這個詞

江南院子

湯麵燙人

什麼是最常見的替罪羊和
背鍋俠？首推當屬——大環
境。工作不如意，業績不理
想——大環境不好。為什麼不
努力？怎麼這麼消沉？——大
環境不好。

很多名人，有着不為人知
的特殊 「頭銜」 。比如汪曾
祺，可能是世界上吃土豆品種
最多的人。當年被打成 「右
派」 ，下放張家口，發配到農
場畫土豆圖冊，畫完就吃，幾
乎吃遍了所有土豆品種。

陳丹青，確鑿是世界上畫
骨灰盒最多的畫家。在農村插
隊當知青時，陳丹青畫了好幾
本連環畫，有當時主流的階級
鬥爭連環畫，也有外國題材。

因為在當時，很多藝術形式被禁，連環
畫是少數被允許的體裁。也由於畫連環
畫表現突出，陳丹青被 「優待」 去畫骨
灰盒，起碼擺脫了繁重的農作。就這
樣，他畫了幾千個骨灰盒。支持他的信
念就是──只要能畫畫，就充分利用一
切可能。

難道汪曾祺、陳丹青當年的大環境
好嗎？但沒有妨礙他們拓展人生的寬
度。再說一個遠的。蘇軾一生輾轉八
州，兜兜轉轉，有得意也有失意，但他
從不虛度。在黃州燒豬肉、寫《寒食
帖》；在儋州種苦薺吃，釀冬酒喝，建
書院講學，向化海隅；在徐州、杭州興
修蘇堤，勸課農桑；在密州時而 「老夫
聊發少年狂」 ，時而 「明月幾時有，把
酒問青天」 。總之，老蘇在天南海北每
一州，不論大環境是貧是富，是忙是
閒，都活出了他獨特的滋味。

他們的內心一邊是倔強，一邊是闊
達。這二者其實是對立統一的。倔強是
一種臻入化境的人格堅持，唯此才是真
闊達；而闊達是一種更高級的倔強，一
味地執拗硬扛固然也有可敬之處，但亦
因此擠壓掉了許多可塑性。不抱怨環
境，不自暴自棄、自怨自艾，而是盡最
大可能去發揮自己，將年華虛度降到最
低。這才是智者所為。



要展現個人的時裝風格，通常
一件繽紛色彩的衣飾，是提升形象
的最佳搭配，透過設計時尚的單
品，可以為個人服飾增添光彩。

一些服裝，能夠經歷長久時
間，沒有變得落伍，反而更顯特
色，充滿活力。例子就是樽領上
衣，竟然再度成為流行衣飾，非常
受時裝品牌注視，不論是配搭時尚
的短外套或長大衣，均是細緻又別
具特色，配搭混色的外套或純色的
大衣，都可顯現動力和優雅感。

樽領上衣近季成為時裝潮流搭
配，除了可塑造休閒形象外，樽領
上衣其實是非常百搭的衣飾，既保
暖又時尚。樽領衫不妨配以一些富
設計細節的時裝，可突出整體的時
尚感。

品質方面，樽領上衣有針織、
羊毛等不同質料，雖然是高領設
計，但也有比較貼領和寬鬆的分
別。而目前流行的領子是貼頸的款
式，衫身較寬闊和採用柔軟的質
料，是創新的設計，搭配上除了顯
得時尚外，還透着簡約的風格。色
調選擇上，因為主要是用作配襯服

裝，流行色彩中的蜜桃色和啡調，
還有粉色系列像淺綠、橙色和米
色，均是容易搭配的色調，因為講
求互相配合，是搭配單品要注意的
事項。

而充滿美感而又不失活力的永
恆衣飾，還有就是蝴蝶結恤衫。這
款多以白色為主的上衣，衫前的蝴
蝶結充分代表女士的優雅，也是不
少公司員工的制服。衫領上的蝴蝶
結，在創新設計下，領結有大型的
蝴蝶形狀，把傳統的設計變化出嶄
新的形象。

歷久常新的時裝，富青春感的
衣飾，一定是有帽子的衛衣，這款
男女皆可穿着的運動衫，以配襯輕
裝造型最宜，有較薄的夏日質料，
也有厚身的冬裝，近季可見有不少
不同形式和色彩的設計，在外觀和
實用上，連帽衛衣均可表現與時尚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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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酬之餐只有一種味道：陪
吃──被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