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於港島，我有幸
得到《明報月刊．明月灣區》的邀請，就香港和
大灣區粵劇的發展，訪問毛俊輝先生（毛Sir）。

在訪談中，除了見證毛Sir豐盛的戲劇人生，也
好奇他心中另一片的藝術桃花源——中國戲曲。
毛Sir出生於上海，兒時於當地長大。上海是戲曲
薈萃之地，戲曲文化發展蓬勃，滬劇、京劇、崑
曲、越劇、淮劇等都有專業劇院劇團，不少地方
劇團（ 包括廣東粵劇 ）
也經常到此登台獻藝。
他自幼常常跟隨父母，
接觸到不同地方戲種特
色，從小已汲取累積戲
曲藝術的養份與興趣。
毛Sir還透露他曾學過八
年的梅派唱腔，席間隨
口哼了數句，從他的笑
容，展現他對中國戲曲
結下深深的情意！

縱橫劇壇半個世紀，
毛Sir對藝術工作樂此不
疲，演、編、導，戲劇
藝術成就斐然。然而，
戲曲藝術仍一直植根於
他的心底，幾十年來對粵劇的興趣沒有絲毫減
退。正是年輕時京劇對他的薰染，啟發他戲劇及
戲曲創作的動力。近十年間，他不遺餘力，身體
力行，開展不同層面的粵劇發展工作。

全方位發展工作
燃亮戲曲生命力

毛Sir一直用心計劃培育粵劇人才，於二○一四
至二○一六年，他在香港演藝學院出任戲曲學院
創院院長，為本地開創首個戲曲藝術學士學位課
程，讓學員得到全面專業的粵劇訓練，包括語
文、戲曲音樂、表演理論、舞台製作等培訓，建
立粵劇專業水平及學藝的系統性，應付未來投身
粵劇行業的挑戰，對本地粵劇藝術承傳及發展，
都帶來莫大貢獻。

與此同時，毛Sir亦積極從事研究戲曲創作，利
用過往豐富的中西舞台實踐經驗，以及數十年對
戲曲的認識，嘗試探索傳統粵劇與現代劇場糅合
的可行性。透過重塑劇本故事、探索演繹方法、
分析人物個性、構思舞台設計等不同層面，開拓
新的觀賞角度，為傳統粵劇譜出新一頁。他希望
透過新的作品，吸引更多不同層面的觀眾，接觸
及認識粵劇藝術特色；更期盼將粵劇藝術，重新

添上時代精神，接觸到當下的聯繫，能夠延續戲
曲本有的生命力。

早於十多年前，毛Sir已啟動戲曲創作。在二○
一○年，曾為香港藝術節編導粵劇與現代音樂劇
場《情話紫釵》；同年，亦被邀請為北京國家京
劇院執導新編京劇《 慈禧與德齡 》——《 曙色紫
禁城》；至二○一一年，為中國戲曲節改編及執
導粵劇《李後主》；二○一八年，更為香港藝術

節製作大型粵劇《 百花
亭贈劍 》，作品獲得各
界一致好評，更打破香
港 藝 術 節 四 十 七 年 歷
史，首次獲批下一年度
重演。作品其後更應邀
於深圳、上海、廣州等
地作巡迴演出，迴響熱
烈。

這一系列創新作品的
誕生與成功，展現毛Sir
對本地粵劇發展工作的
熱情。上年度，他更獲
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 金 的 信 任 及 大 力 支
持，邀請合作展開為期

三年的「 賽馬會毛俊輝劇藝研創計劃 」，開拓對
粵劇的深度研究及創作，為「 培育粵劇人才 」、
「 開拓戲曲創作 」、「 擴闊粵劇觀眾層 」三大層
面推動發展，為「 粵劇舞台藝術 」與「 觀眾 」築
起一道重要橋樑。

探索粵劇藝術路向
必先研究傳統價值

近月，毛Sir再次獲本年香港藝術節邀請，創作
《 毛俊輝．粵劇情 》。他將三齣經典粵劇折子
戲，進行改編重塑，透過身段展現、重新演繹、
突破程式、探索人物、舞台設計等層面，將三齣
傳統折子戲，開拓新的獨特視角，讓傳統粵劇煥
發新時代的藝術魅力，拉近戲曲與現代觀眾的距
離。

毛Sir言：「 粵劇要得到發展，我們必須要認真
去研究。當年薛覺先、白駒榮、馬師曾，為何要
促進粵劇改革？他們作出很多貢獻，這和當時的
時代發展有着密切的影響……藝術發展，我們要
看得宏觀一點，前人留下的經典粵劇作品，不能
將 它 的 價 值 變 成 museum pieces， 永 遠 只 放 在
museum是不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反之推遲了它
可發展的進步…… 」「 現存傳統的粵劇題材，有

很多內容可能已與時代脫節。當然要為粵劇開拓
新方向，意思並不是全盤丟棄傳統，而是要花更
多時間去研究傳統遺下來的價值是什麼？珍貴在
哪？然後再在此基礎上，尋找新的出路及方向，
思考時代意義，發揮價值。反之，丟棄傳統，只
求創新，很危險。比如一味兒大玩科技舞台元
素，但這發揮到傳統價值嗎？ 」毛Sir語重心長，
道出「 研究傳統 」對粵劇發展的重要性。

毛俊輝編導粵劇情
展現敬業樂業精神

《 毛俊輝．粵劇情》正好完全體現他的理念。
是次的創作，他嘗試突破三齣經典折子戲的固有
演繹程式，加入新的設計及心思。第一齣為改編
自《蝴蝶杯》的《藏舟一夜》，《蝴蝶杯》乃前
輩羅品超先生的經典戲碼。是次演繹由毛Sir與洪
海、曉瑜，一同構思如何設計身段，按着不同情
節，利用整個舞台空間展現出粵劇唱做念打各方
面的特色，以生旦做手、台步、翻身、行舟虛擬
動作、唱段等說故事，武中有文，文中有武。並
運用舞台燈光及演區，串合故事時空，貫穿完整
內容，配以簡約流水動畫螢幕，營造簡潔的場
景，畫面清新，突出戲曲之典雅 。

而改編自《 孝莊皇后與多爾袞 》的《 密誓背
後》，講述孝莊皇后與多爾袞的一段愛情故事，
藍本較着重愛情刻劃。而是次特別加編曲白，剖
析兩人內心在政治上的謀劃，突出愛情與政治的
兩難矛盾，情愛的收放，內心的角力，展現更真
實的人性。

而改編自《 蝶影紅梨記》的《 我的窺醉》富有
時代感，以一個鍾情中國文學的現代女子，穿越
時空，回到古代，以謝素秋身份窺探趙汝州，利
用現代少女的角度，重新思考趙汝州的形象。今

昔男女情愛場面的穿越，拉近了文學人物、舞台
形象與當代生活情景的關係，讓戲曲文本、舞台
藝術、時代生活觸覺得到連繫。「 傳統寶貴的東
西，在不同時代需要新的方式呈現。我們也要照
顧一些新的觀眾，考慮他們的節奏和時代觀感，
全都不同！特別是當代的年輕人，要考慮如何運
用說故事的手法，《我的窺醉》運用現代女生的
角度構思，就是希望刺激年輕人對戲曲人物的認
識思考，不感脫節。只有在傳統與創新找到適當
定位與平衡，傳統觀眾和新觀眾都會接受！

戲曲藝術發展工作，實是困難重重。資本、時
間、編導、時代文化、潮流衝擊、行政策劃、觀
眾需求……面對一連串的問題，全不簡單！毛Sir
在戲曲發展工作創造成功的先河，除了是過去累
積的專業舞台經驗，深信背後更重要的，是他對
藝術具備一份敬業樂業的精神！

（本文圖片由毛俊輝提供。郭豪昌為資深粵劇
劇評人，現職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助理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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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結下戲曲情意結下戲曲情意 尋找藝術桃源尋找藝術桃源—專訪毛俊輝 ●郭豪昌

編按：「毛Sir積極從事研究戲曲創作，嘗試探索傳統粵劇與現代劇場糅合的可行性。透過重塑劇本故事、探索演繹方法、分析人物個性、構思舞台設計等

不同層面，開拓新的觀賞角度。」本刊特邀資深劇評人郭豪昌專訪戲劇大師毛俊輝，漫談香港和大灣區粵劇的傳承與革新，見解極具啟發性與參考意義。

上個月我在深圳一家滑板館學了一會兒滑板。
不是我老夫聊發少年狂，實在是因為教我滑板的
女孩子厲害。她本名楊柳青，大家都叫她六六，
曾是中國著名滑板運動員。她是陝西安康人，原
本此生未必非要和深圳相遇。因為滑板，這一切
都改變了。

六六是在安康縣城上高二時迷上滑板的。考上
西安的一所大學後，她發現學校裏竟然有滑板社
團，激動得滿校園亂轉，急着去報到。她瞞着媽
媽，從生活費裏挪用了六百二十元錢，在網絡平
台上買了平生第一塊專業滑板。

二○一一年冬天，她得到消息說，深圳一家滑
板公司要招聘幾個女滑手拍視頻廣告。她攥緊拳
頭鼓勵自己說，機會來了！二○一二年元旦那

天，六六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來深圳。一
下飛機，身穿棉襖棉褲的她就驚呆了：這哪裏是
冬天啊！深圳怎麼這麼暖和！這太陽，這氣候，
這城市，也太適合滑板了。後來她回憶說，那一
周的深圳拍攝，徹底顛覆了她對都市生活的認
知。回到西安後，她滿腦子都是深圳。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滑板之風就從港澳刮到
了深圳，國內最早一批的滑板男選手都出自深
圳。二○○六年深圳就已經有了專業級的蛇口滑
板場。不過即使如此，當時的滑板也還是小眾運
動，女滑手更是鳳毛麟角。

六六終於等來了來深圳工作的機會：一家深圳
品牌滑板公司願意錄用她做滑板營銷，條件是月
工資二千八百元。她住在布吉，每天下班後，帶

着饅頭和礦泉水，花一個多小時趕去蛇口滑板公
園練習，公園熄燈後，就跟板仔們坐在地上聊
天，感覺心滿意足。

二○一五年她爸爸得了肺癌，每天都需要一筆
數千元的高額醫療費。六六回到老家，看着病床
上的爸爸，心裏很內疚。回到深圳後，她換了一
份賣家具的工作，一心想多掙錢給爸爸看病。

二○一六年，六六的「 滑板夢 」突然復活了。
這年八月，滑板項目進入了二○二○年東京奧運
會。第十三屆全運會也首次納入了滑板項目，還
首次設了女子組。六六收到了陝西省代表隊召她
參加封閉式集訓的邀請。預選賽中，六六成功獲
得滑板項目女子街式第一名，成為奪冠大熱門。
遺憾的是，最終她只獲得了亞軍。別人為她歎

息，六六自己覺得很滿足了。這一年她下
定決心，從此扎根深圳，不再離開滑板半
步。她在深圳註冊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創
造女子滑板品牌。跟她學滑板的孩子越來
越多。據說深圳現在擁有滑板企業三百多
家，經常參加滑板運動的有十萬人。

她指着她設計的滑板圖案對我說，這是
一個章魚，踩着滑板，我現在和它一樣，
是一個踩着滑板的老闆。為什麼是章魚
呢？六六說，我喜歡章魚，喜歡它七手八
腳工作的樣子。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
報》總編輯。）

●胡洪俠滑板女孩滑板女孩

巴黎十三區位於城南，唐人區自成一隅，負隅
營生。酒樓小館縱橫交錯，招徠了四方賓客；巨
型超市薈萃各省食材，華洋顧客紛至沓來。酒樓
與超市相倚共生發揮了連鎖效應，加上附設停車
場，於是車馬不絕，成為旺地。茂木的枝柯總有
小鳥來棲息，大樹的樹根常有小動物來依傍，無
牌小販尋人氣覓駐點便來擺賣了，久之亦成風
景。

嫁作巴黎婦的好友對門前賣糉小販份外有情，
一踏在路上就說起她，竟似說起故人。嗯，未見

糉子，已覺香飄。「 她從廣州來，離婚了，帶着
三個兒子，就靠賣糉，已在十三區買了一層
樓。 」這背後又是一段《尋找他鄉的故事》了。
從廣州而巴黎，機緣一線所牽吧，安家置業，定
有一番掙扎。我好想凝神細看這女子。

這兒並無唐人街常見的門樓牌坊，然而招牌都
用繁體字所寫，優雅得體地融入當地建築群。酒
樓入口見小販四五，其一穿淺褐色及膝大衣，高
挑苗條。「 阿娟！ 」阿娟容貌姣好，廣東口音帶
着鄉音，很會招呼客人，流露出做買賣的靈活身

段。糉子放高鍋子，鹹肉糉四角玲瓏，豆沙糉如
金字塔，白色棉繩繫着，透着細緻的手藝。糉子
不易得，一個吃過讚好，口碑便在華人圈子不脛
而走。有些要多點綠豆，有些要加火腿，只要預
訂，一一加料製作。「 回家除了裹糉烚糉，還要
管孩子哩，不然他們只玩手機。 」提攜教育下一
代的責任感，熊熊如烚糉的柴火，熬成香氣，是
糉香，也似是臘梅香。

製作糉子，可真不容易，那回憶湧上心間。糉
葉修長，不可折斷，要烚一番，好像要除澀味；

裹糉用鹹水草，得剪段。餡料呀，羅列桌上，糯
米、肥豬肉、花生、鹹蛋黃、綠豆……，都是家
鄉慣用的。裹完再烚，出動了乾淨的火水罐才放
得下幾十隻糉，還要烚上一夜。姑婆與母親忙作
一團，後來姑婆去世，母親獨力支撐，終於有一
年過勞入院，從此不再縷縷糉香了。

異鄉謀生，餐風宿露，裹糉烚糉賣糉。而糉
子，餡料好，手藝好，真能觸動鄉愁，溫暖愁
腸，安慰客心。鄉愁，是一隻小小的糉子。

（作者為香港作家。）

鄉愁鄉愁，，是一隻小小的糉子是一隻小小的糉子 ●黃秀蓮
【文化綠蔭】■

▲毛俊輝（左二）嘗試突破經典折子戲的固有程式，
加入新設計，開拓獨特視角，讓粵劇煥發新時代的藝
術魅力。

▲改編自《孝莊皇后與多爾袞》的《密誓背後》，
由衛駿輝與林芯菱主演。透過重塑作品，突出愛情
與政治的兩難矛盾。

▲改編自《蝴蝶杯》的《藏舟一夜》展現出粵劇
唱做念打各方面的特色，武中有文，文中有武。

▲改編自《蝶影紅梨記》的《我的窺醉》，由王志
良與林穎施主演。以現代女子，穿越時空，回到古
代，以謝素秋身份窺探趙汝州，重新思考趙汝州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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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國際兒童節 獻給孩子們我是一尾快活的小魚 ●宋詒瑞

我已經四歲了，爸媽說，應該
帶我去游泳了，又說什麼，游泳

是每個人應該學會的一個本領。
好啊，去就去吧，去看看游泳是怎麼一回事。
那個游泳池裏一汪藍藍的清水，好熱鬧啊—

很多大人小孩只穿很少的衣服，在水裏玩。爸
媽也穿這樣的泳衣先下了水。然後伸手來拉
我：「 貝兒，下來！ 」

媽媽到我身後抱我，爸爸在前面招呼我下
水。爸爸把我的右腳摁入水裏 —— 哇，冰涼冰
涼的，沒有家中浴缸裏洗澡的水那麼舒服。我想
起魚缸中翻轉了肚死去的那條金魚，哦，泡在水
中會淹死的！「 不，不！我不要游泳，我不
要！ 」我急忙大叫縮回了腳。

「 我們抱你，沒事的！ 」媽媽還想把我推到
水中。爸爸也在前面招手：「 很好玩的，下來試
試！ 」

無論爸媽怎麼好說歹說，前拉後推，我就是不
肯下水，一邊掙扎一邊大聲叫喊。

如此僵持了一會兒，爸媽很無奈，只好說：
「 那好吧，你就坐在上面看看我們游吧！別走開
啊！ 」說，他們向前游去。

坐在池邊看看池中人們在玩水，倒也是很有趣
的事。大人們從池邊撲通跳入池中，很快地就從
一頭游到另一頭；很多小孩雙手扶一塊浮板在
學用雙腳打水，噼噼啪啪地濺起很多水花。真奇
怪，他們怎麼都不怕淹死呢？

我特別留意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在練習吸
氣呼氣，他起初雙手扶池邊，頭一起一伏、嘴
一張一閉……後來，他竟然鬆開了手，雙手向前
伸在水裏，也能這樣吸氣呼氣了，他的爸媽高興
得鼓掌，他也笑容滿面。我看在眼裏，當然也為
他感到高興，看來多練練，會有好結果的。

這些人在水裏玩，說是游泳，果真那麼好玩

嗎？泳池裏的水，不會淹死人嗎？大家為什麼都
玩得這麼高興呢？

於是，我也再次試試，把腳趾伸向池水。這次
是我自己慢慢伸進水的，不像上次爸爸硬摁進
水，所以我很放鬆，感到那冰涼的水並不那麼可
怕，水波輕輕拍打我的腳背，咦，很舒服哎！

這個感覺不錯。於是我把左腳也伸到水裏，我
的兩隻腳都在水裏了！我也試輕輕拍打池
水，一下、兩下、三下……

爸媽游過來了：「 貝兒，怎麼樣？腳浸在水裏
很舒服吧？你看，是不是沒有什麼危險呀？ 」原
來爸媽一直沒遠離我，可能在偷偷望我呢！

「 我也要學學打水，爸爸，快教我吧！ 」爸媽
聽了心中當然樂開了花！

就這樣，就在這下水的第一天，我從怕下水到
自願下水、從怕水到愛水，後來簡直是和水成了
好朋友，不想離開。那天一直練到泳池關門我還

不想回家，爸媽硬把我拖回家，我一路還哭喊
：「 我要游泳，我要游泳！ 」到家後爸媽忙
準備晚飯，我趁他們不備，一把抓起游泳圈就往
門外跑，結果當然是被抓了回來關在房間裏。

自此，我成了游泳積極分子，每個周末我們都
是在泳池度過的。我很快就學會了蛙式和自由
泳。我還自創了很多式——不斷在水中翻滾全身
的翻滾式、一手高舉的仙鶴式、兩手兩腳作八字
狀的企鵝式、突然撲殺的海豚式……每表演一種
新式都逗得爸媽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瞧，
我成了水中一尾快活的小魚！

後來，我聽到媽媽悄悄對爸爸說：「 看來，凡
事都要順其自然，強扭的瓜不甜啊！ 」哈哈，看
來爸媽也學到了不少。

（作者為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監
事。）

【
】

藝海
鈎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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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劃時代的文學副刊《文庫》 ●鄭明仁

《文庫》是三十年代初期水平相當高的文學副刊。書評人黃俊東更認為《文庫》是香港文壇真正有新文學的開端。

▲著名書評人黃俊東曾經擁有《文庫》
合訂本下冊。

▲香港《工商日報》副刊《文庫》第一
期，刊於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文庫》的第一篇文章是袁振英介紹托
爾斯泰的社會思想。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香港《工商日報》出現一個
新派文學副刊，名叫《文庫》，它一方面引進西方最新的
文化思潮，另一方面扣連上海文學界的新文學風潮。《文
庫》於當時而言，稱得上是劃時代的產物。

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文壇和報壇，舊式文學佔主流。
金文泰任香港總督期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 一九
三○年二月一日），致力扶持香港舊體文學，香港大學中
文學院成為晚清翰林學士和遺老講授經史子集的重鎮。魯
迅一九二七年訪港在香港青年會演講，對當時香港文學界
的守舊氛圍，很不以為然。他在香港的兩場演講，對新文
學的推動起了一定作用，部分有識之士希望有所作為，陸
續創辦了幾本新文學雜誌，少數報章也在內容方面作出呼
應，其中，《工商日報》在引進新文學思潮方面開創了先
河。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工商日報》第二版有一
段報社的聲明，題目是「 今後之本報 」，公告讀者稱由於
報紙銷量與日俱增，「 滇黔桂粵、南洋美歐 」都有《 工
商》讀者，報社已購置新式印刷機及搬遷社址擴充營業。
為配合報紙改版，一個高質素的副刊《文庫》就此出現。
根據《文庫》的徵稿凡例，該版會選刊關於「 社會問題、

學術討論、文學批評、文藝創作（包括小說、戲劇、詩
歌、散文）的著述及翻譯。 」

《文庫》連續出版了近六百期，刊登的文章都是很現代
的，它與當時的上海文壇所登的外國文學水準差不多，在
當時十分前衛。《文庫》的第一篇文章是袁振英介紹托爾
斯泰的社會思想。《文庫》編排是大型雜誌形式的三欄，
每期兩頁約刊登四篇文章，第一頁左下角有目錄，文章較
長則分多天刊出。作者之中，有兩位較為香港人熟悉，他
們是「 望雲 」和「 羅西 」。「 望雲 」是寫偵探小說《黑
俠》而紅極一時的張吻冰。「 羅西 」則是後來寫《一代風
流》五部曲而聲名大噪的歐陽山，《一代風流》第一卷
《三家巷》更入選「 新中國七十年七十部長篇小說典
藏 」。著名翻譯家麗尼也有譯文在《文庫》上發表，不少
文章內容與當時的上海文化界風氣頗相近。

香港著名書評人黃俊東和許定銘都說，《文庫》是三十
年代初期水平相當高的文學副刊。黃俊東更認為《文庫》
是香港文壇真正有新文學的開端。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錯得自然 學得生動
●暨南大學 張靜琳

作為一個在香港出生且接
受了十二年免費教育的本地
人，我好像從來沒有認真學
習過廣東話。小時候熱衷於模
仿父母的用詞和語氣，所以有
些詞彙至今我都不知道正確的寫法和讀法是什
麼，也許這些年都讀錯了，但卻一直都錯得挺自
然的，感覺身邊不少人都和我犯着同樣的錯誤。
長大後在學校更是學不到有粵語特色的詞彙，口
語化的寫作總是被老師指責不正統。唯一算得上
學習粵語的時刻也許就是在聖誕派對上同學們圍
坐在課室裏一起看周星馳的電影，諸如「 遴
迍 」、「 有輘輷 」、「 曬冷 」等等字眼在後來與
同學的日常對話中也常用到，有些很有趣的說法
如「 吹你唔漲，掹你唔長 」也是與同學開玩笑時
會說的。這些話我不是從電影裏學的，更多是聽
老一輩的人對話時才明白用法和意思，只是後來
生活裏不常用才有所忘卻，而電影能幫助我重溫
這些有人情味的廣東話。在我看來，很多時候我
們學習粵語往往是先知道意思和讀音，最後再學
習如何寫，因此，自己發的讀音與別人不同而產
生拗撬或鬧出笑話是常有的事，但這樣反而能增
加我們生活的樂趣。

我覺得粵語是一個實用性很強也很有趣生動的
語言。正因為它往往是多變且富有創意的，很多
詞語創造的靈感源於生活，使得廣東話讓人感到
親切，也有不刻意為之的美感。

粵語特色小談
●暨南大學 顏丹敏

我雖非粵語家庭出身，但
深圳長大、廣州求學的經歷
讓我能夠以「 門外漢 」的身
份近距離地感知粵語，故就生
活中感觸最深的三點來談談粵
語的特色。

一是粵語特有字詞的書面使用。新造、借音以
及完全無法根據普通話習慣與漢字義猜測意思的
粵語詞彙，讓粵語白話文如同文字版的「 加密通
話 」。一旦解密，即使只知小小一角，也深感用
粵語字詞來表達，才夠味！

二是聲調多。粵語的九聲六調對不太能找着
「 調 」的我來說有些抽象，我更多地從粵語歌曲
來感知聲調，更豐富的粵語聲調能更大程度地與
音樂相協調，讓歌曲更富層次，更具韻味。

三是多元。無論是橫看粵語輻射之廣、分支之
多，還是縱觀各地粵語的演變，對外來詞的吸
收，都足見粵語的多元、包容與開放。但在生活
與網絡中，口音論「 高低 」的現象並不少見，甚
至衍生出「 粵語警察 」、「 粵語鄙視鏈 」，
「 高 」者不屑，「 低 」者不願，學習者望而卻
步，反都將粵語收起。粵語分支的龐大、複雜與
多元正是粵語強大生命力的生動呈現。每一個地
方的粵語都是各自地域、歷史、文化積澱與演變
的「 活化石 」，承載歷史、映照現在、遠觀未
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我想只有彼此尊重、求
同存異，方能讓粵語生生不息。

粵語充滿在街頭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鍾展康

「 死火啦！依家落雨，屋
企啲衫重未收添！ 」「 該煨
囉 ， 我 冇 帶 遮 呀 ， 點 算
好？ 」三姑六婆在茶餐廳裏喧
鬧，語氣抑揚頓挫，句子中的
重音鏗鏘有力又不失自然。

香港不啻以美食之都聞名，也以粵語的盛行而
為人知曉，又即是「 廣東話 」。粵語不似國語只
有四種音調，又不似英語單由字母的組砌而發
音。只有粵語卓然獨立，有九種音調的同時，發
音亦會隨詞組的配搭而有所改變；由九音所產生
的高低起伏及其複雜的變化，造就了粵語的多
樣。

粵語是水的萬化。細水長流，就如平聲、上聲
般柔和而順暢；波濤洶湧，就如去聲、入聲般踏
實而肯定。誦說粵語宛如詠唱音色驟變的旋律，
不同形式的表達又有不同的呈現方式，是粵語引
人入勝之處；也就成就了粵語難學之處。

在全球七十億人裏，能夠說上流利粵語的人絕
對不超過一億人。足以慶幸的是，我身為香港
人，對於能以粵語作為母語而倍感自豪。一言一
語，粵語充滿在街頭小巷，轉角處老闆大喊：
「 菠蘿包賣晒啦！聽日再嚟過啦！ 」粵語也滲透
着香港獨有的人情味。

粵語猶如港式奶茶，啜過一口，茶香奶味就會
滲進舌尖，讓人意猶未盡；儘管最後喝盡了一
杯，那韻味仍會殘存於口腔裏。

只要粵語一息尚存，就會生生不息；繼續其故
事下去——歷久不衰。

慶幸還有粵語
●香港大學 盧映璇

粵語對我來說是熟習多年
的母語，它貫穿在每個香港
人的生活中，電視劇、電
影、街市阿婆的叫賣聲、列車
關門的提示音效，彷彿從誕生
之初就跟這座城市融為一體，一直跟這裏同呼同
吸。小時候聽老師講粵語有九聲，聽它的來處、
歷史，懵懵懂懂的，只知用粵語讀詩較易找到押
韻的位置，直到長大讀音韻、嘗試用粵語填詞，
才發現它是一門學問。到後來讀香港研究，耳濡
目染下也開始看一些哥哥（張國榮）的電影，無
論是《胭脂扣》、《阿飛正傳》這些經典，還是
《風月》、《失業生》這些遺珠。大部分年代相
對久遠，較難找到高清版，好不容易找到高清，
卻聽到寧采臣（《倩女幽魂》）有一口流利的普
通話。粵語和香港電影有種無法切割的聯繫，對
我而言換了一種語言就是缺失。輾轉發現某個網
站有人定期更新哥哥的電影資源，滿心歡喜地打
開，耳邊縈繞的是哥哥低沉的聲音，看了一會
兒，看到彈幕從討論劇情到「 他在講什麼啊 」、
「 我看不懂誒 」，才發現電影的字幕是胡亂配上
的，大部分時候都與劇情無關。我想起自己看沒
有字幕的韓劇時的焦躁感，然後無比慶幸我是一
個會講粵語的香港人—— 我生在擁有張國榮光
影的這座城，仍然會講地道的粵語、知道它的
美。

品味粵語【學府點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