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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女王》让佘诗曼时
隔 六 年 再 次 回 到 TVB 拍
剧。她饰演的新闻主播文慧
心充满智慧和勇气，剧集在
内地和香港都掀起追剧热
潮。凭借愈发精湛的演技，
佘诗曼再次成就了一个经典
角色。在《万千星辉颁奖典
礼 2023》前一天，佘诗曼就
在微博之夜上收获“年度匠
心演员”一奖，《新闻女王》获
得“微博年度剧集”奖。时隔
多年，港剧再次尝到“出圈”
的滋味。

佘诗曼特地从北京赶到

澳门参加颁奖礼，TVB也给
足她和《新闻女王》排面。佘
诗曼三提三中实现大满贯，收
获最佳女主角奖、大湾区最喜
爱女主角奖、马来西亚最喜爱
女主角奖；而且还有意外惊喜
——她与马国明一起获得了
最佳衣着男女艺人奖。

这是佘诗曼第三次拿下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最佳
女主角”奖，前两次分别是
2006 年（《凤凰四重奏》）和
2014 年（《使徒行者》）。她
因此打破TVB纪录，成为三
度获该奖的艺人。发表得奖

感言时，佘诗曼颇为激动：
“今天我拿了这个奖，我可以
证实，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也
可以是好事！每次站在这个
台上都会很紧张，拿奖很难，
不仅靠我的努力，还有大家
的努力。很感谢钟澍佳导演
找我拍戏，很高兴遇到Man
姐这个角色。很高兴能跟一
群好演员合作，你们给了我
很好的回忆。希望未来可以
遇到更多好角色。很高兴这
次可以跟TVB和优酷合作，
希望未来有更多好的戏，让
大家真的可以回家追剧。”

今年，TVB 新增大湾区系列奖项，
由 大 湾 区 观 众 和 大 会 评 委 会 共 同 选
出。大会透露，此次参与投票的大湾区
观众多达 1000 万人，反映出艺人和节目
在大湾区的人气。当晚的赛果在意料之
内：黄宗泽和佘诗曼分别获得大湾区
TVB 最喜爱男/女主角奖，《新闻女
王》获得大湾区最喜爱 TVB 剧
集，大湾区最喜爱综艺及资讯节
目则是《奖门人感谢祭系列》。

黄 宗 泽 在 得 奖 感 言 中 说
道：“谢谢所有用过我的监制，
如果不是你们，大湾区观众不
会认识我。”事实上，黄宗泽在内
地人气一直颇高，万千星辉颁奖典
礼曾在2014年、2015年开设“内地最
受欢迎 TVB 剧艺人”奖项，黄宗泽
连续两年蝉联该奖。此前，TVB 高
层乐易玲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时也透露，内地视频平台最喜欢用
的香港艺人之一就是黄宗泽。

而《新闻女王》在内地的成功
也为 TVB 注入一针强心剂。总监
制钟澍佳表示：“《新闻女王》证明
了合拍剧也可以很好看。希望以
后可以做更多优质的合拍剧给大
家看。”目前，《黑色月光》《巾帼枭
雄 4》等合拍剧都已开拍。

1月14日晚，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2023》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这是TVB
颁奖礼首次移师澳门举办，本次颁奖礼共
颁发25个奖项，包括17个香港奖项、4个
粤港澳大湾区奖项及4个马来西亚奖项。

当晚，佘诗曼众望所归，凭借《新闻
女王》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大湾区最喜爱
女主角奖、马来西亚最喜爱女主角奖，实
现大满贯；凭借《新闻女王》人气急升的
高海宁首度拿下最佳女配角奖；《新闻女
王》成为本届颁奖礼的大赢家，获得了包
括最佳剧集、大湾区最喜爱TVB剧集在
内的8项大奖。

陈豪凭借《破毒强人》获得最佳男主
角，时隔16年再次捧

杯；最佳男配角则
花落《隐形战队》
的林子善。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有人说佘诗曼是“TVB
全 盛 时 期 的 最 后 一 位 一
姐”。如此的“江湖地位”离
不开佘诗曼本人的努力。她
在 1997 年通过香港小姐竞
选而入行，第一部作品《雪山
飞狐》就担纲女主角，这在
TVB颇为少见。但作为一个
零经验的新人，佘诗曼当时
引发大量批评：台词功底差、
演 技 稚 嫩、担 不 起 女 一 号
……她偏偏不服输，花两年
时间每天大声读报纸练声，
硬生生把台词功力练了出
来。2000 年的《十月初五的
月光》成为她的口碑转折点：
她饰演乐观开朗的女主角祝
君好，与“初哥哥”张智霖之
间的感情打动了不少观众。

从“鸡仔声”到公认的实
力派，佘诗曼在演艺路上的

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塑造出
多个经典角色。《金枝欲孽》
的尔淳、《宫心计》的刘三
好、《使徒行者》的钉姐……
佘诗曼的戏路颇为宽广，无
论正剧还是喜剧、角色是泼
辣还是内秀，她都能一一把
握。佘诗曼也是同辈艺人
中，真正在内地闯出知名度
的演员：《延禧攻略》的娴妃
一角让她为更多内地观众所
喜爱，此后在《鬓边不是海
棠红》《燕云台》中也有精彩
演出。

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2023》上，TVB 颇有心思地
安排了林峯和杨茜尧（杨怡）
担任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
宾，佘诗曼从二人手中接过
奖杯，三人同框的画面让观
众瞬间梦回 TVB 的巅峰时

期。值得一提的是，三人其
实颇有渊源：林峯和杨茜尧
已经合作 10次，但跟林峯演
过最多次情侣的是佘诗曼，
最令人意难忘的当属《使徒
行者》中的“爆钉 CP”；而佘
诗曼与杨茜尧也在《宫心计》
等经典剧集中有过合作。颁
发“最佳剧集”的时候，TVB
更是将“回忆杀”进行到底，
让佘诗曼吹响哨子，重现《十
月初五的月光》的经典场面，
召唤出“初哥哥”张智霖担任
颁奖嘉宾。

接下来，观众还会继续
在港剧中见到佘诗曼。她
将在时装商战剧《家族荣耀
之继承者》饰演一位豪门继
承人丘皓儿。这也是她与
林峯继《使徒行者》后的再
次合作。

打破TVB纪录，三度获得“最佳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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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获奖名单】
最佳剧集：《新闻女王》

最佳男主角：陈豪《破毒强人》

最佳女主角：佘诗曼《新闻女王》

最佳女配角：高海宁（《新闻女王》）

最佳男配角：林子善（《隐形战队》）

飞跃进步男艺人：马贯东（《破毒强人》《新闻女王》《黄金万两》）

飞跃进步女艺人：刘颖镟（《隐形战队》《灵戏逼人》《随懿深度行》）

最佳衣着男艺人：马国明

最佳衣着女艺人：佘诗曼

大湾区最喜爱综艺及资讯节目：《奖门人感谢祭系列》

大湾区最喜爱TVB剧集：《新闻女王》

大湾区最喜爱TVB男主角：黄宗泽（《廉政狙击》）

大湾区最喜爱TVB女主角：佘诗曼（《新闻女王》）

马来西亚最佳资讯及资讯节目：《随懿深度行》

马来西亚最喜爱TVB剧集：《隐形战队》

马来西亚最喜爱TVB男主角：马国明（《新闻女王》）

马来西亚最喜爱TVB女主角：佘诗曼（《新闻女王》）

专业精神奖：《东张西望》团队

万千星辉荣誉大奖：袁志伟

最佳综艺节目：《中年好声音》

最佳资讯及专题节目：《无穷之路 3：无垠之疆》

最佳男主持：周奕玮

最佳女主持：麦美恩

最佳电视歌曲：炎明熹《Crystal Clear》（《新闻女王》）

最具潜质新人：游嘉欣、钟柔美、冼靖峰、古佩玲、炎明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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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沅湘水经久冲洗的湖滨，在西北风
劲吹的山岩，在华北的深山或者江南的河
滩，都会找到这样的一种玉石，名为菊花
石，石体多为放大的鹅卵石形状，晶莹玉
洁，光滑玲珑，色泽暗黑，也有彩色的，内藏
菊花形的花纹，因而得名。而菊花石花纹
的颜色多为乳白色，也有粉红色，暗黄色，
等等，要通过沉积岩地质运动的碳酸钙成
色，才能完整地诠释菊花的花容和色彩。

关于菊花石的这些知识，最初是孙玉
石老师告诉我的。

我喜欢石头，每到一处都会捡拾一些
有意思的或者成色和形状相当可爱的杂
石置于案头，随时把玩。年轻的时候常住
南京，偶尔也会去玩石市场淘买一些雨花
石。那些年月，孙玉石老师常来南京陪伴
年迈的老人，老人家住在夫子庙附近，那

里是南京雨花石市场最为集中的地方，有
时候饭后在初春微暖的晚风中陪孙老师
散步，不免会浏览雨花石市场，我会对孙
老师讲述自己淘买雨花石的故事，赞叹雨
花石奇妙的通透和斑斓的晶莹。

孙老师虽然是南京的常客，但他坦言
对菊花石的兴趣更浓于雨花石。兴致高
的时候，他会讲述菊花石的故事，包括讨
论菊花石为什么被称为“会唱歌的石头”
这样一些问题。记得应该是在一个春日
的黄昏，秦淮河游船的喇叭里以放大的
声量传出那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歌唱：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

歌里说的是木鱼石，可菊花石为什
么也会唱歌？一般的说法是此石头为红
柱晶体结构，敲击起来铮铮悦耳，但孙老

师认为此说未必令人信服，因为日常所
看到的菊花石并非玉璧石片，而是砣形
石蛋，难以敲击出动听的声响。

孙老师是严谨的学者，他把他对菊
花石会唱歌的解释表述为“猜想”：也许
是在湖水中浸泡着的时候，浪花冲刷菊
花石，菊花石光滑剔透，也许会发出较
为动听的声音，人们将这样的声音诠释
为精美石头的“歌唱”。

我不知道孙老师的这个解释是否会
得到认同，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学者的猜
想，也是诗人的想象。谈多了，我猜想孙
老师偏爱菊花石胜于雨花石的缘由，或
许是因为雨花石是玛瑙石，体量较小，过
于精微，质地矜贵，不及菊花石那么雄浑
沉重。

有一天在他的书斋里闲聊，才知道

他之所以喜欢菊花石，其实寄托着他对
师母张菊玲老师的一往情深。孙老师几
乎每到一处，都会去贩卖石头的店铺逛
逛，经常选买一两个菊花石带回家。他
家里的红木书架上，陈设着各地淘买来
的菊花石粲然可观。我曾对孙老师说，
你的书斋可以叫做“菊花石斋”。他淡然
一笑：菊花石有张菊玲老师的“菊”，也有
自己名字中的“石”，觉得很有缘分，因而
特别喜欢。这样一点，幡然醒悟。

孙老师和张老师自青年时代起琴瑟
相谐，感情甚笃，伴着风雨，伴着阳光，夫
唱妇随，直至耄耋之年，相爱如初，令人
钦羡不已。只是年迈之时，两人身体都
出了状况，张老师需到南京疗养治病，而
孙老师已经无力照顾张老师，必须留在
北京住家调养，都需要别人照顾，只能南

北分居。虽然如此，二老还是彼此牵念，
无日稍减。

张老师在南京疗养，精力充沛时给
护士护工讲课，乐观面对人生的最后时
光；孙老师则已进入时而迷糊的状态，但
还是时时挂念着在南京的张老师。我每
次去北京探望他，他都会说到张老师在
南京的治病疗养情况，甚至在张老师去
世两年后，孙老师依旧向前来探望他的
学生说：张老师在南京治病疗养，她还在
南京。

除了反复说张老师在南京，孙老师
偶尔也会说起他整理的作家阿垅的资料
情况。信仰学术，用情专一，这不就是菊
花石吗？

如今，张老师走了，孙老师也走了，此
地空余菊花石……

“吃了腊八饭，快把年来
办”。儿时，一到年关，小孩子最
盼望的就是过腊八节了。因为这
天除了能吃到香甜软糯的腊八粥
之外，村里还会举行一个重大的
活动，叫做“捕年鱼”。记忆中，村
子的正前方有一个大大的鱼塘，
约七八个篮球场那么大，池塘四
周绿树成荫，塘边还铺着许多长
长的玉石板，供村民浣洗衣物之
用。

腊八这天一大清早，村里的
壮男丁就会穿好捕鱼专用的胶鞋
胶裤，排成长队站在池塘边等候
村长的号令。而我们这些小孩子
也会混在其中，说是在看热闹，其
实是有自己的小九九。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过
后，捕鱼能手们下水了，他们按照
先前的分组，撒网，拉网，捉鱼，
装篓……忙一个上午，塘里的鱼
才被基本清空，一些较小的鱼被
挑出来扔进塘里。捕上来的鱼
用板车拉到村里的仓库，将它们
平均分成 32 份，村长按序号写
上标签放在鱼堆上面，全村每户
派一个代表去抽签，抽到几号就
拿哪一堆鱼。

每家每户分到的鱼基本上
都被做成了腊鱼晾在屋檐下，等
到来年开春农忙季节，这可是一
碗味道鲜美的好菜。不过，我家
都会留一条又大又肥的鲤鱼做
成年夜饭上的一道菜，叫做“年
年有鱼”。

当年鱼在屋檐下散发出一阵

阵浓郁的香味时，家家户户开始
着手做糍粑了。女人们起了个大
早，洗米，蒸米；小孩子则帮着烧
火，顺便往灶膛里扔几个大大的
红薯。过了一会儿，大人就把蒸
好的米倒进又大又笨重的石臼
里，这时候就是男人们的活了。
父亲和几个叔叔轮番上阵，用又
粗又长的棍子将糯米碾碎，使它
变成一团，软软的，黏黏的。等到
米看起来很细腻的时候，就可以
起臼了。起臼后的糍粑会放在簸
箕里，母亲会拿一把刀割出一些
来，请大家品尝。剩下的压成三
四厘米厚的圆饼，放凉，变硬，然
后放进装有水的缸里，想吃的时
候随时可以去取……年前除了要
做糍粑之外，家里还要备各种各
样的干货，像炒花生，红薯干，高
粱面皮，等等。

大年三十的上午，噼里啪啦
的爆竹声，如同团年饭的开饭铃
声一般，父亲和母亲在厨房里忙
得不可开交。大家围着八仙桌坐
好，太奶奶带我坐在上席，三个妹
妹分别坐在偏座，下席是留给父
亲和母亲的。在那生活还被贫困
包围着的年代，父母们总是想方
设法将团圆饭尽量做得丰盛一
些，鸡鸭鱼肉，各种美味佳肴一股
脑全端出来。

父母入席后，团年饭正式开
始，父亲和母亲首先向太奶奶敬
酒，并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接
下来我们姐妹四人按大小顺序依
次向太奶奶敬酒，太奶奶从兜里

掏出早已为我们准备好
的几块压岁钱，送给我
们。然后我们又向父亲
和母亲敬酒，他们同样
会送给我们十块压岁
钱。屋外的爆竹声接连
不断，家家户户的祝酒
声、划拳声交织在一起，
萦绕在充满火药味的空
气中，将浓浓的年味儿
推向了高潮。

除夕的晚上，吃过
饺子，父亲会带着我们
姐妹几个一起放烟花，
赏烟花。然后，一家人
围坐在暖洋洋的炉火
旁，看着黑白电视屏幕
里的春晚，拉着家常，等
待农历新年的到来……

明天，是你的生日
我是该搜罗四季的繁花
还是挥披无边的星光迎接你啊
我的新新太阳无边明光

守候在巴音布鲁克的山头吧
九曲十八湾弯弯的河里
让我一次拥吻九个太阳
让九番朝光轮耀寰宇
为此，我已折断后羿的箭矢

独库雪山之巅
我站在李白的明月下等你
当你乘着神车奔驰而来
三千丈诗情长鞭一甩
从此山河都响彻诗情画意

我在赛里木湖的蓝色里等你
在东海的浪涛里等你
在黄河壶口瀑布
南靖的土楼里，等你
为此，我愿站成泪滴

我在大地的每一片树叶
每一滴露珠，每一缕炊烟
每一声鸟鸣，每一阵清风

里等你
等你滚动着无边无际的光明哦
等你携我横扫满地落花

跨过那条古老的河，向光而去

聚龙里，粤中一个古老的山村里
一条古老的石巷。每逢腊月岁末，巷
里就和整条村子一样，飘弥起扑鼻的
米香。家家户户都在磨米浆搅米糊。
稠稠的米糊在大锅里被不停搅动成胶
泥状，半生半熟挞到案台上，反复搓揉
至绵韧，再搓压成一个个洁白的粉团，
还有一根根两头尖的细圆粉条。粉团
用猛火蒸透后黏结厚实，称作“团糍”，
土音“寒提”；粉条叫“茅枪糍”。“寒提”
浸进清水中，可保质一两个月。

新年和整个正月，“寒提”都是村
人的上佳美食。切成薄片的“寒提”，
以腊肉起锅拌芹菜炝炒，味香三里；
或放进煮过鸡鸭鹅的肉汤里煮滚，再
撒几根蒜段，滋味美不可言。这道传
统的乡土美食，首先是供奉给灶神爷
爷的。

贴神像已是除夕那一天，贴的是

门神。年夜饭前，家家大人老幼沐浴
更衣，齐聚家门前，家长亲手或指挥
家人在大门左右贴上神像，边贴边口
念两位门神名字。贴毕，家长举燃香
三柱，供奉于门右旁地下，然后引一
家大小，依辈分、排行鱼贯跨入家门
……以后，每逢初一、十五，虔诚的人
家都要拜一次门神。

这些与门神有关的俗例和情景，
发生地是我的故乡。而我对门神的
真实记忆，全来自我少时生活的那座
粤中小城。

岁末，县府前的大街一侧，便会
出现一长溜的临时摊档，摆桌的，是
展纸蘸墨现场挥春的；架铺板的，多
是摆卖年画、窗花、利是封、炮仗等一
应过年喜庆物品。摊档中，总会有门
神的画像摆在显眼的位置，一般只摆
出一对，印象里多是着红战袍执金

锏，穿绿甲胄舞钢鞭的两位武将，就
是我在小人书中看过的唐代人物秦
琼和尉迟恭。大年三十午后散摊，在
年夜饭的鞭炮声中，贴到家家户户大
门上的门神形象，却远远不止这两
位，有关公和张飞，岳飞与牛皋，赵云
与马超等武将，钟馗和魏徵，韩信与
萧何等传奇故事人物，甚至青龙白
虎，加官进禄，宫娥仙女……

我小学时候的一位好朋友，家住
城西边沿的一条老巷。首次去他家
玩，就像走进一个门神的展示画廊。
百十米进深，两三米路宽，多处折弯
的巷道两侧，几乎户户门扇贴门神。
门神人物有同也有不同，大多数我未
曾见过，见过的也不识其名。

同学家是一间带天井的灰瓦青
砖小屋，逼仄阴暗，小小的天井只看
到一丈见方的一块亮天。同学父亲

早逝，靠母亲在家为葵艺厂加工葵扇
为生，当地人称之为“合扇”。成年后
回想起来，觉得她母亲真是虔诚，合
2柄葵扇才得一分钱工钱，却舍得花
2角钱去请一对门神。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倡“移风易
俗”，贴门神亦属“移”“易”之列。小
巷很多人家门扇上，贴上了男工人执
钎炼钢，女社员握镰抱禾一类的时兴
年画。直到动荡的十年过去，门神才
渐渐回归传统的位置。

近日，在潮阳铜钵盂仁记巷汾阳
世家，我见到了郭小东教授搜集、收
藏的门神门板及门神拓片，所载门神
形象有七十二尊之多，大部分我从未
见过。我们的祖先，以非凡的群族想
象力创造了门神，倘若没有门神的存
在，我们璀璨缤纷的民族文化，是不
是就缺了一丝奇幻色彩?

□朱寿桐[澳门]

友人传来消息，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老师已
于2024年1月12日去世。黯然之余，想起他和
菊花石的一些往事 此地空余菊花石

新诗台

跨年 □铃子

儿时年味浓

一家人围坐在暖洋洋的炉火旁，看着黑白电
视屏幕里的春晚，拉着家常，等待农历新年的到来

□程惠琴

□陆基民
倘若没有门神的存在，我们璀璨缤纷的

民族文化，是不是就缺了一丝奇幻色彩？ 奇幻门神记

拉网歌（油画） □张西

白灼菜心是一道很普通的菜，但
在广东，当白灼菜心端上来，意味着饭
局也接近尾声，这已经成了一种习
惯。当然，或许也有它的理由，以清淡
的白灼菜心结尾，可以解腻。

白灼菜心的出场次序可不能颠
倒。试想一下，如果第一道菜就上白
灼菜心，客人会大失所望，甚至心生不
快。事物存在的价值，要看它出现的
时机。

白灼菜心既登大雅之堂，也遍布
市井。想到白灼菜心，就会想起充满

烟火气的日子，想起二十年前在广州
读大学时，街头巷尾那些充满人气的
大排档。

在大排档里豪放地吃喝，最后一
道菜依然是白灼菜心。“事头婆（老板
娘），来一碟菜心。”在街边人声鼎沸的
大排档里，每当这句话响起，精明的老
板娘就会在端上菜心的同时，心领神
会地备好这桌的账单。

上菜心，等于给出了强烈的讯号
——这桌客人已经酒足饭饱，很快就会

“埋单”离去。而对于客人络绎不绝的

大排档，尽快结好账，收拾好台凳迎接
下一拨客人，是关乎生存的经营之道。

菜心其实有很多种吃法，常见的
有上汤菜心、盐水菜心、炒菜心等。尤
其是炒菜心，需要好几道工序。首先
要把菜心“整形”一番，去掉老叶、菜花，
修剪整齐，热锅放猪油猛火爆炒至半
熟，上碟后，再爆香蒜蓉，加入猪油渣
复炒一次，水淀粉勾芡后上碟。

但白灼菜心表现的是那种不着人
间烟火的天然。用白水灼熟，碧绿、清
新、寡淡，仿佛刚从田地间走上餐桌。

它不是餐桌的主角，它永远不会喧宾
夺主，但它的登场，左右着一场宴席结
束的时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白灼菜
心见证着相聚和分离，它存在，证明它
曾经来过。

人的一生，在经历过繁华和绚
丽，领略过沧桑和风雨之后，心境最
终会趋于沉稳和平淡，如白灼菜心
般，简单、平凡，消弭了过往的悲喜，
返璞归真。

人生，需要这样一道殿后的菜。

□王俭优事物存在的价值，要看它出现的时机 白灼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