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上水及元朗的兩條平行線，交叉點在廣播道。現年 67 歲
的張文新與63歲的車淑梅，相遇於香港的電台廣播黃金年代，
至今結婚 37 年，一對子女學有所成，一家七口三代同堂，名
副其實是全家人充滿正能量的真人版。男是「金曲之父」，
女是「金牌 DJ」，這對有份締造八十年代香港中文金曲盛世的
電台夫妻檔，其聲音和主持過的經典電台節目，是一代人的集
體回憶。向電台廣播業致敬的英文金曲《Radio Ga Ga》，
今天在香港由新哥與淑梅姐「改編」，「唱」他們的教子
方程式、婚姻法則；從兩個「鄉下妹鄉下仔」的「半熟關係」
說起，歌名叫做《Radio 家家》。

張文新張文新
車淑梅車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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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天綠草如茵的沙田馬場吹來習習涼風，
帶著來自草坪的青香氣。初秋的星期三
下午，張文新和車淑梅一身優閒便服，

掛著陽光般的笑容到來，接受《駿步人生》專訪。
問他們假若人生有 Take 2，將會怎樣選擇？新哥斷
言：「我不必 Take 2，就算再來一次，還是會做
廣播。」身邊的淑梅姐補充：「人生 Take 2，我
們還是會繼續做夫妻。」

這對廣播界的恩愛夫妻從頭說起，車淑梅笑指他
倆是「鄉下妹和鄉下仔」。小時候因家中小孩

數 目 眾 多（ 六 兄 弟 姐
妹 ）， 她 被 父 母 送 去
元 朗 親 戚 家 做 養 女，
那 時 感 覺 十 分 孤 單 無
依，「家家人都有很多
小 孩， 但 我 只 得 一 個
人……為甚麼一個橙要
分這麼多份？」四年後
她終於「回家」，一度
需要克服適應的問題。

對子女　掌聲遠勝怨罵聲
這個成長經歷，令她認定家庭內的公平和公正很
重要。「以前人們說，我家的女兒最漂亮是第三
個，不是我；最醜樣的是第二個，那就是我。我
覺得很傷感，從此我在家中對孩子就很著重不要
作比較。」

張文新點著頭補充：「六十年代很多人都很辛苦，
我父親住上水是農民，母親很早離世，這令我學曉
了一句話─—千金難買少年窮。」他指現在很多
孩子物質豐富，卻找不到目標，並引述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給兩個女兒寫
的一封信，說希望她們發掘自己的潛能。張文新
表示，成年人也要了解年輕人，要站在年輕人的
位置認識他們，還要多給讚賞，「掌聲始終好過
怨罵聲」。

說起兩人的愛情故事，車淑梅分享了一件令人會心
微笑的往事。「鄉下有位靈驗的婆婆，說每個女子
的額頭都寫著將來的夫姓，她說將來我會嫁一個
姓黃的，所以新哥追求我的時候，我不太敢理會。
後來有次我們去放風箏，他忽然對我說，小時候
因為體弱多病，父親就將他契了給一位黃姓相士，
並為他改了一個名字叫黃天佑，我聽了即時嘩地哭
了出來，跑去小食亭打電話告訴媽媽：係佢啦！」

男人對愛情，有著更多的考慮。「由於彼此都在電
台工作，我更加要公私分明，對自己的太太要求
更高，才能說服其他 DJ（唱片騎師）做得更好。」
新哥笑著爆料：「初時她很聽我的，我喜愛淑梅是
因為她很善良，又愛錫我，那時我常取笑她為『豆
腐梅』，後來她變得愈來愈強，人們叫她淑梅姐，
又是金牌 DJ，現在她應該叫做『鐵人梅』，從豆
腐練成了鐵人。」

夫妻間的「半熟關係」
瑞典導演 Ernst Ingmar Bergman 於 1973 年拍攝
的電影《婚姻生活》，講述一對高學識的夫妻在
家中無話可說，各自看自己的書本；今時今日，
很多夫妻同枱吃飯，都是各自看著手機。對此， 
淑梅姐認為必須以身作則：「父母本身先要做好身

教，像吃飯的時候，不可以一邊吃飯一邊看手機。
吃飯是增進夫妻與家人親情的時光。」

車淑梅表示，「很多人認為婚姻、愛情都應該火
辣辣的，然而我喜歡細水長流，好像一煲水慢慢
地將它煮沸。有些朋友開始拍拖，要很了解對方
才肯下嫁，我則認為若果那本書已經看得太熟，
那種逐漸發現的趣味就沒有那麼精彩了。嫁了給
他便會愈來愈熟、愈來愈好。」

他們的一對子女家瑋和家晞，分別畢業於美國賓夕
凡尼亞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如今都已成家立
室，大兒子還為家中添了一個小孫女。淑梅姐特
別提到昔日晨光未出第一線，自己便要往電台主持 
節目，卻絕對不會感覺自己冷落了子女。「一天 
廿四小時陪伴著，人在若果心不在，是沒有意思
的；若然一天兩個小時能夠人在心在，已經很好。」

緊密聯繫　要「畀反應」
很多人說網絡世界令人疏離，她卻有另類看法。
「現在女兒跟我親密了很多，會告訴我煮了牛肉
湯，很好味，說，妳看一下吧，多漂亮……以前是
看不到的，現在有手機可以分享（相片）。」她
指父母若要跟子女更緊密聯繫，就要「畀反應」，
當孩子講了一些東西給她聽，她會即時給心心、
笑笑、鼓掌，認為給予讚美很重要，那他們就會

結婚前兩人曾一起主持過節目《鬥打鬥
答星期天》。

寶貝女兒前年結婚，剛好大兒子（左四）
添了女兒，新哥及淑梅姐樂於含飴弄孫
為樂。

張文新夫婦早前慶祝結婚 37 年，未來
繼續結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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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跟她說話。「若然你們想跟丈夫親密一點，
給他們多些讚賞，說今天你看起來特別靚仔、我
嫁給你真好彩，這就氹得人很開心了！」

新哥此時當然被氹得笑不攏嘴，同時他有自己的
一套兒女經：「父母一定要適應時代的轉變，特
別是科技的轉變，這樣才能跟年輕人產生認同感。
我們年輕時代沒有手機，什麼都是書信來往，現在
手機就是這一代人的文化，我們需要學習。」

藉科技力量加強兩代人的溝通，正是「賽馬會智家
樂計劃」的目標。淑梅姐讚賞道：「賽馬會這個計
劃做得很好，可以幫助很多家庭。」這個 2018 年
撥款 1.5 億元推行的四年計劃，目標是協助全港

26 間非政府機構，透過社交媒體推廣最新
活動及服務、分享家庭教育資訊、提升對
家庭幸福和健康家庭功能的認識，從而改
善家庭溝通及關係。 

不過她指出，大人也要令孩子明白這個世
界除了手機，還有很多東西，應該讓他們
參與其他活動，例如帶他們到圖書館，讓
他們發現另外一個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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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Hi，大家好，我係張文新；我係 
車淑梅、張太……」張氏夫婦的訪
問在沙田馬場西餐廳「喜馬當先」
（Hay Market） 進行。為遷就拍攝，
工作人員將現場布置成電台錄音室，
預備了道具咪高峰及「on air 」的燈
箱，並要求兩人以「答聽眾問題」
的方式互問互答。結婚 37 年，他們
說還是首次如此「粉墨登場」。

先 來 一 段 簡 介 熱 身， 車 淑 梅 朗
然 說：「 好 玩 D， 我 們 來 玩 個 遊
戲 ……」 在 香 港 電 台 公 共 事 務
部 記 者 出 身 的 新 哥 果 然 有 時 事
觸 覺， 隨 即 打 趣 問：「 是 否 玩
六 合 彩、 買 樓 ……」 當 丈 夫 說 
多謝馬會 Raymond Tam 邀請做訪
問，妻子立即補充「譚志源」；當 
丈夫說「來到沙田馬會……」，身
邊人就加一句「是 Hay Market」 。

靈犀一點通，更重要是 40 年專業訓
練，寶刀未老，短短一兩分鐘的開
場白，兩人都字正腔圓，說話扼要、

八十年代港台夏季重頭節目「太陽計劃」。

「第十八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張文新和 
「四大天王」合照。

淑梅姐跟新哥參加義遊，往非洲探訪受助的小朋友。

張文新多謝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邀請做訪問，
惜三人當日未有機會同場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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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廢話，一唱一和，絕無冷場；沒
吃半粒螺絲兼且中氣十足的愉快口
吻，像早上一道晨光般的充滿朝氣。
兩人幾近完美的演繹，在場工作人
員也不禁拍掌致敬。

「金曲之父」不是浪得虛名，說起
金曲，首首都可以順手拈來的介紹
背景資料；同時，時間控制得恰到
好處，彷彿前面就有個大時鐘，像
做電台節目般「夠鐘報新聞」了，
要立即收咪。

90 分 鐘 的 訪 問， 明 星 級 唱 片 騎 師
的「節目」，他們說「駿步人生，
人生進步」作結的同時，時間也靜
悄悄的倒流，返回七、八十年代，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難忘電台門口多 fans
說起童年、婚姻到兒女，沙田馬場外的日影漸已
西斜。不得不提他們 40 年的廣播生涯吧。1967 年 
加入香港電台擔任兒童節目播音的車淑梅說：「我
們很榮幸，適逢其會，在 DJ 最光輝的年代，在
DJ 行業裡。那時候在廣播道上，不止是電視台，
在電台門口也有很多 fans ，擠得水洩不通。最難
忘的場面之一是，八十年代有一次電台舉行節目
巡禮，每架開蓬巴士上都坐了兩名 DJ，舉起節目
名稱的招牌出巡，由廣播道駛到中環列隊，那時
中環的大道更需要封路呢，場面十分厲害，多麽
威猛，現在辦不到了！」

新哥 1973 年加入香港電台公共事務部當記者，之
後主持節目《青春交響曲》，成為港台第二台台長，
後來更成為主理電視部的助理廣播處長，涉獵範
圍甚廣，由台前到幕後、電台到電視台；七十年
代迎上廣東歌開始流行的風潮，始創了《中文金
曲龍虎榜》，被譽為「金曲之父」。到八十年代，
他又創造了「四大天王」的稱謂。寫香港流行樂壇
歷史，有張文新的名字。

張文新太太 vs 車淑梅先生
「以前我是助理廣播處長，現在退休了，也要懂得 
欣賞太太的公職成就，以前人們都叫她張文新 
太太，現在人們會叫我車淑梅先生。」

他認為夫妻最難能可貴就是彼此造就對方的理想：
「我退休近七年了，做過很多義工，其中特別有
意義的是舉辦了六屆的『千個聖誕老人慈善跑』
(Great Santa Run)。今年因應疫情不能舉行，但
我們鼓勵大家自發在聖誕期間穿上任何聖誕飾品
去行山、跑步，網上拍回照片後，只需為『寰宇
希望』籌得至少港幣 100 元善款，便可獲得感謝
證書及小禮物一份。」

常到馬會滘西洲打高球
如果要數退休後個人最開心的，可能是學曉了打
高球。他現在經常到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打波，形容有這個可給公眾打高球的地方是一個
「功德」，又笑指「其實小時候在上水居住，很
細個已經去粉嶺高球場做『執波仔』。」順便一
提，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是香港目前唯一的公眾 
高爾夫球場，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興建。

六合彩迷　廿蚊買希望
十月是兩夫婦生日的月份，淑梅姐談到人生百年
沒有什麼忌諱，七年前香港大學找她幫忙宣傳「大
體老師」計劃，「我一聽就覺得這是我所追求的，
我希望我過了這個人生以後，仍可以繼續發揮力
量，所以我報了名參加捐贈計劃。」她說：「將
來醫科生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一萬刀也可以，
但千萬不要在病人身上割錯一刀。」

說到生日總不能不提願望吧？原來淑梅姐是標準
的「六合彩迷」，最近她去參觀一個新樓盤的示範
單位，其一句「抽中買樓的機會，同中六合彩的機
會差唔多」，引為熱話。這名六合彩忠粉有個「恆
常」的小願望——「用 20 元買一個希望，好似天
上開了很多個窗給不同的人」；而中獎一旦落空，
「就當做善事」。她不忘叫大家多多支持六合彩，
順祝大家 Good Luck。

瀏覽 

訪問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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