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莫文蔚莫媽媽的緣分
早在一個月前左右，在一個社交平台，莫
文蔚問我：「8月31日有沒有時間來深圳看
我的演唱會？」其實我一直很欣賞敢於嘗

試、不斷創新的莫文蔚。所以之前她推出專輯的時候，也
多次訪問過她。而且我也曾很坦白地告訴她：「我很欣賞
及喜歡妳。」甚至我會叫她「女神」。所以，我在她的心
目中已經留下我喜歡她的印象，猶如一個小粉絲似的。
話說幾年前曾經訪問她的時候，她跟我說：「我的媽媽
非常喜歡收聽你的電台節目，而且她對你的行蹤瞭如指
掌。又說你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她很支持你及喜歡
你。」還記得那一次，當莫文蔚到達錄音室的時候，她手
拿着一盒名牌朱古力，然後遞給我，還說：「是我媽媽買
給你的，希望你喜歡。」我當時覺得非常感恩及開心，這
位前輩原來真的這麼喜歡自己，而且還這麼有心，專登買
盒朱古力送給我。自此之後，我跟莫文蔚的友情好像更進
一步了。而且她經常按讚我的社交平台帖文。甚至早前中
了新冠肺炎，她也會問候及祝我早日康復。她也是一位很
有心的藝人。
因為自己很欣賞她，還記得在疫情前，有傳聞她將不會
再在香港開演唱會。所以當知道她當時會在台北舉行演唱
會，二話不說便決定飛過去觀賞她的演出。
當那次演唱會完結之後，原本準備離開場館，突然她的
助手拉着我說：「你不要這麼快走，因為莫媽媽很想見
你，你有沒有時間到後台跟她見面？」我當然沒有問題，
而且可以見見這個一直支持自己的前輩當然是好事，還可
以跟莫文蔚見面，拍拍照留念一下。所以那一次到台北觀
賞她的演唱會，也是一件很難忘的事情。
經過多年之後，莫文蔚在今年展開她在內地的巡迴演唱
會，當收到她邀請我到深圳看演唱會的訊息，我其實硬着
頭皮跟她說：「我當然很想到深圳去欣賞妳的演唱會，但
我身邊有兩個朋友也很想去，不知道可不可以預留3個位置
給我們？」她竟然很快地回覆我：「沒有問題，我就預留3
個位置給你們。」
終於，在過去的星期六，一行3人就出發到深圳去欣賞她
的演唱會。這是我第一次到內地看演唱會的經歷。其實這
個第一次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不過字數有限的關係，
不如留待下次慢慢跟你們說。再次希望莫文蔚，在未來的
每一場巡迴演唱會成功。

《柳舟記》王楚然
內地古裝劇集《柳舟
記》在高點擊下播出大結
局，40集劇情完結告終。

這陣子可選的劇真的不多，同類型的
《四方館》上星期介紹過，今個星期和
大家追追這個劇集尾，雖已大結局，但
由現在開始去睇，至少不用等追播，很
多朋友都喜歡等劇集大結局後一次過
看，遇上放假或打風困在家，就可瘋狂
地追劇，無須等。
《柳舟記》由高琛擔任總製片人及藝
術總監，張晚意、王楚然（見圖）、劉
令姿、常華森、張弛、袁雨萱領銜主演，
黃燦燦、童蕾、苗皓鈞、曹曦月等參與
出演。
這套古裝愛情劇玩的是失憶橋，張晚
意飾演一生以剿滅仰山山寨為己任的淮
陽王崔行舟，當然是風流倜儻、年少有
為。而王楚然飾演的柳眠棠就是仰山女
寨主，不過，她一向帶領仰山眾人懲惡
揚善，並非作奸犯科的劫匪。
故事的發展是崔行舟救下因重傷失憶
的柳眠棠，而柳眠棠竟錯認崔行舟是自

己的丈夫，而崔行舟就以為柳眠棠是山
寨王的寵妾。於是崔行舟將計就計編故
事扮夫妻探消息，想要誘敵現身，結果
當然是互生情愫，最終假戲真做，張晚
意、王楚然夫妻終於回歸家園，過上甜
蜜安穩的日子。
張晚意近期都算多戲拍，《長相思》
瑲玹確實幫了他很大的忙，今次的崔行
舟沒有瑲玹的搶鏡，但拍着王楚然，也
得到一定口碑。坦白講，筆者主要是來
看王楚然，她出道日子尚淺，拍過的劇
也不多，《慶餘年》算是她的代表作，
但她和楊洋的時裝劇《我的人間煙
火》，才是我喜歡她的開始，也證明她
是一個宜古宜今的演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5
月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

談時強調，中法都是文化大國，雙方要
加快人文交往「雙向奔赴」。今年時值
兩國建交 60周年，兩國的藝術機構都
在對方的國土上舉辦藝術展演活動，現
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的「法國
百年時尚——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服飾
與珠寶珍藏，1770至1910年」也是其中
之一。
香港人對法國高級訂製時裝並不陌
生，但對它的演變過程卻所知不多。這
種被歐洲文博界譽為「流動的雕塑品」
而珍而重之的紡織工藝精品是法國人的
驕傲，也是巴黎兩百多年來穩守世界時
裝之都的基石。除了時裝大師和縫製工
藝家們的堅持外，相關的珍藏者和研究
者也功不可沒。
這些來自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的300多
件珍貴典藏，乃首次在亞洲亮相。展品
不只是聚焦於女裝及其配飾，男士服飾
也不少，不但讓人近距離地欣賞到這項
法國傳統工藝如何精緻，也可從中窺視
當時的社會風氣和貴族的生活方式。
我尤其欣賞策展人對細節的講究，展
品配搭細緻，令觀者在欣賞華衣美服的
整體美時，也留意到細節的重要性：原
來昔日令貴婦們在郊遊或派對上出盡鋒
頭的裝扮背後大有文章。除了肉眼可見
的名貴質料、高超手藝和「畫龍點睛」

般的首飾，還有一系列配件如陽傘、扇
子，以及「收藏」在大禮服內的裙撐、
緊身胸衣、罩衫、襯裙、襯褲、長筒
襪、吊襪帶，乃至手襪、鞋子、帽子
等。除了知道名媛們如何利用衣飾形塑
身形，更明白為什麼高訂時裝是流動藝
術品了。
展品中有一件乃被視為「高訂時裝之
父」的查爾斯．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的作品，他是首位開設時裝沙
龍的人，也是時裝表演的始祖──請妻
子穿着他的設計來回走動，乃時裝表演
的雛型。部分展品旁邊放置了播放電影
片段的視頻，比如《時光倒流七十
年》、《叛逆激情——她與戴安娜的命
運》和《EMMA：上流貴族》等，有助
觀眾將這些靜態展示的服飾形象化，產
生代入感。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入口處有一個時
間軸，策展人以在清朝乾隆帝統治時期
曾到中國傳教、漢名為錢德明的法裔耶
穌會傳教士於1776至1791年期間撰寫的
一本書《中國歷史、科學與藝術回憶
錄》為始點，至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
1913年出版名作《追憶似水年華》止。
多部廣為人知的文學名著、名畫、音樂
名曲和標誌性建築等也在這時期問世，
包括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莫伯桑
的《項鏈》、艾菲爾鐵塔、馬蒂斯的
《戴帽子的女人》等。

法國時尚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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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奀到華嫂其實有
段過程。
阿奀是乳名，筆者一

直弄錯出穀黃鶯的「鶯」。
兩者皆不是，她本名趙麗旋，社交平
台流行起來，當大部分人採用英文名
字，她卻選用出生時父親給她的命名。
鼓勵阿奀創業，她也要求在下為新店

命名……那天跟家母從元朗墟購物歸
來，在村口碰到阿奀；華嫂一貫對長者
禮貌周周喊了聲阿婆，母親是傳統人，
不會隨便叫人家乳名或本名，而是按照
她的身份稱呼：華嫂。
恍然大悟，這才讓我記起華嫂出生在我

們村子，卻非本族人，成為族人身份從下
嫁我們同村兄弟華哥，晉升成為華嫂。
先母這聲「華嫂」，讓我聯想起舊時

茶餐廳一般叫冰室；十多二十年前，在
下曾經愛上廣州龍津東路的「向群冰
室」，尤其正宗台山黃鱔飯；最歡喜由
已經無人問津「冰室」的名字開始。
聯想起華嫂這個名字，及她父親和叔

舊時的冰室，10秒之內得到店子命名的
構思：「華嫂冰室」。
開始時阿奀沒膽量採

用，她說不如用「華
哥」，害怕人家說「華
嫂」這個名字凌駕了她丈
夫……筆者花了不少唇
舌，給她開道：閣下在出
世紙的名字並非華嫂，下
嫁華哥才得着這個身份，
用華嫂作字號，那是
300%尊重華哥。最後經
過家人商議，最終採用在
下一意孤行的原意，「華
嫂冰室」終於誕生。
前半生她是父親的女

兒，丈夫的妻子，兒子們的媽咪。後半生
她成為「華嫂冰室」的主人，隨後兒子們
娶媳婦，誕下孫兒；升呢成為奶奶及嫲
嫲，就像萬千路上人來人往的師奶。
從「華嫂冰室」開始，她將阿奀這個

乳名放在一邊，從最初月租2,400元租金
的小店，瞬間成為人龍店，再下來「大
眾點評」，香港無數媒體頒贈，由食客
選出的最喜歡店子。
我一直是她的忠心顧客，雖然從最初

靠近我家的小店進化成為自置物業、跟
我家距離稍為遠了點的新店，始終不離
不棄，一撥電話，華嫂或他們的員工，
便會給我留下好位置。從兒子們的籃球
隊友、著名演員余文樂的鼓勵及參與，
從屏山出發，先在觀塘開設首間分店，
然後灣仔，再下來尖沙咀；最近尖沙咀
搬到地段更好、空間更大的新店，一下
子華嫂冰室成為小紅書、大眾點評的香
餑餑，碰上學校暑假，新店旁邊行人路
上排隊的長龍長至鄰居報警投訴！
最新動向，延伸到中環IFC，及大灣區

澳門名店Galaxy；大家看她好，發展一
帆風順，作為旁邊默默觀察的朋
友，我卻看到不少妒忌的目光，
不少被投訴的刁難，政府部門按照
這些惡性投訴一而再、再而三，沒
完沒了的控告罰款，還有平衡員工
之間的關係；錢財付出還好由生意
受益支付，處理人際關係全靠華
嫂非凡的EQ及人人讚賞的親和
力，還有3年疫情……那種辛苦，
就是看在眼裏心底也發酸！
華嫂創業，歲數已屆近半百，
事業讓她散發像年輕人相同的精
力，發光發熱；讓我看到只要選
擇正確，繼而全情全程投入，人
生下半場處處有希望！ （下）

人生下半場處處滿希望
最喜歡自
己 煮 羅 宋
湯，有湯有

菜有色有味，酸酸甜甜又開
胃，凡煮必是一大煲，放一兩
天也依舊原味不變。羅宋湯
好做又難做，有牛肉有蔬菜
就行，難的是調味，正宗羅宋
湯在香港很難喝得到，家居附
近曾有一間以俄菜做招牌的
餐館，羅宋湯和俄式沙律都差
了一點味，炸豬排也不太對
辦，還是有不少人光顧，可見
俄式菜在香港有市場，可是不
久這家小餐館就消失了。
至今公認上海的羅宋湯最
好，可惜《繁花》裏沒有這一
筆。俄國大革命之後，大批白
俄流亡到了上海，為了生計，
開飯館是最容易得以安身的
營生，好像我的朋友去了美
國，最容易做的就是開飯館，
有本錢的開舖面，沒本錢的
自己家就是廚房，下了班，男
的調餃子餡，女的做餃子皮，
包好送貨上門，餃子、煎餅、
包子都有。上海愈來愈多的俄
式西餐出現在白俄聚集的霞飛
路，現在的淮海路，主要是炸
豬排、色拉、小吃、羅宋湯，
大麵包，俗稱「列巴」。上海
人做羅宋湯，每樣菜都要先用
黃油炒過，還要用黃油炒麵
粉，加到湯裏增加濃度。
中國人吃西餐早到康熙年
間，後來乾隆接替，清廷上
下對西餐沒有好感，有一位
官員講述西餐：「先上來的

是一種流質，按他們的話叫
做『蘇披』（Soup），接着
是魚，有的魚就是生的，生
得像活魚一樣，然後是肉，
一盤盤半生不熟帶着血的肉，
也是生的，沾一種汁，算是調
料，用一把像劍一樣的刀，把
肉一片片切下來，放在客人面
前……」「牛羊肉燒得又黑又
焦，又腥又硬，雞鴨不煮而用
火燒，洋酒也難喝得要死，以
至一聽到吃飯，我就大吐不
止。」清廷大公主出席西洋公
使宴會，回來慈禧問吃了什
麼，好不好，大公主說︰
「還行，就是最後那碗黑
水，奴才真是沒法下嚥。」
西餐在中國盛行之初，價
格不菲，上等的4元，中等的
也要3元，那時一個工廠女工
一個月的工資才1元5毛錢，
那時西餐一直和高貴、高價、
神秘相連。後來國人漸漸接
受西餐，西餐熱在清代末年
竟一時大盛起來，原因是皇
上溥儀受了莊士敦的鼓動，幾
乎天天要吃番菜，景德鎮特
地製作了一整套白底紫龍紋
的西餐餐具，二是留洋回來
的人逐漸多了，再有是聰明
的中國人改良了純粹的西
餐，使之附合中國人口味。羅
宋湯就是改良版，真正的羅
宋湯中國人喝不了，太酸太
薄，故而放進帶甜味的蔬
菜，像圓白菜，以炒過的番
茄醬加糖，調製湯色增加甜
味，做出了中國式羅宋湯。

中式羅宋湯

舞台表演謝幕時，主
辦機構都歡迎觀眾拍
照。我近年也會拍攝，

卻不是因為我很喜歡那些演出，而是擔
心我會很快忘記它們，所以藉照片保存
記憶。
粗略估計，我每年最少會看四五十個
表演，哪能把每一個演出都牢牢記着？
除非它們很特別——特別好和特別差，
才會令我印象深刻，否則大部分的演出
我都只能記得其大概。
最近我與一位年輕人談起一齣劇。我

對該劇已經毫無印象，所以問他，原因
是那是我帶他進場看的第3齣劇。我知道
他的腦袋只儲存着3齣劇，不會像我的腦
海多年來被數以百計的表演佔據着，所
以他應該記得清楚。果然，他真的記得
不少，並且不斷告訴我其中一些片段，
喚回早已自動被我的潛意識塵封在腦部
密箱之中的事情。
此事令我想起現時說來是一齣令我印

象異常深刻的話劇。為什麼「令我印象
深刻」是「現時說來」，而不是看演出
後令我印象深刻？請聽我解釋。
話說我在該劇演出後兩個月曾欲與人
討論它，卻已經忘記它的劇名。沒料到當
我嘗試解釋我不喜歡該劇的原因和舉出
一些例子時，我竟然完全想不起該劇的
故事、情節或參演的演員！我仍在掙扎，
努力地回想，希望能起碼記起舞台設計、
兩三個影像，或曾在舞台上出現的任何人
和物，沒想到我連一丁兒記憶也沒有。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便徹底忘記，看來
我是失憶了。若非失憶，難道我全劇都
在睡眠狀態之中？既然睡着了，便應該
沒有留下印象。可是，我卻清楚記得坐
在我前面的男士一直睡得東歪西倒，有
時候更打起鼻鼾，附近的觀眾都偷偷看
他。他身旁的朋友不好意思喚醒他，只
好相視而笑。
原來台上沒有東西吸引我的注意力，
反而台下的情景我卻記牢了。一次，我

跟一名同樣看了此劇的前輩談起我是次
的「觀劇」經驗，我說我竟然連舞台上
一個影像也記不起來。對方聽到我的話
後，沉思數秒。當我還以為他有什麼微言
大意準備發表時，他的回應卻大大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他說︰「是呀！我剛才嘗試
回想該劇，也是連一個舞台影像也想不起
來，更遑論記得該劇的任何事物。」
噢！原來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也有

人與我有同樣的感覺。我不再自卑，立
即昂首發表偉論︰「原來人的腦部是有
自我保護機制的。當腦部感到我們會因
記着一些事情而痛苦，便會啟動機制，
自動把那一段令我們受創的記憶忘掉，
使我們可以繼續愉快地生活下去。」
所以我說「令我印象深刻」是「現時說
來」，而不是在演出後令我印象深刻，便
是這個意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演出竟然
是我最沒有印象的演出，真是弔詭。
該劇的編劇和導演，你們是否應該好

好反省？

最弔詭的演出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我和愛人的結緣，始於一次意外
的車禍。我受傷住院時，還未升級
為男友的他坐在床畔，每日擰了溫
熱的毛巾仔細地給我擦臉。我躺在
病床上，看着他牽起我的手，一絲
不苟地一個手指一個手指細細擦
洗。我不禁失聲大笑，更驚詫於他
的細膩與溫情，心底莫名地湧上一
種感動！就是這瞬間的感動，讓我
作出了一生的抉擇！
他笨嘴拙舌，不擅說些甜言蜜語
讓你開心，偶爾也會送上一朵鮮花
聊表心意。卻極少提起「愛」。我
會明說暗示一番，但他也是絕不肯
隨口應和的。他為自己不輕易說
「愛」的解釋是，常說就不珍貴
了。而不肯隨口應和的理由是，我
提醒之後他再說，會顯得他太缺少
誠意。我聽了，突然想起《人鬼情
未了》的男主角，在女主角對他說
愛他時，回答︰「吾心亦然。」那
是多麼的浪漫。再想想自己不解風
情的老公，唯有長嘆一聲！
在我傷心落淚時，他也只是束手無
策地擁着我，輕輕地拍打着我的肩
膀，而不會說些讓我轉怒為喜、破
涕為笑的話。只是喃喃地說着︰
「老婆，不要再哭了，再哭咱家就要
鬧水災啦！」看着他那愁雲滿布又無

計可施的樣子，好像我再傷心下去，
他也要陪着我一起掉淚了似的！
就這麼個不知憐香惜玉的老公，
卻總是在不經意間讓我感受到他的
真心。
出門散步，他總是要牽了我的手，

十指相扣，緊緊地握着，就像牽着孩
子般。而我也總是陶陶然一副小鳥依
人狀依偎在他身旁，相偕而行。某天
正走着，他忽然把我從馬路的外側扯
到裏側。我愣了一下，繼而想起自己
對他的諄諄教導，男人應該走在馬路
的外側，這樣才能把自己的嬌妻愛
子置於相對更安全的位置，以盡量
避免意外的碰撞。我掩飾不住自己
的笑意，卻故作不解，訝然地詢問，
他不動聲色，耐不住我一再的逼問，
才囁嚅着說，你說過這樣才能保護
你的。我開心地挽住他的胳膊，在洶
湧熱鬧的人群中迤邐而行。
騎着摩托車兜風時，他會一手抓
車把，一手抓了我的手，放在他的
腰上，並輕輕地拍打着我的手。每
每這時，就會有一種幸福從心底漾
起，那種感覺，親切而又充滿溫
情。有時我們鬥嘴慪氣了，我便不
肯抱住他的腰，兩手都放在自己口
袋裏，也不再緊貼着他的後背，刻
意與他拉開距離。他便會一聲不吭

地反手來找我藏起的手，捉了就放
在他的腰間，輕輕地拍着。我若是
再抽回手，他便不依不饒地再次抓
回我的手並用力地按着不讓我的手
再溜走。如是幾次三番，我的氣也
消了，便不再使性子，緊緊地環着
他的腰，依偎在他並不寬厚的背
上，閉着雙眼，任他行走。他便輕
輕地撫摸着我的手，似在安慰，又
似在不作聲地表示他的歉意。
我也曾笑鬧着要他背我下樓，恰

遇鄰居出門，關切地詢問我們需不
需要幫助。我們尷尬不已，連聲說
謝謝。鄰居這才看出我們似在玩
鬧，她也笑了，說了聲「年輕真好
啊！」一邊加快腳步下樓了。我們
一邊笑着一邊跌跌撞撞下樓，堅持
到2樓，他再也無力堅持，兩人就這
麼站在樓道口，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放聲大笑。那樣酣暢淋漓，那
樣無拘無束的笑聲，直到今天彷彿
還在我耳邊回想。
「也許牽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

走。也許有了伴的路，今生還要更忙
碌。所以牽了手的手，來生還要一起
走……」我相信，不管將來的婚姻生
活是如膠似漆，還是一地雞毛，或
是相敬如賓，日子終會在我們如歌
的行板中搖曳生姿迤邐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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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嫂在踏上50歲
之後才創業，包括
她自己，誰都沒能
估計：碩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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