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金談易談詠言
香港文化界、
傳媒界大佬王亭
之（1935 年-2024

年）先生以 90 高齡在加拿大離
世，福壽全歸。網上有不明真相
的論者說他「自稱亭老」，其實
這是「亭老」給讀者講解舊俗。
過去中國人有名有字，公事才可以
直呼人名，長輩亦只能以字稱人，
稱其名便是失禮。拈出別字的第
一字後加「老」是通用的敬稱。例
如中華民國革命元勳黃興（1874
年-1916年）字克強，三十來歲已
是革命領袖，有同志敬稱為「黃克
老」。筆者亦受惠於亭老此教
導，有年輕文友敬稱筆者「潘老」
或「潘國老」者，潘老頭既入暮
年，受之有愧、卻之不恭。拜讀亭
老雜文40多年，恍如昨日。
亭老姓談，本名延祚，又名錫
永。祚本義為福祿。錫為五金之
一，人類文明最早分離出的金屬
元素，冶煉青銅的重要材料。錫
又與賜通。觀其名，可知談家尊
長對亭老的期許。「王亭之」取
「姑妄聽之」的諧音，實與「王
延芝」（姑妄言之）對應。王延
芝即觀察家徐東濱（1927年-1995
年）先生，徐老自謙為「灌茶
家」。兩家多以詼諧筆墨談論正
事，一個妄言、一個妄聽，相映
成趣。所不同者王延芝主要觀察

時局，王亭之則三教九流、醫卜
星相、羊城掌故等等無所不談。
亭老廣受讀者敬重，即使只是聽
聽故事，亦多以「師父」稱。故
亭老實為眾人師父。
上世紀八十年代，報社老闆金
庸曾出一上聯，曰：「談錫永大
言炎炎，談金談易。」然後亭老
補充為：「談錫永大言炎炎，談
金談易，談詠言，談八法。」後
來懸紅百萬港元徵求下聯未果。
談字左言右炎，金庸遂以成語
大言炎炎來開玩笑。錫字左金右
易，亭老曾從事黃金買賣業務，
其間每天都關注黃金價格走勢。亭
老又為易學大師，故曰談金談易。
亭老所補是在永字做文章。「詠
言」即作詩吟詩，亭老為詩人，除
格律詩外，亦寫新詩，寫詩話。亭
老又精書道，「永字八法」為書道
入門基礎。金庸說亭老談金談易，
亭老補充談詩談書。
亭老曾有言，舊時代舊社會所
謂「才子」要精通詩詞歌賦、琴
棋書畫、醫卜星相、嫖賭飲吹，
共16個字！這「嫖」一字，據亭
老憶述，小時候即隨長輩到秦樓
楚館飲過花酒。近年老成凋謝，
間有長輩笑稱潘國森為「才
子」，必立馬否認。按亭老講的
舊規，半個也夠不上呀！

（「雜憶王亭老」上）

「人味」煙火氣
去年小狸曾寫過預
製菜，一年不到的工

夫，「舌尖上的科技」又升級了——那
天看新聞，驚覺「機器人大廚」甚至
「AI大廚」竟已悄咪咪漸成了氣候。
就在上周，北京市海淀區市場監督管
理局向名叫Lava的具身智能（Embod-
ied AI）機器人發出食品經營許可證，
Lava成為全國首位持證AI大廚。許多
人乍聽之下可能不以為意，「不就是炒
菜機麼，我家也有啊！」但你家那個大
概率屬於固定程式設定下的工業機器
人，可Lava卻更進了一步，是具身智
能機器人。
具身智能是一種可以通過環境不斷
自我學習和適應，從而產生智能行為
的AI系統，幾乎包含人工智能領域所
有技術，是AI的集大成者。搭載具身
智能系統的機器人可以與環境交互感
知、規劃、判斷和行動。據現場目擊的
記者描述，Lava的主營業務是油炸，
可以實現自動出料、稱量、識別、製
作、記錄等全過程無人化作業。如果
還覺得抽象，一句話總結就是：科幻
電影裏的機器人管家，可期。
其實在預製菜和Lava之間還有一個
龐大的餐飲科技陣營，並且不用「可
期」，而是已經熱火朝天打出了一片
美麗新世界，就是你家裏那個工業機
器人——炒菜機。只不過，這些炒菜
機不是身在私家廚房裏，而是大大方
方、成群結隊進了餐廳後廚。沒錯，
屢屢吐槽外食「沒有鑊氣」的刁嘴
們，除了吃到的是預製菜，如今還有
了另一個可能——炒菜機出品。雖然
科學地講，炒菜機也是現炒，和人手
動作一致，也當有「鑊氣」，但「鑊
氣」這事從來都是玄學，遠遠不僅是

指美拉德反應，更是老饕們一口便知
有沒有的「人味兒」。
有記者探訪了四川某地的社區餐廳
後廚，發現並沒有大廚在花式顛勺，
只有一字排開的 5個炒菜機。當然人
類也是有的，但不多，幹的活兒也只
限於配菜、打包以及按下炒菜機上的
按鈕。
菜品雖然不夠香，但收益是真香
啊。上面餐廳的老闆給出一組數據：
同樣做一道辣子雞，人類烹飪要 8到
10分鐘，人力成本7到 13元；而炒菜
機只需要3.5分鐘，能源成本5毛錢。
正是在這個機器坐鎮的模式下，才能
實現巴掌大的後廚一天卻能供應 600
人就餐。
然而，相較於韓國咖啡店，四川社區
餐廳「打下手」的人類還是多了。去
年，韓國首爾開了一間 24 小時咖啡
店，店員只有2位，都是機器人。顧客
下單後，2位機器員工會在分工合作下
完成任務。幕後老闆每天只需派技術人
員去維護 2小時，足矣。從不抱怨的
996下，咖啡店節省了大量人工成本，
咖啡售價只是周圍店的一半。速度快、
拉花美、價格便宜，只是不是手沖喔，
你選哪個？
小狸不反對發展舌尖上的科技，無
論是預製菜還是炒菜機，抑或是日後
的AI大廚，都有它適宜的應用場景。
但小狸反對混水摸魚，以次充好。比
如預製菜出現在便利店的冷櫃裏就很
合理，但出現在高級餐廳就不夠意
思；炒菜機出品可以在「兩餸飯」店
裏售賣，卻絕不應該端上「老字號」
的餐桌。
因為AI時代下，吃貴飯不就是為了
那一口「人味煙火氣」麼。

人生際遇總有高低，
在自己一切安好時，親

人的健康或命運逆轉，可能會一下子把
所有的美好換作夢魘，半生糾纏！擺脫
不了如何面對，原來不是看造化，是看
心態！
最近有機會和一位長期病患的照顧者
交談，讓我上了珍貴的人生課，這導師
的經驗也不知用多少淚水換來。她是陳
太，一直過着安穩的生活，十年前人在
中年的丈夫突然忘了回家的路，醫生對
她說：「妳以後有排捱！」陳生得了認
知障礙症！自此她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陳太說：「我本身有遺傳性抑鬱躁狂
症，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令我時常感到
恐懼和焦慮。曾一度想自殺，用什麼方
法去死讓我輾轉反側了一夜，最終想到
聽些輕音樂來平伏一下。一覺醒來，心
情安靜了，也意識到他是個病人，逃避
不是方法，日子總要過。開始改變自己
不再埋怨。」
「走進大自然是最好的情緒療癒，我
和丈夫去郊外散步，心情會放鬆許多。

記得有次颱風過後，不少大樹被吹倒，
但在狹隘的石隙裏看到一株小樹苗鑽頭
而出，迎着陽光。小樹苗的生命力也如
此頑強，我們又豈可輕易放棄？」
「覺得辛苦一定要找人支持，幸好社

會上有不少組織關心我們這些長期病患
的照顧者，安排大家互相打氣關懷，讓
我們一起參加不同的活動，雖然是拉拉
筋、聊聊天等，但有同路人的感覺變得不
一樣。看得出今屆政府有為我們着想。」
「自此我也變得開朗一些，開始懂

得自尋開心。現在我每天邊做早餐邊
唱《快樂》那首歌，是歌神許冠傑的，
你懂嗎？」這時陳太自然地在高歌。看
來她真的心情輕鬆。「煮晚飯時我便唱
《財神到》，邊唱邊告訴丈夫是時候吃
飯了！」
「這唱着歌過日子讓我事事順心了，
故此我希望遇到相似遭遇的人別自困，
一定要接觸外界，記着社會上有不少幫
助我們的組織，總有願伸援手的人。」
陳太的經驗得來不容易，是我們的好
借鑑！

面對人生低谷唱首歌

周日好節目，客家會
館內迎來一批熱情文
友，漂亮的林文映主

持，先用簡報講些客家歷史文化，進
而邀大廚示範即煮客家特色美食，分
享同好。
我曾看了電視節目「舌尖上的中
國」，介紹我國各具特色的美食，讓我
大開眼界。當時，我印象最深的那輯，
是馳名的客家名菜鹽焗雞。
林文映是客家人，客家菜的風格強調

鹹、肥、香，她家鄉煮食要讓人多吃些
飯，以求多些體力去勞動幹活。
當天大師傅，炮製非一般的客家名

菜，他用土豬肉煮梅菜扣肉哩。
我知道梅菜扣肉又稱鹹燒白，是廣東

梅州傳統客家菜。煮製這道菜的方法淳
樸簡單，根本用不着很多繁複的調味
劑，但要訣是工夫、火候、耐心缺一不
可哩。大家圍爐偷師，看那大廚準備的
食材，有大塊五花肉、梅菜乾、葱、
薑、蒜、鹽、八角、桂皮、冰糖、蠔
油、老抽、料酒和特別加入木耳、豆
卜，非常豐富。
大廚首先將梅菜乾浸泡並清洗幾次，

然後把葱薑洗淨後切片，接着將五花肉
清洗乾淨、切成小塊，在鍋內加水，放
入全部佐料，用大火將五花肉炆煮。
他一邊炆煮五花肉時，一邊告知大家

各料頭的分量，而且叮囑待五花肉發白
無血色時，即須撈出。
說時遲，那時快，他撈起五花肉並在

表面抹上少許老抽，隨後再把肉放至鍋
內，用中火煎烤，直至肉皮呈金黃色，
油脂溢出後再加入全部佐料，用小火燜
煮20分鐘；再為煲內五花肉加鋪上梅菜
乾，少許老抽、冰糖！
蒸炆時已肉香四溢，夠鐘掀起鍋蓋，

大煲內色香味俱全的梅菜炆土豬肉，就
大功告成了。
透過這美食文化活動，大夥兒俱感受

到生活的溫度，人人食指大動嚥口水，
廚師一聲「大家起筷啦！」我和明珠倆
也急不及待起筷，開動嘗鮮了！我夾起
一塊土豬肉直接飛入口中，果然美味無
比，肥而不膩！明珠細細咀嚼，讚賞說
可嘗到噴香的肉中帶梅菜乾的清香！
大廚手藝超卓，搭配出色又恰到好

處，惹味的梅菜炆土豬肉深受歡迎，不
消眨眼工夫，就全被食客熱情瓜分了。
席間人人大快朵頤，紛紛想向大廚學

藝，回家做這道名菜給家人分享，定要
把客家美食流傳下去！

會館分享客家美食
一個朋友的朋友，為了不暴露性
別，就用G來代替吧。G喜歡寫點文
字，周末常給中學生開「寫作坊」賺

外快。我沒去過，但為了「友誼長存」，我把信息發
給了我的學生們。
那晚，小駿通過短訊同我討論課業，差不多完結
時，「你真好」這3個字跳了出來。我嚇了一跳，要知
道小駿是個多麼腼腆的中三男生。每次上完課，他即
便有很多想聊的問題，都會因為其他同學在場而悄悄
地走開，然後再用短訊和我交流，並用「謝謝」來作
結。今天這是怎麼了？我心下好奇，先雙擊「你真
好」這條信息、送上「紅心」鼓勵，接着問他：「今
天晚上吃蜜了嗎？」小駿告訴我，是G教的，「要想
讓作文顯得豐富，就要多用一些話術，把文字變多，
把感情變豐富。」
我開始觀察去聽過G的寫作坊的學生，久了，還真

的從他們寫作習慣的改變裏找到了一些共性，最明顯
的就是「話術」。比如，大偉寫他自卑於外表，「我
想，我的樣子大約是很有挑戰的」；比如，小陸寫隔
壁班的女生送了他一個蘋果，「我真的好感動好知足
好滿意好幸福喔」；比如，小歐寫她腹痛難忍，「廁
所裏的紙巾飄呀飄呀，好着急喲。」成年人的話術，
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走進了天真無邪的童真，並讓孩子
們以為，這是寫作應有的樣子。而語言為什麼不能回
歸語言本身呢？我忽然愧疚於自己不經意間成了G誤
人子弟的幫兇。
每到節日，G都會寄來卡片，上面用水筆洋洋灑灑

地寫着「你真好」等等的話術之辭。文字變多了，情
感就豐富了嗎？喜歡簡潔，應該是人生境界，非要到
一定年紀才能做到。
於是，我終於刪掉了G的聯繫方式，並在Block鍵上
輕輕按下一聲嘆息。

話術

我們周日在舉辦迎新
晚會的時候，有一個大

一的小男孩兒表演了脫口秀。他是那種
眼睛小小的，但是卻有種說不出的機靈
勁頭的小個子男生。聲音像是受過訓
練，但凡一開腔，同種立馬就能被人辨
識出來。
印象最深是他的自嘲。他說高中曾經
有過一日連喝十幾杯奶茶的壯舉。後
來，連老闆都看不下去了，過來勸他。
起先，他以為這仁兄是關心他，誰知若
干天之後，這位商家就因販賣劣質商品
被查了。他這才回味起那天的情況，老
闆原是怕他喝死連累自己。說到這裏，
大夥兒都笑起來。總之，他就這樣一個
一個地講段子，有的好笑、有的一般。
不過那一夜很愉快。我猜這就算是成功
了吧。
我知道達到這種效果可不容易。這位
學生還有同學在場，大家又都剛剛離開
高中，大致經歷皆相仿。若是專門的秀
場，要達到這種效果也很難。試想一
下，偌大一個劇院，來的都是陌生人。

要迅速讓大家熱絡興奮起來，談何容易
啊。更何況，脫口秀就其性質而言，本
身就是新的。這職業很新，講的人差不
多都是新的，段子是新的，連聽眾也是
新的。所以很多脫口秀在一開始就依靠
和觀眾的長時間互動來熱場。
這倒讓我想起北野武。他的電影當中
經常會有相聲演員這個職業。有一部
《壞孩子的天空》是他早期最著名的電
影。講的是青春期的荷爾蒙會推着人去
崇尚武力，但是武力是不可持久的。反
倒是電影當中充當配角的兩個背景人物
最後獲得了成功。他們是兩個愛好相聲
的人，一直以來都在默默練習如何更好
地說相聲。一直被人嘲笑，最後卻終於
真的逗得人發笑。可見在北野武眼中，
努力地去做一件需要技巧的事，也許一
開始令人輕視，但是經過反覆努力地練
習，或許就會獲得成功。
但脫口秀和相聲還是不一樣的吧。一
個靠的是學習。說學逗唱都得學。古時
候，要拜師學相聲，得請四家。說評書
的、唱蓮花落的、變戲法的，還有練把

式的。都說這四門分不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學相聲，這幾樣是離
不了的。
脫口秀卻重在個人天分，不太講究傳

統，相信自己創造。就好像活地亞倫，
早年間就在說脫口秀。後來，他把自己
的這項能力用來編劇，成功了。再後
來，他又當了導演，還是他這股子幽默
勁兒，電影又成功了。換一個人，就不
行。活地亞倫往那兒一站，就有種黑色
幽默的效果。
依我看，時下的脫口秀有些缺少天
分。觀看時，觀眾時常感到恐懼。因為
隨時都有可能從一個極度興奮的天才笑
料突然冷場，要很久才能重新熱起來。
在這種起伏不定當中，與其說是快樂多
多，不如說擔心與快樂同在，這就有些
折磨人。相比起來，相聲的快樂是安全
的。它顯得更加豐富，表演性也更強，
手法也更多。所以說啊，快樂這件事固
然討人喜歡，可持續地令人快樂，卻得
拿出點真功夫來。就像中國的脫口秀，
任重而道遠。

脫口秀

家鄉文旅出圈 向世界展新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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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三代香港土生土長的潮州
籍香港人。家鄉潮州對我來說，既
熟悉又陌生。陌生是因為，近些年
來我未曾有機會返鄉親探，熟悉是
因為，潮州人的勤奮、拚搏、永不
言棄的精神從小伴隨我長大，可以
說，這已經刻在我的基因裏。
潮汕人是廣東三大漢族民系之
一，也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最
具商業頭腦的群體之一。目前全球
大約有4,500萬潮汕人，在香港，約
有100多萬潮州人，佔香港總人口的
六分之一。
出生在一個潮州家庭，從小父親
便對我言傳身教，無論是自身發展
還是做企業，都要牢記：力不到，
不為財，財亦不來，永遠要記得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同時更要順應
時勢，不斷應變，勇於創新，才能
成為行業領軍。這也是對我影響至
深的潮州精神。
因此，我大學畢業之後，便從公
司的基層員工做起，直至父親病
重，我從他手中接過「接力棒」，
亦一直謹記父親的教誨。如何保持
創新，與時俱進？接管公司之後，
我便決心走再創業的道路。創業的
方向應該往哪裏？我想起父親一直
跟我強調的「天時地利人和」。如
今國家重視內循環，文旅升級是主
調，順應這些變化，企業的發展策
略也要相應地做出調整，要更好地
提升自身旅遊產品的多元化和再升

級。要引領休閒旅遊產業的領先發
展，就要隨時滿足市場多樣化、多
元化並不斷升級的需求。
也是在這樣的不斷開拓、不斷應
變的過程中，我更深地體會到，要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緊跟時代發展
步伐。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理念，家
鄉潮州在近幾年的文旅市場中破圈
而出，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
「網紅」城市。
我非常開心看到，2023年春節，有
着「中華街舞」之稱的「英歌舞」，
由於其熱烈、奔放、氣勢豪邁的風
格，火速出圈，燃遍全國，讓全國
民心民情備受鼓舞。五湖四海的各
地遊客，千里驅車，飛奔潮州大
地，直抵現場，只為一睹英歌舞的
真容。今年，英歌舞更「飄香」海
外，春節期間受邀至英國倫敦傾情
演出，向世界展現英歌舞的風采。
「四海潮聲，潮人故里」。潮州

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是「潮
州文化」發祥地，是世界潮人的精
神家園。潮州更享有「世界美食之
都」「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
十大秀美之城」等美譽，蘊藏着豐
富的旅遊資源。今年國慶，潮州在
全國2024「十一」假期熱門目的地
位列全國第四，國慶假期共迎接外
地遊客228.93萬人次，成為了名副
其實的熱門旅遊城市。
作為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潮州

歷代文人輩出、人才集聚，改革開
放以來更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潮
州民營企業家。正是因為一脈相承
的潮州精神，他們不僅在事業上取
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心繫
故鄉，為潮州和全國的經濟發展作
出了傑出的貢獻。我期待，潮州文旅
能在世界各地帶來更大聲浪，我也展
望，在未來，和家鄉的文旅發展產生
更多交集與互動。

●主持人林文映（右）講客菜歷史
文化。 作者供圖

●朱鼎健對家鄉潮州的發展感到開心，右圖為廣
濟橋，又稱湘子橋，就是位於潮州古城東門外的
韓江上，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啟閉式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