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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推選的二○一七年香港十大潮語中
， 「火車頭」入選。這當然非指鐵軌上的機
車，而是形容那些邊走路邊抽煙的煙民，猶
如冒煙前進的火車頭。

抽煙有害健康，但人各有志，只要不在
禁煙區抽，本無可厚非。香港亦充分考慮煙
民需要，街頭供彈煙灰用的垃圾桶隨處可見
。然有時風和日麗的早晨，正深吸清新空氣
之際，突駛來一節 「火車頭」，旁若無人，
「氣吞萬里如虎」，就不得不掩鼻疾走，心

情大受影響。
俗語說 「火車快不快，全靠車頭帶」，

但在城市文明的快車上，還是少一些 「火車
頭」為好。

中國人抽煙的歷史遠不如喝酒。煙草大
約明朝時才由呂宋（菲律賓）傳入，當時名

叫 「淡巴菰」，相傳因呂宋島淡巴國公主聞
煙草味道後起死回生而得名。其實這只是傳
說。淡巴菰本是西班牙人從南美移植到呂宋
，這名字與英語的 tobacco 一樣，都譯自西
班牙語的tabaco。

煙草傳入中國後，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
的境遇。毀之者斥為毒草，明清兩代多次嚴
令禁煙，一度到了殺頭的地步。其主要原因
倒不是怕影響健康，而是擔心煙草擴散，侵
佔土地，影響糧食生產，蓋糧為國本也。

而譽之者則為煙草取了各種美麗的名字
：金絲薰、忘憂草、返魂香，乃至音意兼備
的丹八桂、耽不歸。愛煙之心，盡寓其中。

紀曉嵐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煙鬼之一，煙
癮跟飯量、學問一樣大，是名副其實的 「大
佬」，綽號 「紀大煙袋」 「紀大鍋」。姚元

之《竹葉亭雜記》記述紀曉嵐 「煙管甚巨，
煙鍋絕大，可盛煙三四兩，盛一次可自圓明
園至家吸不盡也」。從圓明園到紀府距離近
三十里路，紀大學士坐在轎廂內，時而把長
近一米的煙管伸出轎外，青煙裊裊，轎廂恰
如車廂，真像極了火車頭。

不過，若論煙鍋 「當量」、煙管 「口徑
」，相比而今的 「火車頭」，紀曉嵐差不多
是克虜伯大炮了。

今年幾個樂壇頒獎
禮，從另一個角度，讓
人再度關注香港音樂
圈。

電視台那一個，把
最矚目的最受歡迎男女
歌星獎，合併成 「最受
歡迎歌星」。這個電視
台，多年來獎項隨着潮
流變動，你可以說電視
台的標準隨波逐流，但
這倒是反映社會現況的
一塊鏡子。當然，我們
都知道，電視台跟部分
唱片公司有轇轕，但其
實也跟另一些唱片公司

友好，在這情況下，他們仍然認為今
年沒有 「合資格」的女歌手，遂把男
女歌手合併，這樣的安排，也側面反
映了一些走向。

至於兩間電台，同樣以懷舊、集
體回憶為出發點，找來已經不再接受
獎項的歌手來作現場表演，讓看的人
如痴如醉，也吸引傳媒和網民的注意
，成功為頒獎禮增加曝光率。可是，
傳媒的焦點放在這些天王巨星身上；
網民的評價也聚焦天王巨星的丰采，
甚至把他們跟時下新一代歌手比較，
而說出 「新不如舊」的殘酷評語。

評語殘酷，也不公道。天王巨星
是一個久經風雨的製成品，他們有歷
史，是跟你我一起走過的歷史。可能

當年，在四大天王之中，你不喜歡郭
富城，但廿年過去，再聽《對你愛不
完》，你會發現這首歌也曾是你回憶
的一部分；但新一代歌手，公平點說
，如果你一直在迷戀韓國偶像，你不
會知道香港樂壇在默默努力的人；即
使有人出道了十年，但你沒有跟他們
擁有同樣的回憶，你不知道他們的起
伏跌宕，聽着一首陌生的歌，又怎會
有共鳴？

被韓國偶像搶佔了市場，這是外
憂，但香港樂壇更有內患。如果你不
看電視，你不會聽過胡鴻鈞；如果你
不聽收音機，你不會知道方皓玟。當
電視台和電台目標觀眾不一樣，當電
視台和電台想成就的人不一樣，反過
來說就是每一個歌手都少了一半的助
力。以往全香港一起拱起四大天王的
情況已經不再。當方皓玟在電台拿了
我最喜愛女歌手，但在電視台完全沒
有得獎；當胡鴻鈞在電視台拿了幾個
獎而在電台又沒有獎，大概會明白問
題出在哪裏。

更讓人無奈的是，可以預見，二
十年後，這個地方的回憶，已經不再
集體……

唐代張鷟的筆記《朝野僉載》卷
六載：尹神童，經常和我說伯樂兒子
找馬的故事。

伯樂讓兒子拿着《馬經》上畫着
的樣子，去找千里馬。兒子也很努力
地找，一年過去了，都找不到和書上
相似的好馬。兒子只能回家向老爹匯
報，沒有找到。老爹鼓勵兒子說，再
去找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兒子又從家裏出來，正好碰見一
隻大蛤蟆，他立即跑回家，非常快樂
地對父親說：我找到一匹好馬了，這
匹馬和《馬經》上畫得差不多，但是
不能將牠買回來。

伯樂就問：為什麼不能買回來呢
？兒子回答：此馬的頭顱隆起，兩眼
突出，背脊直而有紋理，但是，蹄子
不能像好馬那樣連續奔跑。

伯樂內心其實已經有數，他笑了
：這匹 「馬」喜歡跳躍，卻不能勝任
千里馬的稱呼呢。伯樂的兒子也笑了
，於是停止了找馬。伯樂找千里馬成
功後，名聲大振，成了獵頭公司的
CEO。他想將這一技藝傳下去，哪
知小伯樂，只知道按《馬經》辦事。

於是，那隻大蛤蟆就成了小伯樂的目
標，因為，從外形上看，很像啊。

執《馬經》求馬，其實就是按圖
索驥。還有鄭人買履，一定要將鞋子
的尺寸量好帶上，有腳在身上也不試
穿一下；還有紙上談兵，圍這打那，
殲此滅彼，殊不知對手刀箭的無情；
還有守株待兔，得來全不費工夫，以
為一定會有下一兔子撞樹。

這些，說的差不多都是一個道理
，按照前人或者已有的方法和經驗，
一成不變地處理問題，死抱規矩，不
知變通，只能鬧笑話。

其實，伯樂也有責任的，他為什
麼不直接告誡兒子呢？伯樂之所以成
為伯樂，就是因為他能根據實際情況
的變化而挑選人才。估計他是想讓兒
子獨自去碰碰壁，積累一些教訓，從
而找到真正的千里馬。

許久不聯絡一次的親戚，這天給我發了
條微信： 「親，幫我轉一下我剛發的一條朋
友圈，點進去第一條就是了，謝謝。」順着
頭像點擊進去一看，是一條微商廣告： 「
XX燕窩，大人小孩都能吃，新年送ta最好
的禮物，購買請洽。」幾張配圖，除了親戚
微信的二維碼，還有燕窩的產品圖，大人小
孩邊喝邊笑。

一時不知怎麼回覆。此刻甚為慶幸微信
沒有提示信息已讀的功能，免去了被對方發
現我 「已讀不回」的尷尬。

於是順着翻了翻此親戚的微信朋友圈。
印象裏，這是一位甚少發朋友圈的人，可不
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每天都發朋友圈，有
產品宣傳，也有些心靈雞湯。再仔細研究一
下，發現不少規律：每天固定五至六條，第

一條一定是 「早安問好」，配以文青範圖片
一張；接下來二至三條，通過 「使用者圖片
」展示產品如何好用，通過 「團隊成功人士
」展示微商如何逆襲成為白富美，通過 「孕
婦、孩童也能安全使用」來強調產品安全
……全方位組合拳打完，再以一條富有寓意
的朋友圈，總結一天的生活，和潛在客戶說
晚安。

除了這些，偶爾她還會分享中國微商發
展現狀，甚至發了一條郎咸平的視頻，配文
「郎咸平指出，目前微商交易規模巨大，到

了二○一九年將破萬億，微商將成為中國絕
不可想像的一個龐大商機」。上網查了查，
確有此事，不過一模一樣的十秒視頻和配文
，被若干不同的微商產品引用過。

回過神來想一想，似乎朋友圈裏做微商

的人，還真多了不少。其中有幾個中學同學
，分別做起了面膜、唇膏、天然乳膠枕的代
理。翻了翻她們的朋友圈，套路大同小異：
人性化關懷，朋友化分享， 「為你好」式宣
傳， 「買了不吃虧」式推薦。他們中的不少
也晒出了成功發展下線代理的截圖，於是套
路繼續擴大，繼續滾下去：人性化關懷，朋
友化分享……

微商套路越來越深，或許在你意識到之
前，已被這 「萬億」市場緊緊 「包圍」。

有的人一生做公關，他並不從事公關行業，
而是把自己的人生經營成一門公關生意。

他每天都很忙，一天趕幾場，見人交換卡片
，客套話講完，收了一堆名人卡片，又趕第二場
。他的口頭禪是：某某名人來了，你們見了沒有
？別人沒見，他一定是見了的，如此奔波見名人
，似乎自己身價增高不少。

但，有那麼多功夫見名人，如用來潛心學習
，用心鑽研，自己也早成名人了。

多年前到一位名人家裏，不是要去沾他的光
，實在是有點事要談。剛在他客廳坐下，他就指
指自己坐的地方，神秘地問：你們知道昨天誰坐
在這裏？我們又不是神仙，當然不知道。然後他

掩飾不住興奮的神色，說是某某比他更有名的名人。
本來我對上門探訪的這個名人，印象還不錯的，他如此

一顯擺，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時直線下跌。
孟子說：說大人則藐之。就是說，和權貴說話，不妨藐

視他。權貴固然有他自己的本事，但你也有你自己的本事，
大家可以平等對話。不見得因為權貴的身價，就使他的見識
比你高明。

既然見大人可藐之，那又何必借大人的名氣來抬高自己
的身價？自己的身價，是憑自己的本事建立起來的，不是憑
大人物的加持建立起來的。

再說，人家
甚至都沒有加持
你，只是你借人
家的名氣在加持
自己而已。

人們笑稱每年有兩個專門為單
身人士訂製的日子：下半年的十一
月十一日，和上半年的今天。很多
人都先入為主地把單身定義為落寞
，尤其是要一個人下班、一個人吃
飯，殊不知一人食也能其樂無窮。
在日本就有很多單身人士用餐標配
，只有符合這個條件，才能嘗到個
中趣味。

跟本港一群人聚在一塊飲茶不
同，日本人反而講究食物對個體的
觸動，不被時間和社會束縛，一個
人隨心所欲地大快朵頤，才是現代
人被平等賦予的最佳治愈。而要細
數 「單身狗」的最愛，就絕非迴轉
壽司莫屬了。且不說壽司是日本飲
食的王牌，在各種類的壽司當中，

唯迴轉式最便捷、最家常。圍坐在轉台四周，
抬眼可見目標，沒有讓人拘禮的縟節，不必擔
心價格虛高，簡直是一個人的天堂。

日本第一家迴轉壽司起源於一九五八年的
大阪，當時店主受啤酒廠裏傳送帶的啟發，推
出了 「移動料理台」，後來在七十年代才廣為
人知。短短四十年，迴轉壽司就鋪天蓋地地流
行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不管是帶着什麼心情的客人，一進店就會
被轉台上各式各樣的美食吸引，恨不得馬上坐
下來開動。跟普通壽司相比，這裏的品質絲毫
不輸，醋飯拿捏得當，魚生入口即化，食材隔
着轉台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一家好的迴轉
壽司店就好比是美食聯合國，包羅萬象，從入
門款的海膽、軍艦、炙燒壽司，到茶碗蒸、天
婦羅、糖紅薯等小食甜品應有盡有。沒有高級
料理店中的拘泥，甚至還會出現各種熱門產品
大雜燴，比如漢堡肉、櫻花蝦、葱花鮪魚等等
。想到日劇中將沒人要的單身男女比作被剩下
的迴轉壽司，其實在許多熱門的店裏，別說根
本不會被剩下，就連你前一秒看好的，也有可
能轉眼間就被別人搶走呢。

最近看了《原野 2.0》復仇
篇，心中感觸良多。105劇團的
「原野」二○一七年初首演之後

，獲社區劇場的呂志剛總監欣賞
，力邀導演蔡定祥及其團隊，把
此劇再一次搬上舞台。

此劇改編自曹禺先生名作《
原野》，劇情是在一連串血海深
仇的背景下展開的：主角仇虎的
父親，被當過軍閥的惡霸地主焦
閻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搶佔，
仇虎的妹妹被送進妓院，他的未
婚妻金子也被迫嫁了焦家的兒
子大星，而仇虎自己則坐
牢多年。

曹禺說： 「復仇—
聽說是一件淒美得要死的
事；人與人的極愛和極恨的
感情，抒發情感的一首詩。」

資深編導袁立勳曾指出《原野》
具有表現主義的奇異色彩，比《
雷雨》和《日出》難演。它等待
着時間和演出的考驗。

今次社區劇場和105劇團聯
手製作，載譽重演，的確不負所
望，能夠打動大家的心。在遵循
原著精神的基礎上作了必要的調
整，以金子的情仇愛恨 「內心戲
」為主線，淡化原先的 「復仇戲
」，突出金子身處漩渦中複雜的
內心衝突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強烈
願望。

特別要讚賞的是編導手法新
穎，把光影、配樂及演員形體運
用流暢，通過一個悲劇命運的故

事，立體及深刻地表達出人性內
心的多疑、人性的貪慾、不滿、
怨懟，人對「人生困境」的困惑，
以及對不可測之未來的思考和質
疑。導演借鑒了西方表現主義的
藝術手段，一開場已把觀眾引入
主角複雜及矛盾的內心，然後逐
步展開扭曲人性的情節，各演員
在戲劇文本的敘述方式也進行了
新的探索，值得稱讚。舞台上的
鬼影造型營造了幻覺林野效果，
反射主角內心的陰霾。最後主角
在森林尋找出路的一段戲，兜兜
轉轉，在一片白煙霞中，仇虎在
朦朧迷夢中竟見到仇、焦兩家人
和洽共融，引人反思復仇之無奈
，冤冤相報何時了？也聯想到，
今日社會不是同樣充滿怨氣嗎？

新生代慨嘆生活沒有為
他們鋪出康莊大道，其實
路是要自己走出來的啊！
怨天尤人可使社會進步

嗎？新生代對生命要有正
面價值觀，邁向新原野，

才得以創造未來。

日前回東北，家樓下新開了間包子
舖，號稱 「正宗灌湯包」。店裏人頭攢
動，看來生意不錯。灌湯包共有四種餡
料：蟹粉、豬肉、驢肉和 「角瓜雞蛋」
。前三種無可非議，最後的 「角瓜雞蛋
」卻讓人疑惑。 「角瓜」是東北對 「西
葫蘆」的俗稱，即香港所謂 「翠玉瓜」
，在東北常用作素水餃主料。大概是店
家習慣了東北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 「角
瓜雞蛋餡」，想着灌湯包也大同小異，
索性來個創新。抱着嘗鮮心態叫來一籠
，跟着桌上 「輕輕提、慢慢移、先開窗
、後喝湯」的提示小心操作，誰知竟卡

在了最後一步—咬開包子皮，輕吸慢
吸，直到湯包皮餡分家，也沒吸到一口
湯汁。

說來也難怪 「角瓜餡」湯包無湯。
灌湯包即小籠包，相傳可追溯至南宋時
期。到了清代，以揚州最為出名。林蘭
痴曾在其作《邗上三百吟》 「灌湯肉包
」一條中記錄做法： 「春秋冬日，肉湯
易凝。以凝者灌於羅磨細麵之中，以為
包子，蒸熟則湯融而不泄。揚州茶肆，

多以此擅長。」可見灌湯包湯餡融融，
乃是作餡時加了凝結成凍的肉湯之故。
角瓜雞蛋被冠以 「素餡」之名，自然無
法添加肉湯，本就是先天不足，又因角
瓜極易出水，為防不易黏合，調味後還
需將水分擠出。這樣一來，作為水餃餡
料無妨，過水煮後尚且汁水充足，若作
灌湯包內餡，上蒸屜大火一蒸，別說灌
湯包引以為豪的湯汁，就連角瓜自身殘
存的水分也立刻被蒸乾了。

角瓜雞蛋的嘗試，說是敗筆也不為
過，想着 「正宗」二字名實不符，店家
怕是砸了招牌。奇怪的是，湯包這樣雞
肋，為何店中食客如此之多？為探究竟
，又點了一籠蟹粉，味道竟不輸從前在
江南老店中嘗過的湯包！可見這在地的
「改良」需得謹慎，本土中莫失本味，

才是正道。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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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與唐楷不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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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楷書，有兩種看法影響很大，一是認
為魏碑比唐楷水準更高，二是認為歐、褚、顏
、柳雖然造詣很高，但是習之無從出新。對此
我願略加商討。

魏碑與唐楷是否有高下之分？竊以為否。
清代包世臣、康有為等人 「尊魏」而 「卑唐」
，理由大約有二。其一，南北朝碑保留了真實
的古人筆法，而唐碑歷經輾轉摹刻、捶拓，已
失去古人筆法的原貌。其二，唐碑不僅筆法無
存，結構亦如算子而無生氣。這兩點皆立而未
穩。清人篤信南北朝碑，卻對碑刻上的刀痕有
所忽視。若論刻碑的工藝，魏、唐或有不同，
若以脗合墨跡的程度而論，唐碑多較六朝為勝
。另外，唐楷中的變化微妙而豐富，絕非 「算
子」之狀。魏碑如山石，有自然奇特之妙，唐
碑如斜塔，在端穩處見險絕。各有其美，何來

高下之分？
學習唐楷是否有可能出新？竊以為是。有

論者認為，唐楷雖為經典，但已臻極致，習之
無法出新意，不如從那些尚未成熟的作品入手
，將其改造完善，或能自成一格。當代書家確
有從民間的稚拙字跡獲取靈感而 「點鐵成金」
、卓然成家的，然而這絕非藝術新變的唯一途
徑。經典作品通過藝術形式把高超的技巧傳達
給後學者的同時，也將一種獨創精神呈示給後
學者。經典可以激發後來者的創造力，何曾反
而將經典創生之路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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