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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為了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相當數量的電影電視作品都將主角設
定成為能力平凡的普通人，這些平凡
的主角與絕大部分現實生活中的觀眾
一樣，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與痛
苦，而故事的結局往往或是金榜題
名，或是功成名就，或是抱得美人
歸，都是堪稱 「普通人逆襲」 的英雄
奇跡。這自然可以理解：生活已經那
麼多痛苦與折磨，走進戲院自然是為
了求九十分鐘的沒心沒肺無憂無慮，
看完電影如果還能帶走一片希望，外
加一夜好眠，那就更是錦上添花了。

而另外一個極端，自然是悲劇
了。古希臘的《俄狄浦斯王》、莎士
比亞的《哈姆雷特》、關漢卿的《竇
娥冤》……這些如雷貫耳的悲劇名
作，都帶着道德的厚重與人性的深
刻。雖然這些悲劇最終沒有以大團圓
的形式收尾，其中的 「英雄」 也往往
是悲劇的主要承擔者，但俄狄浦斯在
冥冥之中應證 「殺父娶母」 的神諭、
哈姆雷特被逐王子孤身復仇成功、竇
娥臨刑前 「血濺白練、六月飛雪、大
旱三年」 的誓願一一實現，不都是

「英雄奇跡」 嗎？
由此，想到了余華的《許三觀賣

血記》與《活着》，在讀完這兩部作
品之後那麼久，它們依然是給我留下
印象最深刻的。或許，這與這兩部作
品中都沒有 「英雄奇跡」 有關──許
三觀在故事的最後， 「頭髮白了，牙
齒掉了七顆」 ，老得想要去賣血也沒
有人要了，一個人在路上哭得老淚縱
橫；福貴在《活着》的最後，經歷了
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他買
回了一頭和自己一樣時日無多的老
牛，與牠一同靜靜地度日……沒有飛
來橫禍讓觀眾淚灑當場，也沒有天降
橫財讓大家終於可以說一句 「好人有
好報」 。

始終承受苦難的，依舊在承受，
他們無聲而堅強的樣子，似乎才是
「英雄」 最真實的模樣。

沒想到在銅鑼灣渣甸坊藏着一間
跟着導航都不好找的陝西風味餐廳
「嘹咋咧」 （編者註：陝西方言 「嘹
咋咧」 ，好極了的意思），午飯時間
排隊半小時起，真是 「麵香不怕巷子
深」 。

店裏幾乎人手一個的肉夾饃和每
桌都至少有一碗的油潑扯麵就已經在
翻開菜單之前告訴你什麼是 「鎮店之
寶」 了。流油的肉夾饃裝在和陝西許
多小店同款的小籃子裏親切感十足，
酥脆到咬一口就不停掉渣的餅皮也跟
上了在內地不知道從何時起肉夾饃追
求脆皮的 「風潮」 ，足量的內餡肥少
瘦多肉香四溢，不得不給它滿分。

油潑扯麵也是位能得高分的選
手。油潑辣子不僅香得熱烈，辣度也
在線。又長又寬的扯麵在香港麵條界
稱得上勁道。吃這樣一碗油潑扯麵再
加一個肉夾饃，雖然熱量爆表，但定
能滿意而歸。

大盤雞是一道既能當主食又能當
特色菜的新疆美食。切成大小入口正

好的雞塊不乾不柴、香辣油黃，薯仔
沙綿入味、入口即化，吃到最後再倒
入手擀勁道的寬麵條，讓麵條裹着重
口濃味的湯汁，很難讓人放下手中的
筷子，回味無窮。雖然說最好吃的大
盤雞一定出自新疆，但在香港要想吃
上一口也可以來這裏找找感覺。但
「嘹咋咧」 的陝西大盤雞加入了胡蘿

蔔塊和香菜。胡蘿蔔燉煮起來比薯仔
更易入味軟爛之餘，又增加了一種健
康的風味，但也導致經過改良的大盤
雞吃起來更像雞煲。待雞肉吃得差不
多時，會發現皮帶麵已鋪在盤底，是
一場完美的收尾。

在香港要想百分之百還原陝西美
食是很難的一件事，但 「嘹咋咧」 的
油潑扯麵和肉夾饃，甚至是 「冰峰」
汽水，能給人的舌尖一口陝西的味道
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

嘹咋咧真的嘹咋咧 月餅雜談

追
「哎呀呀，為什麼那個男仔不

能對我女兒好一些呀！男仔就應該
主動一點嘛！你都不追我嘅女，我
點知你的心誠唔誠！」 一大早，我
就聽隔壁的梁師奶大聲抱怨。

原來，幾個星期前，梁師奶參
加同鄉會舉辦的中秋聚會。同鄉會
邀請了幾個金融行業的年輕人，給
大家講了一些理財的事。梁師奶一
眼相中了那個談吐儒雅、斯文有禮
的眼鏡男，覺得這個男生同自己的
女兒簡直是 「在天一對，在地一
雙」 。於是，梁師奶連忙託人打聽
這個男生的情況，當得知這個男生

還沒有拍拖，笑得嘴都合不攏。梁
師奶的人緣一直特別好，於是中間
人十分賣力地穿針引線，當天就讓
梁師太的女兒同眼鏡男互相加了微
信。

梁師奶的抱怨大概也就是從那
一刻開始的。這眼鏡男我也見過
的，是個事業型的人。雖然舉止文
雅，但性情上卻是大咧咧的，對愛
情這件事情完全沒那麼着急，任憑
是仙女下凡，他也一定是以事業為
重的。面對這個突如其來被撮合的
「線上」 相親，他顯然沒有完全適
應。

「也不約我的女看電影，也不
約我的女多啲食飯……」 梁師奶每
日如同監工一樣，每晚必問自家女
兒 「進展情況」 ，然後焦急無比。
殊不知，那眼鏡男的煩惱一點也不
少： 「約過喝咖啡，約過吃午餐，
但晚上我要麼OT，要麼有各種公務
局要應對。話說，愛情這回事，哪
是着急得來的？」

我沒有把眼鏡男的話告訴梁師
奶。這個年代，年輕人都越來越獨
立，思想、人格、生活等方方面
面，都講究平等以待。男追女、女
追男，或許都越來越少見。經濟獨

立之後，更多的是緣分的相遇，性
情的耦合，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
不過，梁師奶的想法當然也沒錯，
天底下的父母都希望別人對自家女
兒好一些吧。我不禁慶幸自己沒有
入梁師奶的法眼。

英雄奇跡

過中秋節最頭疼的是什麼？不是陰
雨天沒月亮，而是節已過完，月餅還
在。吃吧，太甜，不符合健康膳食的原
則。不吃吧，粒粒皆辛苦的訓誡響在耳
邊，於心不忍。吸取教訓吧，明年不買
了。可真到了日子， 「月餅節」 裏沒月
餅，不像話啊。月餅困境循環多年，不
由感慨：月餅者，世上最短命 「時令糕
點」 也。

蔬果有時令，為的是與天地爭一口
鮮味。 「時令糕點」 這個詞是我生造出
來的，特指那些應節的糕點。一年從頭
數，正月的元宵，端午的糉子，中秋的
月餅，稱得上時令糕點界三大 「頂
流」 。以南方人視角來看，或許還有餃
子和麵條，但這兩樣其實已從時令吃食
「退化」 為日常主食了，不但節日吃，

節氣也吃，在互聯網文化中， 「沒有什
麼事是一頓餃子解決不了的」 ，那就完
全與時令撇清干系了。

還有一些時令糕點只在特定地域流
行。比如在我的老家，重陽節吃的栗
糕，須插上幾個五色小旗；立夏則吃麵
塑的小狗。而在北京老字號的稻香村，
幾乎每個節氣都出售特有的糕點，過了
日子想再買，就須等上一年。我想，有
閒趣閒暇的人，如果把這些糕點裏的

「地方性知識」 匯集成冊，造福吃貨不
淺，豈非善莫大焉。

說回月餅吧。在 「時令糕點」 大家
庭裏，只有它如流星，似曇花，孤芳自
賞，桀驁不群。糉子，在街邊早餐舖子
裏是常備的，所不同者，甜鹹而已；餃
子、元宵，超市速凍櫃裏從不斷貨。唯
有月餅，不到中秋節，絕不露頭，節日
一過，馬上消失，即便中秋節剛過半
天，你再拎着一盒月餅去拜望親友，都
會被認為不識禮數。中秋節後朋友聚會
聚餐，若拿出幾個月餅給大家當茶點，
必要笑你太過精明，讓大家幫着消滅惠
而不費的積壓貨。於是，看着已成累贅
的月餅，忽然覺得它像個刺客。而那些
過度包裝的月餅禮盒，動輒幾百上千，
也確稱得上 「糕點刺客」 。

上回提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強納
森．海德寫了一本經典作《象與騎象
人》，比喻人的心理 「有一半像桀驁不
馴的大象，另一半則是理性的騎象
人」 ，而快樂的關鍵在於象與騎象人的
拉扯互動。於是，我們會問：騎象人有
什麼技巧去駕馭這一頭大象呢？

答案是騎象人不能強行駕馭大象。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一個事情：我

們不是騎象人，而是 「象與騎象人」 。
換言之，我們不能夠只代入騎象人的主
觀意識，而忽視了象的感受與想法，因
為象與騎象人都是我們，而我們不應該
對自己厚此薄彼。

我們總以為，騎象人在大部分情況
下都能夠控制好代表情感的大象，如我
們可以抑制慾望而守法合禮、我們可以

管理好嘴巴而不說出傷害人的心底話等
等。但，這只是剛好大象情緒好的時
候，而不全然是騎象人控制着大象。

大象也有主觀意識。當牠心情不
佳，而前行的方向與騎象人不一致時，
騎象人便隨即失去了對大象的控制。我
們理解此舉為 「大象在反抗騎象人」 ，
但事實只是大象在走自己想走的路罷
了。

我們的文明強調理性而看輕情感，
所以當大象情緒不好，做出與騎象人不
一致的動作，那就是不合理性的行為，
甚至是 「壞行為」 。

然而，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總是
在關鍵時刻失去對大象的控制呢？海德
提醒我們，所謂 「關鍵時刻」 ，就是我
們遇到突如其來的變化，或接受到新資
訊的時候。

舉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知道伴
侶出席一個工作場合時，大象會乖乖的
如常理解此事，而不會有什麼反應，但
一旦有了 「情敵也會在場」 這新資訊
時，大象往往會瞬間失控。

伴侶要出席一個有情敵在場的活動
之 「關鍵時刻」 ，也是理性上最不應該
吵架的時刻，但偏偏就是我們會失去理
性而妒忌或發怒的時刻。為什麼？海德
說，當人接受新資訊時，第一個作出反
應的是大象，而不是騎象人。那怎麼辦
呢？下回分解。

最近幾年的夏天，我都為 「澳門特
區政府文化基金」 擔任客席評審員，聯
同其他香港及澳門的文化界人士，審批
一些文藝節目的資助項目。可惜因為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們只能夠靠着線上
會議軟件開會和見被資助者，了解新的
申請和跟進已獲資助項目的進展情況。
我較深印象的其中一個項目，乃是振華
聲粵藝會的 「《六國大封相》、《天下
太平》粵劇傳統排場培訓活動」 。該會
以三年時間，有序地培訓澳門粵劇愛好
者學習傳統排場戲。雖然受到疫情影
響，近期的培訓都需要在線上隔着屏幕
進行，但是參加者仍然樂此不疲，一同
努力為傳統粵劇保育傳承。

九月上旬，我在高山劇場觀賞康文

署主辦的《百花競放耀梨園》，三天節
目包含例戲及折子戲。所謂例戲，主要
就是《六國大封相》（簡稱《封相》）。
從前粵劇興旺的年代，每一個戲班連續
演出的台期，首場演出都應該是《封
相》，藉此證明該戲班具有足夠演員來
支撐整個台期的不同戲碼。近年來，這
個例戲傳統已難保持，《封相》因而成
為被保育的文化資產，不無諷刺。

以二○一二年重新開幕的油麻地戲

院為例，雖說《封相》作為開台例戲，
但由當年正值冒起的文武生宋洪波擔演
「坐車」 的公孫衍，行當並不匹配，顯
示了武生缺乏後繼人才。

是次《百》節目，製作團隊以班齡
相對較為年輕的演員擔綱《封相》，盡
展傳承意義，精神可嘉。當中由新進武
生郭啟煇擔任 「坐車」 ，其腰腿功仍有
進步空間，但是行當合適，只要繼續努
力，必能光耀梨園。其他新秀例如擔任
「羅傘」 的梁非同和司徒凱誼，以至飾
演蘇秦的吳立熙、飾演燕文公的溫子
雄，都是年紀甚輕的新秀，成功指日可
待。另一方面，《百》節目亦有其他當
紅的老倌擔演多齣折子戲，粵劇戲迷仍
能放心捧場。

《百花競放耀梨園》

象與騎象人

美國自由派人士悲嘆民主在世界各地
遭遇攻擊。他們看來，二○一六年以來，
無論是美國還是印度、匈牙利、土耳其、
巴西，多國體現 「強人政治」 ，民粹主義
抬頭，公民權利受到侵害。二○二一年一
月美國甚至發生了暴徒企圖推翻民主選舉
結果，襲擊國會山事件，直到今夏審判才
告一段落。Zac Gershberg、Sean Illing
兩位美國作家在新著《民主的兩難》
（The Paradox of Democracy）中卻發
表了不同看法。

他們指出，民主的精髓在於言論自
由。正因為人人都能暢所欲言，也都會被
任何言論說服才讓民主始終處於動盪中。

與其說民主是一種政體，不如說它是一種公開交流的
文化，鼓勵爭論、協商、集體決議，但也可能被有心
人利用，顛覆、毀滅民主。歷史上，隨着最新通訊工
具的產生，民主一再受到挑戰。古典民主國家希臘、
羅馬盛行修辭學，造成混亂，加快政權崩潰。十八世
紀印刷流行，促進啟蒙運動的同時也帶來美國革命和
法國大革命的後續動亂。十九世紀電報出現，政客利
用新工具散播民粹情緒，鼓動排外仇恨，最終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二十世紀早期廣播、電影的盛行在納
粹上台中難辭其咎。上世紀中期電視的出現又使政治
膚淺、表面化。二十一世紀社交網絡流行，炮製出新
的政治話語，其嚴重後果正在我們生活中顯現，不必
贅述。

兩人指出，民主要大行其道，光靠選票不夠，更
重要的是全民自由掌握信息，公開辯論。而這就是造
成民主兩難困境的根本原因。他們甚至將民主比喻為
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哪怕到達山頂，巨石仍要滾
下重新開始。所以，民主動盪不安是常態，歲月靜好
才異常。

民
主
的
困
境

籌備八年的音樂劇《大狀
王》，自九月九日西九戲曲中心首
演，儼如平地一聲雷，逾千座位，
連場售罄，加開場次至十月初，同
樣一票難求，成為二○二二年演藝
奇葩。

一套全新原創音樂劇能夠即時
引起公眾興趣，殊不簡單。尤其是
劇情乃大家熟識的廣東狀王方唐
鏡、宋世傑等民間人物。張飛帆的
重新編劇和方俊杰的高效導演固然
勞苦功高。穿透三小時緊迫劇情的
精煉音樂，不止一次把聽眾帶上音
樂 「過山車」 。看畢全劇時的滋
味，何止打翻五味架。粵語音樂

劇，要求曲、詞優美，也配合劇
情，難度極高。作曲家高世章和詞
作家岑偉宗，早於二○○五年憑電
影《如果．愛》插曲《十字街頭》
獲獎。十多年合作功力，這次以多
達十九首獨唱、重唱、合唱歌曲，
刻畫唯利是圖的犬儒廣東狀王，如

何蛻變為追求正義而最後賠上生命
的複雜過程。每首曲的意境設計直
接與劇情有關，配器精巧，由多才
多藝的盧宜均領導十二人樂隊在樂
池裏作現場伴奏，其中大提琴、琵
琶、結他和敲擊樂樂句都富有效
果。儘管通過擴音，音色與唱腔仍
很悅耳。

音樂充滿戲劇張力，從一開始
的《申冤》，對簿公堂的同時，群
眾們七嘴八舌唱和，緊迫感撲面而
來。但到女主角楊秀秀出場，哼出
無字主旋律，讓人陶醉。秀秀與阿
細（即宋世傑）雖陰陽相隔，《細
雪》一曲寫得纏綿。宋大媽以《有

陣時》對亡兒的思念，由木結他伴
奏，配以木魚，原來配合兒子合唱
的一句， 「夜晚去敲木魚」 。接着
大提琴音符一出，不少觀眾潸然淚
下，那是全劇最感人的一刻（見附
圖）。

很佩服香港話劇團劉守正、鄭
君熾、丁彤欣三位主角的唱功如此
自然、感人，與創作團隊不分牡丹
與綠葉。

也談音樂劇《大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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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樂 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自我完善 米 哈
逢周一、五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