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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過程中，總有那麼些人，你
叫不出名字，但他們卻長久地在你身
邊。對我而言，報亭大叔就是一位這
樣的存在。

十幾年前讀書的時候，我每天都
坐地鐵往返於家與學校。每一次地鐵
的行程，都能看到這位大叔。大叔的
位置非常好找，就在我出家門到地鐵
站的路上，他操着川渝口音，不論寒
暑，都默默守着二十呎見方的報亭。

中學時代，籃球是朋友間交流的
主題，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球賽
都要通過文字直播，如果想看圖文並
茂的報道，就要買上一份二點五元的
《籃球先鋒報》，每周一、四出版。
在放學路上，我都會找大叔買上一份
報紙，每周十元的零花錢，五元都花
在了報紙上。那時看球的人多，買報
的也多。放學回家已經是接近七點，
起初一年，我與大叔的對話往往是
「有《籃球先鋒報》嗎？」 「賣光
了，買《籃球報》或者《體壇周
報》，好嗎？」 後來，或許大叔記得
我這個 「忠實顧客」 ，每周一、四，

都會幫我留上一份報紙。從此，我們
的對話更簡單 「有《籃球先鋒報》
嗎？」 「有，給你。」

但人總歸向前，學業漸忙，我開
始一周回家一次，回家的日子也變成
了周五，大叔也不再為我保留那份報
紙，之後，我離家求學工作，生活中
也不再有大叔身影。

前幾天，久違地與父母一同坐地
鐵，走去地鐵站的路上，又看到了那
位大叔，他依舊守着那二十呎的書報
亭，只不過鬢角已是白髮，背也佝僂
了起來，書報亭經營的類目倒是豐富
了不少，可惜人流似乎更加寥寥。

記得那是一個周五傍晚，我問大
叔 「有《籃球先鋒報》嗎？」 「有
的，還要什麼嗎？」 「拿一份吧，再
幫我拿個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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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貼身的時尚流行焦點，
除了臉上的美妝品外，相信一定是
為美髮專門用的產品，只是市面售
賣的美髮物品甚多，一般洗護產品
外，也有各式染髮用品，選購合適
的洗髮護髮產品前，一定要先了解
自己的髮質和需要。

希望在新一年開始時，轉換一
下新形象，女士多會在髮型和髮色
方面選擇，而選擇長髮抑或短髮，
各人觀點不同，其實大部分的考慮
都出於個人的喜好。長長的秀髮，
一貫給人的印象就是難於打理，但
長髮有另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隨
時把頭髮綁起，又是另一款時尚髮
式風格；相反，短髮髮型變化不
多，尤其是有層次的短髮型，需要
作定時修剪，而無論是長髮或短
髮，護理方面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現時流行的髮型趨勢，是及肩
的長度和中長髮，是髮型專家認同
較能夠創造出不同形象的頭髮造
型，是理想的美髮新潮流。大概是
這個原因，目前的確是中長度的髮

型普遍受女士歡迎，不過，通常這
種長度的髮型，很多時會作漂染來
增加亮點，喜歡創新髮色的話，亦
一定要先經漂色程序，但若經常漂
染，對髮質會造成乾旱和易斷，這
是因為髮絲結構受到損害。

流行各種漂染美髮趨勢下，護
髮用品自然是讓頭髮回復光澤和彈
性的良方，但如果是經常染髮的
話，除了家居修護，亦需要定期往
專業的髮型屋焗油，這是比較有效
的護理方式。而在日常洗髮程序
中，選用一些特效成分、針對染髮
後採用的洗髮水和護髮素，在清潔
頭髮的同時亦有助令髮質回復健康
狀態。

相信二○二三年的短長髮趨
勢，會形成一股潮流，成為女士們
的最佳髮型選擇。

美髮新潮流中長度

在一間鐵皮屋前，幾盆小花吸引了我，忍不住
掏出手機拍了幾張，有位老婦正從外邊回家來，主
動打招呼，我們便聊了一陣，她說自己種花還行，
種菜就不行了， 「你看這芫荽，多長時間了，就是
長不大啊！」 我看看那有半張飯枱大小的芫荽苗，
擁擠不堪，泥土乾硬，確實不像能長大的樣子。

老婦指引我看她鄰家的院門外： 「你看人家種
的菜。不過也沒法比，人家以前就是專門種菜
的。」 我看着那家人在很小的地方種滿了肥大的羅
馬生菜，一棵挨一棵，少說也有百來棵，另有幾個
花盆，每盆中除種有一棵菜，還夾雜着葱蒜，綠油
油的，我說： 「可能是人家的泥比較濕，肥又下得
多吧？」 老婦說： 「不關泥和肥的事，人家手勢

好，天生會種菜。」 我忍不住哈哈了兩聲。
人人擁有一雙手，這雙手除了基本功能外，可

以將什麼做得與眾不同，細想頗是奇妙，老婦所說
的 「手勢」 大概也正是指手與手的不同吧？不同人
的手從事相同的行業，無論是種田裁衣打鐵軌鋼書
寫繪畫……總有 「高低手」 之別，除經驗外，有無
天賦成分？

奇妙一雙手



心通才是關鍵
最近的朋友圈，一直處於沸騰狀

態，頻頻被 「恢復通關」 這一熱點話
題刷屏。苦盼三年，終獲團聚，很多
如願以償飲了 「頭啖湯」 的幸運兒，
都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晒合影視頻，
隔着屏幕都能真切感受到那種久別重
逢的雀躍興奮之情。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一道淺淺的
深圳河分隔了兩地，很多人想念而不
得相見，情感上備受煎熬。如今，翹
首以待的通關終於從夢想變為現實，
口岸大廳那些歸心似箭的奔跑、連人
帶花的擁抱、哽咽難言的表情、笑中
帶淚的感慨……一幕幕溫馨感人的瞬

間，與口岸之外「We are family」、
「想死你了」 等歡迎橫幅相得益彰，
洋溢着血濃於水的脈脈溫情。

暌違三年，復常通關，實屬不
易。它不僅是緩解兩地民眾相思之苦
的暖心之舉，更是推動兩地合作再趨
深入的重要機遇。

梳理過往數十年粵港合作歷程可
以發現，雖然兩地透過密切交流，創
造了有目共睹的輝煌業績，但當中也
出現了不少磕磕絆絆。個中原因有的
出於 「兩制」 的差異，有的則緣於人
心的隔閡。近幾年，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不斷推進，橋通、路通、高

鐵通等 「硬融通」 的步伐不斷加快，
但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 「軟融通」
工作卻尚有不小改善空間。

事實上，唇齒相依的粵港兩地具
有深厚的地緣、親緣和業緣關係，擁
有 「一國兩制」 框架下 「一損俱損、
一榮共榮」 的諸多共同利益。彼此都
應該聚焦於如何做好統籌規劃，攜手
將 「蛋糕」 做大，增強區域整體競爭
力。這幾年受到疫情等多種因素影
響，灣區融合節奏難免有所延宕。恢
復通關之後，如何進一步創新合作模
式，迫在眉睫地擺在兩地面前。無論
是香港還是內地，雙方都沒有資本再

貽誤發展時機。
關通增利好，心通更關鍵。灣區

人，就是要一家人齊齊整整。只有不
畫地為牢，不故步自封，摒棄寸土必
爭的 「諸侯經濟」 概念，強化合縱連
橫的 「命運共同體」 意識，才能走出
屬於大灣區的海闊天空。



流心紅糖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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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北京銅火鍋最配的主食，是紅糖
餅。如果此刻的你剛 「炫」 完幾盤涮羊肉，
正捋着肚子思考要用什麼碳水來收尾時，別
慌，雖然乍一看，糖油餅、麻醬火燒、小油
條、紅糖餅的魅力值不相上下，可相信我，
後者一定是最佳選擇。倘若這菜單上，還能
在紅糖餅前加上 「流心」 兩個大字，那麼恭
喜！這就是道 「送分題」 ！

老北京的流心紅糖餅有多好吃？是端上
來就能讓人拚命呼吸，香到走不動路的程
度；是放任滿桌子山珍海味，仍舊要固執地
給它留一條路的程度；是一頓飯吃完，嘴角
沒有這個味抿一抿，就不能稱之為圓滿的程
度。扎根於皇城根腳下，它不是普普通通的
紅糖餅，確切說應該叫 「麻醬紅糖餅」 ，這
雙劍合璧，就能讓人垂涎欲滴。

麻醬紅糖餅，起源於民眾生活水平普遍
不高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一個吃穿用度
要憑票取的時期，只有遇到特殊要慶祝的
事，人們才捨得從口糧裏 「摳」 出一點份額
去換非必需品，如今看來再尋常不過的白
麵、糖、麻醬，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奢侈。

一晃過了半個世紀，父輩們大概怎樣也
想不到，就連麻醬紅糖餅，都出了流心款。
更想不到的是，它早已不復當年的克制，一
轉身就是讓人頭暈目眩的招搖。剛烙好的紅
糖餅切開上桌，橫截面好看得像一幅畫，熱
乎乎的紅糖心滴掛在餅邊，赤亮透光，幾乎
就要噴湧而出。在重力一點點拉扯的時候，
卻又濃稠得剛剛好，不會沁濕餅身，一口下
去酥脆依舊。都說好吃的流心紅糖餅就靠兩
個絕活，一是麻醬紅糖足量，但要流而不
漏；二是餅需外脆內軟，吃到口中跟細膩順
滑的糖心合二為一。這大冬天裏的誘惑，明
明那麼燙，卻不能控制自己，一口接一口，
連心中貪婪都騰起了一股熱氣。

張秀亞是台灣著名作家，
以寫散文著稱，也有詩、小
說、翻譯面世。她大學讀的是
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先在中文
系，後轉外文系──這樣的教
育背景使她的文學創作，能在
時空兩方面具有跨越性和縱深
感。雖然在大陸時期張秀亞就
已經出版了詩集《青苔詩集》
和小說集《在大龍河畔》，但
她文學生涯的真正起步是在到
了台灣之後。一九五二年《三
色堇》問世，確立了張秀亞散
文家的地位，其後她筆耕不
輟，創作的散文集多達三十餘
部。瘂弦將張秀亞的散文稱為
「美文」 ，並用張秀亞自己確

立的 「優美散文」 四大標準
─簡淨、純真、韻致、想像──來論證
張秀亞散文已達到了 「光榮的頂點」 。

張秀亞有個筆名 「心井」 ，說起來與
一個叫嚴文井的人有關。嚴文井在大陸文
壇大名鼎鼎：他既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
家，著有童話集《南南和鬍子伯伯》《小
溪流的歌》等，也是重要的文化幹部，做
過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
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這樣兩個分別
在海峽兩岸 「成名」 的作家，怎麼會有關
聯呢？原來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年輕的
陳藍（張秀亞另一個筆名）和嚴文井（本
名嚴文錦）在北平的一個青年作家座談會
上相遇，乃至相愛，只是由於各種原因，
兩人最終沒能走到一起──嚴文井抗戰爆
發後去了延安，張秀亞則在四十年代末去
了台灣。

其實深愛嚴文井的張秀亞原本也想和
哥哥一起去延安的，只因哥哥勸阻她才留
下照顧父母，而去了延安的哥哥張振亞，
卻在魯藝與嚴文井成了同事。多年後當遠
在美國的張秀亞和嚴文井恢復聯繫時，他
們都已是耄耋老人。青山不老，友情仍
在，此時他們來往信函雖簡練如 「電報
體」 ，卻不難看出張秀亞對 「心井」 （心
中的文井）依然關切殷殷，而嚴文井則
「心如枯井」 ─以《金剛經》中的 「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 回答 「秀亞兄」 的惦念──曾
有的青春情懷已隨風而逝矣。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姊妹濕地
姊妹城市、姊妹學校，甚至姊妹

公司，大家見得多了。姊妹濕地，相
信很多讀者還是第一次見識。

新年伊始，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
與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簽署了
關於深圳灣（后海灣）濕地保育的合
作框架，以建立香港米埔內后海灣拉
姆薩爾濕地，與廣東內伶仃島─福田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姊妹濕地關係。

分別位於香港與深圳的這兩大片
濕地，雖在行政區劃有所切割，但在
生態上卻是緊密相連，同屬后海灣濕
地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也是東亞

─澳洲遷飛區國際重要的水鳥度冬地
和補給站。特別是對於全球極度瀕危
的黑臉琵鷺來說，港深姊妹濕地是牠
們的第二大越冬地，每年在此過冬和
經停的黑臉琵鷺數量，約佔全球總量
的百分之十五。

位於香港西北面，約一千五百公
頃的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一九九五
年九月正式列為拉姆薩爾濕地。這一
片淺水海灣，全港最大面積的紅樹
林，全港最大面積的蘆葦林，均生長
於此，鬱鬱葱葱。

香港米埔及內后海灣濕地一直都

是雀鳥天堂，在此棲息的鳥類約有四
百四十種，約佔香港有紀錄鳥種的百
分之七十五。每年約有五至六萬隻水
鳥在此度冬，除黑臉琵鷺外，還有黑
咀鷗、小青腳鷸等多個瀕危品種。

廣東內伶仃島─福田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建於一九八四年十月。這一
片總面積約九百二十一公頃的濕地，
覆蓋兩大區域：內伶仃島和福田紅樹
林濕地。其中，港人熟悉的福田紅樹
林濕地，二百餘種鳥類在此棲息和覓
食，當中二十三種為國家重點保護鳥
類，除黑臉琵鷺外，還有卷羽鵜鶘、

海鸕鶿、白琵鷺等。
水分充足的濕地，被譽為 「地球

之腎」 ，與森林、海洋並稱地球三大
生態系統。二○二二年六月一日，中
國濕地保護法正式施行。半年後港深
優勢互補，攜手保育濕地及遷徙水
鳥，揭開濕地保育新一頁。

快餐店的日與夜
茶餐廳是香港地道飲食文化，香

港另有一種連鎖經營的快餐店，多年
來已經建立品牌，價廉物美尤其受到
普羅階層歡迎。快餐店與茶餐廳的最
大分別，除了食物款式和種類，前者
並沒有服務員接待和端送食物，顧客
需要全部自理。時移勢易，現在有些
名牌快餐店已有送餐服務，讓顧客感
覺方便。快餐店的另一特色就是自由
入座，不受限制。新冠疫情最嚴峻時
期，快餐店的生意首當其衝，即使防
疫措施其後放寬，大部分顧客都不願
與陌生人同枱飲食，又或只會光顧外

帶食物。昔日擠迫和熱鬧的快餐店，
現有不同風貌。

我家樓下商場有一間連鎖式快餐
店，每星期我會光顧幾次，自我滿足
之餘亦觀察一些眾生光景。

早餐時段，主要顧客大多是匆忙
吃過便趕往上班的 「打工仔」 ，或是
送過年幼子女上學然後獨自享受一節
個人時光的家庭主婦。偶爾間，我看
見一對銀髮男女坐在一張四人桌子，
估計二人應是老夫老妻，男方端來一
份典型的西式早餐：煎雙蛋、火腿通
心粉、牛油餐包，另有一杯熱飲品。

由於進食之前仍然戴着口罩，故此二
人並不多言，男方切開餐包並塗上牛
油，再將一隻煎蛋夾在餐包之內，然
後遞給女方，接着自己吃下其他食
物。二人就此共用一份早餐，也許是
為了省錢，亦可能彼此食量不大，避
免浪費。倘若在茶餐廳如斯食用，或
許會受到店員白眼，他們在快餐店便
可樂在其中。

有時遇上太太加班及兒子補習，
可能我會獨個兒在快餐店吃晚餐。正
值冬季，快餐店推出熱騰騰的火鍋套
餐，雖然並不是我的口味，但我見有

些家長與兩個子女坐着一張四人桌
子，共享兩個小火鍋及配菜。狹小的
桌子放滿食物，各人都食得津津有
味，其樂無窮。雖然不是聖誕大餐或
團年夜飯，快餐店的火鍋食材亦非山
珍海味，但能令人感到幸福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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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眼觀世 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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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二、四見報

食 色 判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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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就是你所做的錯事和
蠢事加起來的總和。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