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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工作比較忙，等從各種
各樣的工作中抬起頭來的時候，已
經錯過了午餐的時間。下午三點的
飢腸轆轆，自然只有傳說中的 「邪
惡下午茶」 才能治療。

收拾心情，來到茶餐廳。外面
烈日當空，冷氣充足的茶餐廳裏，
一個個都是面露悠閒之色的下午茶
食客。同樣是一個小時的時間，如
果用來吃午飯的話，總感覺不太
夠，囫圇吞棗之後，轉眼就要哼哧
哼哧趕回去上班，而如果用來享用
下午茶的話，同樣六十分鐘的時間
似乎就變得長了許多，是很奇妙的
「下午茶相對論」 。

看了看下午茶的餐牌，在星洲
炒米、吉列豬扒沙律、炸雞翼薯
角、黃金紅豆西多士之外，居然還
有魚蛋米線這個清淡的 「異類」 。
都已經錯過午飯這麼辛苦了，下午
茶就不要虧待自己了，我給自己找
了個理由，五分鐘後 「邪惡下午
茶」 黃金紅豆西多士就擺在了我的
面前─兩片麵包之間，夾上甜甜
的紅豆醬和大大粒紅豆，再用雞蛋

和牛奶混合塗抹均勻，炸至金
黃……光看顏色就讓人垂涎欲滴。
但好味的背後是 「邪惡」 兩字，增
肥、熱量、卡路里……當我咬下第
一口的時候，這些字眼就不再重
要，先享受當下的美食吧。

我 「順手」 拍了一張黃金紅豆
西多士的照片發給同事。毋須美圖
秀秀做任何修改調色，手機拍攝直
出就效果斐然。否則怎會 「一圖勝
千言」 ，同事不到兩分鐘就發來信
息，請我吃完回公司的時候，幫忙
帶一份一樣的。我自然非常 「樂於
助人」 答應下來，不知怎的，雖然
同事叫的是另外一份 「邪惡下午
茶」 ，我自己的分量並沒有減少，
但心中卻覺得沒有那麼 「邪惡」 了
呢，嘿嘿。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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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問診，自然希望找到醫術精
湛、醫德高尚的好醫生。雖然 「好」
的標準不完全一致，但於遭受病痛折
磨的患者而言，藥到病除、妙手回
春，大概是普遍認同的目標。可如何
覓得這樣的良醫，的確是一門不大不
小的學問。

口口相傳，由親朋好友介紹，這
是比較傳統又實用的途徑。在網絡發
達的當下，這個 「親朋好友」 可以擴
大到在評論區留言的眾多陌生人。香
港這類的網站不少，大都按港九新以
及專科門類加以分類，配以各醫生的
行醫資格簡介，一目了然。時常可以
看見有患者在底下留言，寫下求醫經
歷，讚少彈多。依我的經驗，這類分
享，可作參考，避免踩雷。親朋好友
的當面介紹，效果最好，因為他們完
整地講述病因及醫治過程，讓我們可
以判斷自身的情況到底適合不適合找
他口中的這位良醫。我曾介紹一位中
醫給朋友做針灸推拿，朋友試過後讚
不絕口。我回頭將這事轉告醫師，他
只說了一句： 「介紹來的，我敢不用
心做好嘛。」 或許，這份對口碑的敬

畏，就是最好的醫德。
本港稍微有點品質的大報在副刊

都闢有版面關注健康，這也是一個比
較不錯的途徑。有的集中在某一天，
用兩三個版面關注某一個主題，比如
常見的 「三高」 ，往往會邀請名醫介
紹一些保養常識，而且會配發註冊醫
生的工作機構和相片，便於讀者循此
求醫，做得極貼心；有的則將這方面
的內容穿插在小塊的專欄文章裏，但
標題都會做得明晃晃，比如 「精神疾
病就在身邊」 「警惕前列腺癌走近青
少年」 ，吸人眼球的同時，也為讀者
求醫問診帶來方便。不過，這個尋醫
途徑往往不夠快捷，但可以增加醫學
知識和保健常識，也可以看成是一種
防未病的 「尋醫」 ，這大概就是副刊
的妙用吧。

尋醫小記

剛剛過去的上周日，史上最重量級
的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巨匠約翰內斯．維
米爾大展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
落下帷幕。本次展覽匯集了藝術家存世
三十七幅真跡中的二十八幅，其規模不
僅前無古人，也大概率後無來者。筆者
在閉幕前幾天趕到現場，在多幅傳世名
作中，剛剛修復完成的《窗前的讀信女
孩》無疑是個中亮點。本周特別推薦一
張以此作為封面的唱片，由CBS唱片於
一九七三年發行、索尼唱片在日本再
版，美國指揮大師萊昂納德．伯恩斯坦
執棒紐約愛樂樂團的兩首海頓交響曲：
《第94號 「驚喜」 》和《第101號
「鐘」 》。

《窗前讀信的女孩》是維米爾首幅
室內題材作品，可以說從此作開始畫家
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了這一主題最具代表
性的藝術家。在一個典型的荷蘭家庭室
內（當地傳統的窗戶都是分上下兩層
的），以全側臉示人的金髮女孩站在窗
前迎着日光正在全神貫注地低頭讀信。
打開的窗戶玻璃上反射出她的臉頰，觀
者似乎不能從她面色平靜的臉上讀出任
何細微的情緒。搭在窗上的紅色窗簾與
最右側佔據畫面三分之一的淺綠色帳簾
形成鮮明的色差對比。

畫中最能展現維米爾精湛畫技的是
前景桌上濃郁的桌毯和果盤，他將兩塊
色澤濃郁厚重的波斯毯紋理刻畫得以假

亂真，盛水果用的盤子乃是當地著名的
代爾夫特藍瓷，傾斜的盤中桃子蘋果等
部分散落在桌上，通過光影和柔和的筆
觸完美地塑造出物體原有的質感。經過
二○一八至二○二一長達三年的修復過
程，畫中背景牆上原本被隱藏的 「畫中
畫」 ─一幅右手持弓的裸體丘比特得
以重見天日。結合其愛神的隱喻，專輯
所收錄的海頓《第94號 「驚喜」 》交
響曲或許為畫面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女
孩正在窗前讀的可能是一封充滿愛意的
情書。

「碟中畫」 海頓《第94號 「驚
喜」 》&《第101號 「鐘」 》／《窗前
的讀信女孩》

讀信的驚喜


獨行異地
我愛旅遊，更很佩服那些獨行客，

背上包，帶上手機，說走就走，單槍匹
馬，浪跡四方，頗有古俠客之風。我幾
乎從未作獨自之遊。之所以說幾乎，是
因為有時去外地開會、出差，正事完結
的間隙，順便遊覽當地景致，往往是獨
自一人。

我對獨自旅遊興趣不濃，大概與美
食牢固佔據我的旅遊觀有關。許多風味
小吃適合吃 「獨食」 ，一個人照樣可以
吃得津津有味。更多地方美食卻不是為
一人餐準備的。舉個例子，在北京吃烤
鴨，最小限度是點半隻，而即便半隻，

一人食盡的任務也過於艱巨。或許有人
從中看到了商機，這幾年京城有些景點
內的小吃店以 「卷」 為單位賣烤鴨，鴨
還是那片鴨，但少了吃烤鴨的儀式感，
就像把牛肉拉麵做成了即食麵，一沖即
得，食物的美感大大降低。

十多天前在成都開會，晚間有暇，
出去閒逛。此地的火鍋是最出名的，
但我無法說服自己一個人去吃火鍋，
雖然店家絕不會拒絕。有些食物創造
出來似乎就是為儀式準備的，比如烤
鴨，另一些食物則是天生的氛圍組，比
如火鍋。

不過，既來之且遊之吧，抽空去了
青羊宮。這是著名的道觀，歷史悠久，
稱為 「西南第一叢林」 ，現存面積不算
很大，除了供奉諸仙的幾大殿，還有一
家喧鬧的茶館，與道教的煙火氣挺合
拍。獨自旅遊最適合的目的地，我以為
是寺廟道觀。南京的朝天宮，武漢的歸
元寺，天津的媽祖廟，西安的香積寺，
我都曾獨自遊玩過。從信仰論，我與佛
道耶諸教皆無緣，若以史跡言，這些地
方確該靜靜感受，三五成群地去，反不
利於體悟其文化。

有意思的是，這些我獨自 「打卡」

的地方，大都是在點評、地圖等app上
的 「附近」 中找到的，隨之便有了即查
即走式的旅遊。由此突發奇想，或許可
在此類app中加個標籤或板塊：適合獨
自前往的景點。我想，這很可能會成為
新的打卡熱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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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上，不僅僅有茶。
也許早年間，順着茶馬古道的
那一縷光， 「開山」 的人們也
開了竅，讓味覺都有了新風
貌，成就了如今的閩北土菜，
順着香味，幾百里外都能聞
到。濃烈爆炒的福建菜中，肚
邊肉風頭相當之盛，可以說十
有八九的閩北菜館，不僅要做
好這道菜，也需放在 「頭牌」
位置上供人審視。行不行，在
此一試，一口下去眼前一亮，
就知道錯不了。

為什麼在福建菜裏，單單
是閩北這地方一枝獨秀？因為

從地理位置上講，跟江西接壤，把贛菜的
辣炒借鑒到極致，再加上自家產的香葉調
味，好似一位朋克造型的歌手，雖然濃妝
鋪展，卻絲毫不會俗氣。濃烈的韻味活色
生香，任誰路過都要再回頭，留戀一眼。

爆炒肚邊肉也是一樣的道理，都知道
豬有橫膈肌，卻少見做成如此鮮活豐腴
的。務必大火、猛地顛勺，等師傅們有了
揮汗如雨的健身感，這鍋裏的菜自然也
「鍛煉」 到位了。在東北，好吃的肉菜被
人稱為 「橫菜」 ，這菜有多 「橫」 ，就看
肉味猛不猛。於是在初見肚邊肉時，我的
腦海中確實有了穿越的錯覺，即便眼前菜
分量不大、切法精細，但入口的味道卻渾
厚炸裂，一片片肚邊肉表面焦香，咬動起
來又脆韌、又軟嫩，彈動出快意江湖的感
覺，不知道是鍋氣護體，還是食材給力，
總之在此之前，這兩者是永不能融為一體
的。

閩北的肚邊肉，真性情還在於那道香
葉魂。跟北方燉肉常用的肉桂葉不同，這
片葉子出於月桂樹，帶着月桂女神的光
環，香氣更清雅，也更適合炒菜。屬於一
點就可提味，空口吃也不刺激的類型。有
樹有茶，有會做飯的人，在武夷山這地界
上，大概是好山好水、人傑地靈的緣故，
吃到的都是明艷的，明艷的都是被深深記
住的。

凶宅，是個令人聞之色
變的字眼。再華貴的大宅，
首碼一個 「凶」 字，價格也
便 「錢墜」 不已。以至於催
生了新的職業──凶宅試睡
員。有內地法院在拍賣一所
凶宅（房主因欠巨額債務而
燒炭自殺）時，先聘請試睡
員來直播試睡，來打消競拍
者的疑慮。

白居易有首詩，題目即
叫作《凶宅》。開篇便先點
明：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
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
對空。梟鳴松桂樹，狐藏蘭

菊叢……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
功。」 這梟鳴狐藏的畫風，是古代凶
宅的標配。

而後，白居易筆鋒一轉，來了一
個終極拷問：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
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
這也是人們對凶宅的普遍心理，往往
只是害怕恐懼，卻鮮有反思淪為凶宅
的原因。在白居易看來，凶宅的舊主
人，多為將相公卿，或驕奢隱逸，或
仗勢弄權，其敗亡是必然的。 「假使
居吉土，孰能保其躬？」 就算住在吉
利的大宅裏，同樣難逃厄運。

牛僧孺《玄怪錄》裏曾記載了一
位韋生， 「耳聞有凶宅，必往獨宿
之」 ，堪稱凶宅試睡員鼻祖。當時長
安有座著名的凶宅 「馬鎮西宅」 ，曾
是鎮西節度使馬璘的府第。韋生毫不
畏懼， 「飲酒且熱，袒衣而寢」 ，夜
半覺腳底有冰涼的一小兒。韋生一把
抓住，原來是斷了一足的鐵鼎，便用
衣帶繫之於床腳。天亮後出示眾人，
並用鐵杵打碎，揚長而去。

白居易在《凶宅》詩結尾以國喻
家： 「周秦宅殽函，其宅非不同。一
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
國，人凶非宅凶。」 周、秦都奠基同
一片關中地區，然而一個國祚綿延，
一個僅二世而亡。不同命運，關鍵還
是人的因素。就像前述那個房主欠債
自殺的凶宅，倘若後來者謹守本分，
不墮貪欲，一切心安理得，何懼之有
呢？

頂流對頂流
美國法律史學家斯圖爾特．班納在

其所著的《財產故事》裏面提到一個案
例，勞斯萊斯汽車曾訴請法院禁止將
「勞斯萊斯」 （Rolls-Royce）的標識

和字樣用在普通的收音機上。法庭經過
審理支持了這一訴請，因為在法官看
來，雖然沒有人會混淆汽車與收音機，
但是要考慮到，假設顧客購買到一台不
稱心的收音機，而這台收音機又與 「勞
斯萊斯」 黏連，將會使顧客對勞斯萊斯
產品優越性的印象減損。

類似的，在北京前門大街臨街有幾
家字畫拍賣門店，遊客進入如正逢拍

賣，遇到了自己喜歡的字畫可以隨時舉
手競拍。如果留意可發現，商家總是有
意將不同層次的拍賣品分開展示，千元
以上價位作品一般都是 「組團」 介紹，
極少夾雜在幾十塊錢的地攤貨中間。

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也可以發現
精品作品多集中在展館最珍貴的 「藏寶
閣」 ，極少安排與普通展品並列，像齊
白石的《山水十二條屏》、徐悲鴻的
《奔馬圖》，幾乎不會與美術學院學生
的畢業作品一起展示，這樣觀眾既不會
指摘高規格展覽的水準，也不會對一般
的展覽期望過高。

俗語說 「好馬配好鞍，好船配好
帆」 ，實際中還有很多這種事例。在剛
剛過去的五月份，內地首位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莫言公開參加了兩場活動，一個
是在《收穫》雜誌創刊六十五周年慶典
上，與作家余華對談，另一個是在復旦
大學，與作家王安憶、復旦大學文科資
深教授陳思和對談。在兩個場合，活動
方安排與莫言對談的都是內地頂級文學
大咖， 「頂流對頂流」 ，吸足了觀眾目
光。

毋庸諱言，這樣的 「頂流對頂流」
安排，裏面有對事物價值、地位的階層

分類。今年是疫情以來社會恢復正常化
的第一年，眾歌星的演唱會密鑼緊鼓地
安排，只有最受歡迎的歌手才有足夠的
影響力在國家體育場 「鳥巢」 開演唱
會，正如在香港，紅磡體育館以往是當
紅歌星的音樂聖地，所以在紅館開過演
唱會，也能成為歌手寫進 「百科」 的重
要履歷。

打假波
我是一個文藝中年，亦算是一個標

準足球迷。表演場地是我經常流連的地
方，但足球場卻非我常到之地。這些年
我都只觀看電視轉播的外地賽事。十多
年前，每年春節的賀歲盃，我也會購票
進入球場觀賽，一方面欣賞訪港球隊，
另方面支持香港代表隊。雖然港隊每次
都未能奪冠，但只要球員表現拚搏精
神，球迷仍然予以支持。然而，近十年
來我已沒有特別留意本地足球賽事了，
香港的足球發展實在裹足不前，職業足
球賽事欠缺競爭性和刺激性，青年培訓

亦不見顯著成果。整體而言，足球運動
在香港一直未能成功發展。

另一方面，在這期間竟然出現如此
新聞：打假波。即是職業球員在比賽期
間刻意消極作賽，甚至是故意製造賽
果。看到這則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莫
名其妙：香港的足球水準已經如此平
凡，竟然仍有球員打假波？這真是我的
意料之外。

凡事必有因。足球員在比賽作假，
無非為了收取非法利益；需要收取非法
利益，乃是因為未能藉着比賽的工作而

獲得合理薪酬。雖然這就像雞與雞蛋誰
個為先的道理，但難道這也能夠成為打
假波的正確理由嗎？

賣座電影《少林足球》說着這樣的
故事：早年號稱 「黃金右腳」 的足球員
明峰在球賽作假，刻意射失點球以致球
隊落敗。明峰為此付出代價，被憤怒的
球迷打斷右腳，往後多年落魄潦倒，直
到廿年後遇上具潛質的少林足球員……

這當然只是虛構的戲劇情節，但也
說明作假者沒有好下場。尤其是現代足
球比賽除了現場觀眾之外，亦引入科技

監察賽事，視像裁判已經成為大部分地
區賽事的必然成分，電視轉播亦可助球
會或裁判加強執法和監督效果。就算普
通的社區賽事，沒有以上的客觀條件，
作為運動員亦應本持一份純粹初心：盡
力而為。任何比賽都應該全力以赴，盡
自己能力爭取最終勝利。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負暄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