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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鄉中國：林登的故事》繁體
字版將於香港出版，書中講述三十九
年前來到中國的美國青年林登對中國
的探知、融入的過程以及其間的情感
變化。正好我最近在讀《斯諾在內蒙
古》，書中講述約一個世紀前的一位
美國青年在中國的故事，他們都是美
國青年，都經歷了時代變遷中的中
國，都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
諾為中國人民所熟悉，他的《西行漫
記》家喻戶曉。九十三年前的夏天，
斯諾剛到中國不久就來到內蒙古採訪
遭受嚴重乾旱打擊的災區，以深切的
同情心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
的長篇報道，這次採訪成為他人生中
的覺醒點，從此他關注中國人民、關
注中國的社會變遷。《斯諾在內蒙
古》一九八七年出版，收錄了來自國
內外和斯諾有過密切交往的人士的紀
念文章。

斯諾也採訪過內蒙古包頭市的大
型煉鋼廠、歌劇院、醫院以及新的酒
店，斯諾甚至觀察到由內蒙古製作的
玻璃畫裝飾的商店，從他的眼中已經

看到中國西部城市的發展變化。內蒙
古是少數民族地區，當年的斯諾也觀
察到了蒙漢民族的融合，他在文章中
表述道： 「毫無疑問，內蒙古確實得
到新的和良好的發展。同時，全面發
展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有漢族人民居住
此地。後者全部是農民和建築工
人。」

我不知道林登是否了解斯諾，但
他們都是在二十出頭的年齡來到中
國。林登得到中國政府的獎學金來到
中國留學，扎根雲南喜洲鎮，創辦了
「喜林苑」 酒店品牌。他寫下《尋鄉

中國》一書，給客人講述大理、喜洲
和宅第的歷史文化，就像當地的老鄉
一樣。

無論是當年的斯諾還是今天的林
登，他們都用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真
實地講述着中國時代變遷中的美好。

尋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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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擇代表夏日的顏色，答
案一定離不開藍色和綠色，藍色既
是海天一色的夏日景致，也是活力
的表現，而綠色也是代表花草樹
木、生機處處的夏日特色。今個夏
日時尚的流行色彩，正是這充滿活
力的藍色和綠色。

如果要廣泛一點來形容今年夏
季的時尚氣息，包括流行的色彩、
時裝款式趨勢和一切潮流搭配物，
都好像沒有一個特別的主題。百花
齊放看來是今夏時尚的特點，時裝
方面有簡潔的設計，也有金屬元素
的時代創作，復古色彩濃厚的手袋
設計也充斥在時尚品牌的產品中，
長方形、格紋和水桶袋款，都是屬
於經典款式，特別是兼具容量和實
用性的水桶包。

變化多端的色彩，當中的綠
色、藍色和黃色，總括來看，是可
代表今夏的流行色調。沉實冷艷的
藍色，是不少時裝設計家心中理想
的晚禮服色彩，尤其是銀藍色。流
行的綠色比較特別，色調是接近暗
綠和青綠之間的草綠色，可以配合

黑色或白色的服裝。紅色一向在夏
季是比較淡靜一點，不過今夏又有
點活躍起來，因為有品牌 「主打」
推出紅色的服裝，在酷熱天氣下，
穿上一身紅色的服裝，可又是一種
嶄新的嘗試。

色彩繽紛的世界中，沒有太多
白色的搭配。白恤衫也不再是傳統
的模樣，而是短身的設計，多了一
分青春感，少了一分文青感。近年
一直流行的橫間紋上衣，仍然是各
種單色外套中最普遍的搭配衣飾，
今季設計上比較時尚的，是流行短
身款式。

夏日服裝本來是白色的世界，
淺淺色調的小白運動鞋，在其他色
彩爭艷下，小白鞋仍是鞋迷的夏日
首選，名牌的運動鞋，更喜把標誌
刺繡在鞋上，別具吸引力。

多彩多姿的夏日色彩

香港一項年度文化盛事香港
書展已定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舉
行，在一切復常的今天，入場人數
有望破近年紀錄。

今年書展主題據聞是 「兒童
及青少年文學」 ，鼓勵年輕一代閱
讀是培養下一代美好心靈的不二法
門，出版界、文學界、教育界包括
家長都應趁此機會，鼓勵和帶同孩
子多次入場，親近、翻閱、購買書
籍，選聽一些講座。

期盼出版商都已準備好高質

素的兒童及青少年讀物，作重點推
介。書店的門市部也能作場外配
合，以折扣價銷售。請學校的老師
和圖書館主任，在暑假前為書展作
宣傳，或組織書展遊覽團，集體賞
遊。事前計劃參觀路線和時序，包
括聆聽不同講座，收穫更多。圖書
館主任和老師也可在場內選擇適合
書籍，作學校圖書館訂購之用。

香港的兒童文學團體如 「香
港兒童文藝協會」 也可以鼓勵會員
參加書展各項活動，支持會員的作

品和講座。
香港本土兒童及青少年文

學，曾經從無到有，出現短暫興旺
現象，也湧現了一批作家。如今或
老去或凋零，園地寂寞，希望書展
是一個重振的契機，有厚望焉。

書展展望


新洲河
深圳福田中心區有一條新洲河，

端午節期間，因為一場龍舟邀請賽一
戰成名。端午節當天，粵港澳三地十
二支龍舟隊在這條河道劈波斬浪，為
民眾帶來一場精彩的龍舟表演。新洲
河兩岸美麗的景色進入人們的視野，
以生態畫面為背景的龍舟賽帶來獨特
的體驗。河兩邊英歌巡遊、非遺圩
市、原創藝秀，將 「綠色生態、城市
活力、文化生趣、人水共生」 等元素
表現得淋漓盡致。十幾萬現場人潮，
線上一百五十多萬人觀看。

老深圳人都知道，數年前新洲河

還是一條泛着臭味的城市內河，誰能
想到今日竟然可以在清澈的河水中泛
舟。

改革開放之後，伴隨着城市的迅
速發展，新洲河變成了廢水和垃圾排
放的出口，水質迅速下降，水裏面的
生物蕩然無存。環保志願者黃幸達生
活在新洲河附近，也是深圳首批民間
河長，他親身經歷了新洲河的水質由
清到黑，再由黑到清的轉變。差不多
二十年的時間，政府和民間的力量一
起發力，讓新洲河水清了，魚游了，
鳥兒也回來了。

新洲河的治理是一個系統的科學
工程，將生態貫穿於防洪、景觀中，
利用生態護岸，恢復自然河岸，為生
物棲息創造條件。建設河道濱水空
間，打造河流的休閒娛樂、親水平台
等設施，增進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
密接觸，改善人居環境。去年八月，
全長近八公里的新洲紅樹碧道面向市
民開放。這條可走、可跑、可騎的林
蔭碧道，一邊是波光粼粼的河道，一
邊是樹的海洋、花的世界，處處皆風
景，人在畫中遊。

百度上搜索深圳新洲河，可以看

到眾多晒新洲河美景的圖片，有晒兩
岸美景的，有晒空中棧道的，有晒紅
樹碧道的，有晒在河邊牽娃遛狗散步
的，還有提供新洲河打卡攻略的。從
被市民吐槽為僵死的 「黑泥鰍」 到成
為城市生態名片，新洲河創造了一個
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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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四見報

要論主食的重複再利用，沒
有誰可以跟炒飯媲美。一天前它
還是白如雪、光如玉的顆顆米
粒，第二天就成了集結各類蔬
菜、肉類在炒鍋裏大狂歡的氛圍
組 「組長」 。神奇的是，越不走
尋常路就越受擁戴，以至於身價
今時不同於往日，早不是可憐兮
兮的 「被剩下」 ，如若有心，光
是炒飯這道料理，都能研究出個
天花板級別來。

好吃的炒飯絕對一加一大於二，一盤
美味天地交融，根本不需要其他菜。不信
你看印尼人，早就把這經典操作畫龍點
睛，成了最具有代表性的 「國菜」 級別。

印尼炒飯，香港也能吃到。當初上學
的時候要趕下一堂課，每頓飯都急匆匆，
就這樣跟學校旁邊的一家東南亞餐館有了
淵源，叫一盤炒飯，味覺瞬間飛升，讓想
像力再跑一會兒，它一定能把你帶去赤道
上的陽光海岸。正宗的印尼炒飯，有一味
特立獨行的標誌，就是甜，甜中有辣，配
上輔料相當硬核，放在同類當中也極出
挑，哪怕是幾十盤炒飯擺在眼前，熱帶的
這一款，也立刻脫穎而出。

所謂的印尼味，就能在這飯中窺見一
斑，永遠離不開兩種調料，三巴醬和甜醬
油。俗語都稱，手握兩瓶料，玩轉N道菜，
其實不誇張。三巴醬是一種海鮮辣醬，讓
食材不光有辛辣刺激，還帶出海味的鮮
美，跟甜醬油調和，配上沙嗲串燒、蝦、
紅蘿蔔或青豆加米飯爆炒，最後鋪上一個
煎蛋，你幾乎覺得自己不是在吃炒飯了。
有的豐盛，是在食材數量上，而有的，則
是在舌尖的感觸上，就好像明明只經歷了
一件事，卻彷彿走過了半生的千山萬水；
偶爾吃這樣一頓飯，看到的是 「孤家寡
人」 ，入口的卻是 「川流不息」 。每嚼動
一下，都生出一塊記憶點，在慾望的魔方
裏貪婪爬行，末了想到四個字，名不虛
傳。

而今， 「又又又又」 儼
然已成為新句式，無論是網
民，還是官媒，均已司空見
慣，用以表示面對雷同的事
情一再發生時，或無奈或驚
嘆或抓狂的情緒。

小時候，誰要是這樣期
期艾艾地說話，保準會收到
家長一聲呵斥，說不定還要
在脖子上加贈一巴掌。記得
當時電視台播出瓊瑤的言情
劇《海鷗飛處彩雲飛》，片
尾曲《彩雲伴海鷗》是高勝
美演唱的。歌詞如此： 「看
看看潮來，又又又潮往，那
那那波濤，滾滾永無休，讓
彩雲伴海鷗，一起翩翩飛飛
飛。」 筆者等一班小學友，
只覺得這種 「口吃體」 非常

有趣好玩，課餘便經常傳唱取樂。絕
不曾想，三十年後， 「又又又」 會如
此發揚光大。

但也只怪筆者井底之蛙，見識太
淺。其實國粹大戲中，便早有更華麗
麗的腔調。京劇《長生殿．絮閣》一
折，唐明皇與梅妃暗中敘舊，趕來的
楊貴妃發覺端倪，醋海風波大作。貴
妃心竅玲瓏，以退為進，唱道： 「問
問問問華萼嬌，怕怕怕怕不似樓東花
更好，有有有有那梅枝兒曾佔先春，
又又又又何用綠楊牽繞，請請請請真
心向故交，免免免免人悲為妾情薄，
拜拜拜拜辭了往日君恩天樣高，把把
把把深情密意從頭繳，省省省省可自
睹物淚珠拋。」

顰眉淚眼，越樣生嬌，哪個英雄
經得住如此軟旎的美人關呢？明面上
示弱，實際是步步為營、咄咄逼人。
唬得老唐明皇連連認錯，百般撫慰。
這當中的一連串的 「又又又又」 等，
梨花帶雨，一唱四嘆，真是揮灑得淋
漓盡致。也許是自身的光環使然，同
樣的 「又又又又」 ，從貴妃嘴裏唱出
來，感覺比網文標題就多了許多高級
感。

不過，三郎玉環深宮調情，瓊樓
玉宇，總歸少了些人間煙火，不如陸
游《釵頭鳳》裏的 「錯錯錯」 「莫莫
莫」 那般聲情淒切打動人。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那些年，在故宮拍的電影
北京故宮博物院自六月三十日

起，施行《故宮博物院參觀須知》、
《故宮博物院禁止攜帶物品目錄》，
規定未經故宮博物院允許，禁止商業
性拍攝。這也意味着，在故宮實景拍
攝電影，或成絕響。

早在一九八六年，國家文化部就
頒發針對影視劇的文物保護的相關規
定，但仍有少數電影獲准進入故宮取
景，如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執導的
《末代皇帝》，獲中國政府特批，進
入故宮實景拍攝，也是最後一部在紫
禁城太和殿取景的西方電影。貝托魯

奇接受採訪時表示： 「慈禧死後，孩
子（小溥儀）被加冕為新皇帝，這是
在紫禁城太和殿拍的。有關部門不希
望我們在那裏拍，因為建築都是木質
材料，很怕火。最終我們得到許可，
可以使用斯坦尼康攝影機，只有一名
攝影師操作……我們在那兒只待了一
會兒，這也是我們唯一一天在紫禁城
最重要的宮殿內拍攝。」 有故宮厚重
之美加持的《末代皇帝》，成為一九
八八年奧斯卡頒獎禮大贏家，攬括最
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攝影等九個獎項。

香港導演李翰祥的兩部力作，一
九八三年上映的《火燒圓明園》、
《垂簾聽政》，也在故宮取景。在影
片中扮演咸豐的香港演員梁家輝回憶
道： 「日出時的故宮、傍晚的故宮，
幾乎每一個角落我都走過。有次在太
和殿拍戲，我穿着戲裏的龍袍走到城
樓上，就覺得自己很幸福。現實中，
哪個皇帝會跑到城樓上看故宮的夜景
呢？」

在一九八○年代進入故宮取景
的，還有國產電影《譚嗣同》、《南
北少林》等。自一九九○年代開始，

能走進故宮大門的拍攝劇組已少之又
少。即便獲准進入故宮拍攝，也只能
在有限的區域工作，如馮小剛導演的
《大腕》、陳凱歌導演的《梅蘭
芳》。據說，電影《梅蘭芳》，只在
故宮西南角的一個未開放區取了幾個
鏡頭。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咳
某夜連續咳了數小時，真如廣東

俗語所言： 「咳到肺都甩」 。咳嗽是
挺惱人的，因為不論患病咳嗽也好，
進食時不小心嗆喉也罷，咳嗽這事都
掩藏不了，而且整個過程很難優雅，
除非是假咳，如古裝劇中演大家閨秀
的姑娘，以絲巾半掩小嘴，扮咳一兩
聲以示柔弱。

這回生病，原只是一般感冒，疲
乏無力、喉嚨脹痛與聲音沙啞，吃過
醫生處方的藥物即大有改善。怎料某
夜咳嗽突然來襲，令我感到 「在劫難
逃」 ，因為一旦開始咳就很麻煩，就

算對症下藥，也很難知道哪天可以止
咳。咳嗽這事兒就像個不懷好意的搗
蛋鬼，每晚準時出現，喝水吃藥也制
止不了，就是要令人寢食難安。咳嗽
的動作很大，要咳的時候，即使在人
前也顧不得體面，因為越忍只會咳得
越厲害，像存心跟人作對。咳嗽不單
動作失禮，聲音還很難聽，總令人嫌
惡，哪管閣下是否全國好聲音，咳嗽
聲響就是擾民，如果身在劇院或會議
場地，更是尷尬非常，如停不下來，
只好黯然離開。最無奈是患病時總想
有人關心，但咳嗽很難讓人放心接

近，因為每一聲都在釋放大量病菌，
為免傳染，生人勿近，連家人也盡量
減少接觸，避免殃及無辜。

由於咳嗽那麼可惡可憎，坊間也
就因此出現大量治療偏方。為了止
咳，人們無所不用其極：恐怖的鱷魚
肉湯、苦得讓人倒胃的燉川貝、味道
怪異的葱薑豉湯和蒜頭水等。筆者從
前嘗過最具反效果的食療是燉橙，將
鮮橙弄熱吃已夠奇怪，還要加鹽去燉
就更不是味兒，吃完當晚咳得比原來
還厲害，不單浪費了一個橙，也害我
徹夜無眠。

既然咳嗽總是悄悄地來，執筆這
刻也盼望它盡快悄悄地離開。我不想
如舊電影中的文人般咳着寫作，最後
還要吐血在白手帕上。咳嗽，你放心
揮揮衣袖離去吧，不帶走半片雲彩不
要緊，最重要是帶走因病情而來的痰
涎。畫面很嘔心？我早說過，咳嗽是
很難漂亮優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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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格式化的頭腦，只能繁衍
出格式化的產品。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灣區聽雨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衣 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