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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廟會逛的是什麼

「身穿大紅襖，頭戴一枝花，胭
脂和香粉她的臉上擦。左手一隻雞，
右手一隻鴨，身上還背着一個胖娃
娃。」 從鄧麗君的歌中，可以看出以
前小媳婦回娘家路途並不遠，她是
「走」 得忙又忙，路上還能聽到風吹

楊柳 「唰啦啦」 和小河流水 「嘩啦
啦」 的聲音。

每年正月初二、初三，很多地方
有出嫁女兒回娘家的習俗，夫婿要同
行，俗稱 「迎婿日」 。過去由於交通
不便，女子的婚嫁距離受到地理限
制，許多女子只能嫁到附近村莊或鄰
近城鎮， 「嫁人只在方圓三十里」 是

普遍現象，回娘家幾乎是 「分分鐘」
的事。在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裏，
「九兒」 剛滿十六歲時由她的父親做
主，嫁給了約三十里外一家財主的獨
生子單扁郎。這一距離還沒有今天半
程馬拉松賽事遠，但在以前已經算是
遠嫁了。

隨着社會發展和交通改善，女子
有了更多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的婚姻對
象，婚嫁距離也不再局限於鄰近地
區，而是擴展到了更遠的地方。

春節期間有一條熱搜新聞，一位
遠嫁江蘇的河北女子因各種原因三年
沒有見過父母，丈夫瞞着妻子將岳父

岳母接來，妻子見到久違的爸媽直接
開心地原地蹦起。我的一位小學同
學，她的外公外婆家距離爺爺奶奶家
僅隔一條街，每年迎婿日，她的媽媽
不到五分鐘就能從婆家到娘家，想見
就見，回娘家如同 「家常便飯」 ，也
可以隨時去娘家吃一碗家常便飯。到
了這位同學，前幾年她跨省結婚，現
在每次回娘家都是一次「千里奔赴」，
省親果然成了跨「省」探 「親」 。

據說女生考驗男友，除了問 「你
媽和我同時掉到河裏，如果只能救一
個人，你會救誰」 之外，通常會出的
另一個世紀難題就是 「春節過年，去

你家還是去我家？」
今天獨生子女家庭比較多，男方

覺得既然嫁了過來，當然要在我家過
年，女方則會想 「我爸媽也養了我這
麼大，憑什麼一定要在你家過年？」
用一句繞口的話，這個由出嫁距離引
起的世紀難題，在 「嫁人只在方圓三
十里」 的世紀，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
題。

「系列」 式電影和 「續集」 式電
影並不相同，前者遠至黑白粵語電影
「黃飛鴻」 系列，近至 「葉問」 的故

事，總之是主角相同，但每集內容不
需要連貫，甚至主角亦可由不同演員
飾演。對於 「續集」 式電影，西方荷
里活最佳例子應是《教父》三部曲，
故事和角色都有關連和發展，能夠吸
引觀眾追看故事，並一起追尋角色的
命運軌跡。一部尚佳的 「續集」 式電
影，應能與上集前後呼應，渾成一
體，不單滿足觀眾期望，亦顯示創作
人的魄力和視野。

《飯戲攻心2》是一齣賀歲娛樂
電影，作為 「續集」 算是合格，但欠
缺上集的明確主旨和細膩情懷。

雖然仍是以陳氏家庭為核心角
色，但上集飾演大哥的男演員沒有參
與續集演出，致令編導陳詠燊明顯地
要重新構思劇本主旨，好讓缺失的角
色不會影響故事結構。由是，上集與
大哥邂逅的台灣女網紅成為了 「哎
吔」 大嫂，硬與陳氏另外兩兄弟及其
女友扯上關係，其實是較為牽強。上
集主要描述的兄弟情亦只能被另外兩
兄弟與女友的感情轇轕所取代，最終

成為男男女女的婚姻錯配鬧劇。
倘若作為一個獨立故事來看，

《飯2》仍然是配合節日氣氛和娛樂性
十足的作品。上集看似簡單的飯局場
面，在續集進化成三次結婚飲宴，分
別是虛擬商業推廣、三弟無疾而終的
婚禮和最後二哥化險為夷的晚宴。當
中穿插了傳統喜劇必然出現的錯摸情
節，例如三弟失掉結婚指環，以至二
哥誤會其女友懷孕。至下半部分，二
哥與女友結婚而設下豪門夜宴，卻因
為各樣危機而差點未能結賬，幸得六
叔角色突然協助解決困難，這也是編

劇純熟的處理故事結構筆法。
整體而言，《飯2》能令香港觀

眾看得窩心和雀躍。尤其是下半部分
以海洋公園為場景，再加上不少資深
綠葉演員參與演出，能為新春節日增
添一份溫馨暖意。





龍年，北京廟會重啟，廠甸亦在
其中。恰好今年在京過年，初三上午
趕了一次廠甸廟會。廠甸在和平門
外，古稱 「海王村」 。 「廠」 為琉璃
廠，因有琉璃窰而得名，窰前的空地
即為廠甸。自明代起，書肆雲集於
此。逛廠甸是舊時文人的時尚。廠甸
廟會向稱 「文市」 ，賣的是文人讀書
作文、消磨時間的物什。史載： 「所
售之物，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
為正宗，乃文人鑒賞之所也。惟至正
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 又
說， 「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

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
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
街。」

這番景象今日再難復現。當代文
化風尚、文人生活和收藏體系都與古
代大有不同，古董古籍藏於公共機構
或豪富之門，留給民間流通的鳳毛麟
角。今年廠甸廟會只有筆墨紙硯、藝
術品出售。中國書店雖開張，舊書極
少，乏善可淘。加之 「文市」 本色，
廠甸不設小吃攤，聞不到油煙撲鼻的
烤串味，也沒有焦甜的糖人糖畫，網
上風評不佳，一片勸退之聲。

不過，廠甸的人還是不少，大半
是中老年人，偶有帶孩子的年輕夫
婦。前者想來是懷舊，後者大概是讓
孩子受受傳統薰陶，雖這複製的 「傳
統」 與被複製者已相去頗遠，亦可略
見昔日風貌。而今日廟會的意義正在
於此。

在廠甸 「廟會Walk」 時，我見到
好幾夥老哥們老姐們相約來逛的，他
們以老年人的頻率慢走緩語，交換着
關於 「一代不如一代」 的最新例證，
廟會上的一切東西，幾束毛筆、一對
兔兒爺，甚至路人裝束，都成為他們

的話頭，一點點勾出縫進皺紋裏的時
光。孩子們可就活潑多了，指着牆上
的招貼畫，店裏的文創，刨根究底地
問着十萬個為什麼，或是央告大人買
相中的玩物。就這樣，廟會成為一個
獨特的大型社交場，在加固或建立起
人與人、今天與過去的聯繫中，證明
或獲得它的意義。

出嫁距離

《飯戲攻心2》

《山河旅探》

隨着北方旅遊爆火，豆腐腦的 「鹹
甜之爭」 再度被拱上熱搜。人類的味覺
永遠是最有趣的，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統一，也能在平平無奇的領域分歧，沒
有人能提前預料，當一份美味被端上桌
時，到底是好事一樁，抑或頭痛一場。

當然，在豆腐腦這個體系裏面，從
一開始稱呼的名字，就帶着不同的地域
意識。在北方，大多數地方一提 「豆腐
腦」 ，便都已心照不宣，但過了秦嶺，
可就要更名為 「豆花」 ，原來記憶中的
彪形大漢轉身變成小家碧玉，大概也從
這時起，就為之後的 「執念」 打下了基
礎。

除了叫法不同，豆腐腦之所以造成
了鹹甜口的爭議，最根本還在於原材料
的細微差別。要讓沸騰的豆漿變成一塊
塊有棱有角的豆腐，需要用到凝固劑，
發生聚沉現象後跟水分離。從撿豆子，
到磨漿、熬汁、點豆腐，真如很多行家
所說，別看只是道小吃，但做好的功夫
全在人看不見的地方。而這最後一道工
序，才是把味蕾分成南北兩邊的關鍵。
在北方，人們習慣用鹵水點豆腐，還有
俗語云 「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 ，
成品相對粗糙，口感上豆味濃烈。更適
合加入鹹口的醬料，比如用木耳、黃花
菜、葱、香菜等打好的澆頭，或者直接
讓肉沫上陣，豪放起來絕不含糊。拌勻
後配上一屜包子、幾根油條，哪怕單獨
當成主食，也不拖後腿。南方則用石
膏，成品含水量大大高於北方 「糙
漢」 ，豆味較淡，口感極度細膩光滑，
一勺下去宛如布丁，所謂 「豆花」 名不
虛傳。比起鹹口，這一款明顯更適合放
入甜味配料，當成飯後甜品。原始的吃
法習慣淋上紅糖漿，現在演變成桂花
糖、陳皮、蜜豆、芋圓等，彷彿一碗
「別有洞天」 ，每一口挖出來的，都是

甜到心坎裏的驚喜寶藏。

剛剛度過的二月十九日是十八世
紀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凱里尼誕
辰二百八十一周年紀念。本周應景地
推薦一張收錄其六首五重奏作品的合
集。由DECCA唱片公司於一九八一年
灌錄並發行，英國雙簧管演奏家莎拉
．弗朗西斯攜手英國阿萊格里弦樂四
重奏聯袂演繹。專輯封套選擇的是巴
洛克時期意大利著名畫家薩爾瓦托．
羅薩《有阿波羅和女先知庫邁的河畔
風景》局部。

薩爾瓦托．羅薩在西方美術史中
以融入風景背景的宏大戰爭場面，以
及與同時代中以擅長靜謐安寧的 「理

想化風景」 巨匠克勞德．洛蘭反其道
而行之的充滿野性破敗的戲劇性風景
而獨樹一幟。這幅《有阿波羅和女先
知庫邁的河畔風景》便是其經典創作
風格的絕佳案例。畫作取材於奧維德
《變形記》，呈現了多情的太陽神阿波
羅如何滿足女先知庫邁願望的一幕。

羅薩在畫作構圖上無疑借鑒了洛
蘭最經典的 「V形」 風景畫構圖，兩
側高聳的樹木和山石峭壁映襯出遠景
的藍天白雲及河畔遠山，河水則呈 「L
形」 居中劃過，為作品提供了適度的
空間縱深。從右側射入的夕陽不僅烘
托出金燦燦的背景，同樣透過山石的

光線還灑在前景兩位主
人公身上。在巴洛克藝
術中所強調的明暗對照
法和金色華麗的光線在
此作中一覽無餘。女先
知庫邁手捧一把塵土站
在阿波羅身前，祈願能
像這把數不清顆粒的細
沙一般青春永駐。坐在
樹樁上的太陽神右手抬起，似乎正在
幫她實現心中所願。羅薩通過戲劇性
的光影表現、巴洛克時期獨有的暗色
調氛圍，以及他那傳遞出不安和神秘
的破碎林間野趣，呈現了這一神話故

事背後淒美的轉折。受版式
所限，專輯封面僅保留了阿
波羅為女先知實現願望的局
部，兩側大部分風景則均被
裁切。

「碟中畫」 《六首博凱
里尼五重奏》／《有阿波羅
和女先知庫邁的河畔風景》





阿波羅與庫邁的交易

人參釀豬肚

熨帖豆花

終於恍悟：人說話時為什
麼面前需要擺放一杯茶。

今年， 「斷親」 的話題又
上熱搜。走親戚，原是過年必
不可少的重要節目。但而今，
不少親戚逐漸關係疏遠。與其
硬着頭皮強行客套，不如 「和
平分手」 ，彼此都感到輕鬆。
此謂之 「斷親」 。

筆者雖還未到如此地步，
然亦頗感苦楚。寒暄入座後，
聊什麼？聊家長裏短？各家平
日遠隔千里，生活圈子完全不
同，對 「長」 「短」 的感受也
沒了交集，接不上話。回憶陳
年往事？可是說了兩三句就知
道，這些話去年春節、前年春

節都已說過，好似打邊爐沒吃飽時，漏
勺在湯裏來來回回打撈好幾遍，實在只
剩無味渣滓了。偶有人對核廢水、烏克
蘭發表意見，但為避免後續場面爆炸，
也還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為好。

不過，不說話又不合適。彷彿旁邊
有一頭專門吞食語言和聲音的怪獸。你
要一旦停下來，不餵牠，牠就要啃你的
臉、舔你的眼、咬你的肉。尷尬的空氣
像就要凝固碎掉一樣。好在面前有杯
茶，於是一次次拿起、放下，不停啜
着，把零零碎碎的一塊塊一堆堆沉默，
濡濕了，勉勉強強拼接成了一整塊交
談。苦苦地熬時間，如熬一鍋中藥或
粥，至少要枯坐熬夠一個鐘，才好交
代。其實交代給誰呢？某種情緒？某種
人類進化或退化的習慣？

舌頭如同站在懸崖邊上，不敢稍有
疏忽。時間被生生地拉長，人也就被拉
得軟踏踏的了。也真多虧了一杯茶來不
時地潤一潤，才不至於枯萎。直到終於
夠鐘，相互依依不捨地大赦。

作家韓少功有個觀點，大意是，如
果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和互相
磨滅，就須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
的表達，這是良性交流的前提。而尬
聊，實則是有意的互相抵銷，所以也就
談不上什麼交流了。



我熱愛遊戲，也熱愛偵探小
說，所以當 「遊戲」 與 「偵探小
說」 兩者結合，再以水墨國風的形
式最終呈現時，我自然第一時間要
去嘗試一下這款《山河旅探》了。

八個小時之後，我打通了這款
遊戲。對於一個遊戲玩家而言，
《山河旅探》的遊戲方式借鑒了某
款日系破案遊戲的核心玩法；對於
一個偵探愛好者而言，《山河旅
探》的密室詭計致敬了一些知名推
理小說……但就如同麻將的玩法不
受保護，各遊戲公司都可以開發自
己的麻將遊戲一樣，遊戲的世界
「保護表達而不保護玩法」 ，所以
我覺得《山河旅探》是一次頗為出
彩的結合嘗試。與其說我玩的是一
個遊戲，不如說體驗了一本具有極
高互動性且頗具視聽藝術性的偵探
小說。

更令人激賞的是，遊戲將故事
背景設定在清末民初，六個章節的
案件看似互不關聯，但以 「中國近
代艱難坎坷的自強之路」 作為整個

遊戲的暗線，串聯起一個個閃光的
人物，有致力於思想解放和文學創
新的編輯，有為突破煉鋼技術外國
封鎖而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的工匠，
有硬靠錘子敲出近代第一艘國產火
輪船的官員，也有努力開發戒煙
藥，希望將鴉片夢魘驅出中華的留
學生。這些人物與案件的劇情緊密
相關，讓遊戲中的 「破案」 這一行
為在 「追求真相」 之上，多了一層
更高尚更輝煌的光芒。

對於許多玩家而言，遊戲的案
件是有趣的，但對於有一定偵探小
說閱讀量的玩家而言，很容易就能
看出案件曾經在某本書中看到過，
從而被 「過去的自己」 所劇透，樂
趣也就少了許多。致敬和學習，或
許都是成功之路起步的基石，希望
盡快玩到更具獨創性的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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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嗜辣，尤喜辛香食物，不
時相約去一川菜連鎖店，每區分店裝
潢與廚師手藝不一，自己最常踏足元
朗西菁街的店面。此店布置樸素，空
間較大。手機自助下單，指尖掃撥，
得平衡胃口與慾望。酸菜魚、水煮
牛，之前嘗過，鮮香麻燙，處理得
宜，適合只能應付小辣的朋友。再配
白飯寬粉，汁潤惹味，胃口大開。

再點酸菜魚，改試辣香鍋。香
鍋熱炒，乾爽不膩，加午餐肉，添鮮
腐竹，豬腸豬肚，都來一點，吃着才
知有一大鍋。豬腸沾料，炒烤皆好，
還有滷煮、乾煸等法，明代《七修類
稿》載炒豬腸法，說： 「曬乾荸薺為
末炒豬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
酒。」 荸薺即馬蹄，現在可直接購入
馬蹄粉。炒熟時再灒白酒，像現代去
膻腥的做法。

豬肚炆熬、煮湯皆宜，合用胡
椒、麻油，亦可用於食療。清代《醫
部全錄》輯錄古代醫方，見古時豬
肚，能治消渴症狀，詳見煮法： 「用
雄豬肚一枚，煮取汁，入少豉。渴則

飲之，肚亦可食，煮粥亦可。」 現在
要找生、熟豬肚不難，但要指明雄
性，必需費心思，到肉檔一找。豬肚
洗淨煮湯，入豉調味。渴時飲用，吃
肚、煮粥均可。豬肚粥仍見，處理費
神，多於家中自煮。

朝鮮古書《醫方類聚》，記載
中國古代醫方，同樣有以豬肚作食
療，專治 「脾胃氣弱，四肢無力」 ，
名 「釀豬肚方」 ，材料有豬肚、人
參、陳皮、豬脾、饙飯。豬脾即 「豬
橫脷」 ，饙飯是稍為用水煮過的米。
豬肚以外，材料切好，再處理如下：
「饙飯拌和諸藥，並脾等內於豬肚中
縫合。熟蒸取肚，以五味調和，任意
食之。」 飯與料混和，釀豬肚內縫
好，蒸熟調味，隨吃飯肉、藥料。若
不想縫釀，相同材料，用來煮粥，或
煮湯泡飯，均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