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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港大

龍年大年初一，為北京衛視春晚
熒幕上一扇扇青綠色的高大屏風所驚
艷，內地人氣明星肖戰驚喜亮相，在
青綠屏扇之下深情獻唱一曲《如
願》，人帥歌好景美，給人留下深刻
印象。

肖戰歌曲《如願》的拍攝，取景
地為杭州國家版本館，MV鏡頭最多
的一扇扇青瓷屏扇，由七萬多片純手
工燒製的青瓷片所組成，遠觀青綠，
近觸溫潤，來自浙江龍泉窰出品。再
加上白衣飄飄、長身玉立的肖戰及其
清亮的歌聲，將 「山河無恙、煙火尋

常」 的家國情懷娓娓道來，人景歌合
一，很好地詮釋溫潤如玉。

杭州國家版本館，又名文潤閣，
坐落在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良
渚，總建築面積達十點三一萬平方
米，是中國國家版本館異地災備區、
江南特色版本庫及華東地區版本資源
集聚中心。整個建築群依山而建，隨
山就勢，以宋韻江南園林為特色風
格，構思精巧，疏密有致。主創設計
師，是首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中
國建築師王澍，他的建築向以樸素材
料與反映中國文化見長。

進入杭州國家版本館，映入眼簾
的是以龍泉青瓷拼成的一扇扇高十餘
米的屏扇，由 「梅子青」 為基準色的
四種顏色瓷片所組成，每扇門既可以
呈摺扇式，也可以排成一面平鋪的屏
風。關閉時簡約靜心；打開時律動迷
人。借助青瓷的釉色和層次，屏扇門
從建築變為景觀，人在景中，景在畫
中，宋韻之雅和掩映之美，韻味悠
長。

杭州國家版本館自二○二二年七
月正式開館以來，迅即成為杭州文化
新地標，加上在此拍攝《如願》的

「肖戰效應」 ，令該館春節期間每天
限額三千人次的預約，一票難求。肖
戰《如願》及其相關內容登上熱搜，
全網點擊量超過兩億人次，網友們不
光在網上點讚熱評，更坐言起行前往
取景地參觀打卡。截至二月十五日，
自杭州國家版本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
以來，參觀人數累計已超過八十萬。

立春後的天氣實在令人難以捉
摸，每天是冷是暖，比少女心事更難
猜透。一時潮濕溫暖，一時又冷鋒來
襲，乍暖還寒之間，最易生病，無論
有多強抵抗力，病菌也防不勝防。

身邊許多人春節長假期後相繼
「失守」 ，紛紛被病魔擊倒。社交平

台不難見到朋友展示所服的流感藥物
照片，不同顏色的消炎藥、傷風藥、
咳藥水和抗生素等一大堆，叫人看圖
已覺口苦難受，不是味兒。

媽媽近日也病了，雖然她外出都
小心翼翼並戴上口罩，家裏環境也時

刻保持清潔衞生，但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和到食肆用膳，仍難免有被感冒患
者傳染的機會。幸好她沒發燒，但疲
倦乏力與咳嗽傷風的症狀已教家人大
為緊張。長者生病，許多時候也怕打
擾子女，因此會刻意隱瞞病情或強裝
沒事，這樣反而令晚輩更為憂心。媽
媽當然也有同樣的心態，她自行看了
醫生，但服藥後不見好轉，所以家人
都認為要帶她找別的醫生跟進病情，
不容拖延。

看病那天，媽媽樣子疲累、步伐
沉重，令人心痛，我當然想求醫後盡

快讓她回家休息。然而到達診所，只
見一室倦容滿臉的病人，護士更告訴
我們輪候時間最少要三小時，一時之
間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護士立刻
查閱醫療集團聯網內其他診所的登記
數字，建議我們轉到附近等候時間較
短的診所求醫。

我們轉身就離開，乘的士趕去目
的地。老人家身體不適還要舟車勞
頓，固然辛苦，我也害怕要擠在人擠
人的狹窄診所中，令她更難受。幸運
地另一間診所不但等候人數較少，環
境也寬敞舒適，而且地點鄰近父母的

家，令我放心了許多。縱然那天只有
一位醫生當值，由登記至取藥，前後
也要九十分鐘，但相比經濟和時間條
件不容許到私營診所求診的市民，我
們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又遇到細心
的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且在合理的時
間內獲得診治，已值得感恩。





春節假期，大批內地客再現香
港，政府和媒體都在盤點龍年香港旅
遊業新特點，近二千個內地旅遊團，
酒店入住率超八成，展現了疫情過後
少有的盛事局面。

在梳理內地客赴港集中地時，發
現內地客已經不單純地去買買買，而
是解鎖了赴港新玩法，熱衷於
CityWalk，打卡他們心目中的最具香
港特色的地方，尤以攜子 「大學打卡
遊」 受歡迎。

香港排名第一、亞洲排名第二的
香港大學是很多內地人望子成龍的夢

想之地。不同於內地清華和北大等大
學需要預約參觀，香港大學對於參觀
者持開放態度，來者不拒。春節假
期，內地遊客蜂擁而至，遊客數量甚
至超過學校能承受的範圍。在一些社
交平台上可以看到，香港大學校內滿
滿都是前來參觀的遊客，很多都攜帶
小朋友，核心目的是讓孩子提前感受
港大學術氛圍和校園環境，希望未來
有一天能夠拿到港大 「入場券」 。

我在深圳的一個朋友春節帶孩子
蹭了一波港大打卡熱度，她說排了很
久的隊才能進入校園，想和 「香港大

學」 的招牌合照更是難上加難。香港
大學港鐵站已經被擠爆。

有人在小紅書上發了香港大學參
觀攻略，還有旅行社做起了香港大學
一日遊生意。遊客們根據攻略到港大
標誌性景點打卡。經典打卡地港大紅
牆前超多人去拍照，為了防止踐踏草
坪，被圍起了警戒線，人們紛紛在旁
邊拍照。紅牆旁邊順着樓梯向上能看
到港大校友牆，也有很多人去打卡；
邵逸夫樓和莊月明樓之間，花園中央
有一個荷花池，池上有一尊孫中山塑
像，也是人群聚集地；港大本部大樓

是校內最古老的建築，復古風格的走
廊，粉色鐘樓，四角塔樓，被很多人
拍出大片的感覺，並發到朋友圈。

港大已經開學，學生正在學校上
課，有呼聲提醒，遊客要文明參觀，
不要打擾學生上課，影響學校正常秩
序。

又見青綠

乍暖還寒

迎春新裝賀龍年

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女生，對 「糯
嘰嘰」 的食物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以
至於這三個字已經變成了社交網絡上的
流量密碼，凡想要打破現有瓶頸，實現
「突圍」 「破圈」 等訴求，照着這方向

來，也就成功了一半。
作為第一批 「粉墨登場」 的人氣選

手，元宵抑或是湯圓，永遠是這個類別
裏炙手可熱的存在。我想，每年正月十
五這天，大概就是古人的 「季節限定」
吧。在一切純手工的年代裏，一顆顆搓
出來的元宵帶着生活的溫熱氣息，從你
的臉龐、嘴角撫過，熱騰騰的湯中，一
勺挖起一個 「圓寶石」 ，一口咬出一股
躍動的活力。幾千年前，在舉頭仰望星
空和低頭吟詩作畫之間，也有從廚邊灶
頭飄出的巧思，讓人被糯嘰嘰的快樂星
球所俘獲。

到如今，只要年還沒過完，南方的
年糕就不會散，能一直吃到正月過去。
哪怕很少有人親手做糕，也保留了養年
糕的習慣，水盆中現吃現撈，怎麼是尋
常食材能比的？特別是新米上市時，那
一口惹味最鮮。年糕的形狀變化無窮，
長的、短的、切片的，野心勃勃的粳米
在泡磨搗揉之後，統統有了嶄新面貌。
又數嬌憨的年糕糰子最討喜，做法很
多，唯烤着吃最試煉真金，小枕頭一個
個膨脹、變大，最後在爆破的臨界點上
放到嘴裏，香脆、軟糯，好吃到不可思
議。

再轉頭看看老北京的彈糯，一隻
「驢打滾」 撐起半邊天。從大排長龍的

牛街白記，到送禮自食兩不誤的稻香
村，有驢打滾出現的地方，就有口腹寬
慰的聲音。北方人實惠、量大，弱不禁
風的年糕皮裏，夾着厚厚的豆沙，慷慨
得突兀。細膩的黃豆粉永遠是靈魂的最
後一站治癒，綿密、濕潤，一大塊軟趴
趴躺在袋子中，看起來是沒骨氣的，吃
起來，卻是極其豪邁放肆的。





品形字

暮色中的布袋澳

彈糯限定

比雪更讓人興奮的，是春
雪。

已是正月十一，京城傍晚
紛紛揚揚下起大雪。冬天的
雪，伴隨着陰沉彤雲和凜冽寒
風，霸道十足，壓得人抬不起
頭來。春雪則不同，大概是覺
得自己來得唐突，有意要討好
人間，所以雪片雖然很大，卻
是又輕又軟，如同無數飛舞的
小白蝴蝶，要學七夕的喜鵲，
將人抬起來似的。

雪是激發人的創作慾望的。古人是
吟詩、作畫，現代人沒那麼風雅，都是
拍照、發朋友圈。當然，這是大人。最
高興的自然是孩子，他們可不滿足靜態
的捕捉。幾個小童在街心小公園裏打雪
仗，手忙腳亂地將冬青叢上的雪捏成
團，相互向身上扔，忙裏偷閒，還抓一
把雪直接塞進嘴裏。

驀然觸動心緒，自己最後一次吃雪
是什麼時候呢？完全不記得了，但差不
多也是三十年前了吧。除了冰冰涼，雪
並沒有什麼味道，但那份晶瑩潔白，卻
有着獨特非凡的魔力。

作家從維熙在自傳體小說《裸雪》
裏感懷童年： 「看見下雪，我喉結常常
蠕動，因為棉花糖含在嘴裏就化，只是
它沒有雪花的涼，雪花又沒有棉花糖的
甜。要是這漫天飛落的白絮，都是棉花
糖多好，它一定又涼又甜，人吃下這種
雪糖，會像掉在冬天的蜜罐裏一樣。」
那種喉結的蠕動，就是率真童年的條件
反射吧。

或者可以說，吃雪，是兒童的天
性。沒有孩子會抗拒嘗嘗新雪滋味的衝
動。當一個人不再想去吃雪的時候，那
麼他的童年也就結束了。

至於為什麼不再吃雪了呢？因為我
們學會了講究衞生健康？是所謂的成年
人的成熟與斯文？還是忙碌的奔波，剝
掉了吃雪的年頭和樂趣？讓那份快樂，
在不知不覺間無聲無息地遠去了。我抓
起一把雪，在手心慢慢化掉，終究還是
沒放進嘴裏。畢竟，這已然刻意得近乎
做作了。



農曆新年除了是節日，也是
一個充滿商機的特別時刻，尤其
今年是龍年，龍馬精神、龍飛鳳
舞、龍鳳呈祥……都是屬於龍的
吉祥語，很多商品都順應這金龍
報喜的日子，推出不同種類的應
節物品，各大商場都充滿節日氣
氛。

新年商品，大部分都會隨着
每年的不同生肖作出配合，龍是
古代帝王的象徵，龍的製品自然
會有一種華麗的感覺，好像快時
尚品牌今個冬日服裝，有很多就
用龍來裝飾，以毛衣為例，白色
底以黑色配金色龍造型，應景的
賀年衣着還有龍形的短身外套，
黑色底有白色小龍模樣；一件啡
色有金黃色龍圖案的外套很美，
配淺藍色牛仔褲很別緻，而紅色
小龍和粉紅色龍仔的V領短外套
則具有時尚氣息，適合拜年穿
着。特別為龍年設計的款式還有
適合年輕人的衞衣，是屬於運動
服類型。

服裝是日常用品，而同樣是

日用品配飾的手錶，某名牌子今
年龍形設計很有特色，兩面設計
的手錶，一面有生動的龍身造
型，黑色光影變化展現出品牌特
殊的工藝製作；另一名牌限量飾
品手錶，紅色龍形圖案配紅色錶
帶，有鑽飾搭配。兩款手錶都是
奢華之餘，亦具有藝術感。

金飾一向也是在新年最受歡
迎的飾品，因為可自用亦可作為
送贈的禮品，今年生肖是龍，所
以金飾造型都以龍為主，有精品
手鏈、耳環、足金吊墜、項鏈等
不同類型，不過最可愛的設計還
是小龍仔造型。

作為賀年禮品，還有茶葉品
牌也推出 「龍躍新春茗茶」 ，翠
綠色的茶罐上有紅色金龍設計，
充滿吉祥意念，也是理想的迎春
接福賀年禮品。

吃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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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內地朋友來港少不了吃吃喝
喝，海鮮是不可少的，躲開了城市的喧
鬧來到清水灣半島的布袋澳。布袋澳的
海鮮一直是香港吃海鮮隱世般的存
在，一晃已經幾年沒有光顧了，今次
是傍晚過來，夕陽下的漁村顯得格外
的幽靜。

布袋澳三面環山，出海口很狹
窄，地形仿如一個布袋而得名。附近有
香港最古老的天后廟，每年都有不少信
眾慕名來參拜。布袋澳離市區雖然不
遠，但通到村口的車只有一條小巴線，
班次也不頻密，來這裏吃海鮮的人相比
西貢碼頭、鯉魚門等熱門地方人就顯得
很少，人少酒家也少，和多年前一樣，
還是只有兩家海鮮酒家。這裏居民多是
客家人，被稱為蜑家人，沿海而建的棚
屋可以看得出這裏的居民以海維生，不
遠處的海面上有漁排養殖星羅棋布。香
港開埠早期，香港蜑家人居住在漁船
上，停泊在避風塘，布袋澳的自然條件
保存了簡樸的漁村風貌和生活方式延續
至今。

以前幾次來布袋澳多是因為行
山，這裏的山路不陡易行，山海相連，

風景旖旎。遠眺山下是清水灣高爾夫球
場，翠綠色的草地美麗如畫。在布袋澳
村口有售賣生曬海鮮、年糕，看到一筐
高爾夫球在售賣，因為球場臨海，球經
常被打到海裏，變成了漁民的 「漁
獲」 。這裏除了海鮮有名外，值得品嘗
的還有柴火石磨年糕，傳統的石磨磨出
來的米漿更為幼滑，米糕更有彈性，柴
火慢蒸有煙韌的口感。墨魚刺身也很值
得一試，純白色的墨魚切成薄片，晶瑩
剔透，蘸上餐廳特製的豉油，一口下去
食慾頓生，行山的疲憊一掃而空。筷子
的包裝很有特點，正面是龍鳳呈祥的圖
案，背面是如何使用筷子的英文說明，
這裏也吸引外國人常常光顧。

夜幕漸濃，我們沿着山路漫步走
出布袋澳，回望遠處燈火闌珊的布袋
澳，更有一種隱世秘境的感覺，那時那
刻看海聽風，任時光悠然而逝。

今年的春晚出現了一個祝賀語
「龍行龘龘」 ，掀起了使用品形字
的熱潮，如 「財運淼淼」 ， 「創新
鱻鱻」 等等。

「龘」 音 「沓」 ，龍飛行的樣
子。

「淼」 音 「渺」 ，大水。
「鱻」 音 「鮮」 ，味道鮮美。
語文學家認為故意找尋這些冷

僻的字來使用，並不值得鼓勵。因
為認識的人少，不利傳情達意。

品字形的字有幾類，一類是常
用字，大家使用慣了，忘記了它們

有這樣的特點，如品、晶、森、
蟲、轟。

一類是異體字，它們另有常用
字存在，其實無使用的必要，如
「犇」 用 「奔」 即可， 「麤」 用
「粗」 即可， 「鱻」 用 「鮮」 即
可， 「掱」 用 「扒」 即可， 「垚」
用 「堯」 即可。

因為今年是龍年，主事者才找
出這個 「龘」 字來做文章，到了牛
年可能輪到 「犇」 字出風頭了。

有人喜歡用生字僻典來顯示自
己的 「學問」 ，其實是一種幼稚心

理，到字典上去揀選有什麼難處？
近年有人用冷僻字為兒女取名，結
果被人誤讀。有時連報紙也打不
出，出現留白現象，對自己絕無好
處。

希望這 「龘」 的現象很快過
去。

一個愚蠢的人總是能找到一
個更愚蠢的人來崇拜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