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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為你寫傳記

既有殘酷的職場奮鬥，也有瑣碎
家居生活的電視劇《凡人歌》近日在
內地熱播。劇中，那偉和沈琳夫妻兩
人作為北漂成功人士，在人生高端時
跌下，遭遇雙雙失業且再就業困難重
重。劇中有一個細節，那偉在生活窘
迫情況下將豪車賣給堂哥沈志成，沈
志成有意幫一把，給出了雙方都能接
受的不錯價格。

有意思的是，導演設計這個情節
時，一是讓價格有整有零，更貼近現
實生活；二是在開價時不是由演員說
出價格，而是讓出價人把價格數字打
在了便攜計算器上出示給對方看。熟

人之間做交易，有時要面子講情分，
抹不開臉面張口出價討價，通過這樣
的方式，另一方對於計算器上的數字
倘不滿意，可以接過計算器打上自己
的理想價位再談，這樣即使談不攏也
不傷和氣。

以前內地中西部一些地方，農民
到市集上買賣牲畜也不言語，而是通
過摸手 「捏指」 的交易方式進行：雙
方的手伸到同一個袖子裏，或者用帽
子遮擋，捏食指表示一，捏食指和中
指表示二，捏食指和中指加無名指表
示三……勾回食指表示九，中指壓住
食指表示十。如果數字重複，則在袖

筒裏晃動一下，例如捏住食指和中指
接着晃動一次就表示二十二。說起
來，有一套完整的 「暗中」 交易方
法。

這樣談價格比較隱蔽私密，除了
「買賣不成仁義在」 的考慮，還可以
避免有人哄抬物價爭搶生意，而且財
不露白，袖裏悄悄進行還免得歹人見
財起意。此外，也有說法認為一些牲
畜如牛羊能聽懂人話，所以在賣掉
牠們的時候，不想要牠們聽見難
受。

市場經濟下，現在很多年輕人
沒見過也已不懂袖手出價的方式。

前幾天，見一對年輕情侶買月餅，向
老闆詢價，老闆回覆 「不貴，一盒也
就兩斤豬肉的價」 。情侶撓了撓頭，
顯然是不下廚房不知時下一斤豬肉售
價幾錢。那位賣月餅的老闆也真是拐
彎抹角，既然現在都不袖手出價了，
為何還要再掩起一個 「兩斤豬肉」 的
「袖口」 為難人呢。

從網上新聞得悉，美國資深演員
詹士厄爾鍾斯於九月九日不幸離世，
享年九十三歲。或許好些觀眾對詹士
不太熟悉，若說起荷里活電影《星球
大戰》的角色黑武士，資深電影迷便
會勾起記憶。詹士就是黑武士的配音
演員，也曾為賣座動畫《獅子王》的
角色木法沙配音。詹士的聲音，應曾
在不少觀眾腦海留下深刻印象。我看
到新聞報道的回顧片段，詹士也是一
位舞台劇演員，其中一個新聞片段展
現詹士和另一位年長女演員在舞台上
佯裝坐車，詹士拿着駕駛盤扮演司

機，我估計那是百老匯戲劇《山水喜
相逢》（Driving Miss Daisy），講
述一位白人老婦與她的黑人司機之間
的友情故事。該劇對演員的演技要求
甚高，看來詹士亦是一位優秀演員。

黑武士在《星球大戰》裏面是一
個反派角色，正如外形一樣，黑暗而
深沉。演員戴着黑色頭盔而不見臉
容，除了打鬥動作之外，身體並沒有
太多動靜，故此其聲音便是塑造角色
個性的主要工具。詹士以其聲線創造
了黑武士，成為《星》電影其中一個
重要符號。黑武士的角色其後發展更

多的延續故事，詹士的配音效果功不
可沒。

我們通常會形容某位演員具有
「磁性聲線」 ，即是其聲音質感豐
厚，尤其是低音沉實，能夠傳達感性
語音。聲線確實是天賦本錢，但是後
天的訓練亦可以改善及加強語言能
力，尤其是對於演員，聲線訓練是極
重要的演技基礎。大部分戲劇訓練課
程，聲音投射（Voice Projection）
必然是基礎入門。演員發聲可用胸腹
或丹田，只要感到適合自己的呼吸節
奏便可。發聲吐字應運用整個口腔，

就像結他或胡琴的共鳴箱原理，聲量
便能夠向前傳送。最重要是不能用喉
嚨大叫出來，這樣會容易損害聲帶。
現在我們常說的 「話劇」 ，演員主要
以話語傳達故事訊息，故此優秀演員
必然具備高水平的唸白能力，觀眾便
可聽到悅耳鏗鏘的台詞。





這幾年，素人寫作發展很快。普
通人記錄的身邊故事，真實樸實，清
新可讀。不過，既然是 「寫作」 就須
有文學功底，還需要創作時間。否
則，縱有絕佳的故事，也難變成可讀
的文本。對於更多的普通人而言，人
生是用來過的，而不是用來寫的。但
若有了AI助力，就不一樣了。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創意：用手機
隨時拍下自己生活的場景，整理之
後，把照片視頻 「餵」 給AI助手，再
給它一些提示，它便能把你經歷的場
景轉化為文字。這些文字積攢連貫起

來，就成了一部個人傳記。也就是
說，在AI這個作者筆下，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留下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幾十年歲月，不論借誰的軀體度
過，記錄下來都不啻於一本大書。日
記是個性化的史書，可補正史之不
足。清末山西有位鄉紳叫劉大鵬，從
一八九一年開始寫日記，連續記錄了
半個世紀，整理出版為《退想齋日
記》，讓後人通過傳統社會讀書人的
日常看到了鄉土社會在近代的衰敗與
轉變。國民政府普通官員陳克文的日
記展示了民國官場百態。史學家鄭天

挺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則豐富
了我們對這所奇跡般的大學的認識。

或許有人會說，我的人生過於普
通，不值得留給後人。實際上，沒有
兩種人生完全一樣，沒有一種人生可
以複製。寫一本自己的傳記，不一定
要有補史的宏圖，不一定要給別人
看，自己做自己的讀者，也不失為一
樁美事。長期寫日記的人大概都有體
會，翻讀自己早年的日記，得到的收
穫並不比閱讀名家名作少。這就像在
熟悉的道路上散步，所得之趣並不亞
於在陌生的風景裏旅遊。與日記相

比，AI結合場景圖像記錄的生活，或
許更細緻更豐富。不過，作為非虛構
的創作，傳記亦有其義理辭章。經受
大量傳記文本訓練的AI助手已然問
世，但如何根據傳主獨一無二的人
生，寫出真性情，還是傳記AI面臨解
決的課題。

袖手出價

黑武士聲音不再

雲宮迅音

秋風起時，菱角已熟。要說中秋最
「仙」 的那一口，首推這隻小 「元寶」 。

作為北方人，真的實打實羨慕南方朋
友有這等口福。就算社會再發展、物流體
系再先進，食材的絕妙，很多時候都在於
那股分秒必爭的勢頭，所以就地取材、不
時不食才成為金科玉律。哪怕八百里快馬
加急，也跟身臨其境的水靈靈、脆生生，
差出了一個毫釐。

江南的水都有靈氣，作為 「水八仙」
之一，菱角還不乏一些傲骨。當年蘇東坡
的 「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
時留」 在耳邊陣陣回響，大文豪起心動
念，遙盼餘生自由；而那一捧捧菱角也活
得通透，管它誰來近身採收，都不肯輕易
露頭。採菱人要划着小船或澡盆，直到滿
湖的菱角中央，翻翻轉轉，把植株提起，
才能見到真容。水面上滿滿浮着的葉片，
看起來飄搖不定，其實早有主意，不然也
不會把花開在水上，花落後梗垂到水中結
成果，又名 「水中落花生」 ，還真是貼合
意境。

不是所有的菱角都適合生吃，角有四
個有兩個，顏色也有紅有黑。我只嘗過一
次紅菱，嚼起來微甜，回味稍澀，大概還
是晚了一步。煮熟的可就不一樣，軟糯可
口，帶着一半情深意切的板栗香，而另外
一半，則是水邊橋頭的清透。最常見的是
店裏清炒，加上蓮子跟藕，剛好湊成 「荷
塘三寶」 。快炒的菱角不像煮好的那樣柔
軟，還帶着絲絲爽脆，每一樣食材都蓄勢
待發，於口中衝破沉悶，打開一片新天
地。至今猶記得藕片、蓮子，跟眉清目秀
的菱角疊在一起，簡直是這個季節最讓人
難以忘懷的味覺高地。忽而覺得是仙子下
凡，把庸常的黏膩與俗氣都幫你清掃乾
淨；忽而又覺得有清風托起，帶你奔赴天
涯海角，終於能放肆舒展，贏回少時的那
點傲氣。

又至一年中秋佳節。無論是在西
方古典音樂還是經典名畫中，取材月
色的作品均層出不窮。本周應中秋節
「花好月圓人團圓」 的景，分享一張
和月色有關的唱片。專輯是飛利浦唱
片公司於一九八一年灌錄並發行的西
班牙版貝多芬奏鳴曲選輯。收錄了
「樂聖」 經典的《第八號 「悲愴」 奏
鳴曲》、《第二十三號 「熱情」 奏鳴
曲》和《第十四號 「月光」 奏鳴
曲》，由二十世紀智利鋼琴巨匠克勞
迪奧．阿勞獨奏演繹。唱片封套同樣
挑選了一幅關於月光的名作，出自十
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卡斯帕

．大衛．弗雷德里希之
手的《賞月的男女》局
部。

畫作描繪了一對男
女在德國茂密的黑森林
中賞月的一幕。兩人站
在一個視野相對寬闊的
山坡上，女子的右手搭
在盛裝出行的男子肩
頭，親昵地遠眺一輪明月。一棵巨大
的枯萎橡樹在他們身旁斜插入右上
角，和二人所站的山坡形成一個V形
構圖。在斜倚的橡樹旁還有一塊巨
石，背後右側遠景則是朦朧的黑森

林。事實上，整幅畫面營
造出來的氛圍幾乎和浪漫
無關，枯木、岩石、淡淡
的月色和如爪狀的樹根，
給人一種神秘莫測且毛骨
悚然的觀感體驗。若仔細
端詳，圓月似乎還是月偏
食，只有薄薄一輪明月露
出光芒，更增加了黑森林

中賞月的驚悚感。畫家選擇了從後方
描繪二人賞月的視角，試圖將觀者帶
入這一情境當中。弗雷德里希共創作
了相同構圖的三個版本，畫中的主人
公既有一雙男女，也有兩位男士，姿

勢則都是搭肩望月。本張封面選擇的
是繪於一八二四年的第二版。雖然相
較於貝多芬 「月光」 奏鳴曲的浪漫唯
美，弗雷德里希的 「荒寒」 畫風顯得
有些格格不入。但今年恰逢此作完成
兩百周年，在中秋佳節分享也不失於
是一種紀念。

「碟中畫」 《貝多芬奏鳴曲選
輯》／《賞月的男女》





林中月光曲

芝麻玉涼糕

最仙是菱角

年年中秋節，月餅都是新聞
主角。今年同樣如是。但想不到
的是，香港竟然無辜 「躺槍」 。
一款名叫 「香港美誠」 的月餅品
牌，經歷了冰火兩重天。先是由
多家頭部電商主播集中帶貨，銷
售額飆升；而後被曝出除了商標
是在香港註冊外，與香港幾乎沒
有任何關係，銷售額一落千丈。

僅從名稱來看，該月餅就未
免有 「碰瓷」 、 「山寨」 之嫌。
面對大眾質疑，生產商振振有
詞： 「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香港
品牌不能在內地生產。」 如此的
回答，是不難想到的。網民並不
意外，也並不買賬。可以說，生
產商當初在香港註冊商標時，就
已預備了遲早需要這樣來應付。

一個不在香港生產、在香港
沒有門店、港人聞所未聞的月
餅，竟以 「香港品牌」 為噱頭，
在內地吆喝叫賣。要說沒有投機

取巧、 「割韭菜」 之心，恐怕沒人相信。
多年來，香港品牌，意味着過硬的品

控、完善的管理、精美的設計，這是贏得
內地消費者信賴的原因所在。固然，很多
港企都將生產基地放在內地，在經濟全球
化的時代，這是很正常的做法，然而都離
不開香港在研發、設計、營銷、管理等各
方面的支撐，並且這些產品在香港本地也
都擁有相當的美譽度。

那些 「掛羊頭賣狗肉」 的公司則不
然，全套人馬都是內地土生土長，只特意
在香港註冊個商標來做招攬。一些外地酒
廠在貴州茅台鎮註冊間空殼公司就打出
「茅台」 旗號，或是某些傢具廠在意大利

註冊個商標然後標榜國際品牌，實則都是
同一伎倆。

如此魚目混珠，在商業道德上令人不
齒，從法律上說，刻意放大 「香港品
牌」 ，甚至標榜是 「傳統品牌」 ，而隱瞞
全部產銷都在內地的真實情況，已對消費
者造成誤導，涉嫌虛假宣傳。誠信是商業
之本，既不 「誠」 ，也不 「美」 ，是走不
遠的。



《黑神話：悟空》在全球範
圍內爆紅，不僅遊戲區好評如潮，
遊戲的背景音樂也同樣讓無數外國
友人如痴如醉。一位三十四萬粉絲
的YouTube音樂博主，八月上傳
了一條九分鐘視頻來分享他對於
《雲宮迅音》的評價，三周時間視
頻已經累積了超過三十二萬次播
放，各路網友也留下了近一千五百
條評論，絕大部分評論都是英文，
在這裏選一下翻譯過來與大家分
享：

「這首曲子可能是亞洲人最
熟悉的旋律了，就如同《星球大
戰》的主題曲對西方人而言。」

「八十年代，你可以在新加
坡每一部電視機裏聽到這首曲子。
想起當年的自己衝回家看《西遊
記》的場景，五十多歲的我老淚橫
流。」

「作為一個越南人，我小時
候每個夏天都聽到這首曲子！當我
在遊戲預告片裏再次聽到它的時

候，我立刻就預購了這款遊戲。感
謝遊戲公司，把我帶回到童年的記
憶中……」

「音樂一起，我就哭了！四
十年前，《西遊記》出現在亞洲每
一戶人家的電視上。路邊任何一根
長棍子，都會成為我的金箍棒！」

「我奶奶生於一九四○年
代，每個夏天當電視劇重播的時
候，她都會跟着哼主題曲。現在她
已經離開了，這首曲子讓我哭了，
這是我的童年，有我奶奶的童年。
恭喜中國，他們做出了第一個3A
遊戲大作！」

「西方人：很棒的音樂；亞
洲人：懷舊之情撲面而來。」

一個遊戲、一段旋律、一段
記憶……

如
此

﹁
香
港
品
牌
﹂

文藝中年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飯後覓甜食，走到油麻地。甜
品店外，朋友等位，自己獨往糕點
小店。門外展櫃，放滿糕點，極易
辨認。糕點隔夜，口感不佳，晚上
顧客不多，不像早午排隊。自己買
回去，跟朋友分享，砵仔糕軟糯，
椰汁千層糕微甜，多吃不覺滯。另
購芝麻卷切件，糕軟醬香，不黏不
糊，實不多見。

芝麻配糕，形式不一。清代
《隨園食單》有言 「沙糕」 ，做法
如下： 「糯粉蒸糕，中夾芝麻、糖
屑。」 「沙」 字表達餡料的碎屑口
感，與 「沙壅」 （又名沙翁）的叫
法同理。做法相類的，另見 「玉涼
糕」 ，清代《節序同風錄》談到：
「蒸糯屑為軟糕，敷白糖、芝麻屑
於上，切塊冷食。」 糕粉、配料相
同。不同之處是，一款料夾於內，
一款料鋪於外，外加 「玉涼糕」 表
明 「冷食」 ，吃法與名稱相配。
「沙糕」 只言口感，冷熱非重點。

糯米糕，現有包芝麻、花生、

豆沙等餡，冷熱皆可，傳承古俗。
同樣材料，還可製 「雪花糕」 ，清
代《清稗類鈔》談到： 「以蒸糯飯
搗爛，加芝麻屑與糖為餡，打成一
餅，再切方塊。」 米料混和成餅，
食法與外加的不同。 「雪花糕」 現
代有製，或加椰汁、牛奶，另添芒
果、抹茶，迎合各人口味。

芝麻香脆，同樣適配餅食，清
代《養小錄》提到 「薄脆餅」 一
項，實際就是唐餅店、麵包舖偶見
的 「芝麻薄脆」 ，食譜載： 「蒸面
每斤入糖四兩、油五兩，加水和，
捍開半指厚，取圓粘芝麻入爐。」
「面 」 即是 「麵 」 ， 「捍 」 通
「擀」 字，麵團搓好擀開成圓餅，
外黏芝麻烘烤。現代 「芝麻薄脆」
或混用黑白芝麻，配色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