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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柿花生

承上期，讓我介紹第五種，也是
最後一種馮內果提出的故事結構：
「好消息／壞消息」 （Good News/

Bad News）。據說，馮內果特別喜
歡以這結構來完結他寫作課的最後一
堂。他認為，這是最有趣的結構，也
是最能反映現實生活的結構。

在 「好消息／壞消息」 結構中，
主角無法確定眼前發生的事件到底是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他的旅程往往
從 「G-I」 軸（請參考上一期）的中
點以下開始，意味着生活不總是喜
樂，更多時候則是充滿挑戰。

接下來，主角在故事中不斷面對

選擇，並作出決定，但他無法預知這
些選擇的後續，甚至到了故事結尾，
仍然不知道這些決定究竟是對，還是
錯。

最經典的 「好消息／壞消息」 結
構，可算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
特》。哈姆雷特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
所獲得的信息是好還是壞，亦無法確
定任何決定是否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
結果。

故事開始，哈姆雷特和灰姑娘一
樣，起點遠遠低於 「G-I」 軸的中
點。他被召回家鄉，得知父王去世，
而他的母親則改嫁給了他的叔叔。後

來，父親的鬼魂告訴哈姆雷特，叔叔
為了奪取王位而謀殺了他。但，哈姆
雷特無法證明這一點。

於是，哈姆雷特安排了一齣重現
謀殺過程的戲劇，企圖觀察叔叔的反
應來確定其罪行。但再一次，他得不
到預期的效果，而是更加困惑，他憤
怒地前往母親的房間，卻錯手殺死了
愛人的父親。

總之，一個又一個的選擇、行
動，以及不可預期的結果，導致下一
個不能判斷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的
事件，直到最後，哈姆雷特復仇成
功，卻依然不確定自己所做的一連串

決定是否真正改變了什麼。
「不確定」 是 「好消息／壞消

息」 型故事的精髓，主角不確定自己
的遭遇是好是壞，讀者也不確定故事
下一步的走向，而面對馮內果提出如
此的故事結構，我不確定的是：這沒
有結構的結構，是否也算是一種結構
呢？

假日到西九文化區M+文化博物
館打發時間，本來只想四處逛逛，卻
有意料之外的收穫。得知館內正免費
播放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及其作品 「美
秀美術館」 的紀錄片，二話不說趕往
影院，看看一代天才的故事。

免費影院其實是數十行台階，上
鋪了米白色座墊。由於樓底很高，配
合自然採光，就予人舒適輕鬆的感
覺。階梯座位前的牆壁，上半部分用
來作電影屏幕，下半部分則是一列落
地玻璃，窗外景觀是流動的維港、蔚
藍的天空，加上海傍的遊人，已是一

幅天然的醉人名畫，教人神往。
數分鐘後，貝聿銘的影像及訪問

紀錄現於眼前。一九九七年小山美秀
子創立位於日本滋賀的美術館，找來
貝聿銘聯同紀萌館設計室建造。由於
地點位處深山，計劃開展後隨即要面
對許多棘手的事情，如建築物外形一
定要配合附近山巒的地勢，人為的興
建要與大自然融合；景觀布置需種植
不少草木花卉，為趕及展館的落成日
期，必須與季節的交替爭分奪秒；其
中一個工序涉及移植古樹，在運送方
面又要慎重部署，不容有失；就連室

內每個場館，甚至每道牆壁也要按每
件藝術品的展出需要而設計。然而，
不畏險阻的貝聿銘穿着皮鞋西服率領
一眾工程師來往各個地盤勘察和討
論，即使他已不再年輕，但仍神采飛
揚，煥發睿智的光芒，教人敬服。

印象最深刻的，是貝聿銘與小山
美秀子的一席話。他倆暢談藝術，強
調作品好壞沒絕對標準，也跟市場價
值、表現形式、作者身份無關；喜歡
與否，全視乎個人感覺。那刻， 「感
覺」 二字給我很大啟發，看到建築工
程雖講求精準計算，但大師仍重視抽

象的感覺，視野、胸襟和識見，絕非
凡人可比。

美秀美術館又稱 「現代桃花
源」 ，典故當然出自我國文學家陶淵
明的《桃花源記》。無疑世上難尋虛
構的烏托邦，但智者的話卻提醒了
我，只要好好感受，定能從身邊的人
事物看到動人的真善美。





入秋之後，柿子出現在水果攤
上。柿子不僅是秋季水果界的貴賓，
還是討彩頭的嘉果。 「柿」 和 「事」
同音，色澤又紅艷，擺上一盤柿子，
寓意萬事如意、紅紅火火。把月餅等
糕點做成柿子和花生形狀，擺在一
起，諧音 「好事發生」 。有一次，我
去某政府部門辦事，見院子裏種的不
是北方常見的楊榆松柏，而是柿子和
山楂，時值深秋，兩種果樹都掛滿了
果實，紅彤彤甚是好看。引路的工作
人員告訴我，山楂和柿子寓意政府工
作要 「扎扎實實」 。此可謂柿子諧音

之時代新解也。
食物諧音也有禁忌。梨與 「離」

同音，在講究團圓的中華文化裏際遇
不佳，每到過節，只能退避三舍。蘋
果在吳語中與 「病故」 讀音相似，在
當地用來探望病人是萬萬使不得的。
但諧音祝福更多，人生重要節點不可
或缺。白菜算不得名貴，但常常穩居
春節餐桌高位，因為意味着 「百
財」 ；魚和年糕更不能少，誰不希望
「年年有餘」 「步步高」 呢？

傳統的中式婚禮上，少不了紅棗
和蓮子，取義 「早生貴子」 。必須到

場的還有象徵 「立子」 的栗子，象徵
「百子」 的柏子。而花生，作為 「催
生使者」 ，寓意 「花着生」 ，即男孩
女孩交替着生，兒女雙全，更是婚禮
必備。 「花着生」 是北方話，其實，
討彩頭所諧之音大多來自方言。這幾
年流行於高考季的諧音祝福頗多，其
中之一是穿紫色褲子，據說寓意 「指
定能成」 ，而將 「指定」 讀如 「紫
腚」 是東北話。母親送孩子去考場時
穿上一件旗袍，希望孩子 「旗開得
勝」 。讓考生跳起來摸一下高懸的糉
子，則取義 「高中（糉）」 。說到糉

子，因為和 「中」 諧音，古代便是考
試吉祥物。古人參加科舉時流行吃糉
子討彩頭，但吃的不是四角方糉，而
是細長的 「筆糉」 ，諧音 「必中」 ，
如果還嫌不夠，就在糉子裏裹入一粒
紅棗，那就是雙保險，不但 「必中」
更會 「早中」 了。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感 覺

躍然紙上

小時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
華》，對主人公吃瑪德琳蛋糕引發回憶
一段印象深刻。然而當年既不知瑪德琳
為何物，也對蛋糕浸茶的吃法頗感詫
異。

多年後親手製作瑪德琳，配着書中
提到的香草茶同食，過去懵懂的部分突
然就豁然開朗了。瑪德琳其實更像餅
乾。它成分樸素，中筋麵粉、牛油、白
糖、雞蛋、泡打粉混合後放入貝殼狀烤
盤就行，可加香草精或檸檬皮調香。瑪
德琳剛出爐時香氣撲鼻，外脆裏軟。但
結構緻密，不如蛋糕蓬鬆，配上茶水可
潤口、去膩。第二天口感乾硬，泡進滾
燙的茶水中也可化腐朽為神奇。

原著提到的香草茶（Tisane）還另
有玄機。陰冷冬日，主人公心情憂鬱，
嘗一口浸茶的瑪德琳，突然內心充滿歡
樂，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待要細究根
源，他卻又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 ，直到想起童年時從姨媽手中接過
香草茶、瑪德琳的情形。如果只有瑪德
琳，他或許不會產生類似情愫，因為點
心太過平常。但浸入椴樹乾花泡成的香
草茶就不同了。甫一入口，開滿椴花的
街道，父母的院落，池塘睡蓮，小鎮教
堂，鄰家小屋都彷彿突然從茶杯中升
起，栩栩如生。

椴花即菩提花，江南老家七月盛
開。葉心形，花朵黃白，細碎簇生。乾
花泡水，清香宜人，中醫認為能發汗解
表，鎮痙止痛。病怏怏的主人公在寒冷
陰霾的早上就着這樣一杯熱茶吃瑪德
琳，是無聊生活中難得的甜蜜時刻。腦
部負責嗅覺的神經元和回憶的神經元緊
密相連，香氣誘發回憶是應有之義。椴
花不正象徵了熱烈夏日，溫馨童年，家
人、鄰居環繞的親密、安全感嗎？

英國倫敦著名地標薩默塞特宮
（Somerset House）月前發生火
災。來自薩默塞特宮信託基金會的喬
納森．里基表示，火災發生在建築物
的西翼，該區域主要用作辦公室和後
勤設施，並沒有存放重要的藝術品，
這對於該館的藝術收藏是一個好消
息。

薩默塞特宮位於倫敦市中心，歷
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現今作為一
間重要的畫廊，館內收藏了多件知名
藝術作品，包括梵高的名作《割耳朵
後的自畫像》（附圖）等。

這幅畫是梵高在割掉
耳朵後創作的自畫像。一
八八八年，梵高前往法國
南部生活，並在同年十月
迎來了畫家高更的到訪。
為了迎接高更，梵高創作
了一系列向日葵作品，以
裝飾高更的房間。

然而，高更在南法的
逗留僅持續了兩個月，因
兩人性格不合關係愈發緊張，十二月
二十三日，在一場劇烈爭吵之後，高
更最終選擇憤然離去。隨着高更的離

開，梵高情緒崩潰，用剃
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隨
後被送入精神病院。兩年
後，梵高選擇自殺，結束
了他短暫而充滿創作激情
的一生。

《割耳朵後的自畫
像》以黃綠色調為主，描
繪了梵高在他位於南法的
工作室 「黃房子」 中創作

的情景。梵高頭戴毛帽，身穿綠色大
衣，耳朵上纏着因割耳事件而包紮的
繃帶。畫中纏上繃帶的耳朵看起來是

右耳，但實際上，由於梵高是對着鏡
子作畫，因此畫中的人像左右相反。
這意味着他割掉的耳朵應該是左耳。

此外，梵高背後掛着的浮世繪，
則是他參考了日本浮世繪作品《風景
中的藝伎》所繪製而成，展示出他對
東方藝術的熱愛。





《割耳朵後的自畫像》

戲院裏的廚房

椴花盛放時

月初回了一趟老家。老宅西
邊的河橋橋頭， 「一九八七年九
月立」 的奠基水泥柱，已經四邊
殘破，遍布缺口。還記得那一年
老家罕見爆發洪水，沖毀了原來
的石橋，參軍在外的舅舅回家，
特意帶我一起去看橋塌後的景
況。轉眼，已是三十七年前的事
情了。

河兩岸，綠色的蘆葦叢茂密
亭立，形成了兩道天然的綠障，
不時有白鷺從中飛出。得益於生
態保護，現在的水量，比兒時記
憶中的當年更加豐沛了。一路喧
嘩向北流去的河水，年年歲歲，
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始終不
息。每一滴水，經過每個地方都
是一瞬間，然後迅速流向前方，
永遠都不會再回來。想到此，竟
有種夾雜可憐與震慄的複雜感
覺。

人生，也是如水般的流動。所以，那
些形容人生苦辛的詞，漂泊、奔波、顛
沛、流離，都是帶着 「氵」 字邊。余華寫
十八歲出門遠行，第一感覺就是，公路像
海浪，而自己像一條船。

不過，人比水幸福。人是可以 「流」
回來的。可以再次站在橋頭，回想過去的
歌謠，回味彎彎的憂傷。其實，兒時除了
在河裏釣過小魚小蝦，摸過河蚌，以及偶
爾野泳之外，對這條四五米寬的河，並沒
有多深的感情。這條河太平凡了，既非長
江黃河那般雄壯，也沒有煙雨輕舟之類的
精緻。河畔金柳、軟泥青荇倒是有，然而
又勾不起我們這等凡夫俗子的詩意。

然如今，當河兩岸的人們多已搬離進
城，曾經一塊塊錯雜分布的莊稼地，被大
片規模化的山楂林、草莓園取代，這條
河，卻帶給了我一種忠厚的親切感，它不
離不棄地等着遠去的人隨時歸來。儘管，
每次歸來，見到的實則都是從未曾謀面的
新的河水。橋下波綠，照見的不是孤鴻，
而是一張從孩童到青年再步入中年的臉
龐，和一種叫作 「故鄉」 的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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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島開設畫室教小朋友畫
畫的曉雯老師，剛從浙江象山旅遊
歸來。她的畫室貼滿了以魚為主角
的畫，有的是一條銀鯧，有的是兩
條海鱸魚，還有多條鮮艷的鯛
魚……細看畫面，魚嘴微張，魚
鰭擺開，尾鰭揚起，就好像魚在紙
中游，活靈活現。特別是魚身線條
清晰，魚鱗起伏有致，色彩濃淡得
宜，讓畫中魚更富立體感。

問曉雯這些畫出自哪位畫家
之手？她指着畫裏的魚說：就是
牠。她隨後播放了一段自己在象山
學習魚拓的短片。只見不同種類的
魚，其身長、形狀、顏色、特徵
等，被一一拓印在宣紙上， 「魚
過」 留痕。

象山魚拓，是浙江象山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是將新鮮、外形完
整的魚，用墨汁或顏料拓印到紙上
的一種技法和藝術，其靈感源於中
國古老的碑拓藝術。據傳，魚拓源
自中國宋代，後傳入日本和韓國。

魚拓最初採用的是墨汁，只

有黑白二色，製作的魚拓較為粗
糙。後來在拓印時加入色彩多元的
顏料，製作的魚拓五彩繽紛，成為
一種藝術。

魚拓製作，需要紙，墨汁或
顏料，刷子等工具，方法有直接法
和間接法兩種。直接法是將顏料直
接塗抹在魚身上，然後再用宣紙將
顏色翻印下來，類似於印刷的過
程；而間接法所用的顏料不是塗抹
在魚身上，而是用拓包拍打在緊貼
魚身的宣紙上，類似於進行碑拓的
過程。把魚擦乾、固定、塗色、拓
印……短短數分鐘，一條色彩斑
斕的魚躍然紙上，牠的生命從此以
另一種新方式延續。看似簡單，但
做起來很考驗耐心。塗色之前將魚
洗淨，擦乾，再往魚嘴裏塞棉花，
令魚嘴張開，需要十分細心。

早前《彷彿．森田芳光經典回顧
影展》於光點台北舉行期間，剛好人
在台北，機會難得，便趁空檔看了一
些作品，其中一齣，是改編自吉本芭
娜娜同名短篇小說的《廚房》。

有些讀者或會記得，有段時間，
不少人經常把吉本芭娜娜跟村上春樹
相提並論，什麼 「女版村上春樹」 云
云，然而我對她最早的認知，卻是來
自著名藝術家奈良美智曾為她的小說
畫封面、插畫，包括《無情／厄
運》、《雛菊的人生》、《阿根廷婆
婆》，雙雙成就叫人津津樂道，也可
一不可再的文壇美事。

我因而開始留意吉本芭娜娜，卻
一直沒有好好拜讀她的作品，反而是
改編電影，我欣賞了兩套，除了《廚
房》，我也看了馬來西亞導演楊毅恆
的《月影》。中篇小說《月影》收錄
於一九八八年首度出版的《廚房》一
書（該書還收錄了《廚房》和《滿
月》），吉本芭娜娜便憑着這部作
品，奠定日本當代暢銷作家地位。看
了《廚房》和《月影》的改編電影，

我似乎已沒有不去讀原著的理由。
吉本芭娜娜作品經常圍繞的命

題，好像死亡、家庭、變性／易裝、
救贖等等，《月影》和《廚房》都有
不同方式的着墨。《廚房》主人公御
影，父母早逝，後來相依為命的祖母
也去世了，孤單的她，得到雄一和其
變性人母親繪理子收留，住進二人品
味時尚的家。從原生家庭到另類家
庭，御影通過廚房與美食，得到慰
藉，同時治癒了各懷心事的身邊人。
離開香港，在異地看《廚房》，感受
特別深，對 「家」 不知遠近。

由於當晚即興要看《廚房》，到
達戲院時已差不多要開場了，完全沒
有時間吃些什麼，唯有餓着肚子，看
着御影巧手烹調，端出一桌美味佳餚
料理，隔着銀幕傳來香噴噴與色香
味，熱鍋吱吱喳，肚子嘰咕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