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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簽名本

中華文化節呈獻香港靈宵劇團的
新編粵劇《馬湘蘭》，編劇謝曉瑩以
輕柔筆法訴說了一個古代堅貞女性的
感情故事。

不少戲曲以歌姬名妓作為故事主
人翁，實際是藉古代人物控訴舊時代
的封建禮教和思想，如何令女性的地
位受到壓抑，個人情感不能抒發，以
至才情沒能發揮。 「秦淮八艷」 之一
的馬湘蘭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本是縣
丞小姐的湘蘭，落難變成秦淮名妓，
但她氣節剛堅，屬於性情中人，才情
橫溢，乃是空谷幽蘭。《馬》劇的主

要戲劇衝突，是湘蘭被權傾朝野的宮
監魏忠賢青睞，強行召喚到魏府作
客，湘蘭於是以馬尿混合墨汁作畫，
藉此戲弄權奸。雖然該折子跌宕激
情，但並不充分反映湘蘭的智慧傲
骨，反而突顯了魏忠賢對昔日舊情的
眷顧。武生廖國森飾演魏忠賢，展示
了奸雄的柔情一面，成為全劇的第一
個高潮。

內地當代戲曲劇作家羅懷臻，曾
創作多齣以旦角為故事核心的新劇，
並認定戲曲角色 「與時俱進」 的重要
性。《馬》劇的戲劇衝突場面雖然吸

引觀眾，但編劇謝曉瑩似乎更着重描
寫湘蘭與三位不同個性和年齡階層生
角之間的感情關係，從而突顯女性追
求心中至愛的個人目標，從古代至現
代都有關連。湘蘭受到魏忠賢和另一
奸角朱孝廉（朱恆遠）相逼，幸得燈
販秦燈兒相助而得脫險。燈兒對湘蘭
一往情深，但最終未能獲得湘蘭傾
愛，只落得一場遺憾。名伶李龍近年
嗓音轉變，飾演秦燈兒更能展現角色
的愁緒，下半場對湘蘭訴說心曲，李
龍的滄桑唱腔足以打動觀眾情緒。

新劍郎及梁兆明分別飾演湘蘭的

至愛王稚登及傾慕者王穆遠，二人都
有恰如其分的表現。謝曉瑩飾演馬湘
蘭貫穿全劇，上半場能夠展現角色的
才氣和風骨；下半場末段年華老去，
面對王稚登而突生銀髮的場面，若能
再加心思讓角色的情緒深刻變化，便
能讓全劇總結得更加動人。





友人在今年的地壇書市淘到了一
本簽贈本，拍照發我鑒賞。獲贈此書
的是一位戲曲界的前輩，贈書的卻非
作者本人。這段簽贈之緣何以發生？
此書又為何流落書市呢？破解個中疑
惑，尚需等待機緣。而這正是閱讀簽
名本的特殊樂趣。

這幾年我去書市的主要目標是舊
書。而簽名本可謂舊書裏的王者。藏
書一族中，有專收簽名本的，一本書
經名家手眼，哪怕書的內容本身一
般，也會身價倍增。不過，以我陋
見，此舉仿若買古董，又似粉絲追明

星，和讀書本意多少有些偏離。也有
研究者把簽名本視為一種特殊的史
料，廣為收羅，詳加比較，從中鈎沉
文壇逸事、學界交往，考證思想和學
術傳播之網絡、演變之進路，常有新
鮮而有趣的發現。我沒有這麼強的學
力，但淘書遇到簽名本時收入囊中的
慾念便會增強，哪怕為此多掏點碎
銀。

對我而言，有簽名的書，不論是
贈閱、獲贈還是自藏，不論是手寫還
是鈐印，都別有意味。至於所簽之名
是否有名，倒不怎麼關心。畢竟，書

是用來讀的，簽過名的書同樣是用來
讀的，其珍貴，恰在於多了一些可讀
的內容。翻讀簽名本，頁面若見勾畫
批註，所讀便不僅是書的內容，還有
書友的讀書心得，以及發生在字裏行
間的一段閱讀經歷。這些都讓書有了
更潤貼的溫度，成就了一段隔空的精
神交流。

每一本書被讀或不被讀，各有其
理由，簽上名後，理由就成了故事。
有的簽贈本上署的日期已是十幾二十
年前，翻開書來，卻整本簇新，甚至
還有幾處沒裁開的毛邊。不由讓人猜

想此書或只是文人應酬之用，獲贈者
並沒有讀過，閒置日久，最終流入舊
書市場。那麼，贈書者豈非很傷心？
卻也難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或許贈
書者只是拿一本自己的書當伴手禮，
對方讀或不讀並不掛心，就像中秋節
的月餅禮盒，你送給我，我送給你，
你又送給他。

不食爛桃

《馬湘蘭》

熱辣重慶

餃子、餛飩，光是這兩樣碳水大戶，
在中國很多地方就有不同名號。好比北方
的餛飩，越往南走皮越薄、餡越大，到嶺
南直接被稱為 「雲吞」 ，搭配細細的竹昇
麵，爽滑鮮彈，曾陪伴我在香港的數個春
夏秋冬。而在環東海一帶，又會驚現它們
的結合體，可蒸可煮，用台州人的話說，
扁食，是最日常、最樸素的古早味。

如果非要說為什麼，大概臨海的扁食
是老天爺賞飯，天生與眾不同吧。薄如蟬
翼的皮，敦實彈牙的餡，吃起來宛如一隻
帶着生命力的肉丸，那些只能在火鍋中出
現的黃金配角們，搖身一變成了高湯中一
枝獨秀的奇觀。在做餡這件事上，福建人
尤為擅長，雖然 「扁食」 的名號不及台州
響亮，但架不住家家戶戶都有一手絕活，
特別是要透過麵皮，才見精髓。直取豬後
腿肉，用 「洪荒之力」 捶打成肉糜狀，裏
面基本沒太多配料，包好的扁食自然而然
聚攏收緊，相當脆嫩。

等到了浙江，台州人的扁食餡則更豐
富多彩。比起肉丸一樣的實力演繹，他們
的風格倒是跟北方異曲同工，宛如一場大
型家庭聚會。有人準備肉餡、有人準備菜
料，涵蓋了香菇、蘿蔔、香乾和茭白，每
一樣都切碎，再跟肉一起下鍋爆炒，人人
大動干戈，氣氛熱火朝天。還沒等包，就
已經有了一大盤下飯菜，如果家裏有個饞
嘴的孩子，可能還會偷吃幾勺。炒熟的餡
料包成胖乎乎的樣子排列好，雖然肉餡也
要經過敲打，但跟 「高朋滿座」 的蔬菜們
組合在一起，口感更加豐富有趣，一個扁
食，就包羅萬象，星星點點、吃出了五彩
斑斕。

有山有海，扁食的樣子有簡有繁，相
似的名字和不同樣貌早不是某個單一的代
表，一張麵皮裏宇宙萬千，食材因地制
宜，成就了食客的大好年華。

九月二十六日是十九世紀法國浪
漫主義繪畫先驅西奧多．席里柯誕辰
二百三十三周年。恰逢今天是他逝世
兩百周年，而本月四號則正好是奧地
利作曲家安東．布魯克納誕辰兩百周
年，本周推薦一張以席里柯畫作為封
套的布魯克納作品。專輯由哥倫比亞
唱片公司於一九六一年灌錄並發行，
由德國指揮大師奧托．克倫佩勒執棒
倫敦愛樂樂團演繹布魯克納的《第七
交響曲》。唱片封套選擇的是席里柯
所繪最富盛名的、被視為掀起法國浪
漫主義浪潮的代表作《美杜莎之筏》
局部。

畫作取材自十九世紀初一個真實
的人間慘劇。一八一六年七月法國巡

洋艦 「美杜莎號」 因指揮錯誤擱淺，
船長和一群高級官員乘救生船逃命，
留下一百五十餘號船員與平民擠在一
個木筏上漂泊。在酷暑和飢渴的折磨
下，木筏上演變成人吃人的慘劇，最
終抵港的僅有十五人。這場悲劇一經
公布民眾嘩然，憤慨者中便包括年僅
二十六歲的席里柯。他在走訪多位生
還船員之後結合事實與想像完成了享
譽世界的《美杜莎之筏》。

這幅以典型金字塔構圖完成的畫
作如實反映了木筏上人間地獄般的慘
狀。人們撕扯着、吶喊着、絕望地為
了生存而喪失人性。為了盡可能逼
真，畫家還對腐爛的屍體及危重病人
進行現場寫生。波濤洶湧的海面及穿

插在景觀中的烏雲更強化了這一慘絕
人寰的事故。這幅作品的誕生正式開
啟了法國浪漫主義浪潮，無數年輕藝
術家開始採用這種結合現實與想像的

表現手法，摒棄了新古典主義摹古卻
失真的繪畫理念。因布魯克納在譜寫
《第七交響曲》的過程中瓦格納因病
去世，樂曲的第二樂章成為了寫給後
者的悼歌，此曲也因此被樂評人譽為
布魯克納的《英雄交響曲》。不過，
與席里柯代表作的結合則賦予了作品
更多悲壯的色彩。

「碟中畫」 《第七交響曲》／
《美杜莎之筏》





史詩般的悲劇

青荔蘸蝦醬

山海扁食

最近， 「雲養經濟」 幾乎到
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很多央媒也
呼籲大眾，警惕那些所謂雲養
魚、雲養牛、雲種茶、雲種菜等
「雲養」 騙局。

「雲養經濟」 其實是新興經
濟業態，投資者可以通過互聯網
和智能技術，遠程監控、參與養
殖、種植等項目，打破了地理距
離限制。其前提是，必須有實實
在在的項目和運營活動。比如雲
養牛，即一定有一頭牛在遠方牧
場吃草生長。有些投資者是為了
投資盈利，有些則是為了食品安
全，通過 「雲養」 供應自家消
費。

那些 「雲養」 騙局則不同。
你無需費心費力親自去認養、監
控、管理牛的成長，只要出錢，
自有人幫你打理全部，坐等大把

分錢就得。所以，投資者得到的實際只不
過是一個編號、一個代碼而已，遠方並沒
有一頭牛或一片茶園真實存在。 「雲養」
騙局無一例外承諾輕鬆高額盈利。所以，
這不過是非法集資的龐氏騙局的又一變
種。由於 「雲養」 騙局太多，反而令正規
的 「雲養經濟」 蒙受污名，劣幣驅逐良
幣，李鬼打翻李逵。

這些年，騙子不斷更換高科技 「畫
皮」 。區塊鏈火了，便冒出一大堆區塊鏈
代挖礦公司，引誘你購買礦機、礦石；元
宇宙走紅，即有眾多 「先驅」 幫你在元宇
宙裏抓緊圈地、佔位子；量子科技名號打
響後，市場上迅速出現五花八門的量子產
品，從量子肥料到量子鞋墊，萬物皆可量
子。如今，又輪到了雲計算。

而受騙者，卻差不多是同一群人。防
止上當受騙，不二法門便是不要貪心，不
懂的東西不要碰。真的那麼賺錢的話，那
些手握重金、商業嗅覺無比靈敏的投資
家，早就大筆入局了，湯都輪不到你喝，
遑論肉滋滋的大餡餅砸到頭上了。這是最
簡單的道理，卻又是最難的──對某些人
來說，要管住貪心，真的不易。



第一次去重慶，從下飛機走
上廊橋的那一刻，似乎就已在空
氣中聞到了超級麻辣的火鍋味
道。我還一度懷疑是自己的錯
覺，直到後來才發現，只要身在
重慶，無論走到哪裏，這種香氣
都如影隨形。

作為一個不吃辣的人，開始
還暗自慶幸這次在重慶僅僅逗留
兩天一夜，不至於在這座 「無辣
不歡」 的城市 「冇啖好食」 ，但
很快就動搖了──看着同行的家
人在重慶火鍋的九宮格前，一邊
被辣得滿頭大汗，一邊感嘆口中
真是人間至味，我不禁有些蠢蠢
欲動， 「來都來了」 ，天下聞名
的正宗重慶火鍋總歸要試試的
吧，要試的話總不能只吃三鮮白
湯吧。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從
被他們稱為 「微辣」 的紅湯之中
夾了一小塊肉放進嘴裏，一瞬
間，我的整個嘴巴就失去了知
覺。這個世界上，不相通的不僅

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悲歡，還有
人與人之間對於辣度的定義。
網上的萬用梗圖是 「這些機會
不是屬於我的」 ，在連灌幾大
口冰鎮可樂，終於緩過來之
後，我要說 「這些美味不是屬於
我的」 。

重慶是一座與 「火鍋」 深度
綁定的城市，在街上看到的店舖
最多的是火鍋店，其次就是賣火
鍋底料的手信店。對於重慶的客
人而言，如果光在這裏吃火鍋還
不夠，那麼就買幾包火鍋底料帶
走吧。於是，買了幾大包帶回香
港，送給那些嗜辣如命的同事
們，讓他們在香江之濱感受來自
山城的熱辣滾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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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外出覓食，愈來愈不容易。
一來食客多，取票排隊等位，衝鋒陷
陣。二來素質差，食材味道服務，都
不一定合格。自己時間許可，要不遲
些吃，要不走遠點。網上搜好資料，
活動前到太子。餐廳外貼滿照片：廚
師與名人；菜式和價錢。

想吃脆皮雞、炒蟶子，一想再
想，單人匹馬，獨力難支，只好轉戰
午餐，吃 「蝦醬蒸豬爽肉」 。蝦醬惹
味，豬肉不爛，香爽添葱配飯，醬油
可以不加。談到蝦醬，想起大澳，清
代《廣東新語》談粵地蝦製品，說：
「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為美，曰香山
蝦。」 香山縣屬古地古稱，現代橫跨
澳門、中山、珠海、南沙等地。

蝦醬製法，《廣東新語》詳言：
「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
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
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 古今工序
相若，配方或有不同。蒸肉炒菜，先
醃後蘸，蝦醬皆可，清代《清稗類
鈔》記一食法，與荔枝相關，文中先

說，粵中荔枝，未到熟時，青澀難
吃，如何解決，文中有記： 「李倩為
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
輒盡百枚。」 青荔蘸蝦醬，自己未嘗
過，吃者說是 「人間美味」 ，只能找
天試試，才能評斷。

現見蝦醬多配豬肉，蒸豬肉古代
早見，用料多樣，《清稗類鈔》有
「乾鍋蒸肉」 一條，明言 「乾鍋蒸肉
者，豬肉也。」 後續做法不難，不過
用上的器具較多，步驟如下： 「用小
瓷缽，肉切方塊，加甜酒、醬油裝入
大缽，封口，置於鍋，用文火乾蒸兩
炷香時。不用水，醬油與酒之多寡，
相肉而行，以高於肉面為度。」 小缽
內醬油加甜酒，浸過豬肉。小缽入大
缽封好，大缽入鍋乾蒸，現代可改用
焗爐，穩妥。

侄女剛上一年級，家裏牆上已滿
是獎狀，再發新的就貼不上去了。我
走近看了看，發現其中不僅有 「文明
之星」 「進步之星」 「閱讀之星」 等
各種 「星獎狀」 ，同時還有兩張 「好
娃娃」 和一張 「溫馨家庭」 。小孩子
在校學習，學校怎麼就看出了學生家
庭溫馨？這些五花八門的奇葩獎狀，
如今「霸佔」了不少家庭的潔白牆壁。

作家葛亮在二○一九年曾發表一
部現實主義題材的中篇小說《書
匠》，其中有一個細節：在新學期
裏， 「我」 居然獲得一張獎狀，放學

後幾乎是以雀躍的步伐回家，結果那
張獎狀和一本書被墨汁污了大半，這
真是太讓人沮喪了，在相當長的時間
裏， 「我」 因此悶悶不樂。

以前學校發獎狀少之又少，通常
只獎勵年級前三名和所謂品德好、學
習好、身體好的 「三好學生」 ，一個
班裏僅寥寥幾人能獲得，所以獲獎學
生倍感榮譽和珍惜。如果誰能獎狀滿
牆，簡直是 「繡花針掉進草窩──分
外難尋」 。現在獎狀則五花八門，一
個學期結束，學生人均一沓，含金量
大大降低。

我們可能認為只有小孩買賬，其
實大人也很受用，小孩有 「獎狀情
結」 ，成年人何嘗沒有 「證書情
結」 。許多社會機構注意到這一點，
便投其所好：培訓完即發一份 「結業
證書」 ，進修結束就給一張 「合格證
書」 ，據說有人在月子中心走一趟就
拿到 「滿月發汗指導師」 證書……各
類榮譽證書和暗含能力認可的職業證
書琳瑯滿目，大量氾濫。今年，內地
一家機構被撤銷登記，原因就是其以
牟利為目的，對社會大肆銷售職業技
能培訓證書，無需上課也不用考試，

只用支付三百元人民幣，一星期內就
寄到。

對各類繁雜的獎狀與證書，大家
可能都有過 「扔也不是，留又無處安
放」 的雞肋之感。如何克制 「拿獎」
「拿證」 衝動，思索半天，我覺得還
是營養家的建議好，那就是以後要
「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桃一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