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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線
姚文冬

柳絮紛飛
小冰

出遊與返鄉
國慶這個節

日，除了其共性意
義，於我還有兩個
特殊之處：一是，
有個七天長假，與
春節長假不同，它
不會被走親訪友、
迎來送往充斥，是

出遊的好機會；二是，十月二日是兒子
生日， 「大生日」 、 「小生日」 一前一
後，從他懂事起，我就不止一次提醒兒
子他的生日與這個節日的親近關係。
多年來，我家都是兩個 「生日」 一起
過。在他少年時，過生日的方式便是
旅行。

印象最深的幾次，是帶他遊歷了
「四京」 。所謂 「四京」 ，是指北京、
南京、開封、西安。 「四京」 之說，源
於第一次帶他去北京看國慶升旗。

天還沒亮，看升旗的人已經漆漆一
片。天安門廣場，每人都手握一面小國
旗，儘管身上有大包小包，卻都會騰出
一隻手來。我把兒子托上頭頂，我看不
到國旗如何升起，但我能感受到，因為
兒子不停地晃動手裏的小旗，小嘴不停
地向我 「轉播」 。隨着他一聲驚喜地呼
叫，我知道升旗儀式開始了： 「爸爸，
你看到了嗎？五星紅旗升起來了。」 我

說看到了，其實我只能看見他手裏的小
國旗，隨着它搖動頻率的增強，我知道
鮮艷的五星紅旗在越升越高。那一刻，
內心的激動無法言表──當我把兒子托
舉起來的時候，我知道我們之間已完成
了一個信仰的接續。

就是那次，他問我，爸爸，中國有
北京、南京，為什麼沒有東京呢？我說
有啊，東京在河南，那個城市叫開封，
宋朝時叫東京，也叫汴梁、汴京。是這
樣啊，他又問，可是，怎麼沒有西京
呢？我說也有，西安就是西京，在賈平
凹的小說裏，西京就是西安。歷史上，
它們都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都城。兒子
說，我想把這四個京城都去一遍。於
是，我們的國慶旅行就有了特殊的主
題，也是從那時開始，他的生日基本都
是在外地度過。

去南京是他第一次遠行、第一次坐
火車、第一次在外地過生日，總之，收
穫了很多第一次；在西安，他體驗了一
輩子都難忘的顛簸之苦──別說卧鋪，
就連硬座票都沒買到，幾十個小時的火
車全程站立，有一段他還算幸運，我把
他放在了車廂的盥洗盆裏；去開封那
次，終於買到了卧鋪，我們一路睡得很
香，差點坐過了站，而回程彷彿是對去
程的呼應，又險些誤了火車，當列車員

把氣喘吁吁的父子倆拽上火車時，火車
已經緩緩啟動。國慶的 「四京 」 之
旅，奠定了他以後的路，他成了一個
見多識廣的孩子──他對這個國家很熟
悉了。

這樣的國慶出行，直到他考上大
學，被他的返鄉所取代。大一那年國
慶，是我最為期盼的一次，用望穿秋水
形容也不為過。那是他第一次離開我們
在外學習和生活，這和有我陪伴的短暫
旅行不一樣。和許多送孩子去上大學的
家長一樣，離開校園時我哭了，儘管我
把頭仰得高高的，假裝看天上的白雲，
眼淚還是順着臉頰流下來。後來他也
說，當時他回了好幾次頭，都只看到我
的背影，那時他也哭了。那年，盼他國
慶放假回家，成了我整個九月最大的心
事。

以此為起點，再到他參加工作、在
外地生活，國慶這個節日，便成了鐵打
的返鄉之日。從過去的帶兒出行，到現
在的待兒返鄉，完成了我家國慶節主題
的更迭。其實，不光我家這樣吧，國慶
這個節日，出遊與返鄉，應是絕大多數
家庭的共有主題。在這樣的日子裏，有
多少人會離開自己的小巢，飛向更廣闊
的天地，又有多少遊子，如鳳還巢，回
歸家庭的懷抱呢？

精彩六十年

318號公路，
是川藏線陸上交
通的命脈。那些
天不時與一個越
野車隊相遇，一
會兒他們在前，
一 會 兒 我 們 在

前。車隊七架車，同款同色，掛着
香港和內地兩地車牌，橫幅 「此生
必駕318」 一路上非常顯眼。

在海拔四千四百六十的邦傑塘
服務站，我們幾乎與越野車隊的人
同時停車吃飯，搭上了話，都帶粵
語腔，一波自駕發燒友。他們行前
找內地的旅行社幫忙辦了內地駕駛
證和通行證，隨即把車從香港開到
深圳，從深圳託運到成都，從成都
自駕一路向西，到了這人跡稀少的
高原。

從零海拔的香港而來，這些人
說話還快，走路還不緩，在極高海
拔地區，不改嘻嘻哈哈的樣子。難
道不累不喘氣嗎？那裏連高壓鍋煮
出來的飯都是半生的，我連吃飯喝
水都是慢動作。他們說出來好一陣
子了，習慣了缺氧，經常忘記自己
身在高原。

從熱鬧的城市而來，高原上常
常很久不見人影，有時往來的車輛
也少。突然就相遇這麼多同胞，你
們家住九龍，我們家住新界，他們
家住在港島，難得呀！我想到一個
說法：距離產生親近感。倒也是，
如果是在香港相遇，彼此豈有這般
稀奇感。

巧得很，在返回成都的火車

上，同一間軟卧室裏又遇兩個香港
人陳生和Kelly。他們租車自駕到高
原，在拉薩還了車，乘火車到成都
轉返香港，路上聊起在西藏的經
歷，大家竟然有好多共同點。

和我一樣，海拔兩千多米的時
候Kelly就產生過焦慮，覺得四五千
米望而生畏，心情一緊張，好像真
缺氧了；海拔三千多米時人有點興
奮；到了五千多米的山口反倒見怪
不怪，興奮感不如預期，拍照也只
為到此一遊。

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曾經把去
西藏的事一次次掛在嘴上，又一次
次放棄。真要落實就畏懼，事情很
難成全，Kelly說： 「還是看見有人
到了高原，天天吊着氧氣袋，一邊
吸氧氣一邊打卡景點，這才豁出去
了。行前我預設了吸氧氣，自覺在
西藏就需要吸氧。結果呢，一口都
沒有吸。」

我們嚮往去一次西藏若干年
了，但是高原讓人心虛。行前做足
了功課，衣服帶少了怕冷，帶多了
怕重，防曬霜要不要帶？帶什麼藥
應急？肺炎、眩暈、心臟病挺嚇人
的。這次若不是跟着兩位自駕朋
友，也沒有機會。到底去了一趟，
見所未見，心裏踏實了。

人文風情是別致的，心境溫和
的牧民，天大地大的唯美景觀，肆
意灑落的陽光，看不厭的雪山、草
原、聖湖，西藏的神奇真不在話
下。我想說，一些身體還好又骨子
裏想去一趟西藏的女士們先生們，
想去是對的，光想不去是不對的。

西藏行

君子玉言
小杳

市井萬象

飲饌短歌
徐成

路過海鮮檔看到新鮮小青蟹，想到了潮
汕的冬瓜水蟹湯。所謂水蟹就是蟹殼還未長
硬的小青蟹，肉質不夠扎實水分較多，故而
多拿來煮湯或做蝦蟹粥。當日還看到十分新
鮮的絲瓜，浙江有白絲瓜蟹湯的做法，於是
決定來個潮浙融合，做一個絲瓜蝦蟹湯。青
蟹切件後用葱薑蒜爆香，加水與絲瓜同煮，
待瓜軟湯鮮時，才加入活蝦，蝦熟便起鍋。
調味則只用了一點加飯酒、生抽、鹽以及胡
椒粉。蟹肉久煮會軟爛無味，但鮮味留在湯
中就好，蟹渣隨意啃啃就好了；蝦肉則煮到
剛好，等於一菜兩吃，附帶白灼蝦一鍋。絲
瓜吸了湯味又煮得軟爛，正適合嗓子不舒服
的W小姐吃。

理論上嗓子不舒服就該避開腥氣食材，
但W小姐點的菜都是海鮮，考慮到她沒怎麼
咳嗽就勉強應允。除了絲瓜蝦蟹湯，還做了
一個苦瓜豆豉炒鮑魚片。

這菜譜是她從網上看來的，是全天味道
最濃的一道，我稍微做了些改良。苦瓜去瓤
切薄片後用冷水反覆清洗，可以洗去過強的
苦味，保留回甘。鮑魚洗刷乾淨後挖去嘴

部，並將黏液清洗乾淨，然後用利刃切大薄
片。由於要切薄片，因此選了那天海鮮檔裏
最大的鮮鮑魚，每個足有我手掌那麼大（不
計手指）。不過鮑魚切薄片仍要小心，其肉
質黏滯發硬，刀又極鋒利，一不小心就容易
把自己給切了。切薄片後的鮑魚再用冷水清
洗一道，然後用廚房紙巾吸乾水分。這道
菜的輔料僅是紅椒兩條，蒜三瓣，主材切
片的菜，輔料也應改刀為片，這是中餐美
觀上的一致性要求；另將廣東豆豉碾壓切碎
備用。

由於鮑魚切薄片後極易熟，所以要提前
備好碗汁兒，臨鍋調味會來不及。碗汁兒主
要是生抽、蠔油、少量白砂糖、胡椒粉，再
加入一點水澱粉，勾薄芡是為令菜品掛味。
備好料，待油熱，下蒜片、紅椒片和豆豉炒
香，即下苦瓜，炒八成熟後入鮑魚片，鮑魚
片起燈盞窩後，即可下碗汁翻炒，待芡汁油
亮均勻便可出鍋。這道菜十分下飯，苦瓜回
甘鮑片軟嫩，配上豐富的調味，讓人在炎熱
中打開了些胃口。

剛才提到涼拌菜不止一道，其實還有佛

手瓜藤尖，也即所謂的龍鬚菜，以及馬齒
莧。不過中午菜太多，馬齒莧留到了晚餐才
吃。龍鬚菜我主要用蒜蓉提味，因此拌茄子
時完全沒用蒜蓉。龍鬚菜白灼後放在大盤
中，淋上生抽鋪上大量蒜蓉後，再澆上一勺
滾油即成。吃之前把龍鬚菜拌開即可，簡單
又美味。

W小姐當天挑了不少海鮮，除了蝦蟹和
鮑魚，其實還有一管鮮魷魚。嵊州不臨海，
小時候魷魚到菜市場時已不太新鮮，因此母
親一般切絲與雪菜同炒，很少有白灼之類的
做法。香港街市可以買到鮮度很好的魷魚，
當日這管雖已死，但眼睛清澈飽滿，皮膚光
滑有色澤，於是我決定拿來白灼涼拌。魷魚
用清水煮熟後立馬放入冰水中冷卻，然後瀝
乾水分切片擺盤。小葱、紅椒、老薑和洋葱
切絲，鋪排在魷魚上，再淋上生抽、少許
醋、鹽花和白砂糖。最後將一勺菜籽油混一
勺花椒油煮滾燙，均勻淋到魷魚上，吃之前
拌勻即可。魷魚肉質軟嫩，花椒油增香，連
調味用的葱薑洋葱都可下飯吃，是一道零浪
費的快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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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藍寶藏

節前甚為忙
碌。各方朋友來京
參加慶典活動，老
友小朋抽空見面，
早中晚匆匆一聚，
哪怕一杯咖啡，就
是為說說話。東
哥、ZY先生、石
先生、WG、詩
姐、阿明、敏姐、

Gary、YP小弟大律師……有的是來之
前約好的，有的是到後給了一個突然
的驚喜。

那天晚上正在等阿明敏姐給他們
接風，接到石先生電話，說來北京
了，特別高興，立即請他過來。石先
生說之前怕到了之後有什麼安排，沒
敢提前約。

我知道石先生跟今弟父子很熟，
李大師是石先生組織的書畫比賽的評
委。給今弟發了張照片，今弟也趕
場跑過來。大家一起吃湖北菜，大
讚口味正宗。一向滴酒不沾的石先
生也要了啤酒，兌雪碧喝。我們也按
此 「配方」 炮製，一嘗，果然味道清
爽可口。老友舉杯合影，開心又感
慨。

次日一早與Gary喝茶，他告訴我
自己的近況和下一步事業打算，聽我
的建議。他一直很努力在打拚。我讓
他代我問候圓明，小伙子很快發來微
信回應並感謝。中午又一撥，因互相
的朋友越帶越多，房間坐不下，換了
小櫈子大家擠擠挨挨，勉強坐下，但
氣氛十分熱烈。之後三五人走到辦公
室喝茶聊天，到了集合時間送他們到
集散酒店。

東哥的朋友中，竟然發現了幾個
在電視上常看到的身影，央視主持
霞、歌唱家霞、京劇老旦名角琴……

還有幾位老人家。大家一見如故，各
種組合合影，還毫不見外地點了紅糖
餅，即使晚上有演出要 「飽吹餓
唱」 ，也得吃。還相約今後一起做公
益、看戲……

在此前幾天，也有海外、大灣區
的朋友來，港漂友一起敘敘舊。

東蕾則為我特意安排了一場別致
的 「盛宴」 ──欣賞芭蕾舞《紅色娘
子軍》。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正是在北京天橋劇場這方舞台上，芭
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成功首演，成
為中國芭蕾史上的經典一頁，是中國
風格的芭蕾舞明珠。六十年來，這齣
劇目走遍全世界，享譽全球。今年，
為紀念《紅色娘子軍》首演六十周
年，中央芭蕾舞團展開大規模國內巡
演，劇中的每一場都由不同的男女主
演出演。張劍，寧瓏、邱芸庭、張浥
洙、徐琰、李潔的 「瓊花」 ，年逾六

十的中芭前輩藝術家王才軍以及當今
活躍在舞台上的青年演員武思明、孫
瑞辰、管翀正、佘兆環、馬曉東先後
出演洪常青……音樂及其歌唱也是耳
熟能詳的經典旋律，讓人邊看舞蹈心
裏邊跟着一起唱。整場演出，全程沉
浸式觀賞。

這部劇目貫穿我的童年。小時候
姑姑從上海給我們寄來明信片，一套
是金魚的照片，一套是芭蕾舞《紅色
娘子軍》劇照。姐姐要了金魚的，我
要了舞蹈的，好像有十二張。幾乎每
天都要拿出來翻看一遍，看不厭。覺
得畫面、舞蹈都好美。

如今在她甲子之年初次觀賞，感
慨萬千。人生就像一場演出，不管演
員表演多麼精彩出色，觀眾多麼戀戀
不捨，總有謝幕的時候。但留在人們
心目中的美好記憶，和自己的美好回
憶，將溫暖並回味一生。

「深藍寶藏──南海西北陸坡一二號沉
船考古成果特展」 正在中國（海南）南海博
物館舉行，沉睡在深海一千五百多米、歷經
五百多年的兩處沉船遺址出水文物首次公開
亮相。

這次展覽展出兩處沉船遺址出水文物四
百零八件（套），還有故宮博物院等借展文
物三十四件（套），共計展出四百四十二件
（套）。 中新社

▲絲瓜蝦蟹湯。 ▲白灼涼拌魷魚。 作者供圖

▲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劇照。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