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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建築裏的記憶

秋天葉子一片片落去，樹枝也開
始變得赤裸裸，不再如春夏般柔軟婀
娜，用手一折就斷下來。作家賈平凹
寫過一篇落葉的散文，覺得這很殘
酷，在秋季會 「特意要去樹下揀一片
落葉，保留起來，以作往昔的回
憶」 。徐志摩曾說自己有愛落葉的癖
好，在他家附近的一個公園裏，成堆
的落葉鋪散在石路上，沒有什麼人來
打掃， 「放學來到這裏，踩着已經沒
有水分的落葉，發出簌簌的響聲，好
像葉子碎了」 。

寒露之後，漸入深秋，到處已可
見樹葉飄落。落葉歷來有很多美稱，

杜甫《登高》寫 「無邊落木蕭蕭
下」 ，蘇軾《後赤壁賦》寫 「霜露既
降，木葉盡脫」 ，柳永《八聲甘州》
寫 「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 ，
南朝范雲《別詩‧其二》寫 「草低金
城霧，木下玉門風」 ，都形象地描繪
了秋風中落葉紛飛的情景。

相比之下，諸葛亮對落葉的稱呼
顯得殘酷苦澀，他在《誡子書》中寫：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
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這裏的 「枯落」 成為教育後輩珍惜時
光的勸誡。一入秋天，樹葉枯萎，風
吹飄落， 「枯」 與 「落」 兩個動作詞

語組合成為一個有些苦澀的名詞。
落葉既是一道風景，也是教育惜

時的大自然課堂，不過現在卻難留下
來。在不少地方的公園裏，每天都有
清潔人員拿着網兜撿拾樹葉，問緣
由，有些稱怕引起火災，有些稱擔心
堵塞下水道，更多的是公園管理者覺
得到處枯枝敗葉 「不好看」 ，畢竟
「片葉不留」 是許多城市環境衞生的
衡量標準。

本來可讓落葉 「化作春泥更護
花」 ，或作為景觀，也讓遊客 「踩着
已經沒有水分的落葉，發出簌簌的響
聲」 來賞秋，現實卻多是 「白茫茫一

片真乾淨」 。公園管理者有自己的擔
心，卻可以加強管理來防範，一些城
市開始探索落葉緩掃的政策，不是不
掃，也不是全掃，而是根據天氣變化
及時調整對落葉景觀的保潔方式，這
就要求更細緻用心，實現市政管理與
城市景觀的契合。





十月歐洲之行，在柏林停留了三
天，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印象，我選
「記憶」 。柏林發生過許多載入世界
歷史的大事，而這座城市以建築的方
式把它們記錄下來，有質感地傳遞給
來到這裏的人。

國會大廈猶如這本城市記憶手冊
的目錄。走進它的玻璃穹頂，一邊沿
着步道盤旋而上，一邊環顧窗外，只
見屋頂連綿如波濤湧動的海面，各式
教堂的圓頂或尖頂如島礁錯落其間，
孿生兄弟般比肩而立的德意志大教堂
和法蘭西大教堂，近代興建的柏林火

車總站、細長的柏林電視塔、東德時
期方方正正的大樓……各式建築齊集
眼底，歷史截面並呈眼前，記憶之門
恍若洞開，召喚來者一探究竟。

行走柏林，太多的建築史跡給人
感觸。被二戰炮火轟炸後的威廉皇帝
紀念教堂，以廢墟獨有的倔強矗立在
繁華的庫達姆商圈。從制定臭名昭著
的 「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 的萬
湖會議別墅舊址到柏林市區內猶太人
遇難者紀念碑，講述了一段永遠值得
警醒的歷史，提醒世人不忘戰爭之
傷、珍視和平之貴、永葆內心之善。

漫步在東邊畫廊，尋找著名畫作
《兄弟之吻》，感受當代藝術的文化
批判與思想表達；佇立於 「恐怖地形
圖」 ，觸摸柏林牆的斷壁殘垣，徘徊
在廢棄的查理檢查站，與各國遊客一
起排隊拍照打卡，挑選一塊街邊小店
出售的柏林牆碎片，東西柏林從分治
到統一的如煙往事浮現眼前。而這一
切，在DDR博物館得到了具體而細緻
的呈現。這個博物館位於施普雷河
畔，與柏林大教堂隔河對望。館舍面
積不大，以互動方式陳列着東德居民
的起居室、日用品、舊照片、老物件

以及泛黃的日記紙頁。這些東西是比
隨處可買的柏林牆碎片更真實的記憶
碎片，拼出那任人評說的逝去時光。

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記憶是一
種擔當，是一份責任，也如最重要的
構件，築就了柏林這座城。

（德荷遊記之二）

落葉緩掃

生涯規劃

後知後覺

如果說成都的夜市，是這座城裏最有
人情味的煙火，那夜市裏的鍋巴土豆，就
堪稱這舞台上最具號召力的一位 「角
兒」 。

置身夜市中，三分逛七分吃，一簇簇
的招呼聲、鍋鏟碰撞聲，和各種食材香氣
嚴絲合縫交疊在一起，縱橫捭闔。再克制
矜持的人，也會不知不覺放大了腹胃容
量。只是攤位林立，光說鍋巴土豆就眼花
繚亂，想選出最出挑的那個，確實需要一
些眼光和敏銳度。

這道小吃向來 「能打」 ，因為不是葷
菜，卻出落得一副比葷菜還油潤的好身
姿，濃郁誘人，哪怕只有一次機會，一份
鍋巴土豆都能讓你同時擁有菜的快樂和肉
的飽足，形神兼具。一塊塊土豆或放在鐵
板上煎，或直接滾到熱油裏炸，總之不管
用什麼方法， 「鍋巴」 是王道，也是必須
要保留的精華。好的食材外酥裏糯，能做
出厚實酥脆的外殼，還不影響內裏的綿
密。等土豆準備就位，店家會專門拿出一
個大盆，放入鹽、糖、醋、花椒粉、孜然
粉、辣椒、香菜和葱花，如果想加料，折
耳根是必不可少，最後把土豆倒進去，以
「絕世武功」 之姿瘋狂攪拌。如果是東北

來客，會覺得這一幕有些眼熟，跟撫順名
菜麻辣拌異曲同工。眼看着所有調料都融
為一體，個個土豆也活靈活現，泛着辣油
的紅光，相當搶眼。

鍋巴土豆的神奇之處，在於能把吃的
人統統變成 「洋芋腦袋」 ，特別是對甜辣
味道情有獨鍾的，絕對一拍即合。獨有的
滋味如夢似幻，明明軟糯糯，但卻能吸溜
出一股提神清腦之氣，明明是重度碳水，
卻吃得心曠神怡、身輕如燕。

當年大家愛土豆，是因為它好種植、
易收穫，哪怕日子不好過，也養活了一代
人。盛世之下人們對它依舊鍾情，大概那
一視同仁的風骨、樸素明媚，吃到的、都
有安慰。

剛過去的十月十號是十八世紀法
國洛可可畫風奠基人讓．安東．華托
誕辰三百四十周年。本周應景地推薦
一張以其畫作為封面的唱片。飛利浦
唱片公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行了
一套雙黑膠的《世上最偉大唱片─第
二輯》。兩張唱片共收錄了十五首來
自多位偉大作曲家的名曲，包括小約
翰．施特勞斯《藍色多瑙河》、弗朗
茨．李斯特《愛之夢》、馬斯卡尼
《鄉村騎士間奏曲》、柴可夫斯基
《胡桃夾子芭蕾》、比才《阿萊城姑
娘》、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第五
號》、斯美塔那《我的祖國──伏爾
塔瓦河》等等，而庫特．馬祖爾、多

赫南伊、內維爾．馬里
納爵士、洛林．馬澤
爾、安塔爾．多拉蒂等
多位二十世紀指揮大師
更是親自參與演繹。專
輯封套選擇了華托名作
《生活的魅力》。

此作是華托賴以
成名的 「雅宴畫」 代表
作之一。畫作描繪了幾位穿着時髦的
青年男女，在室外通透的建築中伴着
音樂社交的場景。其主題圍繞着音
樂、交談和調情的理想社交場面。畫
面正中央踩着矮櫈調適魯特琴的男子
顯然是畫面的焦點，他身前坐着一位

有兩女陪伴在側的男
子，地上坐着兩個孩
童，而畫面最左側一襲
紅衣打扮的應是侍從。
音樂家的身後卧着一隻
代表忠誠的狗，最右側
的黑奴則守着一個裝滿
酒水的銅盆。在背後的
遠景處，還隱約有十個

人在草坪上交頭接耳，談情說愛。
兩側的廊柱和樹木在畫面構圖中

形成左右對稱，最遠處朦朧的建築群
更反映出華托對於焦點透視法的熟練
應用。整幅作品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
傳遞出輕鬆歡愉的氛圍，完美契合標

題《生活的魅力》所蘊含的深意。值
得一提的是，專輯封套將這幅油畫分
割成兩部分，音樂家和狗作為封面，
他面前的人群局部則用於封底。

「碟中畫」 《世上最偉大唱片
──第二輯》/《生活的魅力》



偉大的音樂與生活的魅力

鰒魚湯豆腐

鍋巴土豆

水滸一百單八將， 「一丈
青」 扈三娘是最具風采的女性
之一，用現在的話說是 「姐姐又
A又颯」 。京劇、崑曲、秦腔都
有三打祝家莊的戲，越發令 「一
丈青」 光華四射。

在古典小說裏，很少有像
「一丈青」 這樣，在多部書裏出

現的綽號，更詭異的是，涵意反
差極大。《水滸傳》早期故事藍
本《大宋宣和遺事》，即出現了
「一丈青張橫」 ，《水滸傳》將

其綽號改為 「船火兒」 ， 「一丈
青」 則轉給扈三娘。從《水滸

傳》生發出來的《金瓶梅》，也有位 「一
丈青」 ，是西門慶家奴來昭的媳婦。站在
《金瓶梅》肩膀上的《紅樓夢》，繼續出
現這個名詞， 「晴雯惱恨墜兒，從枕邊取
了一丈青，向墜兒手上亂戳」 。這是一種
細長髮簪，一端尖利，另一端通常是挖耳
勺。

而張橫、扈三娘、來昭媳婦，一水
匪，一女將，一僕婦，身份截然不同，卻
共享同一綽號，令諸多學者好奇探究 「一
丈青」 來由，但無定論。從字面看， 「一
丈青」 首先有修長之意。 「脂批」 《紅樓
夢》還曾出現 「一丈紅」 ，指的是蜀葵。
至於 「青」 ，視乎不同對象，可能指身上
的刺青花繡，也可能指青絲秀髮。

兩位女 「一丈青」 ，頗耐人尋味。
《水滸傳》中，扈三娘與潘金蓮堪稱知名
度最高的兩位女性，一為正面 「天花
板」 ，一為反面爛底泥。而且，施耐庵為
她們安排了相似的婚姻， 「王矮虎」 王英
與 「三寸丁」 武大郎就身材來說半斤八
兩。兩相對比，更凸顯扈三娘的偉大。

《金瓶梅》裏的來昭媳婦，與西門慶
沒有瓜葛，並無恃寵資本，卻敢於出頭。
因潘金蓮搬弄是非，來昭兒子被西門慶打
得半死，來昭媳婦便在廚房裏足足罵了
「淫婦」 兩三天。扈三娘雙刀鋒利，來昭

媳婦嘴巴鋒利，晴雯簪子鋒利，這倒是
「一丈青」 的共同點。



汗顏，從新聞推送中得知韓國
作家韓江獲得二○二四諾貝爾文學
獎，這才趕忙找來她的代表作《素
食者》，一口氣三個小時讀完。過
程中，通過閱讀APP的評論發現，
非常多讀者都是和我一樣，在得知
作者獲諾獎的消息之後，才 「後知
後覺」 來 「補課」 的。

奧斯卡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
獎等等電影的獎項，在最終結果出
爐之前，觀眾大多對被提名的電
影、電影人有所了解，媒體也會對
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
最佳男女演員等主要獎項作出預
測，準確與否不重要，熱鬧已然是
足夠熱鬧。但 「熱鬧」 並不屬於文
學獎，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
頂級獎項，通常頒獎之前曝光少之
又少，頒獎之後的熱度也只能持續
很短一段時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
查之下才發現，根據諾貝爾基金會

的規則，被提名人名單從不向公眾
發布，被提名人本身也不會得知自
己被提名，提名紀錄有長達五十年
的封存期限。五十年啊，足足半個
世紀。作為一個讀者，二十歲那年
的諾貝爾文學獎，要到七十歲才能
知道與當年的諾獎得主 「同場競
技」 的都是哪些作家。細細想來，
諾貝爾文學獎的規則設置，與中國
古話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有着
穿越時空的呼應，體現了它自身意
義的定位：不是每年要在幾位候選
人之間分個高下優劣的評比，而是
對文學創作者的尊重與褒獎，以及
對他們作品的肯定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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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曾是全世
界第一位，達八十五歲。由是，古語
有云 「人生七十古來稀」 ，在現今世
界已不合時宜。我最近才開始採用
「樂悠咭」 ，但是本欄仍樂於稱為
「文藝中年」 。

多年前，一齣從舞台劇改編而成
的港產電影名為《29+1》，故事講
述即將踏入三十歲的女主角如何面對
自己年齡的轉化。女主角不想自稱三
十歲，故此改為 「二十九歲再加一
歲」 。近期香港女劍手江旻憓在巴黎
奧運獲得金牌後，在媒體訪問裏亦曾

說： 「就快三十歲了，好恐怖！」 江
旻憓所說當然是戲言，但亦可見大部
分女生都覺得 「三十歲」 是一個有待
衝破的心理關口。

有一種說法： 「人生其實只有三
天：昨天、今天、明天。」 假如這樣
就是人生，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分配和
規劃？大約十多年前，香港教育局向
學生推動 「生涯規劃」 。從前的學生
在小學時期便會有作文題目 「我的志
願」 ，老師希望學生透過寫作方式，
想像自己未來的人生志向。然而，這
只是一種構想，如何有效達到目標，

必須要將過程落實，有序地把每一步
鋪排及設定，這樣才可具體想像自己
的未來人生。因此自小學高年級開
始，老師每年都會查詢學生的未來目
標， 「你未來想做什麼？」

這個問題看似虛無縹緲，但又非
常實際，基本上從學校的課堂變化便
可看出端倪。幾十年前我讀中學的時
期，高中開始便 「文理分家」 ，即是
學生要選讀文科或理科，從而邁向自
己未來的職業領域。現在香港的教育
方向已不再提早 「分家」 ，學生在中
三時期便修讀物理、化學等理科課

程，同時亦會修讀歷史、經濟，以至
初級會計等文科。至到高中時期，學
生便因應成績而優先選擇能力所及的
科目。我不肯定這樣是否最佳的規劃
方式，但至少也是明確的路徑予學生
面對未來的生涯。

「國慶75周年漁農美食
墟」 活動圓滿結束。與朋友設攤，
講 「飲食非遺」 ，談 「人工智
能」 ，說 「漁農發展」 ，跨範疇合
作，吸引不少人前來觀摩了解。活
動獲好評，不免飲食慶功，一行人
到屯門三聖邨，進海鮮檔，蠔魚蟹
貝，各挑一些，十足漁港風味。

海鮮加工，選處不少，朋友引
路，走往商場，上中餐廳。魚販提
鮮後隨，跟店員交代煮法。砵酒焗
蠔，瓦煲熱上。蒜蒸扇貝，粉絲墊
底。豉汁蟶子，外配煎米。 「大斑
兩味」 ，許久未嘗，骨腩紅燒，斑
球快炒，一濃一淡，一啡一白，味
道皆好。

魚肉熱炒，清代《清稗類鈔》
有言，文載 「炒青魚片」 。魚片不
獨爆炒，煮湯同樣常見，取鮮取
濃，辣或不辣。《清稗類鈔》提到
一道 「雞湯鰒魚煨豆腐」 ，現代重
現不難，詳文說： 「雞湯鰒魚煨豆

腐者，煮嫩腐，去豆氣，入雞湯，
同鰒魚片滾數刻，加糟油、香蕈起
鍋。雞汁須濃，魚片須薄。」 魚種
可選，依口味或方便程度。魚片、
豆腐，雞湯煨煮，雞湯自熬、現買
均可，食味固然不同。湯濃易入
味，肉薄易煮熟。

愛吃魚肉，不獨湯煮，南宋
《山家清供》有 「酒煮菜」 一條，
談到： 「鄱江士友命飲，供以酒煮
菜，非菜也，純以酒煮鯽魚也。且
云： 『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
有益。』 」 「鄱江」 匯合於江西上
饒市，士子或友人同飲，以酒煮
魚，並無菜蔬。 「鯽」 、 「稷」 音
同，古人因此言相關，甚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