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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港味

人的一生，很多時候離不開一個字，
如影隨形，相伴終生。它就是——比。

從小到大，我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個
「比」 字。與周遭熟悉的人比，與毫不相干

的聽說或看到的人比。當然，也會自己和自
己比。胖了，瘦了？富了，窮了？有時比得
心滿意足，興高采烈；有時比得心灰意冷，
頹唐喪氣。

從出生第一聲啼哭開始，至老了乘風
而去，不少人都生活在攀比中。雖然小時
不懂事，但父母也會 「代勞」 ，拿自己的
孩子與別人比，誰的白白胖胖，誰的漂亮
可愛。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喜歡與同班的同
學比。誰的成績好，名列前茅；誰的體育
佳，比賽總得獎；誰的嗓音美，節日表演都
有份……那時在比中夾雜着純真的願望，

希望自己能全班第一，至少是前三名。
起初也許是朦朧單純的比，可隨着年

齡增大，就超越了正常的範疇。有位朋友
說，一家近來被孫子氣得七竅生煙。原來孫
子十六歲，達到考駕駛執照的年齡。他也一
次性通過筆試和路試。全家都為他高興。可
問題來了，他吵着要買輛汽車。家長不同
意，說年紀還小，等過幾年再說。他辯駁
道：班裏有個西人同學，已開着自己的車上
學了，多帥！他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

朋友嘆息道： 「比什麼比！ 『黃牛跟
馬跌斷腸』 。不是買不起，是怕他年少氣
盛，開車出了事怎麼辦？再說，高中還沒畢
業，太過招搖也不好。」

而當孩子們走出校門，踏入社會，那
是完全不同的環境，要比的東西複雜得多。
與以前的同學和周遭的朋友相比：工作好

壞，工資多少，公司大小，都在心中用尺子
衡量。甚至戀愛對象、朋友圈等等，也在比
較之列。比的結果，十之八九都不如意。不
少人因此怨天尤人，歸咎運氣不濟，懷才不
遇，而忽略了自身的努力。

人到中年，思想雖趨於成熟，但腦海
中的思維仍離不開左比右比。某人資歷淺，
卻升職比我快；某某住的豪宅比自己的住房
大得多；某某某的子女出色，比自家的強。
也許，這一比，讓當年那股銳氣緩慢消沉下
去，變得聽天由命， 「當一天和尚撞一天
鐘」 ，數着時間等待退休的日子。

人老了，似乎看破世情，可能不再執
著於名利地位，不過，仍有些東西要和別人
比一比。有位舊同學，曾是深圳一間大公司
高管。退休後成了 「老人協會」 會長。有一
次和他通話，他剛帶領一班會員去附近城市

短途旅遊回來。他說， 「現在的老人，不再
比誰以前的級別高，也不比誰的銀行存款
多，而是比誰健康，少病少痛。」 我想，老
年人關心自身的健康，不再糾纏在過去的
「光環」 中，確是好事。但倘若仍沉浸在與
他人的對比中，整天只拿着 「三高」 指數和
別人比來比去。勝了，沾沾自喜；輸了，憂
心忡忡，而忽略了針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制
訂出切實可行的措施，單是 「比」 也起不了
多大作用。

正所謂山外青山樓外樓，這山更比那
山高，越比越有差距。而且，有的距離不管
如何努力奮鬥，都不可能達到，只能仰天長
嘆。俗話說， 「人比人，比死人。」 不知足
而不快樂，難怪一輩子活得夠累夠辛苦。

處心積慮與別人相比，不如腳踏實
地，專心做好自己。

如是我見
厲彥林

東平湖，
像掛在雄偉泰
山衣襟上碧綠
的「寶葫蘆」。

戴村壩，
是中國古代水
利工程──京
杭大運河的
「運河之心」。

戴村壩位於山東省泰安市東
平縣的東南方、大汶河和大清河
的交界處，上游大汶河孕育了大
汶口文化，下游大清河自東向西
流往八百里水泊東平湖，戴村壩
南側是明初人工開挖的小汶河，
可直插京杭大運河；該壩始建於
明朝永樂年間，至今已六百多
年，是京杭大運河南旺分水樞紐
工程的要件。大壩像一條巨龍橫
卧在波濤洶湧的大汶河之上，將
攔截之水通過小汶河源源不斷地
補充到大運河南旺分水樞紐，水
流在這裏 「七分向北朝天子，三
分往南接皇糧」 ，因而戴村壩享
有 「北方都江堰」 美譽。

跨入二○二四年春節期間，
山東大地先後降了兩場雪。為了
一睹雪中戴村壩的風采，從即時
視頻中只見壩體和道路均被薄薄
的白雪覆蓋，空中時而還有飛鳥
掠過，壩上依然水流如注，如雷
貫耳。

二○二三年，為目睹戴村壩
「高崖飛瀑、戴壩虎嘯」 壯觀景
象，我連跑了兩趟戴村壩。受颱
風 「杜蘇芮」 影響，大汶河上游
泰萊地區出現強降雨，七月三十
一日零時，戴村壩最大洪峰流量
達到七百六十三立方米每秒。八
月二日，我懷着崇敬的心情，再
一次來到泰安東平縣，欣賞戴村
壩景區的壯觀景象。登上北壩
台，手扶柵欄舉目南望，只見這
長四百多米的大壩，從北往南伸
展着，像一條橫卧的巨蟒、長
龍，把汶河與清河瞬即斷開。
當奔騰呼嘯的汶河水，翻越戴
村壩，躍入大清河，濺起翻滾
的白浪，勢如萬馬奔騰，聲如
龍吟虎嘯，大壩上水霧瀰漫、
仙境一般。時而有鯉魚在清河
的白浪裏騰空躍起，逆流回
跳，爭相 「躍龍門」 。鯉魚有跳
水的習性，汶河裏的鯉魚迅猛沖
下清河時受到驚嚇，時而躍出水
面，擺尾騰空，有的沖出水浪一
米多高，蔚為壯觀。此處景點，
成為人們寄託美好願望的 「打卡

地」 。
站在戴村壩，頓感心胸開

闊，有一種呼風喚雨的吶喊在呼
嘯，有一種撼人心魄的力量在衝
撞，有一種洶湧澎湃的革命精神
在狂奔……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
期，與長城、新疆坎兒井並稱為
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使用
至今，已二千五百多年。

翻開歷史畫卷，沿歲月長河
尋根溯源。泰山的偉岸高聳，使
泰安東平縣這一帶成為大運河沿
途地勢最高點，大運河水流小的
時候難以北流，水枯期經常斷
航。水利史學家姚漢源曾一針見
血地指出，大運河運力不足，根
源在山東。

戴村壩是我國偉大的水利工
程，南北經濟往來和人員交流的
水上通道，猶如貫通南北的粗大
血管。明代初年由於黃河多次決
口和改道，造成了下游河道淤
積，使京杭大運河河道堵塞，漕
運不暢，嚴重影響了南北經濟、
文化的交流。明成祖朱棣定都北
京後，為實現南糧北運，在元代
京杭運河的基礎上，對重要河段
進行疏浚改造。京杭運河的制高
點和分水嶺在濟寧南旺段，所處
位置比北邊的臨清高出三十米，
比南邊江蘇徐州高出四十米。但
由於南旺地勢高而形成水脊，使
南旺以北河段時常處於淺水或無
水狀態，即便在豐水期，南旺以
北的運河水量仍然不足，漕船至
此往往難以通行，重載的漕船更
是寸步難行。大運河這貫通南北
的水道出現淺流甚至斷流現象。

如何解決京杭大運河這個關
係國家命脈的重大問題，成為朝
野上下懸在心頭的難題。癥結找
到了，又該如何解決呢？

明成祖朱棣即位遷都北京
後，重視發展經濟、興修水利、
治理黃河、減輕稅負。明永樂九
年，明成祖朱棣針對黃河連年為
患的現狀，為保證南糧北調，命
工部尚書宋禮來此治理，開始了
對黃河與大運河統籌治理，拉開
「引汶濟運」 的序幕。

二○○二年，大運河被納入
了 「南水北調」 東線工程。在山
東以地下隧洞方式穿過黃河，成
為連接黃河兩岸輸水幹線的關鍵
控制性工程。時隔數百年，黃河
與大運河再次握手，為人民造
福。

香港有 「美食
之都」 的美譽，在
這彈丸之地，薈萃
中西飲食文化，共
有一萬七千多家大
大小小食肆，各種
菜式應有盡有，無
論五星級大酒店、
米芝蓮星級食店到

遍布港九新界各區的中式酒樓、茶餐
廳、粥麵店、大牌檔以至街頭小食檔等
等，款式多元，其中不乏地道美食，入
口舌尖味蕾便品嘗到特有的香港味道。

對大多數香港市民和遊客來說，別
具吸引力的美食還是帶有香港地道特色
的出名品類，如燒鵝、點心、雲吞麵、
菠蘿包、牛腩、蛋撻、雞蛋仔、魚蛋
等，當中不乏有值得一知的故事。

先說燒鵝，不得不提中環鏞記酒家
的秘製炭燒燒鵝。這家中式酒家由甘穗
煇於一九四二年創辦。甘穗煇自小家
貧，十二歲便踏足社會，做過賣菜、製
雪粒、報館印刷工、酒樓雜工、燒臘學
徒。他在當學徒時就用心鑽研燒臘醃料
和燒製方法。其後，他與朋友麥鏞共用
一個牌照在中環廣源西街開設一家燒味
檔，名叫 「鏞記」 。一九四二年，甘穗
煇用盡四千元積蓄租下永樂街一家店
舖， 「鏞記酒家」 正式開張。到一九七
八年在威靈頓街建成鏞記大廈。由於鏞
記的燒鵝和其他菜式頗有特色，名氣越
來越盛，許多名人都慕名前往光顧。也
有許多外國遊客來港遊畢時到鏞記買燒
鵝帶上飛機回國作為手信送給親友。因
此，鏞記燒鵝被冠以「飛天燒鵝」之名。

筆者與甘穗煇和他的長子甘健成都
熟悉，不時到鏞記光顧。甘穗煇六十六
歲退休，業務交長子甘健成打理，但他
仍然堅持每日返鏞記視察。我每次前去
吃飯，幾乎都見到穿着唐裝衫褲的他坐
在近大門口地方，滿臉笑容與入門的顧
客打招呼。他在鏞記慶祝成立六十周年
的紀念特刊撰文稱， 「我喜歡酒家這種
熱鬧感覺，我認為這裏是社會的縮影，
當中有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偶然見到幾
位多年沒見的老朋友，大家也又可聚在
一起話當年。」

甘健成接掌鏞記業務後，更用心經
營，提升菜式質素，同時重視宣傳，因
此他交上許多傳媒朋友。有一次，我帶

一群深圳新聞界朋友前去光顧，品嘗其
出名的燒鵝和其他特色菜餚，甘健成偕
同兒子甘崇轅親自招呼，向客人介紹鏞
記燒鵝的炭燒方法。我的朋友這一頓都
吃得十分滿意。

世事多變，甘穗煇與甘健成先後離
世，甘氏家族內發生風波，後來甘健成
的兩個兒子甘崇軒和甘崇轅另起爐灶。
由甘崇轅創辦、位於灣仔軒尼詩道的
「甘牌燒鵝」 ，辦得十分成功，每日不
論午市或晚市都生意滔滔。我每次經過
那裏時，幾乎都看到飯店門外出現等候
入座人龍，人數多時不下三四十人，看
他們的衣着和說話口音，我相信大多數
都是慕名而來的遊客。曾在社交平台瀏
覽過一些帖文，有人為了吃到一碗心儀
的燒鵝飯，花上兩個小時之久，但認為
得償心願，值得。為何顧客要排隊那麼
久才能入座呢？聽東主甘崇轅在平台的
視頻說，原來該飯店面積不大，只可同
時容納三十六位客人。正是室雅何須
大，有鵝自然香。

說完燒鵝，接下來說說其他地道香
港美食的故事。富有趣味的是九龍懷舊
餐廳太平館有名的瑞士雞翼。原來這道
美食與瑞士一點關聯都沒有，它只是用
滷水加豉油炮製的雞翼而已，由於味道
獨特，因而受到顧客歡迎。瑞士雞翼名
稱的由來，據說是一位外籍遊客問侍應
生這道菜式的名稱，侍應生便以英語答
是Sweet wings（甜雞翼），可能侍應
生的英語發音不純正，該遊客誤以為是
瑞士的雞翼（Swiss wings），於是由
此傳開了，成為太平館餐廳一道名實不

相符的佳餚。
每日下午茶我幫襯茶餐廳，喜歡喝

一杯濃濃的港式奶茶加一個香脆可口的
「菠蘿油」 。想不到我的《新晚報》舊
同事、曾出版多本飲食書籍的梁家權，
也對菠蘿包情有獨鍾，他平生寫的第一
篇文章就題為 「尋找失落的菠蘿油」 ，
也以此名連同其他飲食文章結集成書。
他在報章專欄寫道，自從小學時在豉油
街一家士多吃過第一個夾着一片牛油的
菠蘿包後，開心不已，隨後大半生吃過
的菠蘿油不計其數。有一次午夜夢回，
他看到靈堂上自己的車頭相前供奉着一
個菠蘿油，夢醒後覺得很滑稽。

另外，我在銅鑼灣的警官會所中餐
廳居然吃到真有菠蘿的菠蘿包，酸甜可
口，頗覺新鮮。

至於港式奶茶，也是我的至愛，幾
乎每日早上和下午不 「嘆」 上一杯便感
到若有所失。我曾經訪問過主打正宗港
式奶茶的 「我杯茶」 餐廳老闆馮志堅，
他是金融界的老行尊，退休後退而不
休，夥同一群朋友在灣仔春園街開設了
這家 「港式奶茶專門店」 ，原因是他當
時獲悉港式奶茶將被列入 「非物質文化
遺產」 ，靈機一動，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商機，於是與朋友合資開設這家專門
店，特聘在奶茶比賽中獲得冠軍榮譽的
「茶王」 主理現場泡茶，主打正宗港式
絲襪奶茶和 「鴛鴦」 ，加上幾款特色港
式小食，包括黯然銷魂仙草麵、雙黃鴛
鴦菠蘿包等，以此吸引顧客。我品嘗過
「茶王」 親泡的絲襪奶茶，香滑可口，
舌尖品嘗到內裏蘊含的香港味道。看 短 視

頻，南京人最
愛吃皮肚麵，
麵裏有熏魚、
大排、青菜、
西紅柿，最重
要的除了皮
肚，還要有一

大勺紅彤彤的辣油。南京人什麼
時候也開始這麼能吃辣了？廚師
下麵條的時候總要說一句 「啊要
辣油？」 就是要不要辣油的意
思，和蘇州、常熟一帶人說「啊
是？」（是不是）語言相通。

蕪湖人能吃辣。女作家王瑩
的長篇小說《寶姑》，寫二十年
代蕪湖： 「新鮮的小米蝦，磨碎
的鮮紅水大椒，青葱切得細細

的，再澆上幾圈香噴噴的芝麻
油，那味道，一聞見就要流口
水」 的蒸豆腐渣，裏面的水大椒
是辣的，就是美食博主到蕪湖探
秘時看到廚師用瓶子滋出來的稀
辣椒。

我感到這不僅是因為川菜盛
行幾十年在全國各地留下痕跡，
其實這些辣，又有點江西料理的
風味。譬如另一位美食博主到了
江西萍鄉，和湖南只幾十里之
差，吃了幾天辣，腸胃快受不
了。江西、湖南都是冬天濕寒地
區，吃辣成癮。而南京和蕪湖歷
史上沒有吃辣的傳統，當是由於
社會變遷、人員流動，尤其在物
質文明大發展的今天，有一種表
情達意的興味在裏面。

2024年12月2日 星期一B 2 大公園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 「我心中的香港」 欄目。
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徵

稿

啟

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
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
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 開設 「我心中的香港」 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
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
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市井萬象

璀璨時光

我心中的香港
朱昌文

廣東省博物館正在舉行 「璀璨時光
──清代廣鐘精品展」 。該展分為 「時
間的刻度」 「時間的藝術」 「時間的溫
度」 三大部分，通過一百一十餘件廣鐘
精品及相關文物和展品，向觀眾展現清
代廣鐘的多元面向和當代價值。

中新社

◀展覽中的 「銅鍍金轉人亭式鐘」 。

自由談
侯宇燕

客居人語
姚船

攀

比

運河之心貫南北（上）

吃 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