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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皮囊去羅馬

二○二五年迎來乙巳蛇年，重
慶、湖北武漢、西藏拉薩、江蘇無錫
四地分會場將攜手北京主會場共同舉
辦蛇年春晚。據悉，武漢分會場的主
舞台搭建在黃鶴樓公園，而黃鶴樓公
園恰坐落在武漢的蛇山之巔，湖北當
地便抓此噱頭，起標題為 「黃鶴樓前
搭舞台，蛇年春晚上蛇山」 。

內地叫 「蛇山」 的地方不少，唯
獨武漢蛇山最有名氣，它位於武昌區
長江東岸，形如伏蛇，頭倚長江，與
漢陽區長江西岸的龜山夾江對峙，形
成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的景

觀。史書記載，三國時孫權為扼守戰
略要地，在蛇山之北修築了軍事城堡
夏口城，並在夏口城頭的黃鵠磯上，
修建了用於登高憑眺的軍事瞭望崗
樓， 「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
樓，名黃鶴樓」 ，後來黃鶴樓逐漸演
變為登臨遊憩、吟詩作畫的勝地。

今日之黃鶴樓並不是古時的黃鶴
樓。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修建 「萬里
長江第一橋」 的武漢長江大橋時，黃
鶴樓故址被佔用，黃鵠磯亦不復存
在。一九八五年重新開放的黃鶴樓，
是以清代同治年間修建的黃鶴樓為藍

本設計，樓址遷至距原址約一公里的
蛇山中腰，登臨遠眺，楚天極目，武
漢三鎮風光盡收眼底。

為搭建春晚分會場舞台，黃鶴樓
公園目前已閉園，將在春晚結束後恢
復開放。

若在平時，要拍照打卡黃鶴樓與
蛇山，附近有兩個最佳位置。一個是
與蛇山隔長江相望的龜山風景區，相
對於綿延數公里的蛇山，龜山只有約
兩公里長而且高隆，形似蟄伏長江岸
邊的巨龜，遍山林木蒼翠。另一個位
置是在武漢輪渡之上，就如香港的天

星小輪載客來往於香港島和九龍，武
漢有一趟輪渡專門往返於江漢路步行
街盡頭的武漢關碼頭和蛇山腳下的中
華路碼頭，一刻鐘的時間裏，可隨船
橫渡長江，看江上煙波浩蕩，兩岸龜
蛇隱隱。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正舉行的其中
一個專題展覽 「滄海一聲笑」 ，是紀
念本港著名文化人黃霑。展覽內容介
紹了黃霑的生平，尤其是他歷年來創
作歌曲和撰寫歌詞。展覽名稱來自電
影《笑傲江湖》的主題曲，廣為觀眾
熟悉。黃霑的歌詞既具文學特質，亦
具流行元素，簡明的用字方式能夠傳
情達意，直指人心。上世紀八十年代
粵語流行曲踏入黃金盛世，林慕德作
曲、黃霑作詞的《邁向新一天》由梅
艷芳及李中浩合唱，在當年大街小巷
的 「卡拉OK」 ，成為情侶或友好的
合唱金曲。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

見，前程路向，亮起太陽。明媚耀
燦，晨光照萬里，重燃亮我，內心渴
望。」 該曲先由男女聲分段演唱，副
歌由二人輪流合唱。

有些人未到中年已經喜歡懷舊，
總覺得以往的事物特別美好，對於現
狀並不滿足，更莫論對未來有所期
盼。事實上，大部分人都是營營役
役，為口奔馳。成年人既要工作，亦
要照顧家庭，平日總覺身心疲憊，因
此難免產生一些負面情緒，這也是人
之常情。

「人邁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
遠方，迎來朝暉，將人照亮。用歌

聲，以歡笑，我心引入美麗陽光。」
黃霑是本地其中一位 「鬼才」 ，書寫
風格多變而具特色，他筆下大部分歌
詞都予人正面思維，發揮積極效果。
就像他另一首名曲《舊夢不須記》，
亦是要人努力以赴，不要沉迷過去。
黃霑及梅艷芳都已作古人，但是他們
的歌詞和歌聲，仍然帶給人們鼓勵效
用。

今天是新一年、新一天，從前種
種不如意亦已煙消雲散，生活必須向
前，方可發現更美好的新世界。如近
期賣座電影《破．地獄》的對白所
說： 「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已經賺

了，何必介懷什麼時候下車，不如好
好欣賞沿途的風景。」 新一天就是要
向前邁進，繼續好好過活。 「像旭
日，呈朝氣，我心發射衝勁萬丈。」





江城蛇山

《邁向新一天》

《魷魚遊戲》第二季

新年第一頓飯，想來想去還得是 「亂
燉」 。

在東北人的飲食江湖上， 「燉」 永遠
是第一要義，也是各方武林高手爭相切磋的
焦點。雖然這門烹飪技術，其實沒什麼制高
點可言，從名字就能感受出一股濃濃的隨性
風，更別提章法。小雞燉蘑菇、排骨燉豆
角，有 「燉」 出現的地方，就是天下大同、
共襄盛舉的地方。此時的廚師，不看你能力
多強，就看你包容力多高，敢不敢叫齊八方
「豪傑」 ，放到一口大鍋裏，燉上一燉。

所謂亂燉，就是這項 「絕活」 的天花
板。有人從小吃到大，如我這般熟悉親切；
也有人說，亂燉是唯一一道能讓東三省民眾
各執一詞的菜，從地理結構上看，最北邊的
黑龍江 「燉」 得更有秩序，要到吉林，特別
是遼寧這邊，才 「亂」 出風格、 「亂」 出個
性。它天生 「自來熟」 ，一鍋之中有排骨、
豆角、土豆、玉米，當然也可以放入茄子、
胡蘿蔔、西紅柿等等。有外地朋友替我總結
了規律，正宗的亂燉，就是拿最 「頂」 的蛋
白質，配上冰箱裏所有能找到影兒的蔬菜，
再用葱薑蒜、八角、花椒等調味，最後一家
人圍坐一桌，齊齊開動。

在我眼裏，亂燉好吃，就因為燉得軟
爛，燉得入味，雖然沒有固定搭配，但肉的
精華落到湯汁中，夾起的每一口蔬菜，都彷
彿被加持了一般，有種其他菜品中尋不到的
香。再說這湯汁，吃到最後一步，一個心照
不宣的默契，就是把筷子換成勺，舀起湯澆
到飯上。呼嚕呼嚕幾口，那濃郁複雜的口感
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鮮得透徹，美得
魔幻。記憶中每每捶胸頓足，都是吃亂燉時
沒找準換勺時機，晚了一步，連鍋邊的殘餘
都刮不到了。

自此之後，唯有吃亂燉才覺有了新年
伊始的氣勢，豪放、美滿，心願也能一起實
現。

今天是二○二五年元旦。新年伊
始，分享一張J.S.巴赫偉大的作品之
一《B小調彌撒》。曲中的《榮耀
頌》（Gloria）被作曲家視為 「其作
品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樂曲」 ，美國著
名指揮家斯托考夫斯基更稱《榮耀
頌》 「簡直光輝得像太陽一樣，普照
大地，聽起來好像大自然、人類、星
球和全宇宙都在歌頌上帝」 。本周推
薦的專輯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於一九
五三年灌錄並發行的版本，由卡拉揚
執棒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管弦樂團及
合唱團，攜手著名德國女高音伊莉莎
白．施瓦茨科普夫和歌劇女低音瑪佳
．霍夫根、瑞典歌劇男高音尼克萊．
格達與男低音亨氏．雷弗斯聯袂演

繹。專輯封套選擇的是被譽為 「德國
史上最偉大畫家」 的阿爾布雷希特．
丟勒版畫作品《最後的晚餐》。

儘管丟勒在油畫領域影響巨大，
奠定其西方美術史地位的是傳播更廣
泛的木刻版畫作品。這幅《最後的晚
餐》是畫家創作的十二幅《大受難》
系列中的一幅，作品呈現了和達．芬
奇同名濕壁畫相同的橋段，基督正在
晚餐上告知其門徒們 「你們中間有一
個人要出賣我」 。而在所有人不知所
措並撇清關係時，右下角前景的猶大
將臉扭向一旁，腋下緊緊抓着裝有三
十枚銀幣的錢袋，他面前餐盤中的刀
子更是不祥地指向基督。

相比較達．芬奇十餘年前完成的

線性透視法代表作，丟勒用豎版構圖
更強調室內拱頂空間的立體感。他用
清晰幹練的線條將基督頭部的聖光以
扇形向外發散，營造出光芒萬丈的感
覺。不僅如此，丟勒已經通過線條的

平行交叉和粗細的微調實現了對光影
明暗對比的刻畫，讓原本單一的黑白
版畫能夠呈現出三位立體感。畫作最
下 方 刻 着 他 的 署 名 縮 寫 Logo
「AD」 ，此舉也是平面設計藝術的
跨時代創意。

「碟中畫」 《B小調彌撒》／
《最後的晚餐》





榮耀頌唱響新年

麻糖椒鹽餅

美滿亂燉

「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
火試新茶。」 這本是蘇軾在山東
密州為官時，於清明時節的傷春
之作。然而，身處異國他鄉，辭
舊迎新之際，心底卻驀然湧出這
句話。

若干年前，在香港與一位老
友敘舊，兩人都不善飲，只有咖
啡與茶輕啜。慢慢地，老友情緒
低落了起來。分手後，回家路
上，收到一條手機短訊： 「年底
了，請允許我傷感一下。」 更深
夜闌，兩行字很有凹凸質感地，
嵌在昏黃路燈的底色上，也深深
嵌在我的腦海裏。以致每年年
底，就會像一條魔咒，不由自主
地浮現出來。

我並非傷感主義者，也有意
識地節制悲觀情緒逆流成河。但
也許是年齡漸長的關係，到了年
底，就在心房裏給 「傷感」 騰出
些空間，任其自由走動走動。並
不去回首過去一年有何得失、遺
憾，也不去展望來年有哪些野
望、大計。就讓那種淡淡愁緒，
如閒雲般隨意飄盪，而無需背負
施雨的責任。

初冬天晴無風，不必用厚重大衣緊緊
包裹。陽光的溫度強度都剛剛好，外套的輕
重剛剛好，圍巾的柔軟剛剛好。口袋裏揣上
些 「傷感」 ，迎着日光走走，水鳥在波光粼
粼的河上翻飛，紅色白色的茶花在路邊凌冬
鬥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港劇和MV裏，常
有這種漫步的鏡頭。務實主義者或認為這是
一種浪費虛度；內心強大者或不齒於此種怯
懦逃避。其實，這種簡潔的 「放空」 ，其療
癒效果不可小視呢。

「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
茶。」 悲觀者往往駐足前一句，樂觀者則踐
行後者。然則，二者本沒有那麼清晰的鴻
溝。曠達如東坡，也常難掩惆悵，我們又何
必強行為難自己呢？這首詞上闕還有一句
是： 「試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
花。」 年底，給自己做一次情緒按摩，搭建
一座 「超然台」 ，靜待春水和花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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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不至於 「狗尾續貂」 ，
但《魷魚遊戲》第二季的質量的
確不及預期。第一季火遍全球的
盛況猶在眼前，但其實已是二○
二一年的事情了。如今，備受矚
目的第二季儘管選擇在聖誕假期
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流媒體平台
一次性推出全部七集，但依然反
響平平。

可以感受到第二季製作團隊
的 「野心」 ：希望在第一季的基
礎上豐富並完善 「魷魚遊戲」 的
世界觀，所以除了原本參賽者的
故事線，還新增了警方以及賽事
工作人員、也就是 「面具人」 的
兩條故事線。想法是好的，但執
行起來就變了味道——首先是
《魷魚遊戲》原本發生在一個全
封閉的環境，觀眾在接受這一設
定之後，就會把關注點放在遊戲
內參賽者的戲劇化表現，不會太
過考慮整體環境的合理性。第二

季企圖通過警方和工作人員的故
事線，將架空世界在現實世界中
合理化，但邏輯漏洞越解釋越
多，還不如不解釋。

再者，等待了三年多的觀眾
們，首先想看的就是 「遊戲」 ，
勝者獨攬巨額獎金，敗者失去生
命萬劫不復的人性遊戲，但第二
季開始卻拖拖拉拉兜兜轉轉，直
到第三集才出現第一個遊戲。劇
情剛剛有些走上正軌的跡象，就
又在第七集戛然而止。這是第二
季？這難道不是第二季（上）
嗎？第三季據說要二○二五年秋
季才上線，觀眾既然都等了三
年，還在乎多等這大半年嗎？

約長輩吃飯，選址尖沙咀，最
後預訂酒店中菜廳。要入餐廳，先
進地庫，店列兩旁，裝潢仍保留舊
時商場風貌。燒味小菜，味道不
俗，再來紅酒燴牛尾，肉軟汁多，
炆煮時間掌握得好。後上甜品是芝
麻小煎堆，外沾白芝麻，一啖咬
下，流出黑芝麻餡，香脆濃滑，吃
出歡度新春的感覺。

煎堆現作閒時點心，同是過年
共聚、節日拜祭時所備，清代《廣
東新語》談新年，就有談及煎堆，
說： 「煎堆者，以糯粉為大小圓，
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饋親友者
也。」 古今做法相同，現代餡料有
所更易，或加奶黃，或添抹茶。古
時所釀豆餡，現代仍有流傳。新春
以煎堆祭祀，習俗仍存。饋贈親友
煎堆，現已不多見，少時自家製煎
堆、油角，佳節送人屬常事。

新年見煎堆，同見於上元，清
代《吳趨風土錄》有所詳載： 「上

元，市人簸米粉為丸，曰 『圓
子』 。用粉下酵裹餡，製如餅式，
油煎，曰 『油䭔』 ，為居民祀神享
先節物。」 上元節又名元宵節，搓
煮湯圓，古稱圓子。 「䭔」 字是小
點餅食的意思，包餡油煎，就是煎
堆。 「䭔」 與 「堆」 同音，現已多
用 「堆」 字。

以芝麻為餡的餅食，古代可
見，閱明代《易牙遺意》 「椒鹽
餅」 一條，已有相關記載，材料用
上白麵粉、香油、鹽、茴香等材料
為麵皮。再取麵皮，加入油、花
椒、鹽、茴香和芝麻，搓成中間的
餡料夾層，或改用芝麻加糖亦可。
外皮擀薄，放入夾層，再擀黏合，
入爐烤製。

條條大路通羅馬，一幅好皮囊，
讓去羅馬的旅途更加順暢。長篇小說
《人世間》總結過 「光字片」 平民老
周家的孩子跨越階層、改變命運的原
因，其中之一是形象好。老大周秉義
得到省長女兒的青睞，蔡曉光對老二
周蓉重情重義痴心不改，雖說與二人
良善人格有關，但外形條件也是重要
的加分項。當時讀至此處時，我對梁
曉聲如此直白地表達外貌的重要性很
感驚訝，幾年過去了，記憶猶新。

范曉萱《你的甜蜜》唱道： 「不
管是內在美可靠，外在美重要，我已

經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 其
實，心靈美一直被認為更重要。不
過，小說裏像卡西莫多這樣的 「心靈
美」 典型並不多，正面主角多為俊男
美女，影視劇更是如此。《人世間》
關於外形與命運關係的觀點，確為不
爭的事實。當然，影響命運的好外形
不等於生理意義上的美貌，如果把顏
值看作純粹天賜之物， 「顏值即正
義」 自然不可取。但若把好外形視為
讓人放下防備甚至樂於親近的容貌，
就很符合生活經驗。比如，到了陌生
的地方想問路時，總會環顧四周，挑

個面善之人張嘴相求。
人際交往中，第一印象十分重

要。一個人面善與否，又是能否給他
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關鍵因素。而
面相之 「善」 不全由筋骨皮肉決定，
更和文化密切相關。此處的文化，既
指本人的脾性修為，所謂相由心生；
也指此人所處的文化環境，即審美共
識。《射鵰英雄傳》裏郭靖 「濃眉大
眼，胸寬腰挺」 ，和《人世間》裏的
周家兄妹一樣，面善為郭靖完成俠客
階層的躍遷加了分。再看楊康， 「容
貌俊秀」 「人品秀雅」 。在俠義文化

背景下，一個男子長相俊秀算不得什
麼加分項。大反派歐陽克呢，出場時
一襲白衣，神態瀟灑，英氣逼人，面
目也是 「俊雅」 ，而且金庸還送了他
四個字 「雙目斜飛」 。斜眼看人，自
然斷非善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