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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開眼看世界的書

新年行大運，即將踏入農曆乙巳
蛇年，幾位經常行山的朋友，相約新
春一同登高望遠。行山路線，有人提
議攀登以蛇命名、有 「香港第一險
峰」 之稱的蚺蛇尖，雖說應景，但因
難度系數太高而被 「一票否決」 。新
春行山，穩字當頭，量力而為，應以
道路平緩、人氣旺盛的行山徑為首
選。

矗立於西貢東、海拔高度四百六
十八米的蚺蛇尖，巍峨尖削，山勢有
如一條蜿蜒昂首的蚺蛇。蚺蛇尖與釣
魚翁、睇魚岩頂，並稱為 「西貢三
尖」 ，位居 「西貢三尖」 之首的蚺蛇

尖，是三尖之中最難攀登的山。
登蚺蛇尖，有人沿大浪坳經蚺蛇

坳的南路上攀，再循原路或從東面山
徑下山。經驗豐富的行山者，則選擇
由蚺蛇灣沿陡直的北脊向上攀登。由
於坡度陡，碎石多，體能消耗較大，
即便是長年遠足的行山愛好者，亦視
登蚺蛇尖為一項高難度挑戰，在做足
充分準備之後，有機會登頂，可一覽
西貢壯美的山巒海峽。

除了蚺蛇尖、蚺蛇坳、蚺蛇灣
外，香港以蛇命名的地方還有不少，
如大蛇頂、大蛇灣、南蛇塘、蛇頭、
蛇地坑、蛇嶺等。

大蛇頂位於萬宜水庫西壩以南，
山高二百七十八米，為糧船灣的最高
峰，其山勢北面高起，往南而降。大
蛇頂南望蛇灣山，毗鄰大蛇灣和蛇灣
角，此四地均以蛇命名。相傳由大蛇
頂俯瞰蛇灣山，其形狀有若蛇頭，故
名之 「大蛇」 。其中，大蛇灣是糧船
灣以西的一條村落，原名蛇灣，過去
曾建度假村，可惜後來倒閉，如今只
餘荒廢村落。

蛇嶺鄰近落馬洲邊境，高約一百
四十米，北望蠔殼圍，其西南面為鐵
坑山。此地昔為邊境禁區，自二○一
三年政府實施第二階段落馬洲邊境禁

區範圍縮減之後，這一帶包括馬草壟
新村和信義新村在內的六條鄉村才獲
解封。如今，越來越多的行山人士，
到此登鐵坑山與蛇嶺，鳥瞰河套漁
塘，坐看兩岸景物變遷。

電視資訊節目往往發掘一些社會
奇特狀況。前陣子我看到一則報道，
甚是有趣。

從前的通訊設備並未發達，電訊
公司在街道上設置公共電話，方便市
民可以隨時與人聯絡。公共電話可有
不同種類，有的只是一座電話機，連
接在個別商店之內；有些是附設摺
門、透明玻璃的獨立電話亭，使用者
進入亭內關上摺門，可有短暫私人空
間使用電話。電視報道某街道上的一
間雜貨店，竟然將街角的電話亭據為
私用，把貨物塞滿電話亭內，致他人

無法使用。市民對此看不過眼，於是
向電視資訊節目舉報，記者到場採
訪，雜貨店的店主才羞愧地將貨物從
電話亭逐件搬回店內。

這件本來只是城市的雞毛蒜皮小
事，店主也是貪圖一時方便，所謂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我更有興
趣的是那座電話亭。時至今日，幾
乎人人手上都有一部智能手機，電話
亭的作用已經大不如前，市區大部分
電話亭早已被拆卸，餘下僅有的電話
亭，就好像被棄置街頭的無主孤魂。

電話亭其實是現代城市的特色產

物。多年前的西方漫畫及科幻電影
《超人》，男主角是新聞記者，但真
正身份是來自外太空星球的超人。每
當城市發生災難或有壞蛋出現，原本
穿着西服的記者便會走進電話亭，搖
身一變成為擁有強大力量的超人。至
於記者如何在危急關頭仍能找到電話
亭？那就另作別論。

電話亭亦是不少現代痴男怨女邂
逅或分離的場景。電影的男主角為了
讓女主角安心赴外國讀書，便在對方
家居不遠處的電話亭，致電女主角作
出深情告別。男女主角隔空對望，話

筒內如泣如訴，哀怨場面令觀眾黯然
落淚。我的相簿內亦有一張在日本北
海道小樽市拍攝的冬日電話亭相片，
那是我與當時的女友，即現在的太太
在雪夜電話亭的合照。





山不在高 有蛇則靈

電話亭

冬裝未去春裝已來
最近朋友圈裏，鋪天蓋地都是

年會的消息，在內地工作的友人
們，紛紛在春節前發布與年會相關
的朋友圈。團隊往往一身正裝，在
富麗堂皇的年會場地照下一張集體
合影，告別過往一年的奮鬥，也為
新一年的開端做個鋪墊。不少企業
也會在年會上設置各種抽獎環節，
甚至將發放年終獎金的環節與年會
掛鈎。

在參加年會準備材料之餘，我
也日漸對這個職場 「必需品」 的歷
史沿革有了興趣。在香港本地企
業，年會往往與 「春茗」 這個文雅
的字眼掛鈎，不少本地企業不設置
年會，只在逢年過節時團聚一餐，
謂之春茗。也有不少企業會在年會
之後將員工齊聚一堂，共話新春，
亦謂之春茗。這兩者或許還有些差
異，前者聚餐之餘同樣隱含了工
作，話語之間或許都意有所指。而
後者則在會議之後集體聚餐，更多

的是拋開工作，共話新春。
其實年會，又或者說春茗，甚

至是閩台地區的 「尾禡」 ，都是傳
統文化的一部分。春茗脫胎於 「春
酒」 ，最早的文字記錄起源於《詩
經．豳風．七月》中的 「八月剝
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
壽。」 而尾禡則由牙祭引申而來，
為古代出兵時祭拜軍旗的儀式。

對於現代企業特別是在企業工
作的 「大廠打工人」 來說，一年到
頭，終歸要對全年的工作做個回
顧，有所了結，方能更好地開展下
一年的征程。一杯清茶，一份祝
福，一次春茗，或許可以是一年到
頭不錯的總結。

遇到維歐尼（Viognier）的那一刻我才
知道，人類跟葡萄酒的緣分，大概是冥冥中
注定的，當你以為山窮水盡時，也許轉眼就
能柳暗花明，撥雲見日。

幾乎所有品酒師都公認，這個葡萄品
種能存活於世，簡直是個奇跡。當年它像
「珍稀動物」 般瀕臨滅絕，在發源地北羅納

河谷只剩僅僅八英畝地塊，但謝天謝地，人
們的堅持和潮流發展力證 「天無絕人之
路」 ，如今成了另類 「酒中翹楚」 ，身價不
低、前途可期。

一言以蔽之，維歐尼非常 「作」 ，能
將種植者折磨得 「死去活來」 ，也能讓釀酒
師 「痛不欲生」 。幾乎集齊了所有葡萄的缺
點，但也做到了一枝獨秀，成為白葡萄酒中
不可取代的角色。對土壤挑剔，要有溫暖氣
候保證成熟，卻還不能過熟。可即便如此，
人們的熱情也絲毫不減，生生助它單打獨
鬥，支撐起一個產區。作為典型的芳香型品
種，維歐尼有本事叫人 「過飲不忘」 ，如果
你稍對葡萄酒有所涉獵，幾乎不用嘗，只聞
一下，就會立刻鎖定目標。我至今都無法忘
記跟它初相識的場景，馥郁的香氣在核果味
的環繞下鋪開，跟長相思的清冽、霞多麗的
圓潤相比，會有股更加深刻、富饒的氣味，
能讓人瞬間聯想到花香，在嗅覺靈敏時，有
那麼幾秒彷彿是置身於花海，宛如夢境。即
便跟其他葡萄混釀，也能迅速凸顯個人風
格，風情萬種。入口之後，會感覺到酒精和
酸度剛剛好被平衡了，展現出杏子、桃的嬌
媚氣，也帶有一絲過桶後的細膩質感，層次
多樣，飽滿無憾。再詞窮的人，也會馬上聯
想到 「高級」 這個詞。並且喝過維歐尼的
人，以後哪怕 「莞莞類卿」 ，你也絕對能立
刻將它認出。

天生麻煩，但實在太迷人，這就是維
歐尼的命運，也是它得以 「星火燎原」 的秘
訣吧。

上周日清早，我們按計劃
駕車至上水寶石湖邨停車場，
此處有港鐵給予的泊車優惠，
每小時收費五元。從羅湖過關
後，即往火車站上蓋提車，租
車費一天二百元。

天氣非常好，行駛中只見
路旁植物清新，眾多工廠、公
司大廈矗立，招牌醒目，硬
件、軟件、高科技……一個製
造業藏龍卧虎的城市。一個多
小時抵達松山湖，慕名已久，
華為總部在這裏，歐式建築很
美。松山湖景區十分遼闊，多
數人選擇踩單車，我們則是步

行，行了近萬步後，為省時間
才上了觀光車。熱情老司機像
導遊似的有問必答，說到景區
本是不會有公司的， 「但華為
不同啊！」 又指着湖對面說：
「任正非就住那邊，遺憾沒見
過他。」

午餐後速速參觀了西溪古
鎮，便立即趕往可園。逾一百
七十年歷史的可園是清代廣東
四大名園之一，目前建成為博
物館，展示嶺南園林藝術、古
建築藝術和石雕等，當五點半
閉園廣播傳來，我們仍不捨得
離開。

可園不遠處就是中興路
─大西路千年古街區，遊客
熙來攘往，騎樓一層都是商
舖，不乏新潮的藝術商品。晚
餐在一家會所般的餐廳吃東莞
菜，出乎意料的美味。





東莞見聞

春 茗

芳香女神維歐尼

《墨海拾珍》是本書的名
字，作者馮秋紅。一九九一年，我
博士畢業留校教書兼任過研究生輔
導員，那時研究生數量不像現在這
麼多，因此中文系的所有研究生都
歸我 「輔導」 ──馮秋紅就在其
中。記得學生時代的馮秋紅不怎麼
說話，沒想到畢業後她去媒體工作
即不再 「沉默」 ，而是以筆代言不
斷 「發聲」 且成績斐然，各種新聞
獎她幾乎拿了個遍。 「君子欲訥於
言而敏於行」 ，說的就是她吧。

《墨海拾珍》是她記者生涯
中的一個 「藝術」 產品，書中收錄
的是她對三十多位著名書畫家、藝
術家的採訪。她的訪談對象包括言
恭達、蕭平、畢寶祥、陳世寧、郜
科、文懷沙、趙緒成、管峻、廖靜
文、陳汝勤（高馬得夫人）、馮驥
才等。在這些訪談中，馮秋紅以自
己真誠的態度和專業的提問，打開

了一眾藝術家的心扉。這些個性迥異的藝術
家們與她談經歷、談藝術、談心路歷程，並
在各自的坦言中，匯聚出江蘇書畫界、藝術
界的文化生態和藝術特質。無論是對言恭達
藝術追求的概括：以書法為原點，探索中華
文化的源泉；還是對蕭平藝術成就的歸納：
集書法、繪畫、鑒定、史論於一身，構建
「古榕式」 知識體系；也無論是對郜科 「豪

氣十足，柔情萬丈」 藝術特質的勾勒；還是
對趙緒成 「用筆老辣：筆筆如鋼筋鐵骨」
「怎麼都行：視野思維天空海闊」 藝術風格

的觀照，都體現出馮秋紅不只是一個記者對
藝術家的 「新聞」 採訪，更是以一個藝術知
音的專業眼光對藝術家的藝術世界進行探
尋、認知、分析和定位。在《墨海拾珍》
中，馮秋紅對藝術家們書法、繪畫、篆刻、
工藝等藝術作品的呈現固然是 「墨海拾
珍」 ，而她在書中讓三十幾位傑出藝術家在
江蘇的整體亮相，可能更能體現 「墨海拾
珍」 的原意／真意。

經由馮秋紅 「墨海拾珍」 ，三十幾位
著名藝術家的藝術人生和藝術成就呈現在讀
者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本《墨海拾
珍》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江蘇書畫藝術發展簡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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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當你在享受先進設施的同時，也
「享受」 到了自身的退化。

B3 小公園 2025年1月21日 星期二

連日來，小紅書上的中美民間社
交狂歡持續不停。由TikTok危機引發
的這場大規模跨國 「賽博移民」 ，讓
兩國網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 「親密
接觸」 。雙方都對這突如其來的跨文
化、跨語言、跨時差交流感到新奇，
大家在聊天室和評論區樂此不疲地嘮
嗑吹水，那種相見恨晚、熱火朝天的
歡脫場景，讓人恍惚間以為小紅書已
經爆改成了大型線上英語角。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全國各地先後
湧現的 「英語角」 ，正是改革開放進
程中國人急盼跨越國門與世界交流的

一種體現。這一新鮮事物首先誕生於
各地大學校園，隨後又如雨後春筍般
擴展至街區公園等場所。北京首次申
奧成功後，全民學英語的熱情更是高
漲，就連北京街頭的 「紅袖標」 大
媽，嘴裏也經常能蹦出幾句英文日常
用語。

不過，近幾年，隨着國人文化自
主意識的日益增強，坊間也時常出現
「英語無用論」 等極端偏激的聲音，
不少人提出應弱化英語教學在義務教
育中的主科地位，甚至將學習英語與
「崇洋媚外」 直接掛鈎。網上曾流傳

一則視頻，某公園保安出手制止一個
正在讀外國詩歌的年輕人並質問道：
「中國有五千年文化，為什麼要讀外
國詩？」 這一質疑竟然獲得不少點
讚，讓人啼笑皆非，又倍感憂慮。

事實上，反智主義並不能接近真
理，盲目排外更不能推動發展，以通
達、大氣、包容的姿態將大門越開越
大，才是真正具有底氣的文化自信。
這一點，在近些天小紅書上的中外民
間交流盛況得到充分體現。晒寵物、
評穿搭、分享美食、推薦景點……博
弈與戾氣被消融削弱，欣賞與共情被

張揚放大，打破 「次元壁」 的網友們
發現人類的悲歡本來相通，大家原本
就同住一個地球村。對於隔着太平洋
相互凝望的網民們來說，這樣的小紅
書，不啻於一本 「讓人開眼看世界」
的書。

今年的農曆新年來得比較
早，預期年後天氣可能仍會比較
寒冷，因此一系列的冬裝或春
裝，都成為賀年的合適服飾，百
花齊放，各自展現精彩，演繹不
同格調的時尚趨勢。

紅色在各種色彩中，始終有
着獨特的氛圍，充滿喜慶情調，
也可以帶出不同的風格。今季流
行格紋服飾，配上一條紅白混色
細格的羊毛頸巾，表現出活力
感。經典的牛仔褲服裝，在早春
時裝發布會上受到注目，各大品
牌都不約而同地用牛仔裝造型推
出各類流行單品。牛仔褲一向給
人的感覺是比較隨意一點，也是
節日的不錯選擇，如一件名牌雙
襟深色絨外套，配上窄身牛仔
褲，腳踏一雙有踭鞋，整個搭配
效果又有不同風味。

因為格紋設計有多種色調，
所以作為節日服飾在搭配上可以

更多元化，比如用格仔紋的不同
色調，配上一款純色穿搭，粉紅
色上裝配深藍色裙，就是十分優
雅的搭配。格紋和牛仔褲服裝，
明顯都是春裝潮流趨勢，而在不
同風格的服飾中，也可看到另一
類優美格調，法國某名牌的度假
系列推出假日春裝，米色、綠色
及混色的服裝組合，加上各種一
絲不苟的配飾，完美融合在每一
套作品中。

另一意大利精品時裝品牌推
出的春節廣告，品牌代言人穿上
生肖蛇為設計靈感的夾克外套，
充分表現出創意與精緻的工藝細
節，非常搶眼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