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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進行曲

作家鄭振鐸曾寫過一篇散文《燕
子》，燕子飛倦了落在電線上，藍藍
的天空，電杆之間連着幾痕細線，他
感嘆 「多麼像五線譜啊，停着的燕子
成了音符，譜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
的讚歌。」

立春，意味着春天正式開始。本
周已經立春，天空中活潑機靈的小燕
子多了起來。看到小燕子擺動着剪刀
似的尾巴飛來飛去，總會想到那首家
喻戶曉的兒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來這裏，我問燕子你為啥
來，燕子說，這裏的春天最美
麗……」 旋律歡快的《小燕子》曾傳

唱大江南北，是幾代人的童年回憶。
少有人知的是，這首兒歌誕生在

湖北黃石市。一九五五年，在湖北大
冶師範學校教書的王路因眼疾住院治
療，躺在病床上的他忽見窗外燕子飛
過，當即寫下了包括《小燕子》在內
的幾首童詩，這些詩最早刊登在牆
報，經人推薦發表到文藝雜誌。不
久，電影《護士日記》開拍，作曲家
王雲階為該片譜寫主題曲，他翻閱了
諸多報刊雜誌，最後選中了《小燕
子》。

有一個插曲，王路創作的原詞是
「小燕子穿黑衣」 ，由於顯得過於嚴

肅，王雲階建議改為 「穿花衣」 ，燕
子的羽毛本就是黑白相間，也可以說
是花衣，王路對這一改動非常認可。
此外，《護士日記》是以 「齊心協力
建包鋼」 為背景，為與電影情節銜
接，兒歌還添加了 「小燕子，告訴
你，今年這裏更美麗。我們蓋起了大
工廠，裝上了新機器，歡迎你長期住
在這裏」 一段新詞。

王路當年所在的大冶礦產資源豐
富，取 「大興爐冶」 之意而得名。晚
清張之洞曾在境內開辦大冶鐵礦，後
來這裏也曾興辦多家廠礦企業，冶礦
一時拉動了經濟，但卻留下一座 「光

灰」 城市。近年隨着環境治理保護，
曾經留下的礦坑已變成有名的國家礦
山公園景區，與境內的黃石仙島湖一
起，吸引了大批遊客。好山好水得以
修復，這裏的春天又美麗重現。

蛇來運轉，春節期間我與家人參
加旅行團，前赴廣東地區遊覽，先後
造訪廣州、佛山、鶴山和江門，就像
不少香港人喜歡的 「行大運」 。我家
平時都愛自助旅遊，但是新春假期跟
隨旅行團較為方便，省卻不少功夫。
一起用餐的團友，大多是扶老攜幼的
家庭，好不熱鬧。是次團隊的導遊十
分風趣，他說出生時獲風水師批示命
格 「五行欠水」 ，故此讓我們稱呼他
「水哥」 。就像大部分專業導遊，水
哥全程講解廣東的文化特色，他說：
「北京導遊講故宮、長城；西安導遊

講歷史；桂林導遊講山水；廣東導
遊……講飲講食。」 由是，我們全程
吃了不少豐盛佳餚。

是次旅程的重點，就是觀賞佛山
近年熱爆的劇場節目《廣東千古
情》。

該節目長約一小時，被譽為 「一
生必看的演出」 。我目測劇院逾兩千
座位，全場爆滿，座無虛席。《廣東
千古情》以廣東的歷史發展為主線，
主要以歌舞和投影作表演媒介。劇情
不以線性時序，而是以廣東的獨特文
化分場。全劇先以古代作為序幕，另

外的分場包括民初的嶺南風貌，以及
廣東人下南洋謀生的經歷，當中不可
缺少的當然是獅王爭霸的場面。

節目的表演形式十分新穎，包含
傳統舞台元素，群舞的組合十分整
齊，舞蹈員的精神飽滿，動作矯健。
另一方面，舞台的科藝技術十分先
進，前舞台至後舞台（即舞台上方）
包含五層升降台，瞬間轉換成不同層
次的高度；舞台以至觀眾席頂部都設
有高空鋼架，演員配置隨身鋼索 「飛
來飛去」 ，動感十足。古代情節的場
面，舞台上最少有五匹真實馬匹參

演。前舞台更延伸了一條像跑步機的
自動跑道，演員騎着馬匹在跑道上行
走，仿如在草原上策馬奔馳。科藝效
果令演出嘆為觀止，導演的藝術處理
亦觸動人心，全劇以廣東民謠作結，
「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瞓落
床……」 令同鄉倍感親切。





小燕子，穿花衣

《廣東千古情》

最強春節檔
要推動中華飲食文化，茶文化

屬於其中重要一環，通過古今知識
的傳授，加上實際茶湯的品鑒，學
生能從中學習多元的歷史和文化知
識。農曆新年前，有幸邀得來自北
京、深圳、香港和澳門四地的國家
級茶藝師，同到浸大出席 「北京．
大灣區茶文化論壇」 ，就 「茶文化
教育新視野」 作深入討論，闡述各
地茶文化的教學與發展情況。

論壇晚宴設於園區素菜館，位
於鑽石山鳳德道，大家穿越亭台樓
閣，到菜館吃齋。滿桌齋菜，有新
式的菠蘿咕嚕麥纖，有較傳統的紮
蹄，炸物飯麵，都來一點。店內有
售黃耳薑醋，材料有麵根、番薯，
甜酸夾雜，格外開胃。

香港人有吃薑醋的習俗，傳承
自粵地飲食文化，清代《廣東新
語》早有相關記載： 「粵俗，凡婦
娠，先以老醋煮薑，或以蔗糖芝麻
煮，以罎貯之。既產，則以薑醋薦
祖餉親戚。」 往時親戚或鄰居有彌

月之喜，多會送贈薑醋，以表喜
慶，大家品嘗滋味之餘，也會回禮
祝賀。

薑與醋的配搭不獨見粵地，元
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談到 「造
醋薑法」 ，詳文如下： 「不以多
少，炒鹽醃一宿。用元滷入釅醋同
煎數沸，候冷入薑。箬紮瓶口，泥
封固。」 「釅醋」 即是濃醋，薑先
用炒鹽醃一晚，後取醃漬的鹽水加
濃醋煮滾，待涼放薑。後如薑醋一
樣入罎，用竹葉紮口泥封。

清代《養小錄》也有談 「醋
薑」 ，詳載： 「嫩薑鹽醃一宿，取
滷同米醋煮數沸，候冷入薑，量加
砂糖封貯。」 取嫩薑，用米醋，封
砂糖，做法略有更易。

提到 「黃酒」 ，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聞
名遐邇的紹興黃酒。但其實地球另一端，在
法國汝拉，黃酒同樣是如雷貫耳的明星產
品。這款小眾低調的葡萄酒一直不為人熟
知，直到二○一一年，有人用近六萬歐元的
高價拍得一瓶一七七四年的佳釀，從此之
後，數年寒窗無人問的汝拉黃，也搖身一
變，一舉成名天下知。

但其實，汝拉黃酒（Vin Jaune）跟我
們熟悉的黃酒完全不是同一類。後者用穀物
釀製，而前者則取自於葡萄，由於酵母膜的
存在，會比常規乾型白葡萄酒多出一股獨特
的酵母香，回味悠長。說回汝拉這個地方，
夾在瑞士和勃艮第之間，本身規模就小，產
量更是有限，多虧酒瓶裏的那抹金黃，才得
以保留法國最具特色的產區標籤。

黃酒是汝拉人的驕傲，就連亨利四世
都說， 「汝拉黃酒是葡萄酒之王」 ，偏愛之
情溢於言表。關於酒的起源，最廣為流傳的
版本是個意外。中世紀時，一位愛酒的貴族
應徵入伍，等他多年後回家，收藏的頂級白
葡萄酒已經變成黃色，上面還漂浮着一層厚
膜。於是他讓僕人把酒倒掉，誰知這個頗有
商業頭腦的僕人竟一轉手，把酒給賣了。還
賣出了驚人的好價。從那以後，僕人也成了
貴族，而汝拉黃，就正式登上了葡萄酒的舞
台。

得益於當地獨特的石灰岩，讓汝拉產
區誕生了別處沒有的葡萄品種薩瓦涅
（Savagnin）。高酸厚皮，易被霜凍影
響，需手工採收。有了薩瓦涅，還要等上六
年時間，才能見黃酒真容。這款酒有明顯的
堅果、生薑、蜂蠟味，酒體飽滿，礦物感突
出。入口餘味濃烈持久，具有相當長的陳年
潛力，在最經典的產區夏隆堡，可窖藏一個
世紀。汝拉黃產量低，除了法國本土，在別
處幾乎鳳毛麟角。怪不得人們都說，這是只
有內行才懂的葡萄酒。

又至立春。今年立春當日恰逢德
國浪漫主義作曲家菲利克斯．門德爾
松誕辰二百一十六周年，而一周前的
一月二十七日也是奧地利 「神童代言
人」 莫扎特誕辰二百六十九周年，本
周應景地分享一張收錄兩位大師小提
琴名曲的唱片。專輯由EMI百代唱片
公司發行的法國版，由英國指揮大師
托馬斯．比徹姆爵士執棒英國皇家愛
樂樂團，攜手二十世紀小提琴巨匠雅
莎．海菲茨聯袂演繹莫扎特《D大調
第四小提琴協奏曲》和門德爾松《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專輯封套選擇
的是巴洛克時期西班牙畫家安東尼奧

．德．佩雷達的靜物畫
《有水果和樂器的靜物》
局部。

佩雷達擅長宗教題材
和靜物畫，他也是首位將
具有象徵主義的虛空畫帶
入巴洛克西班牙的畫家。
這張收藏於羅浮宮的靜物
畫有着鮮明的 「卡拉瓦喬印記」 。在
幾乎全黑的背景前，一束左上方的高
光點亮了畫中桌上的所有物品：左側
擺在桌枱上的五顆黃檸檬、鋪在桌面
上的中東掛毯、有着精美繡花紋理的
靠墊，以及摞在頂端的樂譜、小提琴

和琴弓構成了整幅畫面
的全部內容。

畫面的構圖未有太
多設計，亮點全集中在
用光和色彩的質感上：
黑色的背景讓亮黃色的
檸檬、紅色的掛毯和白
色攤開的樂譜構成了圖

像的幾處高光。亮部和暗部的巨大對
比反差是 「卡拉瓦喬派」 的核心，佩
雷達顯然深諳此道。畫作的亮點顯然
是對中東掛毯和刺繡靠墊材質的精美
刻畫，對面料編織紋理以假亂真的描
摹，輔以光影下泛着光澤的絲線和邊

穗，凸顯出巴洛克靜物的華麗與繁
複。封套的選擇和設計顯而易見：靠
墊頂端平放的小提琴和琴弓局部無疑
完美契合了專輯曲目。

「碟中畫」 莫扎特&門德爾松小
提琴協奏曲/《有水果和樂器的靜
物》





立春的琴聲

罎封老薑醋

內行輕喚汝拉黃

百歲作家王鼎鈞，從青年時
期，與報紙副刊打了幾十年的交
道。他自言： 「我經常緊追新聞記
者的馬車，呼吸它揚起的灰塵，為
報紙 『在豆腐乾上刻字』 。」 這個
「豆腐乾」 ，就是副刊裏的專欄。

王老當年在台灣多家報刊上開闢專
欄，其中之一就叫 「切豆腐乾室隨
筆」 ，還有一個 「飲苦茶齋筆
記」 。豆腐乾佐苦茶，有嚼頭，有
滋味。

若說副刊是豆腐乾，新聞則
如豆腐。豆腐保鮮期短，正如新聞
是 「易碎品」 。豆腐乾可不一樣，
耐貯藏，可即食，可涼拌，可熱
炒，可燉煮。豆腐潔白，豆腐乾色
澤偏黃。這也正好像新聞與副刊。
新聞若泛黃變舊聞，或乏人問津；
而泛黃的副刊，趣味意蘊依舊悠
遠。新聞如啤酒，講究鮮榨，爽快
暢飲；副刊如老酒，窖藏陳釀，不
減香醇。

不才煮字療飢二十多年，也
曾坐在馬車上，如今則跟在馬車後
面跑。總的感受，新聞求快，副刊

可慢。快有快的優勢，也易留有缺憾，副刊
正好慢而化之。新聞主打硬料、乾貨，副刊
綿裏藏針，四兩撥千斤，勁道不可小視。新
聞貴在直白曉暢，副刊不妨含蓄雋永。

王鼎鈞還有很多關於副刊的取譬妙
喻。諸如， 「社論是報紙的客廳，副刊是報
紙的花園」 ； 「一家報紙要有文學副刊才算
是一張大報。副刊展露報人的心胸識見，他
除了理性，還有美感；除了算盤，還有胡
琴；除了店面，還有花園；除了現實，還有
想像；除了功利，還有性情」 ； 「讀者大眾
面對文學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
期一的心理；他是進戲院的心理，不是進課
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
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禮服的心
理……」

在星期六，身穿便服，看看戲，聽聽
琴，在花園裏閒庭信步，這就是副刊的好
處。



截至大年初五（二月二日）
中午，內地電影春節檔票房已經
突破六十五億人民幣。但平心而
論，春節檔電影的質量卻並不令
人滿意，要我說，蛇年最強 「春
節檔」 的桂冠應該頒給一個缺席
了多年的 「老朋友」 ──春節聯
歡晚會。

小時候，春晚引領全中國的
視聽潮流，是審美的領導者和流
行語製造者。長大之後，網絡大
潮撲面而來，春晚一不留神就可
能被甩下了，有些節目說着自以
為流行其實已經out的網絡流行
語。

今年的春晚不同了。最直觀
的改變，在於內容和形式上審美
的全面升級。往年最被詬病的語
言類節目，也就是相聲、小品類
節目不再拘泥於 「包餃子」 ，真
正還原了 「好笑」 的基本步。而
舞蹈和歌曲成為了整台晚會的
「審美擔當」 ，《喜上枝頭》和

《伊人》兩個舞蹈，真可謂登峰造
極的中式美學集中呈現。

連每年的 「指定動作」 ，晚
會最後的大合唱《難忘今宵》，
今年也給了觀眾一個大大的驚
喜─這首從一九八四年第二屆
春晚就開始一直傳唱到今天的曲
子，今年被改編加上了京劇唱腔
的旋律，戲腔一出，清麗空靈，
是「守正」和「創新」的完美結合。

Bilibili上，已經有一點七億次
播放，四十八點八萬條彈幕的春
晚，已經不止是一台晚會，而是
國泰民安的一場具象化呈現，是
全球華人的一次 「天涯共此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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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進行曲是什麼時候奏響的？
或許是單位聯歡會的歌聲響起，或許
是買到回家車票機票那一刻，或許是
在超市聽到了劉德華的《恭喜發
財》，或許是一個紅底的福字貼上了
家門，又或許是某一天突然發現上班
路上的車變少了，地鐵車廂不再擁
擠……

大概是臘月二十七吧，我出門上
班時，連西二環也不那麼擁擠了。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這二環路清閒的日
子絕不超過五天，而且都在春節期
間。每逢這時候，我總會想，通暢的

二環路和擁堵的二環路，究竟哪個才
是真實的北京呢？琢磨了二十多年，
無解。下班回家坐地鐵，車廂裏人變
少了，但並不寬鬆，因為行李箱變多
了。許多乘客都推着行李箱，有的還
不止一個。

他們滿身都是出行的裝備，牌子
可能一樣，神情卻大不相同。那幾位
臉帶疲憊又露出輕鬆的，應該是準備
打道回府過春節。忙碌了一年，馬上
要享受故土親情的慰藉，再多的疲憊
又算得了什麼？還有幾位滿臉興奮卻
有些不安的，應該是剛到北京來旅遊

過節的。他們看着手機，側耳聽着語
音報站，不時抬頭望向車廂玻璃窗上
的站點圖。馬上要在古都感受春節民
俗，怎不令人充滿期待呢。春運就是
這樣，把一些人運回自己的家鄉過
年，把另一些人運到別人的家鄉過
年。來來去去之間，我們為自己也為
別人妝點着春節的風景。

當然，臨近春節了，還有 「上班
族」 匆匆奔走在路上，他們和往常一
樣按時準點上班下班，堅守到春節放
假前最後一天。眼看地鐵車廂裏的行
李箱漸漸多起來，他們晃晃自己肩背

手提的上班包，互相打趣： 「有些人
春節放假好早啊，可我們是天選打工
人啊，缺誰也不能缺了我。」 其實
啊，這麼說的時候，春節進行曲已經
在他們心裏奏響了。你別問我是怎麼
知道的，因為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