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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冶若水
胡恩威

柏林漫言
余 逾

千秋史傳記前賢

是不是很難想
像，以豬蹄、香腸為
美食代表的德國，竟
然漸漸出現越來越多
素食主義者。以柏林
為例，現在有相當多
的公立幼兒園午餐已
是全素營養餐。

我們最開始也是從學校午餐發現這
個趨勢的。從最開始每周一次全素午
餐，到每周只有兩頓肉，這個轉變也挺
大的。先生在家長會上提出是不是應
該多一些葷素搭配，特別是肉類，增
加蛋白質的攝入。其他家長和老師表
示，這個餐飲計劃是經過了營養師分
析和搭配，是非常健康的。再加上學生
中有很多來自素食主義家庭，所以每周
兩次肉類再合適不過了。

我和先生當然會擔心，如果沒有足
夠的肉類，小孩成長需要的蛋白質從哪
裏來，整體營養如何得到保證，會不會
影響身體發育長不高…… 「但是我們班
上最高的男生其實是素食主義者。」 兒
子雖然從來不喜歡學校的午餐，但是聽
到我們的擔憂卻說，「而且他的父母也
並不是特別高。」從他們剛入學，我們
問兒子和女兒午餐吃的什麼，他們都是
一樣的答案——「土豆土豆土豆！」要仔
細盯着問幾次，他們才會「絞盡腦汁」想
起——

「那天吃了意麵，有天吃了沙
拉……」

「肉呢？」
「魚算不算？某一天吃了魚。肉丸

算不算？有一天吃了肉丸子，還吃過香
腸……」

我不由得想起了兒子在國內讀幼兒
園時，豐盛又美味、幾菜一湯的午餐。

其實不光是學校，在餐館，你也會
發現餐館的菜單也悄悄起了變化。

就拿漢堡和三文治來說，很多餐館
都推出 「素肉」 漢堡和 「素肉」 三文
治，並且把它們的口感做得和真肉漢堡
三文治接近。而這些 「素肉」 基本上都
是用豆製品製成，有的會用一些品種的
蘑菇代替肉類。總之，儘管是吃素，但
跟我們想像的嚼之無味吃生菜，可是完
全不同的體驗。就連烤肉卷Kebab，也
有了素食版本。

隨着吃素的人越來越多，柏林的全
素餐館也如雨後春筍般新開了許多。有
一部分是專做沙拉的，用芝士、豆製品
和雞蛋等等來保證餐食中的蛋白質含
量；而另一部分則是想方設法用豆製品
和菇類做出與肉製品口感相似的餐食。
別說，有很多技藝精湛的廚師做出來的
「素肉回鍋肉」 ，不仔細分辨，你還真

不知道它竟然是素的。
另外，還有純素的嬰兒奶，純素的

巧克力，純素口紅，純素歐米伽3膠
囊……以及素的 「皮」 鞋、 「皮」
衣……是不是有點兒意思？

有次我很好奇想知道兒子女兒學校
的同學為什麼吃素。問了幾個小朋友，
才發現各有各的理由。主要的是三
種——有的是家裏父母是素食主義
者，所以從小就不吃肉，習慣了吃
素；有的小孩家裏父母並不是素食主
義者，然而他們 「不忍心」 吃肉，覺
得吃肉就在殺害傷害動物，他們不能
接受；還有一種是純屬覺得吃素比吃
肉更健康，從健康的角度考慮決定吃
素。

不管怎樣，人人都有各自的口味和
選擇，可以找到自己大快朵頤的地方，
足矣。

不吃肉的德國人

市井萬象

梅花盛開引遊人

香港街市

棉湖老鄉、
國際潮團總會副
秘書長林濤兄在
春節前發來《一
代楷模郭之奇》
一書的電子版
（揭陽市潮汕歷
史文化研究會、
揭陽市榕城區郭
之奇文化研究會

編著，中國華僑出版社），希望我能
夠寫一篇書評。因為年底雜事纏身，
未能抽暇讀書，故一直未有動筆。蛇
年春節汕頭探親歸來，偷得浮生兩日
閒，窗下讀郭子奇，彷彿回到金戈鐵
馬、天翻地覆的年代， 「書生老去血
猶沸，天涯誰解壯士心？」 作為潮汕
郭氏後人，對這位血性先賢深懷敬
意。

郭之奇（一六○七至一六六二
年），崇禎元年戊辰科（一六二八
年）進士，歷任福建提學參議，詹事
府詹事。郭之奇是文學家、詩人、書
法家，著有《宛在堂詩文集》。郭之
奇一生忠於明朝、從容就義的氣節，
尤為後世稱頌。作為南明最重要的抗
清人物之一，他追隨桂王永曆帝跋涉
於粵桂南交一帶抵抗清兵，累官至
禮、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學士，被俘後寧死不屈，乾隆時賜
謚 「忠節」 。

郭之奇文韜武略，立德立功立
言，是古代潮州七賢之一，但在潮汕
地區，其知名度不及明朝的翁萬達、
林大欽等前輩鄉賢，也許與其功業主
要在南明年代有關，郭之奇卒於明永
曆十六年，時為康熙元年。筆者孤陋
寡聞，直到二十幾年前讀國學大師饒
宗頤教授年輕時客居揭陽期間撰寫的
《郭之奇年譜》，才知其人其事。二
○一九年應邀到揭陽出席當地郭之奇
研究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活動，參觀郭
之奇故居太史第、金馬玉堂，返港後
於本欄撰《高士存千古》一文。兩年
前有揭陽籍政協委員告訴我，他寫提
案揭陽市政府將郭之奇故居列作揭陽
古城的一張文化名片，加大保育力
度，此議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視，還聽說有心人打算投資拍攝郭之
奇為題材的電視劇或紀錄片。

郭之奇生逢亂世，明知不可為而
為之，其忠肝義膽，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是絕佳的影視題材。筆者不久前
在西營盤香港潮州商會大廈六樓資料
室，無意中發現一排塵封的《潮州文
獻叢刊》，由時任潮州會館主席廖烈
文作序，其中 「潮州耆舊集」 卷卅三
至卅四為 「郭忠節宛在堂集——揭陽
郭之奇」 ，當中記載郭之奇的最後歲
月： 「辛丑八月，交人執獻於廣西使
臣。時門人彭而述等為監司，勸以巽
順求全，毅然不顧，對問無回辭。被
羈越歲，賦詩二百七十餘首。壬寅八
月十九日，臨刑西向再拜，口稱高
皇，神色不變，年五十五。」 短短數
十字，郭之奇忠君不二、視死如歸的
形象呼之欲出。這一段內容，在《一
代楷模郭之奇》一書中分成兩個章
節： 「忠魂不滅，義氣長存」 和 「忠
魂永存，血灑桂林」 ，文字通俗易
懂，這也是這本書的上篇《故事編》
最精彩的部分。

這本書的下篇《府邸篇》也有不
少可讀之處，對整個郭之奇故居建築
群的介紹甚為詳細，圖文並茂，當中
包含豐富的潮汕民俗歷史文化知識。
而筆者最感興趣的是 「揭陽榕東郭氏
宗祠」 一章，作者引述揭陽縣志，介

紹榕東郭氏宗祠為三世祖南峰公所
建，揭陽榕東郭氏始祖節推公，字元
公，係汾陽王第六房暖公之後裔，傳
至四世祖靜湖公（郭之奇祖父），邀
集潮州府各縣郭氏宗親至揭陽集議，
拈鬮派定房位，到會者分為六個房
頭，包括潮安、揭陽、潮陽、普寧等
縣鎮鄉。因此，榕東郭氏宗祠成為潮
汕地區郭氏的共同宗祠，每年正月十
一，各地郭氏後人齊集金馬玉堂舉辦
祭祖活動。而各地郭氏祠堂皆掛 「忠
節」 橫匾，分享乾隆賜謚郭之奇的榮
耀。我相信所有潮汕地區郭氏宗親，
一定會對這一段追根溯源的文字感興
趣。

總體而言，《一代楷模郭之奇》
一書，是繼兩年前出版的《郭之奇
傳》（林元灝著）之後，又一部研究
郭之奇的力作，前者注重學術性，旁
徵博引，比較適合研究者；後者偏於
可讀性，文字通俗，比較適合青少年
讀者。在國家大力推動文化自信、重
視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今天，《一
代楷模郭之奇》的出版饒有意義。我
非常認同書中的一段話： 「郭之奇不
僅是郭氏家族和揭陽家鄉人民的驕
傲，而且是永遠值得國人學習的光輝
典範和榜樣。」 謹以郭之奇故居其中
一對長聯後半句，為這篇短文作結：
千秋史傳記前賢。

香港街市有自己
的特色。食環署轄下
現有九十六個公眾街
市，遍布香港不同的
舊區。傳統街市，像
油麻地新填地街市和
深水埗白楊街街市，
由很多小型建築物建

構而成。
一九七八年落成的柴灣漁灣街市，

是香港首座多用途街市大廈，有濕貨乾
貨街市、熟食中心和圖書館。八九十年
代出現一些室內街市，香港露天街市
建築陸續上樓。這些室內街市主要由
食環署管理。它們有特別的建築特
色，是一個綜合類型建築。上環市政
大廈，樓高十三層，裏面有上環文娛
中心、劇院、街市、熟食中心、體育
館及政府部門辦事處等綜合性設施。
在香港高密度空間裏，這種功能空間
重疊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規劃，是香港
的一個特色。

香港的傳統街市需要保育，露天街
市構成香港城市空間的一個特別風景。
截至二○二三年三月，香港有固定攤位
小販牌照五千二百個及流動小販牌照二
百九十五個。在舊區重建的過程裏，要
保育這些街市，或需審視市集發牌制
度。

香港市集建築的一個特色是具有靈
活性，在過去多年出現不同的演變，由
街邊木頭車到室內空調街市的固定攤
檔，結構上遮風擋雨、功能上增加電力
供應，提供較為舒服的工作環境。設自
動扶手電梯，方便年長購物者。

香港街市是重要的文旅資源，形成
一種特色的都市空間和一種新的建築風
格風景。怎樣保育？香港這種建築反映
出香港人過去的民間智慧以及香港特
色，而這個特色需要保留。

中環嘉咸街街市是香港最古老的露
天市集之一，擁有超過百年歷史。街市
建於嘉咸街斜路的兩旁。市建局的 「卑
利街／嘉咸街發展計劃」 重建土地用作

住宅、商業、酒店及零售用途。重建計
劃需要保育嘉咸街街市，有很多參考案
例，如日本模式或韓國模式，加建一個
大型上蓋，建成商店街，令街市有一個
較為舒適的環境；這是現代科技和技術
可以引進和構成的。

大家可以在王家衛經典電影《重慶
森林》裏，見到梁朝偉在一九九四年的
嘉咸街街市出現，並看到附近士丹利街
大牌檔當年的風味和特色。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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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事
尹 畫

愛的不同表達方式
去年秋天，我

過生日時，婆婆給了
我一個大紅包。

好像是從前年
開始的。每逢我、老
公、兒子生日時，婆
婆都會送我們一個鼓
鼓囊囊的大紅包。

老公說，可能媽媽覺得自己年紀大
了，開始有意無意地把錢轉給我們。

那一回，我點數時發現了一個小細
節。一疊嶄新的人民幣，號碼都是連着
的。但是很奇怪，尾數全部跳開了
「四」 和 「七」 。

一個月後，老公過生日，婆婆又給
了一個大紅包。我再次發現了相同的細
節。不由好奇心起，微信問婆婆。婆婆
說她不喜歡 「四」 和 「七」 ，所以也就
不送給我們了。原來如此。我把這個細
節告訴了老公。老公說媽媽一定很欣
慰，因為她的良苦用心被我看到了。我
想像着婆婆一邊數鈔票，一邊把 「四」
和 「七」 抽出來，那謹慎的舉動是她對
愛的一種表達方式。

春節回老家探親。偶然看到媽媽戴
着老花鏡在翻一本日記本。湊過頭瞧一
瞧，滿滿寫着的竟然是菜譜。媽媽用不
利索手機，不懂 「下廚房」 這些APP。
她有時刷 「頭條」 ，看到好的菜譜就用
筆記在本子上。日記本裏還有節日菜
單。正月初二午餐八個菜，晚上飯店。
正月初三中午又八個菜，晚上火鍋……

掐指算算，那些菜單涉及的日子正是我
們回家過年的日子。

媽媽還執拗地不同意我們插手做家
務。每次過節，我就變成了白吃白喝的
游手好閒一族。在媽媽心裏，哪怕女兒
已經五十歲了，她還是把女兒當作孩子
來看。返滬時，老公的後備箱裏，自然
又塞滿了媽媽沉甸甸的愛。

抵滬已近晚餐時分，去家附近的商
場，發現開了家新餐廳，名叫：撿角。
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探尋的興趣升起，
於是進店用餐。從餐牌上得知， 「撿
角」 是台灣閩南話，意指廢物。

老闆是台北人，祖輩售賣滷肉飯起
家。早年，他拒絕接手家業，常被父親
大罵 「撿角」 。直至父親去世，他才幡
然醒悟，做父親做過的滷肉飯，走父親
走過的路，才找到心靈的寄託。他開了
「撿角」 餐廳，專售滷肉飯，這個 「罵

名」 承載了老闆對父親的無盡思念。
這間懷舊餐廳，還原了台灣古早

味，裝修擺設極具家的溫馨之感。我們
點了北部艋舺滷肉飯、林森北大腸拼小
腸（大糯米腸蘸滷肉汁、小香腸包蒜片
吃），還有燙青菜、貢丸湯、台南義豐
冬瓜茶等等，味道都很好。餐廳服務員
見我愛吃滷肉，又免費添加一份，親切
得像家人一樣。

回家路上我想，愛的表達方式千千
萬萬，用父親 「愛之深責之切」 的罵語
來時時提醒自己，也算是奇特的一種
吧。

暄暖人生
香 寧

奶媽May姨（下）

口口相傳，八年
了，May照顧了四十
九個寶寶，零投訴。
她至今仍與很多的家
庭保持着聯繫，第一
個寶寶，如今已九
歲。有的家庭聘請她
的時間長，相處出感

情，走的時候，與她抱頭痛哭，在門口
半小時都走不掉。有的成為朋友後，請
她一同免費旅行， 「八天七夜的豪華旅
行！」 May很得意地對我說。最讓我
吃驚的是，是一對已經生了孩子的夫
妻，想生第二胎，還打電話問May的
「檔期」 。我想，人生的成就感，不
過如此了！我們在人間奔波，追求着
各式各樣的成就、渴望得到盡可能多
人的認同和讚美，我們以財富、地位
和權力，展示人生的成就。可對May

而言，一個天生的付出型人格，每一
個健康的寶寶，每一天交回寶寶父母
的手中，在短暫的一個月、兩個月
中，把他們養得肥肥白白、健健康
康，就能給予她最大的幸福感。

沒有難哄的寶寶，或者刁鑽難對
付的父母嗎？當然有，May說，人最
大的弱點就是貪心。貪心的僱主會希
望你做更多月嫂之外的工作；而作為
月嫂，也不可貪心，不可以仗着自己
照顧着父母的寶貝就索取更多回報，
或者介入私人的問題。她堅信吃虧是
福，絕不八卦，永保專業態度。用無
私的愛，把每個寶寶當作自己的寶寶
來照顧，就可以做好。

我猶豫着、小心翼翼地問她，帶過
那麼多寶寶，你自己還會有遺憾嗎？當
然不會，她笑盈盈，我覺得我不只是月
嫂，我更像奶媽，雖然餵的不是我的母

乳。月嫂很多人都能做，奶媽只有一
個。我當他們如己出，哪怕只是短短相
處幾個月，很多寶寶現在都喊我奶媽
呢。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補充，但我有一
個原則，一歲以上的寶寶我就不帶了。
我好奇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剛出生
的寶寶是最依賴你的，我想把這最美好
的時光留在記憶中。當他們大起來，對
你的依賴會減少，我怕有失落感。在他
們最需要的時候，照顧到他們，我就滿
足了。

作為一個沒有孩子的契媽，我無法
判斷她照顧凱凱是否專業，但凱凱此刻
正舒適地躺在她懷中露出微笑的小酒
窩，May姨凝視他的眼神，充滿了愛，
和溫柔。她說，等我照顧到一百個寶
寶，就可以退休啦！

寶寶們和May，溫暖了彼此，願這
樣的愛一路眷顧May。

每年冬季，尤其是春節期間，福建福州林
陽寺的梅花盛開，吸引了大量遊客和攝影愛好
者前來賞梅。圖為遊客於林陽寺窗前賞梅。

中新社

▲郭之奇故居位於今廣東省揭陽市內。 資料圖片

▲中環嘉咸街街市擁有超過百年
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