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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 逾

善冶若水
胡恩威

德國小孩的生日會
給小孩過生日，邀請

小孩的朋友們一起開生日
會，可能是很多父母一年
一度開心又傷腦筋的事
情。那我們來看看德國的
父母們都如何給小孩們過
生日。

首先，大部分父母並
不是從小孩一歲起就開始給小孩開生日會。
一些父母最早會從小孩三四歲開始，小孩在
幼兒園裏有好朋友了，開始邀請小孩的朋友
們或者鄰居小孩們一起過生日。更多的家長
會等到小孩差不多上小學了，六七歲，再開
始舉辦生日會。然後這樣的狀況會持續到小
孩差不多十二三歲，那時候小孩便有了自己
的主意，不需要再由父母 「操辦」 生日會。
他們會拿上零花錢自己跟朋友們決定怎麼過
生日，是的，父母只需要出錢。

所以掐指一算，其實為小孩準備生日會
也就是那麼六七年時間，好像任務也不算太

重。只是呢，每年要換着花樣兒來，最好還
不要和別的同學生日會內容重複，男孩和女
孩主題也不一樣，隨着年齡增長也會有不同
的喜好，還是需要動一些腦筋的。

絞盡腦汁，思前想後，父母們會發現其
實大部分小孩們的生日會主題都是差不多
的。男孩們集中在要麼是運動類──足球、
籃球、網球、乒乓球、划船等等，要麼是遊
戲類──激光射擊遊戲、密室逃脫或者卡丁
車；女生們的選擇也不少，可以看電影、做
陶藝、畫畫、手工等等。以上說的主題，父
母們都能通過場地或者場館的店主預訂生日
會，而這些店主早已對生日會「輕車熟路」，
會提供一個生日會「大禮包」──主題活動，
輔助工作人員，裝飾生日會現場，甚至可以
幫忙提供生日蛋糕小禮物等等。不過大部分
的父母都會帶着小孩自己去選生日蛋糕。

如果小孩沒有特別的要求，父母們更喜
歡讓小孩們參加動物園生日會或者在博物館
裏參加一場講解遊覽來慶生，既過了生日，

又比較有意義。
不過呢，小孩們可不這麼想，瘋瘋鬧鬧

其實是最開心的生日會了。曾經有一段時
間，小孩們風靡去 「蹦跳屋」 ，那是一個集
蹦床和攀岩為一體的運動空間。這個地方還
真是男孩和女孩都喜歡，被父母們稱為 「放
電」 好去處。一群娃蹦躂攀爬一兩個小時，
「電量」 便基本上消耗光了，回家吃得好睡
得好，真是太省心了。

除了生日會活動本身，還有一個重要的
部分叫生日 「伴手禮」 。這是小孩們來參加
生日會送給小壽星禮物以後，小壽星要略表
心意 「回禮」 ，一般會是一點糖果或者小玩
具放在一個小袋子裏，小孩們在離開生日會
的時候帶走。

過生日，是小孩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
也是父母們看着小孩一點一點長大的里程
碑。其實，不論哪裏，如何過生日，全世界
的父母們在小孩生日一定都有同樣的願望
──健康，快樂，茁壯成長。

美食也是風景

繽紛華夏
王 璟

南方人對雪的熱情是北方人無法理解的，比如我們浙江
紹興，好幾年才可能有那麼一場認真的雪，所以對雪有種特
別的執念。

紹興處在長江以南嶺南以北，每年冬天下雪的次數以個
位計，且多在五次以內，那種好大朵雪花飄飄灑灑漫山遍野
的樣子更是按年計，且不是每年會有；多數時候的下雪都是
不知不覺中匆匆一過，且多是從奔走相告的朋友圈裏聽說，
正雨天趕路的人忽然感覺車窗雨刮器轉為沙沙聲，便想到應
該是雨滴變雪子了，然後再看已爆屏的朋友圈， 「下雪
了」 ， 「真的是雪呢」 ，附圖：擋風玻璃上的小冰晶。

南方的雪通常留不住，隨落隨化，飄下來不論遇到什麼
都只餘濕漉漉滿世界冷水，所以南方的下雪天需撐傘。

與許多北方人幾乎整個冬天生活在雪場中不同的是，紹
興人年年冬天要為尋雪勞心勞力，甚至不惜勞民費財，不要
說雪場，能留存些許時辰的雪都是一道特為尋來的少見風
景。

約定俗成的，便是每年入冬等待山區五百崗傳消息來，
不論前方是官媒還是自媒，只要一說，五百崗落雪哉，白天
晚上去山上的車很快排長隊，交警得為此出動維持秩序。

五百崗的雪主要看雪壓高山茶園，修剪精緻的茶樹，手
藝堪比 「托尼」 哥哥的波波頭，圓頭圓腦上均勻撒一層薄薄
雪蓉，潔白中透着綠，頓時雪娘子甜點出爐。雪娘子壟狀齊
齊排列在整個山崗，就把再普通不過的勞作變成了詩。

紹興平原區偶也會有能留存一兩天的雪，這時有蠟梅江
梅茶花的地方就成了網紅地點，運氣好可以尋到小小的梅朵
被裹在冰晶中，似琥珀；盛開的茶花嵌入冰化雪粒，似鑲滿
水鑽。

雪天拍橋從來熱門。紹興最不缺的就是橋，八字橋、謝
公橋、凰儀橋等等太多文物級古橋，若配以漢服高髻簪花再
撐一把油紙傘，斷橋殘雪白娘子圖妥妥火出圈。

不得不提有一年去隔壁鄰縣看來的極致雪景，連《錢江
晚報》都報道《太多人了！杭州臨安一山村湧進300多輛私
家車27輛大巴，民警緊急勸返》，當地一位警員講 「我估摸
着有三千多人來玩」 。這其中當然就包括我和我很多紹興同
伴。

這個山村在臨安百丈嶺腳下，有條三百多年歷史的著名
古道，曾經是內陸地帶通往杭州出海口的商道，現在是殿堂
級徒步線路，平時古樹參天溪水潺潺幽綠深遠，來了這麼一
場罕見大雪，徹底顛覆形象，我是見識過大雪世面的人，還

是被那天百丈嶺的雪給鎮住了。
深雪老林中古道被雪牆雪堆擠成只容一人的窄窄雪道，

小溪掩在雪牆雪堆下仍在汩汩流淌，流到石橋溝壑處跌宕出
長長短短的冰凌。細軟纏綿的雪，絨花般如絮成朵，輕柔柔
搭在林間梢頭，覆滿整座山嶺。不可思議的是原本高低錯落
茂密盎然的大小樹林，被雪因材施法塑成各式造型，蜿蜒二
十公里目不暇接，耄耋老人、窈窕淑女、飄逸小生、調皮孩
童，尤其寬冠高枝的那些大樹，此刻竟披掛成妖魔怪獸、魑
魅魍魎迎頭撲來，猙獰着……在場人無不為這宏大場景所驚
艷，什麼冰封的水庫、少見的霧凇樹掛統統忽略。

各路來看雪的人從開頭一直碼到山頂。
大人們為發社交平台搞起雪地火鍋、圍雪煮茶。冰天雪

地裏爐頭很難燒滾，麵包成硬邦邦的硬菜，茶水結出冰碴，
用來席地的墊子坐上去拔涼拔涼，還不時被大風掀起，帶飛
的雪粒撒在身上，撒進鍋中，撒到餐食裏……排面看上去很
像那麼回事，實際愜意度也只有自己知道啦。

孩子們玩得最盡興，打雪仗，堆雪人，撒歡兒地俯衝滑
雪，有些有備而來帶着滑板滑；沒準備的，脫下披風或找條
塑膠袋當 「魔毯」 滑；皮糙肉厚性子急的孩子則乾脆坐地
上，直接用屁股墩往下出溜，此法倒是過癮，只太費褲子。

百丈嶺那場悍雪，不知道是不是百年一遇，至少之前我
從未聽官方有報道，之後也再沒有出現，所以當時大家盡
興地玩，唯不可辜負大自然這份饋贈。

身處江南，悍雪終究難遇，但並不影響紹興人年復一年
的尋雪興致。其實尋雪，除了為看美景，大家更主要還是想
確定一件事，落過雪，說明冬天來過了，今年又是個天時地
利的好年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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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拼貼主義
去年底幾十名海

內外記者和網紅到汕
頭穿山越海，見識汕
頭的獨特魅力，春節
前更有擁千萬級粉絲
的大網紅到汕頭來一
場潮汕美食和文化的
直播之旅，在網上引
起熱議，遠在武漢的
好友問我，你為何不

上直播說幾句？其實不是我不說，而是想
在自己的專欄說說。今年春節期間返汕頭
探親，好不容易才訂到酒店房間，大年初
二汕頭海灣燃放三十分鐘的煙花，吸引約
五十萬人夾岸觀賞。據統計，春節期間汕
頭共接待海內外遊客六百三十多萬人次。
汕頭旅遊名副其實火起來啦！

短短幾年突然成為旅遊熱點，汕頭
的魅力在哪兒？

七年前的春節假期，筆者回汕探
親，好像發現新大陸，沉寂多年的汕頭變
了模樣，變得熱鬧起來，市政府有關部門
終於下決心，對具有鮮明南洋風格的舊城
市中心小公園一帶騎樓建築群進行保育，
看得出來是下了功夫、花不少錢。海外的
潮汕人回來一看，感到非常親切，那一年
筆者在本欄寫了《汕頭小公園綵燈又亮起
來》一文，表達對家鄉重現百年商埠亮麗
風采的由衷欣喜。從那時候起，汕頭的旅
遊業逐漸有起色。一方面，小公園一帶的
保育範圍逐步擴大，保育力度不斷加大，
另一方面，有南海明珠之譽的南澳島加快
開發建設、東海岸新區的發展、海底隧道
通車，以及潮汕歷史文化博覽中心、國際
會展中心、新的高鐵汕頭站等大型項目相
繼落成，差不多每年都回家鄉探親的我，
也覺得汕頭變得愈來愈美，愈來愈招人喜
歡。最近幾年，每逢節假日特別是國慶黃
金周、春節等長假期，一些著名景點人山
人海，大街小巷到處是操外地口音的遊
客。

汕頭旅遊業大熱，硬件建設固屬因
素之一，特別是汕頭納入全國高鐵網絡，
乃至成為區域樞紐，是一個重要條件。但
我認為軟件的因素可能是更重要，這個軟

件是指潮汕文化的獨特魅力。今年潮汕英
歌舞上了春晚，這是繼去年潮劇《蘇六
娘》登上春晚之後，潮汕傳統文化連續兩
年透過這個最頂級的平台與全國人民及海
外觀眾見面。許多遊客在潮汕看到正宗的
威武神奇的英歌舞表演，初則驚訝，繼而
大呼過癮，甚至嘆為觀止。今年元旦，英
歌舞出現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春節期
間潮汕英歌舞更出現在巴黎街頭，儼然成
為中華傳統文化一張新名片。

其實，潮汕獨特的民俗文化很多。
前幾天，著名潮籍學者、北京大學陳平原
教授在《人民日報》撰文《營老爺的意
趣》，潮州話 「老爺」 為神， 「營」 是環
繞、周遊的意思，也算是古語。 「營老
爺」 又叫 「營神」 ，就是將神像從廟裏請
出來在社區巡遊，是潮汕地區的民俗祭祀
活動。距汕頭一小時車程的古城潮州，下
周五即農曆正月二十四有一年一度的青龍
古廟全城巡遊，是當地最大規模的 「營老
爺」 ，香港不少潮屬社團領袖和海外謝氏
宗親都收到回鄉出席活動的邀請。陳平原
介紹， 「自二○一四年恢復安濟王及大夫
人、二夫人聖駕威風出巡，便成了海內外
著名的大型民俗活動。一千多人的巡遊隊
伍，四個小時的文化踩街，沿途展示各種
潮州民俗及工藝。雖說打的是大老爺的旗
號，但稱之為潮州文化大巡演，或許更為
合適」 。

汕頭另一個對遊客最具吸引力的，
當然是美食。民以食為天，舌尖上的汕
頭，魅力無窮。潮菜是當之無愧的 「最好
的中華料理」 ，而汕頭有中心城市的優
勢，各派潮菜大師匯集，獨領風騷。春節
期間我獲邀參觀汕頭市潮人潮菜研究院，
這是由一班對潮汕飲食文化有情懷的企業
家、潮菜名師、潮汕文化學者等組成的民
間機構，出版有潮菜研究刊物。研究院裏
裏外外很有潮汕民俗特色，有介紹潮菜歷
史、各種菜式的烹飪技藝和各種工具等
等，不僅圖文並茂，還有不少實物和視
頻，堪稱一個小型潮菜博物館，稍嫌不足
是規模較小，對外宣傳力度不夠。

記得十多年前，家鄉領導來港召開
關於經濟發展的座談會，筆者忝居末座，
被點名要求發言，當時我提議汕頭因地制
宜，大力推動美食經濟，構建相關產業
鏈，包括建立潮州菜烹飪學院，為全國各
地和全世界的潮州菜館培訓廚師，制訂一
套評核潮州菜館、潮菜廚師等級的標準等
等。現在潮菜既有 「最好的中華料理」 的
聲譽，汕頭的經濟實力亦非當年可比，各
方合作建立一間中國中華料理技師學院，
專門培養各種潮菜人才和研究潮菜文化，
向海內外推廣潮汕飲食文化、中國傳統飲
食文化，也許時機已經成熟。到時候，這
家潮菜最高學府將成為汕頭吸引遊客的另
一道亮麗風景。

在香港
這座高密度
垂 直 城 市
中，拼貼不
僅是一種藝
術手法，更
是一種生存
智慧。從旺

角街頭層層疊疊的霓虹招牌，
到中環摩天大樓間錯落的唐
樓，香港用拼貼的方式訴說着
自己的故事。這座城市本身就
是一幅巨大的拼貼畫，將東西
方文化、傳統與現代糅合在一
起。

香港的建築是直觀的拼貼
藝術。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空間
中，建築師們不得不將不同風
格、功能的建築元素進行創造
性組合。一棟建築可能同時包
含現代主義的玻璃幕牆、後現
代主義的裝飾元素和傳統中式
的屋頂設計。這種拼貼不是簡
單的堆砌，而是在有限空間中
尋求最優解的必然選擇。

香港的建築密度堪稱世界
之最，這種密度催生了獨特的
拼貼美學。建築之間幾乎沒有
空隙，形成了連綿起伏的天際
線。九龍城寨就是其中一個例
子，建築之間相互支撐，形成
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垂直社區。

建築拼貼背後是香港人對
空間的極致利用。空中花園、
懸挑結構、地下通道，每一個
空間都被精心設計，發揮着最
大效用。這種拼貼式設計不僅
解決了實際問題，更創造了獨
特的城市景觀。

香港電影是拼貼藝術的另
一個重要載體。王家衛的電影
中，快速剪輯、跳接等手法將
不同時空的片段拼貼在一起，

創造出獨特的敘事節奏。這種
拼貼不是無序的，而是通過情
感線索將碎片串聯起來。

在視覺風格上，香港電影
常常將東方美學與西方技法相
結合。武俠片中的慢動作鏡頭
借鑒了荷里活電影，但又融入
了中國戲曲的韻律感。這種跨
文化的拼貼創造了獨特的視覺
語言。

敘事結構的拼貼更是香港
電影的特色。非線性敘事、多
線索並行、時空交錯等手法，
打破了傳統敘事的線性結構，
創造出更豐富的敘事可能性。

香港漫畫是拼貼藝術的又
一重要表現形式。在圖像風格
上，香港漫畫將中國傳統繪畫
技法與日本漫畫風格相結合，
創造出獨特的視覺語言。這種
拼貼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對
兩種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文化元素的拼貼更是香港
漫畫的特色。武俠、科幻、都
市題材常常交織在一起，傳統
文化符號與現代視覺元素相互
碰撞，產生出新的意義。這種
拼貼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多元
性。

在表現手法上，香港漫畫
常常將寫實與誇張、具象與抽
象相結合。這種拼貼創造了豐
富的視覺層次，使畫面更具表
現力。

香港的拼貼藝術不僅是形
式上的創新，更是文化身份的
體現。在這座東西方文化交匯
的城市中，拼貼成為一種生存
策略，將不同的文化元素重新
組合，創造出獨特的文化景
觀。這種拼貼不是簡單的模仿
或複製，而是對多元文化的創
造性轉化。

市井萬象

哪吒鬧海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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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於瀋陽的遼寧省博
物院展出的遼代石函吸引參觀者。
該文物出土於遼寧朝陽北塔地宮，
是有關 「哪吒鬧海」 最早的圖像遺
存。石函四側面刻有一組佛教中傳
說的 「哪吒護法」 故事，圖案上書
「大聖那（哪）吒太子」 ，內容為

哪吒指揮夜叉，率眾追殺興風作浪
的和修吉龍王。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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