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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印記

內地近年興起每集長約十五分
鐘、總共十多集的短劇，據悉去年的
市場規模便達五百億人民幣，令不少
原本拍攝足本劇集的創作團隊，爭相
轉投短劇行業。然而，短劇的質素參
差不齊，內容千奇百怪，容易引起觀
眾詬病。歸根究底，優質故事劇本和
拍攝手法，方能保證劇集水準，進一
步便可獲得投資和利潤。近期的電視
劇《180天重啟計劃》，沒有特別噱
頭，可是劇本和拍攝方式，令觀眾回
味無窮，能夠引發共鳴，不落俗套。

藉着豆瓣閱讀連載小說作為改編

藍本，劇集由原著主旨 「陪產」 發展
至女主角 「出逃」 歷程，最終令故事
的家庭關係得以 「重啟」 。明顯地，
劇集內容經過創作團隊深化，透過二
度創作而成為電視劇的拍攝文本。故
事末段，女主角顧雲蘇將母親吳儷梅
的陪產過程寫成網絡小說，然後被製
作公司收購而改編為電視劇，可是製
作公司為了適應市場需求，平白將顧
雲蘇的原意扭曲篡改，甚至將女主人
翁更換為男角。該情節就是諷刺現實
世界某些唯利是圖的商業拍攝團隊。

《180天重啟計劃》的拍攝手法

亦具心思。大部分電視劇都設有開場
主題曲，藉此為劇集定調，亦可作為
宣傳工具。《180天》在每集開場的
字幕播映過程，都由一位劇中演員以
畫外音形式讀出一封家書。內容多樣
化，但都是父子、母女、兄妹間的親
人聯繫。家書內容十分簡潔，大多只
是閒話家常，又或是真切問候，為觀
眾連繫全劇有關家人倫理關係的 「重
啟」 過程。

演員周雨彤一人分飾兩角，既演
顧雲蘇，在過往的情節亦飾演年輕吳
儷梅。周雨彤以聲線語氣將該母女角

色連繫，讓觀眾容易感受母女二人的
內在感情。全劇的現代與過去時空平
衡發展，雖然偶爾感覺零碎，但亦顯
出劇組的剪接心思。改編後的劇本仍
然保留抒情文筆，角色說 「只要開
始，就不怕晚」 令人感受至深。





蘇雪林在蘇州

「只要開始，就不怕晚」

選擇適合自己的服裝

春日的餐桌上，總少不了一抹清潤的
綠，如果說韭菜是盤中信使，薺菜是山野裏
的隱士，那枸杞葉則是嶺南水網中走出的
「青衣俠客」 ，不爭不搶，卻能以微苦回甘

的意蘊叩開人們的味蕾，成為珠三角寫給春
天的一封情書。

所謂枸杞葉，其實就是枸杞植株的嫩
梢，只是我們吃枸杞多，聞枸杞葉少，才略
感陌生。它葉片細長，色如翡翠般嫩綠，味
微苦，但夾雜着一絲草木特有的凌冽。中醫
常說 「春養肝」 ，恰好讓枸杞葉不偏不倚，
成為大自然為人類量身定製的解藥，特別是
在濕熱的嶺南地區，一掃 「回南天」 的鬱
結，不但是宴席中的座上賓，還成為一輩輩
傳承下來的經典食療秘方。

一葉知春，這時節的枸杞葉最珍貴。
當地人深諳此道，每逢嫩葉初發，就會帶着
竹籃上山，一定要趕在清明前完成採摘，是
為 「掐春尖」 。論吃法，在 「以苦為樂」 的
飲食智慧裏，它恰似一劑天然調味，能跟雞
蛋同炒，烘托出更綿長的蛋香；也能與豆腐
共煮，襯托出豆脂醇厚，平時再尋常不過的
食材，瞬間變得立體、豐滿起來；還可做成
涼茶，比肩羅漢果， 「秒殺」 金銀花。

而最經典的搭配，還是廣東人最愛的
枸杞葉豬肝湯。將豬肝醃製去腥，再用清水
焯好枸杞葉，留着浸染草木香的滾水下豬肝
至斷生，最後撒把枸杞，葉嫩肝滑，一盅清
湯碧水裏，竟然能朦朦朧朧現出百味；枸杞
葉的脈絡中，自然流動着順德河道的漣漪，
湧起珠江水面的波瀾，簡直是把春日的精氣
神發揮到了極致。不管做湯、快炒、抑或涼
拌，烹飪的分寸感都是關鍵，是門拿捏時間
的藝術：要在葉片轉色的剎那間撈起，絕不
能戀戰。此時的枸杞葉還保留着脆嫩口感，
一筷入口，苦中帶鮮，恍如整個春天舞在舌
尖。

芹菜有香氣，不招蟲，家
人都喜歡吃，每年春節前我便
開始種植。有院子固然好，落
地種，旱澇保收，沒院子，在
花盆裏種也一樣。我是 「兩條
腳走路」 ，在泥地上、花槽中
種，也在花盆裏種，並夾雜着
種些葱和蒜。

我沒育過芹菜苗，主要是
將買來的芹菜剪去上半部，留
根部插種，芹菜粗生，不需多
少天便長出新葉，吃時剪幾
枝，只要根部不腐爛，一個春
天長剪長有。

去農場買有機菜時，常會

留意芥菜、白菜、生菜、芹菜
等葉菜，看菜農收了大棵的，
會否將小棵的棄之不要。此時
討要，他們一定肯給，而這些
夾在大棵之間的小棵菜，一旦
有較大空間，它們會重新成
長。

這時節因着春風春雨的滋
潤，芹菜長勢格外好。上個月
偶然見到有菜農賣小株芹菜，
他說十元一把，炒菜滾湯怎樣
都好吃，立即想到了可種，於
是買了一把，回家後從中挑出
十幾棵稍大的種下。不料這是
小芹菜品種，枝條幼細，若中

間那條不剪，很快便長高開花
老去，沒有大芹菜根粗長大葉
的優點，不過及時吃確是很鮮
嫩的。

芹菜富含纖維，適量吃有
利腸胃，有改善血脂之說。





自種芹菜

遇見杏林泰斗

春日綠翡

也許對部分觀眾來說奉俊昊
的名字有些許陌生，但電影愛好者
一定不會沒聽過《殺人回憶》《雪
國列車》，以及韓國影史票房最高
的電影《上流寄生族》。這位韓國
導演也憑藉該片一舉拿下了第九十
二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影片、最
佳國際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原創
劇本，使《上流寄生族》成為第一
部獲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仍在上映的《米奇十七
號》，完全延續了奉俊昊擅長深挖
社會議題和展現複雜人性的風格手
法，讓人不自覺地置身影片場景中
思考人性和道德的邊界到底可以去
到幾盡。

故事設定在二○五四年的未
來，人類已經向外星球殖民，而男
主角米奇則是一名被簽約成為殖民
地 「可拋式複製工人」 的角色。每
當遭遇致命事故時，他的記憶和意
識便會被移植到下一個複製體中，
實現 「永生」 。然而，當米奇在某
次任務中意外存活，並與他的複製
體共同揭露上層統治者的陰謀時，

一場關於生命價值、倫理邊界與權力鬥爭的
較量悄然展開。

奉俊昊在《米奇十七號》中提出了一
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當一個人可以被無限複
製時，原本的 「自我」 是否還具備意義？米
奇的每一次 「死亡」 和 「再生」 都讓他陷入
身份與意識的迷宮，而複製體的存在更是挑
戰了人類對生命價值與道德底線的理解。

與奉俊昊過去的作品一樣，《米奇十
七號》同樣不乏對階級制度與權力控制的犀
利批判，揭示了科技進步背後可能滋生的壓
迫與不公，讓觀眾對未來社會的走向感到不
安與警惕。當生命被複製、當意識被移植，
我們是否還能分辨出真正的自我？讓觀眾在
震撼與反思中，重新審視人性的邊界與未來
社會的發展方向。



女士們想跟上時裝潮流，總
想嘗試不同的服裝搭配造型，不
過有些服裝在穿着方面真有點難
度，像典型的連身長裙，更適宜
一些身段高挑的女士。

有朋友曾經反映，最近體形
較前肥胖，穿起寬版的長褲，更
覺肥胖了不少。這是很普遍的穿
着問題，也使女士們對選擇心儀
衣飾的要求變得更明確，明白不
是每一種服裝都適合自己。

勿把日常的衣服穿搭看成一
種負擔，一件看起來十分簡單的
衣服，穿起來可能很適合自己，
感覺舒適且有美感，這就是因應
個人不同條件對服裝的要求準
則，不能一概而論。另一個關
鍵，也要顧及年齡的因素，年紀
稍長就應避免太明亮的色澤。近
年流行疊穿法，利用基本款的衣
服，也可疊穿出屬於自己的風
格，只要搭配上恰到好處，就是

一種有活力和美感的穿法。
一件反領拉鏈的長袖T恤，如

果內配貼頸圓領上衣，可以露出
少許衫腳部分，最好是白色柔軟
一點的料子。T恤則要適當配合長
褲色調，這就是簡約的疊穿組
合，既時尚又十分配合這春日氛
圍。

如果喜愛活潑一些的打扮，
運動型的衣飾就很適合。運動服
的流行趨勢，穿搭結合功能性，
不單提升了運動方面的效能，還
具備舒適與時尚的特性。近日運
動品牌成為米蘭時裝周的亮點，
可見運動裝對時尚潮流的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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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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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困倦的時候，枕頭比誰都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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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參加朋友的小範圍婚
禮，見到了一位過往只會在權威新
聞媒體中才能看到的杏林泰斗。或
許是這位老先生在我心中的影響力
過大，又或許是鮮少見到如此級別
的人物，以至於會面已經一周，記
憶仍然深刻。

老先生的輝煌人生履歷已無需
多談，不管是在二十年前，抑或是
前段時間的疫情中，老先生都是當
時的 「定海神針」 ，他的淡定自若
與無私奉獻，被大家所銘記。

回到婚禮那天，時間已然接近
晚上七時，老先生卻仍然未曾露
面，正當我心中閃現一絲不安時，
老先生的步伐聲從走廊邊飄來。他
與夫人一同出現，步伐雖然有點蹣
跚，卻仍然矯健，身形也不似九旬
老人，襯衫下面仍然能看出肌肉的
輪廓。

婚禮的流程十分順暢，新人父
母講話後，就請上這位老先生為新

人獻上祝福。令人驚嘆的莫過於老
先生的腦筋轉動之快，他的講話完
全沒有備稿，而是順着婚禮流程中
的每個人發言一一點評，得體而不
失幽默。九旬的他幽默地調侃年近
六旬的新娘父親， 「我認為六十是
人生最精彩的時候，下半場剛剛開
始」 ，精準地回憶與新郎的工作瞬
間，甚至能記起只見過一面的婚禮
主持人的姓名。觥籌交錯一陣後，
老先生起身準備離場，離場之前，
還不忘調侃我們這幫小輩， 「我們
都是九○後，未來是我們的」 ，笑
着與我們打個招呼，瀟灑離開。

敏捷、淡定，毫無大人物的架
子，這便是一位名滿華夏的杏林泰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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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
年。位於廣州的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
館，近日推出 「 『博愛』 與 『天下為
公』 ─孫中山題詞展」 ，參觀者絡
繹不絕。

大元帥府舊址是眾多歷史大事的
策源地。孫中山先生先後兩次在此建
立革命政權，領導護法運動，推動第
一次國共合作。展廳內泛黃的手稿和
珍貴的文物，無聲講述着孫中山與宋
慶齡在此度過的那一段崢嶸歲月。如
今，這座由明黃色外牆與羅馬式拱券
構成的建築群，雖歷經風雨洗禮卻依

然矗立不倒，廊柱上的斑駁印跡，記
錄着那些波瀾壯闊的世紀風雲。

作為民主革命的發端地和試驗
田，廣州是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見
證地。也因此，這座嶺南重鎮的青磚
黛瓦、阡陌巷隅，都銘刻着這位民主
革命先驅的歷史足跡。中山大學的康
樂園內， 「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的
訓誡穿越百年時空，在這座他親手締
造的高等學府裏迴盪；在七十二位辛
亥英魂的長眠地黃花崗烈士陵園，孫
中山揮毫寫下的 「浩氣長存」 四字，
至今仍在花崗岩上泛着覺醒年代的微

光；越秀山巔的中山紀念碑穿透雲海
俯瞰羊城，與半山處粵秀樓的 「孫先
生讀書治事處」 遺址靜靜對望，訴說
着先驅者跋山涉水的壯闊征程。

今天的人們懷念孫中山先生，不
單是對歷史人物的追憶和緬懷，更是
對百餘年前那場未竟求索的傳承和賡
續。先生當年在《建國方略》中勾勒
了一幅蔚為壯觀的現代化圖景，提出
以鐵路港口構建實業動脈，以民權實
踐培育民主基因，這種物質與精神並
重的發展觀點，至今彰顯思想鋒芒；
其 「引進而不依附」 的開放哲學，在

當今技術 「卡脖子」 的困局中更顯灼
見；他所倡導的 「民生主義」 ，也始
終提醒我們，發展現代化必須守住人
性的溫度。某種程度上而言，留給今
人的這些啟示和思考，就是這場跨越
時空的追思最重要的意涵。

蘇雪林既是作家也是學者，但她
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作為學者，好像
「存在感」 都不是很強。其實蘇雪林
的長篇小說《棘心》在刻畫早期女留
學生形象方面頗有新意，她的散文集
《綠天》也筆致清爽自成一格。她不
似冰心那樣柔情似水，也不像廬隱那
麼敏感多愁；她沒有丁玲的大起大
落，也缺乏張愛玲的細緻刻薄──在
中國現代女作家中，她是個 「銅豌
豆」 式的存在。學術上她雖然著述頗
多，代表作有《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玉溪詩謎正續合編》《屈原與九
歌》等，但聯想太過豐富，見解過於

新穎，不少研究給人以 「荒唐」 之
感。如在《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中認
定李商隱與女道士和宮中妃嬪相戀，
其說不但同行的評論 「只有訕笑，沒
有獎譽」 ，就連聽她課的學生也 「個
個搖頭」 。但她不管不顧認定了的結
論就一直堅持下去──從中也可見出
她倔強的個性。

蘇雪林從法國留學回來之後，她
在女高師讀書時的老師陳鍾凡推薦她
去蘇州的景海女子師範教書，並在東
吳大學 「兼幾個鐘頭的課」 。教書工
作一開始倒也勝任愉快，只是後來校
方知道蘇雪林在法國時皈依的是天主

教，而景海女師和東吳大學屬於基督
教系統，加以蘇雪林在法國信教的行
為被傳為是假信教真騙錢，流言散布
到蘇州，她在景海和東吳的日子就不
大好過了， 「被兩校中、美女同事鄙
視嫌憎」 ， 「雖欲辯白亦無從。只有
抱着滿腔冤抑，默默地忍受」 。

現實中受到的挫折蘇雪林只好用
文學進行 「療癒」 ──《綠天》就是
在這時寫成的。蘇雪林此時倒是在散
文中難得地流露出了些許柔情，署名
也用了個很是女性化的 「綠漪」 。在
文章中她將並不美滿的婚後生活用含
帶虛構的方式 「半真半假」 地表現出

來。這是蘇雪林一生中僅有的 「浪
漫」 階段。

東吳大學是蘇州大學的前身。我
是蘇大畢業的，陳鍾凡又是我的 「師
爺」 ，因此對於蘇雪林的蘇州生活，
我就有了那麼一點親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