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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風暴中的「小強精神」

二十四集內地電視劇《黃雀》故
事內容主幹和枝葉豐富，鏡頭運用多
變，節奏推進明快。劇集的演員亦具
風采。郭京飛和秦嵐分別擔任男女主
角，前者飾演資深反扒警員，神情老
練，間歇幽默。郭京飛以往較多演出
喜劇，他的節奏感和身體動作都很機
靈，即使飾演警員亦能散發一股喜劇
特色。秦嵐是內地一線女演員，於
《黃雀》飾演反派的盜竊集團策劃
者，角色與以往的形象不盡相同，具
有挑戰意味。全劇亦有來自香港的演
員參與，王浩信飾演南方的醫生，雖

屬於配角身份，但角色偶爾需要說白
話，藉此呈現他與所在地的差異，王
浩信亦演得投入。另外，資深演員姜
大衛飾演扒手集團的精神領袖，氣度
不凡，穩如泰山。

為了讓劇集更具可信性，《黃
雀》的故事背景設定於上世紀末至本
世紀初的十多年間。其時的火車站人
來人往，成為扒手和小偷的犯案熱
點。當年的警員仍倚賴普通手機作為
通訊工具，街頭的攝錄鏡頭亦有限，
故此警員的偵查工作並不容易。《黃
雀》劇集的背景設定十分有效，讓劇

集具備先天可觀條件。然而，部分內
容和拍攝手法滲有太多港劇色彩，削
弱了全劇應有的寫實戲味。

所謂港劇色彩，就是着重官能刺
激而欠缺真實性。例如劇中有幾個不
同的犯罪團夥，包括本地和外來的扒
手集團，以至秦嵐飾演的醫生而策劃
的盜竊案件。不論是扒手抑或盜賊，
各團夥都過於神通廣大，更甚是在火
車站公然武鬥，視法治為無物。另一
方面，本地扒手集團為了不讓外來扒
手侵佔地盤，於是群起向外來扒手發
起攻擊。扒手集團不斷強調 「講規

矩、講團結」 ，就像好些港劇及港產
電影般，將犯罪分子過於戲劇化。最
後，《黃雀》每集開首都是回憶片
段，追憶角色們十多年前的背景，雖
說能夠豐富角色形象，但有時會與後
來的劇情顯得格格不入。





白先勇的文化戰略

從《黃雀》看港劇程式

時尚搭配模式多樣

年初在華南某處爬山，爬不
到一半便累了，只好靠在山壁上
喘喘氣，一位少女走過，問：
「阿姨，要扶扶你嗎？」 我指指
前面正上爬的先生說： 「有人可
幫我，謝謝你！」 稍後又有兩位
男青年經過，其中一位竟將手中
的棍遞給了我，他不說話只對我
笑了笑。那棍是一段樹枝，估計
他是從哪裏撿來的。借力這樹
枝，我輕鬆了許多。下山後，捨
不得丟棄，將樹枝給了賣飲料的
年輕女子，說： 「給有需要的人
吧！」 她心領神會地微笑。

今次在黃山市，見大街小巷
到處在賣行山杖，大多是木質
的，幾元一支，十分廉宜。我在
一家店左挑右選，以十五元買了
支又高又粗的光滑藤棍，外形挺
美觀。轉天上黃山，這藤棍幫了
我大忙。放眼登黃山者，許多人
都手持行山杖。

又一日登雁蕩山，曾與一對
五六十歲的夫婦險路相逢，他們
背背囊戴布帽，兩手拄棍，我對
先生說： 「他們拄兩根棍哪！」
那女子聽見了，回頭對我說：
「不是棍，是行山杖！」 哈，我

表達有誤。
帶着藤棍一路輾轉，直至將

它帶回香港的家。我其實有標準
的金屬行山杖，但不妨礙擁有這
支可愛的藤棍。





藤質行山杖

倒懸之花

江南蒓菜

「這家店老闆都不為賺錢，
就為一個美食的理想。」 「這家小
店服務態度很差，但仍然每天爆
滿。」 「這家店是××菜系的天
花板，喜歡××菜的人一定不能
錯過！」 ……頻繁出現在各家社
交媒體短視頻中這幾句固定模版裏
的話術，加上在同期出現率極高的
單一類餐廳，歷經頻頻 「踩雷」 ，
早已對 「網紅美食」 「網紅探店」
一類的噱頭失去信任。

偶有例外。地處珠三角中心
地帶的中山市三角鎮上有一家名聲
在外的大牌檔，只做晚市和宵夜。
恰逢上周末一晚從深圳機場去中
山，在當地友人的推薦和帶領下，
驅車一小時穿越明亮現代的深中通
道外加一段崎嶇揚塵的土路， 「忽
逢桃花林」 。一個規模很大的大牌
檔出現在路邊，燈火通明， 「豁然
開朗」 。

粥底火鍋，是廣東人對飲食
細膩講究的體現，用熬製至綿滑濃
郁的米粥作為湯底，讓食材在其中
輕輕一燙，便能將其鮮味完美釋

放，毫不保留地將食材的原味呈現給舌尖。
走近點菜區，一盤盤整齊碼放的生猛

活蝦跳動着奪人眼球，蝦身泛着晶瑩光澤，
明顯是剛從水中撈起。各類貝殼整齊排列，
殼面潔淨、肉質飽滿，光是看着就讓人食指
大動。鮮切黃鱔和片片牛肉，厚薄適中，紋
理分明，迅速涮熟，保持嫩滑。當季鮮蔬點
綴其中，讓整體風味更為豐富清爽。最吸引
人的，莫過於那一顆顆阿姨現場手擠的豬肉
丸，個頭均勻、肥瘦比例完美彈牙。而且每
一盤高質素的食材都只要十塊錢。

與其他的粥底火鍋不同，此店是一人
一小砂鍋，不用擔心粥底會被涮到自己不喜
歡的食材。每一口，都是一場對食材、對生
活的深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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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在你往上攀爬的時候，一定要保
持梯子的整潔，否則你下來時可能會
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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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潮流越來越多樣化，增
添了不少不同概念的時裝款式，
不過，不同色調與質料的混搭方
面，需要多花一點細緻的心思，
才可創造出完美的時裝風格。

一些款式簡單的衣飾，越能
顯示其多樣化功能。恤衫本身是
簡單又帶點溫文的衣着，適合一
般的社交活動，也可成為運動服
裝的時尚搭配。某運動名牌在一
系列的運動裝宣傳中，就有多種
色彩的恤衫，以外套形式配合橫
條紋T恤，配以繽紛色調的長褲和
腰帶，讓恤衫變成充滿時尚風味
的單品。

從另一個角度，恤衫也可變
得更有魅力，將恤衫作為打褶幼
條長裙的上衣，把恤衫束入長裙
內，配上精緻項鏈、手挽包與尖
頭鞋，顯得十分優美。恤衫是一
個例子，就像不同大小的黑白波
點和豹紋圖案，如不融入時尚設
計，就會變得平凡。

時尚的變化是順應潮流，而
潮流也並非一成不變，像眼前寬
版褲與休閒褲大行其道，窄身褲
暫時沉靜了一段時間，但不能否
認，一些服裝還是需要窄身褲配
合，才可表現出服裝的設計感。
時尚的休閒褲，基本上就是寬版
褲，寬鬆的剪裁可隨意配合舒適
的上衣，如果褲子是條子或格仔
款式，可以其中一種色澤配上外
套，顯示休閒褲是服飾的主調。

搭配方面，女士們很多時都
會使用斜孭袋，這些肩背包方便
又實用，款式也多元化，顯得低
調又帶點奢華，使用時要留意款
式與身上服裝的搭配，也要注意
配色方面的調和。

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展台
上，幾株被倒置的蝴蝶蘭始終保持
着優雅的儀態，花盆和植物完整倒
扣，讓人擔心那枝嬌艷的蝴蝶蘭如
何撐得住那個看上去不輕的花盆，
這種看似輕巧的顛覆就是當代藝術
帶給觀眾的思考，我問身邊的朋
友，當我們家中盛開的蝴蝶蘭如法
炮製地倒置於茶几，它是否也能被
看作是藝術的變身？還是這朵反重
力之花只有在巴塞爾的展場中，才
能獲得藝術的認可？

朋友笑着說，你在家把蘭花慢
慢倒過來，在藝術家眼裏本身就是
一種行為藝術，在家人眼裏可能你
腦子出了問題，也許最近工作壓力
大，馬上對你噓寒問暖。我們嘻嘻
哈哈觀展之間，不知不覺感悟到，
當代藝術帶給人們的最重要的是改
變認知。

其實類似的作品很早以前就
有，杜尚當年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的
小便池送到美國展覽，成為現代藝

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件被稱
為《泉》的小便池，在五金行是工
業製品，在美國藝術館卻成了觀念
圖騰。倒置的蘭花在巴塞爾展場被
置於白立方空間中，策展的論述、
燈光的設計以及觀眾預設的審美期
待，讓這件日常物件產生了質變，
成為當代藝術品，被賦予日常物品
特殊意義，藝術是需要被觀看的方
式。

重新發現日常之美，真正重要
的不是在哪裏展示，而是能否喚醒
人們重新觀察世界的熱情。當我們
學會以倒置的視角重新丈量生活，
陽台上的一株草、廚房裏的鍋碗瓢
盆，都可能成為屬於自己的藝術現
場。

白先勇是個文化戰略家。早在上
個世紀後半期，他就開始提倡／推動
要在中國 「再來一次新的文藝復
興」 。由他擔任總製作人的青春版崑
曲《牡丹亭》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他
這一文化戰略的具體實踐：他要通過
製作青春版《牡丹亭》讓中國傳統文
化中的瑰寶崑曲代有傳人！於是，白
先勇不但克服各種阻力推出青年演
員，而且着意安排崑曲走進校園，讓
崑曲不但有青年人演，還要有青年人
看，一時間 「崑曲與青春同舞，雅音
共校園齊鳴」 。二十多年來在超百萬
的青春版崑曲《牡丹亭》觀眾中，青

年人是主體，而在校大學生又是青年
人中的主體。

當青春版《牡丹亭》在青年大學
生中大受歡迎時，白先勇就在考慮文
化戰略的第二步：不但要讓大學生們
愛看崑曲，還要讓大學生們愛演崑
曲。於是他開始在大學進行校園版的
嘗試，並在二○一四年前後提出 「由
大學在校學生自願參與，共同排演一
台相對完整的崑曲《牡丹亭》」 。這
一構想在二○一七年得以實現：由北
京大學牽頭，聯合北京十七所高校學
生排演出了一台校園傳承版《牡丹
亭》。這個 「北方版」 的校園傳承版

從演員到樂隊均為在校大學生，戲排
成後曾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高雄等地巡演
了十五場，大獲成功。

如今，白先勇文化戰略的第二步
又在 「南方」 得以展開和落實：由東
南大學趙天為教授主持的國家藝術基
金二○二四年度資助項目 「青春版崑
曲《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訓」 目
前正在進行中。該項目的結項成果就
是排演一齣校園傳承版的青春版《牡
丹亭》。我前兩天去蘇州崑劇院觀看
了學生們的綵排表演，這齣由全國在
校大學生（從演員到樂隊）組成的表

演團隊，在蘇州崑劇院老師們的精心
指導下，唱念做打一招一式已經有模
有樣相當不錯，期待他們四月二十六
日在江蘇大劇院的正式演出。

讓年輕人從愛看崑曲到愛演崑
曲，白先勇復興中華文化的戰略正在
深化踐行。

江南的水，堪稱蒓菜的命脈。這種睡
蓮科植物天生嬌貴，連生長的地方都要挑三
揀四：水質清冽微酸，淤泥肥沃鬆軟，水溫
需在二十至三十度之間，多一點少一分，葉
片便會痛失標誌性的 「碧玉卷」 。縱觀大江
南北，也只有江南湖泊有這樣的資格，於是
蒓菜們深深扎根，吸飽了水鄉溫潤，還一不
留神，跟鱸魚、茭白並行成了江南 「三大名
菜」 。

若真論起時令來，蒓菜可比海鮮矜
貴。清明後、穀雨前，太湖邊的晨霧還沒散
盡，新抽的芽便踡成一團，不過手指頭長
短。這時候膠質最厚，像裹了一層水晶凍，
顫巍巍的，豐潤卻不黏膩。如果再等個把
月，葉片進一步舒展，膠質就會流失，也沒
了那份纏綿。它長在湖心，連採摘都得趕在
日出前，不怪老蘇州人說，吃蒓菜要趁早，
晚一天都不是那個味兒了。

從當年的貢品到如今出圈，蒓菜的特
別，離不開那一口膠質。而江南師傅的妙手
匠心，也跟它強強聯合，互相成就。因為本
身無味，卻能極盡所能去吸附湯汁的鮮醇。
所以地道的湯色必清透，如果渾濁，則是有
澱粉或過了火。不信看那份名震天下的西湖
蒓菜湯，金華火腿吊湯，攜手雞絲，蒓菜入
鍋後數秒即出，膠質瞬間鎖住精華，入口時
鹹鮮一起噴發，滑嫩的葉片轉瞬無形，這種
美妙，實難用語言形容。再說經典的蒓菜銀
魚羹，太湖銀魚煸至微黃，衝進鍋中立刻呈
現乳白色湯底，後下蒓菜，僅用餘溫燙熟。
一白一綠在水中浮沉，銀魚鮮嫩無骨，蒓菜
絲滑無阻，幾乎分不清是魚化成了湯，還是
湯凝出了脂。如果說湯是江南的魂，那涼拌
蒓菜可是水鄉的形。剛出水的嫩芽拌上薑、
蒜末，酸爽醒神，一路走，一路微風拂面，
最後帶出舌尖回甘，照得別處都顯暗淡。

過去一周，對於經營外貿業務的
中小微企業來說，無疑是一段難熬的
時光。一位經營鞋履生意的企業家朋
友對筆者介紹說，美方關稅 「大棒」
一開始揮出時，他所在的十幾個外貿
微信群有如炸開了鍋，大家熱烈討
論，互通信息，商議對策，忙得不可
開交。 「後來每天一覺醒來數據就往
上跳，已經太離譜了，大家反而冷靜
了、無感了。」

在他身邊還有不少企業家朋友，
經營的服裝、家電、玩具出口行業，
正是受畸高關稅衝擊較大的領域。

「好在大家都沒有放棄，」 他說，目
前有人靜觀其變，有人沉着應對，
「關關難過關關過，只要企業活着，
就還有希望。」

看似平淡無奇的話語，聽起來卻
格外觸動人心。這種打不死的 「小強
精神」 ，其實並非與生俱來的天賦，
而是在重壓之下生長出來的鎧甲。從
金融危機到中美貿易戰，再到如今的
關稅博弈升級，時代的每一粒塵埃落
在這些中小企業身上，都重若千鈞。
但生活的重擔把人們逼到牆角的同
時，卻也總能激發出意想不到的潛

力。他們憑藉 「窮則變，變則通」 的
膽略和魄力，危中尋機，彎道超車。
有的企業將供應鏈進行模塊化拆分，
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有的則通過自
主創新，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
力；基於地緣、業緣形成的產業集群
還會自發式地 「抱團取暖」 ，通過設
備共享、訂單調劑等機制，實現風險
分攤、共生共榮。

而每一個中小企業背後，都有無
數的普通人，他們或是流水線上的工
人，或是開貨櫃車的司機，或是東奔
西走開拓市場的營銷人員。當經濟寒

流來襲時，他們的堅持和抗爭總是具
體而細微的，沒有驚心動魄的逆轉劇
情，只有把尋常事做到極致的笨功
夫。但正是這些普通人 「再扛一陣」
的樸素信念，讓 「中國製造」 在蕭瑟
的寒冬裏，依然還保有希冀和溫度。

九
連
環

薩
日
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