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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疑雲

韓國網絡劇《苦盡柑來遇見你》
被喻為近年韓國其中一齣 「神劇」 ，
每集都極盡催淚功能，因而令我慕名
觀賞。綜觀全劇十六集，我覺得
《苦》劇其實是一齣老掉大牙的人生
故事，內容老套得像肥皂劇。然而，
她能讓觀眾一直追看，因為劇本鋪排
細緻，筆觸細膩，全劇就如女主角吳
愛純撰寫的詩篇，真摯動人。

故事以韓國濟州島為主要背景，
述說海女後代吳愛純及其摯愛梁寬植
一生的感情關係，以及他倆子女的人
生際遇。類似故事在各地的劇集都屢

見不鮮。《苦》的獨特之處則是其文化
背景。首先，海女是濟州島的獨特行
業，她們徒手潛水打撈海產，以生命
威脅換取生計，但往往被韓國男權為
主的家庭觀念所輕視。愛純由海女母
親撫養，自小艱辛過活，至到母親去
世，更是孤苦無依。愛純後來成為別
人的母親，當中更有一個兒子幼年夭
折。從愛純的人生經歷出發，觀眾可
感受到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濃情關係。

《苦》其實不是愛情劇，而是有
關為人子女如何理解和體會父母的愛
護和關懷。劇中不同角色來自各個家

庭，父母對子女都有不同形式的照顧
及管束。愛純和寬植不單是一對如仙
愛侶，他們對一雙子女（還有另一個
早逝的幼子）有着無邊愛顧，令子女
們能夠走上自己的幸福道路。

劇中有很多感動人心的情節，例
如第八集，愛純及寬植的長女金明被
險惡的首爾人誣捏為小偷而逮捕，金
明在警署不敢向警察透露父母的電話
號碼，生怕父母擔心；與此同時，寬
植從老家遠道而來探望金明，卻是呆
等了一整天，寬植坐在巴士站見到金
明從巴士下車，二人四目交投，百感

交集。另一兒子銀明被好友連累而犯
案入獄，銀明出獄後到處受人白眼，
寬植只有暗地裏到處周旋。 「為人父
母，最難過就是見到自己的兒女被人
輕視！」 寬植和愛純的心情，道盡天
下父母之心。





從看崑曲到演崑曲

催淚韓劇

自然妝感的亮點

每當晝變長、夜變短，東北的燒烤攤
就噼裏啪啦全冒了頭，炭火一燒，鐵架一
擺，氣勢立刻拉滿。只不過這時候，牛羊肉
都要往後稍一稍，主角變成了剛吐完沙的黃
蜆子，往烤網上一撒，火苗猛躥，殼 「啪」
地打開，白嫩的肉跟滋啦滋啦流動的汁，讓
人恨不得馬上就嚼兩口。

在整個東北，黃蜆子都是響噹噹的入
夏神物。如果說福建油蛤是小家碧玉，大連
花蜆堪稱豪爽少年，前者殼薄如紙，肉似凝
脂，白灼下便鮮甜四溢；後者肉質緊實，被
海風歷練，煮湯時能撞開一鍋平庸。那丹東
的黃蜆，則靠大自然給的底氣，足足高出其
他同類一頭。生在鴨綠江入海口的鹹淡水交
界處，有充沛養分供給，生長周期長，質地
肥厚，入口鮮甜度鶴立雞群。不怪老饕們都
說， 「這蜆子湯喝完，舌根都泛甜」 。黑土
地沿海孕育出的海味，一向粗糲和細膩共
生，它早年明珠蒙塵，不過是漁民自家的下
酒菜，後來被燒烤攤主慧眼識金，一來二
去，愣是從江邊泥沙裏走出，在燒烤界闢出
一席之地。

論時令，黃蜆子的肥美期像東北夏天
一樣短暫熾烈，每年六月江水回暖，到九月
驟然收場，其間不過百餘天，蜆肉的飽滿度
堪稱巔峰，拿手掂掂，沉得像灌了鉛。放在
湯裏，肉能豐腴到貼在湯匙上打轉。至於做
蜆子，炭烤是毫無疑問的經典，眼疾手快夾
起，對着開口猛地吸溜一下，鹹鮮裹着炭火
香，肉中夾着蒜蓉氣，彈牙、飽滿，好吃得
顫巍巍。趕上講究的攤主，還能做出蜆子
湯、炒蜆子，湯中一定要有豆腐做配，奶白
奶白的滿足感，也是朝鮮族菜單上的 「常勝
將軍」 ；辣炒蜆子則是添頭，雖然也過癮，
好吃，但懂的人都會告訴你，什麼都不如烤
出來的鮮靈勁兒，海水的溫柔，偏偏還是火
最懂。

Peacehaven（皮斯黑文）
是英格蘭的一個城鎮，位處白堊
懸崖之上，在這裏可俯瞰英吉利
海峽。那日下午，我們帶兩個男
孫在皮斯黑文海邊徒步，吹海
風，曬太陽，至傍晚時分走進餐
廳晚膳。

這是一家馬來西亞人開的泰
菜館，規模頗大，裝潢雅緻。店
家告知我們，用餐者每人收費二
十九英鎊，任吃。餐單上食品不
是香港泰菜館常見的菜餚模式，
似是中西、中泰合璧的菜居多，
侍應也是在英語、普通話、粵語

三種語言中自如切換，估計他們
還會說馬來語吧？

頭菜我們點了雞翼、蝦仁、
春卷等，正菜有酸辣雞塊、酸甜
大蝦、炸雞胸肉、炒牛肉片等。
湯只有我點，品嘗了一碗蟹黃
湯。大家吃了一盤炒青菜後，開
始點喜歡的甜品，包括炸雪糕、
炸香蕉、椰汁布甸等。所有食品
都是小碗小碟，可以一點再點，
上菜很快。

結賬時，侍應說三位全價一
位半價，大家互看，誰半價？哥
哥突然指着十三歲弟弟說：

「哦！你不夠九歲。」 侍應也笑
起來，弟弟有些不好意思，其實
他個頭也不小，是店家自有尺
度？還是看我們不浪費有獎勵？
總之吃個歡喜，或會再次光顧。





在英國吃泰餐

老城故事

蜆中海味

自從首爾的人氣餐廳 「豬腳
小姐」 進駐香港之後，就沒有一天
店門口不大排長龍，令人望而卻
步，甚至連外賣每天都要限量。

韓國豬手是為數不多的當地
人與遊客都喜愛的傳統美食之一。
用的是豬的前腳或後腳，經過長時
間燉煮與調味後，呈現出軟嫩多
汁、香氣四溢的口感。這道料理不
僅在韓國各地的夜市與餐館隨處可
見，也常出現在聚餐、慶典或下酒
菜的場合，深具韓國飲食文化的代
表性。

當地豬手的製作過程頗為繁
複，要與醬油、蒜、薑、洋葱、參
鬚、桂皮、八角等香料一同放入大
鍋中慢燉數小時。這些香料不僅去
腥提味，還能使豬手充滿濃郁的韓
式風味。燉煮至皮膠質豐富、肉質
鬆軟後，豬手會被切片擺盤，再搭
配生蒜、辣椒、醃蘿蔔與韓式蝦醬
一同食用，風味才夠多層次。

韓國人吃豬手時，通常會用
生菜包裹豬肉片，再加入蒜片、辣
醬等配料，一口咬下，既有肉香，

也有蔬菜的清爽與辛辣的刺激，非常開胃。
這種吃法稱為 「包飯」 ，是韓式飲食中常見
的方式，也強調了共享與團聚的飲食文化。

除了傳統口味，現代的豬手也衍生出
許多創新版本，例如辣味豬手、煙熏豬手、
或是以膠原蛋白為賣點的低脂版本，受到年
輕族群歡迎。此外，冷豬手則是在夏天時以
涼拌方式呈現，清爽不膩，是消暑良品。

豬手在韓國不僅是一道美食，更象徵
着溫暖與團圓。許多家庭會在節日或重要日
子享用豬手，象徵 「抓住好運」 的寓意。在
外送平台與夜市小吃盛行的今天，豬手也成
為宵夜熱門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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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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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孝？子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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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當白先勇動心起念
要製作一台崑曲大戲《牡丹亭》時，
他就下定決心要讓這齣戲滿蘊 「青
春」 ：不但演員要 「青春」 （讓青年
演員擔綱主演），而且觀眾也要 「青
春」 （讓崑曲進校園，使青年人尤其
是大學生成為崑曲觀眾的主體）──
於是他將這齣投入了全部心血精心製
作的崑曲《牡丹亭》命名為 「青春
版」 。自從二○○四年青春版《牡丹
亭》在台北首演以來，二十多年間青
春版《牡丹亭》在內地及港澳台地
區、太平洋兩岸的幾十所中外高校巡
演，在前兩百場演出中有八十九場是

在大學演出──在校大學生已成為看
崑曲的主流觀眾。由於在校大學生的
參與，崑曲觀眾的平均年齡下降了三
十歲。

除了吸引在校大學生觀看崑曲，
白先勇還在考慮如何能將崑曲更深地
扎根在大學校園。在青春版《牡丹
亭》首演十年之際，他提出要讓在校
大學生演崑曲。二○一七年他的這一
構想以 「校園傳承版《牡丹亭》」 的
名義得以實現，在校大學生也完成了
從看崑曲到演崑曲的身份轉換。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由白
先勇任藝術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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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項表演正式上演──這也
是 「校園青春版《牡丹亭》」 的首
演。演員來自全國二十九所高校的五
十名學生，共有四個柳夢梅六個杜麗
娘，樂隊成員也均為在校大學生。在
原班青春版《牡丹亭》演員俞玖林、
沈豐英、呂佳、沈國芳、唐榮等人的
精心指導下，他們的演出 「非常驚
艷！」 ──青春版《牡丹亭》終於有
了校園接力的表演傳人。

在校大學生經過九個月的培訓，
其表演就能達到 「如專業演員參加評

獎演出」 的效果（汪世瑜言），實在
令人驚嘆！這不禁讓我想到，像南京
大學這樣有着悠久崑曲教學、研究和
唱曲傳統的高校，是不是該考慮成立
一個以在校生為主體的 「南京大學崑
曲實驗劇團」 ？

自然的妝容效果一直是美容的
趨勢，關鍵是展示在不同焦點上，
例如放在眼部。這個春夏的妝容，
維持柔和自然的感覺，仍是大勢所
趨。

今夏流行輕盈透亮的美妝感，
不再是過去厚重的粉底，而是輕薄
亮澤，整個臉容保持色彩自然，將
粉底、眼妝和唇妝等完美結合。今
夏美妝不妨從具透明質感的臉部
開始，首先避免全臉塗抹厚重的
粉底，要選用一些質地輕盈透
薄、柔滑貼服、有提亮肌膚作用的
粉底，呈現自然光澤，配合透明感
妝點。

除了底妝具影響力，也應留意
要令肌膚透出明亮感，須選擇有珠
光粉末的粉餅作定妝用。一些蜜粉
系列，可以有細緻輕薄貼膚感，有
效修飾及提亮暗沉的膚色，細緻的
珠光粉在光線下，可以透出自然光
澤。上粉底和掃蜜粉的時候，注意
手勢要輕，才可避免令臉上底妝有

厚重感。
整個妝容的重點，眼妝很多時

都會是主流，包括眼影色調。由於
透明感妝容要有自然風格，眼妝可
用睫毛膏增強造型，避免用假睫
毛。細緻的眼線和自然的眉形，可
用眉筆順着加強眉形，不要刻意修
飾，讓眼部亮點更顯柔美。

唇膏的色調可以將自然妝感變
得更清爽脫俗，帶有豐唇效果的蜜
光唇彩具光澤感，隱藏唇紋質地
輕盈的柔霧唇彩，都是美妝品牌
的流行唇彩產品。法國某名牌將
滋潤與色彩完美結合，純白外形和
色調是這款唇膏的魅力，也要有自
然妝感的技巧，可以令美妝品成為
亮點。

最近，一則涉及醫學教育公平的
「董小姐事件」 在內地社交平台持續
發酵。事件起因是京城某三甲醫院醫
生因私德問題被妻子舉報，隨着事件
更多細節流出，另一當事人董小姐的
不平凡醫學之路引發諸多爭議。

本科在美國修讀經濟學的她，通
過北京協和醫學院特設的 「4+4」 項
目在短短四年間晉級為醫學博士。令
人費解的是，轉入醫學教育賽道之
後，她的學術生涯如火箭般躥升，三
年時間內就參與發表了十餘篇跨學科
論文，研究方向橫跨骨科、消化內

科、胸外科等專科，可謂五花八門。
所謂 「4+4」 項目是在內地醫學

教育領域具有極高地位的北京協和醫
學院，自二○一八年起創建的醫學教
育試點班，招收畢業於全球高水平大
學的非醫學專業本科生。此項改革的
初衷或許是為新醫科建設改革作出探
索，但從目前來看，其招生標準和教
育成果均令人存疑。網民搜索相關資
料發現，與董小姐一起接受 「4+4」
試點教育的學生，有些本科學的是園
藝、地質、西班牙語，甚至還有擅長
舞蹈的文藝特長生。當中有人的博士

畢業論文完全達不到應有考核標準，
卻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且畢業後大多
進入了內地頂流的醫院工作。是這些
人均為天資聰穎的學醫天才，還是背
後有不正常的托舉？讓人疑竇叢生。

醫療與教育，一個關乎生命的尊
嚴，一個關乎發展的機會，共同構築
起現代社會最基礎的信任體系。如果
寒門學子挑燈夜讀十幾年，最終也抵
不過特權干預下的「彎道超車」，未免
令人心寒。而醫學教育的特殊性更在
於，若醫學人才庫混入專業素養不足
者，其職業風險最終將由患者承擔。

這種 「從教育不公到醫療隱患」 的傳
導鏈條，必然會觸發集體安全焦慮。

好在國家衞健委及時出手，積極
回應。期待能盡快查清事實，撥雲見
日，讓真相大白於天下，讓公平陽光
照亮人心。

廣州、香港、深圳，是多年來
常被並列討論的三座大灣區城市，
多年以來，我的生活足跡都與這三
座城市緊密相連。儘管這三座城市
都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中扮演着重要
地位，可它們的城市布局卻不同。

深圳的布局最為現代，各個區
分明確的板塊將城市分為不同功能
的部分，寫字樓、住宅大片的分布
在寬敞的街道上，中間錯落有致地
排列着綠地、市政、商場等等公共
設施，高效便利的同時，難免讓人
感覺少了些 「人情味」 。香港則是
在曾經的土地規劃基礎上不斷調整
優化，港島與九龍中心區仍以彼時
的街道為主，新建成的建築往往是
後期填海而成，高聳入雲，密度驚
人，又由於地勢多變，建築也隨地
勢不斷起伏，頗有美感。廣州則與
深港均有差異，老城區依然有着可
觀的面積，新城區又是在近些年驟
然 「野蠻生長」 形成，城市的雜糅
感更強。這個五一，我在廣州老城

區度過了不少時間，也更能體會老
城這種雜糅的魅力。

走在廣州老城，語言會自然切
換到粵語，不論是在粉麵檔口還是
蒸飯店舖，夥計們都會用粵語問
候。舊式社區中，老式的住宅樓泛
黃的外立面正如它的年歲，南北對
流的戶型展示着它過往的地位，新
建的電梯間卻又展示着它與時俱進
的一面。街道也隨性的曲折，單行
道兩側的騎樓商舖不少是開了數十
年的飯店，雜貨舖裏也多是白髮的
老人，不少仍然用現金交易。

走在真正的老城居民區，這裏
的一切彷彿被隔絕在了數碼時代之
外，但也正因如此，這裏反而多了
一絲寧靜與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