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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子」相處指南

演員趙本山在春晚小品裏有一句
諷刺之語： 「你以為穿個馬甲我就不
認識你了？」 這句話戳中觀眾笑點，
成為春晚經典台詞，更在社會廣泛傳
播。對一些換湯不換藥的更改門面，
今天仍會說只不過換了個 「馬甲」 而
已。

二○二五年我國普通高等學校聯
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入學考試即將
在本周末舉辦，考試結束後，考生接
下來要填報高校志願。需要注意的
是，隨着社會發展和市場需求變化，
一些前幾年還是考生爭搶的熱門專
業，現在卻變成了冷門，比如土木工
程和建築學在過去二十年城鎮化浪潮

中曾長期佔據志願填報榜單前列，現
在房地產投資增速放緩，行業用人需
求銳減，土木工程備受追捧的地位急
劇衰落，甚至已被列為最沒前途的
「天坑」 專業之一。熱門專業遇冷，
會考慮穿上 「馬甲」 ，有志願填報專
業人士透露，部分高校這兩年悄悄把
土木工程的名目換成了 「智能建
造」 ，雖加入涉智能化的學習內容，
但核心課程仍是傳統的土木工程專業
知識。

人工智能、大數據、數字經濟、
新技術與新材料等正成為引領科技與
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根據網上流傳
的 「避坑」 指南，一些遇冷的專業現

在多被重新冠以貼近發展趨勢的名
目。在土木工程改為 「智能建造」
外，市場營銷被一些高校改為 「大數
據與智能營銷學」 ，工商管理被改為
「數字經濟與商業決策」 ，還有的把
建築供暖與通風專業改為 「建築環境
與能源應用工程」 ，把模具與鑄造改
為 「材料成型與控制工程」 ，把圖書
館與檔案學改為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
統」 ，通過變換名目吸引考生。一些
學生調侃，現在上大學最大的悲哀不
是畢業就失業，而是沒等畢業專業先
沒了。

其實，專業改名也不是容易的
事，需要經過繁瑣的審議、公示、審

核、備案程序。與其急着換 「馬
甲」 ，倒不如繼續穿原來衣裳等一
等，就像曾被認為過時的中式穿搭，
如今又取代西裝與牛仔褲，成為了新
國潮。

大學專業換「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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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電視劇《借命而生》改編自
石一楓的同名小說。原著十七個章
節，電視劇則只有十三集，可見劇集
創作人並沒有刻意將原著小說情節拖
沓。電視劇基本上根據小說的人物和
故事而成，但是好些細節都有改動，
由此而成為更具追看性的懸疑劇集。
綜觀全劇，我覺得劇集仍能展現小說
的其中一個主旨：平凡人都需要為自
己的行為作出救贖。

《借命而生》述說上世紀末一個
奇情故事。杜湘東原是刑警學校尖子
生，畢業後卻被分配到山區監獄當管

教，即是類似香港的懲教人員。屈屈
不得志的杜湘東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調
任至刑警偵緝隊，此時他卻收到兩名
犯人，來自國營六機廠的工人徐文國
和姚斌彬，前者犯了毆鬥罪，後者開
槍打傷了工廠的李超主任，令李超傷
重死亡。由是，姚斌彬被判死刑，徐
文國則乘機逃獄離開。

這種殺人越獄案件本來不算特
別，然而故事交代姚斌彬手持的本應
是假槍，卻被人預先偷換了。姚斌彬
罪不致死，但陰差陽錯下送命。杜湘
東自覺有責任，於是持續追查案件。

徐文國越獄十九年後重返山城，誓要
找出真兇。杜湘東和徐文國二人的靈
魂其實早已湮沒，都是藉着他人的生
命苟延殘喘。

劇集增添了一些原著小說並沒有
的角色，藉此建構成一宗離奇案件，
另外亦展示多年前國營企業過渡市場
而面對的困難。殺人案件的細節雖然
有些犯駁，但是劇集的主旨在於杜湘
東的自我救贖心態。杜湘東其實只是
一個監獄管教人員，但他對於姚斌彬
的枉死深感歉疚，故此多年來都希望
揭開真相，為已逝者討回公道。劇集

《借命而生》就像一本影像化的小
說，每集都有一個標題，敘事之餘時
空跳躍，讓觀眾自行發揮聯想。全劇
呈現的山城監獄環境，灰蒙蒙的色調
既有格調，亦寓意角色的心理狀態：
每人心中都有一所監獄，洗心革面才
可釋放出來。




《借命而生》

拚手速

倫敦這城市，什麼都好，就是天氣惱
人。但凡去旅行過的人都知道，那些雨點
和霧氣，就像一層揭不開的紗，裹着紅
色的巴士、黑色的出租車，還有行色匆
匆的人群，一切都變成了相機中灰蒙蒙的
背景板，讓你愛也不是、恨也不是。但有趣
的是，當這 「朦朧感」 被裝進馬克杯，竟能
誕生出風靡全世界的飲品─倫敦霧
（London Fog），用奶香和茶香，將陰霾
巧妙化解。

很多人鍾情於這浪漫縹緲的名字，可
當初它的由來，卻不是在倫敦而是在北美。
據傳，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位咖啡店服務員
為感冒的客人調配出了特製的伯爵奶茶，客
人看着蒸騰的熱氣自言自語 「這可真像倫敦
的霧」 。此後這飲品就猶如被施了魔法，迅
速蔓延到英國本土，本地人也不得不 「順應
潮流」 ，從此一片 「倫敦霧」 ，橫跨全地
球。

看看出身，它的配方直白得近乎 「傻
瓜」 ，一杯伯爵茶、一勺香草糖漿，再淋上
綿密的牛奶就算完成。在坐擁貴族紳士和繁
複下午茶文化的英吉利，這簡簡單單的組
合，愣是調出了令人上癮的層次感。伯
爵茶底的佛手柑香，在香草糖漿的滲透
中逐漸軟化、不再固執，牛奶泡沫輕盈
地漂浮於上，給舌尖鋪了一層妥帖的空調
被，也像泰晤士河上的薄霧，茶澀味被糖和
奶馴服，甜度似有似無，在對比中營造出心
照不宣的和諧。成功的人和物都要生逢其
時，倫敦霧的出現，也恰逢一個文化轉折
點，用拿鐵的沖泡技巧來解構茶，誰會拒絕
這樣的新鮮事物？

如今很多店家會在最上面撒上點薰衣
草碎，於是初相逢先撞上花香，那口餘
韻，也就更加回味悠長。不過正統的倫
敦霧是不含薰衣草的，在大多數英國人
心中，哪怕是杯飲品，也要規規矩矩，拒
絕反客為主。





易北河上響起維瓦爾第

糯米八寶鴨

解謎「倫敦霧」

前幾天，知名科學家顏寧
「叕」 一次在社交平台上，投訴

有自媒體在網上製造她的假簡
歷。之所以說 「叕」 ，是因為這
幾年，她已多次進行類似投訴，
可以說不勝其擾。然而此類造
假卻稗草般野蠻生長，難以除
根。

這些謠言有個特點，它們並
非詆毀、污衊，反而是高調肉麻
地吹捧。譬如，顏寧就被貼上了
「學霸女神」 「天才少女」 等許

多標籤。還有北京大學數學科學
學院研究員韋東奕，前幾年意外
走紅，被稱為 「韋神」 。這位異
常低調、醉心學問的青年學者，
被無端裹挾進大量謠言當中，如
「六個博士四個月搞不定的難

題，韋東奕一晚上解決」 「哈佛
大學打破百年校規，免試英語破

格錄取韋東奕」 等。
造謠者還振振有詞，標榜這些都是

「正能量」 ，是為了致敬名人，為了激勵大
眾，真可謂 「用心良苦」 。其實不過仍是流
量買賣罷了。把名人工具化，當成吸睛引流
的營銷手段。任憑誰，遇到這種事，都不會
感到高興。

對於純淨的空氣而言，濃烈的香水味
與臭豆腐的味道一樣，都是一種污染。捧殺
式造神，同樣構成侵害名譽。又如，近日中
國造 「猛龍」 戰機大發神威，於是又有所謂
「埃及沙特連夜發來詢價單」 。去年中國新

一代隱身戰機試飛時，網上便馬上流出所謂
「五角大樓緊急加夜班，華盛頓夜大堵

車」 。類似 「雞湯爽文」 ，滿足了某些情緒
價值。但中國強軍重器的突飛猛進，是大批
科研成員踏實辛勤工作的結果，完全不需要
「假新聞」 來進行某種 「鍍金」 加持，否則

反而是極大不尊重。
類似內容，稍加查證不難識破。然而

一些網絡平台裝聾作啞，默許縱容了 「雞湯
流量」 「雞血流量」 的傳播。這不僅破壞了
網絡生態，也影響了平台的公信力。長遠來
看，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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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聚會，前輩相約同鄉會
餐廳，地點在中環。先談要事，後
啖晚宴，餚肉海蜇、醉雞脆鱔，逐
一品嘗。再來酥鴨切件上碟，夾起
細見內釀糯米，脆軟相配。

清代《清稗類鈔》有 「蒸鴨」
一條，早見糯米配鴨： 「蒸鴨者，
以生肥鴨去骨，用糯米一杯、火
腿、大頭菜、香蕈、筍丁、醬油、
酒、麻油、葱花，裝入其腹，外用
雞湯，置於盤，隔水蒸透。」 肥鴨
去骨，糯米加料釀入腹中，外淋雞
湯，放盤蒸熟。吃時剖鴨，肉飯同
吃，材料易備，去骨稍難。

《清稗類鈔》另有談 「八寶
鴨」 ，做法不同，先提到： 「八寶
鴨者，淨去肥鴨之毛，於腿間剖一
孔，去其內藏，清水洗濯。」 除去
「內藏」 即 「內臟」 ，不去骨，洗
淨。再來備料炆煮，方法詳說：
「用糯米一酒杯，斬豬肉、火腿、
栗、芡、蓮心、香蕈、冬筍、蘑菇

成丁，和以葱、酒、醬油，灌鴨腹
中，用線密縫，置於鍋，外加水、
酒、醬油煮之。」 八寶齊備，混米
調料，塞鴨腹內，縫好汁煮，肉更
軟爛，需時更久。

糯米配肉，日常多見是糉，南
宋《歲時廣記》記載 「蒸糯米」 ，
就是談糉的做法，說： 「寒食以糯
米合採蒻葉裹以蒸之，或加以魚、
鵝肉、鴨卵等。又有置艾一葉於其
下者。」 寒食節禁火，糉子早蒸
好。 「蒻」 通 「箬」 ，用箬竹的葉
包糯米，流傳到現在，仍用箬葉包
糉。糉包魚肉、鵝肉，有些地方仍
有，但香港並不常見。鴨蛋黃作
餡，反而到處可見。

今年五一，年輕人又有了新玩法
── 「撿搭子旅遊」 ，這有點像旅行
團的落地成團──在目的地組團出
遊，但省去了旅行團這個 「中間
商」 ，遊客自行在社交平台上聯絡組
團。從網友的經驗看， 「撿搭子」 存
在一定風險， 「撿」 到聊得來的，一
路歡歌笑語，如果 「撿」 了個脾氣不
對付的，旅遊樂趣就大打折扣，要是
遇 「搭」 不淑，好端端一趟旅遊反而
多出一堆麻煩、惹一肚子氣。

「搭子」 其實自古就有。楊六郎
麾下大將焦贊和孟良，本是結義弟

兄，行軍打仗形影不離，人稱 「焦不
離孟，孟不離焦」 ，可謂大宋好搭
子。佛家講因緣。對於某種結果而
言， 「因」 為內在因素， 「緣」 為外
在助力。這幾年 「搭子」 吃香，吃飯
搭子、電影搭子等紛紛湧現，主因是
互聯網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

一些原先不可能接觸的人，如天
南海北的兩個宅人，因為互聯網變得
熟絡。一些原先無法成為朋友的理
由，比如都喜歡在晚上遛狗，借由旅
遊社交平台，有了一次見面，多次相
約，成就一對好搭子。互聯網也會讓

一些原本牢固的關係趨於斷裂。同住
一個屋檐下的家人，各個捧手機、對
電腦，全神貫注於遠方的 「搭子」 ，
對身邊親人視如空氣。異地的好友，
偶有相會的機會，本該特別珍視，卻
因在網上 「天天見」 而興味索然，退
化為可有可無的 「搭子」 。

當人們天生的陪伴需求在垂直細
分中成為不同於同事合作，又比傳統
友誼更稀薄更精準的搭子關係，我們
進入了 「萬事皆可搭」 的時代。與傳
統友誼相比，搭子關係是短暫的，搭
子之間不抱長期親密關係的期待，更

不適用 「朋友有通財之義」 「過命的
交情」 等友誼倫理。在搭子關係中如
何自處或相處呢？綜合網友的經驗教
訓，一事一搭、界限分明，好聚好
散、 「及時止損」 ，大概便是 「搭子
相處指南」 。

時隔多年，再次到訪偏愛的東德
重鎮德累斯頓和古代大師畫廊。登上
美術館二層台階，一排十八世紀威尼
斯城景畫巨匠貝納爾多．貝洛托的德
累斯頓風光撲面而來。這位沿用了叔
叔卡納萊托藝名的大師在一七四七年
來到德累斯頓成為宮廷畫師，為當時
的薩克森選帝侯、波蘭國王奧古斯都
三世和其首相海因里希．馮．布魯赫
繪製了一組如實記錄當時城市樣貌的
風景畫。本周應景地分享一套以其名
作《易北河右岸奧古斯都橋下的德累
斯頓》為封套的唱片。這套由德國廠
牌Telefunken於一九七八年灌錄並
發行的六黑膠套裝，由奧地利指揮家

尼古拉斯．哈農庫特執
棒其創立的維也納音樂
協奏團演繹身為貝洛托
老鄉的威尼斯作曲大師
安東尼奧．維瓦爾第包
括《四季》在內的多首
協奏曲。

直面被視為今日德
累斯頓名片、完成於一
七四八年的《易北河右岸奧古斯都橋
下的德累斯頓》，你會明白這座東德
文化名城緣何會有 「易北河上的佛羅
倫斯」 的美譽。貝洛托以平視的視角
借助暗箱技術詳細記錄下了十八世紀
德累斯頓老城所有別具辨識度的建

築：尖頂的德累斯頓大
教堂、遠景拱頂的德累
斯頓聖母教堂以及連接
易北河兩岸的奧古斯都
橋。能夠看出，在貝洛
托創作時德累斯頓大教
堂尚未完工，教堂的鐘
樓外依舊搭着腳手架。
身處河對岸畫家創作時

所站位置，則能夠發現當時的河道更
寬、水位比現下高出不少，奧古斯都
橋因戰後重建橋洞少了幾個，其餘景
象和貝洛托畫作幾乎完全一致。要知
道，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至十五
日，德累斯頓遭受了英美空軍近千次

的轟炸，整座老城幾乎被夷為平地。
能夠在二十一世紀重現古城風貌，貝
洛托的畫作，為復原整座城市街道及
天際線提供了重要的圖像資料。

「碟中畫」 《維瓦爾第協奏曲
集》／《易北河右岸奧古斯都橋下的
德累斯頓》

倒數一分鐘！前段時間，我
作為旁觀者已經目睹好幾次，同
事在網上搶購演唱會門票的 「盛
況」 ：先是神經高度緊張，死死
盯着屏幕，時間一到就要立刻瘋
狂按下按鈕，搶到就興高采烈，
搶不到就呼天搶地。而現在，我
喜歡的脫口秀演員要來香港紅館
了。機會難得，我自然也想去看
看的。雖然不理解為什麼要把同
一場演出的門票，在三個不同的
日子，通過三個不同的網站售
賣，但我也只能遵守規矩，親身
體驗一把 「搶票」 的驚心動魄。

倒數三十秒！通過向有多次
搶票（失敗）經歷的同事請教，
我已經提前在手機和電腦上同時
登錄售票網頁，為防止某一個網
絡臨時出問題而 「滿盤皆輸」 ，
手機連上5G數據，而電腦則連上
WIFI。原本抱着 「買到了就去
看，買不到也就算了」 的輕鬆心

態，但隨着倒數時間的臨近，也
逐漸緊張起來。

倒數十秒……原本以為會像
上次一樣彈出一個 「購買」 按
鈕，都已經做好 「拚手速」 的準
備，誰知在倒數結束之後，網頁
直接就自動跳轉進入排隊頁面：
手機顯示第四百七十位，電腦顯
示第一萬七千位。似乎是好事，
但也有一種淡淡的失落。等待四
十多分鐘後，手機突然刷新，我
剛從椅子上跳起來，準備下一步
購買，誰知卻顯示出三個大字
「已售罄」 ……

好吧，經歷了一大輪起起伏
伏，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