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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豆腐與烤麩

跟數名由內地來港發展的朋友閒
聊，他們不約而同說廣東話特別難
學。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流利
粵語固然順理成章，但學普通話同樣
會感到困難，總不明白為什麼已盡力
翹舌，別人還聽得出是 「港普」 ，因
此不曉得為什麼人們說廣東話特別
難。

廣東話究竟特別難在哪裏？如果
只懂說而不懂語音分析，要清楚道明
實在不易。例如 「湯丸」 會說成 「湯
演」 、 「魚蛋」 變了 「兒蛋」 、 「痴
心」 則成了 「黐身」 ，卻難以指出問

題所在。其實要學標準的廣東話，跟
普通話一樣，都要先掌握聲、韻、
調。教別人說廣東話也是如此，不可
只叫對方強記發音，如鸚鵡學舌，必
須從語音語調找出毛病，再指導糾
正，必須曉得廣東話的聲母、韻母和
九個聲調，還有地方及潮流用語才
行。例如聽到學習者將 「實驗室」 說
成 「十驗室」 ，就要告訴對方是韻母
問題；將 「困難」 說成 「困藍」 ，就
是聲韻母都不對了。至於九聲六調，
真的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也不是一
時三刻可以分辨掌握。特別拼音是

「p」 、 「t」 、 「k」 收結的入聲
字，連廣東人也有懶音，可見不單難
學，也不是每個說廣東話的都懂得
教。

筆者入讀大學的第一學期，學校
規定所有學系的一年級生都要上粵音
課，必須學懂六調九聲並通過測驗才
可升級。對於非中文系學生而言，那
簡直是噩夢，其實沒正式讀過粵語課
程的中文系學生也同感困難，只是既
然進的是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就
責無旁貸，說好母語更是理所當然，
表現實在不容有失。那時候在大禮堂

中，學生們跟着教授讀 「因」 、
「隱」 、 「印」 、 「一」 ； 「仁」 、
「癮」 、 「孕」 、 「日」 ，大家像幼
稚園生般牙牙學語，場面雖然有點奇
怪，但所學的確是終身受用。





美好的星期日下午（下）

難學的廣東話

方寸見熊貓

二○二二年三月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上，荷里活電影演員Will Smith因為不滿頒
獎人Chris Rock拿他妻子的禿頂開玩笑，
當眾狠狠打了對方一個耳光。幾分鐘後，
Smith上台領取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但
他的職業生涯卻因那個耳光遭遇重創，至今
沒有完全恢復。哪怕不是明星，我們在生活
中也經歷過 「情感短路」 ，喪失理智地發
火、吵架或害怕，過後又慚愧、後悔的情
況。

達爾文認為感情是進化過程中生成、
有助於人類生存的機制，比如，恐懼讓人避
開危險。研究情感管理的美國密西根大學心
理學家Ethan Kross卻說，情感有所節制才
能發揮積極作用。但知易行難，人人都有短
板，我們也許只能在某些場合掌控某些情
感。Kross倒是描述了不少方法。比如，在
腦海裏把自己當別人，自言自語，提供建
議；能說不同語言的人優勢明顯，因為用
第二語言進行反思能製造情感距離，更理
性地分析情況；也能通過寫作抒發情感，
達到同樣效果。五官感覺對人的情緒影響
也很大。酒店大堂的宜人芳香、昂揚積極
的歌曲、蒼翠欲滴的樹林能讓人振奮或平
和。

另外，暫時迴避挑戰並非壞事，能轉
移我們的注意力。再度審視問題時往往會發
現情況並不像最初想像的那麼糟糕，或新辦
法已悄然而生。美國二○○一年 「九一
一」 恐襲發生後，紐約人選擇了不同的應對
方法。有人只在特定時間、場合表達傷痛，
有效調控情感，強迫他人立刻回憶創傷經歷
反倒可能適得其反。總之，當強烈情感似
乎要吞噬我們的理智時，可採用不同策
略，綜合運作。無論黑貓白貓，有用就
行。

「遇見雲岡」 數字公益藝術展上
周在香港西九龍站開幕。展覽運用前
沿數字技術，展出近五十件數字藝術
展品，將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的千
年風采凝於現代展廳。

雲岡研究院副院長閆丁表示，雲
岡石窟是中國首個皇家授權開鑿的石
窟，生動呈現了佛教藝術中國化及多
民族文化融合的絢爛歷程。此次展覽
首次系統運用3D打印、VR/MR沉浸
技術，將雲岡早、中、晚三期洞窟呈
現給香港觀眾。雲岡研究院利用科技
保護及數字化3D打印技術促成此次
在港展出，意義深遠。

展廳中有一組展品佔據一整面
牆，它以雲岡石窟第六窟（附圖，局
部）為原型。第六窟是雲岡石窟群中
規模最大、設計最完整、雕刻最精細
的代表性洞窟之一，被譽為 「雲岡第
一偉觀」 ，開鑿於北魏孝文帝時期，

據推測是為孝文帝祖母馮太后所建。
第六窟為中心柱窟，窟內中央矗立着
高達十五米的方形塔柱，分為上下兩
層。上層四面分別雕有一尊立佛和兩
尊菩薩，四角裝飾以大象馱負的九級
樓閣式方塔；下層四面則雕有坐佛。
洞內四壁上層環繞排列着十一尊立
佛，頭頂懸垂華蓋，氣度莊嚴。窟頂
採用格狀結構，雕飾有騎乘孔雀、獅
子、老虎、長尾鳥等動物的多臂多首
天神。

洞內現有三十三幅展現釋迦牟尼
生平的佛傳故事浮雕圖，生動描繪了
佛陀從誕生、成長、結婚到出家、弘

法等一系列重要時刻，是中國現存情
節最多的佛傳故事連環畫式雕刻。

雲岡石窟第六窟不僅是北魏時期
佛教思想與造像藝術的傑出結晶，其
壁面分層的題材布局和裝飾藝術，亦
堪稱佛教藝術的典範。





雲岡石窟第六窟

走鋼索的人

情感管理

讀莫言的小說《豐乳肥
臀》，裏面那個 「村裏手藝最好
的木匠」 ，名叫 「尊龍」 ；不一
會兒，又有一個鄉鎮供銷社的售
貨員，名叫 「欒平」 。尊龍是華
裔電影巨星；而欒平是《智取威
虎山》的反派，雖然是一個配
角，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內地，
卻也是家喻戶曉的級別。

想來，莫言寫作的時候，可
能正着迷看電影。從熒幕剝下名
字，順手一貼，人物便在紙上立
了起來。這在小說情節之外，額
外平添了一絲趣味。荷里活大片
與紅色樣板戲洇染一體，帝王宮
廷與土匪巢穴打通地道，這與
《豐乳肥臀》的光怪陸離十分契
合。

給小說人物取名字，是作家
最大的特權之一。在自己的小說
裏，作家的權威比女媧還大，可
以隨心所欲地 「造人」 。從生活
裏將一塊泥巴信手拈來，捏出不
同的形狀。而讀者撬開這枚彩
蛋，就得以窺見作家藏匿其中的

狡黠笑意，抑或良苦用心。
劉震雲將這種狡黠玩到極致。《手

機》裏的 「彩雲」 ，是他嫂子的名字；《我
叫劉躍進》裏的 「劉躍進」 ，則是他的表
哥；《故鄉天下黃花》的 「屎根」 ，是他另
一個表哥的乳名。小說的市井、鄉土氣息，
撲面而來。

這起名之道，是一場文字遊戲。作家
們俯身於生活之河，隨手撈起一塊鵝卵石，
稍加打磨甚至原封不動，便砌進小說的牆
裏。它藏着作家對世相的洞察與解構，也藏
着他們對筆下世界的頑皮深情。

但有些名字的由來，偶然得近乎無厘
頭。作家李英儒上世紀五十年代寫作小說
《野火春風鬥古城》時，忽然在燈下停筆，
問在旁邊織毛衣的妻子：你說給叛徒取個什
麼名字好呢？妻子隨口說：就叫 「高自萍」
吧。她沒有交代由來。於是，這個名字後來
就印在小說裏，搬到熒幕上，幾乎是與 「欒
平」 齊名的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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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生活讓我認識了不少新食
物，凍豆腐是其中之一，也是較早捕
獲我心的食物。記不清第一次吃凍豆
腐的場景了，十有八九是在火鍋店
吧。如果讓我選出一樣和火鍋最般配
的食物，我必首選凍豆腐。

顧名思義，凍豆腐由豆腐冰凍而
來。北方冬天極冷，老豆腐放在室
外，聽其自然上凍可也。但這意味着
只有冬天才能享受凍豆腐。炎熱的夏
天，吹着空調吃火鍋最為愜意，沒幾
塊凍豆腐怎麼行呢？用冰箱或冰櫃隨
時可製。按網上攻略，豆腐放進冰箱

前，最好先擠出一些水分，以免凍碎
影響口感和美觀。凍豆腐之美妙，就
在於凍成蜂窩狀後，既保留了豆香又
多了一份嚼勁， 「蜂窩」 越多，口感
越好。所謂 「千滾豆腐萬滾魚」 ，豆
腐本就適宜做燉菜。凍豆腐涮火鍋、
燉湯或紅燒，不待 「千滾」 便會像海
綿般吸滿湯汁，極為入味。

在我記憶中，南方沒有吃凍豆腐
的習慣，卻有一樣和凍豆腐極似的家
常菜，名為烤麩。麥子帶皮磨成粉，
在水中搓揉篩洗，取得麵筋，發酵蒸
熟，便成了烤麩。從外形上看，烤麩

和凍豆腐都狀如海綿，吃起來又都是
鬆軟綿彈的，很像一對孿生兄弟，差
別在於豆和麥的不同香味。

在時下一些經營融合菜、江湖菜
的飯店裏，烤麩列在火鍋菜單之中已
不罕見，但我以為，它的經典吃法還
是當涼菜，又以四喜烤麩最為常見。
「四喜」 者，一般是筍片、黃花、木
耳、花生。這道菜偏甜口，典型的江
南風味，乃上海本幫菜館之標配。

網上有人介紹 「四喜凍豆腐」 ，
我沒有吃過，不知味道究竟如何。養
生愛好者則在網上寫文提醒道，烤麩

和凍豆腐雖是素菜，卻是 「吸油高
手」 ，貪嘴多吃，有油脂攝入過多之
虞。改進的辦法是進嘴前將湯汁擠
出。此舉固然符合健康原則，但實在
過於迂闊，要知道烤麩和凍豆腐之所
以讓人難捨，就在於這一口滿滿的湯
汁啊。

八月十五日，是港產大熊貓
龍鳳胎的一歲生日，也在這一
天，以牠們為主題的香港郵票，
將與集郵愛好者、大熊貓的粉絲
們見面。

中央政府分別在一九九九
年、二○○七年和二○二四年，
先後向香港特區贈送三對大熊
貓，再加上去年在香港出生的大
熊貓龍鳳胎加加和得得，共八隻
大熊貓先後在海洋公園生活，帶
給廣大市民許多歡欣和喜悅。

香港郵政一九九九年四月首
次發行圓形郵票，就是紀念中央
政府送贈的一對大熊貓安安和佳
佳移居香港。圓形郵票包含在郵
票小型張內，既突出大熊貓的顏
值，又活現其趣致的形態。

二○○七年七月一日，為慶
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
中央政府送贈的大熊貓盈盈和樂
樂在港正式亮相。一年後，香港
郵政發行郵票，展現盈盈和樂樂
自然流露的迷人風采。郵票一套

四枚，郵票中的照片分別裁出心
型、葉型、熊貓頭型和花型，呈
現大熊貓的圓潤可愛與悠然自
得。

二○二四年七月一日，香港
特區政府宣布，中央政府同意再
次贈送一對大熊貓予香港。大熊
貓安安和可可於同年十二月八日
在港正式與公眾見面，四日後香
港郵政發行 「喜迎大熊貓」 郵票
及相關郵品，以紀念此一令人興
奮的時刻。

香港郵政已經發行的上述多
款郵票，均以成年大熊貓為主
題，而即將發行的加加和得得的
郵票，則是大熊貓幼崽首次在香
港郵票上嶄露頭角。

李泉有首經典作品，叫《走鋼
索的人》，已有好一段日子沒記起
這首作品，直到上周在西九文化區
戲 曲 中 心 ， 看 了 法 國 編 舞 家
Rachid Ouramdane結合極限運動
和舞蹈的動人之作《無涯之軀》，
這首歌便重新在我的腦中響起。高
空走繩雜技人Luca Chiarva獨走繩
索，有時是孤身一人，有時猶如以
「上帝視角」 俯瞰台上每一位表演
者，跳着那些高難度的 「舞」 。

原來《無涯之軀》沒有一位是
舞者。除了Luca Chiarva，還有攀
岩家Ann Raber，以及一班雜技
人，已讓觀眾嘆為觀止。事實上，
無論哪個項目的演員，他們嫻熟的
手法與身段，還有精湛的技藝、舉
重若輕的高難度動作、心無旁騖的
專注，本來就有很高的表演性和觀
賞性，極限運動更有刺激感、危險
感，叫觀眾心跳加速抹一把汗。

高空走繩固然 「牙煙」 ；雜技
人 「騎膊馬」 疊羅漢，把人拋起又
接住，也把一面巨型攀石牆當成彈

床，借借力，大跨度跳躍；Ann化
身蜘蛛女，在攀石牆上如履平地快
速爬行。他們一邊挑戰人類極限，
一邊合演了一場賞心悅目、驚喜不
斷的演出。

《無涯之軀》中文名字改得
好，本是有涯之軀，在追求極限
時，成了無涯本身，而舞台上那面
攀石牆，似乎是 「涯」 的縮影，但
投射影像時，就是一塊屏幕，那些
點點突突沙沙石石，一瞬間消失
了，是涯非涯。到了最後，Luca解
下安全腳繩，縱身而下，由台上的
表演者接住，回到大地，回到大家
之中。那是驚心動魄後的擁抱，難
怪如此觸動人心，Rachid便是這樣
為演出注進各種詩意與美麗。

上回提到，喬治．秀拉的《拉格
朗德賈特島的星期日下午》在火災中
倖存，為藝術史留下重要的參考點。
然而，這幅畫不僅是技術與科學的結
晶，也包含了現代社會的哲思。

秀拉曾表示，《拉格朗德賈特島
的星期日下午》的構圖靈感來自帕德
嫩神廟的泛雅典娜祭典浮雕，只是他
畫中的人物變成了現代市民。他希望
藉由這些日常場景中的 「現代人」 ，
呈現一種形式上的秩序與社會結構的
對照。

他早年所作的《阿涅爾的沐浴
者》（一八八四），描繪的是對岸工

人階級的午後景象，而《拉格朗德賈
特島的星期日下午》則呈現中產階級
的休憩方式。在此兩岸對照之中，城
市與鄉村、工人與資產階級，彼此邊
界相遇而不相融，顯示出秀拉對社會
層次的敏銳觀察。

話說回來，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
立即接受秀拉的點彩畫手法。《拉格
朗德賈特島的星期日下午》初展於一
八八六年第八屆（也是最後一屆）印
象派畫展時，引起極大爭議。觀眾對
滿布畫布的小點感到詫異，有人諷刺
畫中人物僵硬得如同古埃及人像，卻
忽略了秀拉有意將人物簡化為類似古

典浮雕的抽象形體。
不論是批評或讚賞，可以肯定的

是《拉格朗德賈特島的星期日下午》
對秀拉而言，是一次精密的實驗，是
他對光的研究，也是對人與社會的靜
默凝視。他並未對當時的藝術質疑退
縮，反而以沉着的理性與堅持，畫出
了那一個不被理解卻依然值得珍惜的
午後。

一個美好的星期日下午，不必炫
目熱鬧，也不必宏偉劇烈。它可以是
平靜的、飽含規律與距離感的，就像
秀拉筆下的人們，他們或坐或立，看
似彼此無關，卻共同處於那片陽光與

樹蔭交錯的草地上。
就像我們，即使身處在各自的生

活軌跡，也能於星期日午後，靜靜地
坐下，在混亂與批評之外，活出一種
屬於自己的、美好的寧靜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