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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重量」與護航的「度量」

白先勇是廣西桂林人，可是他與
南京的淵源極深。桂林白氏家族先祖
原為中亞信奉伊斯蘭教的答失蠻人，
家族始祖伯篤魯丁在元朝時來到中
土， 「肇籍南京」 住水西門外，後為
江南應天府上元縣進士，至元三年以
廉訪副使蒞任廣西，其孫永齡在明代
再次至廣西任職，並帶着兄、弟落籍
桂林──這才有了桂林白氏。但追根
溯源白先勇 「祖籍」 是在南京，說他
是南京人應該也可以。

白先勇幼年曾在南京生活過。抗
戰勝利他隨家人從重慶 「還都」 南
京，曾在大方巷、雍園住過，並隨父

親拜謁過中山陵。兒時白先勇隨家人
吃過馬祥興，逛過玄武湖──馬祥興
的鹽水鴨，玄武湖的荷花，都給白先
勇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後他回憶
起來仍是滿滿的溫馨和歡喜。他的小
說《一把青》《遊園驚夢》《思舊
賦》《秋思》《國葬》都寫到了南
京，秦淮河、夫子廟、梅園新村和清
涼山這些南京 「地標」 都在白先勇的
小說中出現過。至於朱青、錢夫人等
白先勇小說中的代表性人物，更是與
南京聯結在一起，成為南京文學人物
畫廊中的佼佼者。 「山圍故國周遭
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

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六朝金粉十
代都會的南京，簡直就是白先勇在作
品中表現歷史滄桑感的最佳載體。

二十一世紀以來，白先勇致力推
動的崑曲復興運動也與南京密切相
關。由他製作的青春版崑曲《牡丹
亭》，其藝術總監之一、有 「旦角祭
酒」 之稱的張繼青就來自南京。二○
○五年南京大學一百零三年校慶，白
先勇親率青春版《牡丹亭》來南京為
南大慶生。二○二四年青春版《牡丹
亭》二十周年慶演的壓軸演出，白先
勇也把它放在了南大／南京。二○二
五年由白先勇任藝術總監，源自青春

版《牡丹亭》的校園青春版《牡丹
亭》也在南京誕生。

白先勇幼時曾生活在南京，作品
寫到南京，崑曲復興關聯南京，而且
他還是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的教授。

上世紀後期，香港曾經一度有三
間免費電視台為市民提供娛樂節目，
但在劇烈競爭之下，其中一間被迫淘
汰，後來只餘兩間電視台繼續經營，
雙方鬥得難分難解。當中的一間電視
台多年來都有高收視率，在市場上聲
勢浩大；另一間電視台只能沉着應
戰，伺機而動……電視行業的爭鬥就
像江湖故事，令人不停追看。

一九七九年播出的電視連續劇
《天蠶變》，令當時的業界競爭更加
白熱化。《天》劇是古裝武俠劇，但
有別於傳統的江湖恩怨。劇中的小伙

子雲飛揚自小孤伶，自幼於名門正派
武當長大，但一直被人欺凌打壓，成
長過程十分艱苦。雲飛揚被一位神秘
人暗中傳授武功，令他長大後破繭而
出，報仇雪恨。《天》劇的成功之
處，其實在述說一位年輕人如何在困
難環境中成長，不畏艱難而為自己增
添實力，最終得到應有回報。故事既
有武俠精神，亦有勵志哲理。

近期內地推出的電視劇《藏海
傳》，被稱為 「年度古裝傳奇劇」 ，
亦是今年上半年的其中一齣 「大
戲」 。在我看來，《藏》劇就像是一

齣文戲的《天蠶變》，主角藏海背負
滅門深仇，少年起便矢志復仇，被訓
練而獲高強本領，接着逐步將仇人殲
滅，大快人心。

《藏》劇講述虛構的大雍王朝，
欽天監監正蒯鐸全家十四口一夜之間
被滅門殺害，其幼子稚奴僥倖逃生。
稚奴被恩人收留之後，先是進行易容
手術，然後再由不同師傅傳授技藝。
蟄伏十年，稚奴化名為藏海，到達京
師混入頭號仇人莊蘆隱侯爺府中，及
後再遇另一仇人曹靜賢公公。經歷重
重波折，藏海終能達到目標。說

《藏》劇像是文戲的《天蠶變》，因
為藏海並不懂武功，全靠父親及師傅
教授的堪輿和風水之學，以至縱橫之
術，歷盡重重波折，屢次絕境逢生。
《藏》劇屬於四十集長劇，但是劇本
布局精密，令人拍案叫好。





白先勇與南京

《藏海傳》

夏日粉色系列

已經很久沒見過長相如大黃這樣 「老
實巴交」 的植物了。乍看去跟芹菜無異，粗
壯修長的根莖，不用吃就有濃濃的纖維感撲
面而來，能區分的，是越靠近根部越紅的色
澤，詭異的變化提醒着你：弄錯了，是要吃
苦頭的。誰能想到，就這麼個 「野路子」 選
手，如今在甜點界混得風生水起，但凡跟它
扯上關係的都自帶高級屬性，引得老饕們趨
之若鶩。

別看現在的大黃（rhubarb）是英國人
的心頭好，但它戶口本上的 「籍貫」 可是中
國。早在漢代醫書《神農本草經》裏就有記
載，以藥材身份高位出道。後來流行於西
北，因為當地人吃肉多，大黃就成了日常纖
維素的來源，能治消化不良，食慾不振，一
度超越藏紅花、麝香，成為絲綢之路打開後
的硬通貨。直到十八世紀英國人將它首次引
入到牛津，才從整個歐洲大陸傳播開來。

真正能讓大黃站穩腳跟的，就歸功於
這獨一無二的酸。純粹的酸雖然不能孤軍奮
戰，卻可以跟多數食材通力合作，就像張白
紙，給了廚師們最大的發揮。生吃大黃是自
虐，能酸到人靈魂出竅，可如果撒上白糖，
立刻化身為繞指柔，也瞬間明白了 「點睛之
筆」 的奧義。比如英式下午茶中，用大黃和
草莓做成的派，香脆的酥皮下是酸甜交織的
香，哪怕酸和甜是再平庸不過的組合，無奈
大黃有本事精益求精，酸得爽利，還帶着一
絲漿果的活潑多汁，跟甜味搭配在一起陡然
多出了層次，相當上頭，瞬間吃出盛夏時節
果園子裏的明媚。這也是為什麼它會多用於
甜品、醬料中，北歐人還習慣往酸奶裏攪上
一勺，味道一下子突飛猛進，神仙來了都想
續杯。而近幾年，人們的創意越發天馬行
空，竟然能把大黃入香，跟柑橘和佛手一
起，誕生出絕妙的複合酸調。

我先生的父母輩已是在泰
國出生，但從他外祖家分財產
傳男不傳女的做法，似乎是跟
隨祖籍潮汕人的傳統。除長子
分得最多，外祖父幾個老婆所
生兒子平分不動產及公司份
額，而所有女兒只可分到一定
數量的現金及金飾，這種做法
頗是特別。

近年我們在汕頭置業，時
不時去小住，近兩千戶的屋苑
環境相當好，鄰里關係也和
諧，我們的對門鄰居每回鄉
下，便帶蔬果來送予我們，他

家兒女優秀，小孫子很可愛。
有一晚鄰居邀我們過去喝

茶，不知怎的就說到了財產分
配，女戶主說家中財產包括田
地等都是兒子的，我有些震
驚。知道她很愛女兒，她女兒
名校畢業，是位教師，非常孝
順他們，我問女兒接受這種分
配嗎？她說我們這裏都是這樣
的，女兒會在夫家得到財產，
一樣啊。我又問，想給女兒一
些財產可靈活處理嗎？她說可
以，一次性給豐厚嫁妝。

潮汕地區之所以離婚率較

低，經觀察有各種原因，比如
家族和血統觀念較重，以及當
地女子特別能吃苦，不知與女
子離婚後回娘家得不到經濟利
益是否也有關係？





財產分配

中環街巷（下）

大黃記

在富陽這片山水相映、煙雨
繚繞的江南土地上，流傳着一道歷
史悠久的傳統美食──叫花雞。它
不僅是當地百姓餐桌上的珍饈佳
餚，更是江南飲食文化中一道獨具
風味的代表。說起叫花雞，許多人
第一時間會想到那層層包裹、火中
焗烤的古老製法，而這背後，蘊藏
着一段民間智慧與鄉土情懷的結
晶。

叫花雞的做法，別具一格。
選用當地走地雞，先經過醃製和香
料的細心醃浸，再在外面裹上一層
潔淨的荷葉，荷葉不僅能鎖住雞肉
的鮮香，也能在烘烤時滲出一絲清
香，為整道菜添上一抹自然的芬
芳。然後，重頭戲登場──用泥土
將整隻包裹好的雞嚴實地裹住，形
成一個厚厚的泥團。

這個看似粗獷的步驟，正是
叫花雞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傳統的
做法是將泥包雞放進柴火堆裏，慢

慢燒烤。當火焰將泥團燒得通紅時，泥層內
部的高溫也在不斷悶煮雞肉，荷葉在熱氣中
釋放清香，雞肉則在密封的環境裏保留住所
有肉汁與香料的精華。待泥團冷卻變硬後輕
輕敲開，熱氣騰騰中露出金黃嫩滑的雞肉，
皮酥肉爛，香氣撲鼻。

叫花雞之所以得名，據說源於古時流
浪漢在野外無法烹飪，只得就地取材，拾來
泥土、荷葉與柴火，就這樣誕生了這道看似
樸素卻滋味非凡的美食。如今，它早已從野
地裏的民間巧思，成為高檔餐館裏的江南招
牌菜，但那份原始而純樸的做法，仍然被富
陽一帶的老廚師們精心傳承着。

無論是旅人來到富陽品嘗一口熱騰騰
的叫花雞，還是本地人在節慶時重溫這道家
的味道，都能從中感受到那股濃濃的人情味
與江南風土的溫柔。叫花雞，不只是一道
菜，更是一段嵌入時光中的味覺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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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失意，是由得意調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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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略色彩的影響力，夏
日衣飾流行各種色調對時尚產生
的魅力，可能超過一般的想像。

冬日崇尚深色調，夏日則重
視淺色調。衣服顏色除基本的色
調外，還有一些獨特的色彩，如
本季與以往有些小差別，就是特
別流行淺色系，這可能因為服裝
流行薄紗類，淺色如淺啡和米色
等都較多被採用。

米色配啡色系列一向是不二
之選，今季還有以灰色混以米色
的配搭，因為米色有自然色澤特
點，可以視為是百搭色調，配上
深啡色十分理想，也可與淺綠、
粉色搭配。另一灰米混色組合也
充滿溫柔感，可以長裙配深色的
薄紗上衣，喜歡輕鬆一點，就以
米灰色風衣配淺色上衣和長褲，
加上藤織手袋，呈現時尚悠閒的
穿衣風格。如改為耀眼色調，深
紅色上衣再配些飾物和手挽袋，
又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風味。

利用一些基本色，配以當季
流行的色彩，如啡配藍可以營造
運動型風格，啡配粉紅則是優美
的日常服色彩。除了灰米混色，
基本的米色系列套裝顯現一種隨
意和不受拘束的形態，適宜夏日
穿着，也可以作為一般的宴會服
飾。

粉色系列是今季時尚表現，
一條米色長褲，上身配黑色短袖T
恤，加上黑幼皮帶和米啡色手
袋，重點是綁上流行小絲巾。白
底深色花圖案，加上黑啡色手
鐲，這個夏日色彩造型服裝，真
是無懈可擊，從用色到搭配，簡
單時尚中又不失優雅，出席各種
大小場面，都會令人看得舒服。

備受關注的內地高考陸續落下帷
幕。考試期間，各地城市管理者都就
「降噪護考」 出台了一系列規定──
工地停工、交通管制、夜市收攤、廣
場舞禁跳，營造出一種 「全城靜音、
全民護考」 的氛圍。不久前張學友東
莞演唱會就因為與高考 「撞期」 ，最
終在考生家長的質疑聲中宣布延期。
這場 「歌神」 與 「考神」 的不期而
遇，在輿論場掀起了一次超越娛樂範
疇的公共討論。

高考的重要性當然毋庸置疑。千
百年來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價值追求，早已沉澱為一種文化基
因。而在當下教育資源分配的版圖
中，高考依然是一條相對公平的賽
道，是打破階層固化、實現向上流動
的有力槓桿，不僅關乎莘莘學子們的
未來，更承載着千萬家庭的希望。高
考期間，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為考生營
造安靜的環境，彰顯對年輕奮鬥者最
基本的體恤和善意，原本是城市文明
程度的一種體現。

但凡事都有個 「度量」 ，當家長
們在考場外拉起人牆阻擋車輛，社區
深夜組織捕捉驚擾清夢的鳴蟬，甚至

要求距離考場幾公里外的室內演唱會
延期，就難免變味了。

事實上，高考一旦被賦予過重意
義，考生們往往會背負巨大的心理壓
力，似乎一次考試失利，便足以暗淡
整個人生前景。這種觀念不僅扭曲了
高考作為人才選拔途徑的本質，也窄
化了人們對成功與成長的認知。

須知道，過度保護如同無菌溫
室，孩子們在其中被精細調養，卻也
弱化了生命天然的韌性。高考需要寧
靜，但不必是真空；需要被重視，但
不應被神化。真正的護航，不是築起

高牆隔絕風雨，而是賦予年輕人穿越
風雨的勇氣與智慧。社會不妨放鬆那
根緊繃的弦，允許年輕人在適度噪聲
中學會專注，在可控壓力下磨礪心
性。如此，他們今後方能在各自的人
生考場，從容落筆，不負韶華。

上周提到，中環乃至港島東西
向，大約是由三四條主幹道串起
的，然而真正能從中體會中環韻味
的，還要數那幾條南北向的小巷。

南北向的中環交通，由於港島
南高北低的地勢原因，往往曲折頗
大，因此總有些小巷並不能供機動
車行走，這也造就了為遊客們熟知
的中環半山扶手電梯與中環石板
街。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全長
超過八百米，垂直差距達到了一百
三十五米，串起了從德輔道到半山
的交通。扶手電梯分為十餘段，每
一段的周邊都有獨特的經典，例如
元創方、大館、回教禮拜堂，都可
經由扶手電梯到達。不少在中環上
班的金融精英們，中午也是搭乘這
個扶手電梯來往各處覓食。

提到貫通半山與中環，在扶手
電梯落成前，最常見的交通方式莫
過於沿着中環石板街拾級而下。中
環石板街貫穿了干諾道、德輔道，
一直延伸到半山的荷李活道，也是

最具歷史特色的街道之一，街邊有
各類賣文創用品的鐵皮屋，也延續
着百年前舊有的石板街道。搭乘扶
手電梯抵達半山，逛完大館後再沿
着石板街一路下行，或許是遊客遊
覽中環，留下美照的絕佳方式。

但要在中環覓一個頗有市井氣
息的地方，或許要數利源西街了，
這條小巷僅僅貫穿皇后大道到德輔
道，甚至不能通車，長度僅有一百
米，可這裏卻有各種在這個時代已
然不甚多見的行當，從為手錶更換
電池的匠人，到配鎖的鎖匠，再到
賣各類特色衣物的老人家，攤主大
多已經滿頭白髮，就在這兩條主幹
道圍成的彈丸之地裏，講述着香港
的獨特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