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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騎行

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部設計的防
騙吉祥物 「提子」 於二○二○年六月
面世，距今剛好五年。自此，那擬人
化的大眼紫色圓葡萄常常出現，透過
形形色色的方法呼籲大眾提高警惕，
慎防騙徒。

然而，即使常常在新聞報道中看
到有人受騙，例如遇上網絡假情人、
猜猜我是誰、假冒公職身份進行勒索
等，卻總覺得是他人的事，自己應該
不會中伏。不過，當事情真的發生在
自己身上，許多人卻往往不如想像般
冷靜理智，只要稍微焦急動搖，就會

墮進騙子的陷阱。
某天家人工作時接到來電。對方

提出正常的合作邀約，在沒有時間進
一步核實身份的情況下，雙方已約定
了工作日期和時間。由於情況跟一般
客人相約類似，家人也不虞有詐。怎
料會面前一天，對方突然來電，說其
任職的護老院急需一批輪椅，可是廠
家只能給新客戶折扣，所以希望我的
家人幫忙問價，讓院舍可以便宜一點
的價錢購買老人出行的必需品。那刻
家人正忙於工作，可是對方苦苦哀
求，也就心軟致電廠商，並真的取得

優惠，於是隨即將好消息通知客人。
這時候狐狸終於現形，該客人竟建議
我家人先以新客戶名義下單，成功過
數訂貨後護老院就會將款項歸還。那
刻家人當然拒絕，也肯定自己遇到騙
徒，隨即終止聯絡，最後也一如所
料，該客戶再沒出現。

幸好家人在對方提出涉及金錢要
求時臨崖勒馬，除了數通電話的時
間外，沒有其他損失。他下班回家
後道出經歷，提到 「買輪椅」 時，
家中的長輩竟隨即知道是騙案，還
曉得騙徒的行事步驟。原來一模一樣

的案件於一年前的電視節目《東張西
望》早有報道，可憐事主每天下班也
趕不及回家 「東張西望」 ，所以全不
知情，只好慨嘆騙徒滿地， 「提子」
有理。





青少年學嗩吶

提 子

運動服的時裝感
夏至後的嶺南，街頭巷尾、市

集或是踏入誰家院落，總能看到荔
枝飽滿，隨手都能吃上幾顆，當大
多數人還在剝殼啖果時，嶺南人已
經找到了荔枝令人意想不到的滋
味。

荔枝入饌，尤讓人垂涎的是荔
枝木煙薰的燒鵝。果木在爐膛裏噼
啪燃燒，縷縷輕煙纏繞着鵝身，將
果木的清甜幽香慢慢煨進鵝肉的深
處，一口咬下，滿口的油脂帶着荔
枝的蜜意和果木幽香。還有 「荔枝
咕嚕肉」 中的荔枝和炸過的肉塊裹
上酸甜醬汁，荔枝清甜汁水中和了
肉的油膩，吃過滿口清風。潮汕人
更有趣，荔枝蘸醬油，起初我覺得
是黑暗料理，並不想嘗試，因為北
方人的鹹甜很純粹，要麼是鹹，要
麼是甜，很難想像鹹甜的混合，放
一顆入口，那醬油的鹹鮮漸漸烘托
出荔枝的清甜，讓果肉的滋味更為
清晰，給味蕾帶來了驚喜。

嶺南人最擅將佳果物盡其用，
荔枝浸入酒中，炎夏傍晚，斟上一
杯冰鎮的荔枝酒，一口入喉，清涼
無比，暑氣消散後微醺飄然。抵不
過荔枝的甜美，又怕上火的北方
人，也會找到自己的荔枝新吃法，
向滾燙的紅茶加入三五顆剝殼的新
鮮荔枝，果肉被熱浪一激，蜜汁在
茶湯裏漫開，輕啜一口，醇厚茶香
中融合着清冽的果甜，紅湯中的白
果看上去更是風雅，讓茶的回甘更
顯鮮活。在廣東茶肆裏有秘製的荔
枝紅茶，以廣東英紅九號為底，窨
入荔枝鮮萃和果肉，茶中帶着荔枝
的清甜，老茶客稱之 「嶺南雙絕釀
一盅」 ，已是廣東的文化名片了。

在畢加索的回憶裏，故鄉馬拉加的甜
酒讓他念念不忘。安達盧西亞稠密的陽光
和慵懶的風造就了讓人上頭的甜酒，愣是
在橄欖樹的包圍中 「殺」 出一條生路，有
了自己的身份和稱呼。

這地方之所以能甜得 「理直氣壯」 ，
甜得深入人心，還要從葡萄本身說起。因
為地勢陡峭、陽光足降雨少，平平無奇的
果實們為了保命，只能使勁積攢糖分，不
知不覺就成了一個個 「糖球」 ，從血統上
便跟其他夥伴區分開來。當地有兩大王牌
白葡萄品種，佩德羅希梅內斯（Pedro
Ximénez）和亞歷山大麝香（Moscatel
de Alejandría），前者皮薄嬌氣，也是雪
莉酒的原料之一；後者自帶香水屬性，擁
有玫瑰、蜂蜜的氣質，可稱得上 「甜妹
臉，御姐心」 。

很多人初見都會被 「甜」 字嚇到，也
確實，一些製作粗糙的廉價甜酒橫行霸
世，直接拉低了觀感。可馬拉加的甜酒，
不僅有着 「江湖大哥」 的地位，味道上也
純淨怡人，帶着花香和熱帶水果味，口感
脆爽，結構平衡，若隱若現的礦物氣息讓
人由衷感謝石灰質土壤的貢獻。再加上代
代相傳的製作工藝，讓它看似浪子的人
生，處處透着嚴謹哲學。因為山脈地勢多
變，這裏的葡萄無法用機器採收，每一顆
都要依靠人工。等摘下來後，將果實鋪在
蘆葦墊上晾曬脫水，裏面的汁水越來越
稠，濃縮的糖分也越來越高，然後進入橡
木桶發酵，等個七八年再 「出山」 ，可就
是另一番風景了。馬拉加的甜酒度數在十
五至二十二之間，顏色從金黃到黑褐色都
有，年輕的酒款融合了活潑的水果、堅果
和太妃糖，年老的則複雜多變，也許能讓
你洶湧澎湃，永遠記住這份絲滑和執拗。
腓尼基人不會想到，他們在馬拉加種下的
葡萄，會在十幾個世紀後聲名鵲起，成為
一個甜酒王朝。

傳世有長詩，如《古詩為
焦仲卿作》（《孔雀東南
飛》）一千七百八十五字、
《木蘭辭》、《春江花月
夜》、《琵琶行》、《長恨
歌》、《兵車行》。

卻也有短到只有兩三句一
樣被記載傳誦的，如《易水
歌》：

荊軻將為燕太子丹往刺秦
王，太子丹在易水為他餞行。
高漸離擊筑，荊軻和唱：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

漢高祖劉邦在擊破英布軍

後，回長安時途經故鄉沛縣，
邀集鄉親父老飲酒歡聚。酒
酣，劉邦擊筑高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

唐代詩人無數，其中一個
不出名的豆盧岑，有兩句詩被
選入《全唐詩》：

隔門借問人誰在？一樹桃
花笑不應。

確是十分有意趣之作。
最後介紹憑一句詩被人說

到今的故事：
北宋詩人潘大臨，一個秋

日閒卧床上，聽屋外風雨聲，
詩意頓生，在壁間題詩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
忽然有人拍門催交租，催

租人走後，他的詩興立時降為
冰點，再無法續寫下去。而這
一句成為詩壇佳話，雖然有不
少人續寫下去，卻無人記得。





傳世短句

荔枝的別樣滋味

馬拉加甜酒

晨光熹微，北京亮馬河的
水面泛着細碎的金光，各色的
槳板和皮划艇，如花朵點綴其
間。這些畫面在社交媒體上刷
屏，翻開了運動風尚的新一
頁。住在東京時，我常常騎行
到埼玉縣的彩湖，看湖面上扁
舟如梭，好不熱鬧。沒想到，
這股風如今吹到了北京。

親水是人類的天性。槳
板、皮划艇，也成了一種 「水
上躺平」 的慢生活體驗，把原
本沉寂的京城水系裝點成流動
的水上樂園。甚至頤和園昆明
湖畔，慵懶的日光浴場景，被
戲稱為 「海淀芭堤雅」 。

想想，近幾年，休閒運動
的更新迭代，真是令人眼花繚
亂。從 「露營熱」 到 「騎行
潮」 ，從 「飛盤風」 到 「槳板

季」 ，總是帶着熱情來去匆匆。
還記得疫情之時，京郊的露營地一

「帳」 難求。彼時，由於各種管控機制，
跨省旅遊多有不便。但防疫放開後， 「露
營熱」 很快被吹散。許多營地承包商和裝
備銷售店，隨即迎來一波閉店潮。我甚至
還沒來得及深度體驗一下那種親近自然的
社交樂趣，就已回歸城市的周末日常。

而對於飛盤、匹克球這類技術運動，
上手容易精通難， 「打卡式」 體驗一番
後，成長為資深玩家的意願也就打消了。
唯獨騎行，算是真正融為生活方式的一
項。當時買車的時候，甚至還要預約等
待。不過最新的媒體報道稱，曾經一車難
求的高端公路自行車，今年六月已開始大
規模降價促銷，令高價囤貨的經銷商苦不
堪言。

這也許就是體育消費某種 「排浪式」
特徵──每一波浪潮都帶着驚人的能量席
捲而來，卻又在轉瞬間退去，就像槳划過
水面。不過，即便潮流起落快，但運動的
快樂卻已經在心頭沉澱。這就足夠。



﹁
排
浪
式﹂
運
動

瓜

園
蓬
山

逢
周
三
、
四
、
五
見
報

食

色
判
答

逢
周
二
、
三
、
四
見
報

灣
區
聽
雨

灣
區
聽
雨

逢
周
四
見
報

黎
園

伏
牛
山

伏
牛
山

喬
苓

逢
周
三
、
四
見
報

竹
門
日
語

竹
門
日
語

簡
嘉
明

逢
周
四
、
五
見
報

南
牆
集

阿
濃

逢
周
四
見
報

衣

尚
蕙
蕙

逢
周
二
、
四
見
報



漫條思理 鄭辛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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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客觀干擾種到自己身上，就變成
了自我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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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天氣每日都徘徊在三
十多度，炎炎夏日，臉上的妝
容，除了要選用一些比較清爽的
護膚品外，也盡量要在修飾儀容
方面簡化一點，配合輕快的衣
裝，才能感受夏日帶來不一樣的
動力。

清爽一點的色彩，能令人在
盛夏增加一種舒適感，所以一件
白色上衣，是夏日頗受歡迎的服
飾，一系列較淺色調的設計，同
時可配合深色調的組合，也是今
個夏日的時尚特點。

夏天適宜選取一些設計風格
較明朗的服裝，例如運動裝系
列，既有一種活力感，也不失為
一種時尚，近年運動衣飾在創作
上，色調方面再不是一向的單色
系列，也有更多新穎的設計，成
為不少年輕人的至愛，同時也是
象徵潮流的穿着。運動裝受到注
目，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除了基

本的款式外，在搭配上能夠融合
各種不同類型的服裝，加上適當
的裝飾，可以讓一件簡單的T
恤，變身為時尚的衣飾。

日趨時尚的運動裝，是不少
男士心儀的服飾，即使一件純色
圓領的上衣，不同的穿搭，也
可以創造出不同的時尚感。休
閒又較精緻的設計，除了運動
場合外，也適合一些商務場
合，像一件恤衫領長袖運動
裝，深色調，搭配寬版長褲，是
時尚之選，也印證了運動服在寫
字間文職工作中，可以作為日常
的不同穿着。

珠江口的晚風裹着濕氣，四十七
歲的林曉芸單腳點地，公路車停在松
山湖邊。手機屏幕亮起，騎行群彈出
新消息： 「明早六點，同沙生態公園
見。」 她笑着收起車，遠處幾個穿騎
行服的身影正掠過晚霞──這群平均
年齡五十歲的 「不老騎士」 ，正用車
輪丈量着屬於中年人的新坐標。

周末，深圳灣畔，四十八歲的陳
志明單手扶着公路車把，與二十餘位
騎友勻速向前。這群中年騎行者，正
沿着濱海長廊完成每周兩次的 「例行
課」 ──從深圳灣體育中心到人才公

園，二十公里的路程，他們用時約一
小時，途中會停下來拍幾張落日，或
是交流最近的騎行裝備。

在大灣區，這樣的場景早已不是
新鮮事。四十至六十歲的中年群體正
掀起一股 「騎行熱」 ：從社區綠道到
城市主幹道，從周末短途到跨城長
途，騎行不僅是運動方式，更成為中
年人對抗焦慮、重構生活的 「秘密武
器」 。數據顯示，大灣區四十歲以上
人群健康支出年增百分之十八，運動
裝備、體檢套餐成為生活剛需。

健康管理成為中年人的必修課。

四十九歲的佛山老闆周輝，曾靠熬夜
喝酒打拚事業，健康亮起紅燈後，加
入騎行隊伍。如今每周三次二十公里
騎行，不僅甩掉十多斤贅肉，整個人
煥然一新。

都說中年人的壓力大，騎行能夠
緩解 「焦灼感」 ，上路的感覺能夠讓
自己抽離。同時，騎行帶來的興趣社
交重塑着中年人的生活圈，讓他們在
共同愛好中，實現高質量的家庭陪伴
和代際溝通。城市的包容為中年人的
新生活提供土壤。不斷增加的騎行
道，讓中年人的騎行計劃觸手可及。

暮色中的騎行隊伍，有人放起
《海闊天空》，有人分享晚霞美景。
正如詩中所云： 「晚來天欲雪，能飲
一杯無？」 對大灣區的中年人來說，
這杯酒不必急着喝——他們正騎着
車，看風景在路上，故事在腳下。

前幾天，劉雯雯舉行了一場嗩吶
音樂會。平時在這個音樂廳，以鋼琴
與小提琴為主的音樂會入座率最高在
七成左右，這次傳統的嗩吶演奏幾乎
滿座，其中有不少青少年。劉雯雯出
生於嗩吶世家，是中國首位嗩吶博
士。今年一月，網絡上曾大量流傳她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的視頻，舞台
上，她用嗩吶演奏《百鳥朝鳳》等經
典曲目，一口氣吹了一分多鐘，技驚
四座，現場掌聲反覆響起，網友形容
給了老外 「億點點」 震撼。

俗話說，嗩吶一出，誰與爭鋒，
它的發音高亢嘹亮，穿透力極強。一

方面因為音量太大常蓋壓其他樂器，
被吐槽為 「流氓樂器」 ，另一方面因
為多用在紅白喜事上，這讓嗩吶與西
洋樂器以及中國其他傳統樂器相比，
以前一直被貼上 「土」 的標籤。劉雯
雯曾透露，剛到上海求學時她陷入過
一段迷茫與自卑的時光，自己所學的
樂器被許多人認為土氣，在藝術舞台
上更是難尋蹤跡。

二○○六年，嗩吶列入第一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雖然有
此名目加持，但如劉雯雯所說，嗩吶
不受待見，舞台演出機會也很少。筆
者也有這樣的感覺。約七年前，一群

同事在辦公室閒聊給孩子報了什麼興
趣班，有的學鋼琴，有的學大提琴，
有的學揚琴，只有一位同事說給孩
子報了嗩吶，話一出，所有人極力
控制表情，但沒忍住的哄堂大笑已
經在說明，學習嗩吶彼時還未被他們
接受。

近年，隨着劉雯雯成為中國首位
嗩吶博士和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的
新聞熱度，以及《哪吒之魔童鬧海》
等國產電影和遊戲裏嗩吶成為配樂的
「燃點」 ，有興趣學習嗩吶的青少年
逐漸增多，像去年浙江省文化館首次
開設的嗩吶課，本來預設十六個招生

名額，卻吸引近五百人報名。可以想
像，以後家裏有客人來，家長讓孩子
才藝展示，除了《致愛麗絲》鋼琴
曲、小提琴《四季》，可能還會聽到
嘹亮的《百鳥朝鳳》嗩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