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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什錦
方曉嵐

客居人語
姚船

如是我見
陸小鹿

悠久深厚的宋宴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

中，文化發展最為輝煌的時
期之一，對中華飲食文化更
是影響深遠。宋代分北宋及
南宋兩個時期，北宋建都汴
京（開封），宋欽宗靖康元
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
人攻入汴京滅宋，宋室南遷

至杭州，改州治為行宮，後升格為 「臨安府」 ，
成為南宋的都城。

兩宋是中國封建王朝中，在兩漢外立國最長
的王朝，而期間，由於陸上絲綢之路被隔斷，東
南海路成為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盛況
超越唐代。

北宋徽宗皇帝趙佶，在書畫藝術上才華橫
溢，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書畫名作，特別是
他的瘦金體書法。宋皇室中最高級的聖誕盛宴，
是慶祝皇帝、皇后和太后的生日宴。南宋周密在
《武林舊事》記載了 「炙骨頭」 這道宋室御用名
菜，是宋徽宗壽誕 「天寧節」 御宴上的第二盞御
酒的下酒菜餚。宋室南遷後，這道菜成為臨安
（杭州）城中酒家的名菜。

宋代流行羊饌，據宋代蔡縧所作《鐵圍
山叢談》中記載，北宋王朝建立後，吳越王
歸降，到汴京拜見宋太祖，御廚膾匠 「取羊
為醢以獻然」 ，即仿吃魚生般，細切生吃羊
肉片，稱為 「旋鮓」 ，宋太祖大悅，從此旋
鮓成為北宋和南宋宮廷大宴中的菜式。另
外，在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中有記載，
「鱉蒸羊」 就是用羊肉湯來蒸甲魚，肉質酥
爛湯汁濃，其鮮味無比。

江南地區的羹膾菜餚，在古代南食中早
已遠近馳名。到了五代十國，中原地區仍是
戰火不斷，位處江浙地區的吳越國，人們卻
得到了幾十年的安定生活，使地區的經濟文

化有良好的發展，包括具江南特色風味的菜餚逐
步形成，醬油釀造、製醋、釀酒、植物榨油等技
術已趨成熟，而葱、薑、蒜等亦已在烹調中廣泛
利用。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從北方及中原遷來的皇
室大族和豪門貴胄，仍然控制了國家的政權和社
會財富，他們帶來了奢華生活的風氣，對杭州及
江南地區的飲食影響深遠，也帶來了不少的中原
和北方的烹調技術。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北方
的麥食文化隨着宋室南遷而傳入，大大地豐富了
杭州的麵食、餅食和點心；而本來平實清淡的江
南菜餚，烹調技術趨向更細膩，用料也更多元
化，使杭州菜逐漸由純樸的農家風味，轉化成以
官府菜和文人菜為重心的風格。這段南宋的歷
史，是杭州菜的一個飛躍性的發展階段。

南宋的吳氏，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撰寫飲食書
籍的著名女廚師，《吳氏中饋錄》是以她的姓氏
命名的菜譜專錄，古代稱在家中掌管廚政的婦人
為 「中饋」 。這本古代菜譜書至為珍貴，書中分
為脯鮓、製蔬、甜食三部分，記載了不少南宋時
期江浙地區的民間家常菜餚技法，特別是關於醉
製、醬製、臘製、醃製食物的技法，許多流傳至

今，對中菜技法的發展影響至深。 「爐焙雞」 是
一道香味濃郁口感酥爛的雞饌，是《吳氏中饋
錄》中的名菜，書曰： 「用雞一隻，水煮八分
熟，剁作小塊。鍋內放油少許燒熱，放雞在內略
炒，以鏇子或蓋定，燒及熱，醋酒相拌，入鹽少
許烹之候乾再烹，如此數次，候十分酥熟取
用。」

南宋時期的南食菜式中，水產中的魚蝦蟹蛤
佔很重要的比例，帝王貴族中更有不少酷愛吃蟹
之人，根據《武林舊事》，憶述南宋都城臨安的
歷史風貌，書中記載紹興二十一年，宋高宗趙構
親臨清河郡王張俊府中，張俊設盛宴招待，菜餚
和果品達二百多道，其中以 「蟹釀橙」 獻給宋高
宗。

G20是Group of Twenty的縮寫，是一個國
際經濟合作論壇，於一九九九年成立。二○一六
年的金秋九月，桂花飄香，在杭州舉行的G20領
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國為
舉辦這次G20峰會作足準備，杭州市作為主辦城
市，更是力求完美。九月四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夫人彭麗媛在杭州西子賓館舉行國宴，招待各
國領導人，菜式是費盡心思精選的杭幫菜，菜單

中就有一道宋宴中的 「蟹釀橙」 ，引起了外
界的關注。

南宋文人林洪所撰寫的養生食療名著
《山家清供》中，記載了 「蟹釀橙」 的做
法： 「橙大者，截頂，剜去穰，留少液，以
蟹膏肉實其內。仍以枝頂覆之，入小甑，用
酒、醋、水蒸熟。加苦酒入鹽供，既香而
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
興……」 自二○一六年杭州G20國宴之後，
更多人認識了這道宋代名菜，成了不少高級
中餐廳的菜式。

電影《醬園弄．懸案》
改編自民國真實案件，陳可
辛導演，集結了章子怡、雷
佳音、趙麗穎、楊冪、易烊
千璽等一眾明星，這陣容勾
起我的好奇心，迫不及待於
點映第一天就走進了影院。

影片以細膩筆觸描繪了
詹周氏（章子怡飾）的悲慘

遭遇。她長期遭受丈夫的家暴，生活暗無天日，
最終在絕望中爆發，走上殺夫碎屍的道路。這一
情節並非簡單的犯罪呈現，而是對男權社會下女
性生存困境的深刻揭露。詹周氏在婚姻中毫無地
位，被丈夫肆意打罵，她的反抗是對不公命運的
吶喊。

法庭戲是影片的一大亮點，各方勢力圍繞詹
周氏案件展開激烈交鋒。雷佳音飾演的警察局長
薛至武，為維護自己的權威和舊秩序，對詹周氏

進行虐殺式逼供，盡顯其冷酷與專橫。而西林
（趙麗穎飾）等進步女性則試圖為詹周氏翻案，
借案件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法庭上的唇槍舌
劍，不僅是對案件真相的探尋，更是新舊思想的
碰撞，將女性在舊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和爭取權利
的艱難展現得淋漓盡致。

影片構建了豐富的女性群像。詹周氏是沉默
隱忍最終覺醒的代表；西林是覺醒的先行者，憑
藉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權貴間周旋；楊冪飾演的
王許梅則是精神引路人，用進步思想影響着詹周
氏。她們之間的互動，展現了女性在困境中相互
扶持、共同成長的力量。而鄰里、警察等其他
人，則構成了圍觀這場悲劇的群像。他們或麻木
窺視、或欲言又止、或借案件謀取私利，像一面
面鏡子，照出民國社會的病態：封建禮教餘孽未
消，新舊思潮激烈對沖，底層民眾在生存與道德
間艱難搖擺。

從視聽語言來看，影片也頗具特色。1：1復

原的一九四○年代醬園弄街景，潮濕的色調、斑
駁的牆皮、搖曳的煤油燈等細節，營造出濃郁的
時代氛圍。舊上海獨有的留聲機老歌，瞬間將觀
眾帶回那個動盪不安的民國末期。王許梅獄中唱
起《十八相送》，不僅是角色心境的抒發，更象
徵着女性的互助，在黑暗中給人力量。此外，片
中台詞採用了上海方言，增強了角色的代入感，
也為影片增添了濃郁的年代感。

當然，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多線敘事
導致節奏緩慢，敘事稍顯拖沓，使得觀眾在觀影
過程中容易產生疲憊感。而原本一部影片拆成兩
部，會不會破壞劇情的連貫性使得觀影體驗支離
破碎？同時也增加了觀眾的觀影成本與等待周
期，這點無疑是不討好的。

不過總體來說，《醬園弄．懸案》雖有瑕
疵，但它對舊時代女性議題的深刻探討、精彩的
人物表演和出色的視聽呈現，仍不失為一部值得
一看的電影。

舊時代女性的悲歌與覺醒

巨擘倒塌
在加拿大，很少有人不知道

「Hudson's Bay」 （哈德遜灣
公司）的名字，尤其在城市。

這家擁有三百五十五年歷史
的公司，比加拿大建國還早一百
多年。它是加國歷史最悠久、規
模最大的百貨公司，在全國擁有
九十多間大型商店（包括旗下子

公司）。以多倫多而言，市內幾個大商場，其中位置
當眼、面積最大的商舖非它莫屬。車子未進商場，遠
遠就能看到公司的名字高高掛在商場外牆上。黃色手
寫體的Bay字標誌，早已深入民心。

然而，如此龐大的百貨巨擘，卻在今年轟然倒
塌。三月份突然宣布清盤結業，至六月一日全線正式
關閉，為漫長歷史和曾經的輝煌畫上句號，令人驚愕
惋惜之餘，唏噓慨嘆。

哈德遜灣公司於一六七○年成立，起初總部設於
加拿大北部哈德遜灣，主要從事皮草交易。當時北美
大陸人口主要是土著原住民，靠狩獵為生。該公司是
北美最早成立的商業股份公司，規模龐大，除皮草買
賣，又從歐洲運來日常生活用品，交易十分暢旺。溫
哥華、溫尼泊和多倫多等地方，正是由於港口交通方
便而迅速發展起來。

該公司勢力很大，曾擁有加拿大北部和西部大片
土地，還有美國部分領土。一八六七年，加拿大立
國，逐步把土地購回，加上其他行業發展，皮草貿易
不再一枝獨秀，該公司遂改做百貨生意，並把商店不
斷向全國範圍擴張。

二○○七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哈德遜灣公司
的紀錄列入《世界記憶項目》，其檔案包括公司員工
日誌、交易記錄和庫存報告等等。公司的歷史成為研
究北美洲大陸開發的重要資料。

記得那年當我們剛抵埗多倫多時，就聽聞該公司
名字，且到位於市中心的旗艦店逛一逛。一座大廈，
六層樓營業，貨品琳琅滿目，各式服裝、珠寶、化妝
品、電器、傢俬、廚房用品、兒童玩具……應有盡
有，令人目不暇給。

「海灣百貨公司」 除了貨品高檔齊全備受人們青
睞外，還有其誘人的地方。譬如每年十二月，為迎接
聖誕，該旗艦店臨街的一排大玻璃櫥窗，布置得美
侖美奐，有節日燈飾、童話故事、名勝風景。人物
會動、火車會跑，生動逼真，吸引不少行人駐足觀
看，有的一家大小還專門到此欣賞，這幾乎成了幾代
人的美好回憶。

另外，公司曾是加拿大奧運代表團的長期官方服
裝贊助商，出售運動員同款服裝，包括帽子、圍巾和
手套等。二○○八年北京奧運，我們就買了幾件帶帽
的運動外套，手袖上印着 「Beijing 2008」 幾個大
字，十分矚目。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着深厚歷史底蘊，曾叱咤
風雲的商業王國，也躲不過衰敗黯然退出歷史舞台的
命運。有人歸咎於網上購物興起，嚴重打擊實體商店
生意；有人認為經濟不景，民眾購物意欲降低，尤其
是對高檔商品；也有人指出公司領導層墨守成規，沒
有銳意革新等等，議論不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
就是大家感情上的不捨，心中的唏噓。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不論任何行業，如果缺
乏創新精神，跟不上時代發展步伐，終將被歷史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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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深藏街巷的生活文化
──中國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編纂記

吳志良

（
澳
門
篇
）

作為中國最早持續不斷對外開放的城市，
澳門既完整保存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基因，又能
平等地與其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積累了
中西並舉、古今同在的豐富物質和非物質文化
遺產。澳門雖為南海一隅，卻承載着中華文明
與西方文化交匯共生的獨特記憶。這種獨特記
憶，深藏在大街小巷和民間日常生活中，急需
全面系統挖掘、整理和弘揚、傳播。

二○一二年，在文化部和澳門基金會共同
擘畫下， 「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
卷」 這一鴻篇巨製正式啟動。作為國家社科基
金重大項目 「十部文藝集成志書」 的重要組成
部分，澳門卷的編纂不僅填補了港澳台地區在
這項 「文化長城」 工程中的歷史空白，更成為
澳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門類最全、歷時最長
的民間文化搶救運動。

盛世修志，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參與國家
工程，更是澳門的光榮使命。 「十部文藝集成
志書」 工程始於一九七九年，由文化部牽頭，
匯聚全國數萬文藝工作者之力，歷時三十年完
成內地共二百九十八部省卷編纂出版，被譽為
改革開放三十年文化建設的豐碑。然因歷史境
遇，港澳台卷一度暫緩。澳門回歸祖國後，在
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與澳門基金會反
覆磋商下，二○一二年澳門卷正式立項，澳門
由此成為港澳台地區首個啟動編纂並出版成果
的地區。

項目涵蓋戲曲志、曲藝志、民歌、器樂
曲、故事、諺語、歌謠、舞蹈等十大門類，嚴
格遵循國家統一體例，同時凸顯澳門 「以中華
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底色。各卷主

編皆為澳門文化長期跟蹤研究的學者：戴定澄
主持《民歌卷》《器樂曲卷》，張卓夫擔綱
《故事卷》，鄧景濱編修《諺語卷》，胡國年
整理《歌謠卷》，鄧錦嫦（已故）傾力《舞蹈
卷》，而沈秉和團隊更肩負戲曲、曲藝四卷重
任。

開始接到任務時，我們都沒有太大的信
心，因為澳門雖然極好演繹了嶺南文化，但廣
東卷已經出版，澳門是否有足夠的資料文獻出
版十部？由一百餘人組成的編纂團隊深入街巷
村落、教會廟宇，足跡遍及全澳，艱辛採擷民
間瑰寶：《歌謠卷》團隊赴老人院採集口傳記
憶，從文獻中爬梳一千七百六十五首歌謠，涵
蓋粵語、閩語及土生葡人民歌；《故事卷》收
集近兩百篇民間傳說，囊括神話、史事、風
俗、宗教等多元題材，折射中西交融的市井生
活；《戲曲志》團隊挖掘四十年代 「小龍劇
團」 、九十年代 「勵進粵劇社」 等歷史脈絡，
整理一千六百餘劇目及藝人傳記。看到這些基
本素材，連評審專家都驚嘆，澳門不僅有豐富
的文化資源和自身的特色，對中華傳統文化和
十部集成志書的編纂更有不少創新之處。

十數載躬耕，田野調查終成文化豐碑。每
一卷皆經 「初審—終審—出版」 科學嚴謹的編
纂，歷經三重淬煉：二○一五年《民歌卷》率
先通過終審，收錄七百餘首田野採錄歌曲，多
配有聲像實錄；二○一九年《中國戲曲志．澳
門卷》出版，五十萬字詳述澳門戲曲從鴉片戰
爭後戲院興起到當代發展的歷程；二○二四年
《中國曲藝志．澳門卷》問世，六十七點五萬
字，收錄千個曲目、百處演出場所，為五十七

位曲藝家立傳。至今，十卷中《戲曲志》《曲
藝志》已出版；《民歌》《故事》《諺語》
《歌謠》《舞蹈》五卷處於出版流程；《器樂
曲》《戲曲音樂》《曲藝音樂》三卷完成終
審，預計五年內能夠全部出版。

十部文藝集成志書是搶救文化基因的載
體，延續濠江文脈。澳門卷以 「寬收嚴選」 為
原則，將瀕臨消失的民俗藝術固化為永恆：
《曲藝志》保存南音、粵謳、龍舟等瀕危曲種
曲詞；《戲曲志》釐清酬神演出、戲院演出、
業餘劇團三大傳承支柱；《民歌卷》收錄土生
葡人歌謠，見證文化共生。

這是澳門民間文化的普查，也是建構本土
文化認同的基石。志書揭示澳門不僅是 「西學

東漸」 窗口，更是中華文化堅守的前哨：戲曲
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本土化高峰中形成
獨特風格；民間故事中的媽祖傳說、土產軼
事，彰顯中華底色與在地創新。

從修築 「文化長城」 到構建 「交流基
地」 ，是澳門卷的時代使命，呼應了 「盛世修
志」 的民族傳統。澳門回歸祖國後經濟騰飛，
文化自信亟待夯實，集成志書正是對 「一國兩
制」 下澳門文化生命力的深刻詮釋。同時，為
文化強國、特別是文化創新和文化出海提供了
澳門樣本和經驗，不僅體例有所創新，在遵循
國家規範基礎上，首創葡語歌謠收錄標準，更
促進區域之間互補，與廣東卷形成互文，重構
粵港澳文化圈。

與此同時，澳門卷還為灣區文明注入歷史
厚度。志書編纂推動澳門從 「文化接收者」 轉
型為 「文明貢獻者」 ：例如我們已把十六世紀
至二千年的澳門戲曲曲藝史料（一千六百劇
目）完整梳理，《民間故事集成》收集了兩百
篇多元類型傳說，《歌謠集成》搜集一千七百
六十五首多語種歌謠，《民間歌曲集成》記錄
了七百首田野實錄歌曲，填補了澳門文化史空
白，也豐富了人文灣區的內涵。

當《戲曲志》獻禮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
年，《曲藝志》見證新篇開啟，這十卷志書早
已超越文獻意義。它們是澳門對中華文化母體
的深情回響，更是為人類文明禮敬的 「澳門密
碼」 。冀望各界同仁繼續支持這項事業，讓這
座以中文書寫、用多元譜曲的 「文化長城」 ，
永遠矗立在濠江之畔，輝耀灣區，澤被後世，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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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釀橙。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