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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黃昏」與「黎明」

蔡瀾去世，各種關於他離世的報
道和蔡瀾 「現身說法」 的短視頻鋪天
蓋地而來。這幾天只要打開手機，總
能看到有關蔡瀾的消息，以及他面帶
微笑以渾厚的嗓音和 「南洋」 普通話
娓娓道來的人生經驗。蔡瀾與金庸、
黃霑、倪匡並稱 「香港四大才子」 ，
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原籍廣東出生
在新加坡長居香港，是影評人也是電
影製作人，是美食家也是餐飲企業老
闆，能寫散文也能寫書法，能主持電
視節目也擅長收集古董字畫，愛江山
（喜歡旅遊）也愛美人（據說有一個
相伴終身的妻子和很多談過戀愛的情

人）──因為財力雄厚財務自由，所
以能帶着一眾美女泡溫泉走世界吃美
食。多才又多藝多金且多情的蔡瀾，
簡直就是成功人士的標本人生贏家的
楷模。

有充足的金錢為堅強後盾，蔡瀾
得以到處宣揚他的 「體驗」 人生觀和
「活過」 價值觀。他說人生在世重在
「體驗」 ，人到這個世界上來，無論
喜怒哀樂，貧富貴賤，只要你 「體
驗」 過了，不管 「成功」 與否，人生
就值得了；而人在世界上行走，只要
能 「活」 就是勝利，只要 「活過」 就
是成功。 「人真正在世上的時間是非

常短暫的，所以該吃吃，該玩玩，少
操心，少辛勞，多養身，多養心，想
去哪裏就去哪裏」 ， 「生活一分鐘，
快活六十秒」 ，疾病和死亡會隨時來
臨， 「別再操心這個操心那個了」 ，
「別人有別人的生活」 ， 「關起門來
過好自己的日子，靜下心來養好自己
的身體，別給自己添堵，也別給別人
添麻煩」 ， 「你開開心心的，就是對
自己的善待」 。

蔡瀾的這種 「體驗」 人生觀和
「活過」 價值觀，頗具心靈雞湯的味
道。你說它有理吧，似乎在 「通透」
之中也暗含消極的 「躺平」 意味；你

說它沒理吧，它又能促使人們在終極
的意義上思考人類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究竟何在。該聽蔡瀾的這番 「教導」
從此 「獨善其身」 呢，還是不聽他的
這一套奮力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
義對社會多做貢獻呢？這還真是個問
題。

內地作家馬伯庸的小說極具戲劇
性內容，演繹成為影視作品，都能吸
引觀眾追看。近期推出的電視劇集
《長安的荔枝》，雖然仍能傳達原著
小說的內容和主旨，但是為了劇集篇
幅而新添的角色和情節，卻令全劇的
節奏大為拖沓。

《長安的荔枝》原著由序及六章
內容組成，全長七萬字算是中篇小
說，熱情的讀者可能不消兩天便能讀
完。故事骨幹十分清晰：大唐年間，
皇帝為了討好愛寵貴妃，於是下令從
嶺南將新鮮荔枝運到長安予貴妃賀

壽。既因這是皇帝的意旨，朝中大臣
唯有奉命辦事。然而，長安與嶺南相
距五千里，新鮮荔枝是 「一日色變、
二日香變、三日味變」 ，保鮮期只有
三天，在古代如何能夠千里迢迢運送
給貴妃享用？套用現代術語是一件
「不可能的任務」 ，誰辦誰死。

在混沌官場之內，一位小官吏李
善德被上級及同袍壓制，無奈地接下
了這趟任務。就像馬伯庸的創作風
格，《長安的荔枝》既具備古代歷史
元素，亦結合現代精神文明。李善德
代表着現代職場的基層人員，單人匹

馬從長安走到嶺南，在地方官僚與外
族商人之間周旋，拚死完成 「不可能
的任務」 ，體現 「辦法總比困難多」
的現代人求生精神。

《長安的荔枝》原著小說主要敘
述李善德千方百計運送荔枝，過程中
受到嶺南刺史及其下屬書記阻攔，但
同時獲得波斯商人蘇諒和荔枝園峒女
阿僮的幫助，最終能夠將荔枝運返長
安完成任務。電視劇全長三十五集，
為了滿足劇情需要，增添了李善德的
小舅子鄭平安成為 「雙主角」 ，構成
兩條平行發展的主線。鄭平安的官職

是 「陪酒侍郎」 ，可見是終日陪酒說
笑的下級官員，與李善德同樣是官場
上的基層。本來兩個角色都有類似背
景，可發揮互助互補作用，但是鄭平
安的相關情節卻顯得與主旨不大關
連，導致全劇前半部分節奏緩慢，不
利推進。





「體驗」和「活過」

電視劇《長安的荔枝》

早秋時裝已登場

作為典型的反芻動物，牛憑藉強大的
消化能力，在一眾哺乳動物裏脫穎而出。這
都要歸功於它的四個胃，各司其職、能文能
武，絕非等閒之輩，不但好用、還好吃。也
許當初，牛啃下草料大嚼特嚼時也根本沒想
到，有一天，這些消化通道會 「反其道而行
之」 ，變成牛肚湯、炒百葉，在火鍋裏風起
雲湧，成了人類餐桌上的明星。

牛的胃依功能排列，先後分為瘤胃、
蜂巢胃、重瓣胃和皺胃。前三個其實是食道
分化出的一部分，最後一個才是真正的
「胃」 。而這些部位一旦被帶到後廚成為食

材，可就是別樣的精彩了。
首先登場的瘤胃，江湖人稱 「草

肚」 ，容積最大，幾乎佔據了牛的整個左腹
腔。表面有疙瘩狀凸起，毛茸茸細密像草
坪，乍看上去也宛如家中地墊。它是降解纖
維素能力最強的 「發酵桶」 ，也是料理界
「四通八達」 的小能手。放到火鍋裏涮一

下，捲曲脆韌，跟毛肚相比，更多了一份對
牙齒的挑逗。廚師們更多會用它做成牛雜、
爆炒、涼拌，跟其他夥伴們一起出場，因為
凸起的質地很容易吸收湯汁，悶燒或做湯也
非常優秀，慢燉的時間越長，滑韌中更凸顯
出一層軟糯，首戰便已告捷。

第二個蜂巢胃，也被稱作網胃，自然
是香港人最熟悉的部分了。因為排行老二，
性格也劍走偏鋒，內壁布滿六邊形網格，除
了像蜂巢，也坐擁 「金錢肚」 這個好彩頭。
在嶺南人的廚房裏，說到滷味就不能沒有金
錢肚，在滷水中躺到酥而不爛，溫柔又不失
嚼勁，滷水的鮮香表現力太強，幾乎比得它
別處發揮都黯然失色。殊不知在一萬三千多
公里外，墨西哥人也慧眼識金，蜂巢胃被切
成小塊，跟辣椒、洋葱一起爆炒，成為街頭
Taco頂流。外脆內軟，味覺滿足，也是夏
日的救贖。

上周日去深圳南山區的南頭
古城遊玩，入城門沿石板路主街
前行，兩旁店舖小巧玲瓏，在一
家店裏欣賞碎寶石，幾十元一
塊，任選。在另一家店看上以
二百多條燈芯草手工編織的小
扇，價格近百元，一扇清香味
撲面。店舖多為古屋翻新，有
些似是博物館，比如出土文物
館、廣彩瓷館、景泰藍館、牌
匾館等。

古城有小巷通往中山公園，
園內流水環繞巨石，花草繁盛，
英雄紀念碑後有座青山。主景點

是孫中山的大型石雕像，極有氣
勢。

出公園過馬路便是荷蘭花卉
小鎮，那裏主打歐洲市集風格，
鬱金香盛開的季節最是多遊客。
花店多不勝數，我以十元便買到
五朵顏色不同的多肉，店主用舊
報紙為我認真包裹。

午餐按計劃去海岸城吃烤
鴨，我們已是提前網上預約，不
過到後仍坐等了好一陣。一壺小
吊梨湯、半隻烤鴨、醬炒豬肝、
炸大蝦、炸醬麵，一碟乾隆涼白
菜是店家贈送，服務周到，吃得

滿足，三人統共花費近三百元。
海岸城露天廣場整齊泊着幾

十架無人機，站在機場圍欄外，
看着可愛的它們飛上落下忙着
「接單」 ，竟捨不得走開。





遊深圳南山區

再會天河城

牛胃的冒險（上）

在全球旅遊資源愈加豐富、
出行越發便利的今天，新疆這片遼
闊土地的旅遊熱度卻有增無減。每
逢假日，各大景區人山人海，高速
公路甚至出現長時間堵車的盛況。
這股旅遊熱潮不僅來自新疆壯麗的
自然風光，亦來自於濃郁的少數民
族文化與令人難忘的美食體驗。而
如今，結合演藝與餐飲的 「演藝型
餐廳」 ，更成為遊客口耳相傳的熱
門打卡地，連本地人都 「一位難
求」 。

新疆的美食本就極具魅力，
但近年來，許多本地餐廳不再滿足
於僅靠味蕾征服遊客，更透過豐富
的視覺與文化呈現，在餐桌之外打
造出極具看頭的演藝體驗。

這些 「演藝型」 餐廳將新疆
傳統的民族歌舞融入用餐過程，當
地舞者身穿華麗民族服飾，隨着手
鼓與冬不拉的旋律熱情起舞，客人
彷彿置身於古絲綢之路的歡慶場

景。更令人驚嘆的是，有些餐廳還邀請達瓦
孜藝人現場表演，讓用餐體驗達到高潮。

達瓦孜又稱高空走繩，是一項極具挑
戰性的維吾爾族傳統表演藝術，屬於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藝人需在十幾米甚至更高
的鋼索上表演翻滾、倒立、單腳行走等驚險
動作，不僅考驗膽識與技藝，更展現了這片
土地上人們對生命張力與藝術美感的極致追
求。當這樣高水準的表演出現在餐廳中，讓
人不禁驚呼 「這哪是吃飯，簡直像在看春
晚！」

這種結合 「吃、看、聽」 的全方位體
驗，無疑為新疆旅遊再添亮色。不少遊客表
示： 「來這裏不只是為了吃一頓飯，更是來
感受一場文化盛宴。」 也有網友在社交平台
上晒出影片，標題直言 「新疆餐廳不給演出
感覺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 。



盛夏中，看見一系列今年的早
秋時裝預展，帶來一種涼快的意
境。季節性的時裝系列，可以從各
種不同風格的設計中，包括各式搭
配單品和色彩的運用，體會到早秋
時裝的來臨。

利用上衣的搭配方式，放入長
裙內，再加上皮帶裝飾，配合手提
袋和時尚的項鏈、高跟鞋，完美顯
示長裙的優美造型，可以選擇單色
或不同色調的配襯。強調腰部線條
的早秋流行裙款，有些用領巾代替
皮帶，營造另一種活力感。

短版款式仍然是流行的外套設
計，與長版外套比較，短版外套自
有一種隨性的時尚感，搭配寬版長
褲，簡約的飾物，是今年早秋時裝
的經典設計。如果感覺套裝系列比
較單調，利用精緻輕巧的項鏈、耳
飾和戒指，可以創造個人風格的不
同造型，為服裝提供適度的搭配，
增添一點魅力。項鏈可單獨使用或

具層次感的搭配，最重要是以配合
服飾的格調為原則。

秋冬也是金色系列流行的季
節，因為不少節日和宴會，總離不
了金屬的閃亮元素，像一些禮服造
型，透過閃耀的裝飾來展現奢華魅
力。還有一些水晶的飾品，設計多
元化，與金色系列同樣可提升服裝
的美感。今年秋日，一些可愛的圖
案，像動物印花，以紋理來展示動
物的形象，也有創新設計的手袋，
使用動物可愛的形象做重點。

配合秋日服飾，富有運動風味
的拉繩袋，也在名牌時裝精心設計
下，把簡約袋子變得更具時尚感，
顯得更細緻有吸引力。

新
疆﹁
演
藝
型
餐
廳﹂

食

色
判
答

逢
周
二
、
三
、
四
見
報

十
八
彎

十
八
彎

逢
周
二
見
報

關
爾

紅
塵
記
事

紅
塵
記
事

慕
秋

逢
周
二
見
報

衣

尚
蕙
蕙

逢
周
二
、
四
見
報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智慧──它使你的嘴巴線條朝上。

B11 小公園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過
眼
錄

劉
俊

逢
周
二
見
報

▲

新
疆
餐
廳
裏
的
達
瓦
孜
表
演
。

在我童年時候，內地的商業綜
合體還是以國營的各式 「百貨大
樓」 為主，男裝、女裝與童裝，搭
配上泛黃亞克力置物盒裝着的各類
零食，構成了百貨大樓的主色調。

在清一色的百貨大樓裏，天河
城絕對是一個異類。它於一九九六
年建成，彼時它的位置還位於廣州
市郊，周邊都是菜地，巨大的商場
與旁邊的蠻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更體現了這個位置的前瞻性。隨
着廣州城市化進程的高度發展，天
河城的位置成為了廣州新城區的中
心，它也成為了廣州的一個地標。
接近三十年過去，天河城外觀仍然
未曾變化，周邊的環境卻是日新月
異，不遠處面積是天河城數倍的正
佳廣場已經成為了4A級的旅遊
區，原本旁邊的爛尾樓搖身一變成
為了代表最新時尚的天環廣場，三
座巨型商場比鄰而居，天河城反而
成為了最老舊的那個。低矮的層

高，碩大的立柱，儘管店舖仍然在
不斷迭代，可也難逃歲月的痕跡。

最近又一次來到天河城，它裏
面的店舖也不斷更新迭代，但唯一
不變的是負一樓的日式百貨。從小
時候的 「吉之島」 再到後來的 「永
旺」 ，天河城負一樓不變的特價招
牌，讓人似乎回到了那個無憂無慮
的年代。離開商場不久，就在回家
的高鐵上刷到新聞，負一樓或許即
將迎來大型改造，有人說它將改造
為近年來大面積擴張的永輝超市，
也有人說它只是要進行大面積翻
新，但無論如何，舊式的裝修將一
去不返，我與天河城也將迎來再會
的一日。

近日，內地各省高考分數線陸續
公布，廣東歷史類本科線暴漲了三十
六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物理
類投檔線與去年相比基本持平。這意
味着在同樣的高校招生計劃下，文科
生進入優質高校的競爭更為激烈。文
科教育面臨的諸多困境也再次被推到
大眾視野之中。

志願填報的情況已經凸顯了文科
的 「黃昏」 之態。近年來，隨着科技
的迅猛發展，理工科專業成為香餑
餑，各大高校在政策導向及市場需求
的影響下，紛紛加大理工科專業建設

與招生力度，而傳統文科專業如漢語
言文學、歷史學等的招生名額則大幅
縮減。在就業出路上，文科生也長期
面臨着嚴峻挑戰。社會對技術型、應
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理工科專
業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更受青睞，而
文科專業可適配的崗位則相對較少。
相關數據顯示，近幾年內地高校畢業
生就業落實率排名中，教育學、傳播
學等文科專業常常處於墊底位置。尤
其是在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之當
下，AI在一些工作上展現出強大的替
代能力，這無疑給文科生的職業發展

增添了不確定性。
人文社科是否真的成了 「無用之

學」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文科教育
所培養的批判性思維、創新思維和跨
文化交流能力，在這個信息爆炸的社
會，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它賦予人
們穿透數據迷霧、洞察事物本質的能
力，是應對複雜多變風險挑戰的關
鍵。當然，要擺脫文科教育的頹勢，
各大高校也應積極求變，打破學科壁
壘，強化實踐教學，培養出更多適應
時代需求的文科人才。社會各界更應
摒棄對文科的偏見，給予文科教育更

多的關注與支持，讓文科人才在各自
領域大展拳腳、綻放光彩。

黃昏與黎明，其實並非時間的分
割，而只是光影的交替。但願在不久
之將來，文科教育能走出 「近黃昏」
的困境，迎來人文精神在技術時代的
破曉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