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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慮中勇敢前行
在一個來自不同
國家和地區的媒體

人包括報紙記者、專欄作者、電視台
主持、KOL、網紅參加的活動中，
感觸特別深，因為自媒體人數已遠
超過正統媒體的人數。在交流方
面，自媒體的人特別活躍、特別愛打
扮，互相加微信、Ig等，而傳統媒體
的人特別內斂，對口的多談幾句，否
則就禮貌微笑一下就過了。做自媒體
的人未必是讀新聞系、中文系出身，
分分鐘是讀市場及商科出身，他們數
口很精，頭腦轉數快，很容易知道
哪個在社交媒體可以有高點擊率，其
他的東西則不重要。這真的是傳統媒
體人難以適應的一道心理關口。
剛好有位中年男士坐在身旁，他主

動開口與我聊了兩句，原來他也是
傳統報紙出身，後來無奈下轉賽道
做自媒體人，以他的年紀和外形是難
以靠外形吸粉的網紅，但他想出一條
路，因為寫長文章可幫一些食店寫有
內涵的介紹推廣，最初多是行內老闆
看，慢慢有其他網民看了，數量慢慢
累積下來就有市場價值，如今他有百
萬粉絲了，他自行僱一個攝影師跟他
出外拍片做推廣介紹，然後收宣傳推
廣費，似乎收入很不錯。據說如果有
百萬粉絲，你的收入遠勝打工。現在
許多公司的宣傳費都落在這些自媒體
上，因為他們能自己控制內容尺
度，不似報紙、電視台，報道的內容
有限制，廣告價格又高，商家倒不如
找自媒人，簡單容易達成交易。
大家也談到時下人都靠手機做生
財工具，靠點擊率食飯，大環境是

速食文化，接收的訊息最好是幾分
鐘，微短劇才那麼有市場。現在很
多年輕人不愛也不懂寫長文章，如
果長期下去人的頭腦思維、分析力
發展會受影響的。他回我一句那是
父母和領導人的事了，作為普通老
百姓過好每一天就好了。
除了這一輩媒體人對生存狀態的焦
慮外，面對來勢洶洶的AI技術浪
潮，影視創作及製作人同樣開始焦
慮，編劇、布景設計師生存空間愈來
愈窄，又是一個年輕人要否入行、從
業員要否轉型的焦慮。AI製作產品票
房賣贏真人實景的大製作，投資者、
主創團隊愈來愈迷茫。
將微短劇與其他領域或行業相結
合，帶動微短劇內容提質升級並賦
能千行百業是值得推動，如「跟着
微短劇去旅行」「跟着微短劇來學
法」「跟着微短劇學經典」「跟着微
短劇來科普」「微短劇裏看非遺」等
都很不錯，但若是大部分微短劇集中
在「下沉市場」青睞的復仇、贅婿、
逆襲、豪門等「爽感」題材，推崇流
量至上思維又是否值得鼓勵？導演
賈樟柯直言看完短劇覺得更應該拍
電影，這反映出電影藝術確是另一層
次。正如賈樟柯指出新科技帶來電影
創作人的功課，是既要學習使用AI在
視覺經驗方面的優勢，也要清楚AI依
託數據生成的是一個嶄新影像，絕非
真實的東西，而他追求進入真實世界
拍攝的樂趣，喜歡真實去看這個世
界，捕捉真實的世界。在娛樂範疇喜歡
真實與假象很個人選擇，但生存是要
面對現實，踏實生活，就不能逃避。

香港草根與街頭美食
內地的「五一」
勞動節小長假就要

到了，不少朋友計劃來港，還是老樣
子，紛紛讓我推薦街頭美食，這些樸
素的傳統風味物美價廉，各自「身懷
絕技」，能流傳至今並非偶然，在香
港美食界，總有一席之地。
雞蛋仔：裏嫩外焦的甜蜜古早味。
在北角、旺角、深水埗這些充滿人
間煙火氣的老區，總能偶遇一兩間售
賣新鮮雞蛋仔的舖子，店面小得出
奇，但門口的隊伍卻龐大，經常把原
本狹窄的街道堵得水洩不通而被居民
抱怨。
蜂巢形的鑄鐵模具在炭火上旋轉，
麵糊膨脹成金黃的蜂巢，做雞蛋仔的
師傅動作嫺熟，在鑄鐵蓋一開一合
之間，被炭火烘熟了的雞蛋混合麵粉
的焦香，瞬間瀰漫在舖子周圍的空氣
中。排在後面的老顧客也忍不住踮起
腳尖兒向前往，看看前面還有多少
人，期待着能趕快吃上這口剛出爐的
裏嫩外脆的美味。
據說，這誕生於1950年代的街頭美

食，原本來自麵包店處理破碎雞蛋的
智慧。有雜貨舖老闆為免浪費破碎了的
雞蛋，於是嘗試在這些蛋液中加入麵
粉、淡奶和糖漿，再倒進蜂巢鐵板，
沒想到給後代留下了如此的甜蜜印記，
年復一年的喚醒着港人嗜甜的味蕾。
咖喱魚蛋：咖喱與海水的靈魂碰
撞。

又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艘艘香
港漁船帶回來的南洋咖喱，聰明的魚
檔老闆把賣剩的各類雜魚剁成蓉狀，
再搓成一個個彈性十足的丸子，魚丸炸
後，浸入金黃濃香的咖喱湯汁中，便成
為香港街頭的長盛不衰的經典小吃。
據香港朋友介紹，最近興起夜市的
廟街有一間「辣到噴火」魚蛋舖，老
闆是疍家人（是一種以船為家的獨特
漁民社群）後裔，他每每調製咖喱必
加一勺海水——「阿爺教落，海腥味
才是魚蛋的魂」。竹籤扎起彈牙的丸
子，辣汁順着指縫流淌，恍惚看見避
風塘裏搖晃的船屋，浪濤把五湖四海
的味道都醃進了這顆魚蛋。
還有碗仔翅（其實沒有任何魚
翅）、車仔麵、煎釀三寶、楊枝甘露、
「喳咋」（一種雜豆糖水）……想必
不少遊客早已對這些名字耳熟能詳，
但每次來港，總要一試，味道可能已
是其次，他們想體會的是那一份懷舊
的香港老味道。
有沒有發現，發明街頭美食的靈感
幾乎都來源於早期港人窮苦的生活經
驗，人們在省吃儉用中，還能給沉悶
的生活創造出一絲甜蜜、一絲「焦
脆」、一絲「彈牙」……着實成為了
草根階層最踏實的關懷。與富人們耗
費大量「銀両」而享用的玉盤珍饈相
比，這些街頭美食不見得能夠登上大
雅之堂，但卻溫暖着每一個「面朝黃
土背朝天」的普通人。

經常在App留言，
大家習慣喜歡書寫，

書寫的確有好處，對方可以即時收
看，工作忙時，又可以等到空閒時候
開啟。沒手機時代，電話響了，工作
忙到不可開交，燒菜要看爐火，為接
聽電話常燒焦了菜，洗澡時渾身泡
沫，不得不急於接聽電話而狼狽，手
機留言有了這個方便，電話都少用了。
當然應付部分不慣書寫的親友，仍
會用到音訊，手機裏排滿的電話號
碼，偶一不慎就會容易按錯，這種情
況，過去很少出現，近來卻不時都有
發生，相信未必太多朋友心情不佳，
神不守舍，我的理解是錯在手機多次
更新，功能多了，敏感程度亦同時增
加，指頭稍微觸動另一號碼就會飛快
錯傳出去，明知錯了也來不及收掣。
按錯電話，小事罷了，對方道歉，
仍可想像他背後看不到的尷尬笑臉。
其實按錯電話還好，打錯字傳出去就
可大可小，一字出錯駟馬難追，引起
誤會就水洗不清，尤其當寫錯了的
字，一旦跟原意相反，自己沒發覺，
對方收到又不查問時，事就鬧大了，
例如初戀中的男生把女朋友阿芸的名

字打錯阿苓之類，碰上那個阿芸敏感
又善妒，後果就不堪設想；重要文件
簽約或是求職信，問答是可是否，錯
了就可大可小，一心以Friend 稱好
友，匆忙中打漏了 R的 Fiend（惡
魔），無心之失日後相見時對方黑口
黑臉，熱情不再，影響感情，自己還
在五里雲霧中，豈不含冤莫白。
寫錯字或打錯字，最可怕是有時出
錯其實不在自己，而是手機更新後多
了功能，明明打對了的字，電腦神經
錯亂，傳出去也會變成另一個字，或
者加了「料」的字盤為閣下提供過分
「優良」服務，一廂情願之下愈幫愈
忙，加枝添葉亦有之。所以一口氣自
以為寫出來的字，打出去又快又好，
千萬不要自鳴得意，傳出去之前，還
得要細心看一眼傳出去的是不是你要
打的字。

手機裏有第三隻手

去過上海工作多次，來去匆匆，那裏有我熟悉
的人和事，有我喜歡的文化氛圍，近年還有《繁

花》熱浪，更激起我對上海的追憶。
以遊者的身份再到上海，組局朋友聚會，有港滬兩地的教授、

上海老建築研究者、資深新聞工作者，這樣的組合，與其說旅
遊，不如說是文化交流更為合適。上海的老建築研究者吳斐女
士，知道我們要來上海，準備了一份精緻禮物，那是有作者金宇
澄簽名的《繁花》原著精裝版，帶來驚喜第一波。吳女士的工作
是協助政府宣傳老建築，挖掘城市街區歷史，獲上海市文旅局授
予「建築可閱讀宣傳大使」的稱號，由「宣傳大使」導遊上海老
房子、名人故居，一頁頁行走的歷史和故事，讓人如癡如醉，來
到剛完成保護修繕的「上海作家協會」（原愛神花園）參觀，這
座上海的文學聖殿，記載着中國文壇幾代名聲赫赫作家的足跡，
巴金和靳以的《收穫》雜誌在這裏創刊，孕育一代又一代青年作
家的《萌芽》雜誌也在這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莫言、余華、王
安憶……看着看着，忽然驚見金宇澄迎了過來握手合照，天降
「繁花」，對香港朋友來說，簡直是喜出望外；先得原著作者簽
名，再與作者面對面，這完美來得有點不可思議。金宇澄是資深
文學編輯，在這座房子裏工作了幾十年，這天他跟朋友來這裏談
事情，與香港朋友相見實是緣分。
上海的老建築翻修有非常嚴格的標準和對施工資質的要求，這座

老建築原名「愛神花園」，建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實業家劉吉
生夫婦的愛巢，由當時上海最有名的建築設計師、匈牙利人鄔達
克設計，花園噴泉4個丘比特環繞着普緒赫女神，這愛神雕像是
鄔達克送給劉吉生夫婦的。劉吉生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
子文為同學，對洋房建築細節很有要求。房子的主體設計，是意
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古
希臘的愛奧尼亞立柱，陽台恍
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幽會的場
景，華麗螺旋扶梯上的水晶
燈，穿透着陽光的彩繪玻璃，建
築的美學激發無數文學作品的靈
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半個
世紀裏，「愛神花園」長期成為
了上海作家協會的辦公地點，花
園洋房得到全面的保護。

「繁花」驚現
距離第十五屆
全國運動會開幕

愈來愈近，香港承辦的8個項目
持續舉行測試賽。之前已經舉行
了高爾夫球、手球、三項鐵人和
七人欖球的測試賽，而在這個復
活節假期，沙灘排球和場地單車
賽也相繼舉行。本周末，紅館將
舉辦籃球U22的測試賽。到8月
底，群眾項目保齡球也將在香港
舉行。
日前的沙灘排球測試賽在市中
心的維多利亞公園進行，吸引了
眾多體育迷來觀賽。回想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沙灘排球賽曾多次
在維園舉行，包括亞洲賽和世界
賽。1992年和 1993年，沙灘排
球在中港城的露天平台舉行，當
時香港正流行沙排。1992年巴塞
隆拿奧運會將沙排列為表演項
目，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則將其
納入正式比賽項目。沙排賽事通
常在沿海城市舉行，比賽氣氛熱
鬧如同嘉年華，觀眾常穿着泳裝
觀賽。過去的奧運會沙排賽場地
設於沙灘或當地景點，例如巴西
里約的沙排場可容納約一萬名觀
眾，而2024年巴黎奧
運會的沙排場地則設
在巴黎鐵塔下，觀賞
體驗獨特。
在維園觀戰沙排，
氣氛十分熱烈，彷彿
置身奧運賽場。出港
鐵後，全運會的義工
分段指示觀眾前往比

賽場地，與奧運會的安排相似。
入場後經過安檢，觀眾還需經過
一個較大的緩衝區，這為觀眾提
供了足夠的疏散空間。雖然這次
測試賽的裝飾較為簡單且觀眾席
較少，但現場的熱烈氣氛依然讓
人期待11月全運會的正式賽事。
雖然香港擁有多個體育比賽場
地，但許多場地在建設時未預留
足夠的觀眾緩衝區，觀眾通常一
入場就坐下，無法感受比賽場地
的氛圍。現時啟德體育園則有較
大的緩衝區，雖然部分觀眾認為
公共交通稍遠，需要步行一段時
間，但這樣的設計有助於疏散人
流，確保安全。
全運會的測試賽還包括籃球和
劍擊等項目。隨着啟德體育園的
投入使用，香港的體育活動愈來
愈多。接下來，5月將迎來曼聯
的訪港，6月有世界女排聯賽，7
月則將有多支英超球隊來港。希
望香港能夠仿效其他國家，試將
每個周末宣傳成「體育日」，既
能進一步提升香港的體育文化，
也能吸引世界各地的體育迷來香
港觀賽，順便旅遊。

全運會沙排測試賽

谷雨過後，天時晴時
陰，偶爾又在布穀鳥的

「咕咕」聲中落一場只沾濕空氣，連地面都
不曾浸透便停歇的小雨。
心心念念的洋槐花已經嘗過鮮，兩頰殘留
的洋槐花餘味又將吃貨對春天的味道的饞徹
底地勾了起來。所幸如今物流快速便捷，吃
野菜亦可以不再麻煩遠方的朋友，在網上下
了單，就買來了與洋槐花同樣當季的榆錢和
麵條菜。
從北方寄來的麵條菜很嫩，因此快遞箱打
開的時候，已經有些蔫了，便取出用一盆清
水浸上，不久後就恢復了水靈的模樣。榆錢
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密密麻麻的小圓片，
擠在一起，串成一串，青翠挺拔地堆在紙箱
裏，如同它們像錢串子似的高高掛在樹丫上
的時候，讓人一看到，馬上就開心起來，覺
得自己成了有錢人：榆錢，餘錢，自己也是
擁有那麼多餘錢的人呢。
吃貨自是對各種烹飪方式無師自通的，更
何況對榆錢和麵條菜的味道還有着小時候的
記憶。於是，榆錢下了鍋，就變成了好吃的
榆錢飯、榆錢粥、蒸榆錢、榆錢炒雞蛋、榆

錢攤煎餅……麵條菜也一樣，蒸麵條菜、炒
麵條菜、涼拌麵條菜、麵條菜雞蛋湯，或是
煮麵條的時候加入麵條菜做配菜，吃得很是
滿足。
但總感覺，如今吃到嘴裏的味道缺失了什
麼？
小時候在北方，春天是緩慢地、一點一點
地、一步一步地到來的，從冰雪消融，到枯
枝發芽，暖風逐漸吹軟了柳條的時候，榆
樹的葉子飽滿起來，榆錢悄無聲息地就掛
滿了枝頭。榆錢結得多的榆樹大多很
老、很高，長在村口或大路邊，打榆錢是小
孩子的事，「打」是真的打，到了吃榆錢的
時節，小孩子們就成群結隊地拿着竹竿，拎
着竹籃，奔到老榆樹下，個子高的舉着竹竿
朝樹上敲打，翠綠的「錢雨」在陽光下閃着
光一串串一片片地落下，個子矮的便拿竹籃
在樹下接、在地上撿，又笑又鬧，簡直比過
年討到壓歲錢還要歡喜。打榆錢的快樂甚
至超過了把榆錢拿回家讓母親做成不同滋
味吃進腹中。
到麥田裏去拔麵條菜亦是如此。早春時

分，麥苗才從土地裏冒出新芽不久，麵條菜

也隨之長了出來，細長的葉子，像柳葉，也
像手擀的細麵條，夾雜在麥苗裏，不認真
看，會以為它們就是長得胖一些的麥苗。嘴
饞的小孩子提着竹籃到麥田裏轉一圈，不一
會兒就能拔一大籃子，相對榆錢是純粹的吃
食，麵條菜是和麥苗爭搶養分的野草，拔麵
條菜對於小孩子來說，除了解饞，更能收穫
一種幫大人幹活的成就感。
那時也還是小孩子的我，除了喜歡吃麵條

菜，也愛它開的花。村裏有點文化的老人
說︰「麵條菜也叫麥瓶草，這名字比起
『麵條菜』來多了幾分詩意。麥田裏那些未
被拔乾淨的麵條菜，慢慢地長高、抽條，像
胖乎乎的小孩子長成一個纖細修長的少女，
開出星星點點紫紅色的小花，散落在綠色的
麥田裏，別有一番雅致的野趣，採一把回家
插在花瓶裏，亦不比大朵的玫瑰花和百合花
遜色。」
讀到陸游詩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
事要躬行。」我便知道了這個春天吃的榆錢
和麵條菜缺失了什麼？
或許，該安排一點時間，動身到北方的村
莊和麥田去走一走了。

網上得來終覺淺

但凡是個男人，就要給他娶個新
娘，這是村裏大家都懂的天理。
娶新娘，最歡喜的莫過孩子了。新郎
新娘雖高興，可往往好事多磨，少不了
煩難，只有孩子們的歡喜是純粹的，吃
喜糖看熱鬧傳八卦。那時，我雖小，娶
新娘的習俗還是略知一二的。
娶新娘的是男的，事情卻從女方說
起。哪個阿婆叔母看自己樓裏的阿妹
人才好看，做事勤力，配自己娘家的
嬸嬸的姐姐的侄兒正合適，問詢雙方
父母，講清雙方歲數兄弟姐妹屋間田
園。對親要門當戶對，吃米的、當幹
部的、供銷社站櫃台的、當兵的、有
番客的是上等人家。下等人家是成分
高的地富反壞右派分子，一般也要挑
個會功夫手藝的小伙，一樣精，食唔
清。媒人都是熱心的親房鄰居，熟人
做媒，就像開出了信用憑證。像我
媽，就是我大姑介紹的。我伯婆看外
家的侄子媳婦守寡，苦；把她介紹給
我們鄰居，後來那大叔被評為右派，
更苦。伯婆時常籃子裏裝些番薯米麵
幫補她，真是又做媒人又包生仔。
雙方同意了，媒人就帶小伙到女方
家去看妹子。小伙一般要邀上老道的
同伴幫忙參詳，這叫目鏡（眼鏡）。
常有女的看不上正主，反而看上目鏡
的。所以，目鏡宜年長。我們村的漳
州叔人緣好，又去南洋探過親，見識
廣，常替人做目鏡。一天，一老後生
跑來請他第二天陪着去砦頭看妹子。

都老後生啦，漳州叔替他高興，滿口
答應，還借他兩塊錢買等路。第二
天，漳州叔換上出門的衣服，等半
天，那人也沒來。那人是村裏出名的
郎當腳，藉口看妹子騙錢罷了。女方
家裏出面接待的是長輩，安排姑娘由
小姐妹陪着從灶下間門口經過，說好
穿什麼顏色衣服，可是門口擠滿了看
熱鬧的頑童，鬧哄哄的，小伙緊張畏
事，看走眼的也有。目鏡這時得把招
子放亮，既相準姑娘，又觀察人家父
母待人接物，揣測家風家教。也有小
伙看上了妹妹，父母說要讓姐姐先出
嫁，最終釀成悲劇的。
年輕人這次互相相看，對眼了，就進

入下一步：姑娘由長輩小姐妹陪着到男
方家查家。全樓老少圍觀，連雞鴨豬狗
都來湊熱鬧，正主面紅耳熱，雖說可正
式照面了，也不敢交流。誰住誰知道，
土樓是沒什麼隱私的。吃個午飯時間，
能查出什麼呢！倒是可看村莊平不平，
樓屋大不大。我們生產隊號稱旭日隊，
田在山上，不好種食。阿松說他媽查家
時從黃竹潭大路看太和樓挑棚亮閃閃
的，呦，有錢人家，窗戶裝玻璃，嫁來
後才知道入坑了，是塑膠布糊的，這純
屬誤會。也有故意的，借人家的熱水瓶
來擺，裝！
接着進入下一關——砸定，訂婚。
男方到女方家講定聘金嫁妝行頭桌席
櫥櫃雨傘衣物用品及交付方式，並交
付部分聘金，像一塊大石頭把婚事砸

穩了。我阿公我大舅公到各村砌石
腳，熟人多會講話，常替人砸定和做
目鏡。聘金幾升幾斗米，十九元三十
九元，九十九元是天價了。有姑娘或
嫌父母貪財或擔心嫁後小家負債太
多，跳出來阻止高要價，就被取笑冇
規冇矩擔心嫁不出去不顧臉面。嫁
妝，是沒有的，姑娘平時穿的衣服得
留下來給妹妹侄女穿呢。
砸下了定金，塵埃落定，新娘算是

來到樓門口，就等邁進自家門了。接
下來是送日，也有這時才反悔的，鄉
村苛待女的，不論哪方反悔，女方聲
譽都受影響。
高潮當然是迎娶啦，宰大豬去禮擔

放鞭炮擺酒席酒葷桌鬧洞房吉時入門
三朝回門，孩子們撿鞭炮吃喜糖看新
娘坐桌席跑跑腿湊熱鬧，隨老阿婆指
指點點眾客人隨了什麼禮，新房擺了哪
些新玩意，桌席上幾道菜，新娘做了哪
些新衣服，拖青的男孩讀幾年級，帶
路的雞大不大，比上一家的如何如
何……手腳嘴巴忙個不停。有說新娘
進樓門，婆媳誰先看到對方，誰就能
轄治對方，真是陋習！鬧洞房倒是文
明，有幾年，還搞賽歌，賽的是革命
歌曲，新娘和送嫁女坐樓裏大廳一邊，
另一邊坐着村裏善歌的阿哥阿妹嫂子
們，有主持、有拉歌、有觀眾，土氣歡
快！這也是阿哥阿妹展示自我的機會，
說不定被哪個看熱鬧的叔母看上了，
又一輪娶新娘的活動開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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