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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界
有
一
種
說
法
，
講
歷
史
學
是
科
學
和
藝
術
的
結
合
。
這
種
說
法

是
否
妥
帖
，
姑
且
暫
不
論
，
若
誰
要
議
論
文
學
和
歷
史
之
間
到
底
有
什
麼

關
係
，
恐
怕
真
得
用
﹁剪
不
斷
理
還
亂
﹂
來
形
容
。

《
史
記
》
是
公
認
的
史
學
經
典
，
它
由
本
紀
、
表
、
書
、
世
家
和
列

傳
構
成
，
五
種
體
例
相
互
配
合
、
相
互
補
充
，
構
成
了
完
整
的
歷
史
體
系

。
漢
代
之
後
，
《
史
記
》
開
創
的
﹁紀
傳
體
﹂
便
成
了
歷
代
正
史
的
通
用

體
例
。
《
史
記
》
中
的
不
少
故
事
，
極
富
戲
劇
性
，
它
們
在
逼
真
的
場
景

和
尖
銳
的
矛
盾
衝
突
中
展
開
。
如
《
高
祖
本
紀
》
中
﹁鴻
門
宴
﹂
的
故
事

，
簡
直
是
一
場
高
潮
迭
起
、
扣
人
心
弦
的
獨
幕
劇
，
人
物
的
出
場
、
退
場

、
神
情
、
動
作
、
話
語
，
乃
至
坐
位
的
朝
向
，
都
交
代
得
清
清
楚
楚
。
如

果
有
個
愛
鑽
牛
角
尖
的
讀
者
，
﹁穿
越
﹂
到
漢
朝
，
找
到
司
馬
遷
，
問
他

何
以
知
道
得
如
此
詳
盡
，
太
史
公
大
概
只
能
笑
而
不
答
。

《
史
記
》
之
前
的
史
傳
經
典
中
早
有
豐
富
的
文
學
描
述
，
如
《
左
傳

》
中
的
戰
爭
場
面
描
寫
，
《
戰
國
策
》
中
對
人
物
的
刻

畫
。
《
史
記
》
之
後
，
歷
史
小
說
逐
漸
走
上
舞
台
。
歷

史
小
說
是
以
歷
史
人
物
或
歷
史
事
件
為
題
材
的
小
說
。

它
往
往
以
忠
實
於
歷
史
事
實
和
逼
真
的
細
節
等
手
段
，

藝
術
地
再
現
歷
史
風
俗
和
社
會
概
況
。
它
不
同
於
歷
史

著
作
，
可
以
有
細
節
上
的
想
像
和
虛
構
，
允
許
適
當
的

藝
術
誇
張
和
必
要
的
集
中
，
但
在
大
的
史
實
方
面
不
能

杜
撰
、
篡
改
、
違
背
。
它
不
但
涉
及
真
實
的
歷
史
人
物

，
也
能
用
虛
構
的
人
物
同
歷
史
人
物
相
混
合
，
真
真
假

假
地
構
成
一
個
個
歷
史
事
件
。
羅
貫
中
著
的
《
三
國
演

義
》
，
姚
雪
垠
著
的
《
李
自
成
》
，
唐
浩
明
著
的
《
曾

國
藩
》
，
二
月
河
著
的
《
康
熙
大

帝
》
、
《
雍
正
皇
帝
》
、
《
乾
隆

皇
帝
》
等
就
是
歷
史
小
說
。

詩
人
面
對
歷
史
，
往
往
會
不

糾
纏
於
﹁史
實
﹂
，
而
突
出
自
己

的
﹁歷
史
觀
﹂
，
這
大
概
與
作
詩

必
須
用
詞
精
闢
有
關
。
讀
元
代
張

養
浩
《
洛
陽
懷
古
》
：
﹁天
津
橋
上
，
憑
欄
遙
望
，
春

陵
王
氣
都
凋
喪
。
樹
蒼
蒼
，
水
茫
茫
，
雲
台
不
見
中
興

將
，
千
古
轉
頭
歸
滅
亡
。
功
，
也
不
久
長
，
名
，
也
不

久
長
。
﹂
《
驪
山
懷
古
》
：
﹁驪
山
四
顧
，
阿
房
一
炬

，
當
時
奢
侈
今
何
處
？
只
見
草
蕭
疏
，
水
縈
紆
，
至
今

遺
恨
迷
煙
樹
。
列
國
周
齊
秦
漢
楚
。
贏
，
都
變
成
了
土

；
輸
，
都
變
成
了
土
。
﹂
《
潼
關
懷
古
》
：
﹁峰
巒
如

聚
，
波
濤
如
怒
。
山
河
表
裡
潼
關
路
。
望
西
都
，
意
踟

躕
，
傷
心
秦
漢
經
行
處
，
宮
闕
萬
間
都
成
了
土
。
興
，

百
姓
苦
！
亡
，
百
姓
苦
！
﹂
詩
人
的
心
目
中
，
帝
王
將

相
的
成
功
史
都
是
百
姓
的
血
淚
史
。

明
代
楊
慎
《
臨
江
仙
》
《
廿
一
史
彈
詞
》
第
三
段
說
秦
漢
開
場
詞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青
山
依
舊

在
，
幾
度
夕
陽
紅
。
白
髮
漁
樵
江
渚
上
，
慣
看
秋
月
春
風
。
一
壺
濁
酒
喜

相
逢
。
古
今
多
少
事
，
都
付
笑
談
中
。
﹂
詩
人
視
歷
史
畫
卷
為
過
眼
煙
雲

，
這
可
能
不
是
個
別
人
的
見
解
，
不
然
，
為
什
麼
小
說
《
三
國
演
義
》
在

開
篇
時
便
加
引
用
？

當
代
詩
人
毛
澤
東
《
沁
園
春
．
雪
》
中
有
：
﹁江
山
如
此
多
嬌
，
引

無
數
英
雄
競
折
腰
。
惜
秦
皇
漢
武
，
略
輸
文
采
；
唐
宗
宋
祖
，
稍
遜
風
騷

。
一
代
天
驕
，
成
吉
思
汗
，
只
識
彎
弓
射
大
鵰
。
俱
往
矣
，
數
風
流
人
物

，
還
看
今
朝
。
﹂
﹁俱
往
矣
﹂
三
字
，
言
有
盡
而
意
無
窮
。
﹁今
朝
﹂
是

一
個
新
的
時
代
，
新
的
時
代
需
要
新
的
風
流
人
物
來
引
領
。
和
楊
慎
冷
眼

旁
觀
的
態
度
不
同
，
毛
澤
東
主
張
積
極
參
與
歷
史
。

現在很多人只知
道梁實秋（一九○三
至一九八七）是散文
大家，是一個學者，
其實，梁實秋也是一
位詩人，他曾說： 「

這時候我和一多（聞一多）都大量的寫白話
詩，朝夕觀摩，引為樂事。」五十六行的《
荷花池畔》是梁實秋新詩的代表作。梁實秋
更是一位新詩評論家，我所知道的他的詩評
論就有《略談〈新月〉與新詩》《〈草兒〉
評論》《〈繁星〉與〈春水〉》等。梁先生
的詩評不僅有歷史意義，即使在詩歌式微、
「口水詩歌」氾濫的今天，仍然有極強的現

實意義。
在《胡適之論詩》中，梁實秋說：評詩

的標準依然是着重在詩之是否 「明白清楚」
，換言之，即所謂詩之 「可懂性」。在今天
， 「可懂性」仍然是對詩歌的基本要求，但
「可懂性」不是詩歌必須的，因為 「可懂性

」只是相對於一定範圍的詩歌群體。在《略
談〈新月〉與新詩》中，梁實秋又重新解讀
了 「明白清楚」： 「詩，不能停留在 『明白
清楚』的地步，只能以 『明白清楚』為基礎
的一項，於 『明白清楚』之外還要進而講究
文學修飾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
現之深邃。」對於詩歌而言，詩歌的語言只
是詩歌的形式，而意境才是詩歌的精髓，即
高超的境界和深邃的情感。

冰心的詩歌《繁星》《春水》被許多人
推崇，甚至還選入現代教材。但是在梁實秋
看來，《繁星》、《春水》的句法近於散文
的，故雖明顯流暢，而實是不合詩的。至於

詞法，我認為差不多是盡善盡美，無可非議，在現今作家中
是很難得的。《繁星》、《春水》在藝術方面最差強人意的
便是詩的字句的美麗。梁實秋的結論是：冰心女士是一個散
文作家，小說作家，不適宜於詩。梁實秋的觀點是對的，冰
心的詩歌有了詩歌的形式，但卻缺乏 「詩歌的精髓」。至於
當代的所謂 「梨花體」 「口水詩」 「順口溜」 「應景詩」，
連冰心的詩歌都沒法比，竟然有些詩歌還能獲獎，實在是對
詩歌藝術的羞辱和褻瀆。

在《〈草兒〉評論》中，集中展現了梁實秋關於新詩的
觀點，現在的詩人、學寫詩的人和文學評論家都應該認真拜
讀。一、詩歌不是分行的散文。假如 「使」散文 「成行子」
便算是詩，──想來：「使」詩句連續起來也就是散文了──
那麼詩同散文的分別只在形式，寧非奇繆！二、演說詞不是
詩，小說不是詩，記事文不是詩，格言不是詩。在現代，梁
實秋的觀點未必全對，或可商榷。但是，如果短短的一首詩
歌中，都是小說語言，都是格言，那肯定不能稱為詩歌！三
、關於寫景，梁實秋說：我所說的主觀的寫景法，乃是說把
客觀的景主觀的寫出來。一樣的景，主觀的寫起來便人各不
同。同時，如果詩歌只靠感覺，不經過情感的洗禮，便是缺
乏了靈魂。沒有靈魂的詩歌還叫詩嗎？四、詩人要有胸襟，
做詩也要有詩骨。梁實秋說得好，詩人的胸襟雖是抽象的意
義，但我以為評詩只就詩的藝術上着眼，究竟是皮毛，必須
追究到作者的胸襟，才是 「殺人於咽喉處着刀」。詩的思想
境界高於詩的藝術性，但是，好的詩應是詩的思想與詩的藝
術的完美結合。

梁實秋關於詩評的態度更令人敬佩，評論就是評論，一
就是一，二就是二。關於冰心的詩集《繁星》與《春水》，
梁實秋評論道：在質上講比她自己的小說遜色多了，比起當
代的詩家，也不免要退避三舍。在詩的花園裡恐怕難於長成
蕤葳的花叢，難於結出碩大的果實。關於康白情的《草兒》
，梁實秋的評論更是直截了當，情感太薄弱，想像太膚淺。
《草兒》只要刪去一半，便不失為一本詩集。《草兒》是急
救的，草率的，半生半熟的。再看看現在的評論市場，哪裡
有客觀公正，評論快成吹捧的代名詞了，到處是 「紅包批評
」 「人情批評」，吹捧一部作品竟然噁心到沒底線的地步。
這樣的評論沾滿了銅臭氣。希望評論家都來好好讀讀梁實秋
的詩評。

周末上街，一眼瞥見
水果攤上已經擺出了草莓
，讓人感覺也太超前了。
一般說來，即便是大棚栽
培，也須得元旦之後才會
上市，想不到初冬，就能

吃上草莓了。看着這些紅撲撲、樂呵呵的小臉蛋
，讓我想起了兒時曾經為之流口水的高麗果來。

據說，汽水最初是由荷蘭進口的，所以老上
海灘就把汽水稱作 「荷蘭水」，而懸鈴木先見於
法租界，就被人稱為 「法桐樹」。同樣的理兒，
在我離開家鄉以前，鄉親們通常把草莓稱作 「高
麗果」。其實，草莓的原產地並非朝鮮或韓國，
而是南美和歐洲。大約因它最初是從大興安嶺一
帶傳到內地的，所以才被稱呼為高麗果。

小時候，因為溫飽尚未解決，土地完全用來
種植糧食和蔬菜，高麗果對我們來說還是稀罕物
。偶有小販挑着擔子沿街叫賣，屁股後邊跟着一
群流口水的孩子。小販通常把高麗果裝在漏斗型
的紙包中，一市斤不過兩三毛錢，但在貧窮的鄉
間，能買得起的人家也不是很多。即使是殷實人
家，至多是買上一包，讓孩子們嘗嘗鮮。現如今
，草莓如同普通水果一樣，已進入尋常百姓家，
不僅在春夏之交的盛果期有的吃，即使在天寒地
凍的季節也能看到它嬌艷的身影。

記得那年冬天回鄉省親，看到有許多村民在
暖棚中栽培草莓。進得大棚來，一股子清新的草
酸甜味伴隨着暖濕的泥土氣息撲鼻而來。近距離
觀看生長期的草莓，也是一種享受。只見矮墩墩
的植株上，毛茸茸的綠葉間，結出了一顆顆飽滿

可愛的漿果，星星點點地布滿了芝麻粒，紅瑪瑙
似的色澤亮麗，晶瑩光潔。不要說含在嘴裡鮮嫩
多汁，酸甜爽口，就是看到它的樣子，聞到它的
味道，乃至提起它的名字，也會引動食指，頓生
津液。張含韻的那句廣告詞 「酸酸甜甜就是我」
，用在草莓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

小小的草莓出身草野，算不上名貴果品，模
樣兒也不出眾，羞紅的臉蛋上布滿芝麻粒似的星
星點點的雀斑，但它不攀高枝不招搖，就像小家
碧玉般討人喜歡。草莓果的外形頗似一顆紅心，
故而常被人們看着是愛心的象徵。它以鮮艷的外
表裝點着的多彩的季節，以甜美的汁液滋潤着人
們的肺腑，以簡樸實用的價值惠及人類，可以說
是老百姓的大眾情人，美食家的紅顏知己，少女
們的至愛膏吻。

人們總也忘不了香港是
「文化沙漠」的印象。其實

，文化是多元的，多角度、
多層次，不分貴賤的，廣義
來說，有人類活動的痕跡，
也就有了文化，香港也如是
。百多年來的殖民者不會關

注當地文化，去殖後，本土文化意識抬頭，漸漸抹
去歷史的塵封，常有令人眼前一亮的驚喜閃現。文
學如是、電影如是、流行歌壇如是……一劇《星海
留痕》舞台劇，才知伶人唱粵曲亦如是。

粵語舞台劇《星海留痕》，二○一四年十一月
公演。杜國威編劇，粵曲名角蓋鳴暉、金像視帝黎
耀祥飾演主角小明星和王心帆。觀後感是激動、感
慨，是惋惜、莫名……太多意想不到的元素湧上心
頭。

粵曲紅伶小明星，本名鄧曼薇，活躍於上世紀
三十年代香港和廣州茶樓。當年茶樓品流複雜，歌
女普遍沾染吸毒賭博惡習，賣唱也賣身。小曲歌詞
庸俗，連 「鞋頂腳趾公」如此無聊的句子也登台演
唱。小明星十四歲初出道，遇見時年三十歲的才子
王心帆。王心帆，報社編輯，古典文學修養很好。
王心帆見小明星清純尚未污染，破例為小明星作詞
。傳統粵曲歌詞是五言、七言工整的絕句或律詩，
平仄要求極繁雜。王心帆首創用長短句寫成優雅的
詞句，聰慧的小明星刻苦專研，以曲就詞，再用天

賦的渾厚嗓音自創新腔，行腔、吐字、聲韻、格調
自成一家，人稱 「星腔」。她成功了，被譽為 「粵
曲平喉」四大名家之一。一九四二年香港淪陷，小
明星輾轉去到廣州，首場在廣州 「添男茶樓」演唱
王心帆新作《秋墳》，不料吐血死在舞台上。年方
三十。

編劇杜國威落筆重心在撲朔迷離的感情生活上
。真實的大時代背景，真實的地點，真實的人物，
演繹幾乎真實的故事，加上演員出色的歌聲和演技
，絲絲入扣，動人心弦。為小明星作詞幾十首的王
心帆，與外表大情大性，內心渴望痴情真愛的小明
星，相識相知心靈相通，攜手創出一番成績，卻終
究連戀人都未當過。小明星亡故，劇中的王心帆在
香港低調獨身生活，無論人們多麼好奇，總是 「欲
說還休」。看似輕描淡寫的劇情，實質沉重壓抑，
難以分說。

小明星追求有書卷氣、有文藝氣質的年輕人，
卻連連失敗，世人憐惜之餘，對男方大都嗤之以鼻
。戲中有段情是小明星金錢資助蔡保羅赴歐洲維也
納學小提琴四年。結局是，保羅傻呵呵地帶了個金
髮美女老婆回國，向小明星告別。保羅是否喪盡天
良？劇中的王心帆痛砸保羅的提琴泄憤。保羅辯稱
，從來沒說過和小明星戀愛，更沒有提出要她金錢
資助。既然小明星執意要給他寄錢，恭敬不如從命
，當是姐姐無私資助，受之不卻，銘感於心，何罪
之有？換個角度講，如果她真的從來沒對保羅說過

這是戀人的資助，僅僅沉醉在 「施比受有福」的自
我感覺中，用金錢買了四年的美麗幻想，一朝夢醒
，痛徹心扉，責任真的在男方？

歷史當無如果，倘有，太多人與事得重寫。
王心帆活到九十六歲，一九九二年八月香港瑪

麗醫院去世。現實中的王心帆曾寫悼文《小明星鄧
曼薇傳略》，那份 「不思量，自難忘」的情感，描
繪 「小軒窗，正梳妝」情景，讀來躍然紙上，依然
光彩。一九八五年，王心帆回顧為小明星所撰的曲
目，從中選出自己最滿意的十八首刊印發行，書名
就叫《星韻心曲》。今日再看王心帆創新長短句梆
簧體，詞藻優美，典雅古樸，立意含蓄，傳統中又
有創新。是香港的文化瑰寶。他和善歌的小明星絕
佳配合，畢竟在香港文化沙漠的上空劃過一道閃亮
星光，留下點點星痕。今日杜國威的《星海留痕》
又一次令港人回首曾經璀璨的往昔。

節錄：王心帆親筆撰寫的《小明星鄧曼薇傳略
》，短短七百字，一字一句，佳人宛若仍在眼前
……

「……薇之為人，有傲氣，不因人熱。高潔心
情，若雪中月下之梅花。愛淡妝，喜長眉，不論晨
妝、午妝、晚妝，必盈盈含笑，對鏡細畫雙娥，與
新月遠山鬥其妍淡也。薇明眸纖手，曠世無儔，亭
亭裊裊弱不勝衣。當其歌時，柔嘶慢唾，彷彿捧心
西子，人又惜其病態，慮其不壽……。」

「她乳名阿女，讀書之名是蓮一字，她邀我替
她改過個好的名字，我遂以曼薇二字，她頜首說可
，遂邀我印為名片。我與她有曲緣，我寫的曲，非
她不易唱，她為唱我的曲，她的腔歌亦難自成一家
……我的梆簧造句，以長句多，她唱起來，別有韻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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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君
出
塞
》
，
是
一
齣
優
秀
的
傳
統
戲
曲
。
原
是
明
傳
奇
劇
本

《
和
戎
記
》
中
的
一
折
，
主
要
寫
漢
朝
的
王
昭
君
，
出
塞
和
親
，
在
離

開
邊
境
時
，
懷
念
鄉
土
，
痛
恨
官
吏
無
能
的
哀
怨
心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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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方
的
戲

曲
劇
種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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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劇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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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湖
南
祁
劇
的
著
名
演
員
謝
美
仙
演

出
的
這
個
劇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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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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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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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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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彩
奪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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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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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劇
，
是
起
源
於
湖
南
祁
陽
的
古
老
劇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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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明
末
清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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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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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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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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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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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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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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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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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陽
等
地
區
。
它
還
活
躍
於
省
外
，
曾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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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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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流
行
於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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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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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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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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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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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
音
樂

優
美
，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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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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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
目
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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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方
面
，
自
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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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多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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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劇
程
式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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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
實
粗
獷
，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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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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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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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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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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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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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
原
本
就
是
祁
劇
的
傳
統
劇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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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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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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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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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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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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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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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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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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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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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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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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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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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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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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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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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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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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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
慢
幽
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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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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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
，

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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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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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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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並
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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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感
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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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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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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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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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揮
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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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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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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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成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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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姿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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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演
員
的
扎
實
功
夫
，
令
人

看
後
，
深
感
賞
心
悅
目
，
美
妙
絕
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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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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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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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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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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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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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演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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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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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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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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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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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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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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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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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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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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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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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果
，
謝
美
仙
不
負
眾
望
，
表
現
出
色
，
受
到
各
界
的
高
度
讚

賞
。
田
漢
在
發
表
的
文
章
中
，
重
點
指
出
：
﹁我
們
今
天
驚
異
地
從
祁
劇

《
出
塞
》
發
現
了
一
個
生
動
深
刻
的
昭
君
是
很
自
然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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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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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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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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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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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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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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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

文學遭遇歷史 易湘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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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

迹 劃過沙漠的流星 劉麗北

高
麗
果
王
兆
貴

謝美仙與《昭君出塞》 鄧小秋

入冬以後，揚州百姓的餐桌上，
總有一盤青枝綠葉、鮮美絕倫的青菜
。 「冬天青菜賽羊肉」。俗語就這麼
說，其實一點也不誇張。這裡所說的
青菜品種，叫揚州青，或叫大頭矮。
這是揚州青菜之中最優的品種，堪稱

極品。每到冬季最為熱賣，最為暢銷。
在揚州，揚州青已有幾百年的種植歷史。其菜葉片肥大

厚實，梗部壯碩緊湊。其形棵矮、頭大、呈束腰狀，不蔓不
枝。看看這敦敦實實，透着幾分波俏的模樣，叫人滿心歡喜
。揚州青以其品種優、纖維少，尤其是經冬受霜以後，味甜
爽口，備受人們的青睞。

通常，將買回的青菜洗淨，切成一指至一指半寬。這時
梗與葉要分開擺放。菜梗先下鍋煸炒，炒至五成熟，再將菜
葉入鍋同炒。炒青菜只需放油、加鹽，不需其他任何佐料，
包括味精也是多餘的。就一盤青菜，不需魚肉，個個吃得津
津有味，痛快開懷。

在揚州，人們巧用青菜做出許多美味佳餚。就麵食而言
，有包子、餃子、餛飩，尤以青菜做餡製成的翡翠燒賣，更
是令人稱道。一個個燒賣，就酒盅般大小，真是小得玲瓏，
小得可愛。其特色是翠綠、甜潤、鮮美，令人叫絕。翡翠燒
賣不僅是揚州的名點，其聲名更是遠播四海。許多中外嘉賓
來揚州，指名道姓要一飽口福。

說到菜餚，有開洋青菜、炒四鮮、梅嶺菜心、雞粥菜心
、奶油菜心、雜錦火鍋、清燉蟹粉獅子頭諸等。真是多得難
以枚舉。就炒四鮮而言，炒青菜時加入適量的木耳、筍尖、
冬菇。後三樣純粹是錦上添花，使其美上加美，好上更好。
炒四鮮要的是色彩和口感。在飽享油膩大菜之後，這道菜最
受食客歡迎。為啥？清爽啊！炒四鮮是上得台盤的，任是再
高檔的酒席也不跌份。

說到清燉蟹粉獅子頭，更是了不得。它不僅是揚州的名
菜，更是地道的中國名菜。揚州是淮揚菜的故鄉，淮揚菜又
為我國四大菜系之一。清燉蟹粉獅子頭，對烹飪界、對美食
家來說，其聲譽簡直如皓月當空，如春雷貫耳。它不僅在揚
州領銜主打，亦為國宴精品菜餚。

清燉蟹粉獅子頭，是用豬肉和昂貴的蟹黃做成的斬肉。
揚州人將斬肉叫獅子頭，一是謂大，二是形似、可愛。一個
紫砂鍋裡盛放着十個八個蟹粉獅子頭，四周用揚州青的菜心
作點綴。菜心雖是配角，實則起着綠葉襯花，烘雲托月的作
用。沒有菜心，這道菜就顯得油膩，沒有色彩，沒有神韻。
這道菜的大紅大紫，青菜的幫襯真是功不可沒。

揚州人對青菜還有一種傳統的、獨特的吃法，叫菜塌飯
。待青菜炒至九成熟，再將米飯入鍋同炒，起鍋時加點鹽便
可。一碗菜塌飯，盡是碧綠的青菜，清亮的米飯。看這顏色
，簡直就是一碗翡翠和珍珠。菜塌飯鮮香誘人，令人食慾大
振。通常一碗飯量的，要成雙；能吃兩碗的，要翻倍。吃完
，翹着拇指，不住叫好。

揚州青 徐 樾

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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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如如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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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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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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