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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飛翔」 ，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由中環
碼頭，搭乘天星小輪跨海，在尖沙咀
下船，除了如潮的人群之外，第一時
間感受到的或許就是強大的聲浪，這
股聲浪不止來自遊客的往來喧囂，也
來自香港當下的 「勝景」 ，在碼頭自
由歌唱的歌者們。

喜愛歌唱，大抵是人類刻在骨子
裏的基因之一了，每逢周末，香港的
菲傭們聚集起來，往往也是以歌聲聊
以慰藉。與菲傭們紙皮鋪在天橋席地
而坐，手持小型麥克風與小音箱相
比，尖沙咀碼頭的歌者們，裝備更為
專業，他們麥克風普遍體積與聲量更
大，有些甚至帶有修音、立體聲等功
能。當然，他們的商業氣息也更濃
厚。有的年輕歌者組成小型樂隊，三
兩成群唱着自己寫的歌曲，旁邊放着
打開的結他盒與專輯，當然他們的歌
聲遠遠比不過放聲高歌的 「民族嗓」
歌手們。

國慶來臨之際更是這些歌手表演
的舞台， 「五星紅旗，你是我的驕

傲……」 嘹亮的歌聲穿過人潮向着我
們洶湧而來。歌手們年齡普遍不小，
歌聲卻依然高亢，更有聲音夾雜在美
聲與民族之間的長者，或許聽力已然
退化，腳步也已經蹣跚，可分享歌聲
的願望卻依然強烈，帶着巨無霸尺寸
的音箱，熱情地拉着附近走過的路人
一起合唱。

在眾多歌聲裏，顯得特別的，或
許是一對老夫婦。他們表演的位置選
在星光大道的入口處，人同樣不少，
歌手卻不那麼多。相對於別的歌手，
他們顯得入世而出世，老先生悠然地
拉着小提琴，老太太有一搭沒一搭地
和着音，雖然也有麥克風，可圍觀者
也是寥寥。或許他們想要的，也不是
人群的圍觀，而是在人海中琴瑟齊鳴
的浪漫。

自由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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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氣的護膚及美妝品牌都會
有專業美容顧問，為顧客測試護膚
品的質感，解答美妝品的色彩是否
適合顧客膚色等問題。目前，一般
規模的品牌也會備有試用裝，讓顧
客可以在各式美妝品中，選購自己
心目中理想的用品。

經過一個夏日，不同的妝容都
會隨着季節而有所改變，無論色
調、形狀和流行模式都是重點，不
合潮流的妝容就會被美容界所淘
汰，所以每季都會造就一些新的產
品，以配合更顯個人魅力的妝容。
雖然不同地區的美容趨勢，都會有
各自的特點，但大家共同的目標，
就是要提高產品的質素，無論是護
膚或美妝品方面。

今年秋冬在唇膏妝容上，就可
體驗到與以往有顯著的分別，專業
化妝師利用唇彩，將一貫用法運用
得更為巧妙，在唇上塗抹唇彩後，
利用小刷子把唇線變得有點模糊，
隱形的唇線令唇妝好像是天生的紅
唇感，這是創新的上妝技巧。

除了不一樣的唇妝，目的是配
合一個單純形象的妝容，眉妝也強
調了自然的畫法，不用太刻意，也
毋須認真修飾眉型，保留原有的形
狀，就是這個妝容的特點。我們可
以看到近年修改眉型的程度顯著，
間接令整個臉部妝容都受其影響，
平眉是韓式的眉型，柳葉眉則較為
女性化，微微彎曲，是不少女士們
喜愛的眉型。

綜合唇妝和眉型，也應同時注
意修飾眼睫毛部分，睫毛不再需要
用睫毛膏來強調捲曲和濃密感，要
保持自然的鬆軟狀態。秋日氣氛讓
人陶醉在自然環境中，從運用美妝
技術上，把充滿動感的春夏妝容變
得內斂一點，配合比較低調的色
彩，讓秋日妝感呈現不一樣的風
格。

不一樣的秋日美妝

全球富豪人數排行榜上印度
居第三，但該國貧困人口逾兩億，
在另一個世界排行榜上也居前列，
在印度，豪宅與貧民窟並存，財富
兩極化。每看到類似財富分配不均
報道便在想：為何有人富可敵國，
有人頭無片瓦，到底該怎樣去理解
財富懸殊的問題？

大富大貴未必是所有人的夢
想，但多數人仍是希望不用為錢煩
惱。曾有位老闆對我說： 「周圍許
多有錢人啊，賣魚賣肉賣菜的最易
賺到錢，錢多錢少煩惱不來的。」

聽他此話頗費解，他家公司養着幾
十個員工，擁有十幾輛私家車，原
以為他才是有錢人，不想他卻羨慕
賣菜的。

有兩位相熟者在內地各買下
一塊地，一人建豪宅供家人居住，
另一人建大樓作旅館用途，請人管
理，自此租金收入源源不絕。

手頭有兩億的，消費兩千萬
很瀟灑；手頭有兩千萬的，付出二
百萬也還可以；手頭有二百萬的，
付出二十萬就要想一想了；若手頭
只有二十萬，那付出兩萬也是要慎

之又慎。
富由各種因素造成，貧也一

樣，財富底盤是大是小，看來人為
因素不容忽視，區別或在於，參與
財富分配遊戲主動否，謀略高超
否。

財富底盤


讓傳統文化活起來
城牆之下，光影追逐，如夢如

幻，精彩絕倫……國慶黃金周期間，
被譽為 「嶺南建築藝術明珠」 的廣州
陳家祠上演着一場場 「光影秀」 ，用
數字化手段將其精美雕飾、悠久歷史
和獨特文化展現在遊客面前，不僅讓
沉寂已久的文物 「活」 了起來，更為
這座百年建築瑰寶注入新的生命力。

筆者在遊覽中發現，像這樣以科
技手段和現代創意，助力傳統文化「破
圈走紅」的節日文旅活動，在羊城各地
比比皆是──廣州文化館別出心裁地
推出「穿粵記」實景古風劇本遊，遊人
可與「穿越」而來的 「唐太宗、李白」

等大咖不期而遇，沉浸式領略傳統文
化的魅力；千年古道北京路則將臨街
空間改造成微型舞台，讓粵劇、國樂
等非遺文化走進 「橱窗劇場」 ，以別
樣方式贏得年輕受眾的青睞。

曾有研究發現，我國文化產業對
國民經濟的貢獻值，與發達國家相比
差距懸殊。這固然與我國文化產業基
礎薄弱、起步較晚有關，但也與傳統
文化資源尚未被充分激活有密切關
係。要改變這種現狀，亟需深入挖掘
歷史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
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文
化產品。

事實上，我們的文化家底足夠豐
厚，關鍵在於如何以新業態、新模
式、新途徑來加以 「活化」 。在這方
面，廣東文旅部門的探索和創新值得
各方借鑒。近年來廣東博物館開發的
「網紅文創蛋糕」 、 「文創體驗官項
目」 等產品，解鎖了傳統文化的 「流
量密碼」 ；南越王博物院利用館藏文
物元素打造了 「虎小將」 等IP形象，
在文創產品上不斷推陳出新；承載老
西關回憶的永慶坊經過 「繡花式」 微
改造的精雕細琢，也已成為傳統和現
代交織碰撞下的網紅打卡點。

在 「見人見物見生活」 的活化理

念下，一件件文物被拂去歲月塵埃，
一項項非遺技藝驚艷亮相，一條條歷
史文化遊徑串珠成鏈，成為人們讀懂
嶺南文化的 「金鑰匙」 。 「讓城市留
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 的這份
「廣東答卷」 ，再一次印證了，為文
化遺產披上數字霓裳，讓國潮元素與
現代科技交相輝映，或許正是傳統文
化 「由歷史走向未來」 的必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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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牛排，絕對是老生常談
的話題。但，每次被問到 「幾分
熟」 的時候，你是如何做出的選
擇呢？說心裏話，這一塊肉，幾
乎人人都吃過，但會吃的人確實
不多。而牛排的熟度和鮮度，直
接決定了它的風味，也就是說，
同一塊肉，偏好不同的人吃，味
道就有天壤之別。

特別是在我們東方人心
中，所謂的 「熟度」 ，跟心中的
安全感息息相關。點幾分熟，不
是因地制宜的 「吃貨動機」 ，而

是帶着一些迷惑和恐懼的 「安全底線」 。
可事實上，牛排滲出的 「血水」 並不可
怕，也不能成為這塊牛排是否符合食品安
全的標準。因為那些頗具視覺衝擊的鮮紅
液體，實則是牛肉肌紅蛋白和水分的組
合，更是一塊牛排好吃的重要因素。有多
重要？有它在，牛肉的鮮香和水分才在，
沒了它，再好的肉也會變得乾而柴，了無
生趣。而肌紅蛋白只有遇氧才會變成紅
色，並且隨着溫度升高，再轉為深褐色，
恰好解釋了為什麼熟度越高的牛肉，顏色
越深。至於我們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牛
在宰殺時已經完成了 「放血」 的全過程，
不管肉質如何，肉中都不會出現血水。

因此當你走進一間高檔牛排店，服務
生多會推薦三分熟，對於像帶骨肋眼這樣
的極品，多煎一秒都是浪費。廚師們甚至
不會提前醃製，撒鹽和胡椒加下鍋，一共
不用幾分鐘，全靠自身脂肪的保留去呈現
最佳狀態。如果是質素一般的牛排，比如
脂肪有限的菲力，就更不能矯枉過正，因
為熟度過高，就很難下嚥。三到五分熟的
牛排烹飪過程保持在六十二攝氏度以下，
脂肪剛剛融化，肌紅蛋白還沒析出，保留
了足夠多的汁水，肉香非常明顯，吃下一
口就是進入了 「迷魂陣」 ，隔夜都不會忘
記。當然，如果你的肉夠好，可別貪心去
加醬汁。

二十世紀寫過上海的作家
可謂多矣：包天笑、穆時英、
劉吶鷗、施蟄存、丁玲、茅
盾、夏衍、張愛玲、錢鍾書、
周而復、白先勇、王安憶、畢
飛宇、衛慧、木心等，都曾在
自己的筆下塑造過上海形象。
如果把寫過上海 「觀」 「感」
的魯迅等人也算在內，那可加
入這個名單的作家就更多了。

這些作家中木心較為後
出，不過他的《上海賦》堪稱
是寫上海的 「絕活」 。《上海
賦》 「原定九章」 ，實際完成
六：《從前的從前》《繁華巔
峰期》《弄堂風光》《亭子間
才情》《吃出名堂來》《只認

衣衫不認人》， 「尚欠三」 ：《黑眚乾
坤》《全盤西化之夢》《論海派》。

就已經寫出來的 「六章」 看，木心
從上海的 「前史」 寫到上海的 「衣食住
行」 ，可謂歷史與日常並舉，宏大與微
末共生。 「上海」 之名古已有之，但近
代 「上海」 之形成與飽含屈辱的 「洋
場」 脫不了干係： 「這番半殖民地的羅
曼蒂克，是爆發的、病態的、魔性
的」 ，它的租界（曾為 「孤島」 ）給上
海帶來畸形的繁榮，也在有意無意間造
就了一個東方國際都會：金融巨頭匯
集，各國間諜登場，摩天大樓並立，多
門外語交織─然而在這旖旎的都市風
景線背後，還有着上海小市民的弄堂風
光，這是 「發酵的人間世，骯髒，囂
騷，望之黝黑而蠕動，森然無盡頭」 。
張愛玲在公寓樓上 「非得聽見電車響才
睡得着覺」 ，可是弄堂的早晨滾過街市
的只有隆隆的糞車聲。

由於住處逼仄，上海市民剃頭納涼
吃飯睡覺的人生內容，泰半倒是在弄堂
展開，實在不便在弄堂進行的人生活
動，則可以轉到亭子間─當年上海灘
各色人等蟄居亭子間，多少精彩的人生
故事在這裏上演，要寫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的文學史，亭子間也該是濃墨重彩的
一筆吧？至於說到上海的吃與穿，那種
「海」 式的做派和噱頭，則非用一個字
─裝─來形容了。

木心的上海是既 「絕」 又 「活」 的
上海。

十八彎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軍歌嘹亮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

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
鄉……」 每當這首一九五○年創作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再次唱響，
雄壯有力的旋律，慷慨激昂的歌詞，
總讓人熱血沸騰，讓人們的思緒穿越
七十多年前硝煙瀰漫、雄兵赴朝的歷
史場景。

九月二十六日，由陳凱歌執導的
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志願軍》三部曲
之首部《志願軍：雄兵出擊》，在北
京舉行首映禮，多位抗美援朝的老兵
應邀來到現場。當《中國人民志願軍

戰歌》在銀幕上奏響，觀眾席的合唱
聲也越來越高。歌手周深也在現場演
唱《志願軍：雄兵出擊》的主題曲
《繁花依舊》。從歌曲內容來看，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開篇是 「赴
朝」 ，《繁花依舊》落墨是 「歸
來」 ，一剛一柔，相隔七十載的時空
在歌聲中相望，傳遞 「英雄不枉，我
們不忘」 的首映禮主題。

此情此景，讓人不禁想起兩年前
的一段短片，武警士兵和抗美援朝老
兵，在駐地影院一起觀看電影《長津
湖》。觀影結束後，合唱《中國人民

志願軍戰歌》，年輕的面孔與老兵的
回憶，在淚光中交織。

為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七十周年，相關題材影視近
年出現 「井噴」 。除《志願軍》三部
曲、《長津湖》及續集《長津湖之水
門橋》外，講述志願軍熱血保和平故
事的電影新作，包括：《金剛川》、
《狙擊手》、《血戰狙擊嶺》、《英
雄連》，以及今年二月在山東開機的
《戰旗如畫》等；動畫類電影有《最
可愛的人》；電視劇包括《跨過鴨綠
江》、《戰火熔爐》、《冰雪尖刀

連》，以及七月 「殺青」 的《偵察英
雄》等。

《志願軍：雄兵出擊》正在香港
上映，首度實現與內地同步。在這些
抗美援朝的影視作品中，跨過鴨綠江
的志願軍身影，嘹亮的《中國人民志
願軍戰歌》，貫穿其中，成為光影中
的歷史印記和時代強音。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孤注一擲》
成年後開始知道旅遊的樂趣，當

年我已投身文藝事業，工作時間不太
穩定，節日期間通常都有表演節目，
但就能讓我在淡季騰出時間去旅行。
然而，這便不好與其他從事文職的朋
友一起上路，因而令我有不少獨個兒
旅遊的體驗。

一個人出門要格外小心。我在南
亞和東歐某些國家曾遇過真實騙子，
猶幸我尚算機警，當然不會輕易上
當。在東歐街頭遇到騙子時，我更在
街上大呼求救，其他路人說那些騙子
來自鄰國，似乎都想與騙徒劃清界

線。當年科技尚未發達，拿着地圖尋
找景點，很容易便會被騙徒鎖定為目
標對象。這雖是多年前的遭遇，現在
回想起來，餘悸猶存。

電影《孤注一擲》描寫現代社會
的騙案和綁架事件，以多宗真實案件
為參考資料，拍攝手法認真和寫實，
令觀眾看後心膽驚嚇。

電腦程式員潘生和模特兒安娜原
本在內地有不俗工作，但想更上一層
樓，在他人輾轉介紹之下，以為到外
地可獲高薪厚職，誰知竟是跌入犯罪
集團的秘密工廠。潘生被迫製作虛假

通訊程式，安娜要以美麗形象吸引他
人參加賭局。潘生雖然想盡辦法離
開，但被毆打威嚇，屢有生命危險。
幾經困難，潘生和安娜被內地警方跨
境營救，方可逃出生天。

《孤》描繪了一個嚴密的犯罪集
團，如何在虛擬線上世界創造五花八
門的賭局或投資方式，吸引人們墮入
圈套。故事裏的一位年輕人阿天，原
本擁有大好前程，卻因為沉迷賭局，
無法翻身，最後唯有跳樓贖罪，令家
人痛不欲生。

從前的騙案都有真實騙徒向事主

兜搭，現在的騙案很多在線上進行。
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無孔不入，更成為
犯罪分子的最佳工具。電影裏犯罪集
團頭目得意洋洋說： 「不是我們壞，
而是他們貪！」 說明了被騙者本身亦
有責任。香港的廣告宣傳 「提子」 ，
即是提防騙子，但同時要自我警惕不
要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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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兩隻腳，錢生八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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