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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山花海
每年十一月舉辦的深圳讀書月是

全國持續時間最長的閱讀品牌活動，自
二○○○年首次舉辦，二十餘年，已
吸引了近二億人次參與。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
書，如逢故人。」 深圳和香港兩個城市
不僅山水相連，而且文脈相通。今年是
第二十四屆深圳讀書月，深港 「共讀雙
城」 系列活動是本屆讀書月的重頭戲。
深港閱讀地圖、《深港 「共讀雙城」 共
識》相繼出爐，還有 「深港共讀 同閱
未來」 主題論壇，通過閱讀交流、文化
展示、主題海報邀請展等形式，深入挖

掘兩地作家、設計、出版故事，促進深
港兩地市民對彼此城市文化的了解和認
識。

深港 「共讀雙城」 系列活動主場
地的選擇有點出人意料，選擇在眾多港
人鍾愛的北上消費地──福田區商業綜
合體深業上城。深業上城緊鄰著名的蓮
花山，當此時，簕杜鵑花開得正盛，蓮
花山與深業上城連接的幸福廊橋變成了
書市，深港兩地出版社和書店在幸福廊
橋上設有幾十個攤位，通過雙城 「書
式」 生活市集幸福互動，其間穿插一些
特色講座，一些品牌還為市民帶來了不

少深港好禮。 「書山花海」 的燦爛景象
非常吸引人。

深圳中心書城一直是讀書月的活
動重地，那裏更是港人前往購書的主要
場所，因為品種豐富且價格相比香港低
廉很多，據說有二成左右的書被港人買
走。上周末，來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的
香港作家李啟俊在深圳中心書城看到大
量市民和兒童席地而坐讀書，感觸非常
深，他希望未來不只簡單地讓 「書」 從
深圳到香港或者從香港到深圳，更要把
閱讀文化帶到香港。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喜歡閱讀的城

市，每年七月舉辦的香港書展如同一場
文化盛宴，吸引大量深圳人前往看展，
為他們打開了一扇接觸新書、會見作者
的大門。

無論是驅趕迷茫，還是對抗平
庸，讀書都是最簡單也最實用的方法。
所幸，閱讀正逐漸融入 「雙城生活」 ，
帶動兩個城市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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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四見報

沒吃過胡蘿蔔蛋糕的人，
十有八九會把它定義成 「黑暗料
理」 。但實際上，哪怕歐美甜食
千奇百怪，對這一款有成見，都
實在是冤枉它了。

胡蘿蔔蛋糕最早出現在一
八二七年英格蘭的一本菜譜上，
後來誤打誤撞在十九世紀廣為流
行，至今已是歐美很多地區最受
歡迎的蛋糕之一了。餐後甜品這
一項，它的出場頻次不低，當然
也不負眾望，特別是人們看慣了
故弄玄虛的把式，好比一個T台
秀場華而不實，這時候胡蘿蔔蛋
糕一露臉，就可謂萬紫千紅中的
一波秋水，獨特素淨，比氣質、
看味道，哪一樣都不輸。

說一句 「廢話」 ，蛋糕都甜，但唯獨
它的甜，早早便脫離了白砂糖的單調空
洞，自成一格。不過，這也是很多人詬病
的源頭，胡蘿蔔做蛋糕，真的可以吃嗎？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不但可以，還好吃
得很。當時的歐洲，因為甜味來源稀有，
普通人想做塊蛋糕吃幾乎不可能，於是絞
盡腦汁，把高甜度的蔬果都找出來逐一嘗
試。但有的水分太高、成品災難，有的單
獨吃不錯，進了烤箱便讓人大跌眼鏡，來
來去去只有胡蘿蔔，做成蛋糕後竟然出奇
得香甜濕潤，一發入魂，是貴族們也慕名
而至的水準。

胡蘿蔔本身清脆多汁，但帶着股生青
味，可跟麵糊混合之後，經過高溫烘烤，
這股味道便蕩然無存。而它自帶的清甜又
能恰到好處融於麥香中，讓整個蛋糕質地
提升一層，口感軟糯綿密，扎實不厚重，
濃郁不油膩，無需太多糖就渾然天成。現
在的很多配方上，會加入橙皮、核桃和葡
萄乾，最後例行抹上一層奶油奶酪。對！
就是這一步也成為了經典，比甜奶油更有
層次，奶香裏滲出微酸，配合蛋糕在舌尖
上舞蹈。一口，真的只需一口，就能陷入
溫柔鄉中。

「婚姻是一座圍城，城
外的人想進去，城裏的人想
出來。」 這句國民級金句，
源自錢鍾書《圍城》的啟
蒙。小說原文稍有出入，是
引述了兩句英、法的古話。
英國人說的是： 「結婚彷彿
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
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
來……」 法國人則說： 「是
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
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
來。」 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精妙比喻的源頭到
底在何方？考據家們一再窮
根究底。有人追溯到阿拉伯

人，又有人說是希臘，甚至將版權算在
蘇格拉底頭上。蘇翁確實常被 「河東
獅」 抓得青一道紫一道，有 「鳥籠」
「圍城」 的領悟並不出奇，但他敢不敢
說出來，要打個問號。

《蒙田隨筆全集》在討論蘇格拉底
的婚姻觀時，發了一句感慨 「這就像看
到鳥籠的情況，籠外的鳥死命要往裏
鑽，籠裏的鳥又絕望要往外飛。」 說明
至少在十六世紀，這句話已廣為流傳
了。但也許就跟很多文學作品一樣，源
自民間智慧的日積月累。

「圍城」 見諸中文，也非錢鍾書首
創。一九三○年代北平報界怪才宣永
光，在《實報》連載《瘋話》，以短小
的語錄體嬉笑怒罵。他自稱 「只能用之
乎者也或ABCD欺騙年幼的學生」 ，文
章內容中西雜糅。有一條就是： 「結婚
如同被包圍的城：在外面的人，總願意
進去看一看；在裏面的人，總想逃出
來。」 類似的 「豆腐塊」 還有很多，
如： 「西班牙格言說： 『燈下不買衣，
燈下不選妻。』 」 「法國俗語說： 『戀
愛是趣味濃厚的小說，結婚是枯燥無味
的文章。』 」

錢鍾書一九四四年開始寫《圍
城》。宣永光比他早了十多年。其中或
有借鑒。但當時很多文人譯介西方文
學，翻譯同樣素材而 「撞車」 也很常
見。無論如何，錢鍾書的普及之功，是
無人可比的。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廈門影視金雞時間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斤斤計較的社交
近年許多人愛就 「有效社交」 與

「無效社交」 發表議論。不少分享這類
心得的人，判別一個場合是否 「有效」
與值得出席，主要在乎能否為個人帶來
實際及長遠利益。故此，若其他出席者
的資產財富、專業資歷、社會地位等比
自己高，就值得現身，因為有助擴闊眼
光、拓展業務、了解各行業發展資訊，
甚至有利自己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相
反，其他社交活動可免則免，甚至不屑
花時間及金錢參與。

例如他們指 「AA制」 （要參與者
各自付費）的飯敘不值得去，因為倘若

局中有比自己富有的人，自會請客，否
則不要自行掏腰包去應酬；舊同學或前
同事的聚會不應出席，一來人走茶涼，
二來出身自同階層的人沒必要花心思往
來；泛泛之交，沒共同利益、沒情報交
換的人，見面等於白耗光陰。

重視 「社交效能」 的人，不介意
揭示功利心態，根本不知自己在畫地自
限，斤斤計較的行為也讓我覺得他們活
得很累，什麼都要算計，雖未至於不擇
手段，也是金錢至上。難道這樣就可以
交到真朋友，有利自己的人生進程？我
情願隨心而行，有時間、有興致、個人

能力可配合的社交活動，就可出席，出
席時盡量投入與享受，有沒有實際效
益，往往無法預料，也不一定要計較。
再者，與不同的人結識交往，也可以有
不同體會，表面上看來生活條件不如自
己的人，不代表對方的人生經歷與處世
經驗就不豐富，更不代表沒有值得欣賞
和學習的地方。狹隘的交往標準，只是
無知，而非睿智。

情感是日積月累而來，一步登天
的相知相識，沒經歷過歲月考驗的，不
代表對方就會因所謂的 「有效社交」 而
給予好處，助有目的而來的人邁向成

功，遑論患難扶持和情感支援。人生中
有不少保持來往的人，實際上根本不應
以利益衡量，如親人和識於微時的朋
友，須知豐富而不功利的人際網絡，才
是生活快樂的泉源。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對公平的最好呵護辦法
是競爭。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灣區聽雨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食 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衣 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近日，第三十六屆中國電影金雞
獎頒獎典禮在福建廈門落幕。這是自二
○一九年起，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連續
五屆落戶廈門，也是自一九八一年創辦
以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首次連
續五年長駐同一城市。

今年較早前在北京召開的廈門文
化影視產業推介會上，中國文聯、中國
電影家協會宣布，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
暨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自二○一
九年起連續十年長期在廈門舉辦。從二
○一九年至二○二八年，這是廈門影視
行業迎來大發展的 「風口」 ，也是廈門

邁向 「電影之城」 、 「影視之都」 至關
重要的 「金雞時間」 。

風光秀麗、氣候宜人的海濱城市
廈門，一直是影視劇實地拍攝的天然攝
影棚，如《西虹市首富》、《我在時間
盡頭等你》、《第一爐香》等多部電影
均在廈門取景。由於過往廈門缺乏專業
攝影棚和服道化等配套服務，導致影視
劇組來廈門，往往完成得天獨厚的外景
拍攝之後，需轉場橫店、象山或其他城
市，以完成餘下的影視棚內拍攝。這種
「雁過無痕」 的候鳥式狀態，已持續很
多年。

隨着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長期落
戶廈門，為影視產業帶來新契機。位於
集美區的廈門影視拍攝基地，於二○二
○年十一月落成，佔地總面積逾五萬五
千平方米，總建築面積四萬六千平方
米，建設了劇組服務中心、組合攝影
棚、招商服務中心、數字攝影棚、室外
場景搭建區五大功能區。基地成立短短
一年，已接待了三十多個影視項目入駐
拍攝。另據數據顯示，二○二一年，廈
門電影獲備案單位數量、年度票房前五
十的影片出品方數量，均位居全國前
列。

中國電影金雞獎落戶廈門所帶來
的影視產業紅利，催生了一批影視佳
作，如《山海情》、《絕密使命》、
《開端》、《無間風暴》等。今年以
來，廈門已有三十九家影企共籌備電視
劇九十四部，總投資超過五十八億元人
民幣。

「刻木事親」 是元代《二十四
孝》中輯錄的一個故事，是古代孝道
的典範。全尚水的長篇小說《大漢孝
子》就是以 「刻木事親」 故事為背
景，以大漢和匈奴的一場大戰徐徐拉
開序幕，故事講述這場戰爭中一位伙
頭兵的遺腹子丁蘭從小孝到大孝，從
孝親到報國的心路歷程。

孝敬父母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
的傳統，中國有句老話 「百善孝為
先」 ，說的就是孝敬父母是第一位
的。丁蘭 「刻木事親」 的故事流傳大
江南北，後人為了紀念丁蘭，紛紛為
他設立紀念地，河南有丁蘭墓、丁蘭
巷、丁蘭祠、丁蘭故里碑；陝西有丁
蘭寺；湖北有刻木谷、丁蘭故居；江
蘇有丁蘭集、丁公祠；浙江有丁橋、
蘭橋、丁母墓、丁蘭學校等等。

全尚水曾為記者多年，媒體人
寫作是寫事實，小說創作多是虛構，
轉變寫作思路的跨度還是很大的，需
要一定的寫作功底和社會經驗的歷
練。全尚水的小說中就自帶着職業記
者的嚴謹，脈絡清晰，情節千折百
轉，交代得有理有據。也看得出他熟
讀史書，把一個歷史孝道故事創作成

一部蕩氣回腸的長篇小說，作品被列
入杭州市文聯文藝精品工程、嘉興市
文化精品工程。

全尚水說本書創作核心就是
「小孝事親，中孝惠民，大孝報

國」 ，這也是他的理想。全尚水離開
傳媒行業後，現任職杭州一國有企業
董事長。我問起他管理這麼大的國企
怎麼還有時間寫小說，他說只要合理
安排好時間就可以，現在除了工作時
間外，朋友間的應酬很少去了，他給
自己定下一個寫作的目標，有了目標
就容易完成。其實在和我們見面前，
因為殘運會在杭州閉幕，全尚水在辦
公室值了一整夜的班。

這本書的七稿修改日期也清晰
記錄在後記中，這是曾為記者的嚴
謹，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全尚水還是快
言快語，話語乾脆利索，就像他小說
的文字一樣乾淨利落。

世侄女來電：飛鳳姨上月十二
日走了，她兒子不熟悉她的老朋友
們，請她逐個通知。

馮飛鳳是我和內子的老朋友，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香港《華僑日
報》 「兒童周刊」 有個讀者組織，
簡稱 「兒周」 ，按地區分為七組。
馮是中環組，內子跟她同組。我是
灣仔組。一九四九年初，一大批有
左派政治意識的團體被取締， 「兒
周」 是其中之一。

馮飛鳳就讀聖士提反女校，畢
業後考取了香港大學，但是她寧願

回內地升學，就讀燕京大學音樂
系。後來燕京解散她轉讀北京師
大，畢業後派內蒙古師範學院任
教。在學院有亮麗的表現，受到同
事和學生的愛戴。

以她的出身背景，個人風格，
歷經磨難。險死還生之後，因父親
病重獲批回港。她以教鋼琴維生，
這階段她是我兩個女兒的鋼琴老
師。

她感情豐富，經歷三次婚姻，
包括內地的畫家，美國來港的外籍
工程師，他們都先她而去。在八十

歲的晚年她遇見喪妻的內地航空工
程師林先生，第三次結婚，我們都
為她高興。

內蒙古師範學院出版了《鳳飛
塞北》，講述了她當年傑出的表現
和一生經歷。

來到秋日，向來都是要將夏天
衣服和秋冬服飾分開處理的時刻。
一方面部分夏天衣服需要清洗收
藏，部分則仍可在秋日繼續穿着，
尤其是初秋時節，一些夏日外套等
可大派用場。

我們一向對穿衣在不同季節的
分界，都是根據四季分明的氣溫作
出選擇，但近年的氣候變化，已變
得四季沒有太明顯的分別，除了盛
夏與冬日，一些介乎春日與秋天的
衣飾，基本上都可以融會在兩季中
穿着。當然，一些像小背心或通透
單薄的上衣，還是應該存放起來，
留待適當的季節用，而各種單品類
像白恤衫，可以從春夏到秋冬搭配
不同的流行造型。一件設計簡約的
毛衣外套，也可跟隨時尚風格創造
出別具一格的穿法，不要輕視一件
恤衫或毛衣，從不同角度增加其魅
力，或可以成為秋日的潮流服飾。

除了上衣，也可選擇一些較厚
的長褲類，特別是牛仔褲，沒有既
定的季節分別，冬日配羽絨服飾，
一樣是互相協調。還有秋日受歡迎
的衛衣類服裝，是屬於常青類，保

持在冬季日常穿着，也不用懼怕會
被潮流淘汰。

對於一些在秋冬間可以互相結
合的衣飾，選取方面就要注意款式
的設計，避免太複雜的服裝。今年
的內地劇集《愛情而已》，由吳磊
與周雨彤主演，戲中女主角的服
飾，因為主要劇情是環繞運動事
項，所以造型設計較簡約，充滿活
力，但又不失時尚風格，對一些喜
愛簡約風格的女士，欣賞劇集之餘
也可以作為參考。像一件白色運動
型上衣，反領至衫前都有黑色幼條
綑邊，衫袖兩側也綑上，配上黑色
運動型長褲和簡單的耳飾，完全符
合運動服特色，又保留了時尚的感
覺，是既優美又顯活力的服飾，若
配上外套，就是適合在秋日穿着的
低調時裝款，外套則可選擇較明朗
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