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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一九年開始， 「最美
的夜」 在眾多年輕網民的話語體
系中已經成為一個 「專有名
詞」 ，用且只用來指代每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晚在線直播的Bilibili跨
年晚會。如果說春晚是屬於家
庭、應該一家人齊齊整整一邊吃
着年夜飯一邊看，那麼 「最美的
夜」 則是屬於自己、應該一個人
抱着薯片坐在電腦前，一邊欣
賞，一邊和無數素不相識卻又無
比熟悉的網友在彈幕上狂歡。

今次 「最美的夜」 中，我最
喜歡的莫過於將中樂、哈利波
特、戲曲、遊戲等元素都融合在
一起的《東方魔法學堂》了。一
開始，《哈利波特》中熟悉的
「分院帽」 來了一段天津快板
「列位穩坐，您了聽我說，神奇
的帽子我會唱歌……」 ，然後由
「最東方」 的中樂樂團演奏出
「最西方」 的哈利波特主題曲，
神秘而悠揚，靈動而通透；整個
節目的高潮部分要數 「東方魔法
學堂」 魔法老師們的出場：他們

是京劇、越劇、崑曲、豫劇四個
傳統戲曲流派的表演藝術家，他
們一上台就 「言出法隨」 給了大
家一點點來自東方的魔法震撼：
「甘雨匯豐泉，起！」 這是水系

魔法， 「漫天凌飄雪，飛！」 這
是冰系魔法， 「星光聚點輝，
亮！」 這是光系魔法，而 「赤炎
映霞裳，火！」 則是火系魔法。
恍惚之中，西方魔法的水、雪、
光、火體系，又隱隱有了東方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味道。
哈利波特中最高級的魔法 「呼神
護衛」 在 「東方魔法學堂」 則變
成了慷慨激昂的 「煌煌群星，耀
耀呈世，灼灼祝盛」 ，氣勢恢
宏。念白配特效，再加上背景音
樂，現場效果無與倫比。

彈幕中的網友一片歡騰，這
就是網上跨年應該有的樣子。

最美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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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自製紀錄片，安排專場播
放，戲院位處堅尼地城。看戲前，先
吃飯，沿北街往海旁走去，見滷鵝
店。舖位不大，堂吃位置三數，來客
大多點餐外帶。自己跨區，覓位安
坐，候菜上桌。例湯先上，湯淡濡
唇。鵝片鵝腎，飯面堆疊，鵝肉味
濃，香料味清，滷味調製較為溫文。
鵝腎幾件對切，啖咬一口，軟彈濕
潤，不乾不硬，意料之外。不少客人
點鵝腸、墨魚，計劃下次再試。

烹鵝方法多，北魏《齊民要術》
提到 「搗炙法」 ，方法是 「取肥子鵝
肉二斤，銼之，不須細銼。」 取肥嫩
鵝肉細切，但不用太細，因為添加
醋、醃瓜、葱白、薑、橘皮、花椒
碎，混和調味之後，要再細剁。取兩
支竹籤，將適量肉醬包裹在籤上，跟
現在的串燒一樣。接續《齊民要術》
指，要 「破雞子十枚，別取白，先摩
之令調，復以雞子黃塗之。唯急火急
炙之，使焦，汁出便熟。」 雞蛋只取
蛋黃，稍為拌勻，塗在鵝肉棒上，再
大火燒烤，外焦內軟。

食譜提到，如無鵝肉，可改豬

肉。細究做法，將肉類剁爛、調味、
塑形、炙燒，就是現在的炙燒免治肉
棒。餐廳菜式或急凍食品，同樣有這
款食物的選擇，還會用上雞肉，加入
脆骨，塗上各式醬汁，再蘸生雞蛋
黃。

炙燒以外，鵝肉還可蒸煮，明代
《易牙遺意》有一道 「盞蒸鵝」 ，不
難模仿，原文記載： 「用肥鵝肉，切
作長條絲，用鹽、酒、葱、椒拌勻，
放白盞內蒸熟，麻油澆供。」 鵝肉切
絲，放白盞內，調味蒸熟，再澆麻
油。步驟利落，沒說分量，調味需自
行斟酌。鵝肉難尋，可以鴨肉代替，
雞肉更為方便。家沒茶盞，考慮購
入，平日泡茶，晚上蒸肉。專家定說
茶、肉器具不能相混，自家茶、肉、
器具俱廉。求便求趣，自娛自享。

搗炙子鵝肉

朝聖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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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的一年。各路媒
體鋪排着關心人類福祉的新
年獻詞，商業平台擠滿散發
着銅臭味的跨年演講，電視
台和視頻網站的勁歌熱舞賣
力比拼。精緻雕刻的遣詞造
句，星羅棋布的營銷植入，
卻讓人在眼花繚亂、信息過
載之餘，未免有些搖晃感。

群聊、閒談之間，發
現原來不止我一個人，不止
一遍地翻查着日曆計算着：
什麼時候過年？還有幾天過
年？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傳
統觀念：一個多月之後的那

個 「年」 ，才是真正的年。
記得小時候，跟太爺爺一起抽旱

煙鍋子的那群老人，總是把元旦叫作
陽曆年，或者公曆年。但是，卻並沒
有對應的陰曆年、農曆年，而是直接
正式地叫作 「年」 。在這個 「年」 面
前，不需要任何畫蛇添足的定語或前
綴。誰都知道，年的味道，年的氣
息，年的聲音，年的溫度，是什麼樣
的。人們為着避免混淆，前一個叫元
旦，後一個稱春節，或者用新年、新
春來區分。

陽曆年的元旦，雖然掛着一個
「年」 字，在台前拋頭露面，出席各
種正式場合，卻好似一位如夫人，正
室大太太則在後面不動聲色地坐鎮一
切呢。何況就連 「元旦」 這個名字，
本來也是屬於農曆大年初一，鳩佔鵲
巢罷了。

又或者，好比拜會一位許久未見
的老友，陽曆年只是在門口初見面時
的握手、寒暄，而到了 「年」 才是真
正一起入席、舉杯、觥籌交錯，卸下
一切，將笑中帶淚的懷舊、歲月匆匆
的感慨、掏心掏肺的囑咐，都一飲而
盡。

陽曆年是公務的，是一頁工作日
曆、一本計劃書的封面；而 「年」 是
私域的，是一紙在心裏默默盤算巴望
的日記，一張給家人準備禮物的清
單。普通人的新年，沒有宏大敘事，
也不需要套路。對生活真誠，與自己
和解，能竭盡全力，也能及時放手。

文化糧倉
許多劇院都有自己的雅號：悉尼歌

劇院外形猶如乘風出海的白色風帆，有
「船帆屋頂劇院」 之稱；巴黎歌劇院裝

飾富麗堂皇，被稱為法國 「小凡爾賽
宮」 ；中國國家大劇院呈龐大橢圓形，
被北京居民昵稱為 「蛋殼」 。二○二三
年十二月底正式開放的北京藝術中心，
因設計靈感來自京杭大運河河畔的通州
古糧倉，而有 「文化糧倉」 的別名。

北京藝術中心靜卧京杭大運河南
岸，擁有歌劇院、音樂廳、戲劇場和小
劇場四個室內劇場，總建築面積達十二
點五萬平方米。它由國家大劇院負責運

營，與國家大劇院、台湖舞美藝術中心
共同構成 「一院三址」 的格局。

為提高劇場使用率，北京藝術中心
歌劇院的舞台和國家大劇院相似，劇目
可以快速從兩個劇院轉場演出。歌劇院
天花板造型仿造中國傳統藻井，裝飾祥
雲紋飾，寓意團圓美滿、喜慶吉祥。在
觀眾席，有近一百五十支音箱組成的內
地最大的沉浸式擴聲系統，能夠提供最
好的聽感與沉浸聲效。

北京藝術中心音樂廳有一個與維也
納金色大廳同一品牌的管風琴，被視為
「鎮廳之寶」 ，可以細膩地演奏多種風

格的音樂。這裏的觀眾席為歐洲 「山地
葡萄園」 式的分區結構，保證每個座位
的聲效比較均衡，讓指揮、樂手與觀眾
更加親密。

北京城市圖書館、北京大運河博物
館與北京藝術中心毗鄰，三大建築同時
開工，歷經四年建設，今次又一起正式
開放，共同構成新的文化地標。北京城
市圖書館超高通透的玻璃幕牆與自然融
為一體，低頭可看書、抬眼即觀景；大
運河博物館猶如 「運河之舟」 ，北側如
船隻堅實厚重，南側似巨帆高高揚起。

剛剛過去的元旦前夕，北京藝術中

心奏響第一個新年音樂會，小提琴演奏
家呂思清、琵琶演奏家吳玉霞等藝術家
攜手獻上一場獨具民族風韻的新年音樂
盛宴。不過，筆者在現場注意到，有不
少觀眾當日遲到，於音樂會演出半小時
後方才到場。 「文化糧倉」 易建，但吸
客準時入店 「取糧」 的文化，還需慢慢
培養。

《萬里心程找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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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焦糖餅乾能做到 「世
界第一」 ，怎麼說都是一種傳
奇。也許此刻你還沒有概念，但
只要看到某款長方形、扁平、帶
着深度美拉德色調的小零食，就
絕對會恍然大悟。再加上大大的
「Lotus」 字樣，跟它相關的記
憶便全部復活了。酥香、輕脆、
落落大方的焦糖味，那種無法抵
抗的 「罪惡」 快樂，也不過如此
吧！

雖然焦糖餅乾的仿製款成
百上千，但只要認準包裝上的
「Lotus」 就不會錯，很多中國
人習慣叫它比利時焦糖餅乾，但
其實哪個都並非原名。四百年

前，第一個拗口的稱呼是 「Speculoos」 ，
指代用多種香料做成的特殊口味酥餅。在自
由貿易盛行的十七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香
料藉由港口運送到比利時，當地人便想到在
烘焙品裏創新，這款餅乾因明快的焦糖肉桂
味異軍突起。彼時原材料相當珍貴，只有每
年十二月六日的聖尼古拉節才能吃到，由此
還誕生了一個故事：在這一天，聖誕老人的
原型會給好孩子留下一袋Speculoos餅乾，
而壞孩子則會被裝進麻袋拎走。

每個人都想當好孩子呀。也不知道是不
是這個原因，焦糖餅乾更受歡迎了，後來被
比利時的Lotus公司發揚光大，向全世界推
廣。更有趣的是，隨着餅乾的 「全球化」 進
程，人們發現用它搭配咖啡格外驚艷。原本
毫不相干的兩樣東西，竟然有着 「天選」 的
互補性，咖啡延展了餅乾的層次，餅乾又提
升了咖啡的醇厚口感，於是有先見之明的咖
啡店開始主動搭配這款餅乾。再然後，也就
是四年前，公司乾脆將它更名為「Biscoff」，
取biscuit（餅乾）＋coffee（咖啡）的意
思，野心明確，誓要攻下更大市場。

所以，當你第一口吃比利時焦糖餅乾，
覺得有些甜的時候，別忘了可是要搭配咖啡
一起的。如今被緊緊綁定的兩兄弟，恐怕誰
都沒法將它們拆散了。

剛過元旦，自然要選一張應景新
年主題的唱片。被公認為 「西方音樂
之父」 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於
一七三四年譜寫了其著名的《聖誕清
唱劇》（BWV 248），距今年已經整
二百九十載。這部共分六大主題的名
曲實際上的表演時間要從聖誕節跨越
元旦直到主顯節。值此新年之際，特
別分享一套德國唱片公司Telefunken
於一九五七年灌錄並發行的一套3LP
《聖誕清唱劇》。由德國指揮大師卡
爾．李希特執棒慕尼黑巴赫管弦樂團
及合唱團，攜手女高音克洛伊．歐
文、男高音格爾特．魯茨、女中音赫

塔．托佩爾、兩位男低音赫斯特．甘
特和凱斯．英根聯袂演繹的版本。封
套採用的是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
巨匠丁托列托繪於威尼斯聖洛可大會
堂一層大廳的濕壁畫《三王來朝》局
部。

在一五八二至一五八七年間，年
邁的丁托列托在兒子及助手的協助下
完成了大會堂一層長方形大廳內包括
《受胎告知》、《三王來朝》、《出
埃及記》、《屠殺無辜者》、《聖殿
顯現》、《聖母升天》等八幅呈現聖
母生平及基督童年的大型濕壁畫。在
這一文藝復興時期備受歡迎的創作題

材中，畫家並未根據
傳統在背景中呈現浩
浩蕩蕩的朝聖之旅，
而是把三王的隨行人
員 「留在」 了右後方
的室外。頭頂聖光的
聖母瑪麗亞和聖嬰基
督位於高台之上，接
受東方三王不遠千里前來朝拜。其中
一位跪在聖母子身前將王冠摘下置於
台上，以示他們的敬意與順從；空中
盤旋的天使們和高台下的僕人們則均
是見證者。儘管威尼斯畫派以豐富濃
郁的色彩聞名於世，但丁托列托晚年

的作品顯然已開始強調通過光
影明暗對比而營造出的戲劇衝
突。儘管封套最終僅選擇了雙
王朝拜聖母子的局部，但整幅
畫作的基調已經預示着巴洛克
風格即將 「改朝換代」 。

「碟中畫」 《聖誕清唱
劇》／《三王來朝》

前段時間，北京一個展覽中展出了
弘一法師 「悲欣交集」 真跡，成為打卡
熱門。這是弘一法師留給人間最後的字
跡，流露出這位高僧生命最後時刻的豐
富感情。乍一看，四個字東歪西斜，像
孩童學書，細觀則筋力在內，起收有
節。在文獻上， 「悲欣交集」 出自《大
佛頂首楞嚴經》卷六： 「阿難整衣服，
於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跡圓明，悲欣交
集。」 不過，從弘一法師筆下寫出，似
不能拘於經義。據記載，法師臨終前幾
日已提及這四字，可見其中包含了他思
想中最硬核的東西。

中文裏帶 「悲」 的詞頗多，悲痛、
悲慘、悲哀、悲傷……但 「悲」 獨自出
現時，指的是一種博大而深沉的情感，
若非要找個近義詞，最合適的應是悲
憫。在中國文化中，悲的對象不限於
自己或他者的境遇，也不限於人或
物。風中的古樹、蒼茫的原野，甚至
一汪解凍的春水，心與景遇，情之所
感，都可能觸發悲從中來的體驗。善
悲者，必有情，有情者，必抱天地流
轉不息之信念。作家賈平凹說，越是
有大悲憫，越是要盡人事。弘一法師
才氣橫溢，精通藝術，早年投身教

育，晚年沉潛佛理，於私至情至性，
於公懷抱家國，閱歷之豐富，舉世難
尋二人。這個悲字，正涵括了他對人
生的終極態度。

欣，大體是欣快之感。這又是一種
什麼樣的感受呢？很難以語言描述。多
年前我因腸胃問題接受過針灸治療，銀
針緩緩刺入穴位，微痛之後伴以輕鬆釋
然，這便是欣快感。它是打通了滯阻，
去除了束縛之後的痛快，又是事物回歸
本來狀態的安適，一如自在流淌的溪
流。弘一法師臨終之際，想來已參透生
命真諦，肉身證道，悲其所悲，欣其所

欣，兩種感受一併湧來，世界本相袒露
無遺。

前幾年，有過一陣 「李叔同熱」 。
其實，不論讀未出家的李叔同，還是已
出家的弘一法師，都應常觀此四字，方
有望進入他豐盈無比的精神世界。

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於十九世紀末
撰寫的著作，原文名稱意譯是 「心」 的
意思。該書出版後甚受歡迎，意大利學
生愛不釋手。中國教育家夏丏尊於一九
二三年開始將該書翻譯成中文，譯名
《愛的教育》，同樣大受中國讀者愛
戴。一百年之後， 「香港戲劇工程」 將
該書的 「三千里尋母」 故事改編成粵語
話劇，去年底聖誕期間於北區大會堂演
出，成為寒冬的一股暖流。

《萬里心程找媽媽》的故事並不複
雜。少年Marco與父母一起居住在意大
利的鄉村，生活簡樸。父親因為受傷而

未能工作，母親唯有遠赴阿根廷尋求
生計。Marco掛念母親，不怕萬里迢
迢，從意大利走到阿根廷，希望能與
母親見面。沿途不斷有阻撓，但只要
堅持勇氣、毅力，Marco仍能達成所
願。

從現代角度而言，《萬》可以成為
少年探險奇幻故事。資深導演蔡錫昌則
抓住戲劇藝術的真善美，以簡約形式作
為舞台手段，呈現原著小說的核心主
旨：誠心摯意，必能獲得他人幫助而達
成目標。Marco乘遠洋渡輪和長途火
車，遠赴人生路不熟之地尋找母親，過

程並不驚險，但是屢有阻礙。 「世上無
難事，只怕有心人。」 老掉大牙的道理
仍然受用。

《萬》劇以敘事劇場為表演形式。
五位演員先以現代人身份介紹現實劇團
的工作，繼而再扮演角色引領觀眾走入
Marco的故事世界。由成年女演員飾演
的Marco形象可人，聲線純真，能令觀
眾信服其男孩身份。其餘四位演員分飾
多個角色，並且合作建構不同場景，五
人的默契甚佳，形成高度整體凝聚力。
全劇只有非常簡單的布景，導演刻意排
練演員合作傳達虛擬情境，各演員以形

體動作建構帆船、牛車等形象，雖說生
動活潑，惟可減少口語描述，直截了當
在觀眾面前呈現想像的形態，這樣更能
提升觀眾的思考空間。

另外，全劇言情勵志，若能加強一
些起伏節奏，更能提高觀賞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