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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自己的消費陷阱

如果你想沉浸式地體驗港人北上
深圳消費的火熱，又或者你對港人消
費模式的轉變還缺乏感性認識，不妨
選擇任意一個周末，晚上十一時至十
二時，即在羅湖口岸午夜落閘之前的
一個小時，來到連接港深的羅湖口
岸，聽聽附近美食街夜市的叫賣聲，
看看人如潮湧奔向關口的身影，滿滿
的都是真實的畫面。

上個周六，九日深夜，香港高掛
三號風球，風雨交加。筆者與同事到
深圳出差，公事忙完之後，緊趕慢
趕，終可在關門之前，跑進口岸大
樓。在出入境大廳，每一條驗證通道

之前，都排着長長的人龍，看來與我
們一樣，趕搭港鐵羅湖站末班車回家
的，還有很多同路人。

排隊過關的時候，環顧四周，這
才發現像我和同事一樣簡單拎個公文
包的人，少之又少，顯得有些 「另
類」 。前後左右的排隊之人，幾乎都
是身背大包小包北上購物的 「戰利
品」 ，手提五顏六色的食品包裝袋。
定睛一看，不少包裝袋還是同樣大小
的同一品牌，有的還不時飄出一絲絲
誘人的食物味道。

望着這些似曾相識的食品包裝
袋，讓人想起剛才匆匆走過、位於羅

湖口岸附近的美食街，那裏有鹽焗
雞、燒鴨的特價清貨，有榴槤蛋糕、
芝士蛋糕的新鮮出爐，有炒栗子、烤
燒餅的快速分裝……雖然夜已深還要
趕時間，仍有不少行人終究為美食或
為售價所觸動，停下了腳步，快速地
捎上一盒、兩盒，拎在手上。

好不容易隨着人潮排隊過了海
關，來到港鐵羅湖站台，肉眼所見，
幾乎每一節車廂都已滿員。那種擁擠
的情形，就像上下班高峰時段行經港
島金鐘站的列車，感覺再站多一個人
車門就會關不上。而已上車的乘客，
手拎的食品包裝盒有的都被擠得變了

形。
望着列車上乘客的身影，發現周

末自深圳返港的這些 「夜歸人」 ，有
很多年輕的面孔。周末深圳一日遊，
又玩又食又拎，讓他們滿載而歸。

友人在社交媒體更新近況，上載
的照片展示他的一雙手，其中右手明
顯紅腫，圖片說明寫着： 「想不到竟
會尿酸上手！」 其他友人紛紛留言
「保重身體」 、 「早日康復」 ，亦有
留言表示驚訝： 「從前聽過尿酸落腳
或尿酸上眼，卻未聽過尿酸會到手
臂……」

我周邊的朋友和我一樣，大概都
是已過中年，即使未至花甲，亦不遠
矣。在這時候，身體其實都有不同的
狀況，有些朋友平時熱愛運動，又或
注重健康生活，但身體亦會陸續出現

一些異樣，很多時都難以找到原因。
「最近一直耳鳴，看過專科醫

生，但也找不到病因……」 我的另一
位朋友如是說。根據對方的描述，耳
鳴時就像有一支軍隊在耳朵之內，一
直進行步操儀式，長鳴不止。該友人
是一位藝術工作者，平時熱愛觀看現
代舞及管弦樂表演，聽覺的感受十分
重要。 「醫生找不到原因，唯有自己
盡力適應。」 友人雖感無奈，但仍然
積極面對生活。

對於不同友人的狀況，其實我感
同身受。表面上，我是一個熱愛運動

的文藝中年，但卻是 「外強中乾」 ，
身體在好幾年前已經開始發出不同信
號。有些狀態也是不明所以的，例如
我的右手中指在前年不慎扭傷，看完
中醫跌打和西醫物理治療之後，雖能
減輕疼痛，但未能正常彎曲。現在我
的右手已不敢太用力拿物件，自己盡
量小心。前陣子的某個晚上，我的左
耳亦突然耳鳴，就好像聽到自己的心
跳聲。整夜不能眠，幸好幾日後便沒
有類似徵狀。

近來，我在家常用的手提電腦突
然失靈，未能開啟文書軟件，我唯有

暫用兒子的筆記本電腦。我的電腦已
經有十多年，恐怕如主人一樣， 「身
體」 也出現奇怪狀況。平時我主要用
該電腦寫稿，算是有點感情，至今未
能持續，雖感遺憾，但也只有適應。
「花無百日紅」 ，只有努力向前看。





深夜口岸見聞

身體信號

主流色調啡與灰

一個社會價值觀的更新，能清晰體現
出它的進步和包容度。比如今時今日的 「光
棍節」 ，早已成了自由人士犒勞自己的一場
「狂歡」 。

我曾跟朋友達成過共識，能不能跟某
個人吃到一塊去，是二人可否在一起的底層
邏輯，電光石火也好，雞毛蒜皮也罷，敵不
過一日三餐是鐵律；同理，如果能在 「吃」
上不虧待自己，那無論眾星拱月還是踽踽獨
行，就是至高無上的享受。要知道，在這個
擁擠、忙碌，有時還需要妥協和忍耐的城市
裏，徹頭徹尾的真實得來不易，不用挑選時
間地點，也不必有任何顧忌的一人食，才是
名副其實的頂配啊。

我愛一人食，一人食的烤肉才叫神魂
顛倒。從坐下那一刻起，眼前的火、爐、
肉，就都擁有了獨一無二的節奏。每一片都
不被追趕，不經催促，在你的目光下靜靜舞
蹈，也可以用力綻放。把豬五花烤到邊緣焦
脆， 「招安」 了所有紋理，鋪在白米飯上嘎
吱作響，齒間的油花猛地跳起，打出的都是
三分球。牛胸肉可鹽可甜，軟嫩的時候能跟
纖維融為一體，而帶着 「脾氣」 的，卻也不
失樂趣。猶記得當初讓我愛上一人食的，就
是那盤閃亮亮的牛腸，這是只屬於我們間的
秘密，可以屏蔽外界一切干擾，全力以赴跟
它一起奔跑。脂肪不能搶戲，但也絕不要烤
丟，翻面到每個角度都剛剛好，火上的香氣
鑽到鼻腔最深處，眼裏淚光閃閃，不禁嘆一
句，頂峰相見。

日劇《孤獨的美食家》裏，五郎那句
獨白已成名言： 「不被時間社會束縛，幸福
地填飽肚子的時候，瞬間隨心所欲；這種不
被任何人打擾享受美食的孤高行為，是每個
現代人都平等擁有的最好治癒。」 雖然經
典，但每每想起依舊感懷，彷彿呆在生活的
臂彎裏換個姿勢，又找到了新的溫暖安慰。

桂林市中心某酒店大堂擺
放着一塊地圖板，上面清晰標
示酒店周圍的兩江（灕江、桃
花江）四湖（木龍湖、桂湖、
榕湖、杉湖）位置，從酒店出
發，可步行抵達東西南北各景
點。

老祖宗建城充滿智慧，桂
林山水秀美是天然優勢，從公
元前秦朝的桂林郡到如今的廣
西桂林市，經歷歷史滄桑，城
市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二十
多年前，市府為提高品味，打
通 「兩江四湖」 環繞市區的死
水部位，建了多座橋樑，堪輿

學者指橋樑有鎖水留氣納財之
效。

桂林的 「龍脈」 一直為人
津津樂道，參觀靖江王府時，
導遊大講風水。據說明朝初期
分封藩王，朱元璋將他偏愛的
侄孫朱守謙分到桂林做靖江
王，派軍師劉伯溫等人到桂林
選址建王府。

建成後的王府北有疊彩
山，南有象鼻山，府內有獨秀
峰，三山自南向北一線排列，
兩側的灕江和桃花江是天賜的
護城河，此王府堪稱風水傑
作，被譽為 「南國紫禁城」 。

為避免衝撞天子，據說劉
伯溫布下三個風水局，其中一
個是讓府內的獨秀峰偏離王府
中軸線，此舉令王府安全存活
二百八十年，世襲了十四位藩
王。





遊桂林之感

校園生活

膜拜一人食

了解《紅樓夢》作者曹雪芹
家世的人都知道曹家祖上是 「包
衣」 出身，隸屬上三旗之一的正白
旗。據周汝昌《曹雪芹小傳》所
言，曹雪芹的始祖名叫曹世選，約
於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
一六一九）前後，被滿洲軍隊俘
虜，成為滿族正白旗旗主多爾袞麾
下的奴隸─ 「 『包衣』 是滿語
音譯，就是 『家裏的』 『家下
的』 ， 『家奴』 的意思」 。因此
「曹雪芹是個 『旗下人』 ，也可以

說作是 『在旗的』 ；稍 『文』 一
些，說作 『八旗人』 ，或省稱 『旗
人』 」 。

漢人一旦入 「旗」 ，自然生
活習俗都要照 「旗人」 的規矩來，
不能再沿襲過去漢人的傳統─

這就使得 「旗人」 中的漢人與一般漢人（民
人）有了 「區隔」 ，如可以和滿人通婚，女
性不裹小腳等。滿人入關前就入旗的 「舊有
功勳」 者，如曹家的 「世代內務府包衣旗
人」 身份（屬於 「滿洲旗人」 ，和 「漢軍旗
人」 還不是一回事），通常在漢人入旗者中
資格更老，地位更高。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曹雪芹曾
祖父曹璽的夫人孫氏能成為康熙的保姆／乳
母；也就不難理解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女兒能
嫁給平郡王訥爾蘇成為郡王福晉；更不難理
解康熙六次南巡，何以曹寅的織造府能 「接
駕」 四次： 「包衣」 是信得過的家奴，而曹
家在康熙朝更不是一般的 「包衣」 ─康
熙曾親口稱保姆／乳母孫氏為 「吾家老
人」 ，在孫氏夫人生前即封其為 「一品夫
人」 ，住在這樣的 「包衣」 家裏，康熙放
心。

然而也就是這樣格外的 「恩寵」 ，導
致曹家在 「迎駕」 過程中落下了巨額虧空，
而與皇族關係親密，自然也就捲入了皇室的
「家務事」 ─皇子們的傳位之爭。由於

曹家與傳位之爭中落敗的皇子們走得近，到
了雍正承繼大統，曹家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當初 「接駕四次」 「把銀子花得淌海水似
的」 豪舉，如今卻成了新皇要追討虧空嚴加
治罪的由頭。

曹家與皇室複雜的主奴糾葛引發的政
治風波，說起來竟然成了《紅樓夢》得以產
生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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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愛──是一個動詞。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B 3 小公園

過去的這個周末，是我曾經就
讀高中的百年校慶，不少 「大咖」
都蒞臨校園參加紀念活動。作為從
母校畢業的一員，我也加入眾多
「回家」 的人潮，探望仍在學校工
作的老師，看看曾經揮灑青春的校
園。

已五年未回到母校，踏入校
園，熟悉感與陌生感同時向我湧
來，熟悉的是校園風貌依舊未變，
老師們也依舊在講台與辦公室間來
回穿梭，傳道授業。可陌生的是舊
校園的周邊竟然已經拓展出一片嶄
新的空間，校史館、游泳館甚至是
大會堂已經在數年間拔地而起，儼
然有種 「學園」 感。

除了硬件，百年校慶的一系列
活動也讓我們這些回家的老同學倍
感親切，母校為每一位 「回家」 的
同學準備了貼心的伴手禮，在各個
打卡地點設置了貼心的文創紀念
品，給老同學們 「開盲盒」 的樂

趣。儘管同學們空手而來，可母校
卻不讓同學們空手而歸。

可校慶最惦念的，仍然是人。
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們在校園裏重新
相聚，儘管穿上了便裝，臉上增添
了 「班味」 ，可不變的仍然是同學
之間的親昵，曾經聚在一起暢談人
生的同學如今仍然能齊聚一堂談天
說地。

百年的時光匆匆流去，對學校
而言，同學們就如同川流的校史長
河中的小小沙礫，儘管微不足道，
卻仍然閃閃發亮。而對於每位畢業
的同學而言，能在百年校史長河
中，留下自己的小小足跡，也是人
生難以磨滅的驕傲回憶。

流行時裝最基本的元素有多
方面，當中，色調佔了一個相當
重要的位置。有名家的設計，有
優異的材質，如果缺少了色彩的
搭配，這組合就像少了一個時尚
方向。隨着每季不同的潮流傾
向，時裝的色調結合設計形式，
會變得更多樣化。

根據今個冬日的最新指標，
流行色調是啡色系列，其次是灰
色。驟眼一看，這兩組色調都比
較適宜冬日的氛圍，而除了這兩
個主色外，還有棗紅色，這濃厚
的紅色具有非常的魅力，可營造
出一種溫暖和熱情的感覺。而綠
色是象徵活力的色彩，充滿大自
然感，同樣是屬於冬的流行色彩
系列。

預告的色調趨勢中，啡色系
衣飾將會大行其道，不過，啡色
並不是一種容易穿着的顏色。這
被稱為巧克力棕的時尚色彩，魅

力來自低調中又另有一種華麗
感。配米色是經典的配色組合，
若配黑色，會顯得有點暗沉。啡
色配白色應是不錯的選擇，因為
一深一淺，效果有點像經典的米
色，白色則更為明朗一點，只要
再加一條冬日混色圍巾，就可把
色彩輕易融和起來。

除了啡色，灰色大致上較啡
色更低調，都不是耀目的色彩，
柔和的淺灰，配銀色很美，首飾
行業中，就多用銀配灰或金配啡
的組合。深或淺的灰色系列，都
可配黑色或其他色調，營造不同
的效果。

一年一度的 「雙11」 又掀起了
一陣購物熱潮，許多人在瘋狂 「剁
手」 之後，卻發現自己其實是一時上
頭、衝動消費，買回來一堆並不需要
的東西，不禁慨嘆 「世界上最遠的
路，不過是商家們的套路」 。

「以愛為名」 是商家和平台慣常
採用的推銷話術。他們會利用無孔不
入的媒體廣告和社交網絡，不厭其煩
地釋放購物消費的欲望誘餌，將 「愛
自己」 與 「消費主義」 高度綁定──
「做精緻人生的主角，就是要隨時犒
勞自己」 。製造這些 「標籤」 的核心

目的，便是通過微妙的暗示激發消費
者內心的不安全感，似乎不獲得某個
產品、不體驗某種服務、不完成符合
某種特定審美的形象塑造，就脫離了
「完美生活」 的統一標準，就會被已
達成身份認同的群體所排斥，成為挫
敗感十足的社會邊緣人。

於是乎，很多人便會在 「要對自
己好一點」 、 「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等等話術中失去了理性判斷，隨波逐
流地按照刻板印象或單一審美來包裝
自己，巨大的消費需求就這樣被憑空
製造出來。 「購物＝快樂」 、 「買買

買＝愛自己」 ，正是在這種消費主義
文化潛移默化的 「馴化與引導」 中，
不少人沉迷於 「何以解憂，唯有 剁
手」 的感官愉悅，看似自由自主、
自發自願的消費行為，其背後多是慾
望的塑造和被規劃好的選擇。在用商
業邏輯精心編織而成的消費陷阱中，
「愛自己」 從一種精神屬性的情感，
異化成物質屬性的消費，成了商家偷
換概念進行促銷的噱頭，偏離其本質
的意義。

事實上，真正的 「愛自己」 ，應
該是不被盲目跟風的趨同性潮流所裹

挾，是勇敢地為自己的生活做選擇，
是對 「成功與美好」 擁有獨立思考與
自主判斷，是對個人價值多元性具備
認知與尊重，是悅納不完美的自己，
並關注內心的豐盈與成長，無懼綻放
獨一無二的自信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