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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燒餅

熱依扎中女當自強
有些人會跟風看高

收視劇，有些人會因
豆瓣評分去選戲。不

過選擇影視作品，從來都是一種主
觀判斷的事情，你可能愛上一套
「爛」片，亦會對一部神劇不屑一
看。這就是製作人和電影市場的一
種解不開的迷思。
11月份央視8套和愛奇藝同步推

出了一套都市劇《無所畏懼》，有
人評論：「這套劇無論劇情、人
物、演技，沒有一點能讓觀眾誇出
來的。」我看完這40集的劇後觀感
正好相反。
看《無所畏懼》第一集時，劇情

已把我的情緒抓住，一個中年人妻
竟在慶生日與丈夫失聯，是惡作劇
還是一部迷霧劇的序幕？導演很快
告之是都市劇的倫理情節。故事描
述熱依扎（見圖）飾演的羅英子，
被閨蜜出賣，與自己的丈夫夾帶私
逃，在公安的視頻中看到姦夫淫婦
已逍遙出國，她才意識到惡夢成
真，更可恨的是家姑老爺原來是出軌
的同謀，接二連三的悲劇情節，「唔
係咁慘啩」就吸引觀眾追看。
劇情環繞現代女
性在遭遇困境時如
何反彈，慶幸羅英
子居安思危，閒時
自學法律，在巨變
前 通 過 了 司 法 考

試，即使遭遇到打擊仍有能力積極
面對，她如何在法務職場與上司、
同事鬥法，在面對失婚的創傷，仍
要處理被連累的一屁股巨債。這種
戲軌可能內地觀眾不太喜歡，但對
香港劇迷應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片中角色的配搭也戲味十足，與
羅英子演對手的男角陳「無良」
（王陽飾），演活了一個唯利是圖
的律師，如何在金錢利誘的都市，
最終保住了一點良知。另外啜妮飾
英子的律行夥伴邱華，是農村女性
在大城市掙扎的寫照。沈羽潔飾演
靠父蔭，事事被呵護的夏舒，無知
卻善良。劇中還要點提幾位演得相
當出色的演員，包括律所主管方律
師（李煜飾），尤其演韓之通的馮
暉，那種老狐狸小人物，又未至於
大奸大惡的演繹功夫很到位。演馬
麗麗的張棪琰，貪婪卑鄙，陰謀計
算七情上面，實在是個好演員。
這類劇，主題背景是律所，自然

少不了一些法庭戲、打官司的橋
段。片中不乏引述內地法制、條例
的劇情，在香港觀眾的視覺，也是
一種不錯的國民教育，香港也擅長

拍律政法庭片，從前
的《壹號皇庭》到最
近大賣的《毒舌大
狀》，看《無所畏
懼》就像是看律師做
主角的都市小品。

一味簡單的「肉沫
燒餅」，變成慈禧做
夢夢出來的「圓夢燒
餅」，貌似文化身價

倍增。前文提到書寫飲食文化的趙
珩先生，他直言，當下的影視劇中對
於舊日風物的展現「正確率只能達
到5％，95%幾乎都是不正確的」。
影視是我從事的行業，令人汗顏。他
說：「當年北京沒有黃包車，這是江
南的說法，只有三輪，就是連人帶車
的稱呼。再比如，從前人們家裏是不
會擺唐三彩的，唐三彩是墓裏的冥
器，擺在家裏那不是瘋了？」
類似慈禧「圓夢燒餅」的編造故
事不少，現在某些寫民國的電影電
視劇，道具、服裝、場景、色調，
包括情節幾乎都不到位。記得北京
人藝的道具師為了找一個舊時代的
火柴盒，找遍全城還是都沒有，查
遍資料後自己做出來，在一個小小的
道具上大費心思，為的就是真實。錯
處太多，出了什麼毛病，心思都放在
編「圓夢燒餅」去了？我們常講生
活和真實，就是不可忽視細微末
節，小處不真，大處就不實。
趙兄還提到我在《天下第一樓》

中寫的人物，飯館裏的堂頭常貴報
菜名。「拌鴨掌7寸，7寸糟溜鴨
片，燴兩雞絲中碗，中燴四喜大
扁，扒魚唇3斤兩盤盛，葱燒海參3
斤兩盤盛，湯燒肘子兩大個，鴨骨

熬白菜兩出海，什麼盤子7寸，什
麼盤子9寸，說得頭頭是道，四鮮
果、四蜜果、四乾果、四看果」，
「說得明明白白，不像如今，堂頭
上來就會算錢。現在的民國劇裏，
客人下館子，吃完飯，堂頭上來就
要錢，這頓飯多少多少，當場要
錢，搞得雙方都挺尷尬。過去的人
吃完飯並不是現場付錢，都是『三
節』的時候統一結賬，所謂『三
節』就是端午、中秋和過年。」
北京有個老牌餐廳「康樂」是當

年一火，位於北京東單附近，1950
年開辦的一間私家飯館，主廚是個
女人名常靜，手藝爐火純青，拿手
菜炸瓜棗、桃花泛、翡翠羹。「桃
花泛」，不懂的說是炒飯，還說有
故事編得有紋有路，其實是在炸酥
的鍋巴上面，燒上紅色海鮮番茄
汁，以色形取名，「桃花泛」名字
取得好，形象又有文化。
想起當年為寫劇本去全聚德找素
材，為了寫得真實，定要刨根問
底，那時的服務生問什麼都不知
道，只會笑，一句也講不出關於烤
鴨的來歷吃法做法，促使我動筆寫
烤鴨。雖然那時的服務生不會說，
只會笑，但笑得自然，比編瞎話故
事來得真實。
多謝趙珩先生出書，多謝趙兄直

言。好好讀讀《老饕》系列，定會
大有收穫。

覺得人生存在世上，除了溫飽，最重要是有
安全感。看看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生活在戰
火地區的人民朝不保夕、流離失所、隨時喪失
生命，深感生活在這個年代的中國人很幸福，

作為普通老百姓最希望是自己的國家強大，保護到自己的
國民。近年中國人無論在海內外遇到危難時，國家都第一
時間有回應、出手相救，特別自豪自己作為中國人！
最近發生的幾件事讓世界見識到中國的大國風範。國家

主席習近平於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國舊金山舉行中美元
首會晤，舉世矚目，習主席在4天時間有10餘場活動，同
各方密集互動，為中美關係引領航向，為亞太合作擘畫藍
圖，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注入強大信心與動
力。展現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
謀大同的篤行與擔當。習主席對拜登講的那兩句話令人動
容︰「我和總統先生是中美關係的掌舵者，對人民、對世
界、對歷史都擔負沉甸甸的責任。」「這個地球容得下
中美兩國，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完全彰顯了
負責任大國領袖的智慧與魄力。
中美領導人此次會晤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基礎上，兩

國領導人探討了各領域對話合作，在政治外交、人文交
流、全球治理、軍事安全等領域達成了20多項共識。為繃
緊的中美關係加上潤滑劑，贏得廣泛讚賞。美國商界翹首
以盼，希望藉「習拜會」有助擴大工商界交流，目前不少
國民外交在進行，大家已經看到中美關係轉暖。
巴以衝突已持續一個多月，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人道主

義災難，並出現擴大外溢趨勢。國際上似乎沒有國家出手
幫助事件降溫，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向。中國領導人提出《推
動停火止戰 實現持久和平安全》推動金磚國家和國際社會
凝聚共識、形成合力，使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
正、持久解決，共促地區持久和平安全，解決巴以衝突、
恢復中東和平具有重要意義，中東國家非常認同，結果立
即有成效，目前雙方同意在加沙地帶停火4天，此次人道
主義停火包括釋放被扣押人員，並讓更多人道主義救援物
資進入加沙地帶。中國領導人又一次彰顯大國的影響力。
還有一件非常大快人心的事，中國政府出手打擊電詐罪犯，

拯救了許多人。電詐行業這麼多年屢禁不止，受害的中國人
愈來愈多，針對東南亞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嚴峻形勢，中國政
府連同緬甸、老撾、印尼等國家相關部門聯手，對果敢自治
區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家族絕不手軟，嚴打緬北電信網
絡詐騙犯罪集團，全力清剿詐騙窩點，令緬北電詐「四大家
族」敲響喪鐘。簡直是挽救了這幾個國家，自「KK園」事
件爆出後，試問還有幾多人敢去這些國家旅遊和工作？沒有
中國出手，相信這些電詐集團仍繼續害人。

真正的大國風範

法國近來受蝨患問
題困擾，公共交通、
酒店、戲院、醫院等

均見床蝨蹤跡，巴黎情況尤其嚴
重。對一些很喜歡去歐洲旅行的朋
友造成心理威脅。
一講起跳蝨毛管豎起，即使沒有
被咬，也會渾身不自在，蝨是靠吸
取動物或人類的血生存，可能會導
致動物不適、皮膚瘙癢、皮膚炎
症，甚至將疾病傳播給人類，如蚤
媒介的鼠疫等。
跳蚤跳蚤，牠們是跳躍移動的，
可以由一處跳去另外一處，由動物
的身上跳到人的身上，生存能力
高，繁殖快，可以到處產卵孵化，
特別是動物、地氈、毛公仔、被
鋪、衣物等等。有些人去旅行，一
進入酒店房間馬上將所有的行李打
開擺到到處都是，最容易吸引跳蝨
走入去，而跟隨你環遊世界。
我們除了要保持環境和家居清
潔，將每次旅行回來的衣物都要洗
乾淨才放入衣櫃，減少將跳蝨或蟲
卵帶入自己家中，定期幫寵物洗澡
清潔用藥物，找清潔公司去杜蟲滅
蚤當然是必須。

在旅途中如何避免被蚤咬呢？有
些人用蚊怕水、香茅油，各施各法，
但不是人人都可以用，而且有些人對
這些東西敏感不能用，香茅油味道
太濃烈，可能旁邊的人受不了這些味
道。幾十年前我用我外婆教給我的獨
門秘方檢驗過，證實真的有效：話
說當年我們去某個名山上看日出，天
氣非常寒冷，有不少人租棉大衣，
而我自小就對蚊蟲、蚤有親和力，
牠們專門咬我，所以我用了外婆教
我的，買一些原粒沙薑，盅爛，有
沙薑味滲出（不要用現成的做沙薑
雞的沙薑粉，因為味道不夠濃），
用那些不能用的絲襪和襪子裝成一小
袋分發給我的朋友，放在口袋裏，而
這些蛇蟲鼠蟻好怕這個味道，由頭至
尾沒有親近我，結果其他沒有用的遊
客周身一個個紅疹，我們用最便宜的
東西避免了那難受的癢。如果你去外
國他們有明文規定不能帶植物或植物
的種子，你只需要事先將這些沙薑小
包放在行李中幾天，讓你的衣服沾
有這個味道，臨出發之前一定要記
得取出來放在家裏不要帶過海關，
否則會俾人捉和罰款，甚至監禁，
切記，切記。

防蝨

對我來說，重看《新紮師
兄》的最深刻印象不是重見今
天一眾影圈巨星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的青澀臉孔，也不是勾起很多中年觀眾
年輕時代的回憶，而是再次肯定許紹雄是一
名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笑匠。
許紹雄當時只得36歲，在劇中一班好戲的
老戲骨面前當然不是老。可是，他飾演的舅
父冬的演技所綻發的姿采比起一眾前輩演員
卻不遑多讓。有時候，劇集總有沉悶的時
候。可是，只要有舅父冬的戲，便會立即將
本來已經沉下去的氣氛提起來，令整場戲的
調子變得輕快有趣，引人發噱，叫觀眾繼續
留下收看，在《新紮師兄》中起了「興奮
劑」的作用。
舅父冬是一個喜劇角色。他愚笨卻以為自

己很聰明；他其貌不揚兼老相卻以為自己風
流倜儻；他肚中沒有半點墨水卻愛吹噓自
己的學問；他不擅看人家眉頭眼額或觀人

於微卻以為自己判斷能力高；他是闖禍大
王卻以為自己智勇雙全，永遠要家人為他善
後……
照說若從劇本中理解舅父冬這個小人物，

看到的都是性格上有很多天大的缺陷。雖
然他不是奸角或反派，但亦絕對不會討人喜
歡。我相信若此角色落在很多演員手上，一
定會演成一個渾身缺點，甚至每次出場都討
人厭，專拖主角和隊友後腿的厭惡性人物。
可是，舅父冬這個角色在39年前播映時，
已經成為觀眾的寵兒和開心果。雖然他經常
闖禍和引起正反兩派角色之間不必要的衝
突，為大家惹來不少麻煩；可是，沒有人會
說討厭舅父冬。很多時候，只要大家提起
《新紮師兄》便會不期然地想起他，尤其是
他在首集的一場戲。
那一場戲是舅父冬的兩名姐姐在街上被飾

演「狐狸精」的羅蘭和太太團「踢竇」和毆
打。他護姐心切，在街頭吆喝一聲，舉起拖

把跑到街中將一班師奶打至落荒而逃。他打
人時龍精虎猛，返家後竟然說自己因被嚇破
膽而發燒。我不知道劇本本來是否有這句台
詞，但是許紹雄卻能以一句說得天真爛漫的
台詞將舅父冬的可愛和搞笑的一面呈現眼
前，叫大家忘記他的缺點，只欣賞他的「優
點」，這正是許紹雄成功創作舅父冬之處。
「無厘頭」的喜劇角色之後大行其道，許紹
雄是否應該被尊為其中一位先行者呢？
喜劇角色很難演得好，因為叫人發笑並不
容易。很多喜劇角色和演員也許曾在某段時
間走紅；多年後，他們的角色和演技卻不再
引人發笑了。你們試想想中外的喜劇演員有
多少人敵得過時代的洗禮？
今天我再看舅父冬，許紹雄沒有做任何故

意搔癢的動作或作滑稽小丑的打扮，只是按
照劇本將舅父冬有血有肉地演出來，卻依然
令我們笑得打跌，這就證明他的搞笑演技真
的受得起時間的考驗。

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笑匠

沒任何準備，當夜
筆者的責任：為15位
朋友安排入席元朗
「傳麵世家」，王榮

光師傅特別煮弄的廚師發辦晚宴。
「傳麵世家」是一家麵店，如何
製作廚師發辦食譜？
十多年前，光師傅偶然入天水圍，

為職業訓練學校講課。課餘在元朗
覓食，發現古老鄉鎮的新居民及原居
民都「吃得起」，毅然放下五星級酒
店的高級日本懷石料理師傅職位，進
入元朗，重新開始，不少舊日老闆同
事都驚訝他的決定，從懷石料理菜館
轉戰鄉鎮麵店（雖然明日北部都會
一圈的元朗人口都快越過100萬了，
不明所以的人仍以鄉鎮看待）！
從十多座位的小小麵店，孜孜不
倦不斷發展，變作座位50的興旺店
子，好不簡單。偶然機會，顧客感
覺光師傅的出品並非泛泛，單單湯
水；雲吞、魚蛋、牛腩各有不同，
牛尾牛舌牛坑腩伴隨一般店子不
會採用的京葱……突發奇想，要求
雲吞魚蛋牛腩粉麵以外更高層次的
餐飲；這要求，激活光師傅深藏、
永不流失的懷石料理手藝，追求極
致美食的心從未冷卻，所有獨特的
廚藝手勢立即浮現，歸位。
從此以後，面向街

坊客人簡單貼地的粉
麵之外，顧客特別要
求下，猶如魔術移形
換影，將本來大家都
幾乎熟悉的食材華麗
轉身，讓顧客們吃個
連聲叫好……這夜，
11月 21日，15位遠
道而來的資深為食
鬼，吃得爽快之間，
光師傅忽然宣布：
1981年的今天，便是
我進入飲食行業的首

日，服務即將開幕的尖沙咀「水車
屋」日本料理，見證紅星周潤發及葉
蒨文剪綵開幕。
悠悠四十載，光師傅打造的「傳
麵世家」成為近年街坊特別推薦的
明星麵店，行行出狀元，王榮光當
之無愧。
成就一番事業，路途哪會平坦？
遇上工作不順，人事紛爭，她會
特意幫襯光師傅，吃一盤咖喱牛腩
麵，向同行訴說只有行內人才明白
的苦楚、辛酸。
不想為她扣高帽，雖則「茶餐廳女

王」當之無愧，留她厚道的本質，稱
為「茶餐廳達人」不會惹起太多爭
議。她，就是從圍村做起，從她父
親自小苦心教導如何沖好一杯水滾
茶靚的奶茶開始，殺出巿區成就好
幾家「華嫂冰室」的華嫂。
同村成長，自小認識，一直弄錯

華嫂叫阿鶯；其實幼失生母，營養
不良，她的乳名叫「阿奀」，原名
好不漂亮：趙麗璇。
華嫂父親和叔大半個世紀之前，

便在吾鄉開設「和記冰室」，他沖的
奶茶咖啡之美味猶如鴉片，不少村人
天天追隨，上了癮。父親添了新媽
媽，阿奀有了弟弟妹妹，童年回憶豐
富起來，5歲左右，揹起弟弟在鄰居巷

里遊走送外賣，在阿爸身邊，承
傳了沖好一杯奶茶咖啡的功
力……種種原因，阿奀需要自
立門戶，讓我給她的店子命
名，她父親都在我們村子出
生，不過並非原居民。女大當
嫁，她嫁了我們同村兄弟華
哥，但阿奀阿奀叫慣了，直至
那天先母投墟回來，碰到阿
奀，老派人打招呼：華嫂……
義無反顧，為她店子命名：

「華嫂冰室」，不得更改！
十多年悠悠，從小小店子開
始，華嫂成就了一番事業。

元朗孖寶華嫂光師傅

甲煎口脂
聽，「朱唇未動，先覺口脂
香」。韋莊《江城子》裏的佳句，
跨越千百年，至現在仍猶在耳畔，
如在眼前。瞧，紅唇豐潤，清香盈
盈，這樣的女子，自然讓人陶醉。

當下，口紅依然是大多女士必備。現
代工藝生產的口紅，走的是批量生產路
線，包裝精美，小巧玲瓏，效果也還不
錯。只不過，快速生產的口紅，缺乏
「打磨」，少了體溫。在古代，口紅被
稱作甲煎口脂，製作實不易。
其實，甲煎口脂因多了「甲煎」工序，

故而從唇脂一下子華麗轉身，成為色澤紅
潤的口脂。《外台秘要》載：「口脂如無
甲煎，即名唇脂，非口脂也。」甲煎口脂
除了「口紅」的作用，還是中藥方劑，能
治「唇白」、「唇裂」和「口臭」等。
古人智慧，頗為震撼，令人咋舌。甲

煎口脂是蠟與油脂的結合體。油脂中常
常有難聞的異味，須擱進一些香料壓
制、驅離、調和。香料大多易溶於水，
難溶於油脂。古人把茅香4両、零陵香4
両、甘松粉一両半，通過一系列巧妙手
法，與油脂融合。
唐王燾所著《外台秘要》中記載了一種

甲煎合口脂之法。黃酒，可以將植物香溶

解到油脂中。把易溶於醇的香料裝入壇中
蓋上蓋，在黃酒中浸泡一晝夜，把料香溶
解到黃酒中。之後，處理溶於蜂蜜的香
料。把一両甲香、二両丁香、二両藿香、
三両沉香、二両蘇合香、二両薰陸香分別
放進石臼中搗碎，研磨成粉末，然後裝入
同一罐子中，倒入適量純蜂蜜；再加入大
棗十枚或數枚，用棉布封口，竹篾加固，
麻繩繫緊。找來木炭和鍋，鍋中放進適量
胡麻油，把黃酒及處理過的香料一起倒入
鍋中加熱。數小時後去除料渣，用棉紗布
過濾掉剩餘雜質，復倒入鍋中煎至水乾。
把黃酒泡好的香料和油脂一起加熱，高溫
使黃酒和水分蒸發，將部分香留在油中。
這樣，香料與油「合香」即完成。再次用
棉布封口，竹篾十字或雙十字平鋪加固，
用麻繩繫緊，把這油罐放置一旁備用。溶
於蜂蜜的香料經繼續處理「合香」後，取
來隔布口對口倒扣在油罐之上，對接處
用棉紗布或白紙包裹住，麻繩綁緊。
花草繁茂，鳥鳴婉轉。在山水間的泥地

上挖個坑，以齊平於下方罐子口的深度為
佳。把兩個罐子銜接處塗上和好的稀泥，
將其裹嚴實。油罐在下，埋入土中，四周
撒土隔熱。蜜罐裸露在上，周圍圍上圍
擋，加入木炭文火加熱。木炭上一層層撒

上米糠，米糠燃燒緩慢，適合慢熱。之
後，一次次反覆撒蓋米糠，火不能大，不
能熄，加熱三四個晝夜。火太大，蜜易
糊，滴落不到油罐中，既帶不了「香」，
又可能徒增糊味。經過慢慢加熱，蜂蜜和
香味攜手合入下方的油罐中。退火兩晝
夜，扒開灰燼再退火兩天，去除火燒之
味，穩定油中的香。
取出罐子，去泥解封。經棉紗布再次
過濾，去除雜質。溶於蜜的香料和油也
「合香」完成。此時的液體為青蒿色，用
勺子舀出，盛入瓷瓶中，蓋蓋擰緊暫存。
一系列工序過後，兩次「合香」結束。此
即古人口中的「甲煎法」。將鍋燒熱，放
入適量蜂蠟，煮至沸騰。分批加入乾紫
草，給蜂蠟持續染色，直至色澤濃淡令
人滿意為止。趁熱把蜂蠟過濾一遍，按甲
煎與蜂蠟四比一的比例，加入之前處理好
的甲煎香油調和，然後冷卻凝固。味香色
艷質潤的古代口紅便製作完成。
甲煎法製作的古代「口紅」，費時費

力，選料和人工成本都高，工序也不易把
握，卻是實實在在的汗水和時間澆灌出來
的天然健康之品。塗於唇上，有情感有體
溫，紅潤適中，口齒散香。甲煎口脂選料
考究，純手工製作，用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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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出狀元，從
低做起，由麵起家
的光師傅，從5歲送
外賣的華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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