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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曾在浙江大學辦

演講會。

■張軍（右）與沈昳麗在新聞發佈會上表演

崑曲《牡丹亭．驚夢》。

■張軍（右）2002年與日本歌舞

伎藝術家市川笑也在「中日友好

之夜」大型歌舞晚會上合作演出

別出心裁的戲曲《遊園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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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鮑便於保存，因此價錢也最高。有些新聞報
道，某某女星懷孕後，與長輩到上環購買鮑魚、花
膠補身，一車（手推車）幾十萬。其實，幾十萬的
名貴海味，不會在手推車上讓你看到。
富貴人家一擲數十萬買五頭乾鮑，都不會自己揀

選，而是請名廚老師傅代為挑選，師傅選好後，海味
店用專車送到富豪家中。數十萬元的大數目（可以是
一個住屋小單位的首期），怎會在手推車上曝光？
大大隻的乾鮑，一般人家好像覺得遙不可及，反

正花不起錢，也不怎麼在意它。其實，有些乾鮑如
中東鮑是頗合乎經濟原則的，不妨去了解一下。首
先要知道的是乾鮑的種類。

兩頭鮑場面壯觀
乾鮑以頭數（一斤多少隻頭）計算，當然是一斤

頭數愈少，鮑魚個頭愈大，價錢也愈貴。乾鮑製作
質素分級排名如下：日本、中東、南非、澳洲、中
國、朝鮮、菲律賓。日本是世界一哥，日本的三大
乾鮑為網鮑（溏心大隻）、吉品（溏心濃鬱）、禾麻

（軟滑清香），這些都是
世界馳名的。
富豪請客要有氣派，

當然少不了乾鮑，日本
的頂級兩頭（一斤兩隻）
大網鮑，一隻半斤重，
碟子那麼大，在餐桌上
一放，先聲奪人，場面
十分壯觀，即使切片也有手掌那麼大。一斤乾鮑是
由三斤活鮑曬乾而成的，可想而知，未曬之前的鮑
魚有多大。兩頭或三頭的日本網鮑，成長期超過二
十年以上，物以罕為貴，當然是愈大愈有身價。因
為價值不菲，請的客人當然是至愛親朋，或名卿巨
公、達官貴人了。

兩至四頭成絕響
富貴人家很早便開始收藏稀有鮑魚，兩頭或三頭

的日本網鮑，都收藏在名商巨賈家中或食肆大亨的
倉庫中，市面上幾乎絕跡；四頭網鮑則是天之驕

子，有錢也買不到。
受經濟效益主導，世界

各地的鮑魚來不及完全成
長便被捕捉了，適合鮑魚
成長的生態環境愈來愈
少，乾鮑的個子也只會愈
出愈小。今天市面上能用
金錢買到的只有五頭鮑，

過時甚至只能買六頭或七頭鮑。　
五頭鮑每隻三 多重，非常珍貴，Ａ級貨色約五

萬至七萬元一斤，Ｂ級的也要三至六萬。據行內人
說，何家千金去年買入一批特選ＡＡ級五頭日本網
鮑，約九萬元一斤。

日本乾鮑升百二倍
自從311大地震引起輻射污染之後，日本部分海岸

線受到破壞，地質專家說，日本要恢復海岸生態起
碼要四五十年，日本的鮑魚產量，一定會受影響。　
日本來貨愈來愈少，價錢被抬高是必然的事。鮑

魚收藏家和食肆大亨都密鑼緊鼓去尋找貨源，加上
內地市場的需求日益增加，鮑魚身價愈來愈高。鮑
魚成品中，以乾鮑升幅尤甚，上世紀五十年代，三
十頭吉品鮑只是六十元一斤，現在最少要七千元一
斤，半個世紀升幅達一百二十倍。
你讀了本文，對乾鮑應該有點認識了吧，下篇續

談怎樣揀選乾鮑。 圖、文：方芳

富豪珍藏靚乾鮑

張
軍
對
崑
曲
很
執

，
不
僅
在
舞
台

上
擔
當
不
同
的
小
生
角
色
，
更
頻

頻
走
訪
不
同
的
大
學
，
將
崑
曲
之

美
帶
入
校
園
、
帶
入
人
們
的
生
活
中
，
讓
莘

莘
學
子
能
夠
接
觸
這
種
古
老
的
文
化
藝
術
。

崑
曲
之
美
誰
能
懂

很
多
觀
眾
看
完
︽
牡
丹
亭
︾
一
劇
後
，
都

說
要
找
一
本
︽
牡
丹
亭
︾
來
看
一
下
，
張
軍

對
此
感
到
很
雀
躍
，
因
為
觀
眾
透
過
演
出
對

戲
劇
產
生
興
趣
，
證
明
他
並
沒
有
白
演
。

﹁
我
覺
得
很
有
意
義
，
觀
眾
的
反
應
給
了
我
很

大
的
鼓
勵
，
這
也
是
我
做
這
個
演
出
的
基
本

原
因
，
而
我
就
在
這
些
反
應
中
，
度
過
了
十

幾
年
。
﹂

張
軍
很
自
豪
地
說
，
全
中
國
的
崑
曲
演
員

中
，
應
該
只
有
他
十
多
年
來
從
沒
間
斷
地
去

大
學
探
訪
，
跟
學
生
講
崑
曲
。
﹁
我
們
在
九

十
年
代
初
畢
業
，
那
時
很
多
人
不
認
識
崑

曲
，
主
要
是
因
為
沒
有
渠
道
去
認
識
，
大
家

當
時
都
專
注
於
經
濟
建
設
，
忙

賺
錢
養

家
，
沒
有
時
間
去
宣
傳
。
來
到
二
十
一
世

紀
，
情
況
同
樣
悲
哀
，
因
為
東
西
太
多
了
，

大
家
根
本
不
會
注
意
崑
曲
，
打
開
互
聯
網
，

沒
有
人
會
看
崑
曲
的
資
料
。
這
十
幾
年
，
我

靠

自
己
一
場
一
場
地
去
講
崑
曲
，
發
覺
它

其
實
離
我
們
很
近
，
只
不
過
我
們
沒
有
機
會

去
接
觸
。
﹂

如
果
老
是
孤
芳
自
賞
的
話
，
別
人
會
受
不

了
，
如
果
老
是
把
大
不
同
的
東
西
拿
出
來
砸

人
家
的
話
，
人
家
會
如
墮
霧
中
，
不
知
道
你

在
講
甚
麼
。
所
以
這
些
年
來
，
張
軍
一
直
在

堅
持
崑
曲
本
質
的
精
神
、
文
學
及
表
演
的
同

時
，
找
尋
一
種
通
俗
易
懂
、
能
讓
大
家
邁
進

崑
曲
世
界
的
橋
樑
。

﹁
以
往
去
大
學
，
我
講
的
話
題
都
是
一
些

比
較
容
易
聽
懂
、
可
以
互
動
的
東
西
，
講
完

以
後
，

聽
眾
不
會
排

斥
，
反
而
可
以

引
起
他
們
的
興
趣
，

讓
他
們
主
動
去
了
解
崑

曲
。
﹂
對
他
來
說
，
這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開
端
。
他
在

當
一
個
好
演
員
的
同
時
，
也
去
當
一
個
好
的

傳
播
者
，
把
關
係
建
立
起
來
。
﹁
觀
眾
中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不
是
傳
統
崑
曲
觀
眾
，
所
以

到
今
天
為
止
，
我
們
能
演
到
四
十
五
場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鼓
舞
。
﹂

在
上
海
的
大
劇
院
演
一
場
，
就
有
一
千
個

觀
眾
，
能
演
兩
場
就
已
經
很
了
不
起
。
﹁
我

們
跟
政
府
合
作
得
非
常
好
，
去
年
一
共
演
出

了
六
十
場
，
今
年
會
再
演
。
﹂
一
九
九
八

年
，
他
第
一
次
去
大
學
演
講
，
那
時
觀
眾
連

甚
麼
叫
生
、
旦
、
淨
、
末
、
丑
，
甚
麼
叫
插

科
打
諢
都
不
知
道
。
十
多
年
後
，
現
在
走
進

上
海
和
南
京
劇
場
的
人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十
都

是
高
學
歷
的
年
輕
觀
眾
。
張
軍
非
常
高
興
，

因
為
他
再
也
不
用
擔
心
演
出
的
效
果
，
只
要

投
入
，
只
要
找
到
一
種
好
的
方
法
，
把
藝
術

教
育
結
合
得
好
一
點
，
崑
曲
就
會
更
加
興

盛
，
這
是
他
一
直
堅
持
的
信
念
。

身
兼
傳
承
的
使
命

被
稱
為
中
國
的
崑
曲
王
子
，
這
是
人
們
對

張
軍
的
認
同
與
期
許
，
他
本
人
感
到
自
豪
之

外
，
也
明
白
這
個
稱
呼
背
後
所
代
表
的
責

任
。
﹁
崑
曲
的
起
承
轉
合
，
交
到
我
們
這
一

代
的
手
裡
，
有
很
多
挑
戰
，
也
有
很
多
機

會
。
以
前
的
前
輩
會
六
百
個
戲
，
傳
到
我
們

師
父
這
一
代
，
只
剩
下
三
百
個
，
再
傳
到
我

們
這
一
代
，
會
的
戲
甚
至
還
沒
到
一
百
個
。

如
果
我
們
這
一
代
沒
有
責
任
感
的
話
，
這
種

藝
術
就
會
隨

前
輩
們
的
離
世
而
慢
慢
消

失
。
所
以
，
我
有
兩
件
重
要
的
事
情
要
做
，

第
一
是
要
跟
新
的
藝
術
家
合
作
，
創
造
更
多

的
平
台
，
讓
大
眾
更
認
識
崑
曲
。
第
二
是
傳

承
，
基
本
上
我
跟
老
師
們
整
天
都
在
學
戲
，

聽
到
好
的
東
西
，
我
會
記
下
來
。
科
技
發

達
，
現
在
可
以
錄
影
、
可
以
看
視
頻
，
但
真

正
的
傳
承
，
是
靠
藝
術
家
一
代
傳
一
代
的
，

老
前
輩
不
給
你
指
點
一
下
，
你
就
是
不
會
明

白
。
我
覺
得
這
個
過
程
挺
偉
大
的
。
未
來
我

也
會
對
學
生
傾
囊
相
授
，
把
好
的
東
西
流
傳

下
來
。
﹂

張
軍
認
為
除
了
基
於
責
任
感
外
，
傳
承
崑

曲
藝
術
也
是
歷
史
留
給
他
的
使
命
。
﹁
其
他

的
劇
種
大
概
不
用
傳
承
，
只
要
拚
命
地
創
新

就
可
以
。
我
為
什
麼
要
幹
這
一
行
，
為
什
麼

一
定
要
我
傳
承
呢
？
時
代
越
來
越
開
放
，
這

一
行
之
所
以
能
夠
百
花
齊
放
，
是
因
為
每
個

年
輕
的
演
員
都
不
安
於
現
狀
。
我
們
充
滿
激

情
，
願
意
踏
實
地
把
事
情
做
出
來
，
戰
戰
兢

兢
、
勤
勤
懇
懇
地
往
前
走
。
可
能
有
人
會
批

評
說
不
好
，
但
也
可
能
會
有
人
稱
讚
。
就
像

我
兩
年
前
做
自
己
的
劇
團
一
樣
，
很
開
心
，

也
沒
甚
麼
負
擔
和
壓
力
。
﹂

認
識
崑
曲
小
生

張
軍
當
年
寫
下
︽
我
是
小
生
︾
這
本
自

傳
，
他
原
本
是
想
製
作
一
本
寫
真
集
，
讓
孩

子
看
看
爸
爸
很
帥
的
一
面
，
同
時
把
自
己
年

輕
的
樣
子
留
下
來
。
但
後
來
出
版
社
跟
他

說
，
書
中
一
定
要
有
他
的
自
述
，
最
少
要

五
、
六
萬
字
，
於
是
他
就
跟
編
輯
一
起
寫
。

寫
完
回
頭
一
看
，
發
覺
這
是
送
給
自
己
的
青

春
一
個
非
常
棒
的
回
憶
。

他
坦
言
當
崑
曲
演
員
真
的
很
辛
苦
，
從
十

二
歲
開
始
進
戲
校
學
習
，
到
寫
這
本
自
傳
時

三
十
四
歲
，
二
十
多
年
來
他
不
斷
搬
家
，
不

停
地
嘗
試
新
的
東
西
。
﹁
我
離
開
原
來
的
生

活
，
不
停
地
把
很
多
東
西
丟
掉
，
有
時
像
沒

有
根
一
樣
。
當
時
考
進
崑
曲
團
是
為
了
父

母
，
賴
以
為
生
的
手
藝
是
向
老
師
學
的
，
我

並
沒
有
為
自
己
活
過
。
然
而
寫
完
這
本
自
傳

後
，
我
終
於
為
自
己
活
了
一
次
，
因
為
這
本

書
記
載
了
我
這
一
輩
子
最
珍
貴
的
回
憶
。
﹂

除
此
之
外
，
崑
曲
小
生
分
四
個
行
當—

—

巾

生
、
官
生
、
窮
生
和
雉
尾
生
。
巾
生
象
徵
年

輕
、
風
華
正
茂
；
官
生
就
像
唐
明
皇
般
當

官
，
是
崑
曲
獨
有
的
；
窮
生
是
那
些
賣
油

郎
、
落
魄
的
書
生
；
而
呂
布
就
是
雉
尾
生
。

﹁
多
年
來
我
一
直
在
學
習
這
四
種
角
色
，
他
們

代
表
了
我
傾
注
在
舞
台
上
的
一
切
。
﹂

本
文
摘
自
香
港
電
台
普
通
話
台
與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華
夏
之
聲
聯
合
播
出
之
︽
文
化

名
人
面
對
面
︾。
節
目
逢
星
期
日
下
午
三
時
至

四
時
在
普
通
話
台
播
放
，
港
台
網
站(rthk.hk)

直
播
及
提
供
節
目
重
溫
。

文化名人面對面

張軍張軍──國家一級演員、上海崑劇團副團長及崑劇小生，師承著名表演藝術家蔡正仁、岳美

緹及周志剛，是俞振飛大師的再傳弟子。從藝二十餘年，曾主演過《牡丹亭》、《長生殿》、

《 襦記》及《白蛇傳》等劇目，在崑劇舞台上塑造了多個小生角色。

張軍簡介
張軍是國家一級演員、上海崑劇團

副團長，先後畢業於上海市戲曲學校

第三屆崑劇演員班、上海交通大學文

化管理專業和上海戲劇學院藝術管理

碩士專業。他專攻小生，曾主演〈驚

夢〉、〈拾畫叫畫〉、〈驚變〉、〈埋

玉〉、〈韓信拜師〉、〈亭會〉、〈斷

橋〉、〈寫狀〉等傳統折子戲，以及

《長生殿》、《牡丹亭》、《玉簪記》、

《販馬記》、《白蛇傳》、《司馬相

如》、《妙玉與寶玉》、《繡襦記》、

《一片桃花紅》、《風箏誤》等多部大

戲。其扮相俊朗、嗓音清脆、戲路寬

廣、台風瀟灑，塑造了崑劇小生中官

生、巾生、窮生、雉尾生等多種行當

的不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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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認為，沒有別的空間比園林更能夠承載崑曲之美。

■日本吉品鮑的裙邊

粒，疏密有致。

■上左是南非

五頭網鮑，右

為南非8頭網

鮑；下左南非

30頭吉品鮑，

下右為日本38

頭吉品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