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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被
傳
媒
形
容
為
﹁
史
上
最
強
悍
港

女
﹂，
在
街
頭
扯
㠥
跪
在
地
上
男
友
的
頭
髮
，

掌
摑
了
十
四
巴
掌
的
事
件
，
我
因
好
奇
心
上

網
看
了
片
段
，
之
後
心
內
一
直
感
到
極
為
不

安
，
難
以
接
受
在
現
代
社
會
竟
發
生
這
種
野

蠻
的
欺
凌
事
件
。
這
紀
錄
片
更
登
上
了
國
際
傳
媒

網
絡
，
讓
香
港
男
人
女
人
都
面
目
無
光
，
痛
恨
該

女
子
令
全
港
人
蒙
羞
。

與
友
儕
討
論
事
件
，
竟
有
幾
位
為
人
母
親
者
異

口
同
聲
說
：
﹁
那
男
的
為
何
甘
願
跪
㠥
被
打
而
不

離
開
？
如
果
是
我
的
兒
子
，
我
會
心
痛
他
太
無
用

了
！
﹂﹁
男
兒
膝
下
有
黃
金
，
害
怕
抵
得
過
尊
嚴

嗎
？
﹂

的
確
，
在
許
多
人
斥
責
此
狠
毒
女
子
之
同
時
，

更
多
人
對
男
的
﹁
哀
其
不
幸
，
怒
其
不
爭
﹂。
為
何

堂
堂
一
個
男
子
漢
、
成
年
人
，
仍
不
懂
得
保
護
自

己
和
個
人
的
尊
嚴
？
當
時
街
上
許
多
人
叫
他
起

來
，
他
仍
然
不
敢
站
起
身
，
他
如
何
看
待
自
己
的

價
值
？

世
界
上
有
許
多
不
同
形
式
的
欺
凌
事
件
，
輕
微

的
有
小
學
生
以
強
欺
負
弱
者
、
嚴
重
的
有
種
族
的

殺
戮
；
還
有
變
態
男
長
期
禁
錮
弱
女
、
惡
主
人
鐵

鍊
鎖
傭
人
等
等
，
聽
來
令
人
心
寒
的
凌
虐
。
有
些

事
件
發
生
長
達
幾
年
至
十
多
年
，
我
們
都
奇
怪
，
為
何
當
事

人
可
以
忍
受
這
麼
長
時
間
而
不
反
抗
或
逃
走
，
真
的
沒
機
會

嗎
？
還
是
早
已
信
心
盡
失
？

綜
觀
所
見
，
被
欺
凌
者
常
是
自
信
心
極
低
、
自
尊
心
嚴
重

受
損
、
自
我
保
護
能
力
弱
、
不
懂
自
保
、
不
曉
得
自
己
也
擁

有
個
人
權
力
等
。
所
以
，
在
孩
子
從
小
至
大
，
又
或
發
現
子

女
、
學
生
或
朋
友
中
有
信
心
甚
低
的
人
，
我
們
必
須
要
教
導

他
們
，
讓
他
警
覺
自
己
應
有
的
尊
嚴
和
權
力
，
以
能
自
保
。

每
個
人
都
應
知
道
尊
重
別
人
，
無
論
對
方
的
智
商
、
種

族
、
地
位
、
身
份
如
何
，
他
們
與
我
們
一
樣
，
都
有
生
命
和

個
人
的
尊
嚴
。
欺
壓
者
常
自
以
為
高
人
一
等
，
男
女
戀
人
之

間
也
如
此
，
實
在
可
憐
，
這
樣
心
態
的
人
，
能
有
長
遠
的
幸

福
嗎
？

百
家
廊

朵
　
拉

令港人蒙羞的欺凌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我
們
﹁
小
圈
子
﹂
的
﹁
文
化
沙
龍
﹂
不

定
期
舉
行
，
上
一
回
講
﹁
儒
家
對
中
國
民

主
發
展
的
影
響
﹂，
已
經
是
去
年
初
的
事
。

那
一
回
，
小
胖
子
說
：
﹁
有
人
認
為
儒
家

思
想
妨
礙
了
中
國
的
民
主
發
展
。
﹂
問
我

有
甚
麼
看
法
。
我
經
常
會
﹁
答
非
所
問
﹂，
先
反

問
他
認
識
世
上
有
幾
多
種
﹁
民
主
﹂，
以
及
中
國

儒
家
派
的
基
本
政
治
觀
是
甚
麼
。
小
胖
子
驚
問
，

怎
麼
﹁
民
主
﹂
還
要
分
類
？
然
後
我
略
述
最
簡
單

的
﹁
直
接
民
主
﹂
和
﹁
間
接
民
主
﹂，
小
胖
子
也

不
蠢
笨
，
便
說
今
天
世
界
上
每
一
個
現
代
化
社
會

都
不
可
能
實
行
﹁
直
接
民
主
﹂
！

再
然
後
，
我
問
小
胖
子
知
否
先
秦
儒
家
、
漢

儒
、
宋
儒
的
學
術
觀
和
政
治
觀
，
這
個
就
超
越
了

小
胖
子
的
認
知
範
圍
了
。
小
胖
子
辯
解
說
，
這
不

是
他
的
疑
問
，
只
因
有
一
班
主
修
哲
學
的
大
學
生

朋
友
討
論
這
個
話
題
，
實
在
不
關
他
的
事
。
我
便

簡
介
說
，
﹁
孔
曰
成
仁
﹂、
﹁
孟
曰
取
義
﹂
要

知
；
漢
代
人
認
為
儒
家
是
﹁
取
人
君
、
順
陰
陽
、

明
教
化
﹂
亦
要
知
。
簡
單
來
說
，
儒
家
的
政
治
觀

是
﹁
賢
治
﹂，
西
方
講
的
﹁
直
接
民
主
﹂
是
﹁
眾

治
﹂，
現
代
的
﹁
代
議
政
制
﹂
亦
算
﹁
賢
治
﹂，
中

西
﹁
賢
治
﹂
的
差
異
在
於
怎
樣
﹁
選
賢
﹂。

結
論
，
當
然
是
叫
小
胖
子
和
他
的
大
學
生
朋
友

回
去
多
讀
書
，
然
後
才
好
去
討
論
甚
麼
。
否
則
，

都
是
﹁
清
談
誤
國
﹂
而
已
。

這
回
是
第
二
次
﹁
文
化
沙
龍
﹂，
由
﹁
陳
大
師
﹂
講
何
謂

風
水
，
小
胖
子
缺
席
。
大
師
的
開
場
白
是
引
用
相
傳
晉
代
郭

璞
所
著
︽
葬
書
︾
的
名
句
：
﹁
葬
者
乘
生
氣
也
。
氣
乘
風
則

散
，
界
水
則
止
。
古
人
聚
之
使
不
散
，
行
之
使
之
有
止
，
故

謂
之
風
水
。
﹂

簡
而
言
之
，
搞
﹁
風
水
﹂
就
是
聚
積
﹁
生
旺
之
氣
﹂，
留

為
己
用
。
按
此
理
論
，
在
有
生
旺
之
氣
的
地
方
安
葬
先
人
，

可
以
福
蔭
後
人
；
在
有
生
旺
之
氣
居
住
和
辦
事
，
可
保
吉
利

順
遂
。
﹁
風
﹂
太
猛
會
吹
散
旺
氣
，
有
﹁
水
﹂
則
可
幫
助
聚

氣
。﹁

氣
﹂
這
個
概
念
，
是
華
夏
文
明
的
重
要
特
徵
。
家
母
少

年
失
學
，
只
上
過
一
兩
個
學
期
的
小
一
，
七
十
多
年
後
，
還

記
得
當
時
學
︽
幼
學
瓊
林
︾
的
開
場
白
：
﹁
混
沌
初
開
，
乾

坤
始
奠
。
氣
之
輕
清
上
浮
者
為
天
，
氣
之
重
濁
下
凝
者
為

地
。
﹂
這
裡
就
包
含
陰
陽
兩
氣
具
體
反
映
的
不
同
﹁
對
立

面
﹂，
都
是
相
反
相
成
。
乾
陽
坤
陰
，
輕
重
、
清
濁
、
上

下
、
浮
凝
、
天
地
，
共
五
組
，
前
者
屬
陽
、
後
者
屬
陰
。
現

在
香
港
小
朋
友
讀
洋
書
太
多
，
讀
中
國
典
籍
太
少
，
儒
家
、

陰
陽
等
等
，
都
很
陌
生
。

陳
大
師
指
出
當
代
中
國
人
對
﹁
風
水
﹂
常
有
錯
誤
期
望
，

以
為
用
﹁
風
水
﹂
幫
你
弄
些
擺
設
，
就
可
以
改
運
。
以
為
每

一
個
住
宅
單
位
都
有
﹁
文
昌
位
﹂、
﹁
財
位
﹂
可
用
。
果
如

是
，
世
上
還
有
人
讀
書
成
績
不
合
格
嗎
？
還
有
窮
人
嗎
？
風

水
之
目
的
，
在
於
擇
地
，
找
一
個
適
合
居
住
的
地
方
。
讓
先

人
住
的
是
陰
宅
風
水
，
讓
生
人
住
的
是
陽
宅
風
水
。

我
補
充
說
，
現
在
香
港
泰
半
住
宅
的
﹁
風
水
﹂
都
不
好
。

何
解
？
風
水
是
按
中
國
傳
統
觀
念
建
立
，
現
在
香
港
民
間
流

行
一
孩
政
策
，
許
多
人
只
得
一
粒
掌
上
名
珠
。
按
古
人
的
觀

念
，
是
為
﹁
絕
嗣
﹂，
即
是
﹁
無
仔
送
終
﹂
的
命
運
。
如
果

曾
經
禮
聘
風
水
師
指
導
，
真
要
叫
他
﹁
回
水
﹂
！

民主與風水的局限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電
影
︽
傲
慢
與
偏
見
︾
裡
有
一
場
金

碧
輝
煌
的
舞
會
，
鑽
石
似
的
水
晶
燈
光

灑
遍
舞
場
每
一
角
落
；
此
一
幕
場
景
，

印
象
深
刻
。
上
周
來
到
這
幢
有
一
百
五

十
年
歷
史
的
貴
族
莊
園
喝
下
午
茶
，
感

受
電
影
裡
的
豪
門
夜
舞
。

位
於
北
倫
敦
的
布
魯
克
莊
園
︵B

rocket
H
all

︶
誕
生
過
兩
位
首
相
、
是
風
流
王
子
幽

會
情
婦
的
陽
台
、
詩
人
拜
倫
與
情
婦
吟
詩
作

對
之
處
。
莊
園
內
發
生
的
男
歡
女
愛
曾
經
搬

上
熒
幕
；
而
銀
幕
上
的
浪
漫
故
事
，
也
自
莊

園
取
景
。

莊
園
建
於
一
七
六
零
年
，
由
蘭
姆

︵M
athew

L
am
b

︶
家
族
擁
有
。
蘭
姆
的
媳
婦

是
王
子
︵
即
後
來
的
佐
治
六
世
︶
情
婦
，
王

子
夜
訪
時
送
的
一
幅
名
畫
，
至
今
仍
高
掛
跳

舞
廳
。
蘭
姆
的
孫
子
是
維
多
利
亞
女
皇
登
基

時
的
首
相
，
年
輕
的
女
皇
不
恥
下
問
，
經
常
去
莊
園
請

教
謀
臣
。
但
這
位
首
相
的
妻
子
卡
露
蓮
則
與
拜
倫
相

戀
，
故
事
後
來
拍
成
電
影
︽
紅
杏
癡
魂
︾︵
一
九
七
二

年
︶，
由
李
察
張
伯
倫
飾
演
拜
倫
。
據
說
，
前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也
在
莊
園
裡
寫
回
憶
錄
。

布
魯
克
莊
園
擁
有
五
百
英
畝
公
園
和
兩
個
高
爾
夫
球

場
，
對
外
出
租
，
供
婚
宴
住
宿
打
球
。
那
天
偕
友
去
喝

典
型
英
式
下
午
茶
，
因
園
方
規
定
，
禁
止
客
人
穿
牛
仔

褲
和
波
鞋
，
被
迫
扮
紳
士
淑
女
，
渾
身
不
舒
服
。
一
壺

紅
茶
，
三
文
治
糕
餅
甜
點
，
十
分
飽
肚
，
每
位
盛
惠
三

十
英
鎊
︵
約
四
百
港
元
︶。

最
重
要
是
參
觀
莊
園
，
體
驗
皇
室
與
貴
族
的
生
活
。

莊
園
裡
擺
滿
中
國
瓷
器
和
家
具
；
當
年
王
子
住
的
﹁
龍

宮
﹂，
現
改
為
古
色
古
香
的
﹁
中
國
室
﹂。
圖
書
室
門
外

掛
滿
貴
賓
參
觀
的
照
片
，
其
中
一
幅
十
分
惹
眼
，
是
中

國
銀
行
的
員
工
合
照
。

離
開
時
，
從
遠
處
望
去
，
小
橋
流
水
旁
、
綠
草
如
茵

的
高
爾
夫
球
場
上
，
有
幾
位
黃
臉
孔
球
手
正
在
﹁
比

武
﹂，
傳
來
喧
嘩
刺
耳
的
普
通
話
，
大
煞
風
景
。

貴族莊園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子
曰
：
﹁
舜
其
大
知
也
興
！
舜
好
問
以

好
察
邇
言
，
隱
惡
而
揚
善
，
執
其
兩
端
，

用
其
中
於
民
，
其
斯
以
為
舜
乎
！
﹂
依
我

愚
見
解
讀
，
即
是
孔
子
說
，
﹁
舜
可
稱
是

有
大
智
慧
者
，
好
向
別
人
發
問
，
又
留
意

到
眼
前
周
圍
的
議
論
。
容
人
短
處
，
揚
人
的
好

處
，
掌
握
事
理
的
正
反
兩
面
，
以
公
正
的
方
法

來
治
理
民
眾
。
這
該
是
舜
之
所
為
矣
！
﹂
舜
是

明
君
。
然
而
，
正
所
謂
﹁
關
公
也
有
對
頭
人
﹂，

歷
史
上
，
任
何
一
位
明
君
都
有
批
評
者
。
關
鍵

是
，
當
權
者
如
何
去
接
納
批
評
，
分
析
民
意
，

就
事
論
事
以
務
實
態
度
處
理
之
，
執
政
為
民
，

以
大
局
為
重
。
明
君
也
。

上
周
四
，
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C

Y

︶
親
臨
立

法
會
出
席
答
問
會
，
看
來
是
為
上
任
後
第
二
個

施
政
報
告
前
作
諮
詢
。
短
短
兩
個
小
時
，
有
十

多
位
立
法
會
議
員
就
最
近
城
中
熱
門
議
題
向
特

首
提
問
。
現
場
有
電
視
直
播
，
透
明
度
高
。
由

選
民
直
接
或
間
接
選
出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
其
議

政
水
平
和
是
否
為
民
代
言
的
情
操
，
是
否
一
位

真
正
的
好
議
員
，
立
竿
見
影
，
選
民
心
中
有

數
。香

港
現
狀
正
如
市
民
所
知
，
世
界
複
雜
多

變
，
經
濟
發
展
困
難
重
重
。
香
港
是
十
分
敏
感
的
都
市
，

備
受
世
界
最
頂
尖
經
濟
實
體
美
國
和
自
己
祖
國
的
影
響
。

坦
白
說
，
香
港
的
競
爭
力
日
漸
退
弱
。
﹁
發
展
方
是
硬
道

理
﹂，
港
人
殷
切
期
望
我
們
的
掌
舵
人—

—

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順
風
順
水
去
完
成
他
的
治
港
理
念
和
承
諾
，
把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更
繁
榮
，
社
會
和
諧
，
民
生
改
善
，
共
圓
幸
福
中

國
夢
。
遺
憾
的
是
，
說
句
老
實
真
話
，
正
如
很
多
市
民
內

心
痛
惜
的
感
慨
話
，C

Y

可
真
像
現
時
應
市
的
大
閘
蟹
一

樣
，
手
腳
被
綁
，
動
彈
不
得
，
施
政
寸
步
維
艱
。
眼
看
雖

有
祖
國
不
斷
支
援
，
然
而
，
在
複
雜
的
國
際
形
勢
下
，
反

對
派
企
圖
或
意
圖
在
港
搞
破
壞
爭
話
語
權
，
不
少
﹁
內
奸
﹂

裡
應
外
合
推
波
助
瀾
，
公
然
甚
至
人
身
攻
擊
，
肢
體
衝

撞
，C

Y

從
容
面
對
，E

Q

之
高
令
人
欽
佩
。
我
們
的
特
首
梁

振
英
臨
危
不
亂
，
有
條
不
紊
逐
一
解
答
問
題
，
看
得
出C

Y

做
足
功
課
，
所
有
數
據
、
理
據
，
有
備
而
答
，
曉
之
以

理
。
當
然
，
那
些
一
心
想
搞
破
壞
者
另
有
目
的
又
當
別

論
。
衷
心
期
待
我
們
的C

Y

一
定
要
保
持
鎮
靜
，
以
民
為

本
，
把
發
展
經
濟
、
改
善
民
生
、
造
福
香
港
為
首
要
。
當

之
無
愧
當
明
君
。

從容應對 以民為本
思　旋

思旋
天地

自
從
小
狸
開
寫
這
個
專
欄
，
幾
年
來
已
寫
過
不
少
次

﹁
即
將
消
失
的
行
業
﹂，
唯
每
次
中
招
者
都
不
同
，
而
且
更

新
速
度
越
來
越
快
。
就
在
人
們
還
在
緬
懷
唱
片
行
和
照
相

館
的
時
候
，
一
些
在
今
天
看
來
仍
屬
家
常
甚
至
熱
門
的
行

業
，
其
實
也
已
經
大
步
流
星
奔
向
夕
陽
了
，
而
促
成
這
一

現
象
的
背
後
力
量—

—

科
技
的
進
步—

—

發
展
之
快
，
直
讓
人
慨

歎
不
已
，
甚
至
有
點
恍
如
置
身
科
幻
電
影
之
中
。

在
小
狸
通
過
手
機
微
信
剛
剛
看
到
的
一
篇
帖
子
中
，
羅
列
了

最
新
的
﹁
即
將
消
失
的
行
業
﹂，
其
中
首
當
其
衝
是
記
者
。
文
章

稱
，
未
來
超
過
九
成
的
記
者
會
消
失
，
因
為
﹁
結
合
大
數
據
和

人
工
智
能
，
利
用
軟
件
開
發
的
模
板
、
框
架
和
算
法
，
︵
計
算

機
能
夠
︶
瞬
間
寫
出
上
百
萬
篇
報
道
﹂。
聽
來
像
是
天
方
夜
譚
，

但
事
實
上
，
這
已
經
是
美
國
一
家
公
司
正
式
提
供
的
業
務
，
而

︽
福
布
斯
︾
雜
誌
更
已
經
成
為
了
他
們
的
客
戶
。

第
二
個
可
能
消
失
的
是
目
前
人
人
羨
慕
的
銀
行
職
員
，
理
由

是
商
業
周
刊
中
文
網
稱
，
﹁
未
來
十
年
，
中
國
內
地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現
金
使
用
會
消
失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
網
銀
或
移
動
支
付
﹂，
這
也
就

意
味
㠥
﹁
絕
大
多
數
中
小
銀
行
如
果
不
把
前
台
業
務
外
包
，
將
難
以
生
存
。
﹂

第
三
個
即
將
消
失
的
行
業
更
科
幻
，
竟
然
是
司
機
，
原
因
是
﹁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
將
在
不
遠
的
將
來
成
為
主
流—

—

這
依
舊
不
是
拍
腦
門
的
設
想
，
而

是
真
刀
實
槍
的
事
實
：G

oogle

的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如
今
已
在
矽
谷
一
○
一
高

速
公
路
上
穿
梭
，
而
包
括
奧
迪
、
豐
田
、
奔
馳
等
在
內
的
諸
多
汽
車
廠
商
也

都
在
㠥
手
研
製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

接
下
來
消
失
的
還
有
廣
大
的
流
水
線
工
人
，
因
為
機
器
人
勢
必
越
來
越
靈

巧
先
進
，
勢
必
將
成
為
車
間
的
主
力
。
目
前
，
全
球
最
大
的
代
工
企
業
富
士

康
已
經
公
佈
了
﹁
百
萬
機
器
人
大
軍
﹂
計
劃
，
而
其
機
器
人
手
臂
已
經
可
以

進
行
簡
單
的
操
作
。

而
目
前
已
逐
漸
顯
露
頭
角
的3D

打
印
技
術
，
在
未
來
會
顛
覆
整
個
製
造

業
。
通
過
這
個
神
奇
的
技
術
，
未
來
人
們
不
管
是
買
杯
子
還
是
買
房
子
，
都

可
以
直
接
打
印
出
來
，
省
卻
了
中
間
的
製
造
和
物
流
環
節
，
便
宜
又
快
速
，

當
然
，
結
果
就
是
製
造
商
和
物
流
公
司
消
失
了
。

最
後
再
說
一
個
最
有
趣
而
將
面
臨
消
失
的
職
業
：
模
特
。
目
前
，
帶
有
高

科
技
含
量
的
增
高
手
術
醫
學
項
目
已
在
進
行
中
，
而
利
用
電
腦
勘
測
丈
量
臉

部
細
節
，
隨
後
量
身
定
製
出
完
美
五
官
的
﹁
超
微
科
技
﹂
也
已
有
人
在
研

發
，
這
意
味
㠥
未
來
人
人
都
可
以
變
得
高
挑
美
麗
，
時
裝
秀
看
街
上
就
行

了
。這

一
通
看
下
來
，
有
點
驚
，
有
點
爽
，
然
後
突
然
覺
得
有
點
無
聊
，
更
有

一
大
點
的
擔
心
。
未
來
的
世
界
，
完
美
卻
乏
味
，
從
文
章
到
產
品
到
姑
娘
，

全
是
電
腦
作
品
，
漂
亮
沒
瑕
疵
，
但
也
因
此
沒
有
了
激
情
、
溫
度
、
個
性
和

一
顆
能
改
變
一
切
的
心
。
正
因
如
此
，
小
狸
堅
信
一
切
消
失
的
東
西
會
有
一

天
再
重
生
，
因
為
好
和
美
都
是
相
對
的
。
就
像
老
話
說
的
，
分
久
必
合
，
合

久
必
分
。

消失的重生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9月遊走中國內地，無論走到哪個城市，哪個餐
廳，他們似乎相約，都在牆上貼㠥標語和圖畫
「不浪費，不剩菜，要節約，吃不完，帶㠥走」。
除提醒點菜的人別點過頭了，餐廳還鼓勵將吃不
完的菜餚打包帶走。
20年前初次走進內地，當地朋友請客，餐點之

豐富和多樣，不只叫人大開眼界，還應該以瞠目
結舌來形容。對㠥滿桌子的多種湯，多種肉，多
種魚，還有當地特色菜，各類蔬菜、另加麵條、
米飯、餃子、包子、餅子各種主食和水果。量之
大，樣之多，叫我在這裡不得不一再重複：打從
開始的冷菜，繼續來熱菜，加湯水，再加麵食，
再加甜點，數不清多少樣，遠方的客人報以目瞪
口呆。
那個時候我們這裡請客，一般也就是四菜一

湯，重要客人最多再加一兩樣，招待的頂高級
別，來個八道菜包括甜品，已經叫豐富又充裕。
見識不廣的人被中國人請客，心裡沒有數，但吃
了四五樣，覺得肚子已經飽脹，其他的再來，最
多也只是筷子沾一下，結果，看㠥菜餚一盤一盤
疊高，最後幾乎沒有人動筷子，大家都沒法再吃
了，菜不但沒撤下，且還在繼續上。
這樣的景觀固然讓人感受到主人的無比熱情和

盛情，可是，習慣節約的外國來客，感覺實在太
浪費了。
朋友提起他到德國吃飯，才點兩道菜，再點第

三樣，餐廳老闆不允許，告訴他，吃完了再點，
還順便「教訓」他不得浪費，提醒他食物也是世
界資源，浪費是一種罪惡。朋友不明白的是，為

何德國人不懂得賺錢？「點了菜，吃不完，是我
付錢呀，他根本不必理會，就管賺錢好了。」朋
友是敲不醒的木魚，我也沒有辦法了。餐廳老闆
明明白白告訴他，世界資源不是屬於他一個人
的，應該存有共享的心理而不是極盡豪奢地浪
費。
社會越繁榮，人們越富有，從前的打包剩菜時

光已經完全成為過去。記得小時候，不論城裡鄉
下，宴會時總有人把吃不完的菜打包回家，隔日
切點鹹菜、大芥菜，再把剩菜倒下，加幾根辣椒
乾，檳城人的俗語叫「菜尾」。「菜尾」聽起來很
不像樣，但吃起來味道卻比「原來的菜頭」（燒雞
烤鴨鹹豬肉）還更可口。曾在霹靂州一個叫實在
遠的小城住過，那裡多是福州人，第一次參加婚
宴，大開了眼界。上菜時連帶放幾個塑料袋在桌
上，異鄉人好奇，那是做什麼用的？打包剩菜。
一個當地人回答。這真是好的習慣。那人還當指
導老師，你帶回家，隔天加點青菜什麼的，煮一
鍋，下粥很好吃。這和從前的檳城同樣的做法。
一直記得一道食譜，名字就叫「打包年菜」。作

者是台灣華人，她發現在農曆年期間，家家戶戶
過了除夕，都在為剩菜煩惱。因為中國的傳統習
俗，除夕的菜不許「光盤」，留菜意思是希望明年
仍有豐盛的收穫，豐富的食物。因此她建議，如
是早餐時間，把剩下的雞肉撕成絲，再切幾片青
瓜，當成麵包的餡，就變成三文治或漢堡包了；
午餐就處理剩餘的烤鴨，加入冬粉青㡡，烤鴨味
道變得不那麼鹹，冬粉則吸收烤鴨的香味，青㡡
可以讓這道菜有新鮮的清香味。晚餐可將沒吃完

的豬肉切小塊，再把荷蘭薯也切小塊，先把荷蘭
薯炸一下，加進咖喱料，不加椰奶，添入牛奶對
身體較好，這會兒變出一道咖喱豬肉。特別記得
這三道菜，因為家裡過節，雞肉、鴨肉和豬肉，
大都吃不完。餐桌受到青睞的主角都是青菜。
剩菜如是自家人吃的，大家可以放心接㠥吃，

自從好時光在單純的社會逐漸飛逝之後，現在已
沒人敢再把剩菜帶回家。「這時代，那麼多傳染
病，同桌的人多不熟悉，誰知道他什麼病嘛！」
這話不無道理，為了健康，還是不要把別人的剩
菜帶走的好。
倘若不想剩菜，那在開始點菜時應有所計算，

中國人對朋友盛情十足，有友人到訪，恨不得把
最好的食物拿出來款待，這個我們明白，考慮到
吃不完又不帶走的話，那還是盡可能少叫點菜，
在推廣人人都成為「光盤族」的年代，大家也不
會見怪。
有人確實不愛打包剩菜回家，那麼，是否考慮

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光盤？
3月我在廈門，接受當地愛畫的小友阿順招待。

這年輕企業家對朋友的熱情沒有話說。晚飯
時間，主人和客人持相反意見，我說兩道菜
就好，最多三道。他不許，說鄉下人請飯，
要客人吃好吃飽，一直到吃不下為止，光盤
是不禮貌的行為。我拿他沒辦法，只好邊吃
邊灌輸他新思想，要他不浪費食物，希望他
下一餐不多叫，他光搖頭。餐後，我對㠥一
桌子美味佳餚皺眉，他卻毫不擔憂，一再確
認我們真吃飽了，就叫餐廳工作人員，拿來
兩個飯盒，他把菜都裝起來，再叫一個大的
米飯，然後說，你們看外頭那個老漢。
只顧埋頭享用廈門菜，竟沒注意就在玻璃

窗外，泊車的地方，一個流浪老漢在看㠥我
們吃飯。這時見阿順走到外頭，把飯盒遞給

衣服襤褸的老漢，夜色中，燈彩光影裡，皺紋滿
臉的老漢是流汗還是流了淚？
隔天中午他載我們到山上一個小廟旁吃土家

菜，土雞土魚土菜，以前住鄉下時不覺得怎麼
樣，現在卻最流行。阿順大笑起來。他是個胸懷
寬寬的年輕小伙子，三十歲上下，如不認識，絕
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那麼成功。坐在老樹下的石
凳石椅，我一邊阻止，他根本不理，來了整整十
樣菜。是這兒所有的特色菜了。這裡沒有玻璃，
沒有門，也沒有老漢，滿桌子疊高的菜餚，如何
是好？
吃飽了？自己吃得不多的阿順問清楚，叫店家

拿來飯盒，裝了兩盒的飯菜，他跑下樓梯朝廟宇
方向走去。等他回來，自己先說，剛才開車上
來，已經注意廟宇門口有兩個老乞丐。回去的路
上，果然見到兩個老乞丐捧㠥飯盒在吃飯。
自認受教育不多，沒學問，不懂事，比不上人

的阿順，堅決不剩菜。豪邁直爽，惜福且具有同
情心的阿順說喜歡我的圖畫，邀請我到廈門叫我
老師，我到廈門發現，他才是我的老師。

不剩菜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古
人
品
評
蔬
食
，
推
崇
﹁
春
初
早
韭
，
秋
末
晚

菘
﹂。
從
前
我
對
此
很
不
理
解
，
剛
開
春
的
韭
菜
很

清
鮮
，
就
連
杜
甫
都
冒
㠥
夜
雨
去
剪
，
此
乃
廣
為
人

知
的
事
情
。
菘
就
是
大
白
菜
，
並
無
特
別
之
處
，
卻

也
能
位
於
美
食
之
列
，
㠥
實
令
人
訝
異
。
後
來
有
一

個
經
營
菜
種
的
朋
友
告
訴
我
，
他
到
北
方
收
購
白
菜
種

子
，
回
來
栽
種
，
原
來
一
棵
能
收
十
幾
斤
的
白
菜
，
在
南

方
卻
﹁
縮
水
﹂
到
只
能
收
幾
斤
。
我
這
才
知
道
，
南
北
的

氣
候
以
及
土
壤
有
㠥
巨
大
的
差
異
，
白
菜
的
品
質
與
味
道

也
是
截
然
不
同
。
古
人
之
所
以
推
崇
秋
末
的
大
白
菜
，
是

因
為
北
方
在
霜
降
之
後
，
經
過
霜
打
的
白
菜
尤
其
甘
芳
清

脆
，
味
美
不
下
於
春
韭
，
故
將
兩
者
並
列
，
而
非
是
隨
意

牽
合
之
言
。

關
於
菘
一
名
的
來
由
，
宋
人
陸
佃
在
︽
埤
雅
︾
中
解
釋

說
：
﹁
菘
性
凌
冬
不
凋
，
四
時
常
見
，
有
松
之
操
，
故
其

字
會
意
。
﹂
意
為
白
菜
一
年
四
季
常
有
，
在
冬
天
的
嚴
寒

中
依
然
能
夠
生
長
，
儼
然
有
松
樹
的
節
操
，
所
以
古
人
為

白
菜
起
了
一
個
看
起
來
很
雅
的
名
字
。
不
過
從
身
價
上
說
，
白
菜
卻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平
民
蔬
菜
。
北
方
的
許
多
人
家
，
每
年
都
要
窖
藏
數

百
斤
的
大
白
菜
過
冬
，
無
非
就
是
看
中
大
白
菜
便
於
貯
存
且
又
價
格

低
廉
。
至
於
便
捷
、
易
於
烹
煮
、
味
道
大
眾
化
、
配
菜
範
圍
廣
等
系

列
優
點
，
也
使
得
大
白
菜
在
南
北
各
地
廣
受
歡
迎
。

在
我
吃
傷
了
的
菜
中
，
大
白
菜
也
是
其
一
。
幼
時
曾
隨
家
人
到
工

地
上
玩
。
在
機
械
使
用
率
還
很
低
的
年
代
，
父
輩
們
需
要
兩
人
合

力
，
用
大
鋸
把
一
抱
粗
的
木
材
鋸
成
一
段
段
。
由
於
工
地
遠
離
市

區
，
採
購
不
易
，
食
堂
每
隔
十
天
半
月
，
就
會
一
次
性
購
買
上
千
斤

的
大
白
菜
，
作
為
一
段
時
間
的
蔬
菜
儲
備
。
故
而
工
地
每
天
的
菜
都

很
單
一
：
把
大
白
菜
切
成
一
寸
來
長
的
段
，
加
上
肥
肉
片
熬
煮
，
吃

飯
的
時
候
，
連
湯
帶
汁
地
澆
在
米
飯
上
面
。
父
輩
們
幹
的
是
重
體
力

活
，
每
天
日
炙
風
篩
，
對
於
食
物
沒
有
太
多
的
講
究
，
吃
得
很
香

甜
。
然
而
，
我
卻
受
不
了
這
種
吃
法
，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就
趕
緊

﹁
逃
離
﹂
了
那
個
地
方
。

其
實
白
菜
只
要
稍
稍
肯
用
一
點
心
做
，
味
道
也
還
是
不
錯
的
。
古

籍
上
載
有
一
種
大
白
菜
的
吃
法
，
是
把
火
腿
片
、
雞
湯
與
白
菜
同

煨
，
把
鮮
味
滲
入
到
白
菜
之
中
，
然
後
撇
去
油
沫
，
以
純
素
的
面
目

示
人
。
據
說
這
是
過
去
的
宮
廷
廚
師
在
慈
禧
太
后
想
要
吃
素
時
的
特

殊
做
法
。
另
一
種
吃
法
也
很
新
穎
，
先
把
芋
頭
煨
成
芋
泥
，
然
後
加

入
大
白
菜
的
菜
心
一
同
煨
煮
。
菜
心
必
須
是
剛
剛
採
摘
下
來
的
最
為

肥
嫩
的
部
分
，
顏
色
帶
青
的
部
分
都
不
能
用
，
即
使
放
置
稍
久
也
會

影
響
菜
的
味
道
。

不
過
，
一
般
人
家
吃
大
白
菜
也
不
會
這
麼
麻
煩
。
比
較
家
常
的
做

法
是
將
之
切
絲
，
放
入
沸
水
中
略
焯
，
然
後
加
蝦
仁
、
乾
辣
子
一
同

烹
炒
，
再
滴
幾
滴
醋
，
味
道
就
很
美
。
我
喜
歡
用
罐
頭
豆
豉
鯪
魚
來

炒
大
白
菜
，
浸
染
了
豆
豉
和
魚
香
的
白
菜
，
是
一
道
下
飯
的
好
菜
。

或
者
在
有
閒
心
的
時
候
，
把
白
菜
與
肉
一
起
剁
餡
包
餃
子
，
也
是
倍

有
風
味
。

青　絲

豆棚
閒話秋末晚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