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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濟南出發去菏澤旅遊，第一站是單縣的浮龍
湖。車行駛不久，天空就下起雨來。春雨貴如油，
這不能抱怨，怕只怕雨中不能很好地瀏覽。這個南
北寬2.5公里，東西長10公里的浮龍湖，是原中國
古代四大名澤之首的孟諸澤遺址，明朝時受黃河決
口的衝擊，逐漸形成了這片湖泊水域。這裡土地肥
沃，環境清幽，各種農作物生長茂盛，被譽為「江
北西湖，故道明珠」。後經當地政府進行湖區築
島、開挖航道等各項基礎配套設施工程，逐步達到
現在的規模。
初踏上這片土地，遠遠望見碧波蕩漾的浮龍

湖，腦海裡閃出兩個熟悉的詞語：土地和水
澤。土地是神聖的，它具有創造並且豐富生命
的能力；水也同樣是神聖的，它可以流散，也
可以匯聚，能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既能滴水
穿石，也能百寒成冰。一滴水也許微不足道，
可一旦匯成江河就會波瀾壯闊。土地和水，都
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它們自然生成，
卻又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土地沙化，水
就變得澆薄；水受到污染浪費，也會造成嚴重
的後果。
一路上的淅瀝小雨，剛到浮龍湖區就停了，

風卻獵獵的，有些涼意。不期而遇的雨，倒是
把路邊的花草濯洗一新，紅的玫瑰，黃的月
季，都繽紛耀眼，綠艷紅濃。到達目的地後，
導遊並沒有帶我們去遊浮龍湖，而是先去參觀
四君子藏酒基地。何為四君子？李白、杜甫、
高適、陶沔四位詩人是也。單縣是座歷史悠久
的古城，早年不乏文人墨客在這裡遊歷、隱
居，除了寫下大量傳世不朽的詩歌，還給後人
留下他們相約梁園，同遊孟渚的典故。
縣志記載：孔子的弟子宓子賤任單父宰時，

「鳴琴而治」，政績卓著。後人為憑弔宓公，
在其扶琴舊址築起一座半月形的高台，名曰琴
台。唐代天寶年間，時任單縣縣尉的陶沔喜歡
作詩，與李白、杜甫、高適都有交往，經常結
伴暢遊單父，登琴台飲酒賦詩，成為千秋佳
話，四君子酒也由此而得名。有八字名言：
「四君子酒，君子承諾。」意為「言而無信者
必不是君子，做人應像君子那樣對待自己的承
諾」。在單縣，人們以各種文化形式體現君子
風度，其中包含中華民族傳統的忠、孝、節、
義四字美德與良善。
單父是單縣的古稱，因舜帝的老師單卷曾在

此地居住而得名。這位遠古後期東夷族中影響
較大的政治領袖和氏族首領，數千年前曾帶領
他的部落在這里耕作、漁獵，繁衍生息，因才
德兼備而受人尊敬，被尊稱為單父。歷來厚德
者皆受擁戴。舜帝對他十分崇拜，不僅拜他為
師，還有意許他天下，卻被他婉言謝絕。單父
生性淡泊，漠視名利，滿足於春耕夏種，秋收
冬藏，逍遙自得。後人為了紀念他，就把單卷
故里以「單父」命名，或以單父當作姓氏世代
傳承。史載，單父東周春秋初期屬宋國，後為
魯國單父邑，也就是今山東省菏澤市單縣，別
稱單州、湖西。
旅遊大巴沿着湖壩行駛，透過車窗，能居高

臨下地觀賞浮龍湖。但見湖面開闊，一覽無
餘，片片新蘆葳蕤叢生。大自然給這片土地帶
來了水患，也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奇蹟，這便是
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浩蕩的河水浸潤着這裡
的土地，使每一捧泥土都含有適合植物生長的
水分和養分。浮龍湖水質清澈，碧波蕩漾，是
全縣最大的魚蝦養殖基地。在葦草眾多的地
方，水紋輕蕩，浮標逐波，有人張網捕魚，黝
黑的網竿倒映水中，像一幅歲月寧靜的佐證。

按照以往的習慣，我的目光尋覓着湖中的荷
花。我以為，四月的河中是看不見荷花的，可
綠波一閃，隱約看見湖面浮出零星的葉片，然
後又閃出幾片，這就是新生的荷葉了。儘管葉
片很小，大小如孩童的手掌，有的邊緣還捲曲
着，只在水中探出鵝黃的尖角。隨着汽車的行
駛，舊年的葉莖也逐一呈現，沿途盡是枯荷的
殘梗。想來不久，它們一定會在這裡蔓延，以
頑強的能力生存，以粉紅的花和碧綠的葉，將
這片水域佔據，且亭亭玉立。
抵達水上會務中心已是下午三點，匆匆步行

浮龍湖廣場。打量四周，雲水蒼茫，視線有些
模糊。遊人以年輕人居多，他們領着孩子在這
裡休閒遊玩，放眼遠眺，遠方的生態島和漢賢
茶樓以及美麗的浮龍湖盡收眼底，三萬多畝水
域擁抱着一座座景觀小島。這時候，太陽也從
雲縫裡露出笑臉，把溫暖和光芒灑滿湖面，就
像在水漾的錦緞上跳盪，一切是那麼安然、靜
謐，那麼美好。

東、西、北三面是人工築起的大壩，南是高
出地面堅固的大堤，碧波粼粼，湖水蕩漾，湖
中蒲葦成方連片，面對眼前浩淼的水域，不知

老子當年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句是不是在這裡
悟出？在道家的學說裡，水為至善至柔之物，
有滋養萬物的德行，它使萬物得到利益卻不向
萬物索取。以水為鏡，總能消除煩惱，照耀我
們的心性。
在湖的南側，是老子曾經居住過的李集，雖然老

子曾經在這裡住過，但仍是一個不太張揚的村落。
老子一向不喜定居，每每騎牛雲遊四方，卻有那麼
一天，不經意間路過孟渚澤畔的李集，見這裡煙波
浩淼，古樸清幽，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遂
「結草為廬，束葦成牆」定居下來，從而在這裡
「觀水悟道，醉裡著經」。據說老子酒量很大，
「飲可百觚」，與孔子的「惟酒無量」、莊子的
「醉者神全」相媲美，並列為「酒中聖者」。如今
的李集依然民風淳厚，人們安居樂業，過着與世無
爭的生活。
不經親臨湖面，是體驗不到它的微妙的，我

們從旅遊中心僱了遊船，乘舟駛向浩蕩的湖
心，湖水被船槳衝出波濤，翻捲的浪花拍打兩
側的船舷。而遠處的湖水則平靜如初。坐在畫
舫之上，透過舷窗深深望向湖水，真想輕輕擁
它入懷，伸出手指攪動它的柔波，讓它自指縫
間飛濺而出，濺成無數五光十色的珍珠，親着
它呼喚着它的名字，可我只和同行的朋友一樣
輕輕地讚歎了一句：「好柔的水呀！」聲音恍
若游絲。這是醉了！
就這樣曳着宛如綢緞的水面平緩而行，突突

的馬達聲響不斷驚起葦蕩裡的水鳥，那些白
的、灰的水鳥，被馬達和浪濤之聲驚起，展開
翅膀奮力向遠處飛去，船上的人們發出一陣陣
歡呼，相互提示着水鳥的目標，目送美麗的水
鳥消失在殷紅的夕陽裡。直到我們下了船離
開，回頭看，湖水仍然靜靜的，就像一塊古老
而偌大的翡翠，閃耀着綠色水墨以及飄金的光
澤，它向我們展開歷史任其翻閱，瀚納百川卻
波瀾不驚，像一個大智若愚的長者。

香港將進入新時代

跨世紀史詩
感謝新加坡前南
洋大學香港校友會

主席林順忠先生的邀情，我出席
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歷史盛宴《世
紀．香港》。
似曾相識的名字：劉以鬯、舒
巷城、張愛玲、也斯、李碧華，
還有黃霑、許冠𠎀 、陳冠中、廖
偉棠……耳熟能詳的作品︰《鯉魚
門的霧》、《這是我家》、《胭脂
扣》、《樓梯街》、《半斤八
両》……藝術家們用文字為歷史留
下註腳，自己也成為歷史進程的
一部分。
結合了音樂、影像、文學、戲
劇表演和歷史，由一首拙樸的客
家山歌帶頭，配以已故本土作家
舒巷城寫於一九五零年的代表作
《鯉魚門的霧》中的文字及相關
的霧氣影像，再輔以南音、合
唱、童聲，拉開了一場史詩性音
樂會的序幕，也捲起了一個多世
紀前的香港帷幔。
要在不到兩個小時內講述一百
多年的香江故事，當然很不容
易，但由陳慶恩（音樂總監兼作
曲）、黎海寧（導演）及廖國敏
（樂隊指揮）等組成的創作團隊
基本上抓到歷史演變的脈搏──
從清朝思想家魏源一八四八年寫
下長篇敘事詩《香港島觀海市
歌》開始，跨越兩個世紀，藝術
性地重現香港一段段風起雲湧的
崢嶸歲月和時代情緒。

除了遙遠的戰前日子外，近代
的進程由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家筆
下的電車片段配以旋律串聯起來，
包括《張愛玲的電車》、《李碧華的
電車》、《也斯的電車》、《劉以鬯
的電車》。
電車，這種至今仍運行的古老
交通工具不但牽連着港島東西兩
端的民情，也成為緩慢流動的小
島風景見證物。
創作團隊顯然想為這座城市譜

寫一部內涵豐厚的跨世紀史詩，
抒情地呈現了不同時代的城市風
貌和民間情緒，包括由童聲演唱
的《穿樓梯街》，更諧趣跳脫又具
生活氣息，但由於表演形式和人
數眾多，獨唱、合唱、朗誦、戲
劇表演，乃至影像等，令人有點
目不暇給。
以致音樂會的主角──樂團的

樂曲演奏倒有點淪為配襯，只起
營造氣氛的作用，加上穿插了具
香港文化神韻的客家山歌、南音
和粵語流行曲等，把觀眾、聽眾
帶回懷舊隧道中，匆忙地重溫這
個東方之珠的演變，感懷逝去的
時光。
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顯然是這

場演出中音符以外的重要媒介，
部分文字更刊在場刊中，觀者可
以在演出前後查閱。但如果能在
演出中作為字幕而在舞台上打出
來，相信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即時
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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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特區政府離
任期屆滿只有四個

月，下屆政府即將選出行政長官
並建立其新的團隊，香港將進入
新時代、新人事。
本屆政府以現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為首，眾人均謹守崗位，積極
為市民服務。我們恭喜特首梁振
英料將更上一層樓，晉升為國家
級領導，顯見他在任行政長官期
間的工作成就得到國家的認可和
表揚。
梁振英領導的新任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在履任短短一個月後公佈
的財政預算案，獲得社會輿論和
市民的讚許。新任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上任後獲得很高的民望，眾
問責高官所作的表現，令市民欽
佩和敬重。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雖然曾
表示任滿後將退休，爭取更多時
間陪伴家人以享天倫之樂，我們
亦很敬佩他，特別是在即將離任
之時，香港幼兒教育將因他進入
新里程。香港教育局最新《學前
教育課程指引》隨着免費幼稚園
教育政策推出，對上一次討論版
已是零六年。這十一個年頭，整
個社會人口結構加上時代轉變，
幼教界變化很大。
當年政府推出學券計劃，為幼
教界注入新動力，同時為承擔整
個城市幼兒教育鋪路。最新課程
指引當中以加入英語課程指引、
支援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及幼小
銜接最為突破。最新課程指引把
英語課常規化，有糾偏正誤的作
用。當中提出三大重點：一，英
語為第二語言，因此學習應該引
起興趣為主；二，語言學習應該

由聽說開始，增加幼兒語音意識
（sound awareness）；三，過早
操練默寫只會拔苗助長。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以前更

是英國殖民地，但英語卻不在正
規課程大綱內，主要原因是當時
學前教育不是義務教育，香港以
母語教學為兒童發展基礎，加上
師資未能支援全英語教學，英語
不被列入課程內確是正常。但同
時產生不少問題，隨着家長知識
不斷提高，學生需要銜接小學課
程，幼稚園或多或少教授英語。
加上近年愈來愈多標榜英語的

直資、私立小學出現，它們要求
學生能在全英語環境中學習，幼
稚園家長希望孩子能一登龍門，
因此不論貧富家長也希望孩子年
紀小小說得一口流利英語，能寫
能串複雜詞彙。
但不少家長跳不出傳統思維框

架，誤會要學好英語，學生一
定要死記硬背。家長給予學校壓
力，政府沒有指引，最終受苦只
會是孩子。如今政府以兒童發展
及語言學習角度制定教學方法，
相信家校和學生也深受得益。學
習語言如嬰孩學走路一樣，不應
過分吹毛求疵，給予孩子一個愉
快學習環境，先接觸後優化才能
培養出自信孩子。

我不太同意別人把我
界定為台灣作家，雖然

自己是在台灣出生成長，但並沒有一天
把自己當成台灣人，我們是外省人。
甚至台灣的同學、朋友都沒有把我視

為台灣人。明確地說，我們是一群台灣
的內地人。在我們從小的觀念裡，就是
終究有一天，我會跟着爸爸媽媽回到內
地老家：那裡有許多我們的親戚朋友；
三山五嶽在我們的腳下；黃河長江盡收
我們的眼底。那裡是父母漂泊一生、最
終落腳的家鄉。
然而，人生總是充滿着吊詭，它有

着無法讓你預期的結果。今天台灣成了
我的故鄉，那是我青葱歲月的印記。而
我的黃金歲月卻在香港，我的寫作在香
港，我的家庭在香港，我的事業也在香
港。
回憶初作為香港人，也有很多不愉快

的經歷。那時總是聽到人家背後叫我台
灣妹！剛剛聽到這個名詞，我有受屈辱
的感覺。為什麽我有名有姓，而他們不
這樣叫我的名字呢？漸漸地，我習慣了
他們這種文化。
什麽上海仔、台灣婆、鬼佬、四眼

仔、大眼妹……這就是地地道道的香港
文化，不僅是華洋雜處，還意味着是五
湖四海集聚各方英雄豪傑之地。無論你
是黑人、白人，只要住滿七年，你就是
香港人。融入香港社會，你也很自然地
會叫他人為什麼仔、什麼佬、什麼婆、
什麼妹！賣菜的，可以叫她菜婆；賣豬

肉的，可以叫他豬肉佬。叫的人自然，
聽的人也覺親切，雙方一點也不以為
忤，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在台灣，我的閩南語就是這樣練成的，也

結交了一些本省籍的朋友。最後，我發現自
己融入了帶着日本文化的台灣社會。省籍的
矛盾，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如何融入
其社會，主要還是要看自己。即便是有人刻
意排斥，只要自己的心裡裝備夠堅強，也一
定會融入主流社會，作其中堅一分子，為自
己腳下所站的土地流下血汗。
當然，任何來自外來的人，要躋身於本

地社群，總是會遇上一些摩擦。聽說，在抗
戰的陪都重慶，逃難的同胞來自大江南北、
五湖四海都一下子湧入，少不免引起爭執，
當重慶人說：「你們這些外江人，都是喝我
們洗腳水的！」外地人頓時啞口無言，也
對！長江起源於青海。第一個流經的省份，
就是四川，以外都屬外江。所以在一個民族
的大遷徙下，最
後必然產生大融
合。進程中，所
有的矛盾甚至仇
恨，只是一個過
程。所以為什麼
華僑沒有第三
代，台灣也沒有
外省人第三代
了，因為融合。
了解到這一

人性的必然，也
就不以為意了。

外地人與本地融合

朋友到台灣探
她留學的弟弟歸

來，談起見過的教授，幽默說了
一句：「看教授們的儀容，可真
嚇人呀！」
什麼儀容呢，她津津有味形容
物理學的教授一把亂髮，十足愛
恩斯坦 / 科技教授如何不修邊幅
/ 國學教授跑在外邊，人家還以
為他是幹粗活的老漢。不過最後
補充了一句，女教授倒儀容整
潔，可是其中也有裝扮過分得像
藝員。
朋友顯然少見多怪了。她大概
看得太多舊日的影視劇集，劇中
角色的形象：畫家一定頭戴冬菇
椗的畫家帽 / 探長一定咬個半弓
型煙斗，男教授必然一身光鮮，
女教授總是端莊得像修女，都是
今日已消失的上世紀舞台形象。
最近給我們上過課的哲學教授
便貌不驚人，第一眼看去同樣嚇
人一跳，不是嗎，進入課室時像
落荒逃來的旅者，滿臉鍾馗于
思，左肩一個漲得滿滿的紅色大
布袋，右肩一個漲得滿滿藍色購
物袋，轉身時還看到他有個大背

囊。看他踉踉蹌蹌那個樣子，同
學們差點忍不住笑。可是當他上
課時解下紅袋藍袋，看到裡頭塞
滿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中英文
書，才知道他帶來的原來是「流
動書櫃」。等到他坐上講壇，一
本正經開腔，不到三分鐘，魅力
便散驚四座，同學們都為他鏗鏘
的聲調和風趣的引喻着迷了，落
荒的旅者登時像蚌開了殼露出閃
亮的珍珠，大家始領會到學問的
真正風采。
終於就了解到教授們之所以不

修邊幅，不重儀容，甚至社交談
話表現得那麼木訥，正可愛在每
天全天候在思考本身的專長；對
他們來說，幾乎連吃飯洗澡的時
間都想省下來，研究學問，真是
一寸光陰一寸金，半寸光陰都不
想浪費，哪會肯白花時間用這個
那個染髮水護髮膏整理頭髮；怎
樣刮個紳士一樣漂亮鬍子，自然
更不會講究什麼潮流美服。至於
較有成就的男教授多過女教授，
與兩性才智高下無關，女士們不
忍忽視儀容少做工夫，平心說，
也是女之常情。

教授的儀容

梧桐山的小確幸

浮龍湖覽勝

今屆奧斯卡頒獎禮本來是不錯的，賽果合理，
政治正確（黑人電影分一杯羮），又有新意（天降糖

果曲奇、觀光團參觀奧斯卡），本來頒獎禮是可以很高分的，殊不
知臨尾頒錯大獎，自廢武功，在直播200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
面前，留下烏龍一頁。相信頒錯獎的老牌影星華倫比提和菲丹
娜蕙，雖事不關己，也會為烏龍在我手，被笑足一世。
近九十年歷史的奧斯卡頒獎禮，無理由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所以最初很多人都以為開下玩笑，直至會計師行承認錯誤，才
知道真的出錯了。慣做電視大騷的朋友說，頒錯獎時有發生，
世界各地很多騷都發生過同樣錯誤。但奧斯卡是名牌，應是比
較嚴謹的，究竟烏龍是怎樣走出來的？
熟悉頒獎禮運作的朋友說，通常頒獎嘉賓出場前，會計師行

兩名職員會分別在舞台左右兩側守候，把得獎名單的信封交到
他（她）們手上，由他們宣讀賽果。得獎名單的信封是一式兩
份的，由舞台左右兩名職員把持，一份交給頒獎嘉賓，另一份
由職員即時覆核，就是怕嘉賓讀錯。頒獎項目完成後的信封，
會即時撕掉，確保不出錯。
這次出錯，應該是「最佳女主角」項目頒完獎後，信封沒撕掉，
又交到頒「最佳影片」華倫比提的手上。所以觀眾在電視機看到
了，華倫比提拆開信封後有點疑惑，既看到「最佳女主角」的名
字，又看到影片的名字，老人家又老花，搞不清楚，一下子就
塞給了旁邊的老太太菲丹娜蕙了，她看到影片的名字照讀可也。
那麼，為何「最佳女主角」的信封沒撕掉？真是成謎。有電
視台工作經驗的朋友說，通常
頒獎過程是不同的，有些得獎
人會一併接過獎座和得獎名單
的信封，帶回台下當然不會有
問題；但有些得獎者一上台就
撲向獎座，信封則留在頒獎嘉
賓手裡，再交回給職員即時撕
掉。今次奧斯卡的烏龍，就出
在吊詭的信封。

吊詭的信封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語蘭語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華倫比提在奧斯卡頒獎禮上
擺烏龍，頒錯獎。

■上世紀80年代台
北中華商場街景。

作者提供

晚上和歐巴到外面吃完飯散步
回家，路遇水果檔在賣新鮮甘

蔗，便買了一根回去。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住在粵北的甘蔗產區英德，

吃了不少的甘蔗，也順帶在蔗農處學會了選甘蔗
的小竅門，就是看甘蔗身上是否有蟲眼，是否有
霜凍過的裂紋，如果兩者皆有，就證明這根甘蔗
十有八九是甘甜的，因為它糖分高，所以才會有
蟲子去吃，才會被寒霜凍至迸裂。
果不其然，買回去的甘蔗被歐巴高度讚賞，牙

口不好的他一口氣啃了半根，許久不曾正眼瞧我
的眸中也多了幾縷甜蜜的柔情。
我喜歡旅遊，多是去一些尚未被過度開發，遊

客甚少的地方。倘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亦不
喜歡到人多的景點，還如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
般，放下行李安頓好，便安步當車到當地的菜市
場、小巷子去閒逛一番，不為美景名勝，只為覓
得美食。在一個吃貨的眼裡，旅途中最好的風景
莫過於所到之處的特色小吃，最好的小吃往往是
藏身於深巷不為多數人所知，而在菜市場裡，你
能看到每個地方獨有的食材。和許多地地道道的
南方人一樣，如果每天不吃上一餐大米飯，我就
會感覺這天根本沒有吃飯，我唯一喜歡的麵食就

是餡餅，從前還喜歡肉食的時候吃過各式各樣的
肉餡餅，近幾年改吃素後又吃過各式各樣的素餡
餅，所吃過的令我滿意的餡餅為數不多。
大約八、九年前，我從市區搬到梧桐山腳下的

村子裡居住。到了村裡以後我又開啟了逛菜市場
和小巷子的模式，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除了看書
寫字，便是逛逛吃吃。逛着、吃着，看着村裡的
小街、巷道內的餐館、小吃店一間間走馬燈一般
地更換着，換老闆、換廚師、換菜系……
就這樣不經意地發現偏冷的小巷裡一間小吃

店，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常常留意的是店名，這
間彈丸小店名字首先吸引我的眼球，叫「八九不
離食」，藍幽幽的燈箱上幾個白色的隸書字，在
一水兒花裡胡哨的店面中頗有些素淡。
除了別致的店名，這簡約的半清新半文藝範兒

的小吃店，在村裡眾多的小吃店裡並不起眼，引
我注意到它的是店裡掛滿的一排小竹片兒，上面
用毛筆寫着菜品名稱，其中有一塊「玫瑰餡餅」
讓我駐足，試吃之下，玫瑰餅的酥皮脆而不粉，
竟還有着幾分嚼頭，蜂蜜漬成的玫瑰花瓣從內到
外滲出香味，入口甜而不膩，咀嚼下肚，口中猶
有玫瑰的餘香，除了玫瑰和酥皮的味道之外，總
還有一種令人說不清道不明的味道，這味道讓我

感覺恍惚。回頭再看小黑板上寫的「吃玫瑰餅，
留玫瑰香」，頗覺吻合。
店主悠悠是個溫和的女子，她雲淡風輕地解釋，因

為忘不了當初和她一起吃玫瑰餅的人，因而學會了做玫
瑰餅，她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地方做玫瑰餅，看似並未忘
卻，其實是對過去的一種釋懷。她說有些東西不是因為
有多好吃，味道有多特別，而是它的味道是你心底抹不
去的記憶。這個年輕的女子，她做了一份記憶，而我品
嚐了一份記憶。
村裡孩子們放學的時候，悠悠在店門口擺出了

「小確幸」水煎包，每個包子都做得圓圓的，萌
萌的，很快被孩子們哄搶一空，看他們邊吃包子
邊雀躍着遠去，連背影都寫滿了「小確幸」。未
來的某一天，他們在別處吃水煎包的時候，也會
有一份關於今天的「小確幸」記憶吧？
此後拉了一位成都的閨蜜花花去幫襯悠悠，店

裡的辣椒油讓花花嬉笑之後泫然欲泣，因為她從
浮在麵湯上的辣椒油裡嚐到了家鄉的味道和外婆
的氣息。作為一枚吃貨，我向來以為，一個地方
的小吃能代表這個地方的氣質。悠悠和她的玫瑰
餅未必能代表梧桐山的氣質，或許她能代表的是
遠去的記憶，反芻你記憶中食物的美好味道，你
便有小確幸。

■浮龍湖景色優美，湖水清澈。 網上圖片

■梁振英特首任期將屆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