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5日一早，幽靜的蘇州博物館湧來人
流，展館外頓時熱鬧起來——這裡正在舉辦為
期兩月的「貝聿銘文獻展」。
提起貝聿銘這位世界級建築大師，可謂如雷
貫耳大名鼎鼎，今年4月26日是他的百年華
誕，當然值得隆重慶祝。美國也將在4月底慶
祝其榮膺「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而正
在辦展的這個蘇州博物館，正是貝老先生晚年
的封山之作。
貝聿銘出身蘇州綿延六百年的名門望族，其
父貝祖詒是著名銀行家。蘇州名園「獅子林」
是貝家私人花園，美輪美奐的古典園林從小對
他潛移默化，訪園林、賞藏品、聽昆曲，賦予
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腔摯愛。
少年時代貝聿銘在上海求學，1935年，18歲

的貝聿銘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
和哈佛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在紐約、費城、克
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地的建築領域摸爬滾打十餘
年，逐漸成為各大建築公司爭搶的「台柱
子」。他設計的費城三層公寓大受工薪階層青
睞，被譽為「平民建築師」；他設計的紐約富
蘭克林國家銀行和夏威夷文化中心，至今仍是
當地地標性建築。
1960年貝聿銘成立自己的建築公司。上世紀
七十年代，為紀念已故總統約翰．尼克松，聯
邦政府請貝聿銘設計波士頓肯尼迪圖書館。由
於思想解放，設計新穎大膽，該圖書館被稱為
美國史上最佳建築之一，全美建築界因此宣佈
1979年為「貝聿銘年」，授予他該年度美國建
築學院金質獎章。
貝聿銘一生功名卓著、得獎無數，1979年的
美國建築學會金獎、1981年法國建築學金獎、
1983年普利茲克獎、1986年里根總統頒予的自
由獎章以及1989年日本帝賞獎等等等等，當之
無愧地被譽為「現代建築最後的大師」。
到巴黎的各國遊客，必看之地便是盧浮宮。
在進入展廳之前，必然會被一座金碧輝煌的玻
璃金字塔所驚艷，筆者曾在那裡拍照留念。去
香港的觀光客，也對位於花園道的中國銀行大
廈記憶猶新，我也曾在其55層俯瞰港島全
景——這些超豪華建築正是貝聿銘的傑作。
據說1980年巴黎要翻修盧浮宮，法國總統密
特朗力邀貝聿銘出山，貝老以自己對西方文化
和800年歷史的盧浮宮的高度認知，完美設計
了這座玻璃金字塔。注重「細節決定成敗」的
貝聿銘凸顯「讓光線來作設計」的貝氏秘密武

器，在金字塔入口處將大量光線引入死氣沉沉
的博物館，空間立馬變幻萬端，陽光通過玻璃
投射在展館的各個角落，使展廳變成一個開闊
光亮庭院，盧浮宮也隨之充滿生氣。玻璃金字
塔於是為巴黎新添一景。
1979年，走出「圍城」的中國開始改革開

放，百廢俱興的神州大興土木，首都北京決定
建造香山飯店，一位高層點名邀請大名鼎鼎的
貝聿銘。「這是對祖國的一次報答啊！」62歲
的貝聿銘隻身回國，他在遠離市區的香山來回
考察，決定以中國式的「四季庭院」作為設計
方向，讓每一個窗戶都能見到園林。當他的設
計稿和沙盤模型擺到決策者的案頭時，大家都
為之驚艷了，連專家們都擊節稱讚：「它就像
一位天然去雕飾的少女，體現了真正的中國美
學！」
2004年，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建築面積達
4萬平方米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新館開建，
新館外牆為乳白色法國石灰石，與華盛頓地

區的建築非常協調，辦公樓內部設計則別出心
裁地將中國傳統庭園融入現代建築風格，造型
之獨特、形態之優美、使用之舒適三位一體，
深得中外人士好評——其總設計師又是貝聿銘
先生！
貝聿銘一生功名顯赫，但名人也會偶遭不測。

2015年12月13日夜，98歲的貝聿銘在曼哈頓上
東區豪宅裡遇襲，侵襲者正是他的28歲家庭護理
員尼古拉伊什維利。因為一樁區區小事，主僕二
人發生爭執，貝老被這名護理員擊傷右臂，致皮
膚撕爛、鮮血直流。凌晨4點，貝老被送醫治
療。警方調查後拘捕了這名護理員，後來還是貝
老出面求和，交保後將其釋放。
2006年，年屆九旬的貝老再次回國，他將自
己畢生積累的建築智慧和東西方美學以及對家
鄉的情懷融匯在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之中，獲
得中外人士一致好評！此番在「蘇博」舉行的
「貝聿銘文獻展」正是家鄉父老對這位蘇州之
子、國際大師的壽禮。
我久久徘徊於偌大的展館，一遍遍仔細端詳

「家源」、「治學」、「建樹」、「榮譽」、
「祖國」和「回家」六大展廳，心裡充滿激動
和感念。一位世界級建築大師，緣何生命力如
此強大？從美國國家美術館、法國盧浮宮金字
塔到北京香山飯店、香港中銀大廈、蘇州博物
館新館……貝老主持的設計涵蓋政府大樓、博
物館、紀念館、大使館、音樂廳、寫字樓、銀

行、酒店、醫院、住宅、教堂及城市廣場等眾
多建築，項目遍及全球，可謂林林總總、蔚為
大觀，其中許多成了舉世聞名的經典。
貝聿銘是如何設計出如此堪稱極致的藝術精

品？一個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麼久遠和深邃？
展廳裡一張完成於1946年的設計圖引起觀眾的
注意和熱議：原來，這是一份1946年貝聿銘創
作的碩士畢業作品——上海博物館設計稿，而
這個設計稿與60年後他設計的蘇州博物館一比
對，竟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又說明什
麼？
我在貝聿銘的大型彩色照片前久久凝視，希
望從中尋找答案。我發現：他的笑容是那麼開
朗、親和、坦然，甚至不乏孩童式的天真無
邪。我終於琢磨出來，他的生命力與原創力源
自心中一以貫之的夢想，源自深深的人文情懷
和對自然的由衷期盼，源自刻骨銘心的工匠精
神和對真善美的刻骨追求。他是將江南園林之
美、中華文化之美與現代建築之美水乳交融
了，他是將對文化的理解和對生活的熱愛合二
為一了！
一位熟悉貝聿銘的老者告訴我，貝老畢竟年

事已高，這次沒能回來，但他對祖國對家鄉的
感情卻從未淡漠，他在電話裡對家鄉親友說：
「我來自中國，來自蘇州，我很想有機會來
『蘇博』坐上一天……在美國吃不到正宗的蘇
幫菜，尤其是雞頭米……」
我知道「雞頭米」是一種蘇州小吃，一位遠
在大洋彼岸的期頤老人，還在思念他的「蘇
博」和雞頭米，這個細節足以令人扼腕感動
了！我在留言冊上寫下四句話——

百歲工匠技藝高，
一生功名化地標。
盧浮宮前金字塔，
多少眼球為你誇！

書坊得睹葉靈鳳一書：《荔枝
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二零
一六年），甚奇，因從未得聞有此
書也；翻之，竟屬食經，又奇，遂
購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初入報

界，在《星島日報》做學徒。每晚
返工，就見一少女挽着一老頭上
班，問之，才知此老乃葉靈鳳也，
那少女據同事說是他的孫女。當年
對這老頭全無好感，因知他在香港
淪陷時期，成了漢奸；也看了他一
些頗「鹹」的小說，遂鄙視此人。
後來，為一雜誌所邀，撰寫張保
仔武俠小說，四尋參考書，一找就
找到他的《張保仔的傳說和真
相》；小說之成，全賴此書，可惜
未寫完，雜誌就收檔了。跟着看了
他寫香港歷史和方物誌的書，才知
此人甚有才華；以散文隨筆來書
寫，甚為對我胃口。
再後來，他「漢奸」之名洗脫

了，但看他在淪陷時期主編《大眾
週報》的媚日言論，心裡始終有個
疙瘩。
其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新

晚報》，已看過他的專欄「霜崖室
隨筆」。當年我尚讀小學，對他的
文字已有好感，後來知是葉靈鳳，
竟覺有才氣的人未必有節氣也。
「霜崖室」寫些什麼，已不復記，
是否有寫過食經，還須深入挖掘。
《荔枝蟬》各篇俱是短文章，仍

是報刊專欄文字。奈何此書無前言
後語，也無講述文章出處，實是一
憾事。
所謂「荔枝蟬」，只是書中其中

一篇，開首就釋名：
「又到了荔枝快上市的時候了。

每逢荔枝上市的時候，廣東就有一
種小蟬，全身青綠色，在樹上滋滋
的長叫着。這種小蟬不一定棲在荔
枝樹上，就是別的樹上也有，因為
是同荔枝一齊上市的，所以呼為荔
枝蟬。」
「荔枝蟬」這名字很美，所以就

取來作書名了。這種花鳥蟲魚的風
物，葉靈鳳甚有研究。《荔枝蟬》
不但講食，也有這方面的描述和考
究，極見葉靈鳳的學識。
食，除了講葉的家鄉食品和江南

菜外，多篇述及香港，如〈香港的
海鮮〉、〈可炒可拆的香港蟹〉、
〈香港的年糕〉等，頗為可觀。
〈可炒可拆的香港蟹〉有云：
「香港市上常見的蟹，有膏蟹和
花蟹兩種，還有一種乃是被人瞧不
起的『水蟹』。」
「瞧不起」而被稱為「水蟹」，

正是粵詞。葉靈鳳還借黃山谷一首
詩：「形模雖入婦人笑，風味可解
壯士顏；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
興生江山」來解讀「港蟹」：
「我不知『形模雖入婦人笑』的

出處何在，但望文生義，覺得頗與
本地人『炒蝦拆蟹』一語的用意非
常巧合。至於『寒蒲束縛十六
輩』，那乾脆就是『扮蟹』了。
『扮蟹』最為本地人所忌，尤其是
撈家。因為『扮蟹』者，用繩子縛
起來捉將官裡去之謂也。」
從這書食文來看，葉靈鳳是否一

老饕或者食家，那就無從考證了。
此書文章，篇篇可讀，葉才子之

名不虛。

插圖中的廳面及茶客提到幾種茶記飲品的「暗
語」，其由來分述如下：
「朱古力2」是一種高熱量的飲品，多喝導致

肥胖，於是茶記中人以「肥妹」作為「熱朱古
力」的戲稱。飲品中，有「肥妹」卻沒「肥
仔」；用現今的角度，可算是「性別歧視」了！
「甩色」，即脫色；「（熱）檸茶」有色，脫
色後便成「（熱）檸水」了。
早期冷凍飲品所用的冰粒是用冰插把巨型「雪
塊」碎開而成的，茶記中人叫這個舉動做「爆
雪」，「凍檸茶」隨之而叫做「爆檸」了。由於
「爆冷」是「爆檸」的諧音，所以有人也叫「凍
檸茶」做「爆冷」。嚴格來說，前述的「雪塊」
要說成「冰塊」。為何出此狀況，大抵是廣東人
身處南方，絕大部分人一生中不曾見過「冰」，
於是「冰雪不分」，把「冰（ice）」說成「雪
（snow）」，其他的例子有：「冰櫃/冰箱」叫
了「雪櫃」，「冰棒/冰棍/冰條」叫了「雪條3」，
「冰淇淋」（ice cream4）叫了「雪糕」，位於
中環的「Ice House Street」譯了「雪廠街5」，
所以有人說，問廣東人「冰」是什麼，一如：

問道於盲；問和尚借梳/賣梳子給和尚
夏蟲不可以語冰

【英譯參考：Ask a blind person for the way.
Ask a monk for a comb./Sell combs to monks.
Don't mention ice with a summer insect.】

一切都顯得毫無意義，而這個「冰雪混淆」的情
況亦長期淪為北方人對南方人的笑柄。
「孤寒」在廣東話中指極度吝嗇。由於不想多

付卻想多得，「孤寒」的人認為喝含奶茶和咖啡
的「鴛鴦」就最划算，雖分量不變，但心中總覺
舒服，「孤寒」因而成了「鴛鴦」的代稱。由於
「鴛鴦」包含兩種成分，且鴦、樣音近，所以有
人也叫「鴛鴦」做「兩樣」。話說回來，若然有
以下心態，「孤寒」也可看成優點：

孤寒自己，唔孤寒人哋【對己吝嗇，對人闊綽】
【英譯參考：Mean only to oneself,

but not mean to others.】
「辣咀」的正寫是「辣嘴6」，「辣7」解作
「燙」。「燙嘴」就是嘴巴觸及溫度高的液體而
感覺疼痛。「辣咀」這個暗語指的是「熱奶
茶」。一杯「足夠水準」的「熱奶茶」必先要
「足夠熱」。要達到這個效果，水吧師傅會先行
把瓷杯（高保溫度）放在熱水槽裡「坐熱」，即
要溫一段時間使杯熱透。就是這樣，茶客從第一
口喝至最後一口，那分熱度仍可保持，叫熱奶茶
做「辣咀」可謂最適合不過。
___________________
1 「一蚊（一元）」好比舊時的「一文錢」。
2 「朱古力」，chocolate的音譯，內地譯作「巧克

力」。「古力」讀「古2-1力6-1/gu1 lik6」。
3 口語讀音中，「雪條」的「條」讀其變調「條

4-2」。「老油條（形容那些閱歷豐富、世故老
練、處事圓滑的人）」、「鋼條身型（瘦削卻很
扎實）」、「兩條嘢（二十元）」中的「條」也
讀此音。

4 「ice cream」這個「冰淇淋」的譯名，前半部是
意譯，後半部則是音譯。

5 「雪廠」其實是「雪倉」；當年「雪廠街」有一
座儲存從美國船運來的天然冰的倉庫。

6 「嘴」、「咀」同音，亦與「嘴巴」有直接關
係，故易生混淆，有人還誤以為「咀」是「嘴」
的簡體。由於「嘴」字筆劃多，人們已把「咀」
和「嘴」看成相通了。其實兩者不難區方：
「嘴」是名詞，如嘴巴、多嘴；「咀」是動詞，
如咀嚼、咀佢（吻他/她）。在名稱上，何時用
「咀」，何時用「嘴」，歷來每多爭議，香港的
「尖沙咀」、「大角咀」、「石塘咀」便屬該類
例子。正名的源流已無從稽考，可上述三個地
方，只有「尖沙咀」位於形似「嘴」的半島上，
所以亦只有「尖沙咀」才配得上「尖沙嘴」這個
寫法。

7 「辣」在「辛辣」中讀「laat6」；在「辣嘴」中
讀「laat3/辣6-3」；在「熱辣辣」（熱騰騰）中
讀「laat6/laat1」。英語中也以單一個「hot」字
表示「辛辣」和「熱騰騰」，在「辛辣」和「熱
騰騰」同時出現時會說「hot and hot」。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葉靈鳳的食經

茶記飲品2﹕肥妹﹑爆檸﹑甩色﹑孤寒﹑辣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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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鈞

粵語講呢啲

古代的粉絲經濟
■青 絲

現代商業模式，商家為了擴大知名
度，銷售出更多的產品，常以重金聘
請明星代言，吸引粉絲的關注。實際
上在古代，也經常有名人為了實現商
業目的，利用自己的名望形成聚光效
應，把粉絲像飛蛾一樣吸引過來，由
此帶起消費的熱潮。這種帶有明確預
期性的創收行為，也就是最早的「粉
絲經濟」。
北宋時，蘇軾任杭州太守，有人到
衙門控告一個小販，欠自己兩萬錢一
直拖着不還。蘇軾召小販來質問，為
何拖欠他人錢財不還。小販陳述自家
以製扇為業，遇到父親最近去世，喪
葬花了不少錢，加上天氣不好，一直
都是陰雨天，氣溫低，人們不願意掏
錢買扇子，生意淡薄，故難有餘錢還
債，並非是有意拖欠不還。蘇軾略為
沉吟，讓小販把已經製作好的扇子拿
來，自己想辦法為他促銷。
小販把扇子拿來後，蘇軾挑了二十
把，用筆以各種書體，在每把扇子上
寫幾個字，或隨手畫一段枯木竹石，
然後交給小販，讓他拿去賣掉，償還
欠債。當時蘇軾已經名滿天下，連鄰
國的契丹、高麗，都很仰慕他的大
名，他的書信都能易物換錢。蘇軾的
朋友韓宗儒，就經常寫信給蘇軾，騙
他回覆，然後拿去跟人換羊肉吃。所
以，蘇軾有着巨大的粉絲群體。小販

拿着扇子還沒有出衙門，追着看熱鬧
的人就以千錢一把扇子的價格，將二
十把扇子搶購一空。聞知消息隨後趕
來的人，沒有買到扇子，還懊悔不
已。小販遂得錢還債。
明代大學士申時行，是萬曆皇帝的
老師，又擔任首輔八年，為顯赫一時
的人物。他辭官後攜家眷回到家鄉蘇
州，想要擴充舊居，安排已經增加了
數倍的人口居住，遂與四鄰協商，想
以高價買下相鄰的地皮擴建。申府的
鄰居有一戶篾匠，卻怎麼也不肯賣，
出多少價錢都免談，申府的擴建工程
因此被耽擱下來。申時行有幾個在地
方任職的學生，想要代老師出頭，派
人把篾匠的房子強拆掉，被申時行阻
止。
申時行從篾匠家買來幾把梳子，每

逢在家裡會見客人，或者舉行宴會，
就當眾拿出梳子梳理頭髮和鬍子。看
到首輔親自代言，粉絲皆引為時尚，
篾匠家的梳子供不應求，要請工人擴
大生產，原來的空間就不夠了，要換
一間大房子為作坊。篾匠於是主動找
到申時行，把房子賣給了他，成就了
一段互為得利的雙贏佳話。
除了能促銷、抬高商品的價格，名

人也能通過自己的示範效應，把價格
壓下來。北宋慶曆年間，廣州有客商
被籍沒了一批珍珠，送到宮中，宋仁

宗把珍珠賜給了張貴妃，結果引發其
他人效仿，皆以佩戴珍珠首飾為時
尚，市面交易活躍，珍珠的價格瞬間
就翻了幾番。某天宮中賞牡丹，張貴
妃最後一個到來，頭上戴着珍珠首
飾，想要向其他人炫耀。宋仁宗故意
以袖子掩面，責怪說：「戴得滿頭白
紛紛的，也不懂些忌諱？」張貴妃羞
愧得無地自容，當即把頭上的珍珠首
飾取下。宋仁宗很高興，又讓每人頭
簪一朵牡丹為飾。消息傳出後，人們
遂以頭簪牡丹為時尚，珠價於是大
減。
古代的「粉絲經濟」之所以能有顯
著的商業效應，除了在信息不對稱的
條件下，人們對曝光率和知名度更高
的人學習模仿，是一種永恒的傾向。
所以，名人利用粉絲的身份認同心
理，很容易形成需求上的供給，達成
定向營銷。不過，這種「粉絲經濟」
也隱含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利益考量。
因為古代是人治社會，名人又都是擁
有權勢者，粉絲追隨崇拜的，不止是
名人的文化知識及人格魅力，也還包
括了相應的身份背景內容。有些粉絲
也是希望能通過商業行為，與名人形
成利益共同體，由此獲得相應的好
處。所以，古代的名人對粉絲的影響
越大，也越容易形成腐敗，這也是官
僚商業的不二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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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面1：肥妹！ 肥妹：他在喚我們哪個呢？
茶客1：一「爆檸」、一「甩色」。
廳面2：你知道冷飲要加收兩蚊1（二元）的啊！
茶客2：顏色差不多，哪杯是「孤寒」，哪杯是「辣
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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