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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這是
1957年上映的電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中
的兩句歌詞。我五音不全，且容易跑調。即
便如此，60年前唱響的這首歌，偶爾也會情
不自禁地哼上幾句。不是被劇中「小哥哥」
和「小英蓮」的愛情故事所感動，而是被優
美的歌詞，尤其是那句「蠶豆花兒香」所感
染。今年初夏的一天午餐前，當一碗熱騰
騰、香噴噴的蠶豆端上餐桌時，我眼到手
到，抓起一粒就往嘴裡送。嚼在嘴裡，香在
心裡。正準備第二次「出手」時，猛然停
住，自言自語般脫口而出：「其實，蠶豆遠
遠不止花兒香呢。」
蠶豆，又稱胡豆、佛豆、川豆、倭豆、羅

漢豆等。蠶豆花是素雅的。孩提時代，我在
農村見過。在我眼裡，蠶豆花既不像分幣大
小的茉莉花，也不像指頭一般的玉蘭花，單
獨一朵兩朵，很難聞到它的香味。只有到了
「九九艷陽天」的時節，地裡整片整片的蠶
豆花兒競相開放了，一縷縷特殊而清新的香
氣，這才隨風飄散開來。正因此，有人妙筆
生花，為蠶豆添風采︰「青蔓牽衣細草長，
高低山路斂煙光。鄰居田埂相逢語，十里春
風蠶豆香。」
蠶豆最早來自西域，唐代時就已經有了。

晚唐農學家、文學家陸龜蒙，嗜吃蠶豆不
說，宦跡之一是，所到之處，都積極引種蠶
豆。明代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
目》說：「豆莢狀如老蠶，故名。」蠶豆，
其貌不揚，甚至有點土裡土氣，既沒有白芸
豆那樣的潔白秀氣，又沒有皇帝豆那般的花
哨大氣，可是，它的品質絲毫不比白芸豆、
皇帝豆等遜色。蠶豆有蠶豆的特點︰顆粒飽
滿，味道鮮美、口感細膩。每年春夏之交時
節，鄉親們便懷着喜悅的心情，挑着籮筐，
拎着籃子，在肥沃的田野上，彎着腰，舞着
手，忙着採摘蠶豆莢。撕開比拇指略大一些
的豆莢，三四粒碧綠的蠶豆，靜臥在豆莢
上，輕輕一摳，手到擒來。別的不說，單是
那光鮮翠綠的顏色，就令人喜愛有加，一吃
為快的慾望，油然而生。
常言道，愛屋及烏。我說蠶豆不止花兒

香，是因為我尤為愛吃蠶豆。而這種
「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養成
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期，我出生在盛產
地瓜的福建莆田。青年時代，在潯陽江頭服
役。當時，部隊的兵源，除少數來自山東、

浙江、江蘇、北京等省市的，多數是江西、
福建籍的。閒暇時間，一些江西兵與福建兵
「打口水戰」時，常常這樣互相嘲弄：「牛
屎牆上曬，母豬紮腰帶，南瓜切塊賣……抱
着孩子談戀愛。」「做飯燒小草，廁所當碉
堡，拖鞋滿街跑……守着地瓜當糧草。」殊
不知，在五十年代後期，我常常連地瓜都吃
不飽，沒得吃。家裡無米可炊，只好水煮
「牛皮菜」，有時加入幾粒蠶豆。吃「飯」
的時候，母親便把她碗裡的蠶豆挑出來分給
我們，不諳世事的我和兩個雙胞胎弟弟，來
者不拒，吃到蠶豆，就像吃到豬肉一樣的舒
心……
長大幾歲之後，小學高年級時，學校組織

學生參加拾麥穗、採蠶豆等一些力所能及的
勞動。比較起來，我更愛採蠶豆。每次採蠶
豆，都要騰空書包，列隊出發。一路上，連
蹦帶跳，有說有笑。到了目的地，我們彎腰
隱入不到一米高蠶豆地裡，在專心採摘的同
時，還另有所謀。不知是誰傳授了一個秘
密：外殼全黑的豆莢裡，半乾的豆粒可以生
吃。於是，小夥伴們一邊忙着採，一邊偷着
吃——發現黑豆莢，急切切剝開後，喜滋滋
塞進嘴。生蠶豆雖有點澀嘴，不如煮熟的好
吃，但一個個臉上還是溢出天真無邪的滿足
感、獲得感——書包裝滿了，肚子不餓了。
就這樣，在潛移默化中，我生成一種對蠶

豆歷久彌新的好感，以致家人好友都知道我
愛吃蠶豆。四月底的一天，妻子買菜回來，
像是自我檢討般說了一句：「今天看到蠶豆
了。只是太嫩，因此沒買。」聽了這話，我
立馬責怪起來︰「有蠶豆，卻不買，你這不
是故意吊我胃口嗎？」在我家，買菜不是我
的任務。但次日一早，我主動往菜市場跑。
轉到三樓時，發現一位中年婦女的攤子上有
剝好的蠶豆。上前問價，對方告知：「一斤
14塊！」價格不是問題，個頭不太均勻，且
表皮有的深綠，有的淺白。於是，像獵人一
般，睜大眼睛，一邊轉悠，一邊掃描。功夫
不負有心人，果然又有新發現。一位老嫗攤
子上也有蠶豆，一問價格，與前者一樣。但
她的蠶豆品相要好些，且數量不多，我毫不
猶豫地說：「這些蠶豆我都要了。」
之後不久的一個周末，女兒女婿逛超市，

發現有蠶豆莢賣，只是豆莢大小不一，外殼
有綠有黑。女婿便讓女兒去採購別的東西，
他自己如同買蘋果一樣，一個一個認真挑

選，買了三斤多拎回來。見有蠶豆，我放下
筆，親自動手。剝好之後，正好一碗。妻子
親自掌勺，先用油炒一會兒，再加入小半碗
水燜。水基本乾了，蠶豆就熟了。開飯時，
餐桌上有紅燒魚、白灼蝦，還有雞腿菇、小
白菜，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蠶豆，且連皮都
吃進肚子，還邊吃邊說：蠶豆皮可以吃，吐
掉實在可惜。
蠶豆，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種大眾化

食物。它的做法既簡簡單單，又多種多樣。
如，既可以水煮、爆炒、油炸、清蒸，也可
以做成涼拌蠶豆、五香蠶豆、葱油蠶豆、麻
辣蠶豆，還可以蠶豆炒雞蛋、蠶豆炒韭菜、
蠶豆炒臘肉、蠶豆炒蒜苗等等。蠶豆不但是
低熱量食物，純綠色食品，而且營養豐富。
據說，蠶豆富含膳食纖維、鈣、磷、鉀、
鎂、維生素C、維生素B、胡蘿蔔素等多種
有益健康的營養素，且氨基酸種類較為齊
全，尤其是賴氨酸含量豐富。而且，蠶豆還
有益氣健脾、利濕消腫等特殊的功效與作
用。上個世紀三年困難時期，許多人患上
「水腫病」，蠶豆則成了「救命丹」。現代
人還認為蠶豆也是抗癌食品之一，對預防腸
癌頗有作用。這些，都是我現在才知道的。

「蠶豆花開映女桑，方莖碧葉吐芬芳。田
間野粉無人愛，不逐東風雜眾香。」這是清
代著名畫家汪士慎在《蠶豆花香圖》上的配
詩。蠶豆季節性強，是春末夏初的美味時令
菜品。立夏前後新鮮蠶豆大量上市，因此蠶
豆又被稱作立夏豆。蠶豆，既好洗，又好
做。而不論怎麼做，我都喜歡吃。就連超市
賣的炒蠶豆，有的堅如岩石，倒是更有香
味。前幾年，我還常常買來充當「下酒
菜」。近些年來，怕傷牙齒，有所顧忌。

行文至此，本可打住，但仍有點意猶未盡
的感覺，忍不住編出這樣幾句順口溜：身如
翠玉且豐滿，煮炒炸蒸皆方便；蠶豆何止花
兒香，此生愛你沒商量。

發叔愛國愛港愛新界

新經濟政策和特權
通常很多社會在
出現嚴重衝突或暴

亂事件後，無論是流血平息，還是
和平解決，對人民和政府都會造成
傷害，之後的做法就是檢討事件爆
發的原因，然後研究新的對策或方
案，馬來西亞政府亦然。所以，
「新經濟政策」正是「五．一三事
件」後的產物。
該事件及其後續發展數月，最終

造成共一百九十六人死亡，其中一
百四十三人為華人，馬來人和廣義
上的印度人各佔二十四和十三人，
另有十五人無法辨認，近萬人被
補，絕大多數是華裔；當然也迫使
馬國獨立之父兼時任首相東姑阿都
拉曼辭職。
事件始於馬來西亞獨立後的第三
屆大選，有人不滿結果，一群馬來
族激進人士帶頭發難，從而引起連
串衝突。政府將事件定性為華人和
馬來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從事
件最後遇難者和被捕者的種族比例
看，華人的確是最大受害者，因
此，在當地華人看來，是赤裸裸的
排華行動。
因為華族人口當時雖然只佔全國
三成七，但在首都吉隆坡的比例卻
高達五成五，經濟實力益強，雖然
華人進入政府最高權力機構者極

少，但在民間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
力，包括影響了那場選舉結果。
而政府在事後檢討和研究後也發

現，外來的華人比當地土著馬來人
長久以來擁有很大的經濟優勢，遂
以「平衡各種族之間的經濟差異」
和「消除貧困和重整經濟結構」為
藉口，提出對土著馬來人相當優惠
的政策，包括從加入政府當公務員
到受公費教育如公立大學錄取，都
以馬來人優先，甚至私人公司招聘
員工，也規定一定比例錄用馬來人
等，以致「馬來人統治」成為馬來
西亞人不得不接受的生活事實。按
當地華人說，這是給馬來人特權，
這樣令本來就個性悠閒的馬來人更
慵懶，工作表現也散慢。記得乘的
士時跟華裔司機聊起，他說，你看
街上坐在樹下的馬來人，他們其實
是搞清潔或維持治安的公務員，但
十人團隊中只有兩個人做事，其他八
個則「欣賞」那兩個的「傑作」。
這說法有些誇張，但反映華人的

不滿和無奈情緒。所以，有能力的
華人都移民新加坡或澳州。然而，
即使明知不公平，有些人仍選擇留
下，因為這裡的生活指數不高，而
馬來人的慵懶和愚鈍反而凸顯了華
人的勤奮和聰明，這又是機會。

（星馬行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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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先生「洛克」
來也匆匆，去也匆

匆。上周六深夜掛3號風球，翌日早
上九時多改掛8號風球，殊不知四個
鐘頭後又改3號了，3時改1號，令
人摸不着頭腦。家裡面向南，窗外
風平浪靜，一點也不似打風。
思旋本擬到灣仔逛書展，遇上掛8
號風球便打消了開卷有益的念頭，
留在家裡。驟然間電話鈴聲響起，
傳來友人報來噩耗：「發叔劉皇發
走了。」我再問聲：「發叔走
了？」
發叔和發嬸妹珠姐相識滿天下，
朋友眾多，如今發叔走了，噩耗傳
來，無論識與不識發叔的港人，特
別是新界鄉民，都感到非常難過。
叱咤政壇半世紀，人稱「皇帝」的
劉皇發辭世了，人們永遠懷念他，
他的長子劉業強向傳媒表示，父親
在家中安詳離世，臨終前家人隨侍
在側，發叔堪稱有福之人。
發叔是寶安人，雖然在港數十載
他仍有客家鄉音。發跡在新界屯
門，又稱「屯門皇帝」。他在新界
的地位和所作貢獻，無人能替代。
發叔愛國愛港愛新界，尤記得起草
基本法時，他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為新界百姓，保護原居民的
利益並寫在基本法內，獲得新界原
居民大讚。他又為興建新的新界鄉
議局竭盡綿力，各界大讚發叔貢獻
良多。最難得的是，他在政界打
拚，成為三料議員。發叔獲香港特
區政府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和
林鄭月娥所有行政長官的高度讚
許。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並頒發
予劉皇發大紫荊勳章，實至名歸。
發叔在新界發跡，他認為土地最
有價值，所以他擁有土地愈來愈
多，財富也愈滾愈多了。發叔發嬸

一家拚搏發跡史，熟悉他的朋友細
訴他的故事，堪稱媲美獅子山下精
神，充滿傳奇。其實眾人所認識的
劉皇發，大部分是他為國為港為鄉
民的政績，以及他的致富本領。難
忘的是年前立法會政改表決，因劉
皇發身體不適未到，建制派一句
「等埋發叔」離場，結果議案大比
數被否決，成為一大憾事。
發叔晚年身體欠佳，他部署長子

接棒，他的親戚朋友都加以相助，
而今劉業強獲任鄉議局主席，被委
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同樣是三料議
員，表現很不錯。
熟悉發叔的親友，對他真心誠心

為人處事更為之欽佩。尤其是對子
女、對朋友的關愛，全心全力照
顧，受惠者對他和他的夫人無私奉
獻的精神，永遠難忘。發叔在生時
與太太出雙入對，太太雍容華貴，
是位很懂得生活享受的賢良婦女，
相夫教子之餘，妹珠姐很喜歡音
樂、跳舞和雀局，享受人生，不亦
樂乎。
而今「皇帝」劉皇發安然辭世，

留下了眾人的哀思和悼念。

又一位女藝人離世，
歐陽珮珊一路走好！

噩耗傳來，因為太突然了，有點接受
不了，筆者心裡真的好難過，好難過！
幾天幾夜都沒有睡好。雖然很多年沒有
跟珮珊聯絡，但一直知道她和郭鋒生活
穩定而幸福，朋友就是希望朋友一切安
好，何須朝朝暮暮地相見，不是嗎？
真正認識珮珊當然是因為工作的關

係，不過，當年知道歐陽珮珊這名字，
是源於看了她的演出《瓊花仙子》，覺
得戲中的男女主角林錦堂、歐陽珮珊男
俊女俏，簡直就是「絕配」，筆者馬上
被他們「圈粉」了，自然往後珮珊演的
電視劇筆者都沒有錯過，印象最深是珮
珊在《神鵰俠侶》演中年「黃蓉」，剛
柔並重，演技拿捏得非常準確。「俏黃
蓉」顏值之高，更不用說了。當年記者
每天都在電視台見到每位藝人的「真五
官」（化了妝及沒有化妝的樣貌），珮
珊就是記者們公認素顏而顏值依然的
「三甲人選」，另一位是趙雅芝。
珮珊突然辭世，朋友們都有說不出的
難過心情，何況是愛妻之情比自己生命
更重要的「鋒哥哥」郭鋒，更加是悲痛
欲絕，所以朋友們最擔心的是他，但筆
者相信鋒哥哥是可以走出悲傷，因為珮
珊的說話「好好活下去」，鋒哥哥一定
會聽的。生前，珮珊很少談及自己的家

庭和家人狀況，非常低調，朋友們都知
道的，所以跟珮珊傾偈聊天時，話題都
是她和工作及鋒哥哥。
記得鋒哥哥追求珮珊時，珮珊的反應

是欲拒還迎，自信心極度不足，所以某
個晚上，筆者深夜接到鋒哥哥的電話︰
「你代我告訴珮珊，我愛她！」鋒哥哥
這份愛的宣言，筆者也為之動容，馬上
將說話轉告了珮珊啦！之後，筆者就成
為珮珊、鋒哥哥拍拖初期的「電燈
膽」，有一次他們拍拖打保齡球，硬要
筆者陪伴，完全沒有打過保齡球的筆
者，捧着保齡球一步一小心地將球
「掟」出去，球自然是落了「坑」，珮
珊在旁大笑，筆者就「面都紅晒」，自
此，鋒哥哥封了「大企鵝」這個稱號給
筆者︰「你打保齡球個樣好似企鵝行路
呀！哈哈哈……」
珮珊，永遠懷念你！鋒哥哥，你要加
油啊！

永遠懷念你——歐陽珮珊

書法前輩送來「勤
有功，戲有益」六個

字墨寶，笑說︰「戲可調劑身心，
也有益呀 ! 」問他勤是否有功，他
說這更肯定了，我說有人認為牛一
生勤力也沒什麼作為，他說這是功
利主義者硬說出來的笑話，人勤牛
勤，多耕多得，點滴都是收穫。
他說有句名言︰「學好功夫等運
行」，要學好功夫便非勤不可，否
則運氣來時也溜走，於是引述上世
紀兩個大紅花旦的故事，芳艷芬本
來是衛少芳的二幫，有天衛少芳因
病不能登台，芳艷芬替代了她的角
色，結果一鳴驚人，從此坐穩花旦
王的寶座。
衛少芳這一病，冥冥中保衛成全
了當年芳艷芬這個「少芳」；紅線
女同樣因為正印花旦有事代替演出
而紅起來。別以為所有正印有事，
二幫都可扶正，只是芳艷芬和紅線
女有了天資勝人的條件而又平時勤
於練功才贏得滿堂掌聲。其他行業
亦如是，上司換人，老闆必然挑選
平日最有能力而勤於工作的下屬代
替他頂頭上司的職位。
前輩說到這裡，很為現代某些年輕
人惋惜，說他公司幾個八零、九零後
的職員是妄想主義者，一天到晚做着

白日夢，入職後第一時間搶先用盡
「病」假，然後天天自怨自艾渴望升
職、加薪，總不肯為未來前途打算進
修加油，空餘時間，不是打機就是三
五成群相約夜蒲；翌日帶着惺忪睡眼
上班，工作交不出好成績，上司還會
給他升什麼職加什麼薪，這類年輕人
十個中八個都是轉工大少，一看履歷，
兩年轉過三四家公司，他自己以為「資
深」而得意，任過的機構再大，是不
是可造之材，對方已心中有數。轉得
幾轉，三十過後，高不成低不就，青
春本錢下降，就業危機一天比一天迫
近了。
雖說打機減壓，可以調劑精神，

前輩最後還是補充一句︰過於沉迷
也有違「戲有益」本義。

勤與戲

前段時間有影視公司的朋友
找我，想讓我給他們推薦一些

可供改編成電視劇的IP，便認真地推薦了張小
嫻和亦舒的幾部小說，順便又關注了一下最近
正在熱播的根據亦舒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我的
前半生》。
看了兩集之後，這部在網上一度好評不斷的

據說引發了女士婚姻觀熱議的大劇，讓我頗為
失望。
亦舒是我十分喜愛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說

我亦看過不少，其中背景多半是二十世紀八九
十年代的香港，描寫的故事內容基本是白領女
性的生活，她筆下的女性可以和男人平分天
下，而感情已經不是她們的必需品。可以說，
亦舒的小說能教人如何做一個堅強、獨立，擁
有獨立人格的女性。她的小說表層題材是言
情，但本質主題卻深入到人性和性別等諸多命
題，思想傾向、現實深度和人生哲理都超越了
一般言情小說。亦舒最鍾愛的小說是魯迅的
《傷逝》，她的小說《朝花夕拾》為了向魯迅
致敬，沿用了魯迅散文集的名字，她的另一本
小說《我的前半生》的主角則用了魯迅小說中

的「子君」和「涓生」。
而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改編的一大敗筆就

是把原著中史涓生的名字改成陳俊生，周子君
改成羅子君，原本的人物名字的深刻含義和文
化氣息蕩然無存。小說中的建築師翟有道變成
了賀涵，而且還成了唐晶的男友，和女友的閨
蜜相愛。經過改編後的劇情則是嚴重地背離了
小說，小說原本的主題是女性自由和解放，充
分體現了作者對於女性自由道路的思考，令主
人公徹底意識到女性獨立的重要，因而改寫了
《傷逝》中子君的悲劇道路。原著中的周子君
離開丈夫之後，靠着自己做手工藝品獨立生
活，最後遇到自己所愛的男人，重新獲得了屬
於自己的幸福。
本來，若是編劇好好地改編，《我的前半

生》應該是一齣不錯的女性職場勵志大劇，而
眼下，編劇讓故事的畫風愈走愈歪，活生生地
把故事改成了一個閨蜜搶男人、小三鬥正室的
國產套路劇。劇中把子君塑造成了離婚前靠丈
夫俊生，離婚後靠閨蜜唐晶，工作後又靠唐晶
的男友賀涵，最後甚至變成橫刀奪愛從唐晶手
中把賀涵搶走的「小三」……這給了觀眾錯

覺，認為劇中人設全是套路，子君套路最深。
觀眾從劇情中根本看不到原著中子君失婚後的
自立自強和成長，只看到一個離婚前物質至
上、不懂得考慮別人、讓周圍人都感到討厭的
女人在離婚後奇怪的轉變，所以有許多網友直
呼此劇無底線，辣眼睛，嚴重地毀人三觀，中
途棄劇的大有人在。因此也難怪從開播到現
在，網上評分一路下跌，並沒有逃出國產劇一
向高開低走的魔咒。
這樣一部電視劇倒是給做護膚品和減肥產品

以及奢侈品的微商們帶來了一線商機，近期微
商們在朋友圈刷屏的廣告詞幾乎都是要女人們
好好護膚、好好減肥，多給自己買名牌衣服、
名牌包包，以便將來和老公離婚以後還能年輕
漂亮、氣質不同尋常地出去找工作，或者是找
下一任男人。在三觀盡毀之後看到這些廣告，
也只能付之一笑了。
當然，在當下這個物質的世界，生活往往比
電視更戲劇化，若是單純地看戲，大可以保持
「旁觀者清」。一部擊穿了做人的基本底線的
電視劇相當於一種毒品，對於毒品，相信每個
人都會有自己清醒的辨別能力和選擇權。

電視劇也能毀三觀

蠶豆何止花兒香

不要以為只有明星才有「粉絲」，其實
每一個行業都有他的「粉絲」。

朋友剛從西、葡（西班牙、葡萄牙）回來，對導遊讚口
不絕，讚語令我想起自己的偶像導遊Tony，交流之下，原
來大家的「偶像」，竟同為某旅行社的一位資深導遊。這
些年，我們都念念不忘要再跟他出遊。
「粉絲」相遇倍思人，大家談Tony，由街頭行到街尾都

未能讚完。我們這些「年齡資深」人士，看什麼都能看出
毛病，就是對這位偶像導遊挑不出毛病來。三年前跟Tony
的團往遊蘇格蘭，可謂滿載而歸，滿載不是購物，而是知
識。
當然很多導遊都能對帶團的旅遊路線歷史倒背如流（有

些還是不合格的），但交完功課，其他免問。偏偏我們這
位資深導遊，談歷史倒水似的，倒極都有，歷史以外的西
式建築、威士忌、紅酒學問一篇篇，有問必答。團友在車
上，就像在課堂上聽課，捨不得睡覺。
旅程結束我們沒跟大隊返港，在倫敦停留探友。Tony把

我們送上了的士，再三關照的士司機把我們送到目的地。
翌日又短訊告知，機場免稅區是怎麼找的，更幫我們確定
了回程的機位。我們已經離團，這些本來可以不做的服
務，他都跟進做了，就是這種貼心的服務，令我對他所屬
的旅行社情有獨鍾。
記得出發在機場見Tony的時候，見他年齡也算「稍資

深」，其他旅行社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子，心想，我們「資
深」鬥「資深」，他能把團友服務好嗎？現在回過頭來
看，「資深」有價，細水長流，豐富的學問，良好的服務
心態，千金難求。
今天普遍導遊陋習不少，再好的導遊都少不了功利，能

遇上好導遊，真是可遇不可求。

「偶像」導遊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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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珮珊
日前因肺腺
癌離世。
網上圖片

■「勤有功，戲無益」圖
作者提供

■蠶豆花 網上圖片

■劉皇發叱咤政壇半世紀，他的
離世令人哀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