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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位老同學在大明湖畔的明湖
飯店設宴，招待幾位老友。宴席上的菜餚多
是湖中特產，如明湖鯉魚、明湖蓮藕、明湖
蒲菜等。尤其用明湖蒲菜做的道道名菜，味
道鮮美，風味獨特，使我在大飽口福、眼福
的同時，也對蒲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蒲菜古稱蒻、深蒲，又稱香蒲、甘蒲、蒲

筍、蒲芽、蒲白、蒲兒根、蒲兒菜等，為香
蒲科水生宿根草本植物。每到初夏，其葉莖
竄出水面，將其割下剝出嫩莖，便可做成味
道極為鮮美的菜蔬，深受人們喜愛。

在菜蔬中，蒲菜的歷史頗為久遠，在我國
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歷史。我國最早的詩歌
總集《詩經》中，就有不少關於蒲的記載，
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陳風．澤
陂》）「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大雅．韓
奕））……這都說明古人就將竹筍和蒲菜視
作上好的蔬菜了。
西漢辭賦大家枚乘在《七發》中，為晉太

子開列了一系列菜單，其中就有一道「芻牛
之瘦，菜以筍蒲」的名菜，即用小牛的瘦
肉，與竹筍、蒲菜一同烹煮，那味道自然鮮
美無比。北魏時山東壽光人賈思勰是一位農
學家，他在《齊民要術》上說：「蒲根菜，
《周禮》以為菹，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
者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
說明蒲菜生熟食之皆美。明人王世懋在《瓜
蔬疏》中也說：「蒲筍、蘆筍皆佳味，而蒲
筍尤佳。」對蒲筍之美作了充分肯定。
濟南有水面廣闊的大明湖和眾多的灣塘，

水清土肥，這為蒲菜的生長提供了良好的條
件，因此自古以來蒲菜便成為濟南的特產，
被譽為「美蔬」。清代濟南鄉賢王賢儀在其
《轍環雜錄》中寫道：「歷下有四美蔬，春
前新韭，秋晚寒菘，夏蒲茭根，冬畦苔
菜」。民國初年出版的《濟南快覽》中也
說：「大明湖的蒲菜，其形似茭，其味似
筍，遍植湖中，為北數省植物類菜之珍
品。」可謂對濟南蒲菜的中肯評價。
蒲菜作為「美蔬」，吃法也有多種。可用

它摻以豬肉調餡，做成蒲菜燙麵餃或蒲菜三
鮮包；也可用它做出多道名菜，如鍋塌蒲
菜、蝦子炒蒲菜、蒲菜炒肉、奶湯蒲菜等。
這些美味佳餚，都以其特殊的鮮美、特有的
風味，讓人百食不厭，回味無窮。這其中，
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奶湯蒲菜，它也是濟南的
傳統名菜。這道菜的做法比較講究：先將奶
湯做好——將煮過清湯的肘子、雞、骨頭等
取出，另置鍋內加清水，在旺火上煮兩個來
小時，待這些肉料煮爛，用漏勺撈出肉泥，
餘下的即為色如白乳、香而不膩的奶湯。再
將嫩蒲菜洗淨理順，切成5厘米長的菜段，
跟冬菇、菜心一起放進沸水中汆過。
做這道菜時，在鍋內放上奶湯並兌入適量

清水，燒開後，再倒入蒲菜段、冬菇、菜
心，加鹽、南酒等佐料，有時還放幾片金華
火腿或打上蛋花，熬製一會，開鍋即成。這
道菜端上桌，只見奶湯潔白，蒲菜嫩黃，一
股特殊的清香直撩人鼻孔，讓人未食就饞涎
欲滴……由於奶湯蒲菜色香味俱佳，向為人
們所鍾愛，被譽為「濟南湯菜之冠」，早在
明清時期便極有名氣，至今盛名猶存。

由於濟南蒲菜聲名遠播，所以來濟南一遊
的人，無不慕名品嚐。一些名人在嚐過蒲菜
後，也對它讚不絕口。1934年8月，現代著
名作家郁達夫曾偕家人來過一趟濟南。他在
遊過大明湖、品嚐過濟南菜後，就對濟南蒲
菜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蒲菜、蓮蓬的味
道，的確還鮮，也無怪乎居民的競相侵佔，
要把大明湖改變作大明村了。」
青少年時期曾在濟南求學的著名詩人臧克

家也曾深情地回憶說：「逛過大明湖的遊
客，往往到岸上的一家飯館裡去吃飯。館子
不大，但有一樣菜頗有名，這就是：蒲菜炒
肉。濟南的烤整豬，蒲菜炒肉，我都嚐過，
至今皆有美好的回憶。寫到家鄉的菜，心裡
另有一種情味，我的心又回到了故鄉，回到
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
儘管蒲菜質潔品優，頗負盛名，但它並不

嫌貧愛富，時時處處心繫大眾。它既能成為

國宴上的名菜，也能走入千家萬戶，成為普
通百姓的家常菜餚。每當春末夏初嫩蒲生發
時，湖民便將它採下拿到市場上出售。許多
人將其買回家，或包蒲菜包子，或做清湯蒲
菜；無論待客還是自食，都頗受歡迎……作
為一個喜食蒲菜的人，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每每見到蒲菜上市，我便要買一些嚐鮮。將
買回的蒲筍或烹或炒，或做鮮湯或剁肉餡，
皆成滋味不同的美味，雖不及飯店做的名菜
精緻講究，但那份清鮮香醇，卻有過之而無
不及。尤其自做的清湯蒲菜，清湯空明，蒲
筍金黃，鮮亮中包含着詩意。
嚐一口，果然滿嘴清香，妙不可言，這不

由得使我浮想聯翩……想那生在吳地的蓴
菜，只因它寄託着人們的鄉情鄉思，便具有
那樣大的魅力，並演繹出纏綿悱惻的千古佳
話。
其實濟南蒲菜，其美味的價值與魅力，又

何遜於蓴菜？它不但使許多客居他鄉的濟南
遊子對家鄉有一份永遠的牽掛，而且使久居
濟南的異鄉人也「樂不思蜀」，念着它，想
着它，就更多了一份對濟南的熱愛。記得葉
聖陶先生在《藕與蓴菜》中說過：「像我現
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繫，所以就懷念起
家鄉來了。」「所戀在哪裡，哪裡就是我們
的故鄉了。」葉老說得多好啊！因為有蒲菜
的牽繫，人們對濟南也更加眷戀。即使不是
土生土長的濟南人，像我，也把濟南當成心
靈的故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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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風景 奢侈品峰會

在中美貿易戰正
打得如火如荼、部分

受產品加關稅影響的公司叫苦連天
之際，據悉，由《紐約時報》主辦
的年度奢侈品峰會將於十四年後的
今年年底重回香港舉行，反映國際
奢侈品界看漲香港，乃至整個中國
內地市場。
這個峰會的前身是由總部設於巴
黎的《國際先驅論壇報》於千禧年
首辦的「國際時裝及名牌商品會
議」，之前都在時尚之都巴黎舉
行，二零零四年則以《亞洲的誘
惑》為主題而首次移師香港。主辦
方說，因為香港不但是國際時裝和
奢侈品在亞洲的消費橋頭堡，亦是
業界通往正在崛起中的內地市場的
窗口，更具有良好的基礎建設措施
和資訊流動自由。
記得該屆主禮嘉賓是路威酩軒主
席伯納德．阿諾，主持則是享譽國
際時尚界的該報時裝編輯蘇茲．麥
肯絲（Suzy Menkes），時任特首董
建華不但在會議上發言，更借出禮
賓府開歡迎酒會，反映經歷了沙士
之後的當時政府對會議的重視。
後來，隨着《論壇報》被其母公

司紐約時報兼併，並易名為《國際
紐約時報》，而麥肯絲也被Condé
Nast集團羅致出任《Vogue》國際主
編，該峰會改由《紐時》現任時裝
總監兼首席時尚評論家 Vanessa
Friedman主持。

今年的主題是《新奢侈品世界秩
序》，顧名思義，圍繞如何解決電
子商務與實體店之間的關係以及全
球政經形勢如何影響時尚體系等問
題進行討論。
當年，由於我在上海主編的中國

首 本 針 對 奢 侈 品 市 場 的 雜 誌
《Noblesse》是大會媒體贊助，我出
席了三天會議。記得當時的發言者
有不少知名設計師，如Paul Smith、
Alber Elbaz、 Rosita Missoni 和
Miuccia Prada等，首三屆主禮嘉賓
更是當時得令者，如Tom Ford、
Ralph Lauren和Giorgio Armani。到
了本屆，則幾乎是行政高層，可見
創作人員地位今不如昔。
此外，跟十四年前比較，本屆峰

會多了東方面孔，如港人熟悉的連
卡佛總裁、吳光正愛女吳宗恩，
K11 購物藝術館創辦人、已故富豪
鄭裕彤長孫鄭志剛，以及高級珠寶
品牌Qeelin創辦人陳瑞麟；而內地
背景者也不少，包括近年活躍於英
國時尚界並投資於當地設計師品牌
的余晚晚（Wendy Yu）、收購法國
老牌時裝屋Lanvin的復興時尚集團
主席程雲（Joann Cheng）、收購
Bally 的山東如意集團董事長邱亞
夫，以及網購平台京東商城創辦人
劉強東等，都會上台分享。
由此可見，無論美國特朗普政府

想如何打擊中國經濟，西方商界都
似乎跟之唱反調。

從傳統到現代，
凡中外男女最喜歡

的故事主題永遠有關愛情。最為世
人所熟悉的西方愛情故事是《羅密
歐與茱麗葉》，男女主角堅貞不渝
的愛慕，充滿激情與淒美的經歷。
令全球多少愛侶羨慕及追隨。思旋
喜歡閱讀古代名著中《紅樓夢》及
《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尤其當
我每到北京時，更會勾起精彩回
憶，憶起在北京歌劇院聽梁山伯與
祝英台協奏曲，婉轉動人的節奏在
腦中頓然勾起山伯與英台化蝶的美
麗畫面，令人動容不已。
數年前，我曾三遊杭州，在西湖
邊遙望雷峰塔，又想起《白蛇傳》
中許仙與白娘子的傳奇愛情故事，
雖神奇怪誕，但仍為後人所傳誦。
眾多的傳奇愛情故事，經受得起時
間的考驗。
今天是農曆七月初六，傳統中被
稱之為牛郎節。明天是七月初七，
俗稱︰七夕節。你我打從孩提時便
聽過長輩細訴牛郎織女的故事。聽
媽媽對哥哥說：「你是男孩子，要
虔誠拜牛郎，求得好織女。」而媽
媽對我說：「織女要求得好牛
郎。」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人在天台
圍着飲紅棗桂圓茶，吃瓜子花生，
拜牛郎織女，求得好姻緣。
時移世易，新時代的男女對愛情
與尋找伴侶價值觀與傳統有所分別
了。而今男女平等，女子也作女強

人，在事業上奮鬥求幸福。所謂家
庭與愛情，似乎並不那麼重要了。
環境使然，女子遲遲未能找到對
象，現在潮流興相親大會，爸媽陪
着找對象，甚至在電視舉行相親節
目，也大受歡迎呢！
最近據報道，香港是世界上生育

率最低的地區之一。青年人不太喜
歡結婚，甚至結了婚也不生小孩，
寧願養寵物，貓仔狗仔視同己出。
據訪問所得，現代人對生兒育女，
感壓力甚大，供書教學，望子成龍
要付出巨大的財力與人力，夫妻二
人負擔都大感吃不消。
曾有媒體調查所得，養大一個小

孩成才至少要五百萬元。這個數目
並不包括買房置業的費用。如果夫
妻倆需自費購買房屋，便要做一世
房奴，去了所得的一大半，如何還
有錢養兒育女呢？這正是今天青年
人的困擾，除非夫妻倆都含着金鑰
匙出世，有父母補貼資助，又當別
論。
明天七夕節。我在下午應我的侄

女麗莎所邀請，到深水灣高爾夫球
會參加這位織女的生日派對。精彩
的節目包括游乾水與游濕水，即是
有人游泳，有人打麻將，各得其
樂。
近期風雨交加多時，希望風雨過

後是晴天，天空晴朗，天公作美，
大家開懷暢飲。恭祝麗莎生日快
樂！

今年七月香港幸有幾個
小颱風擦身而過，沒有帶

來破壞卻帶來充沛雨水，不僅解決早前香
港水荒之憂，也紓緩香港七月的暑熱。
七月下旬正是香港書展開鑼，可說是一

項大型的文化盛宴，每年大約有一百萬人
次入場，以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的比例來
說，每七個人就有一個去書展。今年適逢
其會，我剛出版了一本新書《被忽略的主
角——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
承傳》，在書展期間有一個專題講座，引
起傳媒普遍報道，照道理我應留在香港書
展，但我選擇了親情！因為我的侄女結婚
了，我選擇回台灣喝喜酒。是的，人生就
是有很多很多的選擇題擺在你面前，你把
選擇題串連起來，就是你的一生。
憶起先父生長在民初的年代，先祖父是

清朝最後一代的武舉人，先父自幼習得一
身好功夫，什麽壁虎功、鐵砂掌、草上
飛……我們兄弟姐妹自幼就知道該怎麽練
成，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對武術有興趣！還
記得，父親走快步時，我們根本看不見他
的腳。他把他的中國功夫貢獻給國家，他
選擇了國家，所以他抗日，在無數槍林彈
雨中飛簷走壁。他從江南到上海到廣州到
香港，最後他選擇了到台灣。先母是江南
書香門第的千金大小姐，她本來要到北京
大學讀書，但選擇了愛情，19歲就跟着先
父浪跡天涯海角。
我的大弟（人稱大少爺），家裡傭人都

是這樣稱呼我們的，大姐是大小姐，二姐
是二小姐……大少爺從小就愛看歷史書，
愛跟我們講大道理。他在中醫術數方面很

具天分，他本可以做歷史科老師、中醫師
或者天文術數師傅，但他選擇當公務員。
後來我得知，我的老家（祖籍地）盛產的
就是文人、中醫師、術數師傅。所以說，
樹有根水有源，我們無法擺脫遺傳因子。
想起先母常說，地球上的人口怎麽可能

不會愈來愈多呢？她與先父當初只是兩個
人帶着兩個姐姐到台灣的，現在我總共有
九位兄弟姐妹十多名侄與甥。
台灣俗語︰「要娶這個女孩子就要到她

家去看看她媽媽！」她的媽媽是怎麽樣的
人，這個女孩始終有一天會像她的母親一
樣。侄女的媽媽（我的弟媳）在家相夫教
子侍奉婆婆三十年，任勞任怨，相信侄女
也是一個好媳婦。閩南語說夫妻是「牽
手」，形容得非常好，牽着手走着走着就
是一輩子了。
每一個人面前都有無數的選擇題，每一

個選擇都影
響一生。這
份人生考試
卷 沒 有 滿
分，也沒有
零分，有的
是七彩斑斕
的內容。

回台灣喝喜酒有感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上文寫了一篇「問問你是誰」，
關於本人手機被黑客入侵事件，收到

朋友查詢，如何善後？有感舊機「毒癮難除」，惟有
換新機「重新做人」，醒醒定定在手機上安裝雙重驗
證密碼，做足安全措施。
網絡功能日新月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做安

全措施也不容易，年輕人或可追得上網絡知識，上年
紀的長者，恐怕聽也聽不明白。在我的朋友圈中，同
樣有位醒目男的父親也是手機「中毒」，醒目男即晚
給父親手機清毒，重設程式，安裝雙重驗證密碼，搞
了兩個小時；好不容易才搞妥老父的手機，輪到妻子
嘩叫，原來外父手機又「中毒」，正在外家的群組發
放不明來歷的短片。
說來好笑，朋友外父是80歲老人，對智能手機可

謂零知識，手機於他只有簡單通訊作用，老人家完全
不懂操作發放短片，很明顯是受黑客入侵。朋友救機
如救火，救完老父又救外父，馬上電告外父手機中毒
了，外父大人聽不明白：「中什麼毒呀？」朋友只好
叫外父不要按短片那條link（連結），外父還是聽不
明白：「哪條link呀？」朋友沒好氣告知，藍色是上
網連結；外父又問「怎樣連結呀？」此刻，再說下去
也於事無補，只好叫停：「請遠離手機」，朋友馬上
前往外父家救機。傳統觀念是「養兒防老」，如今兒
女生活也不容易，養兒也未必可防老，退而求其次，
「養兒防黑客」還是可以的，至少在智能世界，有兒
有女總算有個指路人。
年輕一代在智能知識方面比上一代優勝，但在感情世

界方面，卻不一定優勝。剛有新聞報道，高職事業女性
身墮網絡情緣詐騙，有人向「哈里王子」獻金，也有人
向「網絡情人」匯出巨款，銀行職員提醒無效，出動商
業罪案調查課警員，冒着被投訴風險阻止該女子匯出款
項。為何既年輕又聰明的事業女性卻容易上當？看來，
不同年齡群體中都有盲點或不足之處。

養兒防黑客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行將推出的新紙幣
防偽功能做足：高透

光水印/熒光銀碼/變色圖案以及厚
紙凸字，而且妙在五種不同面額鈔
票順序排列時，還有拼出獅子山背
景線條，鈔票真的那麼漂亮，誰有
集郵興趣，這鈔票碰到手中時，欣
賞再三，撫摸再三，想到同樣價值
的東西，都美不過二十到一千元的
套裝，一旦捨不得用掉而珍之藏
之，日積月累，集鈔成癖，你猜會
有什麼效果？
發行鈔票的銀行，必然想不到，
靚鈔票有意無意間便等同鼓勵儲
蓄，日後肯定製造出比今日更多的
大小富翁，真是這樣，銀行庫房
「水浸」了那麼多年，為了本身多
賺利息，想盡方法間接游說客戶消
費，今後勸人借錢就有點不容易
了。
大多數人花錢有個共通習慣，就
是碰到手邊殘舊的鈔票
總看不順眼，恨不得早
先花掉而後快，面目模
糊的五元硬幣和殘舊的
二十元紙幣最首當其
衝。觀乎此，便知道鈔
票過於精美也有它的壞
處，可能導致太多人戀
上鈔票，愛儲蓄不愛花
費，從而便減弱鈔票流
通量，消費者消費意慾

不大，經濟更趨過熱，這現象便不
是銀行樂於看見，真是這樣，鈔票
上的圖案，是不是需要加以重新研
究一下？
其實精美之外，帶點良性誘惑亦

無不可。傳統名人肖像不算新鮮也
不合時宜了，何妨就鈔票經濟功能
着眼，來點新的突破，不如試試側
面誘導市民如何花錢，比如千元大
鈔，來個旅遊景點圖案；五百元大
鈔，來個美食圖案，五十元面額，
切入戲院和娛樂場所圖案，提醒大
家閒來多些尋歡作樂……
當然格調還可高一點，大金牛千

元小金牛五百元圖案可用名書法家
「為善最樂」墨寶，如今廣告在住
宅大牆、電影電視和交通工具中都
無孔不入了，鈔票到底是經濟流通
的重要工具，以錢生錢招收限期廣
告應無不可，錢歸錢味，是否俗得
可愛？

鈔票圖案狂想曲

七月是青藏高原的雨季，我
們這一趟臨時決定的說走就走

的旅行並沒有顧及到這點。或者說，其實我更
想去感受一下高原上的風風雨雨。除了風雨，
我和女兒共同的最大心願是到世界的最高處去
看星星。
從拉薩到位於日喀則的珠峰路途遙遠，我們

選擇了在旅遊公司拼租一輛七座商務車前往，
如此，便結識了我們的拼車夥伴：來自武漢的
語文老師巧明妹妹一家四口。路上一交流，只
覺得緣分是如此地奇妙，巧明的故鄉在內蒙古
大草原，那是我去過以後就時常思念的我的精
神的故鄉。從草原到高原，我們就這樣與來自
故鄉的人不期而遇。
車子一路開往後藏，沿途風景美不勝收，開

車的司機兼導遊孫師傅是一匹識途老馬，駕車
沉穩，言語不多，介紹起景點來簡練利落。途
中若有美景，便選擇安全的地方把車停下，讓
我們下車拍上幾張遊客照，再繼續前行。路上
時雨時晴，變幻不定的風雲和藏區一樣神秘莫
測，然而驟雨之後滿眼的藍天白雲、山巒如洗
卻是在高原之下無法見到的。
途經羊卓雍措，美麗的聖湖使得一車大小忘

記了高原反應，都雀躍着撲向湖邊。身處近五
千米高的海拔，卻似走進夢幻的仙境一般。湖
邊清風陣陣，水波瀲灩，陽光投射到湛藍的湖
水裡，在湖面上反射出一道金色的光芒，令人
恍恍惚惚地，彷彿能從那道金光裡讀到自己的
前世今生。沿着羊卓雍措向前，便到了卡若拉
冰川。近在眼前卻又觸不可及的冰雪晶瑩剔
透，冷冷地散發着一股魔幻的氣息。只可惜，
千年不化的冰川在愈來愈嚴重的溫室效應之下
已經化去不少，早已不復曾經的壯觀，僅剩一
些白色的冰帽覆蓋在黝黑而荒涼的山體上，有
幾道順着溝壑流下來，似冰川與大山疼痛的眼
淚。所幸冰川之下還有一簇簇盛開的野花，三
五成群，在寒冷而稀薄的空氣中，匍匐於這片
聖潔的土地上，虔誠地，以美麗和智慧展示着
它們頑強的生命力。
珠峰以小雪粒和愈下愈大的冷雨迎接了我

們，直到我們抵達珠峰大本營，雨也一點沒有
停歇的意思。雨霧籠罩中，連近處的山峰都看
不清。只好進了孫師傅早就定好的帳篷安頓下
來，藏民老闆生起牛糞火，煮好酥油茶熱情地
招待了我們。彼時大家心裡都有遺憾，又彼此
安慰着，即便是這輩子都無法登上珠峰，也無

法更近地看到珠峰，但總算是到了離珠峰最近
的地方喝過茶，烤過火，呼吸過珠峰之畔的空
氣。如此，也是我們朝聖的一種心意罷。
大抵是我們的虔誠感動了神山。傍晚時分，

雨停了，太陽出來了，珠峰竟然若隱若現地露
出了半邊臉。我們便歡呼着奔向珠峰，雖不能
近前，只能隨俗在海拔測量紀念碑前「打卡」
照相留念也是滿足的。夕陽西下，站在堆滿瑪
尼堆的河道裡遠眺珠峰，看着被夕陽染色的雲
霧繚繞中的那一點金頂，如夢，如幻。就這樣
站在世界的屋脊之上，站在高原之上，驀地有
了一種站在忘川看前世的感覺，依稀彷彿，許
許多多曾經糾結於心的問題都有了答案。夜裡
仍是半陰半晴，大本營上空的月色朦朧，星光
也朦朧，空氣稀薄而純粹。在這樣的星空下思
念一個人，那思念卻是濃稠而純粹的。
大本營上有着世界海拔最高的郵局，第二天

一早，大家便在郵局用明信片把各自的思念和
祝福寄了出去。在濃霧中下山，車至半道，遠
處的珠峰又「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現了。看
到照片的他回覆說，珠峰是要你日後再回去。
何須說？當然是要再回去的。

（高原漫遊記之二）

夢的屋脊

蒲菜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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