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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色」經濟
近20年前，看台

灣的綜藝節目，裏
面有男性美妝師講述自己每天要一根
一根畫眉毛，當時覺得好新奇，不是
有感於妝容的精細度，而是新鮮於男
生在化妝。如今20年過去，誰成想中
國「男性顏值經濟」的春天竟要來了。
最早的心理過渡自然是明星。不知
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心裏便默認
「男明星是一定要化妝的」。看真人
騷，不管男藝人們各自長得如何、是
不是靠臉吃飯，反正晚飯一過便都紛
紛糊上面膜，誰不糊誰異類。對於流
量小鮮肉們則要求更高，每次出鏡，
觀眾都要自然而然地評頭品足一番：
鼻影沒打好，口紅顏色顯臉黃……
慢慢地，台下的素人們也紛紛培養
出了要做一個「精緻BOY」的志向。
每天上學前都要「化個小妝」的男生
愈來愈多，甚至有人總結出了公式：
口紅+眉筆+BB霜=九十五後出門
妝——男女通用。據媒體2018年的調
查顯示，九十五後男性美妝銷售規模
比2015年增長了60%，其中他們最愛
的是BB霜，平均每5個男生就有一人
使用，而眉妝和眼妝則是後起之秀。
最近這兩年，中國的「男色經濟」
大有蓬勃之勢。據數據公司Research
And Markets調查顯示，2018年時，
全球男性化妝品市場規模已達606億
美元，預計年增5%，到2024年時市
場規模將達到812億美元，內容包括
護膚品和彩妝。而中國這邊的數據明
顯更旺盛，據天貓發布的《2019年顏
值經濟報告》顯示，內地男士彩妝消
費同比增長89%，其中口紅的消費增
速達到278%，眉筆銷量增長214%，
男士專用BB霜/CC霜的銷售額也增

長了185%；護膚品方面，男士專用
乳霜、乳液銷量同比增長114%，專
用潔面乳增51%，就連護膚套裝都增
加了32%。至於其他的「傳統產品」
銷情也不俗，髮型造型品銷量增加
51%，香水增 55%，止汗產品增
78%。
不僅如此，與以往「蹭老婆的」、

「蹭女友的」相比，男士們對「專業
化」要求更高了，更多人會選擇男士
專用產品，這讓男性專用品牌的整體
銷量增加了56%。
細心的人們可能已經發現了一個有

趣的現象：近年來在內地，相較於女
明星，愈來愈多的大牌化妝品更熱衷
於找男明星代言。據公開數據顯示，
2018年有40多個化妝品品牌選擇男明
星代言，而到2019年9月時，這一數
字已增加到60多個。包括歐舒丹、歐
萊雅、美寶蓮、紀梵希等等在內的一
大批國際品牌，其代言人無一例外都
是當紅小生。他們不僅是男性，而且
普遍年輕，超過一半是九十五後，甚
至還有一些零零後。品牌們的這種選
擇當然是因為「粉絲經濟」，但也從
另一面推動了男性審美和觀念的變
化。至於大名鼎鼎的「口紅一哥」李
佳琦，已經成為現象級人物，更是男
性顏值經濟暢旺的寫照。更有機構最
新測算，今年內地男性美容零售規模
將突破167億美元，可算是一片藍海。
至於男人該不該或要不要化妝，小

狸覺得自己舒服就好。古埃及男人畫
眼線，古羅馬男人以色塗臉，中國漢
代男人在脖子上敷白粉，其實都是一
句︰「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允許女
人不化妝，允許男人化個妝，都沒所
謂。

有讀者朋友問我對
於中央政府為香港訂
立「港區國安法」一

事有何意見。因為這是近日舉世矚目
的頭等大事，不妨先略談淺見。其實
「潘老頭」小時候也曾接觸過一點英
式普通法的皮毛，當然市民大眾情願
聽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胡說八道，多
過肯聽我這個小市民老百姓的愚見，
人們有這樣的心態我絕對能夠理解。
首先要指出今天香港社會有為數不
少的市民，已經抱有目無法紀的做人
態度，倒不如先清本溯源。第一位破
壞香港社會法治精神的名人該是號稱
「名嘴」的黃毓民，此君曾任教大專
院校，然後成為傳媒紅人。香港回歸
之後，黃名嘴經年累月鼓吹「公民抗
命」，又提出「惡法」的觀念。他的
信徒接受了「惡法」不必守的教條。
至於「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
ence）這回事，按詞意該譯作「公民
不服從」更合適，潘某人可能是香港
持此觀點的第一人。一譯之差有何分
別？有的！我們都知道「聖雄」甘地
（1869年至1948年）領導印度立國前
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Non-coop-
eration movement），這是「公民不
服從」的同義詞（或至低限度是近義
詞）。香港式「公民抗命」則與暴力
密不可分！
然後是大學法學教師戴耀廷發明的
「違法達義」，這也是粗暴踐踏「法
治」（Rule of law）精神。2014 年
「非法佔中、雨傘革命」、2016年
「魚蛋革命」、2019年「時代革命」
都是「公民抗命」播了種，到「違法
達義」收割的苦果。

還有楊鐵樑法官在傳媒教英文時，
提出了「以法而治」（Rule by law）
的新學說！楊官曾在特區政府出任行
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他可是「港人治
港」之下的一位「治港港人」。這個
新穎的說法教潘某人大吃一驚！「潘
老頭」真的老了！在我整個少年時
代，從來沒有聽過「Rule by law」，
「以法而治」居然有錯，難道應要
「以人而治」嗎？過去幾十年我只知
「Rule of law」可以最簡單詮釋為
「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筆者多年不
讀法律教科書，世道竟然劇變如此。我
們這一代香港人受到「時代革命」洗
禮，驚嘆怎麼有這許多香港人幻想自己
可以凌駕法律，認定是「惡法」就可以
不守，還搶佔了「道德高地」呢？
由2019年6月起，香港這個我們的
家飽受無休止的暴亂摧殘折磨，歐美
傳媒謳歌褒美的「和平示威者」濫用
私刑、殺人放火、破壞鐵路、亂擲汽
油彈等等，令到香港由原本世界上最
安全的城市之一，搖身一變成為罪惡
之都、兇危之地！
本欄的讀者可能會記得筆者總結禍

亂香港的五大界別，即：政（包括反
對黨派和政府內吃裏扒外的高官）、
教（包括宗教界一些高級傳教士）、
法（包括法官、大律師、律師和法學
教師）、學（包括大中小學的師
生）、媒（包括合法註冊的和不守規
矩的網絡傳媒）。
再加外部勢力干預，特區政府飽受

外憂內患前後夾擊。我們奉公守法的
香港良民當然由衷歡迎中央政府果斷
出手護港救港。

（我看港區國安法．上）

「明珠老師，金英老師你們好！您二位的來信收
到了，讀來情真意切，非常感動也深受鼓舞！真能
幫到疫情籠罩中的孩子們是抗疫童書作者、繪者、

出版人，我和全體項目組義工的心願！」
凝望這封IBBY主席張明舟先生的信，一字一句皆令我們勾起種種

回憶。今年2月底，張明舟先生在他的微信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樹項
目《中國原創童書解困世界兒童？——抗疫「世界大戰」裏的中國童
書募請函》；我和明珠深深敬佩張明舟先生，他呼籲廣大出版人和譯
者免費捐出童書版權，及把新冠肺炎童書譯成外文，希望幫助世界各
地被疫情威脅的兒童，栽種滋養精神和心靈的生命樹，盼能建成「生
命樹童書網」這艱巨工程；這種對國際之關懷大愛、前瞻遠見，令人
感動，旋即一呼百應。
這項大挑戰，確是不易實行；明珠是中英日文翻譯人，像其他翻

譯工作者那樣，都義不容辭支持這意義重大的公益項目，人人響應張
先生號召，整個項目的工作團隊都二話不說迅即動員起來，以每十天
譯一本書的高速，完成翻譯工作，讓中國優質的抗疫童書，跨越語言
障礙，以英、日、法、德、俄、西、韓、意等十幾種語言送到世界各
地的兒童手中；想不到這生命樹30多天就栽種成了，枝葉茂盛地伸
展開去了！真似以建火神山醫院般的神速！善哉美事啊！
記得張明舟先生曾說：「兒童文學創作並非易事，作品要打動人

心，需要作家的敏感；有童心的作家就像回到了小時候，與兒童相
通，這時他的創造力是十分充沛的。」我不但很認同他的話，而且感
覺他也是一位有心人；國際兒童讀物聯盟（簡稱IBBY）自1953年成
立至今，被譽為少兒讀物界的小聯合國，各國分會一直致力於兒童閱
讀的推廣工作，影響廣泛；張明舟先生多年來搭橋和交流的努力，邁
出堅實的步伐，得到國際分會間重視、肯定和信任，成為這國際組織
第一位中國掌舵人；他兼具作家的敏感、童心，他的心與兒童相通，
他更有充沛的魄力和創見，令人敬佩！
祝願生命樹童書（見圖）網www.lifetreeboo-

ks.org.cn這個全球抗疫童書互譯共讀平台，推
廣「悅讀」，從今天疫情肆虐時期到以後，都
生生不息，讓好書陪伴孩子們成長。童書網的
海報上，鮮紅的生命樹拔地生長，孩子放飛幸
福的青鳥，活潑地傳遞着文化和平的夢；通過
雲端網絡，「悅讀」的羽翼自由飛翔……

張明舟栽種生命樹
經過一星期的

努力，世界矚目
的中國「兩會」

勝利完成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全
國人大代表積極參政議政，履行
自己的責任和擔當，在「兩會」
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為實行中
國式民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面對目前環球疫情和經
濟衰退亂局下，備受世界矚目的
此次人大會議被稱讚為「簡而精
而又不平凡」的大會，好評如
潮。除了審議及通過政府工作報
告，以及一貫以來的審議及通過
法律的議程等外，最重要的是審
議通過了「民法典」草案以及通
過「港區國安法」草案，獲得全
場掌聲及全民的擁護。
「民法典」是屬於中國人民自

己的首部法律典，事實上「民法
典」的制定是彰顯新中國社會主
義法治體系的健全、依法治國的
具有重大意義的表現，實現了國
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
相信「民法典」能承載着人民對
法治的期待，凝結現代法律人夢
想的民法典，必將令人民更好滿
足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
完善的法治保障，受全民歡迎擁
護是必然的！
在人大會議一錘定音的「港區國
安法」，受到14億中國人民的擁
護和支持。港人希望「港區國安
法」條文能早日訂立，有時間讓港

人諮詢研究，好讓盡早通過。
港人在人大會議後最關心「港區

國安法」草案提案內所列明的七
大綱領。由於很多市民對法律文字
內容並不切實了解，期望有關當局
開展相關教育，令港人釋懷。不
過，大多數港人都知道「港區國安
法」設立是防範分裂分子組織及實
施恐怖活動，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而懲治之；對於香港一般市
民，特別是愛國愛港的市民，有了
「港區國安法」，必將保障「一國
兩制」在港的實施，保障興邦治
國，香港確保繁榮與安定，保障港
人的自由和一切應有的公民權
益。我們非常同意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指出「港區國安法」的建
立，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增加了我們的信心。另外，港人歡
迎港澳辦夏寶龍主任指出對危害
國安者高懸利劍，港人亦期望特
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各
官員協力同心，貫徹好「港區國
安法」，大力擊退黑暴，令香港
重拾正軌再出發，令東方之珠在香
港更光亮。
「兩會」期間，利用視頻等科

技舉行各項會議，令人耳目一
新。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等領導人的重要講話，
令中華兒女以至世界各地更認識
新時代的中國，認識強國精兵的
中國，以及以民為本的中國，在
今後必將成為世界防疫防控和振
興經濟的榜樣——我們的中國！

我們的中國！

一片薄薄的口罩，
帶出全球不同民族的

相異觀念，甚至引發出仇恨與排斥。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希望大
家能對口罩的作用有共同的理念，讓
口罩能發揮到實際效用。
對亞洲人來說，戴口罩是為保護自
己，也保護別人，是雙向的：自己有
病的話不會傳染給別人；周遭的細菌
或他人的病菌也不會傳播給自己。內
地和香港人經歷過沙士的蹂躪，所以
很明白戴口罩在防疫上的重要角色。
在內地，過往燒煤炭的日子，空氣受
污染，戴口罩可預防吸入煤屑。而且
一般人踏單車，冬天時迎面而來的冷
氣易令喉頭乾燥和生病，口罩帶來溫
暖且是個很好的保護，大家都很習慣
戴上。
在歐美國家戴口罩並不普及，一般
人的觀念是病人才需戴口罩，以免傳
染別人。而有病的人不應到處去，要
留家休息，所以他們在街上見到戴着
口罩的人，就感到反感。縱使在新冠

肺炎大流行期間，他們還沒開竅和改
變觀念，想到自我保護和保障別人。
這些國家的政府和衞生當局又怎會不
知道這道理，只是國家沒有這麼多口
罩存貨，故此不敢鼓勵國民戴口罩，
以免造成管治危機。這些國家的外科
口罩或醫用口罩，都是在醫護人士覺得
有需要時用，故此一直需求量不多。在
資本主義社會裏，需求不多的貨品即是
不賺錢，所以生產商便寥寥可數，一
旦出現龐大需求時便不敷供應。
在這些國家因疫情而導致死亡人數

數以萬計或上10萬時，人們才開始懼
怕，才想到要如何去保護自己，經過
教訓後，這些國家也向中國和越南等
製造口罩較多的地區購入大量口罩，
市面供應多了，大家較易買來口罩，
便開始對戴口罩不那麼抗拒了。
由於歐美多個國家仍然處於疫情嚴

峻的階段，任何地區開放出入境後，
也可能面對輸入個案的風險，在有關
疫苗仍未成功推出和普及前，看來全
球人類都需與口罩共生共存了！

與口罩共生共存

很早前買過一本《阿波利
奈爾談藝術》，當時翻過兩

眼，隨即就放下了。因為這部評論集當中的內
容完全針對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的展覽而發，沒
有半點對象的情況下看這本書，就好像忽然闖
入一場談到一半的對話，聽起來總有點不得要
領。必然，阿波利奈爾的魅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當然，作為超現實主義的先驅，我終於還是
再次遇到了他。在那本名為《圖畫詩》的詩
集裏，我開始領悟到阿波利奈爾在何種程度
上推進了一場針對文字的反思運動。一想到這
是只有他一個人參與的運動，我就驚嘆於他的
勇氣。
在這部詩集當中，詩依然由字母組成，但更
進一步，字母不再按照從左到右的方式一字排
開，而是與詩文的意思相呼應，形成各種不同
的圖畫。譬如，內容涉及到巴黎的，阿波利奈
爾就將字母拼成一個艾菲爾鐵塔的樣子。如果
要講國王，圖畫則變成了一頂王冠。這種對形
式的革新，完全顛覆了我們一直以來的閱讀習
慣，使直觀的視覺與抽象的視覺合二為一了。
在此之前，我們都是從左向右進行閱讀的。

或者在中國，有一種寫法是從上向下的。但無
論如何，文字總是逐字逐句，一字排開。從來
沒有人嘗試着對文字排列的造型進行過什麼樣
的改革。也許這種事情發生過，在每一個歷史
時期，以新的文學形式出現。譬如駢體、唐詩
（五言與七言），宋詞的限韻與斷句，以及小
說的長篇幅。每一種文學形式，在它最當紅的
時候，形式當中蘊含着的寫法都不相同。
但阿波利奈爾所做的，要比一代代的文學形

式改革更進一步。儘管文學形式的改革在打破
形式限制的同時，逐漸強化了內容的自由。但
阿波利奈爾走得更遠。他要做的，不是用一種
新形式替代舊形式，在替代之後，將新形式固
定下來。他所做的，是徹底打破形式的穩定
性，讓每首詩都有符合自己內容的形式。這種
做法最直觀的好處，在於使內容與形式一直以
來的分離獲得了統一。並且，這種統一服從於
作者的所指。以往，作者只能在內容當中展現
自己的思想，現在，他也可借助形式加強這一
思想了。
於是，一個主題就在這種呼應裏被雙重肯定

了。當我們艱難看明白此詩的排列方式，並在

形式的干擾當中對內容進行閱讀之後，我們有
了雙重快樂，一重來自於詩本身的詩意，另一
重快樂，則來自於一種視覺的意外。這詩的形
式居然這麼貼切地迎合了詩意本身。就好像一
種魔術，憑空就蹦了出來。
不過，圖畫詩帶給讀者的啟迪遠遠不及它對

作者本人的啟迪更大。這種詩與其說是作者為
了譁眾取寵而標新立異，不如說來自於對自我
的一種挑戰。它最實驗的部分，是要逼迫作者
對已完成的詩進行二次創作。這一次，詩不能
單單成為一種意象，它必須創造出一個圖畫，
而圖畫要暗示這詩當中的含義。這就使得作者
在回頭審視自己作品的時候，承認無意識的客
觀性。因為，他想要給這個詩所創造的形式，
無論如何，都無法涵蓋詩意模棱兩可外在當中
蘊含的複雜性。這就是圖畫詩最超現實主義的
部分。對於這個藝術流派而言，無意識和潛意
識甚至是要比現實更重要的真實存在，正視它
們，並發掘它們，在求真之路上無比重要。而
圖畫詩，是阿波利奈爾為這場運動送上的最具
革新意義的禮物，這作品既肯定了「我」，又
肯定了一種自我好奇。

圖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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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醋用醋美事多
有一次到山西旅遊，

還沒住進賓館，導遊便
帶我們去參觀太原市的
一家醋廠。已是下午
4、5點鐘，旅途勞頓，

飢腸轆轆，多數人對參觀醋廠都不感興
趣。可導遊的精彩介紹，卻迅速引起了大
家的興趣。這位20多歲的姑娘口才好，見
識多，妙語連珠，風趣幽默，如數家珍般
地講着山西醋的知識典故。講到高潮處，
她即興吟了一首當地流傳的「喝醋歌」：
男人常喝醋，感情更豐富。
女人常喝醋，家庭更和睦。
兒童常喝醋，生活更幸福。
老人常喝醋，到老不糊塗……
她唸得妙趣橫生，一車人被逗得笑彎了

腰。趁着這高興勁，她又補充說：各位，
這醋的作用夠大的吧？您可別小看了它，
它還能幫您陞官發財呢……正說至此，醋
廠到了。大家迅速走下車來，進入車間，
實實在在地徜徉在醋海之中，領略山西醋
的不同凡響，感受山西醋的奇妙功效。
吃過晚飯，我們又見到了這位導遊小
姐，便趁機拉住她，讓她仔細講解一下這
首「喝醋歌」。她也樂於施展才華，便滔
滔不絕地大加發揮……
男人嘛，是需要常喝點醋的。特別是未
婚青年，醋喝多了，產生了「醋意」，就能
有競爭精神、上進欲望，激勵自己增長知
識，培養豐富的感情，以贏得心愛人的芳
心。沒有「醋意」，平平淡淡，哪會有豐富
感情？至於女人，有些人本來就是「醋罐
子」，恨不得把老公拴到褲腰帶上，稍有風
吹草動，便鬧得雞犬不寧。讓她們常喝點
「醋」，就能「以毒攻毒」，產生抗體。再
遇到類似情況，就心平氣和了，這樣家庭不
就更和睦了？再說現在的兒童，都是在甜水
裏泡大的，不懂得人生五味。讓他們多喝點
醋，懂得生活的酸甜苦辣，不是更幸福嗎？

說到老年人，那就更需要常喝醋了。因為醋
能助消化、降血壓，老年人喝了能強身健
腦，延年益壽，當然也就不糊塗了……
儘管她的發揮很出色，但我們深知這不過
是借題發揮，給醋廠促銷，逗笑而已，認不
得真。不過從這次參觀中，我們也確實學到
不少知識，懂得食醋用醋的許多好處……遠
在古代，人們就懂得醋在烹飪中的重要作
用。北宋陶谷在《清異錄》中說：「醬，八
珍主人也；醋，食總管也。反是為，惡醬為
廚師大耗，惡醋為小耗。」他不但封醋為
「食總管」，而且認為厭棄醬醋是廚師的很
大損失。現代科學進一步證實，醋不但是很
好的調味品，而且含有各種氨基酸、有機
酸、糖類、維生素、醇和酯等營養成分，有
開胃健脾、降壓降脂、控制血糖、促進鈣吸
收等多重功效，常食醋對人的健康好有益。
正因為食醋有諸多好處，所以自古人們就

很喜歡食醋，在有些地方，例如杭州，甚至
嗜醋成癖。北宋李之儀在《姑溪居士文集》
中就說，杭人「食醋多於飲酒」。到了南
宋，食醋之風更盛，民間就流傳着這樣的諺
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
趕着行在賣酒醋。」行在就是杭州。當時賣
醋能夠像賣酒一樣致富，足見當時杭州人對
醋的需求量之大。南宋朝廷和臨安府還分別
在杭州城裏設有「御醋庫」和「公使醋
庫」，專門生產食醋，獲取厚利。這也進一
步證實了杭州人食醋之普及。
除了調味食用外，醋還有一些其他用

途。因為它酸而無毒，對人有益無害，所以
它也被用來作為考驗品格的試金石。其中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唐太宗用醋試妒。
據唐人筆記《朝野僉載》記載，唐太宗
李世民為表彰宰相房玄齡的豐功偉績，選
了幾名美女要送給他做妾。房玄齡一向怕
老婆，擔心這會遭到夫人的反對，便婉言謝
絕了。李世民得知這一情況後，便將這位宰
相夫人召來，對她說：「若寧不妒而生，寧

妒而死？」並叫侍者送上一壺「毒酒」，讓
她在「毒酒」和討妾間作出選擇，是不再妒
忌而生呢，還是堅持妒忌去死？如不同意房
玄齡討妾，就把這壺「毒酒」喝下去。房夫
人聽罷，毫不猶豫地端起「毒酒」一飲而
盡……奇怪的是房夫人飲下「毒酒」，並
未死去！原來唐太宗在壺裏裝的不是毒酒，
而是醋！正是這一壺醋，既保全了房夫人的
氣節，又救了她一命。另有一個人的高風亮
節，也是通過飲醋表現出來的。
據唐李肇的《唐國史補》記載，唐軍使

李景略設宴招待屬下將領，判官任迪簡因故
遲到了。按照慣例，遲到者要被罰酒一巨
觥，結果倒酒的軍吏粗心，給任迪簡錯倒了
一巨觥醋。任迪簡深知李軍使生性嚴酷，
如說觥中是醋，倒酒的軍吏必被處死，於
是他強忍着把一巨觥醋喝了下去，為此離
席時吐了不少血。軍吏們得知內情後，都很
感激他，對他更加擁護。李景略死後，軍吏
都推舉不負眾望的任迪簡為主帥，並獲朝廷
批准。任迪簡從此平步青雲，一直官至節度
使。由於他的陞官起因於「喝醋」，所以都
稱他為「呷醋節度」。
醋還有一個更為神奇的功能，那就是養

顏美容。相傳，「古埃及艷后」克麗奧佩特
拉七世的美麗容顏，就與喝醋有關。有一
次，她跟她的情人——羅馬將軍安東尼打
賭，看誰能夠在一次用餐花掉更多的錢
財。克麗奧佩特拉七世就用醋溶解天然的
珍珠，再把醋溶液喝下去。結果她不但贏得
了勝利，還由此獲得絕世的美貌。
據當時一位化學家記載，飲用溶解了珍珠

的醋溶液是克麗奧佩特拉七世的美容妙法。
她不是只喝了這一次，而是經常飲用。現代研
究也證明，醋有阻止人體產生過氧化脂質的
作用，對防止衰老有益。經醋溶解出珍珠中
貝類蛋白質成分，也有美容的功效。因此，
這種醋與珍珠溶液使克麗奧佩特拉七世成
為名垂千古的艷后，還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