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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蜜小蔡請客吃飯，說好不去飯店，就在
她家裡。等各種菜餚齊全了，她又端上來一
盤油炸品。小蔡對我說，這炸貨是稀罕物兒
做的，輕易吃不到，是今天餐桌上的主角，
你趁熱趕緊嚐嚐。我夾了一塊仔細瞅瞅，只
見外層是色澤金黃的麵糊糊，卻猜不透內裡
是什麼。
放進嘴裡一咬，真是又香又脆。我迫不及

待嚥下去，又火急火燎去夾下一塊。小蔡才
呵呵笑出聲來，她說，這就是濟南著名的美
食「炸荷花」，又叫「炸蓮花」。
原來，小蔡的姨母在濟南南部山區承包了

一方荷塘。每年的七八月間，她都會去採摘
幾枝荷花來做成美食，招待親朋好友。我沒
想到，荷花竟然可以這樣做來吃，味道也的
確不錯。可是，吃過一次之後，我再也沒想
去吃第二次。在我看來，荷花不是用來吃
的，而是用來觀賞的。
更何況，荷花是蓮蓬的前身，沒有花瓣的

護佑，蓮蓬豈能孕育出豐滿的蓮子？蓮子是
果實，我們可以堂而皇之享其味美。聖潔的
荷花何其無辜，怎能為了滿足人們的口腹之
慾而半路夭折？這簡直是暴殄天物。古代的
周敦頤作《愛蓮說》，認為蓮花「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大概和我是同一種心境吧！

說起炸荷花，不能不提老舍先生，老舍先
生寫過一篇《吃蓮花的》散文。自己種的蓮
花被朋友採摘製作成菜品後，他見了非常心
疼，這樣哀悼︰「蓮花，蓮花啊！您的幻滅
使我心弦顫動而鼻涕長流啊！」我沒有老舍
先生的境界和情懷，吃過炸荷花後，既沒有
心弦顫動也沒有鼻涕長流。我能做到的，只
能是盡量保護荷花，讓它們免受摧殘。
前不久，在我家小區門口的菜市場，有人

在賣荷花的骨朵兒。我數了一下，盆裡一共
還有九枝，不假思索，全部買下來了。回到
家，找了個洗菜盆，注上清水，把九枝骨朵
兒都輕輕擺進去了。荷花綻開了，粉白的花

瓣，滿屋子的清香，持續了十來天。花瓣自
然枯萎後，我把它們捧到小區的花壇裡。我
想，和泥土融為一體，這才是荷花最好的歸
宿。
我不忍心吃荷花，卻迷戀荷葉的味道。有

一次，去芙蓉街閒逛，忽然間，聞到了熟荷
葉的特殊香味。循着香味找了過去，看到有
一家賣包子的，門頭上寫着「荷香包」。這
家店主蒸包子的時候，把大荷葉鋪展在籠屜
上，荷葉的香味隨着蒸氣很快浸潤到包子皮
裡。雖然不到飯點，我還是買了幾個灌湯包
來解饞。肉香、荷香結合在一起的小蒸包，
吃起來一點也不膩。
荷香包，是濟南頂呱呱的風味小吃。當

然，荷葉粥也不遜色。荷香包和荷葉粥系出
一脈，兩者都離不開荷葉的熏染。「江南可
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
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
北」，這首著名的《樂府詩》雖然是寫姑娘
們在採蓮蓬，呈現給大家的卻是蓮葉的豐
美。可是，江南的蓮葉再美，我只能用心去
感受。濟南的荷葉，卻讓我享受。我喜歡吃
荷香包，更醉心於荷葉粥。
十年前，我們一家三口來到濟南闖蕩生

活。初來乍到，租來的房子徒有四壁，鍋碗
瓢盆，油鹽醬醋，樣樣都缺。然而，民以食
為天，我們為了填飽肚子，只好去住處附近
找快餐店。當年大紅門面洋溢着團團喜氣的
金德利快餐，迅速融合進了我們的小家庭生
活。我最先發現的濟南美食，就是金德利的
招牌粥——荷葉粥。荷葉粥特別貼合我的口
味。那時候，女兒才五歲，受我的影響也是
頓頓不離粥。
當我們喝過一次荷葉粥之後，馬上就成了

金德利快餐的常客。每天到了飯點，我就
說︰「走，去金德利喝粥去。」女兒就乖乖
牽着我的手，表示樂意。從小愛喝粥的我碰
上濟南的荷葉粥，也算是千里有緣來相會，

從此傾心不相忘。荷葉粥明目清心，皆是因
為放了荷葉。濟南的荷花是市花，素有「四
面荷花三面柳」之美譽。荷花比柳樹還多
呢，多出一面，略勝一籌，更覺不同凡俗。
濟南泉水多，水質清冽。好水養好花，好花
有好葉，好葉熬好粥，好粥能養顏。

後來，老公的工作穩定了，我們居住環境
有所改善。有了一間亮堂堂的廚房後，我開
始琢磨自己熬荷葉粥。去市場買來乾荷葉，
買來大紅棗。冰糖要去超市買質量有保證
的，粳米也要當年產的。這些備好了，然後
才出門請教鄰居荷葉粥的具體做法。鄰居李
大姐是本地人，樸實厚道，待人真誠。她直
接來到我家裡手把手教我做荷葉粥︰適量的
粳米，適量的水，適量乾荷葉用紗布包好。
這三樣下鍋，大火開鍋之後，放適量冰糖，
中火繼續熬十分鐘左右。最後放鍋裡泡好的
大紅棗十幾顆，悶上幾分鐘。

蕩漾着綠波的粥面上懸浮着鮮艷奪目的紅
棗兒，想想都醉了。荷葉的誘人香味已然撲
鼻，不能再等了，即刻開鍋。美粥舀出來，
先給鄰居李大姐送一碗過去，李大姐也不推
辭，改天她自己熬了荷葉粥，乾脆送了一盆
過來。
閨蜜小蔡知道荷葉粥是我的最愛，她認

為，乾荷葉熬粥不如鮮荷葉荷香濃郁。去年
七月份，小蔡去南部山區回來，曾專門給我
採來不少新鮮荷葉。我試着熬了一鍋荷葉
粥，果然爽口爽心，比乾荷葉味道更佳。原
本不愛喝粥的小蔡直呼好喝，一連喝了幾
碗，自我解嘲說是「牛飲」。本想給李大姐
端一碗過去讓她也品一品，這下好了，我倆
全部喝光光。小蔡出主意：「你把鮮荷葉送
給李大姐，讓人家自己熬粥，人家老濟南
人，比你手藝高呢！」

捧着兩枚碧綠的荷葉給李大姐送到家，李
大姐笑得嘴似瓢兒，竟然比見了荷葉粥還稀
罕。

令人縈念的麵線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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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中的藥櫃
很多人沒有留意
到，家中很多東西

都可以應付小病痛，我列出一些大
多數家庭有的「寶物」，若果你沒有的
話，不妨買一些常備於廚房呢。
1.香草︰現在很流行精油，其中
一種是香草類，也是我最喜歡的精
油系列，但其實原材料一樣有治療
效果。
迷迭香可止咳去痰，紓緩喉嚨
痛，也可以止頭痛；羅勒可以止痙
攣類的咳嗽或胃痛；百里香對胃脹
及便秘都有紓緩不適的效果，外國
更有些人用來減肥，因為可以壓抑
食癮，又可以提神醒胃，讓人正面
減重（但不適合孕婦）；牛奶被稱
為最強抗生素，且可以刺激白血球
的製造，有時初起感冒開始流鼻
水，或者空氣差的日子，喝一杯已
經可以回復生氣。
以上可以泡茶，也可以生吞，也
可以放到餸菜中。外敷也可以，例
如以焗爐輕輕烤後放頸背或心口，
咳嗽時挺舒服。記得要買有機的，
選擇粉狀或乾料皆可。
2. 黑胡椒︰寒咳時可以生吞，可

能會嗆到，但效果非常快速（不過
不合孩子）。
3. 薑︰萬用，無論是內服還是外

敷，對大部分病痛都有幫助，例如
感冒、經痛、肚痛、便秘、肌肉痛

（用薑片刮沙）。
4. 蒜︰蒜水對寒咳及喉嚨痛都有

紓緩作用。蒜片對皮膚問題如生疣
或真菌感染都有效。
5.香茅：坐月時很多人會用此來

沖涼，因為其特性溫暖。沖茶十分
暖胃，吃了生冷食物或者便秘不
適，香茅都可以幫到忙。我的孩子
有時嫌薑過辣，多用香茅代替。
6. 洋葱：它是細菌磁石，除了一

般人多以燉的方式來口服，我更推
介把其切開放在家中各角落，或者
輕輕烘烤或蒸熱後，切碎以紗巾包
着，在發炎的地方暖敷──例如咳
時敷大椎、淋巴不適敷頸側、中耳
炎敷耳背等等，都可以快速紓緩。
7. 梳打粉：對尿道或膀胱炎有

用，可以沖水喝。
8. 蘋果醋：曬傷可以搽皮膚。

用來浸腳可以紓緩香港腳、靜脈
曲張等問題，也可以對付疣。一
定要買有機及經過發酵的。如果
耳道痛，也可以把蘋果醋溝同樣
分量的水，將液體沾滿棉花球，
放在耳道口。
9. 椰子油：早上用來油拔，對痱

滋或其他口腔問題，甚至全身排毒
也有用處。要以油漱口十五分鐘，
再吐出。有中耳炎或眼睛發炎時也
可以把椰子油滴到發炎位置，但一
定要買有機、生、沒精煉過的油。

蠔仔麵線除了蠔
仔，大腸、豬血是

不可或缺的配料，還有金針菜，其
他例行配料有香菇、香菜等。
上世紀九十年代泉州華僑大學莊
善裕校長邀請一批包括筆者的香港
文化人去講學。
我每天早上在華大的食堂都吃到
很地道的蠔仔麵線，令人為之驚
艷！迄今仍齒頰留香。
華大的麵線糊煮得一點也不含
糊，配料一應俱全，而且麵線糊是
糊而不糊，上桌還是線條分明。這
就真正考功夫了。
要知道麵線（港人稱線麵）很幼
細，火候不對，很易變成爛糊狀。
我在香港，也煮過多次麵線糊，
沒有放大腸、豬血，換上瑤柱、蝦
米、蠔仔。蠔仔（珠蠔）只有北角
春秧街買得到。有時買不到我改用
小蜆肉取替，加入一大盒史雲生雞
湯，和大量葱蒜、芹菜。
麵線則用壽桃牌，煮出來的麵線
糊自覺尚差強人意，鄰居吃過無不
稱讚。其實，我做的麵線糊並不地
道。這次到泉州，第一站美吃，我
去的是西街曾氏老記麵線糊。
雖剛吃了午飯，但我還是叫一客
麵線糊。只見灶頭煮了一大鍋熱氣
騰騰的麵線糊，聽說是用豬筒骨熬
成的高湯，沒有佐料。
所有佐料放在玻璃層架上，包括
海蠣（蠔仔）、豬肝、豬血、鴨胗

（鴨肫，即鴨胃）、鹵大腸、蝦
米、蟶子、炸豆腐、炸油條、炸花
生米……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顧客可隨自己喜好各取所需，可

適應各種顧客口味。
我還是喜歡傳統佐料，只放蠔

仔、豬血、大腸及香菜。蠔仔鮮
美，豬血嫩滑，大腸最惹味。
店東另給我上一碟油條，一再提
醒我，讓我放一、二段切塊的油
條，才能起味。
我只好放了一段油條，味道迥然

不同。
這個吃法，與早年物資匱乏的童
年家鄉大不一樣。帶路的《泉州商
報》記者王小英小姐及嚮導說，這
是泉州最地道的麵線糊。
因這次是飽飯而去，只吃半碗，

下次還要再去嚐一嚐。

TVB這幾年間，多位花旦、小生們相繼約滿後離
巢，嫁人結婚生兒育女的花旦陳茵媺、胡杏兒、鍾嘉

欣……到內地拍電視劇賺「人仔」的小生吳卓羲、黃宗澤、郭晉安等
等，令TVB看似要鬧花旦小生荒；不過俗語說地球不會因沒有某人
而停止運轉，TVB都一樣。
早已部署好接棒的人登場，無綫中人說︰「TVB接棒的人從來沒

有停止過，至於接棒的新花旦、新小生能否受觀眾歡迎，另作別論。
電視台的運作模式是流水作業，台前幕後誰都捱個十年、八載才見成
績。」有女藝人說︰「在娛樂圈男藝人的演藝生命比女藝人較長。女
人嘛，誰不想嫁個好老公，生兒育女，終身有依靠？所以女藝人不論
名成利就與否，目標就是要結婚，不容許自己被稱為『剩女』，好瘀
㗎嘛！」
男藝人離巢，大部分原因當然是為了「錢」，養妻活兒是男人的責

任及擔當，電視台在商言商給予藝人的薪酬自然不高，但卻能提供予
藝人一個成名的平台，這是不爭的事實。曾幾何時多位著名藝人跟
TVB續約時被「凍薪」，更增加演出的工作量（變相減薪），他
（她）們都迫不得已續約，就是因為電視台這平台能保持他們的知名
度和曝光率，他們才能賺外快。
也有不少朋友問過筆者這樣的話︰「為什麼最近不見某某藝人有電

視劇演出嘅？佢退出了娛樂圈嗎？」筆者只能答︰「你多些留意內地
的電視劇啦！就會睇到佢哋出鏡㗎啦。」因為香港的電視台購播外國
或內地的電視劇集不多，所以香港早已不被視為一個可以「賣埠」的
市場了。TVB最近播映內地的劇集《那年花開月正圓》，也是每晚
播半小時，觀眾愛看不看，悉隨尊便。但筆者仍為香港藝人在內地受
觀眾歡迎感到開心，如胡杏兒在《那》劇雖然被視為第二女主角，不
過胡杏兒佔的戲分頗重，她的演技並不比女主角孫儷遜色，贏得內地
不少觀眾的點讚！杏兒，加油！！！

電視平台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剛剛過去的愚人
節，閣下有被「整

蠱」嗎？其實香港人對愚人節似乎
不算非常熱衷，尤其是與西方相比
的話。在外國，很多時候連傳媒都
參與惡作劇，而一些有趣的「鬧
劇」，卻能帶來思考。
據說，在1965年的愚人節，英國

BBC 電 視 台宣佈推出一種叫
「Smell-O-Vision（氣味電視）」
的新科技，令觀眾坐在家中電視機
前，就可以聞到屏幕傳出來的氣
味。他們在電視播放切洋葱、泡咖
啡的畫面，聲稱如此一來，洋葱和
咖啡的濃烈味道，就能通過電視傳
送給觀眾。
以上所說的一切，當然只是電視

台的愚人節玩笑。神奇的是，居然
有不少觀眾致電表示確實在家裡聞
到了味道，甚至有人聲稱被洋葱嗆
得流出了眼淚。是觀眾們識破詭
計，反將一軍，玩弄電視台嗎？似
乎不是。
許多人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確

有可能「欺騙」了自己的大腦，以
為真的聞到了氣味。
此後，甚至有人另外再做延伸實

驗，測試自我暗示為人帶來的影
響，同樣，實驗組中有不少人
「騙」到了自己的感官。
一個惡作劇，竟無意中令我們見

識到心理作用的強大。面對新科技
時，由於絕大多數人對它不熟悉，
往往更容易被新資訊牽着鼻子走。
但仔細一想，我們生活中每天面對
的種種資訊，其中會不會也有許多
是這樣的「騙局」呢？到底哪些可
信，哪些不可信呢？
哎呀，真是愈想愈恐怖。但心理

暗示並非一定是負面的騙局，也並
非不可改變。舉個簡單的例子，每
年犯太歲的人，都會早在農曆新年
還未到來之前，就惶惶不可終日。
這樣的心理暗示，可能導致自己

更擔驚受怕、更易在現實中出錯。
天命每年都會為許多犯太歲的人

解惑，其實除了從玄學的方面給予
幫助之外，還會像「心理輔導」一
樣，盡量減低客人對太歲的恐懼。
若能不斷暗示自己︰在能力範圍
內，我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那麼
行動力自然增強，最終成功的機會
自然就更高！與其被心理暗示嚇
壞，不如請它幫助自己進步吧！

愚人節的智慧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慢活！這兩個字
在我的字典裡幾乎

是沒有的，怎麼是慢活，完全沒有
任何體會。卻在這幾天，意外又開
心地有了點點慢活的感覺！
這幾天被安排了一次桂林陽朔之
旅，重回了數十年前跟着前輩楊莉
君阿姨到過的桂林。不過這是桂林
的陽朔，與當年去過的又有所不
同，猶記當年年輕的我居然跟着幾
位前輩去廣州交易會，住了兩天幹
部招待所，我們一行4人，一對合
唱團夫婦、一位報界的前輩楊姨，
男女老少同住在一間房子裡，因為
住房緊張，我們房間外邊也蹲着很
多人、也有靠牆坐着休息，隨意地
過夜。之後咱們再飛往桂林，還遇
上九霄驚魂，因為大霧飛機在空中
盤旋了半小時，全機人也被嚇得唞
了半小時。
來到了桂林，一個舒適自在又美
得令人感動的山水美景，認識了吳
大哥柴大姐夫婦，我這中學生還與
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可惜近十年不
知如何斷了音訊，今次重臨舊地，
已無法尋回故人，心中實在掛念！
這趟遊陽朔，是姐妹們的安排，
到一間糖廠改建的酒店，阿麗拉陽
朔糖舍，一間很有特色依山而建的
酒店。
有好一段時間沒如此悠遊，糖舍
給予我非常自在的愉悅的感覺！酒
店大堂在一間鍋爐廠房內，餐廳、
展覽廳在另一幢廠房；另一個廠房
有酒吧、電影院和紀念品店，每間

廠房都留下一定的原建築再加固，
後面近灕江邊有一個大泳池，健身
室就在泳池旁於山腳挖了地下室而
建成。
咦，住房呢？不急不急，一定有
的，設計師在另外一塊地建了一幢
與廠房活動區相結合有百多間房的
住房區。
在糖舍休憩了幾天，閒着便坐山

腳下泳池邊飲咖啡，望着酒店的客
人三三兩兩的不停地拍照，大家都
是悠閒而安靜在享受着，你說這樣
的環境，是不是很舒適很平靜，我
是真的真的捨不得走，所以臨走的
時候與糖舍的公關妹妹緊緊地擁
抱，我告訴自己這地方一定會再
來！太愛它了！是它，是陽朔，讓
我體會到「慢活」是多麼難得的生
活方式，生活感受！

慢活！

這陣子，關中的天氣異常的
好，還是三月，二十多度的高

溫，持續了好幾日。架上禿了一冬的葡萄藤，
被催出的葉子，孩子手掌般大小，一片一片伸
向天空。坐在架下，任由橫衝直撞的陽光，穿
過一隻一隻肥嫩嫩的小手，撫在臉上肩上。身
上的薄毛衣，立刻就招架不住了。
天一暖和，就有心思琢磨些好吃的了。一畦

春韭綠，滿樹椿芽香。春分才過，清明將至。
正是香椿吐芽的時候。要吃這味春菜，非得可
遇而不可求。一來時令太強，早幾日未發芽，
晚幾日梗硬發苦。二來椿樹難覓。即便市場上
偶有售賣，多半也非當日所採摘，香味濃郁鮮
味就差強人意。
嫂子娘家的院裡，長着一棵碗口粗的椿樹，
是香椿樹。樹身高大，最近的枝杈，離地也有
三米高。枝上的春芽，剛剛冒頭，絳紅色的葉
片，緊湊相擁。離天最近的樹梢上，有幾簇椿
葉略微舒展開來，羽狀對生的葉片，在傍晚的
春風裡，微微顫動，嫵媚的樣子極勾人。
我仰着頭，稍稍流露出吃椿的念想，一對善

良的老人家，即刻就圍着椿樹忙活了起來。一
個扛着木梯，三步並作兩步，就將梯子搭在了
樹杈上，我再三阻止之下，才放棄了要爬梯上
樹，一轉身，又去尋了一根長長的竹竿，搗鼓
着在竿頭上綁一把篾刀。另一個見狀，幾乎是
小跑過來，一手幫我扶梯子，另一隻手竟塞了
一把鋸子給我，叫我直接把那幾枝大樹杈鋸下
來，扛回去，再慢慢摘椿芽。我雖一向嘴饞，
對花木卻還存憐香惜枝之心。辭謝了鋸子，接

過竹籃，踩着梯子，仗着還算靈巧的身手，我
很容易就攀上了香椿樹的枝杈。
置身椿芽之中，濃郁特別的香椿味，彌漫四

周。舉目遠眺，暮色漸起，遠處人家院落中尚
未有新葉冒出的樹木，枝丫被落日勾勒了一圈
淡淡的金邊，傍着黛青色的瓦屋頂子，像是打
開了一卷有些年頭的舊時畫軸。風習習，誰傍
暗香輕採摘？成年之後，舉止受制於各種條
框，難得一次逾矩攀高，爽利輕快之感，居然
甚過口腹之慾，實是意外之喜。
枝上的椿芽果然鮮嫩清脆，輕輕一掰，一朵

完整的嫩芽頭，就落入掌心。這棵椿樹夠年
頭，枝條生發的格外多，站在梯子上，只消伸
手把能夠到的椿芽掐一遍，就能做兩道菜了。
吃椿芽圖個鮮，採下來多放一夜，鮮香的味道
都會折損。掂一掂手中沉甸甸的竹籃，我心滿
意足地下了梯子。
當晚的餐桌，香椿是一蔬兩吃。一碟香椿炒
雞蛋，是最簡便的做法。摘掉微微發硬的芽
根，整朵椿芽像明前的春茶一樣，一根根散落
開來，清水洗去浮塵，再燒一鍋滾水略微焯一
焯，瀝乾，一半剁成細細的小段，一半待用。
切好的香椿蓉，扔進打好的雞蛋液中，加一點
鹽，攪勻。熱鍋冷油，迅速翻炒，三分鐘不到
就出鍋。滿廚房都沾染了椿的香，連匣中的筷
子都不能自持。
趁着另一半洗淨待用的椿芽還在控水，打兩

顆雞蛋，把分量相當的澱粉和麵粉，和成麵
漿，再倒入加了少許鹽的熱水，攪到用筷子一
撈能撈起麵糊了，把椿芽都倒進去，努力讓每

一棵芽尖兒都能感受到同樣多的麵糊，這道香
椿魚便成功了一半。
開火熱油，估摸着油溫大約有六成熱，下鍋

開炸。要賣相好，就一根一根椿芽抖利索了，
再下鍋，炸出來的椿魚，保準棵棵條順。要只
講口感，就都倒進去，變成一大塊香椿魚餅，
兩面翻，炸到麵糊都變白了，撈在笊籬裡，略
略控一下油，再下鍋兩面翻炸，待稍稍上色，
撈出來裝碟。不等筷子出匣，老人和孩子都已
迫不及待地圍着碟子直接上手撕扯。油炸的食
物，大多香酥焦脆，雖不宜多食，但口感絕對
是人見人愛，尤其是在吃東西從不講是否熱
氣、是否需要飲涼茶的北方。
食材出眾，廚藝不凡。我親自下廚做的這兩

道椿菜還未來得及拍照，竟已全部被掃蕩一空
了。

吃春（四）

食荷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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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老記麵線糊第三代傳人（玩
手機者）很腼腆，只好偷拍。右邊
玻璃層架上放着各種麵線糊的佐料
讓顧客選擇。 作者提供

■筆者暢遊桂林陽朔時，在美
景之下拍照留倩影。 作者提供

■在樹上所採摘的香椿芽。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