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洲橋頭，阿蓬記黔江雞雜總店，一個名叫
「柿子砣」的小包間。幾個少年時的夥伴相
聚，選了這道名噪渝黔湘鄂雲貴川一帶的家鄉
菜——黔江雞雜。紅的辣椒，黑的花椒，粉的
蘿蔔，黃的仔薑，綠的香菜，與各色雞雜在滾
熱的油湯裏輕煎慢煨。酸酸辣辣入口，香氣繚
繞之中，酒酣耳熱之際，兒時故事如舊膠片從
記憶的寶盒中抽出，源源不絕……
雞雜，是雞雜碎的簡稱。雜碎作為武陵山區
廣泛使用的方言，指動物的內臟，也指用動物
內臟做成的菜餚，如牛雜、羊雜、豬雜、雞
雜、鴨雜等。其中，雞雜最有來頭，細碎而無
所不用其極。雞心雞肝雞腎是成塊的，若是公
雞則有睪子，母雞有時會有蛋子。所謂小肚雞
腸，雞小腸收拾起來比較麻煩，先用一根細細
的籤子小心翼翼地把它翻過來，不要弄破，再
用燒鹼洗淨。費了半天勁，只有小小的一撮。
現在人圖省事，往往直接扔掉。其實，口感最
好的正是小腸，脆爽而有嚼勁。
年少時殺雞，去河邊收拾雞雜，有一種奇妙

的感覺，繁複卻饒有趣味。特別是過年時節，
河水很涼，風吹過，特別僵手，而心中滿是對
年夜飯的憧憬。翻洗雞腸，彷彿翻動歲月的流
逝，淘洗生活的無奈。如今漂泊半生，泡菜炒
雞雜，竟然是記憶深處最家鄉的味道！或以佐
餐，或以下酒，或以零嘴，皆妙不可言。每一
想起，舌根底下便會冒出涎水來。
雞雜作為菜餚，食材準備過程瑣碎，製作卻
不繁複。素油燒至滾熱，雞雜下鍋炒至七八成
熟，放入備好的泡菜，翻炒均勻，勾芡即成。
雞雜是川菜下河幫（俗稱「江湖菜」）的代
表，食材信手拈來，烹飪風格大膽，猛火重
料，入口以快感取勝，並不刻意強調營養。的
確，論及食材，新鮮雞肉尚是羶腥之物，何況
收納五穀輪迴之雞雜呢？去除濃烈的腥味，普
通辣椒、花椒是不行的，必須大量使用當地人
陳年泡菜罈子裏的物料，通過猛火混炒最大限
度地中和異味，提煉出酸、辣、麻、爽的口
感。雞雜的臊腥與泡菜的酸辣，兩種極致味道
相生相剋，滿足味蕾之餘，還能驅寒祛濕，儼
然成了武陵山區的味覺地標。

武陵十萬大山，家家都有老泡菜罈子。任何
蔬菜都可以做泡菜的原料，泡海椒，泡蘿蔔，
泡薑泡蒜，泡白菜，泡黃瓜……既可以直接用
來下飯，也可以作為其他菜餚的配料，幾乎餐
餐必備，無論豐儉。武陵人遠走他鄉，絕大多
數都保留了製作泡菜的傳統。泡菜罈子及其散
發出來的特殊氣味，成為他鄉遇老鄉的指南。
當然，時光改變着一切，在市場經濟環境中，
黔江雞雜也在改變，最終實現從食品到商品的
蝶變。其間，經歷了兩次革命性改造。
第一次，從盛盤菜變成煨鍋菜。黔江是一個

山地小城，阿蓬江繞城而過。沿岸形成若干水
碼頭，客來貨往不斷，飲食習慣粗獷豪放，雞
雜正是用武之地。然而，山區碼頭氣候陰冷潮
濕，寒秋凜冬季節，菜餚盛盤後很容易冷卻。
一盤好好的雞雜，吃着吃着就涼了，美味慢慢
消失在逐漸凝固的浮油層裏，直至索然無味。
怎樣才能保溫保鮮，又避免頻繁回鍋越炒越
老，黔江人想出一個法子：將炒好的雞雜盛在
鐵鍋裏，土豆條、魔芋條鋪底，葱段、香菜鋪
面，小爐微火慢煨，鍋裏的油既保溫又調味，
吃上幾個小時仍鮮美如初。從此，以煨鍋菜形
式出現的雞雜，熱氣騰騰置於餐桌正中，其他
菜品環繞陳列，宛然眾星拱月。一款下腳料炮
製的家常菜，就這樣成為武陵山區餐飲文化的
王者。
第二次，從現場製作變成袋裝速食。黔江雞
雜好吃，但要開拓市場前景，必須延長產業
鏈，裝袋打包是一條出路。可是，雞雜的精髓
在泡菜，而武陵泡菜需用「老壇母子水」養
着，出水後不但很難保鮮，而且容易腐壞。本
世紀初以來，雞雜經營者會同食品專家經過反
覆試驗，終於解決了泡菜保質保鮮問題。2013
年初，袋裝黔江雞雜上了超市的貨架，這一創
新被記入當年《黔江統計年鑒》，黔江雞雜從
此走出武陵山區。據統計，目前各地共有
2,300多家餐飲店提供黔江雞雜菜品或以黔江
雞雜為招牌營業，遍布全國各大城市和80%的
縣城，而尤以西南地區最為風靡，雞雜產業
（含種植養殖）年產值達10億元。
為了深入挖掘黔江雞雜的品牌內涵，當地政

府建立了雞雜文化博物館，展示這道江湖名菜
的歷史、現狀及未來，增強文化底蘊。同時，
制定行業標準體系，規範連鎖門店經營，力爭
將現有企業標準升級為國家行業標準，申請註
冊黔江雞雜商標及地理標識，最終形成統一形
象、統一標識的公用品牌，實現黔江雞雜從菜
式、標準到品牌的全方位輸出。
雞雜之雜，遇上泡菜之雜，凝結成典型的故

鄉記憶。當一鍋熱氣騰騰、異香撲鼻的雞雜端
上桌來，材質普通，刀工細碎，色彩豐富，口
感深刻，那不正是記憶深處老家的味道嗎？故
鄉如同記憶的雜物間，看似無序，卻讓你回味
無窮。這個雜物間平常不會去整理，一整理就
會牽扯出一段段故事來。事實上，泡菜炒雞雜
這道普通的農家菜以「黔江雞雜」的名頭傳遍
大江南北時，我已離開老家30餘年，走南闖
北，進入了動輒思鄉懷舊的年紀。所以，未必
是雞雜讓我思鄉懷舊，而是我的思鄉懷舊在雞
雜裏找到了情感共鳴的載體。
雞雜的味道，差不多也是人際的味道。一鍋
雞雜，百味雜陳，有的你喜歡，有的你不喜
歡。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行走江湖久了，什
麼樣的人都能遇到。在社會這鍋大雜燴裏，人
是各種食材，五顏六色，七葷八素，不純粹，
卻可以感受人間煙火。隨着歲月流逝，人生軌
跡在變，交往也在變。惟少年友誼，彷彿心底
深處的窖藏，每一開壇便濃香四溢。
走出餐館，腳下因微醺而有些飄浮，年屆花
甲的小夥伴勾肩搭背走在大街上，邁着六親不
認的步伐，心情卻極是暢快。路燈暗淡了月
色，夜空如水墨潑染，隱約有蛙鳴聲從河濱公
園的草叢中傳來，思緒便天馬行空了。一曲小
令，悠悠而出：

星兒重，月兒輕
晚風一片送蛙聲
驀然回首來時路
隱入煙空幾點燈

讀小學時，老師說孔子精通禮樂射
御書數，我們便感奇怪，一介儒生，
孔子都懂得「射」？我們俱疑惑。老
師者，乃當年頗具聲名的國學大師莫
儉溥也，他撫撫挺起的大肚子，笑
道：「他是中國民族史上第一武士
也。」
不得了，原來孔子乃是文武全才的

「至聖先師」矣。老師說：「你們去
看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道》，便知
道了。孔子飽學，更習武，不過，他
的『射』，卻不及他的『御』。」
「御」，駕戰車也，這在古時，和

射箭一樣，是必須學習的技藝。《論
語．子罕》：「達巷黨人曰：『大哉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吾執御矣。』」射御之間，孔
子選「御」來顯示實力，可見他的御
術比射術更佳。
《禮記．射義》記有：「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可見他
的射術之精之聞名。孔子擁有射御之
藝，也傳之弟子。《史記．孔子世
家》：「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
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
『學之於孔子。』」
打從那時起，便有志私淑孔子，學

武去也。可惜性非近武，五分鐘熱
度，就放下了。記得那時慕洪熙官、

黃飛鴻，學的是洪拳。
在狄仁傑影視電影風行時，將不

懂武功的狄仁傑描述為智勇雙全，我
便對某影人說：「拍孔子，將他一反
儒家形象，來個功夫大家。」可惜，
影人頷首而去，終不見熒幕上的孔大
俠。
據史載，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

武士，力大無比。晉國攻打偪陽城，
魯也參與。攻城時，偪陽人大開城
門，攻城者湧入，偪陽人將城門落
下，來個甕中殺鱉。叔梁紇衝上去，
一舉將碩大的城門抬了起來，放出被
困者。孔子勇武不輸其父，《淮南
子》載，孔子勇猛起來超過古代勇士
孟賁，騰跳起來迅捷如兔，力大可扯
開城門的鎖。他的弟子除冉有外，還
有個子路，是個善鬥的武者。孔門奇
士多，以此為「殼」，拍個文武劇
集，一定比狄仁傑好看，蓋新鮮、刺
激也。哈哈！
史載「焚書坑儒」，指秦始皇三十

四年（前213），採李斯的建議，焚
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
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要限期交出
燒燬；有儒士不滿，暗地誹謗秦始
皇。秦始皇聞悉大怒，派御史調查，
拘460人，全部坑殺。我那時就想，
如果人人是孔子，儒學之外，還學武
藝，哪怕坑殺？起而反抗可也；可
惜，起義者多為農民，儒生不及陳勝
吳廣矣。
孔子的武藝有何絕招，沒明文記
載，沒孔門武術紀錄，只記下力大無
窮。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時人稱為
「長人」，於他而言，射御不足道，
他只專注於他的文道而已。梁冠華飾
演的神探狄仁傑，大肥佬也，一點武
功也不識，但在高羅佩筆下，卻具小
小身手。將孔子誇大描述成一代儒
俠，有何不可？有趣！

執筆時，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已進入決賽
階段。冠軍誰屬？阿根廷還是法國，已有分
曉。「盃」當然可寫作「杯」，可歷來香港各
大傳媒都以「盃」代「杯」，連帶一些較大型
的國際體育賽事，如：「英國足總盃」、「亞
洲冠軍球會盃」，甚至「香港回歸盃」，都一
律用上「盃」這個字形。
「恒生銀行」是一家於1933年在香港成立的

華資銀行。「恆香老餅家」是香港一間位於新
界元朗的傳統中式餅家，成立於1920年。曾經
有人經過時口講指畫，說是那一家應跟隨另一
家中「恒」的字形，又或當中有人寫錯別字。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以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均由香
港教育局直轄統辦，為何前者用上「教」這個
字形，後者卻用上不同寫法的「教」字，令人
費解。
同為電視台，為何「無綫」和「有線」用上

不同的「線」。社會上一般都認為「線」才是
「正寫」或所謂「正體字」，但是大型公營機
構如港鐵（MTR）涉及「綫」字都一律採用
「綫」這個字形，像是告訴人們我行我素似
的。
「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於1864年在香港

成立。1881年中文名稱改為「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滙豐」這兩個字據說取其「滙款豐
裕」之意。通過電腦輸入法，「滙豐」中的這
個「滙」字一般都沒能出現，取而代之就是另
一個相似字形——「匯」，即現時大街小巷的
「匯款」公司所用的「匯」字，那是否意味着
大銀行如「滙豐」也需要因應實際環境而把
「滙豐」寫成「匯豐」呢？
上面帶出的實例，正正告訴人們當中存在了

字形上的差異。嚴格來說，各有關方面毋須刻
意互相遷就，皆因所沿用的都是認可的漢字，
只不過是各有所取而已。
所講的字形分別稱為「正體字」和「異體
字」。「正體字」是文字的「標準字體」，亦
指「規範漢字字體」以及通行的「印刷體」；
「異體字」與所訂的「正體字」相對，包括俗
字、古字、簡字等。如此看來，「正體字」和
「異體字」絕對是同時成立的。但歷代包括文
人總覺得「正」才是正統、正宗甚至是唯一
的，而「異」雖可同時成立卻是「異類」，於
是總教人有一種莫明的抗拒感。由於這種偏差
觀念植根於民心，一些「異體字」的用家用時
會覺得相當困擾，就好像是用錯了似的；久而
久之也就大夥兒的都把「異體字」摒棄了，與
應看情況使用的原意完全不符。
在今期結束之前，讓筆者交代一下上述幾套

字在香港的「正異性」:
杯（正）、盃（異）；恒（正）、恆（異）
教（正）、教（異）；線（正）、綫（異）

匯（正）、滙（異）

◆黃仲鳴

孔子的武術

生活上的「正體字」和「異體字」（1） 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黔江雞雜詠嘆調

◆孔子弟子在習射。
圖片來源：河南文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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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
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
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
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
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姓名乃假「我」的延伸，有着類替身
的效果，亦能反映行事風格，而人的際
遇的巧合性，往往與姓氏五行有着莫大
的關係！
例如今天這篇文章所介紹的歷史人

物——畢昇，即赫赫有名的活字印刷術
的發明家。從所發明的性質而言，印刷
術在古代乃是宣揚、傳揚信息的一項具
有革命性的影響。
單從此性質去論五行「丁」火，那就
係「丁」火本身的使命，傳遞、發光發
亮的效果，因火性就是發現，像火把點
火一樣，一點就光明，擦亮世界的視
野！
而從樹木生長特性觀察，枝和葉像是
一種有法則的分類！這便是「乙」木的
條理性，分類的本領。乙木是生命的代
表，自然呼應生命思考的貼心。而畢昇
的姓名五行正是丁火乙木，便有着這種
像使命般的發明。當時的時代背景正值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印刷
術取得了重大突破。布衣發明家畢昇發
明了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彌補了雕
版印刷術的不足，大大節省了人力、物
力和財力，非常方便快捷。活字印刷術
的發明是印刷術發展史上一項具有劃時
代意義的創造。
關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畢昇，歷史

缺少記載，僅能從沈括《夢溪筆談》中
知道他是慶歷年間的一介布衣，生平籍
貫均不可考證。畢昇死後，他的活字印
字模被沈括的堂兄弟和侄子輩們珍藏。
《夢溪筆談》裏記載，活字印刷的程

式為：首先選用質地細膩的膠泥，刻成
一個個規格統一的單字，然後用火燒
硬，即成膠泥活字，把活字分類放在相
應的木格裏，一般常用字，如「之」、
「也」等字要備用幾個至幾十個，以備
重複使用。排版的時候，在一塊帶框的
鐵板上面敷上一層用松脂、蠟和紙灰之
類混合製成的藥劑，接着把需要的膠泥
活字從備用的木格裏揀出來，按文字順
序排進框內，排滿就成為一版：排好後
再用火烤，等藥劑開始熔化的時候，用
一塊平板把字面壓平，等到藥劑冷卻凝
固後，就成為固定的版型。這樣就可以
塗墨印刷了。印完之後，再用火把藥劑
烤化，用手一抖，膠泥活字就可以從鐵
板上脫落下來，下次可以再用。
畢昇首創的泥活字版，使書籍的大量

印刷更為方便，《夢溪筆談》說「若印
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活字印
刷，還可以一邊印刷，一邊排版，膠泥
活字還可重複使用，實在是既節省了時
間，又節省了材料。活字印刷術的方便
快捷由此可見一斑。
畢昇之所以能夠發明活字印刷術，來

源於他對於生活的耐心觀察、思考和體
悟。有個有趣的小故事說，畢昇發明活
字印刷是受了他兩個兒子玩過家家的啟
發。他的師兄弟們不明白為什麼畢昇那

麼幸運地發明活字印刷術，師傅開口
說：「畢昇是個有心人啊！你們不知道
他早就在琢磨改進工藝了。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啊！」
畢昇在發明活字印刷的過程中，還研

究過木活字排版。但是由於他所選用的
木材的材質比較疏鬆，刷上墨後，受溫
膨脹不均，乾了還會縮小變形，加上不
能和松脂藥劑黏連，因此沒有採用。後
來經過人們的反覆試驗和研究，木活字
印刷最終獲得了成功。元代的農學家王
禎造木活字三萬多個，排印自己編撰的
書。可以說，畢昇的早期探索，在某種
程度上啟發了木活字的發明者。
畢昇的創造和探索，開了後世一系列

材料活字的先河。南宋時，出現了銅活
字。南宋末或元初，有人使用鑄錫活
字。明代出現了鉛活字。清代，山東徐
志定使用瓷活字印刷。這些活字都是在
畢昇的膠泥活字基礎上進行的改進。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不僅大大

推動了中國印刷業的發展，而且對於世
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13
世紀開始，活字印刷術開始由中國傳入
朝鮮、日本等地，後來又經由絲綢之路
傳入波斯和阿拉伯，再傳入埃及和歐
洲。在1450年左右，德國人古登堡受活
字印刷的影響，發明了鉛、錫、銻的合
金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的傳入，為歐
洲的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的興起提供了
重要的物質條件。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促進了人類文化知識廣泛的傳播和交
流，大大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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