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遊記》位列中國四大文學名著，我
卻沒有認真讀過。作為一個文化人，似乎
不應該。說實話，連家喻戶曉的同名電視
連續劇也沒有從頭至尾追過，只是碰上了
就看一集，碰不上則聽之任之。可是，唐
僧師徒的故事卻耳熟能詳，這在中國文化
傳播史上是一個奇跡。
據說，網上曾發起投票，對唐僧師徒的

為人處事打分。如果待字閨中，則可以選
擇四人中誰最適合做自己的夫婿。結果，
認可八戒者高達八成，沙僧次之，唐僧又
次之，而以認可悟空者最少。這徹底顛覆
了過往認知，一身本領、滿腔正氣的齊天
大聖竟然最不受歡迎，不得不引發我對社
會和人性的重新思考。
唐僧不受歡迎，在預料之中。作為取經

團隊第一責任人，他必須時時刻刻把架子
端着，煞有介事，難免讓人敬而遠之。而
且從個性上講，唐僧有婦人之仁，並無過
人之才，賢愚不分，次次身處生死一線而
不自知。可是，取經大業終是以他為代
表，這是不可動搖的秩序。喜歡不喜歡都
沒有關係，除非你自我放逐離開取經團
隊，不然就得老老實實跟着走。
悟空懷絕世之才，愛憎分明，火眼金睛

不容半分塵埃，取經路上屢建奇功。然
而，唐僧疑之，八戒嫉之，沙僧怨之。一
次次憤而出走，卻又無奈返回。為何？花
果山水簾洞固然自成一統，一呼百應，但
一介山大王，終究無法成就熱血抱負。
唐僧可以無悟空，悟空不可以無唐僧。

唐僧無悟空可照樣取經，即使唐僧被妖怪
吃了，還有宋僧、明僧、清僧，經卷有限
而僧無窮，終有取回來的那一天。悟空無
唐僧則終老山林，百無一用。正如劉備與
諸葛亮雖說是相互成全，但劉備沒遇到諸
葛亮時已經桃園三結義，立下江山大志，
諸葛亮沒遇到劉備時卻只能在南陽種菜。
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過是懷
才不遇者的自我安慰而已。壯志久磨，時
光荏苒，哪容你擇嘉木而棲？大樹小枝何
曾寂寞過，良禽未至，雀鳥雲集矣！
八戒受歡迎，關鍵在接地氣。大千世

界，芸芸眾生，誰不能從八戒身上找到自
己的影子？功夫有一點，比上不足比下有
餘，心眼兒卻賊多。風平浪靜時，千方百
計在師父面前爭寵，時不時詆毀一下師
兄。稍有風吹草動，就鼓吹散伙，高老莊
是他最終的牽掛。可真正遇到危險，又可
以放開臉皮，負荊請罪去央求大師兄出
手，以保師徒平安，功業有成。
偏偏就這樣的徒弟，能入師父法眼。吃

苦的事都讓別人幹了，便宜一點都不落
下。你說他胸無大志麼？你說他偷奸耍滑
麼？你說他自私自利麼？儘管說去，他照
樣活得自在逍遙。何況，在不觸犯自身利
益的時候，八戒心地還是善良的。降妖除
魔，也是悟空的一個好幫手。
八戒還有一個優點，凡是師父說的都是

對的，悟空卻時不時要和唐僧辯個是非。
生活不是科學，沒有那麼多對錯，只有方
式和步驟不同而已。哪怕走了彎路，也是
生活的一種狀態，存在即合理，誰有話事
權就聽誰的。這個道理八戒懂，悟空不
懂，或者懂了也做不好。
沙僧對一切都心知肚明，可他只知道默

默地挑着擔子，盡好本分，不可能期望他
能出面維護正義。面對師父的糊塗、悟空
的委屈、八戒的挑唆，他只是忿在心頭，
敢怒不敢言，終歸於事無補。當然，在形
勢有轉機的時候，他也會順勢為大師兄說
幾句好話。關鍵時刻，幾句好話，可以四
両撥千斤，改變事情的走向。只不過，這
樣的形勢可遇不可求。
還有小白龍，領導的司機往往很重要。對

師父來說，悟空你本事再大，排除萬險千
難，幹的也是公事。白龍馬打不了妖怪，卻
日日在我胯下驅使，以公事的名義為我一人
服務。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講某高校有一個
解決夫妻分居的名額，申請者眾多，一位青
年骨幹教師以為手到擒來。結果，名額給了
司機。人事部負責人解釋說，司機的工作很
重要，關係到領導的安全。這時候，擺在青
年教師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人事
部負責人的解釋，繼續幹着一份在他看來不
如司機重要的工作；要麼跳槽走人，到另一

個地方去接受另一位人事部負責人在另一件
事情上作出大同小異的解釋。這與你的能力
無關，與你同領導的距離有關。

你挑着擔，我牽着馬，
迎來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

鬥罷艱險，又出發，又出發。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場場酸甜、苦辣，

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這是電視劇《西遊記》的主題曲，叫
《路在何方》，通篇只講踏平坎坷，不講
降妖除魔，唱詞中有挑擔者沙僧，有牽馬
者八戒，當然還有不言而喻的白龍馬和騎
馬者唐僧，獨獨沒有了悟空。當工作只需
要牽馬挑擔，悟空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好
比千里馬與駑馬同槽，「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
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這世上，有三樣東西不可追回：一是射

出去的箭，一是說出去的話，一是失去的
機會。很多事情在發生的同時，影響就開
始出現了，事後追悔彌補通常是無用的。
所以，反應太快，又太執着，總是不大受
人待見。言辭犀利尖刻，會削弱話語中的
內涵和韻味。好比川菜，麻辣勁道足了，
營養卻少了。不過，有人喜歡吃川菜，正
是奔着那份痛快去的，沒有工夫琢磨或根
本不在乎營養，那又另當別論。
生活中，人人讚美悟空，自詡悟空，吃

得開的卻是八戒。哪怕沙僧，老老實實做
好本分，也有自己的空間。悟空則每每成
為別人提防的對象，成為背鍋俠。愚笨，
有時候可以解讀為穩重；遲鈍，更多的時
候被解讀為涵養。只有一代文豪蘇東坡，
能寫出這樣的《洗兒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 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小報被人呼為「雜貨攤」。
一直以來，小報備受此間的公眾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漠視、歧視，少有蒐存；
只淪為一些喜愛者的收藏，但多非整套，
只是斷簡殘篇。我多年來竭力鈎沉、搜
集，期能整理出一副面貌來。
從事這項研究，困難甚多。第一，資料

短缺，必須搜集，須向海內外圖書館，和
私人收藏家徵集。第二，要聯繫一些學者
參與工作，或提供資料，或提供研究方
向、方法，或一同參與撰寫。
研究小報，中外都有成果。如內地學者

李楠，躲在各地圖書館，尤其是上海圖書
館，發掘了不少鮮為人知的資料，撰成
《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迅即轟動學
界，認為是破天荒的工作；同時，也喚起
人們的省悟，在文化保育上，不應掉以輕
心。另外，日本土屋禮子的《大眾報紙的
起源——明治時期的小報研究》，亦是擲
地有聲的作品，分析了何為小報，為何備
受大眾歡迎，並對各類小報作出了分析，
還揭示了小報的功能，甚至如何影響政府
的決策。
此外，還有孟兆臣的《中國近代小報

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連玲玲主編的《萬象小報：近代中
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祝
均宙的《圖鑒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

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華藝學術出版
社，2013年）等，以上各書除土屋禮子
外，其他的多屬論述晚清民國時期出版
的，少涉香港。香港由晚清至1990年代
所出版的小報，每個年代都層出不窮，唯
大都已散佚，有關的論說文字，都是短
章，沒有大規模的研究。
小報研究急須解決的問題：
一、類型學探究。自1920年代以來，

香港小報究竟出了多少種？內容粗略分：
反清報：有所謂報
政海秘聞：探海燈
情色：骨子、華星、開心、響尾蛇、響

尾龍
政黨：赤報、胡椒
時評：先導、石山報
小說：春秋、靈簫、紅綠
銀色新聞：明星、銀燈日報、明燈日報
1950-60年代兩大小報：成報、明報
1960-70年代夜報盛行：天皇夜報、華

人夜報、新夜報、今夜報、星夜報等
狗馬報：天皇馬經、老吉馬經、冷門馬

經、虎眼等
1990年代最後兩份小報：先聲日報、

縱橫日報
二、文獻分析法。將每一類型的小報，

擇其重要、知名者，來深入探討、分析。
三、史學考證法。小報經營者（包括督

印人、編輯等）的生平探討和他們的思
想、志趣。
四、社會政治學層面。每份小報的產

生，和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有何關
係？
有份小報叫《雜貨攤》，其意是內容繁

雜，連什麼「國府下令通緝之胡適之」也
有。胡適被棄雜貨攤了，哈哈。另有份曰
《啼鵑》，創刊詞標題為〈新張廣告〉，
內云：「這片雜貨店，裏面有的：小說
呀，伶妓艷史呀，照片呀……這是本店固
有的貨物；此外還有其他值得看官們讚好
的貨品呢！」
將小報喚作「雜貨攤」或「店」，確實

貼切。

就圖片中嘅補習姐姐同陳仔嘅一段對白內
容，你可能曾經有過類似嘅遭遇，而呢個遭遇
亦帶出咗一個令人非常苦惱嘅問題：

乜呢個字唔係咁寫嘅咩？
亦即係話，你寫緊嗰個唔係官方公布嘅「正體
字」（標準字、印刷字）而係「異體字」。

「陳」有陳舊嘅意思，超市有得賣嘅老「陳
醋」個「陳」字一般都係有「鈎」嘅。
講到食燒鵝，香港人會推薦你去深井「裕

記」或者「陳記」呢兩間馳名中外嘅燒鵝專門
店。「陳記」個「陳」字有「鈎」係意料中事
喇！睇真啲，隻鵝隔籬個「陳」字係冇「鈎」
㗎喎，搞咩呀？
一講到姓「陳」，近代會諗起中國新文化運

動其中一個始創人「陳獨秀」。喺佢嗰本晚年
著作選，題字就用咗有「鈎」嗰個「陳」；由
佢主撰嘅《新青年》，「陳」嘅印刷字都用咗
有「鈎」嗰款。
咁嘅環境，你估「陳氏宗親總會」畀唔畀到

啲堅料吖嗱？第23屆聯席會議嗰陣，「陳氏宗
親總會」個「陳」用咗有「鈎」嗰款；但係第
24屆聯席會議嗰陣，「陳氏宗親總會」個
「陳」就用咗冇「鈎」嗰款。連呢班「老陳」
都畀唔到個定案，咁邊個至畀到呀？
要嚟真，梗係由「字源」度入手喇！「陳」

字最早出現響商朝嘅「金文」，距離而家將近
四千年；跟住就到楚系「簡帛文字」，然後就
到《說文解字》嘅「小篆」。睇呢幾款字形，
好似唔多覺「陳」字個「鈎」點走出嚟咁喎？
「陳」係中國人，尤其廣東人嘅大姓；

「陳」字如果冇隻「鈎」，邊得嚟咁有氣勢
呀？王羲之嘅「永字八法」之所以震驚古今書
法界，或多或少同「永」字嗰隻「鈎」有關。
可能係咁，王羲之寫《百家姓》個「陳」嗰陣
都用咗有「鈎」嗰款，於是乎就搞到你跟、我
跟、個個跟！
各位，只要你隨便搵個人，無論佢係咪姓

「陳」，叫佢寫個「陳」字，筆者好相信應該
冇乜邊個唔寫個「有鈎陳」！「字源」呢家嘢
係畀文字研究嘅人玩嘅；對於普通人，慣性、
偏好性先係至重要。雖然官方用咗「冇鈎陳」
嚟做咗「標準字/正體字」，即係擺明唔跟主流
意願，但係冇話過唔畀用「有鈎陳」喎，所以
各位「老陳」或者「有鈎陳」嘅擁護者，你哋
條氣唔使唔順，繼續用你哋嘅「有鈎陳」，唔
使理人點講嘅！
由於大部分手機或者電腦所安裝嘅字體，只

係包括嗰啲所謂「標準字/正體字」，所以當你
用輸入法嗰陣，「有鈎陳」唔係認唔出，就係
認咗做「冇鈎陳」，所以如果唔係手寫，想
「有鈎陳」出現都有一定嘅難度㗎！時間耐
咗，「有鈎陳」就響年輕一代嘅認知裏頭靜雞
雞咁消失咗！
最後提提大家，按照官方揀「冇鈎陳」做

「正體字」嘅法則，「東」、「凍」、「棟」
呢幾個字如果寫有「鈎」就係寫咗「異體
字」。

◆黃仲鳴

「雜貨攤」的研究

生活上的「正體字」和「異體字」（2）：
有鈎陳 Vs 無鈎陳

北宋的希望：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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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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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五行是4畫或14畫「辛」金的

話，絕對是實務主義者，審時度勢後，
有進擊機會絕對是工作狂、行動實踐
派。
有時候，行事作風的心態，會影響生

理，例如很長時間工作，也不需喝水、
小解，原因簡單，「辛」的價值觀，預
計會有進益的事情會當仁不讓，不會空
談理想，會具體制訂具體方略去打拚事
情。
正是這種價值觀，王安石稱得上在北

宋時期最有動力的改革家，正如在他的
文章《材論》中云：「錐之在囊！」只
要是人才，早晚也會現出其鋒芒的，在
我看來，此也是王安石的自我投射。
王安石姓名五行組合辛金癸水戊土，

辛金生癸水，吐秀，表示資質很高，早
得運，受到宋神宗趙頊的留意，並付與
王安石機會，進行一連串改革，但戊土
的兩面性忠君愛國與固執執念，當
「戊」與「癸」合，自然得罪人多。少
用善巧方法與既得利益者周旋，故最終
碰壁失敗，實是可惜之極。當然宋神宗
的行事風格辛甲，反映在他的姓名內，
甲同屬內外卦，所以無論是內部自己人
或外在的敵人皆反剋自己，趙頊（辛金
甲木），即強木反剋弱金。
當時宋神宗看到國家衰弱的景象，有

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圍的人，都是仁
宗時期的老臣，就連富弼這樣支持過新
政的人，也變得暮氣沉沉了。宋神宗
想，要改革這種現狀，一定得找個得力
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之前，身邊有個叫韓維的

官員，常常在神宗面前談一些好的見

解。神宗稱讚他，他說：「這些意見都
是我朋友王安石說的。」從那時起，宋
神宗就對王安石有了一個好印象。此時
他想找助手，便想到了王安石。於是下
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寧做官的王安石
調到京城來。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的改革家、思想家

和文學家。他出生於世宦之家，博學強
記，能文善賦，早年就負有盛名。22歲
中進士，出任地方官。他年輕時，文章
就寫得很出色了，得到了歐陽修的讚
賞。
王安石在地方做了20年的官，名聲越

來越大。後來，宋仁宗調他到京城做管
理財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
了一份近一萬字的奏章，提出他對改革
財政的主張。宋仁宗剛剛廢除范仲淹的
新政，一聽到要改革就頭痛，便把王安
石的奏章束之高閣。王安石知道朝廷沒
有改革的決心，自己又跟一些官員合不
來，就趁母親去世的時機，辭職回家
了。
這一次，王安石接到宋神宗召見的命

令，又聽說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
興興地進京來了。他一到京城，宋神宗
就單獨召見他。神宗一見面就問他說：
「你看要治理國家，該從哪兒入手？」
他從容地回答說：「先從改革舊的法
度，建立新的法度開始。」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

石提為副宰相。2月，神宗與王安石共
同商討後，為實行變法專門設立了一個
機構—— 制置三司條例司，主要工作
就是制訂新的財政經濟政策，頒行新
制，以通天下之利。同年7月，制置三
司條例司建議實行均輸法，宋神宗採納
後便下詔實行，在「便轉驗，省勞費，
去重斂，寬農民」等方面，收到較好的
成效。
9月，王安石主持改革常平倉制度，

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的實施，在限制官
僚望族利用高利貸盤剝等方面，收到成
效，同時為朝廷獲取了大量利息。11
月，宋實施農田水利法，也稱農田水利
條約或農田水利約束。水利法實行後亦
頗見成效，熙寧九年（1076年）興修水
利10,793處，受益民田36萬多頃，公
田1,915頃。後有《募役法》、《市易
法》、《方田均稅法》等等出台。
王安石的變法鞏固了宋王朝的統治，

取得了富國強兵的顯著成效。政府的財
政狀況大有改善，北宋軍事實力明顯提
高。在與西夏交戰中，取得了熙河之役
的勝利，收復故地2,000里，這是北宋
歷史上十分少見的勝利。然而，由於變
法涉及面廣，阻力很大，未能真正解決
社會矛盾，遭到兩宮太皇太后、皇太后
及元老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等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宋神宗聽到反對
的人不少，就動搖起來。
王安石看新法實行不下去，便上書辭

職。宋神宗也只好讓王安石暫時離開東
京，去江寧府休養。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

當宰相。誰知幾個月後，天空出現了彗
星。這本來只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
但是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不吉利的預
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對朝政提意
見。一些保守派便趁機對新法攻擊誣
衊。王安石竭力為新法辯護，讓宋神宗
不要相信這種迷信的說法，但宋神宗還
是猶豫不定。
後來王安石無法繼續貫徹自己的主

張，便於1086年春天，再一次辭去宰相
的職位，回江寧府去了。神宗去世後，
10歲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
起用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史稱「元
祐更化」。哲宗親政後，逐漸恢復新
法，但由於新舊黨爭，新法已沒有什麼
進展了，北宋王朝也逐漸走向衰亡。

◆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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