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與華

夏結緣，可謂命中注定。早

在他四、五歲的時候，他媽

媽給他念過一部叫《弟弟的

海行》的童話組詩，年幼的

馬悅然正是通過這部童話組

詩， 「知道有中國這個大國

」 。多年後他用中國的文字

這樣寫道： 「我那時比弟弟

還小，根本不知道後來要出

海到那個遙遠的國家，發現

一個中國女孩，我心中的公

主。」
馬悅然最終娶了他心目

中的 「華夏公主」 ──陳寧

祖，成了中國的女婿。與陳

寧祖的結合是馬悅然與華夏

結緣的一個方面，其實早在認識陳寧祖

之前，他就已經拜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

漢為師學習漢語。與華夏的文字緣，使

馬悅然有了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年在中

國四川的方言調查，有了他長達幾十年

的中文教授身份，並使他成為世界著名

的漢學家。

做中國女婿，沉迷於中國的文字世

界，並從中獲得愉悅、美感和自豪，既

是馬悅然的真實生活寫照，也是《另一

種鄉愁》的主要內容。在這本用中文寫

就的散文集中，馬悅然以誠摯、淡雅、

機智而又不乏幽默的筆調，深情回顧了

他與華夏結緣的人生歷程。

對如何與 「華夏公主」 結緣的回憶

溫馨而又美好。他教她英文，可是她並

不想跟 「馬洋人兒」 學英文，她對可可

粉的興趣顯然遠甚於英文，然而愛情還

是在兩個年輕人中萌發了。那時馬悅然

最愛聽陳寧祖唱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

個好姑娘……」 為了這個好姑娘，他從

遙遠的北歐來了，來與她拉手、近坐、

結婚、相守。相隔千里、萬里的姻緣，

因為有緣，終於成真。

「華夏公主」 已經融入他的生命，

華夏文字（和文化）則成為他的精神故

鄉。在馬悅然看來， 「世界上絕沒有一

種語言的生命力能夠跟漢語的相比」 。

為了讓 「自己的同胞們有機會欣賞他所

欣賞的文學作品」 ，他把《水滸傳》譯

成了瑞典文。如果說，馬悅然將他一生

的愛給了他的 「華夏公主」 ，那麼，他

也用了他一生的時間，來駐守華夏文字

（和文化）的世界。

這是多大的一種緣分，又是多麼深

醇的 「另一種鄉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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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新說

面對動盪的局勢，晝夜忐忑不安，心

情難免受牽引。踏進饒宗頤文化館展室，「
安住當下」四個毛筆字映入眼簾，從馬來西

亞專程而來的繼程法師專心致志地創作禪

畫，筆者彷彿進入一個平行時空。

繼程法師為一位精通字畫、茶道及藝

術的禪師，擅長以藝說禪。十月十一日至

十一月三日舉行，佛教雜誌《溫暖人間》

及饒宗頤文化館合辦了一個以 「安住當下

」 為主題的書畫展，希望透過法師的作品

，讓香港人學習在面對浮躁不安的外在環

境時，保持一顆明靜安定的心，不要被外

在情緒牽動，讓自己的心好好地安住在每

一個當下。

繼程法師對於香港發生的事知之甚多

。最近幾年，法師每年都會來香港辦展覽

、舉行講座，今年很多弟子都勸師傅不要

來香港，以免有意外。法師反而覺得在人

心躁動不安的時刻，更應該來香港凝聚人

心，臨行前他幽默地寫了兩個大字 「放心

」 。

親臨香港後，法師覺得香港還是亂中

有序，不愧是一塊福地，只是有些香港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指出，即使在一些性

命隨時不保的戰亂地區、隨時餓死的貧窮

地區，只要有一線生機，當地人仍會想方

設法活下去。奇怪的是，部分香港人卻鑽

牛角尖，有 「同歸於盡」 的想法。法師對

香港人的忠告是，退一步海闊天空，靜下

來自有轉機。

繼程法師在馬來西亞曾經從事教育佛

教青年的工作。對於科技對人心，尤其是

青少年心靈的負面影響深有警惕。刺激感

官的片面聲音影像被放大了；社交媒體的

朋友圈都是相同觀點的人，活在自己 「回
音室」 內，鮮有人願意聆聽對立者意見；

訊息傳遞快速，卻不容許有沉澱的時間，

習慣要求即時得到答覆。法師笑稱，4G年

代已是這樣，怎敢想像即將來臨的5G時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個科技發

展一日千里，眾聲喧嘩的世代，如何安住

當下，對所有人都是一門功課。

明代王錡的筆記《寓圃雜記》，卷

第九有《曾詹事》，因為胖，文才都被

皇帝忽略。

詹事（官職）曾棨，永樂年間狀元

。他的策答有萬餘言。明太宗喜歡他的

文才，讓人將他的文章放大抄寫，供人

參觀。某大殿剛剛落成，太宗要求曾詹

事寫文紀念。曾是個大胖子，又值盛夏

，他趕到作文現場時，已經大汗如雨。

太宗將要看他寫的字，忽然，討厭起他

的臭和髒，於是就離開。等到文章呈上

，太宗看了，也沒有嘉獎他。

這樣的場景，皇帝不太樂意看到：

大胖子，大汗淋漓，當胖臉上都是汗時

，當汗積成垢時，就會產生酸臭。難怪

皇帝要厭。古代皇宮，冬天冷得要命，

夏天也是熱得要死，而官員見皇帝，無

論多熱，都得穿着官服，炎熱於是變成

酷熱。

因人長相廢事的，歷朝歷代也是多

見。最典型的，當數唐朝的大詩人宋之

問。因為有口臭，文才再好，武則天也

不願讓他湊在跟前匯報工作。這明顯是

不公平嘛，但有什麼辦法呢？長相也是

生產力，楊貴妃，因為長相和才藝兼具

，於是 「三千寵愛在一身」 。

皇帝要想難為一個人，真是太簡單

了。明朝都穆的筆記《都公談纂》卷上

，有為難死的官員：無錫人王達善，雖

然是侍讀大學士，但皇帝不怎麼待見他

。有一天，皇帝問他十個難讀的字，王

只認識八個，皇帝笑着說：我還有難字

問你呢！王聽說後，害怕得很，回家服

銀屑而死。

用難字來嚇人，有些不地道。當然

，更多的是，長相有缺陷的人成就了大

事。晏子、龐統、劉羅鍋，都有不錯的

文學形象。上蒼是公平的，容貌上剝奪

你，事業上反而成就你。

至於朱元璋那樣的，有人說他長得

醜，那不妨礙任何事，他成了皇帝，就

是天下最俊的人。

有一個遊戲，分出勝負的一剎那，遊戲

就等於完結；感到快樂的，完全在遊戲的過

程， 「一二三，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有時等過馬路的時候會想到這個遊戲。

首先，猜拳決定一個人當 「鬼」 ，他要

站在牆前，背向其他人，手靠牆掩眼。其他

人站在遠方。他會喊出句子 「一二三，紅綠

燈，過馬路，要小心」 ，這時候其他人要向

他推進。由於 「土地問題」 ，大家都不能跑

，只能步行──如果用跑的，一次就跑到他

的後面了。當他說完那句口號，就會立即回

頭望向其他人。這時候大家要定着不動，除

了騰空，只要當時做什麼動作，就要維持着

什麼動作。通常是跑步的姿態，有些古靈精

怪的朋友會做奇怪的動作，或像黃飛鴻打功

夫，或像孫悟空做龜波氣功，大家都會因為

這些動作而笑，但笑的時候只能肚皮動，如

果一不小心動了一動，被抓到，就要到一邊

勾手指尾，代表被捉到。

之後，遊戲繼續，直到有人走到 「鬼」
身後，可以觸及地方。如果有 「人質」 ，就

先要解救。解救的辦法，就是靠近的人，用

手斬開勾着鬼的手指，像是手刀一樣的劈下

去，通常一劈就斷，那「人質」就自由了。劈

的時間點通常是 「鬼」 說口令的時候，所以

幾乎都會定着起劈的動作， 「鬼」 會知道下

一個步驟就是劈，會用超高速說口令，務求

看到劈下的一剎那，或 「人質」 解救後下意

識逃走的一秒，如果成功，就能保留 「人質

」 ，或者多加一個 「人質」 。如果 「人質」

多加一人，就要由最外面的 「人質」 開始解

救，把 「人質」 解救完，才能繼續下一步。

當人碰觸到 「鬼」 ，大夥兒就要逃跑，

而 「鬼」 被碰到之後，就要第一時間大喊：

「停！」 所有人都要定着，而 「鬼」 就要大

踏三步，如果三步之內，他能碰觸到一個人

，那個人就輸，就要做下一輪的 「鬼」 ；否

則， 「鬼」 就要 「連任」 了。

通常，都在操場玩。記得有一次，班會

搞的旅行，在山頂一個草地上玩，那次，地

方大得可以跑，盡興得多。現在還曾想起當

年定格的動作，噢，都是現在不敢做的。

經常看日劇的人一定對這樣的場景不陌

生：家中女主人抱出一個罐子，將手放進去

揉揉搗搗，當晚桌上就會出現一盤美味的鹹

菜。米糠醬菜之於日本，就像一條神奇的線

，串起了幾代人的日常。晨間劇《多謝款待

》中，芽衣子的祖母去世後，靈魂附着在米

糠裏守護她；而最近大熱的《風平浪靜的閒

暇》，女主角也為了要回糠床，硬着頭皮跑

回了前任家。

米糠醬菜究竟有多大魅力，可以讓餐桌

無論何時何地，都給它留有安靜的一隅？

說到底它的珍貴在於這份 「傳承」 。所

謂米糠，就是稻穀加工成米時去掉的殼，我

們習慣用作飼料，而在字典裏沒有 「浪費」
的日本，則會把它煮沸或炒熱，等冷卻後用水、鹽、醋

等充分發酵做成 「糠床」 。在糠床裏 「睡」 過的蔬菜，

會搖身一變成為美味的漬物，短時間的稱為淺漬，久一

些的則是古漬。製作米糠醬菜看起來簡單，實則相當麻

煩，最考驗主婦們的勤快。不僅需要有密封容器防止雜

菌滋生，還務必每天開蓋上下翻動，以保證糠床空氣流

通，溫度適宜呼吸自由。所以在日本，家家戶戶都會留

存一個罐子，裏面放着米糠，利用它的發酵來醃漬蘿蔔

、黃瓜等蔬菜，糠床往往是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早已經

刻下了這個家庭獨特的味道。

醃好的醬菜鹹中帶酸，非常下飯，又對身體有益還

能解酒，從來都是人氣不減。但這份細緻的淳樸和踏實

，也真的要自己細細咀嚼才能品出。也許它之所以好吃

得難以形容，也是因為製作過程中的種種特殊，也許是

主婦日復一日同糠床對話的感情，也許是醬菜身在其中

糅合出的依戀和不捨，總之這個罐子裏裝的就是一個世

界。奇妙的是，中文裏常說的吃糠咽菜，放到另一個國

度當中，竟然能誕生出另一種幸福的滋味！

米
糠
醬
菜

安住當下

一二三，紅綠燈

太胖了

追求夢想的King Sir

馬
悅
然
的
華
夏
緣

戲劇大師鍾景輝King Sir的故事，不單

為舞台劇愛好者津津樂道，其他市民近年對

King Sir亦加深認識。King Sir的故事對任何

人都能產生積極的鼓勵作用。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接觸戲劇藝術。

那時已經聽聞劇場界的大師就是King Sir，

其時King Sir剛加入新落成的香港演藝學院

擔任戲劇學院院長，同期他偶爾會為香港話

劇團的製作出任導演，可是大部分時間都是

在 「演藝」 從事教育工作，故此我輩並沒有

太多機會可以欣賞King Sir的表演。那些年

頭，我有幸參與過King Sir為 「演藝」 導演

的年度大型製作《榕樹下》，我只是其中一

個群眾演員，但是排練期間亦能觀摩King

Sir的導演手法，並且見證着他如何對學生演

員循循善誘，實在令我眼界大開。

當年不少觀眾都以為King Sir專職是舞

台劇導演及教育家。沒多少觀眾知悉King

Sir較年輕時是演員出身，曾經飾演不同著名

角色。直到一九九三年，King Sir在舞台劇

《瘋癲皇帝》擔演男主角亨利四世，全劇的

上半場並沒有出場，但在下半場登場後便沒

有退場，直到全劇完畢。該角色的個性瘋瘋

癲癲，並非什麼英雄豪傑或公子哥兒，可是

King Sir演得專注投入，形神俱備，令觀眾

看得目瞪口呆。

自此之後，King Sir不單經常在舞台劇

擔任演員，自 「演藝」 退休，他更參與電視

劇演出，塑造不少有趣角色，例如《甜酸爺

爺》的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老伯伯，令普羅家

庭觀眾都可欣賞他的出色演技。

近期，電視台重新編排而推出的電視劇

《牛下女高音》，講述一批畢業已久的中年

男士，其現實生涯與當年的憧憬大相逕庭。

King Sir飾演該批男士的小學校長，宣傳句

語包括： 「我今年八十歲，對於夢想，我從

來沒有放棄！」 King Sir前陣子身體染病，

近來靜心休養，故此沒有親身參與該劇的宣

傳活動。然而，King Sir多年來在舞台或電

視的演出，早已展示他追求夢想的無畏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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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
中年

我家小花園裏的植物每兩周小修一次，

每月大剪一次，以前在花園角落種過幾棵竹

，根部不停鑽出新竹，沒幾年便長到無法控

制地步，只好挖根滅了它們。一棵白蘭樹及

一棵芒果樹，也是因為長得太大，不得不忍

痛砍掉。全屋苑逾百戶人家，若誰家的花草

樹木漫天際生長，侵佔到他人空間，鄰里間

必產生矛盾，有些鬧到不得不賣屋走人的地

步。植物伸枝展葉是自由天性使然，哪怕是

小草小花，長久不修剪，也會產生問題。

動物更是愛自由，喜歡在廣闊空間生活

。不過，牠們的自由會受到人類的限制，比

如那些野生動物園，重重鐵網，道道屏障，

將兇猛動物困於一定範圍內，否則，牠們自

由過了頭是要吃人的。

人非植物卻也是動物，是最有趣的動物

，思想千奇百怪，行為百怪千奇，而且人還

有一個共性特點，往往自以為是我行我素，

所以說人也是最難束縛的動物，無法禁錮人

的思想，亦難以堵住人的嘴巴，人從骨子裏

渴望無邊無際的自由。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將自由分為 「天然的

自由」 和 「約定的自由」 ，前一種是人與生

俱有的權利，後一種則是在社會契約規管下

的自由，盧梭說：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

在枷鎖中。」 延伸理解，自由是有邊際的，

天然自由必須戴上 「枷鎖」 ，方可維持這個

世界。

自由有邊際

衣服要換季，那護膚品又是否需

要換季？答案是不一定。衣着需要隨

氣候變化作出轉變，護膚品則主要是

隨個人膚質而定，當然亦有個別用品

需要按季節調整。

悠長的夏季，接觸陽光的日子不

會少，防曬用品自然成為女士們最主

要的護膚品，如果你事前沒有做好防

曬功夫，尤其身處戶外地方，紫外線

會加速皮膚老化，曬後的紓緩工作就

更是重要，否則色斑等皮膚問題就會

隨之而來，此時護理產品是幫助你減

少皮膚因環境所引起的傷害。

其實，UV一年四季都存在，雖然

秋冬沒有盛夏陽光猛烈，但秋冬的防

曬工作絕對不可以鬆懈。一般防曬指

數越高的產品，抗曬能力就越高，炎

夏日子中，多數人喜歡用三十度，或

更高的五十度防曬指數產品；而在秋

冬日子，SPF15已經有足夠能力防禦

紫外線，用一般日霜或防曬粉底類的

產品都可以。

以啫喱為質感的護膚品，近年很

受女士歡迎，尤其在炎夏，一些保濕

霜和潔膚用品、面膜等，皆不乏是用

啫喱質地的產品，因為夠清爽，特別

適宜在夏日使用。不過，踏進秋日，

濕度低，天氣變得乾燥，此時冰涼感

的啫喱護膚品就會變得不合時宜，因

為不夠滋潤，所以要暫時停用，轉用

一些能即時提供高效保濕、為乾燥皮

膚注入鎖水功能的護膚品，以配合秋

冬氣候。因為當天氣一開始轉變，亦

是強效保濕工作最重要的時刻。

除了日間不忘保濕，晚間用面霜

前，加上具有改善細紋、讓肌膚重現

光彩的精華素，也是轉季必備。只要

換上較滋潤性的護膚品，便可沿用日

常的美妝品，如冬天不可缺少的護理

唇膏和潤手液等。

秋冬護膚品首重補濕

梁 戴
逢周二、四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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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古董商的三部曲：被人騙
——自騙自——騙別人。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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