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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雕刻是香港一門行

業，風行一時；而廟街，曾

被漁民稱為 「菩薩街」 ，在

佛雕興盛年代，有數十間雕

刻佛像及神像的店舖，漁民

把神佛總稱菩薩。

那年我與攝影家兼畫家陳跡往大嶼山的

沙螺灣，海灘有一古廟名 「把港古廟」 ，離

島多見天后古廟，也就是媽祖廟， 「把港古廟

」 是全港唯一（中文）間。在廟對開的沙灘，

發現一座神像在岸邊飄浮，陳跡隨即撿起來

沖洗乾淨，說是撿到財神爺，把這神帶回家。

這神像的衣物及臉上塗彩，可能是從漁

船掉進海裏，飄浮到沙螺灣。陳跡喜歡在街

頭雜攤徘徊，看到小工藝便撿，他欣賞這具

不經意得來的木雕神像工藝簡樸。我建議他

去一次廟街，這樣的神像很多，有一家蕭氏

的老店藏龍卧虎，店裏一位師傅每日能雕出

三十多座神像，有漁民趕着出海，師傅叫他

在門口那張長櫈坐一會等着，果然不用半小

時，一座神像雕好了，栩栩如生，漁民滿意

拿過神像出海去了。後來在陳跡家裏看到沙

灘撿回的神像，擺在高爾基像的旁邊，當作

民間工藝觀賞。

香港最大的一座室內木雕佛，供奉於屯

門妙法寺，近乎三層樓高，陳青楓兄從《新

晚報》退休後，在妙法寺工作多年，推廣佛

教文化，又在寺內開辦書畫興趣班。那日由

他引領寺內參觀，驚見寶殿上巨大佛像頂天

立地，問有多高，答高二十五呎，由一家一

百零九年歷史佛像店負責雕刻，前後用了六

年工夫始成，這家老字號的雕刻工藝列為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再打聽下去方知是澳

門 「大昌佛像店」 所雕刻。

佛像雕製工程很不簡單，確實看到工藝

師傅的 「真實力」 ，有足夠信心承接這項工

程。成功雕造重數十噸大型佛像絕不易。

雕造大佛之前，先要物色一片大空地用

作工場，可擺放長二十五呎重四十噸的二百

件柚木，柚木選用上乘的緬甸料，在鄰近坦

洲一處地方找到工場，開始前段工程，包括

設計、造材處理，技術試驗，設計圖則需送

到香港環境運輸局批核。局方審視後要求加

大防火系數，妙法寺的水晶蓮花大殿雖是鋼

材結構，但大佛是木材，而且體積巨大，若

發生意外，須有控制的方法及設施。寺方要

求雕造大佛的大師傅研究加入現代防火物

料。

經過複雜的前期工程，然後進入雕造階

段，佛像高二十五呎，體積龐大，不可能一

件而成，只可採用分件雕造，相傳下來的經

驗分六部處理，頭部、胸部、背部、左右膊

及腿部，分件雕造與拼合的技術難度頗高，

分寸偏差影響拼合。雕刻師傅在分件上繪圖

，然後雕刻，雕成後再打磨、上灰、造漆線

、貼金箔、上彩、最後關鍵在於接合，合併

出全身形象。

工程最後階段，進入運輸裝組工作，把

一具重四十噸佛雕，由雕造工場運到大寺，

搬載的每一環節需精心計算，保證途中不生

意外。當年採用躉船運至香港西區貨運碼頭

，再由大型貨車運到屯門妙法寺，事前將重

量、高度、闊度呈報環境運輸局，以符合隧

道、公路的設置規定，安全通行。 「大昌佛

像店」 為妙法寺雕造大佛的經過，是中國古

代傳統雕造工藝技巧，與現代工程的結合以

精湛工藝為主體，造材、技術試驗、運輸裝

組運用現代科技精心計算。

香港著名佛雕工藝名師目前可能僅曾氏

家族，在 「廣東派」 的傳統風格中，吸取江

浙工藝，表達手段趨於細膩，刻工流暢，獨

成一格。曾氏的代表作是承接美國一家公司

的訂單，雕製一座六角佛塔，高十五呎，七

層，五彩鎏金，塔角懸金鈴，塔內有貼金大

小佛四十九具，巧見功夫。

本港以及澳門的神像雕刻行業，緊貼漁

業而興生起，漁民出海，吉凶難料，惟求神

庇佑，漁民是多神的信仰者，每艘船安裝神

像，有九位大神、家神、船頭神、安排在前

排的是天后洪聖爺、金花、華光、觀音。漁

民的風俗若家人逝去，便安放一具神像，代

表逝去的仙人。

神雕行業曾出現兩次興旺期，六十年代

漁業高峰期，九龍上海街、廟街的神像店達

十數間，個別雕刻師傅一天製作三十具，供

不應求。第二個高峰出現於八十年代，大批

水上人家上岸定居，購買新樓，上岸生活後

，仍然保留安裝神像的習慣，求神庇護家居

平安，漁民是這門行業重要的顧客。神雕手

藝分普通工藝與高級工藝兩種檔次，漁民供

奉的小型神像由一般師傅雕造，高級工藝師

傅工藝產品外銷美國、加拿大，以及多華人

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地。

神像雕刻印記 張 茅

雪花飄飄，

大地展現一派冬天

景象。人們直視冬

的妝容，也在探索

冬的內在。

冬，其實是

大自然在反思。它用烈風摧枯拉朽

，然後用白雪覆蓋起來，先還原一

個潔淨的世界，似乎要把時間凍

住，再緩慢進行梳理。

從春天一路走來，人們看到：

萬物生長，紅肥綠瘦。有的鮮艷奪

目，如百花齊放；有的挺拔向上，

如綠傘擎天；有的甘居底層，默默

為地面織就一襲綠色的外衣……但

經歷了春的萌發，夏的舒展，秋的

收斂，都要在冬天接受嚴酷的考驗

，看誰經得住風雪洗禮？

我曾細細察看後園，那些花木

中，嬌艷迷人、風姿綽約的花兒，

最先在寒冷中被淘汰，有的枯萎一

去不復返；有的如大麗花，要主人

護呵，把她的根瘤挖起來放進室內

，等天氣回暖，才重新栽回土中；

而有的雖然葉子脫淨，根莖仍在頑

強抵禦冰雪，像玫瑰、草莢竹莓等

，待春天一到，又長出嫩芽綠葉。

當然，敢於嘗試與風雪較量的也有

，像菊花，專在初冬開放，紅、黃

、紫等肆意呈現。不過，最終也敗

下陣來，把枝葉都散盡，付與土

壤。

樹木就強壯得多，也許他們扎

根深、枝幹粗硬。如楓樹，着金妝

或紅衣，放開胸懷迎接冬的到來。

就算落葉也不改變顏色，鋪滿草地

，在陽光下作最後一次燦爛，隨着

風翩翩起舞。最令人敬佩的當數松

樹。鐵骨崢崢，迎着寒風巋然直立

。哪怕雪壓冰凍，它依然不動容，

保持青葱翠綠，顯示出生命的頑強

。松樹啊，最經得住冬的考驗。難

怪人們對品性剛強、不畏艱難險阻

的人，賦予 「松樹的品格」 美譽。

大自然的反思，留強汰弱，讓

世界迎來新的一頁，可以繼續向前

發展。不是嗎？當冬揭去寒冷的妝

容，春風吹，春雨淋，青草冒尖、

樹木露出嫩芽，大地立即展現勃勃

生機，一片美好。

我想到人類。人，是萬物的主

人，是世界的主宰者。在大自然的

「反思」 中，也應好好檢視自己的

過去和未來。冬季，是舊符和新歲

的交替。冰天雪地，更多時間困在

家裏，正好集中精神回眸一望，在

過去一年中的得與失；又放眼展望

明年，有什麼心願和計劃。

小學生在新年伊始，老師往往

會給他們出一道作文題： 「新年願

望」 。幼小的心靈比較純樸，只盼

望新的一年，學業全班第一，或是

位居前列，受同學、老師和家長的

讚賞。

年輕人的思慮就多得多。畢業

、求職、戀愛、結婚，以至買樓置

屋，無一不費盡心思。有的人幸運

，路途比較順坦，但更多的是一波

三折，坎坷前行。所以，也需要在

年關時檢討反思，調整心態策略，

不氣餒，不停步，鼓足勁，爭取來

年有好的收穫。

我有一位年輕會計師朋友，長

得帥，甚得女性歡心。他常以被女

仔 「追」 沾沾自喜。殊不知不久前

，結識了幾年的女朋友突然向他提

出分手，並且決絕自我 「外放」 ，

遠涉重洋，從加拿大到台灣任一年

英語教師。他從愕然、失落，到痛

定思痛，才意識到自己沒有好好珍

惜這位漂亮且溫文的前女友，事事

唯我獨尊，才讓她心灰意冷，甩手

而去。

而上了年紀的人，在年關常會

在心裏不自覺唸叨一句， 「又過了

一年。」 是嘆喟，也是慶幸。人老

了，重要的是健康。

年曆即將翻過新的一頁。大地

上萬物經歷冬天的洗禮，會在春風

春雨中迅速生長。我們作為大地的

主人，有思想、能思考，有遠見，

更應該在棄舊迎新中，通過反思，

邁出堅定步伐，迎接更美好的明

天。

濟南的四季，唯有冬天被

賦予了文學意味—許多年前

，當我坐在中學課堂裏讀老舍

的散文《濟南的冬天》時，我

就心想，如果以後有機會一定

得冬天去濟南。

十一月末的濟南，氣溫已逼近零度。才下

午四點半，夜幕就開始低垂。我戴上絨線帽，

來到解放閣附近的黑虎泉，想看看濟南人民取

泉的盛況。

濟南，又名「泉城」，城裏有大小上百個泉

眼。喝水這件事，濟南人算得上是全中國最富

有的。他們帶着水壺、礦泉水瓶子或者將淨水

桶綁在輕便推車上，從四面八方來到了黑虎泉

。泉水邊豎立着「取水須知」：五月至十月，取

水時間為早六點到晚八點；十一月至四月，為

早七點到晚七點。每人每天限取水五百毫升。

泉城人民自豪地說他們的泉水富含礦物質

，又清又甜。 「你不接一杯喝嗎？」 他們熱情

地招呼我。我沒帶杯子，不過不要緊，那裏有

泉水直飲點，按下按鈕，就可直接飲用。喝下

兩口濟南泉水，冰冰涼涼，果真有一絲甜味。

寒風中來來往往的取泉人，將濟南的冬天烘托

得熱乎乎的。

傍晚時分，我去了濟南版的 「寬窄巷子」
—寬厚里。古色古香的建築，飛檐斗拱，這

裏雲集了很多濟南老字號，徜徉其間，彷彿邂

逅到百年老濟南。尋到一家 「老濟南四合院」
用晚餐，點了他家招牌奶湯蒲菜和泉水鯉魚。

奶湯蒲菜是濟南特色菜，奶湯用泉水熬製而成

，乳白色，襯得蒲菜格外黃嫩軟甜。泉水鯉魚

的鯉魚，服務員說是放在泉水池裏瘦養了七天

時間，因此去除了土腥味，肉質細嫩，口感鮮

美。最驚喜是一魚可以二吃，吃完魚肉剩下的

部分還可以用泉水免費再做碗酸辣湯。

飽食一頓，心情倍爽。晚飯後在寬厚里散

散步，找了間快板書場，聽一聽山東快板。 「
竹板這麼一打啊，響聲震金鑾，今天不把別的

表，誇誇咱濟南……」 我點了一盤香瓜子，一

杯泉水綠茶，喝茶、嗑瓜子、聽竹板兒啪嗒啪

嗒的撞擊聲，那一晚感覺真妙。

次日清晨，我去了濟南趵突泉。冬陽杲杲

，趵突泉公園裏一派紅塵靜好。太陽底下，打

麻將、聽戲劇、聊天、曬太陽，那情形，可真

像老舍筆下寫的： 「一個老城，有山有水，全

在天底下曬着陽光，暖和安適地睡着，只等春

風來把它們喚醒，這是不是個理想的境界？」
趵突泉公園裏還有售賣泉水茶湯，雕龍銅壺，

五元一碗。茶湯也是濟南特產，雖為茶湯卻不

是茶，而是以小米為主料炒製而成，像沖茶一

樣用沸水一沖即熟，故名茶湯。我正好走累了

，於是買了碗趵突泉水茶湯，坐在窗邊，也享

受一下這片刻的負暄之樂。

其實，來濟南前，我本計劃去良友富臨大

酒店吃一頓正宗泉水宴，可惜遇上飯店有活動

不接待一人食，頗感悵然失落。不過，臨別濟

南時我想，我已經喝過黑虎泉水、寬厚里泉水

綠茶、趵突泉水茶湯、還吃到了老濟南奶湯蒲菜

和泉水鯉魚，這不就是如假包換的泉水宴嗎？

「在柏林，如果一個人

不喝咖啡，他一般會喝什麼？

」 德語老師笑咪咪地問來自世

界各地的同學們。

同學們說了一系列非常

合理的答案，比如說茶，橙汁，熱巧克力，白

水，汽水，可樂……老師給了一個並不驚喜的

答案： 「紅茶！」 老師看着有些失望的同學們

，繼續說： 「我的意思是，不是綠茶。你們知

道為什麼嗎？因為柏林年輕一代人愛上了一種

新的飲品，來自亞洲，叫做奶茶。」
「奶茶不是來自亞洲吧，英國紅茶早就有

了。只是加奶加糖的區別而已。」 一位法國同

學覺得對於飲食，作為法國人應該是有發言權

的。

「不不不，這個奶茶應該是特指中式奶茶

。特點是，一茶味特別濃，二是除了加牛奶往

往還加煉乳，讓奶香味更濃，三是經常會有 『
固定搭配』 ──珍珠！」 台灣的同學顯然對珍

珠奶茶有着深厚的感情。

「對對對！珍珠奶茶！我太喜歡喝了！」
一位土耳其的男同學激動得手舞足蹈地比劃：

「離學校不遠處那家珍珠奶茶店，真的是長年

排隊！我每次都得等上半個小時，簡直太火爆

了！沒辦法，我就是特別喜歡它的濃香和裏面

的 『珍珠』 ！」
「同學你來自土耳其對吧？我完全理解你

為什麼特別喜歡珍珠奶茶，因為它的甜味和口

感跟土耳其甜品很像，都是甜到整個人都要開

心起來一樣！」 來自挪威的同學打趣道： 「我
一般都點 『微糖』 ，一點點糖。不過我必須說

有一家新開的珍珠奶茶店，我現在不得不每周

去一次……」
「為什麼？」
「在哪裏？」
「好喝麼？」
「把地址發給我。」
這位同學話還沒說完，其他同學們便已經

七嘴八舌地開始問起來。

「這是柏林動物園附近的一家珍珠奶茶店

。他家裝奶茶的罐子真是可愛極了，是一個方

形腦袋的小人偶，然後飲品在裏面有不同的顏

色，這個小人偶就呈現出不同的顏色。我們小

朋友喜歡得不得了！」 這個高高大大的挪威同

學說起這個奶茶罐子的神態有莫名喜感， 「他
們有種很特殊的奶昔，有黃色的芒果，白色的

牛奶冰沙，加上一種藍色的植物果汁。幾種顏

色在這個罐子裏有分明的層次，這位 『罐子』
小玩偶便成了藍白黃，太討人喜歡了。」

「奶茶幾乎是年輕一代柏林人最熱愛的飲

品。我所知道的好幾個奶茶店門口永遠都是排

長隊。」 德語老師總是對身邊的新事物和變化

特別地留意，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也可以理

解，年輕人不大喜歡我們這些老一輩喜歡的濃

縮咖啡或者綠茶，他們依然像小孩子一樣喜歡

糖果口香糖，而珍珠奶茶滿足了他們願望。香

甜的奶茶，有嚼頭的珍珠，還有各種各樣可以

添加的果凍！你們說我說得對不對？」
「老師，作為 『老一輩』 ，您可是知道得

太多了！」 一位可愛的法國女同學眨眨眼， 「
這裏是柏林，老年人和年輕人過的可是同樣的

生活！哈哈哈！」

孝賢皇后

曾經居住過的

長春宮裏，乾

隆皇帝御書的

「敬修內則」
匾仍掛在前殿

。每逢過節，長春宮的西壁都會掛

出《太姒誨子》宮訓圖，描繪周武

王的母親太姒教誨武王的情景。乾

隆皇帝親自撰寫了《太姒誨子贊》

，由大臣梁詩正抄錄，懸掛於長春

宮的東壁。

乾隆年間，乾隆帝命畫師以中

國古代后妃美德為範，繪製《宮訓

圖》十二幅，每幅圖配贊四言十二

句，每年臘月二十六日，在東、西

六宮張掛春聯、門神的同時，《宮

訓圖》也被張掛起來，正殿西牆掛

《宮訓圖》，東牆掛《宮訓詩》，

以誡后妃永遠效法。

這十二幅《宮訓圖》分別是：

《婕妤當熊圖》，掛在咸福宮

，御筆匾為：內職欽奉（勇敢）；

《西陵教蠶圖》，掛在儲秀宮

，御筆匾為：茂修內治（創新）；

《太姒誨子圖》，掛在長春宮

，御筆匾為：敬休內則（教子）；

《昭容評詩圖》，掛在翊坤宮

，御筆匾為：懿恭婉順（讀書）；

《姜后脫簪圖》，掛在啟祥宮

，御筆匾為：勤襄內政（相夫）；

《班姬辭輦圖》，掛在永壽宮

，御筆匾為：令儀淑德（知禮）；

《許后奉案圖》，掛在鍾粹宮

，御筆匾為：淑順溫和（尊老）；

《馬后練衣圖》，掛在景陽宮

，御筆匾為：柔嘉肅靜（節儉）；

《徐妃直諫圖》，掛在承乾宮

，御筆匾為：德成柔順（忠直）；

《樊姬諫獵圖》，掛在永和宮

，御筆匾為：儀昭淑慎（勸諫）；

《燕姞夢蘭圖》，掛在景仁宮

，御筆匾為：贊德宮闈（願景）；

《曹后重農圖》，掛在延禧宮

，御筆匾為：慎贊徽音（勤勞）。

每逢 「宮裏過大年」 之時，妃

子們都會在各自的宮殿裏與古代賢

妃相遇，接受來自宮廷的政治品德

和業務素質教育。乾隆是完美主義

者，於人、於事務求完美，對自己

也不例外，所以他晚年自稱 「十全

老人」 ，表明自己已經功德圓滿。

十全十美，這固然一個美好的願望

，但在現實世界裏，哪裏有什麼十

全十美？

「十全老人」 乾隆，至少在一

個方面是殘缺不全的──在情感上

，他不能算是一個成功者。他成功

過，他和孝賢皇后共同生活的二十

二年，讓他抵達了幸福生活頂峰，

孝賢皇后死後，又讓他從頂峰跌落

到谷底，他的情感生活，高開低走

，縱然有再多的妃子，縱然這些妃

子都被教育成德才兼備模範標兵，

他的情感世界仍然一片狼藉，他曾

經的成功，恰恰為後來的失敗埋下

了伏筆。

乾隆的心中不能容錯，更不能

去糾錯，只能用華美的幻象自欺欺

人，這，或許就是乾隆最大的錯。

乾隆中期以後，在華美的表象之下

，他的王朝正在迅速地潰爛，與他

情感世界的荒蕪完全成正比。

後宮裏美眷如花，掩不住乾隆

內心的淒清。自從孝賢皇后去世，

他就養成了獨眠的習慣。即使有妃

子會陪伴他過夜，但那妃子被裹在

被子裏抱走以後，留給他的，仍然

是無邊的寂寞。乾隆就躺在這樣的

寂寞裏，心情黯然地老去。

（ 「傾城之戀」 之十，標題為
編者所加，本系列完）

奶茶店
余 逾

冬，大自然的反思
姚 船

十二宮訓圖
祝 勇

故宮
建築

客居
人語

柏林
漫言

香港
隨筆

繽紛
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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