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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周一端午節。民
間有 「未食五月糉，寒
衣未入籠」 之說，意即
端午之前天氣變幻無
常。端午節後，盛夏開
始。中國傳統節日多與
時令有關，譬如春節端
午中秋重陽；西方節日

多與宗教有關，聖誕復活。從這一點來
看，中國節慶傾向唯物，西方節日傾向唯
心。節日也是哲學，是對世界的認知。中
國節不僅有一定科學道理，並且充滿對這
個世界的敬畏和感激。

端午本為 「端五」 ， 「端」 乃 「開
頭」 ，西晉名士周處《風土記》有 「仲夏
端午。端者，初也。」 每月第一個五日即
稱 「端五」 。古人用天干地支紀年，按地
支順序農曆五月是 「午月」 ，午時又為
「陽辰」 ，故也叫 「端陽」 。香港端午也
有吃糉子賽龍舟習俗，許多離島舉辦龍舟
賽，當地居民自己組隊PK。

近年端午我都是在香港過的。去年與
朋友剛到長洲即因公務返回。前年端午幸
好在 「黑暴」 肆虐前，市面還是平靜的。
在塔門第一次觀看龍舟比賽，新認識了一
個群體：香港流動漁民。帶着我們走訪的
是鹽田港澳流動漁民協會副會長陳蘇先
生。那天天晴日烈，在島上走了一圈，汗
如雨下。塔門漁民基本不會講普通話，我
用結結巴巴的廣東話與他們聊天，每講一
句都要在心裏編排練習一下，淳樸熱情的
漁民誇我 「講得好好」 。可是誰知道我內
心一刻不停在拷問自己：下一句講什麼？
下一句怎麼講？費的勁更令我滿頭大汗。
我們彼此講完後互相頻頻點頭，其實我估
計互相有一半沒聽懂，但聊天一直沒斷，
氣氛熱烈。他們說塔門特產是糖水鮑魚
（天真的我第一次聽說鮑魚還能做甜
品），可惜現在不是季節，反覆邀我下次
來嘗嘗。

參加龍舟賽的團隊身着各色隊服，每
隊十人，再加鼓手舵手。船頭面朝大家坐
着的是鼓手，船尾是舵手。隨着發令槍
響，龍舟箭一樣衝向海面，鼓手用鼓點指
揮節奏。一時間，海面上彩旗點點鼓聲陣
陣。我與獲得前三甲的龍舟隊一起端獎
盃，他們黝黑的臉龐滿是笑容。

流動漁民祖祖輩輩在海上漂泊。後來
國家對他們有特殊的政策，允許在南中國
海捕撈並在港澳和內地自由往來，具有
「雙重戶籍」 。流動漁民在抗戰時期曾為
東江縱隊傳遞情報、運送彈藥人員，還送
子弟上戰場參軍殺敵。幫助清剿海匪，成
為國家海邊防的一支特殊力量。年逾七旬
的陳蘇先生自豪地告訴我們，他的父輩曾
經為周恩來開過船。抗戰時期，周恩來從
廣東海陸豐走海路到香港，乘坐的船隻就
是陳家漁船。 「當時我父親和伯父並不知
道坐船的是周先生，只知道是共產黨的一
位大官。直到後來看了開國大典的影像，
才知道那人就是周總理。」 他的堂兄是港
澳流動漁民中第一個參加解放軍的人，曾
參加萬山群島戰役。

目前深圳有流動漁民約五千人。廣東
省有六個市級港澳流動漁民辦公室和協
會，還設有海上工作室提供二十四小時服
務保障。國家農業農村部亦有相關部門負
責流動漁民事務。二○一六年深圳鹽田區
試點，建成第一批香港流動漁民安居房，
三百五十二套房子以每平米五千多元成本
價出售。他們只需支付七八十萬元便可購
買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平米房產。有的漁
民過去與兄弟兩家合住塔門島三十多平米
公屋，分到鹽田樓房， 「做夢笑到醒哩！
真要感謝國家！」 在香港百平米房子就是

「千呎豪宅」 了。陳蘇父子幸運地各抽到
一套。老人陪着我們吃過午餐，就告別大
家 「我要回鹽田了」 ，迫不及待的樣子溢
於言表。

今年端午之前一個傍晚，放工後步行
到朋友店取自製糉子。典型的港式糉子，
碩大飽滿，鮑魚瑤柱豪華版餡芯。驟雨忽
至，恰好路邊來了的士，剛上車即大雨傾
盆。快到時正想把糉子送給司機，突然司
機用普通話問我靠左還是靠右停車（可見
我的寥寥幾句廣東話太難懂了），我把裝
在冰袋裏的大糉子遞給他，他一時不知所
措，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你把糉子給
我，自己就沒有了。而我沒什麼東西可以
給你。」 我說一點心意，給您和家人祝福
節日。他連連致謝，把車盡量停在靠近公
寓大門處，說車門我來關你不用管了。這
是他所能表達最直接的謝意了。

端午當天，半天公務。晚上登船與幾
位摯友海上觀雲小酌，感受維港之夜，然
後到老街古董店茶敘至夜半。異鄉異客，
對於節日格外敏感。相同的節日，不同的
相遇相聚，節日也是別樣的。有事關國家
的大感動，也有來自朋友和陌生人的溫
暖，還有自己內心細碎的小情愫。在我的
老家，端午也是摘楊梅的季節，酸甜紫紅
的楊梅，如今只有遙遠的思念。

感念這個欄目，讓我記下這一切。

端午香港

▲荔枝窩客家村落。 資料圖片

不能出境遊，
我們就本地遊，香
港百分之四十的土
地是郊野公園，有
很多樂趣，也有很
多往事，遊了這邊
遊那邊，不像有些
朋友說的 「彈丸之
地，沒什麼地兒可
走」 那樣簡單。

香港新界老前輩羅叔清先
生說，何不如來一趟西貢和大
嶼山的抗戰之旅，夠你玩好多
天。來一趟抗戰之旅，怎麼從
前沒有想過？西貢和大嶼山上
有過好多抗日保家園的人，發
生過好多激動人心的事。這兩
個地方是香港抗戰時期的游擊
區，在日佔的三年零八個月
裏，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及
大嶼山中隊，在烏蛟騰、荔枝
窩、梅窩、大澳、東涌等地與
日本人周旋，完成過多項艱難
的抗日任務，打贏過一場場漂
亮的家鄉保衛戰。

第一站去西貢的荔枝窩，
這是一個獨處偏僻山窩的村
落，東江縱隊的手槍隊曾經駐
紮在以北的鎖羅盤村。荔枝窩
看似與世隔絕，村子的東西兩
邊各設一個村門，東邊村門的
對聯為 「東來紫氣 西接祥
光」 ，橫幅 「紫氣東來」 ；西
邊村門的對聯為 「門迎紫氣
戶納千祥」 ，橫幅 「西接祥
光」 。讀村口的文字簡介，發
現村民只有兩個姓氏，姓曾和
姓黃。

離開村口往裏走，樹木越
來越濃郁，環境越來越幽靜，
靜得連蚊子飛過都聽見了。香

港有很多郊野公園，
像荔枝窩這麼偏僻的
村寨，出乎我所料。

一會兒村落出
現，有了人氣。村中
的 「三棵奇樹」 是荔
枝窩的寶，也是香港
的寶。那棵 「五指
樟」 是荔枝窩人的風

水樹，因其五根粗壯的枝丫長
得像手指而得名。關於 「五指
樟」 有一段紅色往事，抗戰期
間，荔枝窩是游擊隊東江縱隊
的後勤基地，日軍到來後大量
清除山上的植物屏障，將砍伐
的古老樟樹運回日本，當砍至
五指樟時，村民群起抵抗，終
於在鋸掉一根 「指頭」 時停止
砍伐，今天，五指樟看上去也
只有四指；另一棵是通心樹楓
樹王，楓樹王的一面被網狀般
的氣根纏繞，另一面則不被纏
繞；再有就是東門外四星級公
廁旁的 「獨木成林」 榕樹。

村子三縱九橫依山而建，
以平頂雙層屋為主，青磚和泥
磚建成。村內有三座祠堂、兩
座古廟和一所建於一九二七年
的 「小瀛學校」 ，據載， 「小
瀛學校」 使用期長達六十年。
村外有一棵帶毒性的海芒果
樹，頗為珍貴，那天有長者舉
起相機，一動不動地聚焦一個
最大最黃的芒果，估計那芒
果已進入很多攝影家的鏡頭
了。

這是一個以稻米耕種為主
的客家人村落，也是香港的抗
戰遺址之一。近年，荔枝窩被
逐步改造成度假屋，成為本地
遊的一個熱點。

香港抗戰遺址──荔枝窩 致敬父母愛 傳承好家風
父親節就快來臨，常言

道： 「父愛如山，母愛如
水。」 如果說柔柔的水就好
比母親溫柔的母愛，那麼父
親的愛就像是偉岸的高山，
既為家人遮風擋雨，也同時
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塑造良
好家風，弘祖德、振家聲，
是家族傳承發展之支柱。父

愛雖然不像母愛那般細膩和無微不至，但卻
是更加責任重大，古語云 「養不教，父之
過」 ，慈父亦需要從嚴教子，父愛是維護家
族興旺、子孫成材之根基。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家教、家風、
家訓，家庭美德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傳的重要精神力量。

縱覽中國歷史上成功家族的致勝因素，
其中一個即有賴於家族擁有良好的家教與家
風，同時引經據典訂立家訓，集教育智慧大
成、做人處世精華，用以正確教導子孫後

代。好的家訓就如傳家寶，指引着一代又一
代的子孫 「行得正、做得端」 ，例如明朝的
《了凡四訓》，是博學多才的袁了凡先生所
寫家訓，通過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
方、謙德之效，教誡子孫努力成為修養極高
的有德賢才，文章簡短但內涵深刻，教人認
識命運真相、明辨善惡標準、改過遷善方法
及行善積德、保持謙虛等美德，令現代人亦
深感共鳴，成為傳誦數百年的勵志寶典。好
的家訓成為範本廣為傳頌、代代流傳，例如
《顏氏家訓》、《朱子家訓》、《曾國藩家
訓》等，當中許多名句至今仍膾炙人口，成
為經典警世名言。

中華民族一向崇尚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 之理念，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
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
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
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風」 ，這番話蘊含大智慧，因為家風影響
的不僅是一個家，也是社會價值觀的縮影，

有好家風才會有優良的社會風氣，家風的
「家」 ，既是家庭的 「家」 ，也是國家的
「家」 ，維護好家風既是家事、也是國事，
值得大家重視。

如今社會變遷，但家庭教育始終是第一
重要的，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開始，父母
的培養教育是無可替代的。雖然當代家庭
規模越來越小，但是小家一樣需要規矩，
「無規矩不成方圓」 ，首要任務是孩子的
品德教育，不忘初心傳承中華民族尊崇的
品行端正、孝順長輩、尊師重教等傳統美
德。

新時代家訓也需與時並進，例如古有家
規家法，現代社會有司法制度，所以要教導
子孫奉公守法、以德為先，奮發圖強開創事
業、感恩不忘回饋社會，祈求子孫後代立
志、立德、立功、立言，以達到 「當好人、
做好事」 的目標，愛祖國愛家鄉，不但要為
自身家族增光，更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
獻力量。

距離巴黎兩個小
時的車程，藏青色的柏
油馬路跟隨着盧瓦爾河
徜徉在翠綠的大森林
中，白雲藍天之下，有
一座座雄偉高聳的城
堡，濃綠藏古堡，清水
映高樓。有時古城堡會
隔岸相望，偶爾還會有
古老的號角吹響，飄逸
清脆的鐘聲此起彼落，驚起鹿
鳴鷹飛；趕得巧，會有一隊隊
騎着披彩掛甲戰馬的中世紀武
士，一身重鎧甲，手執色彩斑
斕的大公國國旗，意氣風發地
在古城堡外巡邏。這就是巴黎
的 「帝王谷」 ，在法國盧瓦爾
河兩岸有一百多座風格各異的
古城堡。

先看香波古堡，此名是音
譯還是意譯？似乎暗示着法國
王公貴族的奢華和浪漫。香波
古城堡是一片輝煌燦爛的皇
宮，所不同的是其四周都有聯
為一體的高大堅固的古堡壘拱
衛，灰白色的石料把香波古城
堡打造得堅如磐石，高聳的塔
尖上建有瞭望孔，又簇擁着居
中的主塔，主塔高高在上，在
一片瓦灰色屋頂的襯托下，彷
彿半身在雲間，半身在人間。

古堡四周有護城河，河水
又清又緩，既無波更無瀾，彷
彿一條青藍透明的玉帶，環繞
着香波古城堡。城堡外是一片
綠茵茵的草地，綠得讓人痴
迷。

香波古城堡的君主是法國

路易王室弗朗索瓦，
四歲繼承了昂古萊姆
公爵，作為路易十二
的繼承人，在母親的
陪同下，來到昂布瓦
茲古城堡。他查看了
古城堡之後，用手指
着當時還屬於布魯瓦
公爵的土地，信誓旦
旦地說要再建一座新

城堡。弗朗索瓦二十歲登基，
八個月後，一舉奪回曾經屬於
路易王國的米蘭公國。四年
後，香波古城堡的浩大工程開
始了。

弗朗索瓦一世把香波古城
堡建設成一座大型奢華的皇家
行宮，不但在法國，即使在歐
洲也堪稱翹楚。四百四十間房
間，走廊、平台、門廳巧妙地
連通着劇場、歌廳、舞廳、展
廳、大型餐廳、大小會客廳，
無處不相通，應有盡有，僅樓
梯就有八十四處。古城堡主塔
中心有一雙旋轉樓梯，在法國
一百多座古城堡中獨一無二，
別出心裁，雙樓梯相互纏繞，
旋轉而上，直通主塔塔頂，登
塔頂則有 「一覽眾山小」 之
感，半個巴黎盡收眼底。

走進香波古城堡，恍惚之
間，彷彿是誤入巴黎凡爾賽
宮。據說香波城堡是法國第一
座完全摒棄了軍事防禦能力，
專事國王奢華享樂的城堡，在
巴黎 「帝王谷」 中獨領風騷。

（ 「眺望歐洲城堡」 之
三，標題為編者加）

香波城堡

 




















 

南嶺之南

市井萬象

香港藝術館現正舉行 「南嶺
之南─館藏廣東繪畫選」 展
覽，展出八十多組由明末清初至
二十世紀的廣東繪畫作品，展示
嶺南地區的繪畫傳承和發展，反
映 「南嶺之南」 一帶的廣東畫家
群體以作品演繹傳統與創新，促
成中國畫的現代轉型，以至對香
港早期繪畫的影響。展期至十一
月三日，免費入場。

圖為畫家林建同的《香港暮
色》畫作。 中新社

自由談
方潤華

柳絮紛飛
小 冰

君子玉言
小 杳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流動漁民是海上的一道風景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