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之後，暑
熱盤桓，但藍天漸
有秋高之色，晨風
初呈爽朗之氣，大
北京的輪廓顯得格
外清晰。透亮的陽
光下，好像很多東
西都放大了，都有
了確定性。可是身

邊還有太多不確定性。都說事物有兩面
性，可有些東西你感受到什麼就是什
麼，焦慮的另一面還是焦慮，悲傷的另
一面還是悲傷。每種情緒都是一個巨大
的漩渦，填充漩渦的並不是與之相對的
感覺，比如填充悲傷的並不是開心，而
是喧鬧；填充焦慮的並不是安慰，而是
確定性。如果無可填充，不妨把心情寄
放一地，想想香港那些遙遠的小漁村。

坪洲──由中環六號碼頭乘渡輪約
四十分鐘，右手邊一個小島，輪渡轉彎
靠港，坪洲就這麼到了。

坪洲是一座自帶膠片感的文藝復古
氣質島嶼。位於大嶼山東南，面積只有
零點九九平方公里，居民有八千多人，
其中不少老外，如此袖珍，也 「五臟俱
全」 。郵局、銀行、警局、幼稚園、天
后廟，一應俱全，還有一家規模與市區
不相上下的惠康超市。島上沒有汽車，
只能步行或騎單車，對外交通全靠輪
渡。島內有電油發動的小型救護車及消
防車，島民遇急症時可使用政府飛行服
務隊的直升機直達市區。

七八十年前，這裏有過工業，全盛
時期超過一百家廠房，現在還遺留一些
當年工廠的牌子，有家 「大中國火柴
廠」 ，不知在這袖珍小島上，何 「大」
為 「大」 ？碼頭處有一棵大榕樹，蒼老
的婆婆坐在樹下打瞌睡。村邊擺着一條
龍舟，村民有的聚在一起下棋，有的練
賽龍舟。小巷裏各式小店也都十分
mini，甜品店、豆腐花甘甜美味。

時光在村中突然慢下來。家家兩三
層小樓，路邊種着花草、曬着衣服、晾
着魚乾、睡着貓貓。外傭們在海邊燒烤
區，烤着魚蝦跳着舞。全島最高點手指
山海拔九十五米。從山頂小亭可一覽坪
洲全貌，也可遠眺迪士尼及愉景灣。沿

山走到海邊巨石上，海上有輪渡，天上
頻繁起落的飛機。芭蕉樹兩邊的竹匾曬
滿陳皮。細細碎碎的日常，好美。

東平洲──此平洲位於香港東面大
鵬灣。本也叫平洲，為了區分上述坪
洲，改叫東平洲。去東平洲山高水長，
早七點出發，轉乘港鐵三次，歷時近一
小時，在馬料水碼頭乘船一個半小時後
抵達。上島只節假日有班船。若誤了返
程，就只能在島上當一周的魯賓遜了。

東平洲面積一點一平方公里。以
「三平一奇」 見稱，即海平、島平、石
平，最高峰僅海拔四十八米。 「一奇」
就是島上的頁岩，層層疊疊，猶如一本
本巨大的書。也因此，東平洲被列為香
港地質公園。走在島上，海清波平，奇
石疊嶂。還有不少廢棄的老屋，野樹從
房頂穿壁而出，藤蔓爬滿屋簷窗櫺。不
知是老屋成精還是老樹成精？令這座偏
遠島嶼呈現一種神秘靈異的穿越風。

由於交通不便地硬缺水，漁農業難
以發展，大部分原居民遷至市區，平日
只有十來戶人定居島上，有水警駐守。
原居民亦會在節假日返島做生意。

為保持地質公園的原生態，政府未
建設公共設施。但島民認為基礎設施缺
乏造成生活不便，並且設立公園又引來
遊客，干擾了島上的寧靜，要求當局將
東平洲剔出地質保護公園範圍。人類生
存與自然保護問題，小小漁村也不例
外。

大澳漁村──位於大嶼山西部大澳

島，與澳門隔海相望。從港島去大澳簡
直是跋山涉水，港鐵大巴輪渡，差不多
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盡了，快則兩小
時，慢則三小時，這在交通便利的香港
算是十分漫長了。

大澳的奇妙之處在於，整個漁村都
是在水上搭建的棚屋，像一組踩着高蹺
的房子。架起房子的木樁，主要是杉木
鐵木紅木等質地堅硬的木材，不易腐
爛。兩三米高的木柱直插水中，上面鋪
木板。朝水一邊是棚頭，有木梯通向水
面，可以下到河涌取水洗衣，也可登
船。棚尾朝向陸地，通過小木橋與陸地
相連。棚屋多為一兩層，也許因為木樁
無法支撐更多重量，或者防止過高而遭
受颱風吹襲。

大澳原住民為蜑（dan）民，是以
船為家的漁民。現在村裏約兩千多居
民，主要是客家人。早前大澳為香港官
鹽重要產地，後製鹽業衰敗，鹽田變成
紅樹林，如今香港紅樹林品種的百分之
九十都可在大澳找到。

走在大澳，像遊走在一座大迷宮
裏。每家每戶都要經過棚屋之間的小木
板橋走到岸上。這些小木橋，有的是公
共通道，有的只通向一家棚屋。彎來彎
去，遊人一不小心就走進了村民家裏。

棚屋雖然簡陋，但十分乾淨清潔，
棚屋邊種滿鮮花，村民們售賣鹹魚、蝦
醬、鹹蛋黃和魚肚等特產，晨昏起興一
茶一飯，我們穿行其中，相逢一笑，靜
靜欣賞，友善問答，互不打擾。

君子玉言
小 杳

 




















 

片羽重輝

市井萬象

神秘的楔形文字
在伊朗西部克爾

曼沙赫省以西二十公
里，有座貝希斯敦
山，在山崖之上，有
一塊巨大的浮雕，高
離地面六十多米，上
面雕刻着一組神秘的
石雕，一群排成一行
的人似乎在畢恭畢敬

地朝拜一位尊者，尊者身後還有執弓舉劍
的侍者，他們的上面還雕刻着一幅充滿詭
譎和神奇的圖騰。上下左右都一絲不苟地
篆刻着一行行似文似字，似圖似咒的 「天
書」 。為什麼要 「登天離地」 地刻在半山
山崖之上？刻的是什麼？那些人物都是
誰？那些符號又是什麼？它想表達什麼？
這就是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

後經人考證：長鬚戴王冠，身披大
袍，手拄長弓的尊者為阿契美尼德帝國大
流士一世，他腳踩在一名俘虜的胸上，背
後兩名武裝侍者執弓舞劍，而他前面站
立的十個人，都被雙手緊束身後，脖子
上還繫着捆繩，應是俘虜。國王上面的
圖騰是神的形象。這是一幅完整的寫實
雕刻，正是古波斯帝國時期大流士一世時
代所雕。

一八三五年，羅林森被派往波斯擔任
軍事顧問。這位陸軍軍官卻有一身的學

問，讀過許多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和文
學，且自學了波斯語，對古波斯語中的楔
形文字有深厚的興趣。在羅林森之前，
「貝希斯敦銘文」 就被發現了。但從未有
一個人能攀登上去，作一系統地、全面地
研究。羅林森曾是攀岩的高手，他多次冒
着生命危險攀上懸崖峭壁去臨摹那些 「天
書」 。最後，他還是指揮一名當地青年，
用中國人拓碑的辦法，逐字逐行把石壁上
刻的銘文都用墨汁拓在紙上。

刻有三種文字的 「天書」 ，終於昭示
於世。其實，在羅林森之前，有位叫彼得
羅．瓦勒的學者已經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楔
形文字。彼得羅走遍了幼發拉底河與底格
里斯河之間的土地，因為他認為波斯文明
應出自兩河文化。他不但認出巴比倫遺
址，而且還臨摹了五個世上無人知曉的文
字。功夫不負有心人。這種離奇古怪的古
文字其字形呈上寬下窄的楔形，因形得
名，被稱為 「楔形文字」 。這種楔形文字
是由楔狀的圖形組成，就像中國方塊字是
用線條組成一樣，但其組合、變化、朝
向、大小、寬窄、頓錯都似有規律又似無
定式，變幻莫測。彼得羅也終於破解了第
一步：楔形文字的書寫是由左向右的。

五十年後的一位英國學者，終於鑽研
出楔形文字不僅僅是其形狀如楔子，還有
其狀如方尖碑狀、三角形、金字塔形，這

些形狀的文字經過神秘的設計，按照一套
甚至多套詭秘的程式，巧妙地組合，形成
一種特有的文字。這位名叫托馬斯．赫伯
特的文字研究家還發表了一份有三行楔形
文字的複製品，他研究的結果是這種楔形
文字是由單詞或單節組成。他研究的第二
個結果是楔形文字的閱讀是由左向右讀
的，並確認是古波斯人的語言。

經過十幾年的研究，羅林森也終於破
譯了 「貝希斯敦銘文」 的全文。那是一篇
旨在讓後人銘記的波斯帝國的榮譽，記述
了大流士一世這位 「眾王之王」 鎮壓國內
「高墨達暴動」 的勝利，從而揭示了古波
斯楔形文字的秘密。 「貝希斯敦銘文」 三
種楔形文字中最難破譯的是一種被稱為
「埃蘭語」 的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有
四十個字母，而埃蘭語楔形文字的字元超
過一百個，這意味着它是一種音節文字。

在英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有一塊
高二十厘米、長九點一厘米的黏土石板，
那上面刻滿了一行行密密麻麻的蘇美爾語
楔形文字，被稱為蘇美爾王表，刻於公元
前二○○四年前後，記述了公元前三二○
○年到公元前一八○○年的蘇美爾歷代統
治五朝的時間表，那麼久遠之前的歷史史
記，該有多麼珍貴，多麼難得！不知該稱
為發現的偉大還是偉大的發現。

（《偉大的發現》之三）

聞話煙雨
白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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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着眾多的島
嶼，廣袤的海域，這些島
嶼被劃為香港十八個區中
的離島區。這裏是一片遠
離香港喧鬧浮華的寧靜世
界。有的小島你甚至從未
聽說過。但那裏有青山、
碧海、漁船、古厝，還有
各種海鮮與傳統小吃，瀰
漫着濃郁的煙火味。酷夏之時，選
擇一個周末開一艘船到海上釣魚、
游泳、野餐，那蔚藍的海洋與眾多
的小島，會賦予你在繁華喧囂之外
不一樣的香港記憶。

在房屋署工作的老周買了一艘
遊艇。每到夏天，老周經常約我們
幾個人去離島海釣。老周的遊艇停
在西貢碼頭，我們從那裏上的船。
這艘船不大，約有十五米長，寬四
米。船艙裏有個小卧室，一個客廳
兼餐廳，一個小廚房，一個小洗手
間，在客廳兩邊各立有一排木椅。
他以每月八千元，請了當地一個漁
民平時幫他看護、保養遊艇。每次
出海，則由這位漁民駕船出海。

香港周遭的海域風平浪靜，坐
船出海真是一種享受。遊船乘風破
浪，我們扶着欄杆站在船頭，涼風
習習，滿眼蔚藍，白色的浪花上不
時有海鷗跟飛。不到二十分鐘，我
們就開到橋咀島的半月灣。海灣因
形似半壁明月，故名半月。放眼望
去，橋咀洲整個島都是鬱鬱葱葱
的。據船長告訴我們，橋咀洲島上
的林木大部分屬於原生樹種，包括
樟樹、榕樹、木麻黃及火焰木，沿
岸海邊還有少量灌木，如桃金娘和
崗松等。島上的鳥類也是品種繁
多，有綠鷺、杜鵑、大山雀、白腹
海雕，以及大嘴烏鴉等，那是一個
樹木與鳥類的世外桃源。

我們的船停在半月灣海面。這
裏的水質很好，海水清澈見底，放
眼遠眺，隨着海水的深淺會呈現出
層次分明的不同色彩的藍。老周
說，我們先開始釣魚。他為我們每
人準備了一根釣魚竿，一小罐魚
餌，與一個裝魚的塑膠桶。其實，
釣魚看起來很簡單，在魚鈎上裝上
魚餌，在船邊找個地方拋下魚鈎，
然後靜靜地等着魚兒上鈎。大家分
頭在船的周遭找個地方下釣，我在
船尾附近找了個地方拋下魚餌，然
後就望着大海發呆。海風從耳邊輕
輕地吹過，海浪在沙灘上拍出層層

浪花，海裏依稀可見魚兒
穿梭徘徊，但似乎對我拋
下的魚餌不感興趣。

「釣到了」 ，老周的
歡呼打破了寧靜。只見老
周往桶裏扔了一隻一尺多
長的黃立鯧。不一會，船
長也釣到一條黃立鯧。之
後，大家的驚叫此起彼

伏，桶裏的魚也多了起來。半個多
小時後，我手中的釣魚竿也動了起
來，拉起來一看，是一隻半尺長的
黃腳鱲魚。一個多小時後，大家釣
起來二十多隻大大小小的各種漁
獲，以黃立鯧為多，還有大雞
魚、黑沙魚、黃腳鱲魚等。半月灣
海域以黃立鯧魚為多，但黃立鯧不
吃素餌，要用養蚯蚓的土或者把蚯
蚓搗碎和到河泥中做餌。黃立鯧大
的約有十多斤，但是我們釣到最大
的黃立鯧也只有三、四斤。這樣的
「大魚」 已經足以讓我們高興半天

了。
魚釣得差不多了，老周與船長

開始為我們準備午餐。我們幾個則
利用這個時間，紛紛從船尾下水，
融入這裏蔚藍清澈的海水，去享受
海的撫摸。下海之後，才知道原來
海水很涼，一股寒氣直衝心頭。在
海裏游泳因為海水鹽分重，隨便划
幾下水就可以漂浮在海面，輕鬆得
很。往海面望去，藍色的海與白色
的雲連成一片。若往島嶼游去，綠
樹的倒影在海浪的拍擊下時隱時
現，海水、波濤與綠樹、黃沙交織
成藍白綠黃的四彩漪漣，像絲綢一
樣輕輕飄逸。當我仰卧海面，海水
像搖籃上下起伏。舉目仰天，藍天
白雲似絲幔一樣掛在天空。

在海裏漂了一個多小時，當我
們疲憊地爬上船時，餐桌上已擺滿
魚鮮佳餚：一盤烤火腿腸、一盤三
文治、一盤烤魚、一盤切好的橙
子，還有一鍋鮮嫩美味的魚湯。那
魚湯特別香，乳白色的魚湯喝在嘴
裏，竟然帶着一絲淡淡的甜味。返
航歸去之時，遊艇裏響起了《漁舟
唱晚》的古箏旋律。樂曲以優美典
雅的曲調，紓緩放鬆的節奏，描述
了夕陽映照萬頃波濤，漁人載歌而
歸的動人畫面。這時我想起一首詩
「一曲漁歌唱晚晴，兩三白鷺落沙

汀，行人不識歸來路，惟見輕舟載
月明。」 半月灣真美，香港的海真
美。

HK人與事
魯 力

星期六，與小兒前往
黃埔花園參加其所屬學校
的 「親子競技日」 。沿途
坐在副駕的他，興奮地告
訴我，他學校的一些環境
設施，還有他在校的一些
趣事。其實，我對他的學
校還是蠻了解的，尤其是
近兩年不用趕着回內地工
作，有時間便常抽空去接送他。

競技日共有四項活動，分別
為： 「漫遊抱一抱」 、 「夾三文
治」 、 「你帶我行」 及 「線上傳
情」 。這幾項活動都是讓家長與子
女能有更多肢體上的接觸及親近，
並增強彼此間之信任度，最終通過
合作達至順利完成活動。例如 「你
帶我行」 和 「線上傳情」 是需要其
中一方蒙眼，並由另一方用手指碰
手指，帶領前行；之後在最短時間
裏用紙杯和線做成 「傳聲筒」 ，各
自向對方說出心底愛的話語。

回想自己幼兒時期，父親帶我
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 「新華書
店」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上海，
平時甚至假日並沒有太多的娛樂活

動。每逢父親休息日，他
便會帶我去靜安寺的 「新
華書店」 。他會和我一起
選圖畫書、連環畫及小說
書。那時候最先接觸中國
的四大名著便是由連環畫
開始，《三國演義》、
《水滸傳》等一冊冊的連
環畫都是自己最珍愛的。

後來沒多久便移居香港，居然一
箱一箱的連環畫都帶了過來，直
到今天還完整無缺地存放在書房
內。

時光荏苒，看着小兒子歡樂的
成長，自己總會充滿無限期許。想
來自己不也曾經是父親當年的希望
嗎？父與子深深情意代代傳承，父
親窮一生之努力完成了祖父及曾祖
父的遺願。而我呢？如今一直在
想，總不要辜負那一位生我育我教
我導我，引領我人生的人。即使他
現在已不在我身邊，但在每一天日
常的生活中，他恍似仍在牽引着
我，影響着我。

父與子，子與孫，因心觸動源
於恩，心必受之方為愛。

父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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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國家博物館正
舉行 「片羽重輝——國家博物
館文保成果展」 。展覽分為
「業界先聲」 「巧技天工」
「斐然成章」 「敏行致遠」
「觀往知來」 五個部分。

圖為觀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江有渚等七挖書畫
軸》。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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