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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雅玩
千百年來，傳統

民俗有一種活動稱為雅
玩，從字面看似是生活
無憂者高雅的玩意，屬
普羅民眾樂趣活動之
一， 「雅」 只是文人形
容這玩意的特別而已。

時 下 流 行 養 寵
物，古時亦有畜養及玩

賞鳴蟲的行為，可歸納於雅玩的範圍內。
《詩經》，是我國最早有關詩歌的文

獻，相傳是漢武帝下旨搜羅編成詩集。因
戰亂而流散在香港的一批戰國竹簡，後經
趙姓清華大學校友收購送往母校作研究，
從而稱為《清華簡》，其中一篇敘述周武
王戰勝黎國後，宴請群臣，周文王第四子
周公旦即席賦一首《七月》詩，這首詩是
最早有關鳴蟲的詩，提及蟋蟀的習性：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

蟋蟀又稱 「促織」 ，蟋蟀（尤指雄
蟲）在求偶時發出清脆鳴聲，有稱唐代宮
人把牠裝在枕邊竹籠內，欣賞其鳴奏；其
實這種鳴蟲有好勇鬥狠的習性，兩蟲相遇
或有撕咬，有稱 「若生得大，更會鬥」 。
宋史記載指南宋王朝末年，丞相賈似道有
「與群妾踞地鬥蟋蟀」 的癖好。

王世襄，是文史學者又是 「京城第一
玩家」 ， 「玩家」 是指他對民俗活動涉獵
極其廣而樂在其中。出身官宦世家的他，
已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前後任 「清理戰時
文物損失委員會」 代表、故宮博物院文物
館陳列部主任，及後任國家文物局的中國
文物研究所研究員，他一生博雅，可用
「達觀、博學、厚道」 作註腳。

王世襄寫了一篇《秋蟲六憶》，敘述
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玩蟋蟀的情況及個人
經歷；北京地道話蟋蟀為 「蛐蛐」 ，他不
少忘年朋友是蛐蛐老養家，亦師亦友，他
這篇文章，不僅是寫細微的秋蟲，也帶出
北京風俗民情的縮影；這《六憶》一是憶
捉、二是憶買、三是憶養、四是憶鬥、五
是憶器及六是憶友。他指出立秋前後，蟋
蟀會特別壯碩，就是捉的日子，會帶上銅
絲罩子、蒙着布的席簍、芭蕉葉等以京片
子話 「逮蛐蛐的」 了；對公子哥兒來說，
逮蛐蛐是很累的，也不易逮到好的，花錢
向一些僅大兩三歲的 「專業」 賣家，他們
只會在罐布掀起來開一條縫給挑選，言明

兩或三枚銅板一隻，買到長
勝將軍就向朋友稱自己逮
的；買回來的放在有蓋圓罐
內，稱為養罐（盆），罐子
需用雨水清洗。 「接雨水」
成為養不養蛐蛐的暗語，北
京自來水為了消毒，放了漂
白粉藥劑，對蛐蛐有害，此外要按習性，
為蛐蛐提供乾濕環境，罐子保持濕潤及放
進一件乾燥稱為 「過龍」 的串兒，供蛐蛐
選擇適宜存身之地；蛐蛐相鬥之前，需經
對稱相等才鬥， 「稱」 是一長方形匣子，
有象牙製成之戥子桿，桿刻上分、釐、
毫，桿上掛着砣，鬥蛐蛐分不同等級，需
五、六人合作照料才成；養罐與鬥罐相
若，在造型與容量無差別，只在於材料不
同，鬥罐用瓷而養罐用陶，配有過龍，是
供蛐蛐存身的扇形有蓋合子；王世襄兒時
朋友多有養蛐蛐，亦有長輩傳授蟲經，兒
時被父母責罵玩物喪志，會請同好長輩、
父母的至交來說情，這種玩意打破年齡差
異的隔膜。王世襄對放鴿、熬鷹、養蟲、
火繪葫蘆、竹刻、刻器、古琴及古傢具等
皆專長，雖然有稱他為紈絝弟子，但他對
歷史文物的學識見解非凡，他這篇文章，
更成為研究前人養蛐蛐的主要資料。

《六憶》之三憶養提及的 「過龍」 呈
橢圓扇狀，兩端有方洞，面有蓋，上有鈕
方便提起，是養蛐蛐用具的一部分， 「過
龍」 兩邊的方孔便利蛐蛐經兩孔串來串
去，稱之為 「串兒」 也是這原由，籠蓋則
嚴貼器腔，以防蛐蛐鬚夾於縫中斷損。

如宋史所示，鬥蟲在當朝甚為流行，

從欣賞其悅耳鳴叫而開始飼養，進而出現
鬥蟲之風，而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
促織》描寫宋代兩百年後的明代宣德帝更
「酷好促織之戲」 。明清筆記亦有提及宣
德官窰蟲罐的紀錄，而在景德鎮明御廠故
址出土宣德蟲罐殘器多達十多件，多為繪
上五爪螭龍的御用器物，亦有瓜果、松竹
梅及海獸的紋樣，蟲罐三蓋與器底都有
「大明宣德年製」 六字，其字體與當朝書
法家沈度的墨跡相同，明代學者焦竑有
稱： 「（沈）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
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
裔、刻之貞石、傳與後世，一切大製作命
（沈）度書之。」 雖然蟲罐不屬大製作，
但基於宣宗的偏好，由御廠工匠臨摹上瓷
之可能性極高。

這件青花瓷器過龍，周邊及籠蓋繪花
果紋飾，蓋底上單行橫向寫上 「大明宣德
年製」 六字，是文獻中所說的 「宣德串」
存世的實物，器物雖少，紋飾臻妙。

養秋蟲，有欣賞其鳴聲，享受清音，
亦有用以互相比拼，所以亦有稱為養鳴
蟲，是官宦文人、普羅民眾的樂趣活動。
這件寫上年銘的青花過龍，養蛐蛐活動在
明代已有完整的器皿配套，是流行了歷代
多年雅玩的一種。

五 店
市，不是一
個城市的名
字，而是福
建省晉江市
內的一個大
型閩南特色
傳統街區，
現 在 被 保

育、開發為特色景區。五店市
隱身在一片高樓大廈中，在方
圓可能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區
內，遍布幾十座具有閩南特色
的紅磚厝建築，年代跨越明、
清、民國幾百年。在一個夜
晚，我和朋友遊覽五店市，在
習習涼風中閒逛，領略它不一
樣的魅力。

五店市的魅力在於歷史悠
久，大建築密集。相傳，五店
市始於唐朝，當時這個地方叫
青陽山。有蔡氏兄弟五人，在
青陽山下的官道上開設酒館，
因飯菜好味、對客人招呼得當
而聲名遠播。明清時期，這裏
成為古代晉江的主要市集，戲
台、祠堂、寺廟、酒館、各式
民居雲集，人來人往，絡繹不
絕。到了民國，從南洋打拚歸
來的商人，把傳統閩南紅磚厝
和西式庭院、拱門圓柱、精緻
露台等建築風格相結合，建起
小洋樓，為街區又增添了一抹

中西合璧的色彩。
因此，今天看到五店市的

建築密密麻麻，幾米一座，一
步一景，並不是今人特意把建
築搬至這裏集中起來，而是過
往幾百年來，陸陸續續地坐落
在此處。今人做的，不過是
對建築進行修繕，在建築之
間疏落種些植物、在路邊鋪
設石板櫈、樹立路標及增加
遊覽指引圖等維護工作。

漫步在五店市的街道上，
我有一種古今交融、時空相接
的感覺。觸發此感的，不是古
建築變身為星巴克或火鍋店，
而是莊氏家廟門前拉起的 「熱
烈祝賀晉江莊氏宗親總會換屆
圓滿成功」 的大紅橫幅。我猜
想，莊氏族人之所以選擇在這
裏舉行換屆大會，應該是源自
尋根祭祖的情結，傳達 「在祖
先的注視下，代代族人團結在
一起」 的深意。

臨離開前，我聽朋友說，
五店市街區內保留着高甲戲、
木偶戲、南音等福建傳統特色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裏白天
經常有表演，引得不少遊人圍
觀，也有不少家長帶着孩子來
觀看。我想，這就是傳統文化
傳承的載體。它們在這裏，默
默地提醒着我們從哪裏來，囑
咐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根。

夜遊五店市

如是我見
楊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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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已不是第一次去，說 「初」 ，那是
因為三年疫情的裹足，沒有通關，再去，已
是三年後。

避過年初的洶湧人潮，我們老倆口躊
躇、協商很久，一是一定要選人少的日子、
時間出行，生怕病毒又染上身；二是節省等
候的時間。我們選了佛誕假期的前一天中
午，乘東鐵，從羅湖入境。不出所料，人潮
少，流程大部分都很暢順。在關口某個路段
豎立了很多有關入境的二維碼，需要掃描，
才能填寫健康碼各項詢問。我們很快就完
成了，不親自實踐一番還真不知道其實其
步驟不難。一個年齡比我小十歲的男子不
會，求助老伴，她好心地花了點時間幫助
他完成。

來前據說搭的士、買東西等一切都得用
手機支付寶付款，老伴的內地手機三年沒使
用，我們只好先搭地鐵；據說我們這種年紀
的人，乘地鐵、公交車都免費。倒非為了省
幾個錢，主要我們訂下的酒店在地鐵一號線
離關口僅幾個站。

三年前曾經在深圳存了些錢，沒料到因
為內地手機沒有恢復，影響到網上無法查

賬，這是我們到深圳的目的之一。除了到銀
行，有空也打算到筍崗文具玩具批發市場走
一趟。當然，也應朋友之約，當晚一起晚餐
暢談。

中午午餐，發現那間我們在三年前常常
光顧的小食店已經改名為簡餐，幾十樣菜餚
一列排開。店主的營業方式也算很特別，不
管你取多少，都去秤重，這有點類似香港的
「一飯兩餸」 或 「一飯三餸」 ，但香港是明
碼實價，這一家是按重量計價。兩位店負責
人態度很好，還讚美老伴長得好看。

飯後趕緊辦事，因擔心乘的士司機不接
受現鈔，就依然搭地鐵，銀行雖然搬了，但
不遠，很快就到了。往日認識的經理和不認
識的辦事人員，闊別三年，都很熱情，協助
教授網上操作事宜。

晚上，朋友在深圳地標──最高的京基
100的南京大牌檔請我們晚餐，四個人七八
個菜才兩百多元。

次晨，我們還到樓下那家 「簡餐」 吃早
餐，我們發現他們的蝦餅和香腸好吃，價廉
物美，想跟他們買，帶回香港，他們知道顧
客印象好的話以後還會來，除了價格上優

惠，還好意地說東西先放在他們廚房的冰
箱，怕放在酒店很快融化掉。等我們下午回
程時才取走。

吃過早餐，我們繼續到銀行處理昨日還
沒辦完的事。我們依然搭地鐵。辦完事情，
看看時間還很寬裕，想去三年前經常去的筍
崗文具玩具批發市場轉一圈，買點玩具給三
個孫兒。看看地鐵線路圖，縱橫交錯，遠比
香港的地鐵發達複雜多了，只怕一轉錯車，
多走冤枉路，折騰了老腿，就問問大堂的會
務中心職員吧。那位年輕女職員，怕我們聽
不明白，還特地將轉車步驟畫了個簡圖在一
張小紙片上，遞給我們。

深圳地鐵規模比香港地鐵大得多，每節
車廂也有設置兩個敬老座位，大堂也設立了
客務中心；不同的是，香港長者車資二元，
需要通過閘口；深圳地鐵長者一律免費，進
出都要走專用的 「特別免費通道」 ，也需要
行李安檢。

由於是建成後的安排，長者需要轉一大
圈、不免走痠了腿。日後如果得到改善，那
就太好了。

到了筍崗已是中午，看到一家貼着食譜

海報，看來還不錯的餐廳，馬上先進入吃午
餐，與老闆娘談話間，才知道三年前我們經
常在這家似曾相識的老餐廳午晚餐，三年間
不但沒有倒閉，反而生意向好，只是搬到其
原址的對面了。舊日的小餐廳華麗轉身，發
展擴大，生意做得紅火，真是奇跡。三年的
疫情，許多美食餐廳不但沒有消失，反而營
業更蒸蒸日上了。

筍崗發展太快，大型商場和舊建築並
存，如果不是問路人，一瞬間被可怕的人潮
衝擊走，肯定迷失得找不到自己在哪兒了。
那三年前我們經常來的文具玩具批發市場也
是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慢慢辨識，才找
到原址。原來，已經全新裝修了，煥然一
新。不過三年，這兒竟然比以前人潮更擁擠
了。

我們約是下午五點回程過關，來去的人
比我們去時多了五六倍。

三年多沒過深圳的 「初」 體驗，很有感
觸：一是，深圳依然一片欣欣向榮；二是，
同胞都很熱情；三是，物價仍舊便宜；最後
是，兩日的感覺不錯， 「兩日深圳」 可以說
是國家欣欣向榮的 「抽樣縮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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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人與事
東 瑞

第三十一屆中國國際信息通信
展覽會現正於北京舉行，展會重點
展示數字設施、數字技術、數字應
用、數字終端、數字治理等方面的
創新成果，內容延伸到工業製造、
醫療、教育、能源等眾多領域。圖
為觀眾觀看5G+全息互動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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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礙山川記子遊
最近又過了一個生日。
小時候的我，總是很期

待過生日，有生日大餐還有
生日禮物。長大一歲，也會
多一些權利和自由。後來，
隨着年紀漸長，長大一歲，
更代表多一份責任和擔當。
於是，當歲月神偷變戲法一
樣把年齡從一個數字變成一

種負擔時，過生日的念頭就漸漸寡淡了。生
日，照舊準時上下班，規矩地扮演普通的社
會角色，重複着大同小異的規律日常。因為
親情的牽繫和友人的關愛，每年的生日都會
留下珍貴的回憶，生日快樂的祝福不曾缺
席，經年累積，沉甸甸的心意讓這一天在日
曆上醒目而特別。

現如今，時間剛一走進生日月，心情就
開始忐忑起來：如期長大，按時變老，蒼天
不曾饒過我。回想匆忙慌張的上一歲，沒停

下腳步，沒享得清閒，也沒有新成績，沒添
新本領，一直在 「打怪」 可也一直未升級。
再想想馬上就來的新一歲，沒有大理想，沒
有小目標，看不到人生劇本會出現戲劇性的
大轉機。年齡一直在增長，可總感覺自己在
人生坐標上的位置是靜止的一點，這讓人有
點不安。或許，這就是我的年齡焦慮吧。我
並非特別在意外表和容貌的褪色，可是會心
虛自己的平庸和碌碌無為。

一天，看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句
話： 「年齡增長帶來的好事，我認為大體是
沒有的，不過年輕時看不到的東西現在可以
看到了，不明白的東西現在弄明白了，這些
還是讓人高興的。」 靈光乍現一般，這句話
讓我感到好像自己在照鏡子：年輕時看不到
的父母親情的愛之深切，怨也深切，現在的
我能夠看到他們嘮叨背後的苦心；年輕時看
不到他人之長和自己之短，現在的我能夠看
到學他人之長自己才能長，莫笑他人之短因

為自己也有短；年輕時不明白凡事留有餘
地，現在的我知道話不說盡、事不辦絕，才
能讓自己和他人都有迴旋的空間，尋求積極
的改變；年輕時不明白為何很多時候努力了
也未必一定能達成好結果，現在的我明白但
行好事莫問前程，過程和結果都很重要。現
在的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讓我跟這個世界
更容易和解，不再有那麼多的看不慣和為什
麼。我仍然是那個在人潮中分分鐘被淹沒的
平凡小我，可也是看多一眼就會更新對這個
世界認知的獨特個體。歲不虛增，心智亦
長，這令我感到了寬慰。

歲月的確催人老，不礙山川記子遊。青
春固然一去不返，卻也留下了成長的痕跡和
閱歷。一得一失之間，關鍵還是解讀得失的
心態。朋友說，生活過把癮，別把時間花在
患得患失。不錯，每年那些如期而至的生日
快樂，不就是在提醒我要開心快樂地體味人
生嗎？

人生在線
楊不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