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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聽蟬
清晨，陣陣蟬聲從

院裏的香樟樹間傳來，
代替了鳥鳴叫早。靜心
聽來，隔夜的蟬聲，似
乎還沾染了清晨的露
水。飄來的蟬聲，竟然
帶了些許涼意，蟬聲裏
飽飲露水的蟬音，清脆

而又帶有水音。夏日聽蟬，隨着一天氣溫的
起伏，各有不同感觸。從旭日東升，盛陽暴
曬，到夕陽西下，蟬鳴之聲不絕於耳。但在
一天之中，不同時間聽蟬，蟬聲或飄逸，或
鳴噪，或嘶啞，其聲陶然，卻是奏鳴着不同
的樂章。聽蟬，時節各異，韻味別樣。

在記憶中，兒時的夏天似乎沒有這麼
熱。那時沒有空調，夏日經常端個板櫈坐在
門口乘涼。小時候住在一個四合院的偏院
裏，門廊是由四塊大石板壘成。夏夜打個赤
膊，背靠在門廊的石板上，一絲絲涼意從後
背沁入心裏，微風吹拂，讓人飄飄欲睡。夏
天裏，母親經常會買個西瓜當水果，放在桶
裏打盆井水泡着。驕陽當午，切個井水西
瓜，涼絲絲的入口，是最好的解暑水果。

夏日捕蟬，也是兒時的娛樂項目之一。
我會找上兩根長竹竿，把牠們捆在一起。去

桃樹上掏點桃膠，黏在竿頭上，就是最好的
「捕蟬器」 。大孩子負責從樹上黏蟬，小孩
子拿着鑽了幾個透氣孔的鐵盒跟在後面，把
捕來的蟬關進鐵盒。夏日到小河游泳、抓蛤
子也是兒時一大樂趣。那時的福州，河汊縱
橫，小河清澈。炎炎夏日，泡在微涼的水
中，歡快暢泳，找一個小河汊游個一小時，
夏日的炎熱早就消散於河水蕩漾之波中。每
次去游泳，我們都會帶個臉盆，停在一處蔭
涼河段，用腳踩在河泥裏抓蛤子。半天不
到，就可以抓到一小盆蛤子。然後，大家開
心地回到家，找個鍋煮了蛤子，一邊吃肉，
一邊喝湯，美味極了。

歷來古人聽蟬聲，更是各有情懷趣意。
古往今來，文人雅士詠蟬頌蟬，寫蟬畫蟬，
愛蟬愁蟬，蟬在文人墨客的筆下，被賦予了
各種色彩。 「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
上新蟬聲，先聽渾相似。」 在白居易的筆
下，蟬是化不去的鄉愁。唐朝孟浩然在仕途
潦倒之際，通過 「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
悲」 ，用寫蟬把其時頹廢的心情描述得淋漓
盡致。歷代文人雅士有時會將蟬與 「禪」 相
連起來。正如宋朝楊萬里所指： 「蟬聲無一
添煩惱，自是愁人在斷腸。」 說白了是 「觸
蟬生情」 ，無論是喜怒哀樂，還是悲涼煩

憂，都是文人墨客們觸物生情，借 「蟬」 發
揮罷了。

近年以來，福州不知從何時開始也成為
全國的 「四大火爐」 之一。每年六月下旬以
來，榕城都要進入約九十天的三十五攝氏度
以上的 「高溫期」 。每到夏季，白天不敢出
門，都只能躲在空調中 「度夏」 。每日看電
視上的天氣預報，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溫區比
比皆是，真是 「全國山河一片紅」 。今天我
們聽到蟬鳴已沒有古人那麼沉重的思緒了，
這或許是當今的生活節奏與時代變遷之故
吧。但是，隨着全球性的氣溫升高，我們已
經永遠回不到兒時的夏季回憶了。

夏日的暮色，蟬聲也叫得格外動聽些。
與正午烈日下的蟬聲不同，暴曬下的蟬聲是
炙日燒烤下發出的嘶喊，那聲是煩躁不安，
吵人睡眠。而暮色裏的蟬聲是黃昏裏的優雅
歌唱，那是蟬頌，是貝多芬的《歡樂頌》。
在古人詠蟬詩中，我還是最愛朱熹《南安道
中》的兩句詩： 「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
音。」 其中的那個 「韻」 字，真乃神來之
筆。 「心靜自然涼」 ，當你靜下心來，響徹
於炎炎夏日的蟬嗚已不再是令人生厭的咶噪
之聲；而是輕鬆婉約，悅耳動聽，融會天成
的天籟之音。

夏季的香港
北京連續四十攝

氏度高溫， 「熱度」
霸居全國之首。避暑
勝地只有家裏。大街
小巷可見的人影，多
是為躲在家裏的人們
送東西的快遞小哥。

閨密問我：香港
比北京熱嗎？想想，似乎真不是。印象
裏，香港的夏天很少超過三十四攝氏度，
大多在二十七八至三十二三度之間徘徊。
有時會悶熱幾天，空氣紋絲不動，小火煲
湯似的熱法，那一定是悶着雨呢，不會持
續很久。文火悶幾天後，一場豪雨傾盆而
下，燠熱立馬消退。

這座有山有海的城市，也被山川海
洋呵護着。山川海洋就是這座城市的天然
大空調，靠近半山的堅道一帶綠植覆蓋的
山透出隱隱幽涼，傍海步道海風拂面總是
清涼。丘陵海洋造就了香港溫潤的氣候條
件，熱冷都不極端。

哪怕走在德輔道或者皇后大道兩條
橫貫鬧市的街道，無處不在的強大冷氣
（香港空調機比較少冷暖雙功能，大多僅
製冷，故港人慣稱空調為 「冷氣」 ），會
從大商場、寫字樓、餐館、港鐵口……
但凡有門的地方滾滾而出。走熱了，隨便
往哪個口一站， 「寒流」 一吹，熱氣減
半。若想比較徹底降溫，進到商場酒店寫
字樓大堂，不消一會兒立刻 「速凍」 。

也可以這樣說，但凡有門的地方，
冷氣永遠保持在十八攝氏度。香港的冷
氣，不僅用來控溫，也用來抽濕，否則人
們會覺得透不過氣。所以一年四季、二十
四小時不停。寫字樓內待一天，出到室
外，再熱也不叫熱，是 「暖和」 。一天當
中在室內吸收的 「冷氣能量」 ，足夠支撐
到家，一時半會兒不會化凍。乘坐巴士地
鐵，想打瞌睡有點難，冷峻的氣溫讓你將
「精神小夥」 的氣質拿捏得死死的。在餐
館吃一頓飯，也是一邊儲存熱量，一邊要
用剛吃下的熱量 「抗寒」 。我的恩師當年
參加談判在香港待了三年多，被 「港式冷
氣」 吹得至今不敢開冷空調。

有港漂人自嘲 「我是一隻來自北方
的狼，在八月的香港凍成一條狗。」 當你
習慣了夏天在揹包裏塞一條披肩、小外
套，這才算懂香港了。有的餐館會準備幾
條厚披肩，如有需要可向服務生詢問借

用。
此時，我在溫帶的北京艷陽裏揮汗

如雨，亞熱帶香港的朋友可能在無處不在
的冷氣下瑟瑟發抖。

夏季的香港，涼茶是祛濕解暑的恩
物。街頭涼茶店擺滿成杯成瓶成桶各種顏
色的涼茶，帶着不可名狀的草藥味的神秘
氣息。

中環的百年老店春回堂，高峰時期
平均日售上千杯涼茶。其所用中藥材達六
百多種，包括許多稀有藥材，鎮店名物為
龜苓膏、甜花茶和廿四味。鴻福堂是香港
連鎖店最多的中式草本產品店，分店遍布
多個港鐵站，他家的涼茶做成樽裝，夏枯
草茶、雞骨草茶都有。

龜苓膏倒是在香港茶樓經常作為餐
後甜品吃到。曾喝過一次廿四味，味道很
中藥，似乎集合了所有的苦味……喝了
胃痛、可能太過寒涼，弄得我有點怕了，
其他味道的也不敢嘗試了。

香港之潮濕在乾爽的北京是難以想
像的。空氣濕度通常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雨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牆壁地面都滲水
珠。人們的常識是吃辣除濕，但港人對於
辣味有着自己倔強的堅守，打風天超市各
種蔬菜一搶而空，唯獨留下辣椒無人問
津。疫情期間，公司飯堂區別南北菜的金
標準就是一條：辣／非辣。

在港時，若想換換粵菜 「口味疲

勞」 ，就去有正宗湖南廚師的餐館，來一
頓又辣又香、極其下飯的湘菜，既符合幹
飯人要求，又解舌尖上的鄉愁。有時也去
吃川渝味火鍋。無論哪家，堂中食客多為
講普通話者。我的老領導曾長期在川渝地
區工作，退休後夫婦倆自費來港旅遊，專
門找了家川菜館約我見面。味道差強人
意，倒是服務生小姑娘讓他們找到了鄉
音。

內地大眾化的川菜，在香港檔次陡
升。荷李活道那邊有一家隱在石階口的川
菜館（好像叫 「回憶」 ），魚香肉絲、宮
保雞丁吃出了燭光晚宴的氣氛，食客多為
老外。當然價格也不菲。居港幾年後發
現，食辣水平不知不覺直線下降，對辣味
的承受力跟香港本地號稱 「能吃辣」 的朋
友差不多了。回京後，到湘菜館都有點不
好意思了。

港人外表似乎也 「掛相」 。網友總
結出一些港人特徵，包括並不限於：現金
支付、運動鞋、雙肩包、滴露搓手液、說
話夾帶英文……一對照，發現自己幾乎
個個 「中招」 ，至今仍保留了 「運動鞋+
雙肩包」 。港人即使西裝革履，也背雙肩
包。個人體會：那是 「真香」 ，舒服方
便。還有加橘粉的甜豆花、餐後吃甜點或
糖水、魚要清蒸才鮮……

居港 「後遺症」 種種，不知不覺。
一一歷數，蠻有趣的。

近期，香
港發生多起暴
力事件乃至命
案。這不僅讓
市民心驚，也
促使社會繼續
審視因 「貧
窮」 衍生的社

會問題。因為情緒問題和糾紛，
往往和 「貧窮」 有很大關係。

我近日閱讀了香港大學社會
科學院副院長葉兆輝教授的力作
《香港貧窮問題真相》（中華書
局，二○二二年）。結合到近期
社會事件，這本書的分析及解決
思路引發我的思考。

這不是一本輕鬆的書。雖然
我對香港的貧窮問題已有感性認
識，但通過閱讀本書看到大量關
於 「貧窮」 資料的統計和分析，
我仍感到十分震撼。葉教授從貧
窮的定義和聚集形勢分布和特徵
開始，分析貧窮數字反映出的問
題。在 「政策介入後」 ，香港的
貧窮率有所下降，反映政府扶貧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正如葉教
授指出，總體來說，香港的貧富
懸殊問題還非常顯著，任重道
遠。葉教授按 「在職貧窮」 「青
年貧窮」 「長者貧窮」 「離婚人
士的貧窮」 「少數族裔人士的貧
窮」 及 「殘疾人士的貧窮」 分
類，詳細分析每個群組貧窮的原
因和面對的特殊困難。我認為，
這部分 「分類討論」 得很有價
值。例如，在 「長者貧窮」 部
分，葉教授進一步把長者分成四
類： 「不貧窮」 「只收入貧窮」
「只開支貧窮」 和 「收入和開支
貧窮」 。其實，社會上早就討論
過 「低收入、高資產」 的長者群
體。葉教授通過這個四分法，希
望大家進一步聚焦到 「開支貧

窮」 的長者。這部分長者，在年
長的情況下仍需要工作，他們可
能表面上收入比一般長者高，但
往往需要省吃儉用養家餬口，實
際生活水準較低，他們的需求更
加需要重視。葉教授呼籲，政府
在對投放資源排優先順序的時
候，應該增加 「開支貧窮」 這一
指標，令長者扶貧更加精準。對
此，我十分認可。

葉教授總結，香港貧窮問題
的出路在於 「政府作為＋社區行
動」 。在政策方面，他建議採用
提升最低工資、鼓勵長者再就
業、政府減少外判工作、改善居
住情況、加強教育等方法。我認
為，這些大方向是廣受認可的，
關鍵在於落地項目及其持續性。
例如，NGO Foodlink採用 「到
膳食供應商及餐廳收集剩食，分
派予有需要人士」 的模式，非常
具體、直接、可持續，我認為這
種模式值得推廣。又如，這幾年
政府派發消費券，我認為對市民
有實惠，但或許只能作為短期策
略，無法長久。長遠來看，必須
觸及諸如土地供應等 「硬骨頭」
議題。

此外，應該有計劃地推動社
區經濟發展。現在香港已經有不
少社區經濟發展項目，但還有進
一步發展的空間。其中，可以
優先考慮社區託兒服務及社區
護老服務。社區託兒服務，一
方面可以釋放更多的女性到勞
動市場，另一方面從價格上也
處於大部分家庭能承受的範圍。
至於社區護老，則能匹配富餘的
勞動力及社區內亟需照顧的長
者。總而言之，貧窮作為一個長
期存在的深層次社會問題，需要
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長期關心和持
續努力。

直面開支貧窮

刻寫在獸
骨上、竹簡
上、石頭上、
青銅器上的甲
骨文，是中國
最早成系統的
文字。世世代
代對甲骨文的

研究，不少學者苦行僧似的傾注
了幾十年的心血，對其進行分
析、輸入和摹本製作，研究環境
特殊，研究工藝要求高，一個小
失誤，也可能難以彌補。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及中
文教育研究中心近日舉辦的講座
「人工智能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應
用」 ，邀請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
研究中心的莫伯峰教授主講，教
授深入淺出地剖析神秘的課題，
把古文化與人工智能相結合，講
座生動有趣。

繼人臉識別、文字識別、圖
像識別之後，這些年，古文字工
作者們嘗試把ChatGPT運用到對
甲骨文的研究工作中，用人工智
能協助對古文字的識別，並且收
穫卓有成效。機器是人類製造
的，把人類的智慧從腦子裏摳出
來，轉換成數字輸入機器，讓機
器將其規則化、系列化，再做成
規範的文本供人類使用。

莫教授說，把出土的十幾萬
件甲骨文殘片拼合起來，把一大
堆凌亂的竹簡有序地排列起來，
使之組成有關聯、有邏輯、有學
術價值的史料，這樣繁複的工
作，如果由人來做，極不容易，
且影響準確率。但是讓機器來復

原和分析，事情就變得輕鬆多
了，準確率亦提高。

這是一門深奧的學科，莫教
授提及的 「有監督學習智能模
型」 ，我的理解大概是人與機器
互補，將甲骨文拓本、摹本、照
片按人的意志讓電腦分析，辨
認，組合，去偽存真，根據規則
盡量還原成書寫者的原意。

要讓人工智能好好地工作，
學者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這
是一門交叉性的學科，多模式，
多效應，揉和歷史、文字、人工
智能等方面的知識，一件文物出
自什麼朝代、在什麼地方發現、
製作人的身份如何、所表達的意
思是什麼，古文字編纂工作，正
在掀起一次新的革命。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轉注、假借，甲骨文把中國文字
形象化、會意化、語音化。而
今，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每天都
在影響人類的生活。甲骨文亦不
再限於一門古老學科，它結合
ChatGPT，研究顯得年輕，充滿
活力，失誤少了，質量更佳。

研討會是專業的，但也面向
普通大眾。莫教授提到的綴合、
辭例歸類、青銅器斷代、竹簡編
聯等詞彙，經過一番講解，我們
也能明白大概。這是一堂古文化
大眾課。

一項能翻譯甲骨文的技術，
正在智能化地形成。將來或許我
們只需手機一掃，就可以輕鬆與
古人交流，輕鬆讀懂他們的所思
所想。人工智能不但創造未來，
還將追溯遠古。

甲骨文與人工智能

柳絮紛飛
小 冰

人生在線
魯 力

燈下集
楊田田

君子玉言
小 杳

市井萬象

 

















從廣州出發
「從廣州出發── 『南海I

號』 與海上絲綢之路」 展覽正在
位於廣東廣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
墓展區舉行。該展覽匯集國內十
二家文博單位的四百餘件（套）
文物，其中超過三分之二文物為
首次展出。

中新社

▶葉兆輝著《香
港貧窮問題真
相》。

▼

一
池
清
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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