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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看風情：香妃園的故事
上周筆者在本欄寫

大美新疆，寫獨庫公路
和美麗的那拉提，還有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引
起不少讀者的共鳴，萬
計網友閱讀轉發，不少
留言分享他們遊新疆的
感受，一位舊同事說他
小時候就住在烏魯木齊

八樓賓館附近，亦有自稱家在烏魯木齊
的網友留言，歡迎更多的香港同胞到新
疆天山南北看看祖國大好河山。的而且
確，有多位友人向我問詢新疆遊的資
訊，我詳細介紹，再加上一句 「人生苦
短，何不新疆遊」 。

天山歸來，特別留意新疆的信息，
發現近期有很多新疆遊，特別是獨庫公
路沿途壯美風光的小視頻，看到這些記
憶猶新的景色，好像又回剛剛經過的旅
途。聽說日前當地下了一場小雪，是不
是二○二三年的第一場雪，比以往來得
更早一些？國慶節黃金周快到了，獨庫
公路可能又要大堵車，希望天山的雪不
要來得太心急。

有道是，北疆看風景，南疆看風
情，我們從北疆到南疆，盡覽西域風
光，也領略少數民族風情。參觀庫車王
府、喀什古城開城儀式、香妃園、高台
民居，逛汗巴扎，雖然是走馬觀花，所
見所聞收穫滿滿。可惜庫車王府不是
「原版」 ，都護府沒有進去，最吸引我
的是香妃園。香妃的故事耳熟能詳，
《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被譽為
「金庸筆下第一美女」 ，據說是香妃的
原型，香香公主第一次出場就在天山腳
下一個湖泊。多年前劇集《還珠格格》
在香港熱播，除了主角還珠格格，內地
女星劉丹飾演的香妃也令人留下美好的
印象。據說，香妃真實身份是容妃，是
乾隆後宮唯一來自新疆的妃子。位於喀
什東郊浩罕村的香妃墓，是其家族的墓
地，面積逾五萬平方米，最大建築特色
是墓室上方大型圓穹和四角各有一座球
狀尖頂的塔樓。這座始建於明代一六四

○年、典型伊斯蘭文化風格的古墓群建
築，迄今三百多年，歷經明、清和近現
代社會變遷風雲變幻，卻從未受到人為
破壞，實屬罕見，可惜古老的外牆裝飾
圖案和材料製作技術已經失傳。香妃園
有民族歌舞表演，講述乾隆和香妃的故
事，雖然舞台稍顯簡單，但舞蹈十分精
彩，飾演香妃的維吾爾族少女美麗動
人，顧盼生輝舞姿婉轉，演出結束很多
遊客爭相和她合影。

新疆的歷史故事很精彩，新疆的社
會發展也很精彩。作為第一次來到新疆
的遊客，我對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由衷
讚嘆。穿越天山山脈的獨庫公路，以及
其他國道和高速公路，從道路設計到各
種路牌指引，以及沿途供旅客休息的服
務站各種設施，比起歐洲一些跨國道路
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穿行在天山萬里
群峰，還是在一望無際的塔克拉瑪干沙
漠邊緣的路上，我們的手機基本上保持
訊號正常。一路經過多座城市，無論北
疆南疆，無論大城小城，都被建設和管
理得很好，既富有新疆民族特色，又很
有現代化氣息。例如我們住過一夜的獨
山子，這座獨庫公路北端起點的小城寧
靜整潔，滿眼綠葉花木，筆直的馬路比

香港很多主要道路還寬廣。百聞不如一
見，這是多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源支持
新疆建設的成果。我相信，近年新疆旅
遊特別是自駕遊特別火爆，當地旅遊配
套設施的完善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

旅遊業發展帶動新疆經濟民生的改
善。開旅遊巴的潘師傅告訴我，他今年
五月才加入旅遊業，每天收入兩千元，
除去油錢還有一千多，生意接不完，每
個月只能休息三天。 「十月底天氣開始
變冷，獨庫公路要封路，遊客會少很
多」 ，潘師傅說，但五個月旅遊旺季的
收入，已足夠頂一年。五十多歲的潘師
傅已經當上爺爺，六十年代初父輩從蘇
北農村移民到新疆當農民，和當地少數
民族一起生活，相處融洽。他只念小學
二年級就出來放羊幫助家計，後來開大
貨車，再後來買了一部出租車，今年剛
換成這部七座旅遊車。潘師傅說話總是
滿臉笑容，幸福滿瀉，對明天會更好充
滿信心。他告訴我，一個朋友全家從北
疆到喀什開餐館，三年賺了一百萬。

短短十天旅程，新疆的故事說不
完，喜歡新疆，心動不如行動。我也希
望明年能再遊新疆，聚焦南疆吐魯番。

（新疆行之二）

哪來許多新意，能心
怡就好。怡，從心，和
也，悅也。人生苦短，多
些和悅不壞。哪來許多新
意，有心意就好。《象》
曰：入於左腹，獲心意
也。果然文章嘔心瀝血，
作文只寫三分話，未可全

拋一片心，並非留白，實在是氣血不足。如
今兩鬢染秋，漸漸添了華髮，不敢學韓愈割
肝當紙，滴血作墨。

寫不出新意，寫寫老話，說說套話，人
譏之為炒冷飯。炒自家冷飯，與他人何干，
索性從炒冷飯說起。我作文章向來不怕炒冷
飯，不避炒冷飯，甚至喜歡炒冷飯，炒出揚
州炒飯是造化。有年在揚州，吃到好炒飯，
葱花無生葱氣，雞蛋老嫩適中，飯炒得透，
潤而不膩。

《食經》說楊素愛吃 「碎金飯」 ，用軟
硬適度、顆粒鬆散的熟米炒，粒粒米飯裹上
蛋液，炒好後，飯如碎金閃爍，因此得名
「金裹銀」 。隋煬帝巡遊時將這道美食帶入

江南，是為後世之揚州炒飯。書家伊秉綬也
愛吃炒飯，不獨有雞蛋葱花，又選蠶豆大小
的河蝦，金華火腿切成細末與筍丁同炒。

《隨園食單》云，飯的甘美，居百味之
上，知味者，遇好飯不必用菜。我吃揚州炒
飯，從來不必用菜，美在其中。少年時，夏
天酷熱，食慾欠佳，偶爾會吃開水泡飯、茶
泡飯、蛋炒飯，這盡屬舊事了。我做蛋炒
飯，用隔夜冷飯，鏟散蓬鬆，放雞蛋、火
腿、豬油、葱花，乾香裏有勾魂的肉味，不
必再用菜。餓得狠時，狼吞虎嚥，一氣吃過
三大碗，曾作《炒冷飯》四句為證：

鍋碗瓢盆盛冷飯，蝦仁牛肉一盤裝。
蛋黃青菜同春色，葱蒜薑絲撲面香。
這樣的冷飯不過閒情，可屬膏腴之一

種，最怕元雜劇裏說的那樣：
道偷了米麵把甕封合，掬的些冷飯兒。

又被堯婆擘手把碗來奪，孩兒每雨淚如梭。
黃甘甘面皮如蠟堝，前街後巷叫化些波。那
孩兒靈便口嘍囉，且是會打悲阿。

一菜一飯裏有世情，或涼薄或熱烈，所
謂上茶，上好茶。人生在世，吃冷飯已是造

化，比吃閉門羹好。唐時有人不願接待下等
客時，就餉之以羹，以表婉拒。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
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少年不再，正當
是：人到中年羞說愁，皮糙肉厚。皮糙肉
厚，浪跡江湖天涯路。也好，寫點老話。只
要不是濫調就好，實在避不開陳詞濫調，也
無關緊要。偶爾吃吃冷飯無妨，樸素的陳詞
濫調，說說無妨，寫寫無妨，聽聽無妨。古
人說，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司空圖有《爭
名》詩： 「只此共棲塵外境，無妨亦戀好文
時。」 如此或許可得好文章。

年輕時總惦記好文章，盡想好事，盡想
美事。如今不想好事，不想美事，只要文
章，作得文章就好，不好也好。過去下筆求
險求新求一己之見，如今不避老生常談。劉
禹錫詩說得好：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
情。寄語何平叔，無為輕老生。」 何晏、鄧
颺求卜管輅問吉凶，卻以為卜辭老生常談，
置之不理，不多時卦象應驗，二人皆被司馬
懿誅殺，並夷三族。可見老生常談，往往有
道。

老生常談

「你買保
險了麼？」

在德國，
這樣的話往往
不是出自保險
經紀之口，反
而是朋友家人
之間。這便不
難看出，保險

是在德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不需要過多推銷，大部分德
國人都是會主動長期購買保險
的。

和國內一樣，德國也有每年
強制車輛保險。我覺得很有意思
的是，在核算保費之前，被保人
和車都需要填寫一個相當詳細的
情況表格，細節具體到車是停在
室內還是室外，如果是室外是否
有頂棚；被保人是否抽煙喝酒有
基礎疾病等等。每一個細節，都
會對最後的保險費金額產生影
響。

除了強制性的車險以外，德
國人最常見購買的還有家庭財產
保險：有防盜竊的，有防水災火
災的。不過和其他地方一樣，所
有的保險都會根據事發狀況有極
其細分的賠償標準。

比如說，如果你的車胎被
盜，如果是從車上被盜賊卸下來
盜走和你自己卸下來放在車庫裏
被盜走，這是兩種不同的賠償情
況，有的保險賠有的不賠。又比
如說，你的廚房被樓上漏水淹沒
了，和自己的水管壞了浸濕損壞
了廚房傢具家電，也是不一樣
的。

無論什麼盜竊類別的保險，
都需要先報警，獲取警察局的報
案號才能獲得保險公司的進一步
處理。有一次我們遇到的狀況

是，我們的信箱被盜，導致信箱
裏的兩張新電話卡被偷走後盜
用。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報兩種
警，信箱被盜算是盜竊，電話卡
盜用算是網絡犯罪範疇。總之，
這真是一系列相當繁瑣又耗時的
文案工作。所以，損失不大的情
況下，嫌麻煩不索賠的人不在少
數。

即便如此，德國人對於買保
險依然樂此不彼，最 「受歡迎」
的一種保險叫做 「律師險」 。顧
名思義，當你在生活遇到需要律
師幫助或者諮詢時，這個保險可
以提供律師並且支付昂貴的律師
費。然而，總有一些 「好事之
徒」 濫用律師險，大事小事一個
不高興就去找律師上告，告商
家、告鄰居、告各種生活中的不
滿意。

另外一個城市公寓裏幾乎家
家都會買的保險便是 「鑰匙
險」 。買鑰匙險的原因是，一把
自家公寓的鑰匙不光能開自家
門，還能開小區門、單元門、儲
藏間門、車庫門等等。一旦丟
失，便意味着可能整個小區住戶
都要換鑰匙，所以就不是一把鑰
匙的價格，而是幾十把鑰匙的價
格。

此外，如果忘帶鑰匙被鎖門
外，開鎖匠也價格不菲，動輒一
兩百歐元甚至好幾百歐元都是有
可能的。所以這樣看來，一年花
十幾歐元買個鑰匙險，也算是合
算的買賣。

從德國人買保險的習慣便不
難看出，無論大事小事，他們都
希望未雨綢繆。人們對保險的普
遍重視，在德國也自有其深厚淵
源：這是不是與德國人嚴謹又嚴
格的行事風格一脈相承？

關於保險

柏林漫言
余 逾

准風物談
胡竹峰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市井萬象

 
































《大眼睛》

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二百年之間，社會
環境的動盪引發了精神領域的覺醒，東西方一
眾精神導師採用理智方式與道德方法，思考並
解決人生終極意義和人類終極關懷等重大問
題，誕生了中國的儒道法墨思想、印度的印度
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
理性主義，標誌着人類文明實現重大突破。

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所謂的 「軸心時
代」 ，作為人類偉大思想的發端，不同文明都
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其思想造就了不同的
文化傳統，一直發揮基石作用，影響着人類的
生存與生活。 「軸心時代」 無疑是人類歷史上
群星璀璨的大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
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
德等偉大精神導師集體亮相，以源源不絕的精
神原動力，共同塑造了此後兩千餘年的人類心
靈。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恰與 「軸心時代」
重合。彼時，華夏夜空群星閃耀，作為道德大
師的孔子是最明亮的一顆星，作為智慧大師的
老子則是最耀眼的一顆星，除此之外，還有儒
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莊子、列子，法家的
管子、韓非子，墨家的墨子，縱橫家的鬼谷
子，兵家的孫子……現實世界諸侯爭霸，精神

世界百家爭鳴，奏響中華文明的輝煌樂章。
近來閒時翻書，不期然邂逅兩種新品，皆

與諸子百家相關。一為青少年讀物《一次讀懂
中國哲學：諸子百家閃耀時》，作者以輕鬆筆
法為諸子畫像，諸如孔子是比一般人更接近
「歷史真相」 的 「聖人」 ，墨子是站在孔子對
面的 「平民代表」 ，孟子是用愛征服世界的

「仁者」 ，老子則是 「佛系」 拯救者，視角十
分新鮮有趣。該書用凡人可能想過卻沒能想透
的三十一條問題，引領和陪伴讀者穿越一千五
百年，重回中國哲學現場，一次過總覽古代主
要哲學家的 「生存智慧」 。一為學術著作《國
學溯源》，作者聚焦以儒道法墨為代表的先秦
諸子百家，逐一分析孔子之仁、孟子之義、荀
子之禮、老子之道、莊子之遊、韓非之法、墨
子之兼，展現中華文明在 「軸心時代」 所達至
的高度，通過探尋和挖掘先秦思想文化資源，
為現代社會和現實人生貢獻傳統智慧與力量。
二書一諧一莊，一淺一深，穿插交互閱讀，實
屬獨特體驗，自是興味盎然。

在《國學溯源》中，作者憑藉深厚的研究
功底，系統論述儒道法墨精義：儒家是仁，
「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 」 ，揭示了人類
生存的真理。道家是道， 「反者，道之動，弱
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
叩問了自然界運行的規律。法家是法， 「明主
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
以吏為師」 ，提供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模式。墨
家是兼， 「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
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
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

為也」 ，反映了社會大眾的平等訴求。
書中不乏精闢之語。仰望諸子百家的天

空，不同的星宿有着不同的光芒，譬如老子陰
柔，信奉 「上善若水」 ；孔子陽剛，主張君子
「自強不息」 。諸子思想各異卻文化同源，使
用同樣的概念── 「道」 、 「德」 、 「仁」 、
「義」 、 「聖人」 和 「君子」 。對於 「道」 ，
老子視之為天下萬事萬物的本原， 「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孔子視之為至
理， 「朝聞道，夕死可矣」 ；墨子常論 「聖王
之道」 ；孟子喜談 「聖人之道」 ；韓非著有
《主道》；荀子則謂： 「道者，進則近盡，退
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

至於何為世間 「大道」 ？儒家的 「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道家的 「天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 ，墨家的 「兼愛」 、 「非
攻」 ……歸根結底便是尊重一切生命的神聖權
利，推己及人乃至齊物的 「黃金規則」 ，超越
諸子百家乃至全球不同文明的疆界，放諸四海
而皆準。

仰望星空，不禁想起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
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所言：
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它們宛若星辰一般永
遠散射着光輝，普照着暫時的黑夜。

人
類
群
星
閃
耀
時

東言西就
沈 言

四川美術學院正在舉行 「中國攝
影四十年」 展覽。該展覽是對中國攝
影藝術四十年的發展脈絡做出集中呈
現，向社會公眾與學術界共同展示出
中國當代攝影檔案的研究思路、工作
方法以及階段性成果。

圖為觀眾欣賞攝影家解海龍拍攝
的《大眼睛》。

中新社

▲林欣浩著《一次讀懂中國哲學：
諸子百家閃耀時》。

▲香妃園一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