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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農曆甲辰年大年初
一，龍年至，龍馬精神、龍騰虎躍
等吉祥祝福語，都會在春節期間頻
頻出現，大街小巷，一片春意盎
然。不論是私人住宅、公共屋苑，
抑或是商場，為配合春節氛圍，早
在農曆年前，就完成了新春換裝，
桃花樹、桔樹都是常見新春裝飾，
當然也會有一些其他的龍年吉祥
物。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
大都會，農曆新年也十分講究儀式
感，為了讓人們更好地慶祝農曆新
年，在不少公共場所，得體的新春
裝飾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桃花樹、桔樹等都是一個新春
彩頭，取一個大吉大利之意，除卻
傳統的迎春裝飾，香港的各大商場
也有不少的時尚裝飾。今個春節，
就能在不同的商場內見到Hello
Kitty、mofusand、奶龍、LINE
FRIENDS、迪士尼、粉紅兔兔及P
助、chiikawa等，人們過年行大
運，不僅可以感受商場內的新春氣

氛，還能盡情打卡、參與互動小遊
戲、市集、工作坊，其樂融融。

不少新春裝飾都創意十足，龍
元素更是不可或缺。PMQ元創方
打造 「龍騰祥瑞 賀歲啟新」 新春
裝置，地面廣場設有由喜慶的金、
銀、紅三色錦繩結成的祥龍，以生
肖龍的形象，融合現代與傳統之
美；太古廣場的新春裝飾，宛如亭
台樓閣的園林建築，以龍元素裝點
一新，令人耳目一新；海港城由即
日 起 舉 行 「HELLO KITTY ．
HAPPY 50 @海港城」，為喜愛
Hello Kitty的大小朋友搭建五米高
巨型Hello Kitty達摩花車陣。

香港商場內的新春裝飾增添龍
年喜慶，同時也拓展了在公共空間
展示藝術設計的更多可能性，值得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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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來港過春節的兩位侄兒，活潑
好動。問他們假期最想去什麼地方遊
玩，他們不假思索地回答：長隆野生動
物世界，一個說要去看 「真龍」 ，另一
個說不是真龍，是科莫多龍。

科莫多龍？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這一
名字，連多次去過長隆的小叔，也不知
園內竟藏有如此 「龍族遺珠」 。上網一
查方知，全新的長隆科莫多龍館，今年
二月三日落成迎客，推出龍年新節目：
全國首發科莫多龍展，引領遊客登青龍
山、行龍脈、探科莫多龍。

科莫多龍是珍稀野生動物，全球僅
存約三千五百隻。科莫多龍雖然被叫作
龍，卻是現存陸地上體型最大的蜥蜴，
主要分布在印尼科莫多島等群島部分地
區，牠的另一個名字是科莫多巨蜥。二
○二一年九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更新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科莫多龍的保護級
別，由 「易危」 升為 「瀕危」 。

科莫多龍外形威武霸氣，目前有紀
錄的最大野生科莫多龍，全長三點一三
米，體重一百六十六公斤。曾目睹
「龍」 顏的觀眾形容：牠的腦袋像哥斯

拉，身體像鱷魚，吐信時像蛇，眼睛閃
爍危險信號……科莫多龍的舌頭如蛇一
般，能收集氣味顆粒，探測數公里範圍
內食物的氣息。

長隆野生動物世界，是全國最大的
科莫多龍繁育基地。春節期間，供遊客
近距離觀察的科莫多龍家族成員，或有
二十九隻之多，包括身長兩米、體重一
百四十斤的初代巨型科莫多龍，以及二
○二○年至今，長隆成功繁殖的二十五
隻科莫多龍後代，匯聚長隆潛心研究十
年，攻克保育難題的成果。

據介紹，成功繁殖的科莫多龍幼
崽，初時需保育員進行誘導開食，以確
保幼崽在人工環境下健康成長。由於科
莫多龍自帶毒液腺體，保育員們進行餵
食時，均需佩戴防護手套，每次餵食過
程都充滿挑戰。

龍年探科莫多龍

今天是農曆年三十，也是春節前
最後一天上班日，想必大家內心雀躍
不已，準備好迎接甲辰龍年到來。近
期在香港有多個展覽館陸續推出與
「龍」 有關的展覽，不妨趁農曆新年
小長假參觀，迎龍接福。

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近期
就特意挑選了八組來自故宮博物院、
與龍年有關的明及清代文物展出，當
中包括在 「凝土為器──故宮博物院
珍藏陶瓷」 展覽中，展出來自清乾隆
的一組龍紋瓷碗；在 「紫禁萬象──
建築、典藏與文化傳承」 展覽中展出
約為清崇德年間的方形寶璽交龍紐

「制誥之寶」 等。
「印」 在古時是權力象徵，行使

權力皆須用印，上至帝王，下至庶民
皆然。不只是中國，過去受儒教薰陶
的國家如韓國、日本，無不使用印

也。古代用印體制相當嚴格，將侯最
高僅能使用金印，唯有帝后才可用玉
璽。

展出的這件交龍紐 「制誥之寶」
（附圖）以青玉琢成，使用滿漢雙文
篆書樣。面積十三厘米見方，通高十
四點七厘米，紐高八點五厘米，紐形
為兩條相向的龍軀體合二為一。此印
璽估計是清太宗皇太極所有。

龍紐為專用紐式，紐用於把握，
是寶璽的重要組成部分。 「龍」 在中
國古代是帝王的象徵，故從秦始皇
起，歷代皇帝寶璽的紐式都是龍紐。

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對前代皇帝

御寶重新考證排次，將總數定為二十
五方之後，交龍紐 「制誥之寶」 作為
清初帝王使用過的十方寶璽之一，被
送往盛京鳳凰樓珍藏。光緒年間東北
局勢動盪，十方寶璽被送至熱河避暑
山莊收藏；民國初北平成立古物陳列
所，十方寶璽從熱河回到北平。其流
轉過程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交龍紐制誥之寶


心和拳頭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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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有個帖子，題
為 「養貓者患精神病的幾率比
普通人高兩倍」 云云。據說澳
洲科學家發現，養貓為寵、常
擼貓和曾被貓咬（抓）傷者比
養其他寵物或不養寵物者患精
神病的概率要高。再細看，這
項 「新發現」 是整理幾十年論
文的研究綜述，並非原始調查
所得。而且，作者聲明此為
「關聯性」 而非 「因果性」 結
論，沒有證據說明養貓會引發
精神病，只是養貓者恰好和精
神病患者有較多重合。

之所以會點開這個帖子，主要是因為
我對貓有偏愛。小時候外祖母家養過貓，
貍貓、黑貓等中華田園貓是我童年記憶的
一部分。另一個原因是覺得貓是較平易近
人，又不過分黏糊的小動物。我喜歡毛茸
茸的動物。而城市中常見的帶毛寵物不過
貓、狗、兔、荷蘭鼠等，最多的是貓和
狗。狗的熱誠、直白也可愛，但這是一種
缺乏距離感、邊界感的寵物。對陌生人氣
勢洶洶，對自家人 「如膠似漆」 ，這樣的
性格養狗者可能中意，我就不太能消受
了。而貓樣貌可愛，行動靈敏，天生帶幾
分聰明氣質，慵懶淡定的姿態又羨煞旁
人。

人對動物的好惡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思
維、情緒的投射，所謂 「科學研究」 也不
外如是。還有研究認為，貓為弓形蟲宿
主，如人受到感染，中樞神經受損，精神
會出現問題。又有研究說養貓能降低血
壓，促進健康，因為擼貓能增強 「快樂激
素」 催產素的分泌。所以，我是 「貓黨」
而非 「狗黨」 是我的問題，不是動物的問
題。

每天早晨跑步就像開盲盒，說不準一
路會遇到幾隻各種各樣的貓，自有一種發
現的樂趣。

「過年是一種藝術。」 這
是老舍的話。毫不誇張，過年
真是一場聲光電色香味俱全的
集體藝術大賞。

就說顏色， 「臘月二十
八，打糕蒸饃貼花花」 。紅，
是當仁不讓的主色調。新出鍋
的雪白餑餑，會點上朱紅色的
紅點，猶如美人的朱砂痣。祭
祖的豬頭要用紅紙鋪墊，菠
菜、白菜須用紅繩捆紮。處處
貼滿嶄新通紅的福字、春聯、
窗花，接福納祥、驅邪避災，
再簡陋破舊的宅院、胡同，都
會被一抹紅色點石成金，煥發
生機。大門上的秦瓊敬德威風
凜凜，堂屋的財神富態端方，
廚房的灶王爺慈眉善目，卻是
紅紅綠綠，讓人心裏覺得踏實

穩當。
花也不可少。綠葉白花黃蕊的水

仙，如 「金盞銀台」 ，最是清雅不俗。
蠟梅、蝴蝶蘭、山茶花，也是極好的清
供。

再說聲音。老舍曾說，地道的中國
人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要有個能
容三壺龍井茶、十碟五香瓜子的胃；第
二，要有一對鐵做的耳朵。」 過年是最
好的檢驗時機。外國人也放煙花，但與
那 「爆竹聲中一歲除」 的壯懷激烈相
比，實在不及萬一。而無論是舞獅子，
還是扭秧歌，鑼鼓嘡嘡更是天經地義。
所以， 「鐵做的耳朵」 絕對是必需的。

當然，過年並非都是這些鬧騰之
音。每個人都拿腔拿調地使出與平時迥
異的音色和聲量來說着 「恭喜發財」
「過年好」 ，可是誰也不覺得彆扭。你

就是偶遇主任或社長，你都竟敢提高分
貝去說話，而少少一掃平時電梯裏尬聊
或報告簽字時的忐忑。這都是拜春節所
賜也。

筆者老家，豆腐是過年的必需品，
且以傳統手工的滷水豆腐為上。工廠流
水線生產的，未免對神靈和祖先失了些
虔誠。小販不緊不慢地吆喝出： 「豆～
腐～」 ，在晴冷的天空下瀰漫，寓意着
「都福」 綿綿，其韻致不減 「深巷明朝

賣杏花。」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規律生活
說到規律生活，大家可能會想到

千篇一律的僵化時間表，而有趣的
是，不少思想家都樂於過着極度規律
的日常。其中，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
康德可算是佼佼者。

四十歲後的康德，每天五時起
床，然後喝茶、準備教材；七點到十
一點是講課時間，之後是午餐、餐後
散步、散步途中找朋友，最後回家工
作與寫作，並在晚上十時準時就寢。

如此規律生活，未必適合所有
人，但我又想：若想要過這樣的生
活，實在也不是容易的事。康德之可
以早上五時起床，關鍵是他十時正已

經上床去睡，而如果我們平常加班到
晚上八時才回到家，接下來晚餐、洗
澡、看一看手機或電視，一個不留
神，可能已到深夜。

就算我們不談作息，只談生活與
工作任務的排程，這也很難做到如康
德一般的規律。首先，我們可能要在
起床後處理家人的各類需求，而上班
後，上司、同事，以至下屬，都會無
時無刻地來打斷我們的日程。

因此，今時今日的所謂規律生
活，或者需要一個更有彈性的定義。
那就是盡量為自己的生活制定 「條件
與指定行為的連結」 。這是什麼意思

呢？
假設你的目標是學習外語，但你

沒有辦法安排到固定的學習時間，那
麼你便可以將 「學習外語」 連結到一
些必然會發生的 「條件」 ，如上下
班。於是，只要是通勤時間，無論是
一天當中的哪個時分秒，你應該規律
的把握機會取出教材、學習外語。

從自律到習慣，久而久之，你一
上車便會自動去學習。這就是條件反
射，而這也是不少創作人的生活小秘
密。舉例，歐陽修便提出了著名的
「三上說」 ，他寫道： 「余平生所作
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

上也。」
換言之，歐陽修建立了 「寫作」

與 「三上」 的條件連結，只要他在馬
背上、枕頭上、廁座上，便自自然然
啟動了寫作模式，而點子、文字、才
氣則油然而生。這不是神話，而是實
用的生活學。

團年飯
年三十晚，按照我國習俗，家家

戶戶都會吃團年飯（又稱年夜飯）。
除夕夜與家人圍坐吃豐富晚餐，大魚
大肉，這習慣由來已久。南朝梁人宗
檁撰寫的《荊楚歲時記》，是我國保
存至今最早的歲時民俗志，記載了江
漢地區每年的節令習俗，有關除夕的
就有言： 「歲暮家家俱餚蔌，詣宿歲
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由此
可見，古人在新年前夕，都會準備佳
餚美酒大肆慶祝，畢竟辛勤工作了一
年，任誰也想在收爐當晚開懷大嚼，
好好慰勞自己。

許多人都說兒時過節最難忘，筆
者十分同意，而且腦海中仍滿載童年
除夕深刻的回憶。記得那時候父母忙
於工作，同住的祖母負責照顧我，因
此每年除夕前數天，我就要跟着她去
忙碌準備賀歲物品。那個年代沒有網
購，超市的新鮮菜肉也不像現在那麼
多選擇，所以人們都要去街市採購。
兒時還沒長高的我，置身銅鑼灣羅素
街濕貨市場，只見人山人海，檔販不
斷高聲叫賣，各個攤檔前亦圍滿客
人。小孩最怕跟家人失散，所以我會
緊拖祖母的手，不敢亂跑。由於以前

商店都會於農曆新年關門休息，大部
分要到年初七才啟市，所以市民都要
趕在除夕前準備多天食物度歲，令街
市更人潮洶湧。某年陪祖母過關斬將
般從市場買了一隻生雞回家，用來歲
末酬神。那時市民還可以在家自行屠
宰雞隻，所以祖母就決定在大廈的後
樓梯進行這事情，讓我留在家中。我
耐不住好奇，前往偷看，怎料眼前那
血淋淋的場面把我嚇得頓時魂飛魄
散，久久不能自已，只好怪膽小的自
己沒有好好遵從祖母的吩咐。

現在準備團年飯就簡單輕鬆多

了，市民固然不用自己劏雞宰鵝，加
上不少商店也只會在初一休業，所以
亦不用費時費力大量採購糧食儲備。
其實除夕準備什麼菜餚還是其次，最
可貴的是如《荊楚歲時記》記載，年
夜飯與家人相聚同吃，珍惜共度節日
的機會，一起送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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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一個人的心臟和拳頭的大
小差不多。以手撫胸，即能感到心之
存在。攢拳以觀，原來就是這麼一個
不大的肉球，不停息地搏動，維繫着
我們的生命。

心臟是供血器官，至晚清代醫家
王清林撰《醫林改錯》時，國人已知
曉 「靈性記憶不在心而在腦」 。但在
口語中，我們有時不區分心和腦，不
自覺地錯把心當作意識的主宰，比如
「你這人心真大」 ， 「你就長點心

吧」 ，「下一個決心」；又有歌曰 「知
心愛人」 ，愛情來臨，心跳是會加速

的，但真正決定愛之有無深淺的其實
不在於心。而 「心」 之所以背了這許
多 「鍋」 ，或許還是因為古人 「所以
任物者謂之心」 思想的遺存吧。

不過，將錯就錯的話，心和拳頭
等大這個解剖學上的知識，倒也給予
我們不少人生觀上的啟迪。心既然只
有拳頭大小，內存之欲念就不可太
多。而今人人都對 「卷」 痛恨不已，
卻又大多難逃 「卷」 之漩渦，根由之
一大概就是心中塞滿了不切實際的欲
念，望子望夫望妻成龍，一夜暴富暴
瘦暴美，寄成功於吹牛皮拍馬屁當舔

狗，皆為此類。
人生需要盼頭，生活應有所欲。

每日裏對 「小確幸」 的追求，如躍動
的火苗，暖人心、照前路，給人以絲
縷而不絕的勇氣和力量。但欲求過
甚，這火也可能把本該安寧平和的生
活燒得焦臭不堪。

禪宗史上有段故事，五祖弘忍讓
弟子們談學習心得。神秀偈云：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傳說此偈被認為不如六
祖慧能 「菩提本無樹」 高明。其實，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神秀之言更易理

解和奉行，慧能那些話反易墜魔障。
心不僅常需拂拭，更應經常清空，畢
竟它才一拳大啊。

新年新氣象，不如把心當作可重
複寫入新內容的硬盤，而不是一次刻
錄定版的光盤。那些不知從哪來的負
面念頭，及時清理出去，把更有價值
更美好的東西裝進心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