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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島
在這城市生活

了很多年，對這裏
的海，終於也有了
感情。這感情，是
滲透積聚起的，如
同漲潮時的海水，
慢慢蔓延到岸上，
一點一點地，當你
突然發現漫上了你
的腳背，已過去許

多時日，是無知覺後的猛醒。
乘坐天星小輪，往返維港兩岸，漸成

熟悉的經歷。在香港開埠的時候，這港曾
經是廣闊的，填海取地改變了天然的海岸
線，造就了港內的風浪。上世紀七十年代
的時候，筲箕灣的碼頭，還會有人在岸邊
游泳。如今的水質與激流，已令人卻步。
維港的美色，或無關海港本身。

還可說的，是香港的島嶼。不知道從
哪一天，開始熱衷於對離島的探訪。島如
同海水的坐標，香港周邊的島嶼，竟然有
二百六十多個。而成為規模的，在地圖上
看得見南至西南的離島區，有二十多個
島。除了新機場所在的大嶼山，最著名的
約莫是南丫島。這是香港的第三大島，以
前叫做 「博寮洲」 。因為形狀像漢字的
「丫」 字，就改了這麼個土名字。南丫島
其實一點也不土，幾乎稱得上是個小歐
洲，有 「鬼佬天堂」 之稱。上世紀九○年
代前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在島西北鳳梨
咀填海建立南丫發電廠，外籍的工程師聚
居榕樹灣一帶，改了區內的風水。漸出現
了西式茶座、餐廳，卻也摻雜了中國的風
情。這島並不怎麼純粹了，中國人多半是
老的。早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年輕島
民已搬到香港謀生，南丫島遵循着現代鄉
土發展的規律，留守了年長的一輩。當年
出來的年輕人，最有名的大約就是周潤
發。這樣的人，長洲也出了一個，滑浪風
帆之后李麗珊。她為香港拿了奧運金牌，
是久前的事。後來卻因為一部《麥兜故
事》，名及兩岸，幾乎成了香港精神的代
名詞。平心而論，我是更喜歡長洲的。大
約因為那裏的具體而微，是個小鎮成一統
的感覺。有自己的消防局、警署和醫院，
似乎全都縮減了一號。一個面色黧黑的巡
警開着摩托車，從你身邊擦身而過。十幾
分鐘後，駐足在海鮮攤抬頭看風乾的氣鼓
魚，他的身影又映照在魚缸的玻璃上，因
為已經環島繞了一圈。來長洲，自然是要
吃海鮮的。這裏的海鮮，號稱 「一口
價」 ，味道大同小異，大多是椒鹽瀨尿
蝦、蒜茸扇貝和避風塘炒蟹。這些舖頭，
主要開在海傍路上。大新街有間叫 「阿
信」 的，我們幫襯過，很不錯。老闆是和
善的人，島上的原住民。據說以前在酒店
作過主廚，現在是解甲歸田，回到無車馬
喧的故土。他拿手的是一道 「蒜香美國

蠔」 ，見功力的菜式，黃燦燦的，味道十
分鮮甜。這島上除了海鮮，吃的口味可稱
之繁雜。日本菜、意大利菜、馬來菜，不
一而足。也有老字號，是四十多年歷史的
「張記魚蛋粉麵」 ，試過一回，名不虛
傳。另有一間甜品店，在大興堤路上，名
曰 「天然」 ，招牌是 「雪凍豆腐花」 。
「雪凍」 即是朱古力包着雲呢拿雪糕，口
感鬆軟，卻十分有咬頭。

越過人多的地方，經北帝廟不遠，便
能看見大片的海。東灣海灘，海非常好，
稱得上是水清沙幼。周圍零落地散着一些
度假屋，設施都很簡陋。其中有處叫 「東
堤小築」 的，生意尤為清淡，卻很著名。
原因是歷來有鬧鬼的傳說，神乎其神。曾
經和不信邪的朋友約在這兒打牌，大中午
的，房間裏直有陰森之感，聽得見天花板
上有寥落的人聲。終於在黃昏前離開了。
鬼說到底，於這世界上，其實是許多無奈
情緒的集合。後來寫了篇小說〈龍舟〉，
說的便是一隻無奈的鬼。

這島上最著名的鬼魂，叫做 「張保
仔」 ，是清朝嘉慶年間的一個海盜，勢力
很大。據說也落魄過，被朝廷趕得東躲西
藏，最後躲到長洲西灣崖邊的一個山洞裏
來了。也就成就了本地的一個景點，叫做
「張保仔洞」 ，傳言也是他藏匿寶藏的地
方。這洞我看過，甚至還進去過。極其逼
狹，張姓海盜應該是個短小的身形。洞內
光線很暗，便有個年輕人，在洞口租借手
電筒，也是生財有道。

島上一年一度的盛事，叫做 「太平清
醮」 。所謂 「醮」 ，是道教一個傳統儀
式，也是民間風俗。用意是酬謝神恩、祈
求國泰民安，又以從事漁農的人最為看
重。 「醮」 是有功能性的，慶祝寺廟或其
他建築物落成的 「慶成醮」 ；祭拜瘟神的
叫 「瘟醮」 ；也有為神明祝壽的 「神誕
醮」 和佛教盂蘭盆會合為一的 「中元
醮」 。香港打醮大多以太平清醮為名，時

間在每年的農曆四月。三天醮期，全島戒
殺禁葷，島上居民及遊客一同茹素吃齋，
就連麥當勞也只有素包供應。打醮時，有
一個風俗，叫做 「搶包山」 ，所以，長洲
的 「太平清醮」 也叫 「包山節」 。我去看
過一回，真是滿目琳琅，以 「飄色」 巡遊
為盛，大多是模仿歷史人物，又或者是取
材於戲文。可竟也有與時俱進的元素，看
得見社會名流，甚至政壇人物的身影。

「搶包山」 是 「太平清醮」 節目的壓
軸，也是高潮。這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在
十八世紀的清朝，就已經有了。包山有三
座，用竹條建起支架，在會場道壇旁豎立
起來。山上有密密麻麻的包子，這包子是
被道士作過法的。這些被祝福的包子叫做
「平安包」 。所以 「搶包」 的時候，誰摘
得越多，福氣就越大。

不過，大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
一次 「太平清醮」 ，參加 「搶包」 的勇
士可談不上有福氣。興許是人太多，那
一次，一座包山不勝重荷塌了下來，將
近三十個人受了傷。政府出於安全的考
慮，禁止了這項傳統活動。一禁便是二
十六年。

重新恢復的時候，已年過千禧。我看
到的那次，包山已經作了很大的改良，面
目整齊莊嚴，用鋼筋作了內部的支撐。包
山上的包子也控制了數量，每座上有六千
個。且都是塑膠製成的假包子，據說是為
了環保。搶包的人呢，在比賽前還要接受
香港攀山總會的訓練。整個過程，熱鬧還
是熱鬧，激烈還是激烈，可總感覺少了點
什麼。

長洲這樣的島，是人味兒很重的。香
港更多的島是一些偏遠的，散落在海裏
頭，終年也有些寂寞。我去過最遠的，叫
東平洲。在香港的最東北的大鵬灣。在島
上的時候，手機突然接到了內地的信號。
原來已經靠深圳很近，對面便是大鵬半島
了。只是中間隔了一道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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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投
資是香港一個
熱門的話題，
新聞報道香港
成為全世界其
中一個最重要
的藝術投資市
場。在筆者看

來，這個定位的重點是投資而
非藝術，因為在這些報道中並
沒有清楚地說明藝術和香港社
會產生怎樣的關係，藝術只是
一種投資產品。其實要建構一
個可持續發展的藝術投資市
場，更需要有一個尊重和懂得
藝術的環境。

香港社會對於藝術存在一
些偏見，比如香港藝術是沒有
經濟價值的，香港藝術家需要
補貼，香港藝術沒有西方藝術
的成就高，中國傳統藝術老
土。筆者認為，其實這些偏見
來自於香港沒有一套健全的藝
術基礎教育，幼兒、中小學教
育基本上是沒有一套完整的藝
術教育體系。社會對藝術的偏
見正因為對藝術並沒有深度的
理解，對藝術的知識基本上處
於一種潮流的話題，所以社會
對藝術的認知和理解常常只能
從金錢投資角度出發，一些港
人對於藝術仍然處於票友的心
態。藝術直接產生價值的通常
是教授藝術的行業，例如學鋼
琴學芭蕾舞，不少人學鋼琴的

目的不是欣賞藝術，而是透過
這個藝術技術證明自身的質素
和水平，所以香港學鋼琴的人
很多，但會購票去聽鋼琴演奏
會的人相對較少。

內地對於藝術是定性為一
種專業，有專門發展藝術才能
的教育體系，媒體也會專門有
介紹藝術的平台，所以在內地
詩人畫家都是有社會身份和地
位的。香港要發展藝術投資，
最重要的是發展以香港藝術家
為本位的投資市場。內地及日
韓等地均會以其藝術家市場為
本位，要營造這樣的一個投資
市場，需要有博物館藝術館藝
術教育的生態配合，還有更重
要的是在態度上在知識上有關
當局需要建立一個更深度理解
香港文化藝術潛力和發展可能
的體系。

舉例說，前段時間在香港
舉行的多啦A夢展覽，其成功
背後離不開策展人的組織力，
但沒有日本多啦A夢的IP，是
不能製造真正的價值。因此香
港要營造以香港藝術為本的
IP，才能產生真正有實力的經
濟影響力。筆者認為，香港不
應該只追求在金錢上短期投資
藝術的市場現象，下一步應該
善用這個現象促進以香港藝術
為本的全方位發展。這也是新
質生產力的一個本位。香港要
把中西文化成果發揚光大。

藝術與投資

一場秋
雨一場寒，
屋外秋雨綿
綿，屋內暖
意融融。窗
台上，養着
的幾盆綠植
卻依舊青翠
欲滴，它們

在秋風中輕輕搖曳。書桌上，
閒散地放了幾本書籍。這樣的
雨天，讀書是最愜意的選擇。

讀歷史書，彷彿穿越時
空，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看
到那些英雄豪傑的風采，感受
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讀
哲學書，彷彿與智者對話，感
悟人生的真諦，明白那些深奧
的哲理；讀文學書，彷彿置身
於那些美麗的故事中，體驗人
生的悲歡離合，品味那些細膩
的情感。秋日的書香，如同一
壺清茶，讓人回味無窮。

讀累了，便走出房間，來
到田園之間。秋天的田園，一
片金黃。稻穀、玉米、油
菜……各種農作物都成熟了，
沉甸甸的果實壓彎了枝頭。農
人們正忙着收割，臉上洋溢着
豐收的喜悅。我找一塊乾淨的
草地坐下，拿出一本書靜靜地
閱讀。微風拂過，送來陣陣稻
穀的清香，和書香味交織在一

起，格外舒適。
出遠門時，我通常也會在

背包裏帶上幾本書籍。在列車
上，我手捧一本書，靜靜地閱
讀。窗外的風景不斷變化，眼
前的文字卻能給我以慰藉。在
景區逛累了，我找一塊安靜的
地方坐下，從背包裏拿出書
來，短暫休息，趁着這段時間
繼續閱讀。身邊的遊客來來往
往，而我卻彷彿與世隔絕，完
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秋日
的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
來，照在書上，照在我的臉
上，溫暖和煦。

書中知識滋養我的心靈，
時常讓我感到充實而滿足。我
知道，我應該有一個終極目
標，那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才能開
闊視野，豐富心靈，才能更好
地理解這個世界，更好地體驗
人生路上的諸多美妙的風景。

讀書是一種主動的行為，
它能讓我們汲取更多知識、見
識和智慧。通過閱讀，我們可
以拓展思維，提高修養和審美
水平。同時，閱讀也是了解自
我、探索內心世界的過程。在
秋日裏讀一本好書，就如同與
智者對話，讓思緒在寧靜中飛
揚。讀書是秋天最好的陪伴，
也是我們心靈最好的滋養。

▲周村古商城大街。 孫叢叢攝

人生在線
管淑平

我心中的香港
葛 亮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文化什錦
厲彥林

魯商與徽商、晉商、浙商、閩商並稱為我國 「五大商
幫」 ，周村是魯商發源地。

商業活動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也可以說，所
有的商業活動都是圍繞人展開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農
村有集市、超市，大中小城市有商店、商業街，很多人喜歡
趕集、逛街，高品質的生活離不開商品和商業街區。淄博周
村古商城，山東僅有、江北罕見，由大街、絲市街、銀子市
街等古商業街組成，是山東最有歷史積澱、最有文化內涵、
最有故事的商業街，依然鮮活地上演着大商之道在 「無算」
的商業傳奇……

二○二四年，是周村開埠一百二十周年。
周村因絲而商、因商而城、因商而盛，自古以來商業氛

圍濃厚，是齊文化的重要載體和魯商文化的發源地。
相傳乾隆下江南時路過周村，正逢正月十五，只見大街

上各商號張燈結綵，正在舉行旱船、獅子、芯子、高蹺等民
俗表演。乾隆龍心大悅，即揮毫潑墨，御賜周村為 「天下第
一村」 。

周村古商城，歷經幾千年的風雨洗滌，依然保持原始自
然的風貌和古樸神秘的魅力，有始建於唐代的摩尼教寺即現
存的千佛閣，有建於元代的匯龍橋，有建於清代的魁星閣，
有聞名天下的 「八大祥」 等商業老字號，素有 「旱碼頭」
「金周村」 「天下第一村」 的美譽，被專家譽為 「活着的古

商業街市博物館群」 。
周村大街形成於宋元時期，清末民初最為繁盛。從原北

極閣到大街的南端，是最繁華的地段，也是過去周村的商業
中心。前期多有陝西和山西商人開拓經營，中期匯集江南各
路商幫，後期由山東民族工商業者推動其繁榮。

周村古商城老街的主入口，都有樣式不同的牌坊，兩旁
都是店舖。這是典型的北方古鎮老街，在歷史的更替中保存
完好，整體建築彰顯着歷史滄桑感和久遠的時代感。漫步這
長長石板路，穿行於風格迥異的店舖之間，眼前依稀再現早
年間全國各地南腔北調、穿着各式各樣的商人忙碌的身影。
曾有人把這裏比作中國工商業的搖籃，就在這不大的古街
巷，孕育誕生了幾十家全國聞名的工商業老字號，締造着一
個又一個工商業傳奇。清朝中葉，周村成為著名的商業中

心，與佛山、景德鎮、朱仙鎮等著名水陸碼頭齊名，獨
領 「旱碼頭」 風騷。一九○四年開埠前周村在山東省的經
濟地位冠絕全省，每年貨幣流通量一千多萬兩白銀，數倍於
濟南。

沿着古街往前走，大街兩旁的明清建築，一律是老式
門匾，沒有現代的材質和時尚的裝飾，長街短巷、黛瓦灰
牆、店舖林立、青石板、老字號、舊牌樓、馬車、轎子、書
局、酒肆、客棧、染坊、票號、銀號、綢布莊……家家古
香古色，處處懸燈結綵。恍惚中又彷彿聽到自遙遠的地方傳
來商城繁華的喧囂聲，而且昔日商賈雲集的影子也仍依稀可
見。

歷史留給我們的絕不只是房子和商舖，還有她的商業
文化，她的人文生態氛圍，她的靈魂。古商城充滿了濃厚的
北方民俗氣息，早上敲響 「天下第一鑼」 ，寓意大小商家鴻
運當頭、生意興隆；在景區北口入口處，來自民間的鑼鼓隊
穿着傳統服裝，敲鑼打鼓、吹起歡快的嗩吶調，拉開一天的
序曲；民俗婚禮的花轎穿街而過，鞭炮聲引導着追趕聲和歡
笑聲；古鎮上那些具有古老氣質的店主、店員，以及來自四
面八方具有現代氣質的追尋者和旅行者，有序地活躍、熱鬧
着。

周村古商城像一位慈眉善目、身體硬朗的長者，不迷戀
昔日繁華，不聲張，不守舊，不搶風頭，得意洋洋地欣賞時
代匆忙的腳步、年輕人的追逐和飄動的縷縷炊煙，穿越感、
滄桑感和新潮感十足…… （一）

大
商
之
道
在

﹁
無
算
﹂

秋天好讀書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 「我心中的香港」 欄目。
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徵

稿

啟

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
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
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園」 今開設 「我心中的香港」 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
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
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