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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香港（三）

位於上環必列者士
街五十一號的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正門入口處，
掛着一塊牌匾，用中英文
寫 「此建築物前身為中央
會所，建於一九一八年。
落成後至一九六六年是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辦

事處。一九二七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
會所內演講。會所於一九四一年被徵用作防
空救護隊半山區A段總站，收容數以千計的
難民。在日佔期間（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年），會所曾被日本政府的文教課管轄，推
出日語及德語課程。青年會總辦事處於一九
六六年遷至窩打老道……此建築物現已被評
為一級歷史建築。」 關於魯迅來港事，只有
一句簡單陳述。《魯迅日記》對來港演講
事，除了上篇所述文字，亦無他記。於是魯
迅此次來港是赴誰人之邀，一直存有爭議。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香港《文匯
報》刊發劉隨文章《魯迅赴港演講瑣記》。
編者按語 「關於魯迅赴港經過始末，長期以
來成為魯迅研究中的空白。」 「現劉隨先生
以當時直接參加接待的工作者的身份，為讀
者在這方面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寶貴史料。」
劉 「當年出於對魯迅的崇敬，主動記錄了魯
迅所作《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
兩次演講，並經過魯迅先生親自修改，使得
這兩篇重要文章能留存於世，讀者對此當必
表示歡迎。」

劉文敘，一九二七年初，魯迅來到中山
大學任職的消息傳到香港，港大教師兼香港
《中華民報》總編輯黃新彥博士 「出於對魯
迅的景仰，也希望魯迅來香港打破文壇上的
沉寂空氣，以推動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因此
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

來講學。」 他還回憶， 「同來的還有許廣
平……負責出面接待的除了黃新彥博士，還
有黃之棟先生（時任《華僑日報》副刊編
輯）和我。」 二月十八日晚和十九日下午的
演講 「都由黃新彥博士主持」 。 「魯迅是二
十日晨離開香港的，走時，黃新彥博士和我
們幾個參加接待的人都去熱情送別。」

劉本人 「當時正在香港以教書為活，平
日就很喜歡閱讀魯迅的作品……對他的作風
為人也很欽敬，所以除了協同黃新彥博士熱
情接待外，在魯迅演講時，我自己又主動將
兩次演講詳細記錄下來……於二月底隨稿附
信寄給在廣州的魯迅先生，請他過目校
正。」

《魯迅日記》對此事有記錄。一九二七
年三月二日的日記： 「得劉前度信並講
稿」 。四日日記中再記 「上午覆劉前度信並
還稿。」 劉回憶， 「魯迅退還我的講稿只修
改了很少幾個地方。」 「講稿收到後，曾即
送去《華僑日報》，記得只登了一篇，另一
篇《老調子已經唱完》，因故沒有刊出。」
《華僑日報》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刊發
《周魯迅先生演講詞》，寫着 「黃之棟 劉
前度筆記 許廣平女士傳譯」 。是未經魯迅
修改的版本。

魯迅給劉的回信，其 「一直保存了好幾

年，直到一九三六年魯迅逝世後，知道許廣
平徵集魯迅遺跡，所以我就將原信主動寄給
景宋了。」

關於邀請人的另一說法是趙今聲。香港
嶺南大學榮譽教授劉蜀永在一九九三年十月
一日《香港文學》一○六期發表文章《趙今
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

在劉蜀永主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一枝一葉總關情》一書中，收錄了趙今聲
所撰《八十八歲自述》，講述當年邀請魯迅
訪港始末。趙一九二六年畢業於港大，是港
口工程專家，後居天津。

一九二○年代，趙在港大讀書時經常投
稿《大光報》，被聘為社外編輯。趙述：
「一九二七年春，我以《大光報》名義，邀
請在中山大學講學的魯迅先生從廣州到香
港。二月十八日下午，魯迅到港。當晚，我
在基督教青年會食堂設便宴，招待魯迅夫婦
及陪同人員葉少泉。我準備了黃酒，魯迅先
生興致很濃，喝了好幾杯。」 並稱是通過河
北老鄉葉少泉（時為廣州國民黨總部交通
員）邀請到魯迅， 「用《大光報》名義印入
場券。」 「《大光報》也不負擔魯迅的食宿
交通費用。我只好自掏腰包……」 「魯迅在
香港的演講會是我主持的。」

《魯迅日記》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這
樣記載： 「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
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
會。夜九時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廣
平翻譯。遇香港大學教授黃新彥、廣州《國
民新聞》編輯梁式。晚梁式邀至大觀園飲
茗，並邀黃新彥等。」 魯迅日記、書信及演
講記錄從未提及趙今聲或《大光報》；並且
刊登演講詞的也不是該報。另據史料，《大
光報》曾於一九二五年停刊，一九二八年復
刊，魯迅赴港時該報的情況如何尚難確定。

初夏時節，草木成
帷，花開如錦。田野
裏，一畦畦蒜苗長得正
旺，碧綠碧綠的，愈發
誘人。摘一小撮兒回
來，用清水淋洗，菜刀
切碎，煮小麵時，最後
撒上葱花蒜瓣兒作為點

綴，滋味噴香，一碗葱花小麵下肚，足以身
心明朗。

年幼住在農村時，春夏交替，大人們在
菜園裏種上一些蔬菜，如小白菜、韭菜、四
季豆、青椒、蒜苗等，這樣就能確保每日餐
桌之上，蔬菜俱齊，嘴巴也不會感到膩味。
下過一兩場雨，這些小傢伙們便蓊蓊鬱鬱生
長起來，像綠油油的翡翠。一陣清風拂過，

空氣中飄散着淡淡草木清香。我最喜歡蒜
苗，綠瑩瑩地探出頭，嬌羞膽怯，像閨中少
女，給人一種含蓄內斂之美。

採摘蒜苗手法要輕，輕輕折斷，慢慢捻
下，這樣就能確保口感鮮美。剛採摘下來的
蒜苗，帶着一種清淡的香氣。每每做飯，切
蒜苗時，手上也沾了它的香。除了蒜苗，大
蒜也不例外。炒臘肉時，葱薑蒜爆香，再臘
肉下鍋，肉香伴着蒜香，令人胃口大增。

農村地區的很多植物，既能食用也能入
藥，這就是 「藥食同源」 。五六月份，暑熱
濕氣增加，蛇蟲鼠蟻活躍頻繁，人們就會在
家門前掛些大蒜，既可以防禦外邪，也能驅
趕蚊蟲；過端午時，人們還要吃醃製入酸的
獨頭蒜，可以簡單調理腸胃，有效預防腹痛
與腹瀉。

據歷代本草記載，大蒜氣味辛溫，能殺
蟲解毒。智慧的古人其實很早就發現了大蒜
能夠治療腸胃疾病。東漢名醫華佗曾用蒜齏
（切碎的大蒜子）與醋搭配用來治療蛔蟲腹
痛； 「藥王」 孫思邈用大蒜治療洩瀉暴痢；
「藥聖」 李時珍也曾用大蒜治療過霍亂。古
人有 「攜大蒜旅途，則炎風瘴雨不能加，食
偈臘毒不能害」 之說，這其實就是運用大蒜
能夠消毒殺菌的作用來預防胃腸疾病。

自然界有五時，春、夏、長夏、秋、
冬；人有五臟，肝、心、脾、肺、腎；舌有
五味，酸、苦、甘、辛、鹹……其實，人與
自然、社會之間，需要講究一個平衡，過猶
不及。我們食用蒜苗時，也需要其他食材的
調和，這樣做出來的飯菜才算是可口飯菜，
我們的身體也不會偏食或異食。

青青蒜苗香

市井萬象

戈壁上的「綠寶石」

蕎麥開花六月雪（下）

六月末到
了，布穀鳥又
叫了，蕎麥地
上六月雪。一
片寧靜致遠的
白俏俏的蕎麥
花，從眼前開
到遠方，彷彿

一夜之間，靜悄悄地下了一場薄
薄的六月雪。鄉親們說蕎麥開花
是布穀鳥催的，蕎麥開花漂亮俊
俏，挺起一杆直直的花莖，亭亭
玉立，裊裊欲舞，在花莖的頭上
像撐開的雨傘，張開了一簇細細
的花枝，枝頭開放着一朵朵沉靜
的白花，蕎麥花。那真是俏也不
爭春。春末夏初時蕎麥才開花。
蕎麥開花和梨樹開花、玉蘭開花
不同，那些樹開花，全樹爭輝，
花團錦簇，開到極限，一樹的白
花，嫵媚妖嬈，一派貴婦人氣
質。而蕎麥開花不同，上面是
花，下面是翠綠翠綠的葉，濃濃
的綠葉擁抱着一枝枝綻放的白
花，別有一番風味。這時候上地
幹活的後生們，總有人情不自禁
地對着 「六月雪」 唱起一首首酸
曲。

一九七四年我被選調到縣色
織廠，離別生活七年的農村，送
行飯就是我們自己耕、自己種、
自己伺候、自己收、自己打的蕎
麥麵。那是我當農民的最後一
晚。餄餎床子架在滾開的大鍋
上，四條棗木腿，油光鋥亮，牢
牢地把在灶台上，壓餄餎的木把

手高高地翹在半空中，餄餎床子
的漏壺正對着大鍋中央，和好的
蕎麥麵用手揉成長柱體放入漏壺
中，壓餄餎的人則站在灶台旁，
把餄餎床子的壓杆用勁往下壓，
蕎麵團在漏壺中被強力擠壓，從
漏壺底下十幾個小孔中被擠壓出
來，長長的麵條直接掉進滾水鍋
中，蕎麥好熟，進鍋就撈出來，
這就是餄餎麵。吃到嘴裏油滑、
細膩、有滋有味，尤其是那股特
有的蕎麥香，能留唇齒滿口香。
和我朝夕相處七年的兆普大哥，
撈起一碗剛出滾水的蕎麥餄餎，
舉着端給我，說這是第一碗蕎麥
餄餎，鍋裏最香的一碗，為你高
興，祝賀你，也真捨不得你走，
七年了，也算咱村的人啦，今後
你可能會越走越遠，可別忘了咱
村，別忘了咱村的鄉親，別忘
了回來吃咱村的蕎麥餄餎。說
得我有些激動了，差點掉下淚
來。十幾雙眼睛，十幾隻大碗，
十幾雙挑着餄餎麵的筷子，都在
等着我，我覺得淚珠子掉進碗裏
了。

第二天，我帶上簡單的行
李，坐上隊上派的小毛驢車去縣
城，腦中還縈繞着昨晚的告別，
小毛驢晃晃悠悠的幾乎要昏昏入
睡。突然聽見 「布榖，布榖」 的
叫聲，布穀鳥又叫了，我睜開眼
跳下毛驢車，沒找見布穀鳥，倒
看見不遠的蕎麥地裏一片片白凌
凌的蕎麥花，正開得俊俏，正開
得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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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活起來」 在於其自身生命力
姜舜源

（
北
京
篇
）

中華民族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進入
新時代，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物質
文化生活提出更高需求。中央審時度勢，繼中
共十九大提出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
轉化、創新性發展」 之後，二十大又提出 「推
進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發展」 戰略。在這些戰
略貫徹落實進程中，近年來中央電視台和各地
方、各行業電視台文化綜藝節目裏，有關文
物、博物館的內容大幅提高並大受青睞。像央
視相繼推出《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詩詞大
會》《朗讀者》《國家寶藏》；北京衛視相繼
推出《書畫裏的中國》《最美中軸線》《博
物館之城》。這些作品探索創新文化綜藝節
目表現形式，大量解讀文物藏品。《國家寶
藏》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傳播技術相
結合，既保持了歷史文物的凝重感、莊嚴性，
又努力還原歷史文物、歷史事實的感性、親切
和溫度，文物開始 「活起來」 。

北京市方面於二○二○年，提出以 「博物
館之城」 建設，作為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重要內容。北京衛視為推
動 「博物館之城」 建設，製作了文博探秘類文
化互動真人騷《博物館之城》，從二○二二年
七月起，分季、分期陸續播出，貼近老百姓，
觀眾反映多樣。其中觀眾最期待的是，解讀文
物博物館的 「真人」 ，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代言人，同時能夠針對今人的實際需要答疑解
惑，為今人講好中華文化的歷史故事。按中華
傳統文化的要求，應是宋代著名思想家張載提
倡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宋張載：《張子語
錄》卷中，宋刻本）此人應具有這樣的抱負。
可見這項任務的艱巨性、挑戰性。

中國各地、特別是各 「國家歷史文化名
城」 ，擁有大量歷史文化遺產，因此建設 「博

物館之城」 絕對不是口號，而是切實可行的目
標。北京是一座比較完整地擁有中華文明發展
史遺存，擁有中國自古至今政治、經濟、軍
事、文化、科技等方面代表性文物的城市。周
口店五十萬年前 「北京人」 遺址，在世界人類
演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北京進入文明社會之
後地位持續上升：商周燕、薊古都─秦漢 「九
塞」 之一─唐幽州城─遼南京─金中都─元
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北京是全國唯一的長
城、京杭大運河交會的城市，東南經濟中心、
西北軍事中心，在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交會。
匯聚在首都北京的中華文化遺產和三千年古都
歷史遺存，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留下的近代
文物，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
文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代表性成果，神舟
飛船、月壤標本等象徵新時代大國崛起的實
物，為北京地區博物館發展奠定了卓越的物質
基礎。

經過百餘年發展，北京地區已經形成多學
科、多層次、布局平衡的博物館體系，博物館
總數已達二百多家。從宏觀上看，已經形成縱
橫交織、經緯縝密的博物館布局。周口店 「北
京人」 遺址博物館、北京市西周燕都遺址博物
館、上宅文化陳列館、山戎文化陳列館、盧溝
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位
於市中心的正陽門、天安門、中國國家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香
山革命紀念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首都
博物館等等，這些中華民族古代史和近現代
史、中國共產黨黨史的遺址、文物及其展示，
豐富、全面和具有代表性，以歷史縱深的 「縱
向」 取勝。從大運河之畔的通州博物館、京杭
大運河總碼頭什剎海上的郭守敬紀念館，到八
達嶺的中國長城博物館；從中國農業博物館、
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

科學技術館，到中國航空博物館、中國電影博
物館、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美術館等，這些
博物館反映全國各行各業百科知識和 「兩個一
百年」 奮鬥成就，以廣度和厚度的 「橫向」 見
長。中國最早幾座博物館、最大的幾座著名博
物館都在北京，類型全、代表性強，北京是中
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聖地。北京堪稱 「博物館
之都」 。

中國古代文物之所以能夠 「活起來」 ，與
其本身具有強大生命力、其自身存在內生活
力，有莫大關係。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歸納的，
中華文明 「五個突出特性」 中的 「突出的創新
性」 。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詩經》
說：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我們雖然歷史
悠久，但肩負着新的使命，追求創新而不故步
自封。另一典籍《禮記》說： 「君子日新其
德」 ，商湯在沐浴用的銅盤上銘刻着： 「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記．大學》）
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們時刻提醒自己，創新一
刻也不能停止，必須像洗臉那樣每天都舊貌換
新顏，重塑一個嶄新的自己，迎接明天的挑

戰。世界人類幾大古老
文明後來大都消亡了，
唯有中華文明不斷發揚
光大，其中重要原因在
於它不斷創新的內生動
力，和相容並蓄的包容
性。中國人最敬重的是
天、地，那就要像上天
那樣自強不息，像大地

那樣包容萬物。因為中華歷史文物蘊涵着中華
文化活的靈魂，所以直到今天，要舉辦奧運會
開幕式等重大典禮，最能代表中國、代表中華
民族的，還是《清明上河圖》、青銅器、書
法、絲綢、青花瓷等中華優秀文化遺產。

北京古城也是一座活着的、繼續發揮現代
首都功能的文物。以北京城中軸線為例，它是
世界文化遺產，但並不是歷史化石，而是在繼
續發展、延伸，中軸線上建築在持續增加，現
代設施與傳統建築和諧共存。比如天安門廣場
的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博物館、人民英雄紀
念碑、毛主席紀念堂，與天安門城樓、正陽
門、太廟、社稷壇等渾然一體，相得益彰；奧
林匹克森林公園的仰山，鳥巢、水立方等場
館，國家會議中心、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等
新建築，似乎只有放在老北京中軸線上，才能
體現它們的莊嚴神聖。真如漢開國丞相蕭何追
求的：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
也。」 （《史記．高祖本紀》）由此可見，
「文物活起來」 的最有利條件，是很多中國文
物是 「活文物」 。



◀北京故宮午門城樓
──五鳳樓。

作者供圖

翡翠湖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茫崖市，由於湖底深淺不一、所含礦
物質濃度不同，湖水呈現不同深度的綠
色，宛若鑲嵌在戈壁上的 「綠寶石」 。圖
為近日遊客在翡翠湖欣賞美景。 中新社

▲上環必列者士街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建
築物上的牌匾。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