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殊美，人文亦絕，且處處透出大氣磅
礡。此次蒙頂山之行，特別讓我深受震撼
的，是紅軍百丈關戰役紀念館。紀念館建於
蒙頂山上，館藏並不是很豐富，但有限的圖
片和沙盤已把80多年前那份慘烈歷歷呈現在
眼前。
百丈關位於蒙頂山北麓，是西北山區進入

雅安城乃至川西平原的門戶。1935年秋，張
國燾率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試圖建立川康
邊根據地。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號鼓
動下，迅速翻越夾金山，連克數縣。四川軍
閥劉湘為了遏阻紅軍的進攻勢頭，急調川軍
主力20餘萬人，集結於百丈關周邊，與紅軍
決一死戰。11月上旬，百丈關戰役正式打
響，歷時18個晝夜。仗愈打愈大，不僅成了
四方面軍南下以來最慘烈的戰役，在整個紅
軍長征史上也僅次於湘江血戰，犧牲紅軍逾
萬人。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後來
分析，百丈關戰役之所以失利，在於我軍
「對川軍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
計不足，口張得太大，我軍高度集中兵力不
夠，戰場的選擇失當，如此種種，都與我們
在戰役指導思想上的急躁和輕敵有關」。
單從戰事本身看，百丈關戰役不但展示了

紅軍官兵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主
義，而且有力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策應了紅
二方面軍轉移，促進了一、二、四方面軍的
會師。但從大局上看，這場大仗是完全沒有
必要的。與中央紅軍分道揚鑣的張國燾，自
恃兵強馬壯，急於建功，南下之初數戰連
捷，更加滋生了輕敵冒進的思想。不過數月
之間，8萬勁旅只剩下4萬多人，被迫再度北
上，數萬紅軍官兵為他的個人盲動付出生命
的代價。
蒙頂為西蒙山，由張國燾的慘敗，聯想到

12年後的東蒙山，也有一位張姓梟雄在那裏
折戟。1947年初夏，國共雙方在蒙山沂水間
上演了一場大戲——孟良崮戰役。駐守孟良
崮的張靈甫自視甚高，捨身配合蔣介石的決

戰計劃：以自己的王牌74師為磨心，調遣10
個整編師增援，形成絞殺大磨，圍殲解放軍
華野主力。小時候看《南征北戰》，以張靈
甫為原型的張軍長，惡狠狠地說出「不成
功，便成仁」那副光棍形象，迄今記憶深
刻。但大勢不在，孤勇何能？這位蔣介石的
愛將，不過三個晝夜，便落得拋屍荒野的下
場。
滄海桑田，大道存焉。《易經》有蒙卦，

上艮下坎，艮為山，坎為水，故又稱「山水
卦」，展示「蒙」的形勢下各種變化的可能
性。山下有水，千峰聳峙，萬壑爭流，正是
山重水複、雲蒸霧騰之境。同時，因涉水為
險途，蒙卦還有另一層寓意，即山下有險。
逢此卦，既可能風生水起，也可能險象環
生。若能把握大勢，見機而行，有啟蒙和通
達之象；若不知進退，一味逞強，是為蒙
昧，必遭禍殃。
戰火硝煙遠去，還是回到蒙頂山的風物上

來。這裏茶葉貿易的傳統十分久遠，宋神宗
熙寧七年（1074年）建立茶馬司，專司川滇
藏茶馬互市事宜，遺址迄今保存完好。自古
茶酒相伴，在蒙頂山東北不足百里處，有邛
崍古鎮，堪稱酒的故鄉。卓文君在這裏當壚
賣酒，開創了美女為美酒打廣告的先河。在
今天中國白酒市場上，邛崍雖然已沒有鶴立
雞群的大牌酒，卻一直是全國最大的基酒供
應地。換言之，許多聲名赫赫的大牌酒，都
脫胎於邛崍酒。這其實同蒙頂山茶葉半數產
能都做了其他名茶的貼牌茶，命運何其相
似。
以前想到茶酒市場幾十年來風生水起，忍

不住要為蒙頂茶和邛崍酒感到遺憾。武林宗
師級的輩分，混成了江湖上的雜耍，畢竟不
是一件光彩的事。現在經歷多了，見過太多
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把戲，反而不這樣想了。
堅持自己的特色，保留一片適宜的天地，不
做大牌又乍樣，何嘗不是另類風流？而且雜
耍做好了，未必不能成為掃地僧。比如蘇格

蘭威士忌，在葡萄酒、白蘭地、茅台酒的輪
番轟炸下，始終不急不躁，風格恒定，結果
價格穩步上揚，受眾越來越廣，走出了自己
的節律。
一茶一酒，滋潤人類千秋文脈。個性的張

揚，精神的寄託，皆出其中。不禁想起幾年
前一首戲作《茶酒論道》：

冬來事不忙 茶酒問誰香
茶畢心歸靜 酒酣意向洋
悠悠邀陸羽 浩浩就杜康
都是杯中物 何需論短長

不知不覺臨近中午，我們先到茶室品嘗蒙
頂茶，然後去吃農家菜。下午1:30，仍覺意
猶未盡，卻不得不動身去機場了。回想起
來，與蒙頂山短短五小時邂逅，似乎隱藏着
一生參悟的密碼。回到深圳後，還聽說一件
事，更讓我對蒙頂山之緣凜然於心。就在我
們遊山期間，有新冠病毒感染者來到景區售
票處停車場，9:48抵達，10:10離開。從行程
軌跡看，他們顯然是臨時改變主意，沒上蒙
頂山，而去了200公里外的孟獲城。要不
然，照目前疫情防控規定，我們不知還要經
歷一段怎樣的故事。如此完美錯過，恐怕刻
意安排也難以做到，只能歸於天意了。
生命中充滿偶然，也彷彿是必然。興衰交

替，吉凶互化，天下至理。臨別時，吳應鴻
先生送我一幅書法作品《知度居》。卷軸甫
一展開，腦海裏一下子浮現出12年前饒宗頤
老先生題贈的《居易隨緣》四個大字。古人
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人
生在世，當知度，宜隨緣，歲月悠悠，修行
不已，方可達至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小學時，語文老師介紹我們看蒙田的隨
筆。當年在書局找不到什麼蒙田，只找到
黃蒙田，也買來看看，覺得也不錯。後來
老師又介紹培根，這時我們才知道，他說
的是西洋文學。
他口中的蒙田，是法國十六世紀的思想

家、散文家朱歇爾．德．蒙田，他被譽為
歐洲「近代散文之父」。他的《隨筆
集》，開創了「隨筆」這文學體裁，在歐
洲興起。老師後來介紹英國培根的《隨筆
集》，是蒙田之後的產物。
可是，我們都找不到蒙田，圖書館也找

不到。老師說：「我是在報上和文學雜誌
看到的。是梁宗岱翻譯的。」
梁宗岱是誰，我們也不甚了了，也沒心

機追尋什麼蒙田；黃蒙田算了。
直到1980年代，我才在書店看到這位

法國蒙田的作品。其後，因為研究香港舊
報刊，也在《星島日報．星座》看到梁宗
岱的作品，可惜老師非作家，若是當年寫
下對蒙田作品的評價，我們這些「懵懂小
子」，一定以老師為榮。
前些日子，整理書齋，翻出褚威格寫的

《感謝蒙田》（台北：大塊文化發行，

2009年），譯者舒昌善，浙江上虞人
也，乃德國哲學博士；原書先由北京三聯
書店2008年刊行，後來才有台灣版。舒
昌善這部書，是褚威格最後一部傳記作
品。猶記得，這部作品當年初看，一口氣
就看完，褚威格對蒙田人生和作品認識之
深，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這是否和蒙田
心靈上有所交契？
在第一章裏，褚威格就說，有一些作家

如荷馬、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
爾斯泰，他們能被任何人在任何年齡及任
何的生活時代所發現；而有些作家如蒙
田，「他們只是在某種特定時刻才展現自
己的全部意義」，不錯，「唯有經歷磨難
和有閱歷的人才會讚賞蒙田的智慧和偉
大。」褚威格就是其中之一。
褚威格（1881-1942），第一次世界大

戰從事反戰工作，成為著名的和平主義
者，上世紀二十年代赴蘇聯；1934年遭
納粹驅逐，展開流亡的生活，先後移居英
國、北美、巴西。1942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未結束，他與妻子便服毒自盡。
褚威格為什麼要走上這條絕路？在本書

封底，有這麼一段話：
「本書是褚威格的最後一部傳記作品，

也是他在結束自己生命前最後的『遺
言』。褚威格在寫作本書時所面對的戰
爭、暴力和專橫的意識形態，彷彿就是蒙
田一生所處時代的寫照；而蒙田執着的自
由意識，他始終保持的公正和明智，更使
褚威格將其看成自己的精神楷模，因而他
為這本書寫下了標題：《感謝蒙田》。」
由是我想起，老師為我們介紹蒙田時，

坊間並無流行他的作品，這是不是老師偶
看了梁宗岱，再而感應了他的人生寫照、
有感而發？這個就不知道了。我成長的時
代，天下太平，而我的父輩，可是從戰
爭、流離的年代中走出來的。看了這部
書，更增我的感喟。

「青BB」，當然唔係話全身青色嘅BB，
而係一個粵語疊詞，用嚟形容非常青綠嘅
嘢；如果用嚟形容面色，就係指面色蒼
白。「青BB」點寫呀？

青必必 青咇咇 青啤啤 青嗶嗶
呢幾個係最通行嘅寫法，不過全部都係用
咗「借字」，咁「正寫」係邊個呀？
一講到「正寫」，啲人就會去搵啲古

書，睇下有咩疊詞係用嚟形容青色嘅；有唔
知邊位粵語專家就喺元代關漢卿《雙赴夢》
裏頭，搵到個「青鴉鴉」，就認定「鴉鴉」
係BB嘅「本字」，呢個講法跟住就喺網上
流傳。冇錯「青BB」係有「青鴉鴉」嘅意
思，但係「鴉」個讀音同B嘅讀音，好似
「大纜都扯唔埋」喎！筆者一直強調，「本
字」一定要夾「音」同「義」，是但一樣接
近，都唔可以構成作為「本字」嘅理據。根
據筆者嘅考究，「青BB」係由「青碧碧」
音變過嚟：「青」係「淺綠」，適當嘅形容
詞係「碧綠」；廣東人就聯想到「碧碧」呢
個疊詞，於是就創作咗「青碧碧」；講下講
下，咪講咗做「青BB」囉！雖然「正寫」
已經搵到，筆者建議寫嗰陣都係寫做最簡單
嘅「青BB」，香港人中英夾雜係冇問題
嘅！
「口輕輕」呢個成日用嘅粵語疊詞，當

然同「口」嘅重量無關。如果話人講嘢草
率、唔謹慎、講過唔算數，書面語就會用
「輕言」。「言」由「口」出，廣東人就創
作咗「口輕輕」呢個同義疊詞。又「口」同
「下巴」相連，「口」喐「下巴」點會唔
喐，有人就嚟個「口」同「下巴」代換，咁
「口輕輕」就變咗做「下巴輕輕」喇！
「輕」，文讀「兄/hing1」，喺「口輕
輕」、「下巴輕輕」呢兩個語境度，「輕」
會取用口語讀音「heng1」。廣東人指嘅
「貪口爽」或者「口爽爽」，即係順口噏，
冇經大腦去講嘢；意思同「口輕輕」、「下
巴輕輕」差唔幾。值得一提，「下巴」嘅口
語讀「下爬/扒」，所以有人會攞「下爬/
扒」嚟做「俗寫」；可以咁講，有「正寫」
就冇必要寫「俗寫」嘅。
「口花」唔係個口咬住朵花或者一枝

花；「口花花」都唔係個口咬住幾朵花或
者一紮花。話人講嘢冇句真，不過虛假得
嚟動聽，書面語會用「花言巧語」。廣東
人會話「滿口花言巧語」，尤其嗰啲鍾意
撩女仔嘅人做「口花」；「口花花」嘅意
思都係一樣，可以睇做「口花」嘅加強
版。話時話，好多人，尤其係女士，明知
同佢講嘢嗰條友「口花花」，但係都唔會
鬧佢或者嬲佢。冇嘅，讚自己瘦、讚自己
靚、讚自己叻、讚自己後生，天下間邊有
人唔受㗎？

◆黃仲鳴

褚威格的蒙田

青BB點寫呀﹖口輕輕﹑下巴
輕輕﹐口花﹑口花花﹐點解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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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
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
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
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
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在讀書時期，每每讀到宋代的歷史，

便覺得宋朝是一個積弱的朝代，難令人
有點民族的自豪感。但人大了，從多維
度多角度思考後，卻發覺，除版圖外，
宋朝的富裕，在重文輕武的改革後，文
化的興盛，實在更能反映中土文化優
越，折射出中土文化的忠厚、情操，禮
儀之邦的哲理。
而從歷史上，朝代的更迭，更是腥風

血雨，在權慾薰心的前提下，鮮有能不
狠下殺手就能安頓所有人事布局！
若相信有所謂「天選之人」，我就認

為必然是宋朝的開國國君，趙匡胤正是
最適合的人選，像示範在權慾與念恩之
間的平衡，取得很好效果而不用太違心
的取捨！
當然，在天律、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因

素中，確實是少有的契合，（一）趙匡
胤的始名組合是辛金丙火，雖然火剋金
即動武，在出身將門之後，確實是非常
好的組合，而丙辛意向化水，故有心慈
念情的傾向。而本來此姓名組合外卦
「庚」，代表競爭者強大，幸他的內卦
丙火自己人卻能剋制強敵！
加上當時的人事生態，極其有利於他

（四）而趙匡胤的最大勁敵是張永德，
但礙於張永德的姓名五行壬水戊土戊

土，在周世宗「己」土而言，己剋強
水，自然不放心，不受重用！
而他在此極有利的人事生態下，怎樣

登上九五之尊之位，將述如下：
趙匡胤出生於河南洛陽將門之家，膽

識過人，武藝超群。21歲時投奔郭威，
成為郭威帳下的一名士兵。西元 951
年，掌握後漢軍權的郭威，謊稱契丹入
侵，太后命他統軍北征。後漢大軍渡過
黃河，到達澶州時，將士們將黃袍披在
郭威身上，擁立郭威為帝。郭威率軍掉
頭南行，回後漢京師東京，建立後周。
趙匡胤也逐步升為滑州副指揮。
不久，郭威病逝，其養子柴榮即位，

就是周世宗。世宗有雄才大略，他南征
北戰，同時勵精圖治，革新政治。即位
之初，北漢勾結遼國大舉攻周，世宗率
軍親征。雙方在高平大戰，世宗親冒矢
石督戰，當後周軍隊形勢危急時，禁軍
將領趙匡胤和張永德拚死保護世宗。高
平大捷後，趙匡胤被提拔為禁軍高級將
領，負責整編禁衛軍。他精心挑選武藝
超群的壯士，組成勇敢精銳的殿前諸
班，這以後成了後周戰鬥力最強的隊
伍。世宗也由此開始了他「十年平定天
下」的戰略行動。幾乎每次征戰，趙匡
胤都立下汗馬功勞，成為世宗的得力虎
將。正當世宗開拓疆土、北征遼國時，
不幸英年早逝。
世宗在征遼途中撿到一塊木牌，上寫

「點檢做天子」，心中就有幾分猜忌。
當時張永德任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
檢，他又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世宗擔
心禁軍將帥權勢過重會發動政變，就匆
匆撤掉了張永德，換上了趙匡胤。但這
卻使趙匡胤的實力更加雄厚，他做了禁
軍的最高統帥。掌握了後周軍權。
世宗死後，他年幼的兒子登基做了皇

帝。西元960年，後周接到邊境送來的
緊急戰報：北漢國主和遼國聯合出兵，

攻打後周邊境。趙匡胤得令後，立刻調
兵遣將，帶了大軍從東京出發。軍校苗
訓自稱知天文，找到主的門吏楚昭輔
說：「我看見太陽下邊還有一個太陽，
而且有一道黑光來回蕩漾了好長時間。
日克一日，這是天命啊！」快到夜晚
時，部隊還沒有走出很遠，只好在陳橋
驛安營紮寨，這時離京城不過20里路。
當天晚上，將領們反覆商議，說現在皇
帝還小，即使戰死他也不知道，不如推
趙匡胤為天子，大家可以榮華富貴。他
們到軍營四處游說，煽風點火，一時軍
士大嘩，都聚集在趙匡胤營前喊着：
「點檢當天子！」
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和歸德軍掌書記

趙普知道時機已經成熟，於是連夜派人
騎快馬回京城，將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
和都虞侯王審琦這兩個趙匡胤的心腹叫
來，商量辦法。天快亮的時候，叫喊着
的軍士們已經逼近趙匡胤休息的房舍，
趙光義和趙普進去，叫起了趙匡胤，走
出房門。只見許多軍校站在庭院中，手
裏還拿着武器，一齊叫喊：「願奉點檢
當天子！」這時早有人從背後給趙匡胤
披上黃龍袍，所有在場的都跪倒在地
上，高喊着「萬歲」，向趙匡胤叩拜。
其實這不過是趙匡胤在背後導演的一齣
鬧劇而已。
隨即，趙匡胤率大軍進入東京城。文

武百官齊集崇元殿，為趙匡胤舉行受禪
大典。但是到了黃昏時分，還沒等到小
皇帝的禪位詔書，眾人都不知如何是
好，幸好翰林學士陶穀早有準備，已經
擬好了詔書。於是，就用陶穀起草的禪
位詔書舉行儀式。宣徽使領着趙匡胤來
到龍墀的南面，朝北跪拜，接着，宰相
們上前攙扶起趙匡胤登上崇元殿，穿上
皇帝行大禮的禮服和冠冕，端坐到龍椅
上，接受群臣的拜賀，這就算正式登上
了皇位。

◆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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