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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無事，刷手機，在朋友圈裏看到徐揚
生校長的一則感悟：
「把時間的尺度拉長，高考，中舉，仕

途，可能沒有現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重要。
這是唐代詩人的官位表，似乎與他們今天在
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沒什麼關係。我才知道王
昌齡是八品的，寫了那麼多邊塞的詩，我本
以為少說也得是個四品五品的幹幹。」
配圖是一幅《唐代詩人官位排行榜》，羅列

了30位著名詩人，官居二品至九品不等。其
中，李紳、白居易是二品，張九齡、元稹、高
適、賀知章、劉禹錫、韓愈、韋應物是三品，
杜牧、王維、柳宗元、岑參、劉長卿、張籍、
沈佺期是四品，杜審言是五品，宋之問、崔
顥、杜甫、駱賓王是六品，楊炯、王勃是七
品，王昌齡、李商隱是八品，賈島、王之渙、
盧照鄰、李頎、孟郊是九品。
這跟「品」一聯繫起來，再去「品」詩人

的作品，就有些尷尬了。揚生兄說他原來不
知道王昌齡是八品，我更想不到孟郊才九
品。「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自從領
袖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上引用了孟郊
這句詩，香江兩岸由治及興，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如火如荼，如此黃鶴雲空，幾品能及？
而在潯陽江冷清寂寞的夜空下，感念於秋風
蕭瑟，歌女色衰，唱出「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九江司馬，竟然幹過二
品大員！還有，劉禹錫官居三品，與張九
齡、韓愈等人為伍，也是讓人想不到的。千
古傳誦的《陋室銘》，已經把作者的身份定
格在一個低層小吏的形象上了。
古人造字，三口為品，表示數量眾多。那

這裏的「口」指的是什麼呢？有人認為指人
口，以三口表示人多，所以品的本義是很多
人。但如果是這樣，「眾」又作何解釋？
「品」和「眾」是同時出現的，兩個字均見
於商代甲骨文。所以，品字的「口」更有可
能指的是物，取象於古代舉辦宴、饗、祭祀
時用以裝盛食物、祭物的器皿。三口表多，
意為種類繁多。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然界的

物質分類，大者如動物、植物、礦物等。每
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每一小類還有不同品
種。由此推之，「品」可泛指萬物。當然，
有類即有別，有別即有等，「品」也因此引
申為等級。古代官階九正品，九從品，便由
此而來。用於日常，則人有品性、品德之高
低，物有風格、逼格之異同。進而，知物識
人，分門別類，都需詳加辨析，故「品」又
有評論、衡量之義。
可見，「品」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

詞。有意思的是，但凡用到品，不管是用作
名詞的動賓詞彙「有品」，還是動詞「品
嘗」，往往讓人想到形容詞。有品通常不是
指擁有物品，而指有格調；品嘗不是一般地
吃，而是精緻地品味。
評論事件，臧否人物，常有品相、品味、

品位之說。品相強調外形，品味強調氣質，
品位則主要指檔次。有時候，一件事情的對
錯彷彿並沒有那麼重要，而「吃相太難看」
成了最大的貶稱，被認為是最無品的事。
酒席上，每每有人論及酒量、酒風。其

實，更重要的應該是酒品。何為酒品？酒量
是天生的，酒風是社會的，酒品則是文化
的。當一群人聚在一起拚酒量的時候，無法
不讓你想到野蠻；當滿桌子人大講特講酒風
的時候，你感受到的是一種強迫；而酒品是
不需要講的，更不會去拚，三五知心朋友，
一兩瓶好酒，若有若無的話題，可遇不可求
的氛圍，足矣。
要知道，酒不只是酒精，就像畫不只是顏

料，音樂不只是聲音，文學作品不只是字
符。大千世界，酒類多多，無不是以水的形
態，演繹火的性格。水火交融，是物質，更
是精神。你與哪一瓶酒、在什麼場合相遇，
是你和酒共同的緣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講的是這方水土之上物產氣候與人的稟賦的
關係。酒是五穀作物之精華，亦是陰晴風雨
之際會，最能養人。品酒需要功底，需要時
光的沉澱和閱歷的滋養。對真正的飲者來
說，酒沒有最好，只有最喜歡。故品酒者得
有酒品，方知其味；正如品人者須有人品，

方識其才。
明代高僧蓮池大師認為，人各有好，各隨

所好以度日。世間愛好，有偏重物質者，亦
有偏重精神者。前者有三：好財，好色，好
飲；後者有四：好古玩，好琴棋，好山水，
好吟詠。而這七好之上，另有一好，就是讀
書。所謂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為勝！
一個人的愛好或多或少，決定了他的生活品
味。人生百年，各種愛好都可以嘗試。可諸
般愛好，都會因經濟條件或身體條件而受
限，惟讀書可以終老。古人說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應該不是輕視體力勞動，而是
強調世間萬事萬物中，讀書最能提升人的品
位。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個人的品相和品味
如何，就看他愛不愛讀書。
凡事皆有品，而事品取決於人品。飲酒者有

酒品，治學者有學品，做官者有官品，在在反
映了當事人的修養境界。清人陳自崖（紀曉嵐
的老師）撰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無求品
自高」廣受推崇，個中真諦，並不是主張不思
進取，而是告誡世人要不為浮雲遮望眼，擺脫
功名利祿羈絆，有所為有所止，有所捨有所
得，方能追求道德和人格的完善。
人在世上走，品有三張口，你說你的道

理，他論他的是非，惟天地不語。這時候，
再讀卞之琳這幾句詩，別有一番滋味：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30年前，黃維樑編了一冊《吐露港
春秋．中大學者散文選》（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1993年），當年看了，
只覺陣容強大，也沒特別的感覺。近來
搬辦公室，居然被我在書堆裏翻了出
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往事勾上心
頭，書中20位作者，他們的文章，或
他們的容貌，也一一浮現腦海。
這20位作者，除了編者黃維樑外，

還有高克毅、鄭子瑜、思果、宋淇、陳
之藩、余光中、逯耀東、梁錫華、劉述
先、劉紹銘、金耀基、何秀煌、小思、
鄺健行、朱立、潘銘燊、黃國彬、劉創
楚、黃坤堯。當中有往生去了，有封筆
了，有隱居了。其中，除黃維樑特別稔
熟外，小思是我小學時的大大師姐，潘
銘燊和我同是「書奴」；余光中、陳之
藩的書，在小學時已愛讀不已。至於思
果、黃國彬、宋淇這些大翻譯家，也令
我萬分敬仰的。至於何秀煌、金耀基、
劉述先這些來自台灣的大家，更是我心
儀的對象。上世紀六十年代，同輩之
中，莫不鑽研邏輯，我更迷上了因明

學；因此，對何秀煌特別喜愛，他的文
星版《0與1之間》，翻了又翻，看了
又看；他來港教書後，曾思登堂拜訪，
但怕唐突，算了。劉述先的文化研究，
也喜讀，書名忘了。另有位畫家劉國
松，也在中大，好像也沒有什麼散文，
文聲不響，黃維樑當然沒編選。
但，從這20人陣容，已足見當年中

大的文人陣容。黃維樑編了潘銘燊的
〈書奴搬家記〉，實是得我心。潘書奴
說：
「……稱為『書奴』，頗有捨我其

誰之概。首先，奴是出賣氣力的人，而
我在圖書館的第一樣營生就是搬書……
奴又有不能自主之意，這更傳神了，奴
這個字正好比況我對書那種甘於充役、
忠心志誠的光景。」
對書癡迷者，名稱甚多，如書蠹、書

癡、書淫。這些稱號，俱不為潘銘燊所
取。書蠹嚙書，對惜書者當視之為敵；
書癡者，有呆頭呆腦之形象，書獃子
也，不佳；至於書淫，雖有過多之謂，
但「淫」字乃邪義，當然不取。另有
「書傭」一詞，乃書之傭工也，貼切，
亦可用之；當然沒「書奴」那麼的謙
卑。在偉大著作前，我與潘子，堪稱為
「奴」。
朱立與我實同行，同是新聞傳播中

人；不過，朱立是科班出身，我卻在新
聞界中打滾出來，最後才入了學院教
書。他的〈同情韓愈〉，看後不禁咧嘴
一笑。韓愈自說：「吾年未四十，而視
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這種病
徵，是否少年風流所致，不知。但對書
奴來說，「視茫茫」，實是「淫書」之
過，而髮未蒼，卻是「聰明絕頂」；朱
立同情韓愈，吾亦願躋身其列。
《吐露港春秋》的作者，30年前當

是風華正茂之輩，看他們的文章，仍有
青澀之感，但篇篇都可堪咀嚼、耐讀，
重閱之際，豈不快哉！

場景：雲吞麵舖
輝仔：哈，「雲吞」點解叫「雲吞」，會唔會同
「吞雲吐霧」有關呀？
為為：廣東嘅「雲吞」，好可能係由北方嘅「餛
飩」演變過嚟，只係啲餡料唔同，廣東嘅「雲
吞」用鮮蝦同豬肉，北方嘅「餛飩」就用菜同
肉。仲有，仲有，啲雲吞皮係薄啲嘅！
婷婷：我都覺得係，你聽下「餛飩（hún tun）」
呢個普通話讀音唔係同「雲吞」嘅讀音好接近
咩！
輝仔：「雲吞」先至係阿媽，啲北方人「偷橋」
啫！
婷婷：我是北方人（用普通話講），「餛飩」先
至係阿媽！不過有時我哋都會寫「雲吞」，易寫
啲嘛！
為為：我係廣東人，我話「雲吞」至係阿媽！
輝仔：兩種講法都有道理，咁拗，拗到天光喇！
基本上，北方的「餛飩」和南方的「雲

吞」屬同類麵食——用麵粉做成薄皮，內包
肉餡，下鍋後煮熟，食用時一般帶湯。「黃
色」雲吞皮加了雞蛋和鹼水製作，皮較薄，
不宜包裹滲水分的蔬菜，而適合製作以蝦肉
和豬肉作餡料的「雲吞」。「白色」的餛飩
皮較厚身，主要用來製作以蔬菜和肉作餡料
的「餛飩」。

「餛飩」，普通話讀「hún tun」，廣東話
讀「雲吞1-4」；兩種讀音聽來頗接近。其由
來坊間流傳兩個說法：
其一、根據西漢揚雄所著的《方言》，「餛飩」
是餅的一種，差別就在內餡，經蒸煮後食用；若
以湯水煮熟，則稱「湯餅」。古時中國人認為這
種密封的包子沒有七竅，所以又稱「渾沌」（讀

「雲頓」）。根據造字法則，民間後來才有「餛
飩」的叫法。此時，「餛飩」與「水餃」並無區
別。而所謂「渾沌」 ，乃指傳說中天地未形成
時，元氣不分、模糊不清的狀態，也作「混沌」
（「混」此時讀作「雲」） 。
其二、西漢時，北方匈奴不時騷擾邊疆，百姓不
得安寧。當時匈奴部落中有「渾氏」和「屯氏」
兩個首領，十分兇殘。百姓對其恨以食之，於是
用肉餡包成角兒，取二人姓氏「渾」與「屯」之
音，呼作「餛飩」，祈求吃後戰亂平息，過上太
平日子。
如是者，「飩」的廣東話讀音應為「頓」

或「屯」。先前「飩」的讀音「吞1-4」只是
有粵語語言學家沒有考慮其源所訂。
「餛飩」在漢朝北方已非常受歡迎，也是

皇室宗親的至愛，漢文帝劉恒、景帝劉啟、
武帝劉徹從小就喜歡吃「餛飩」。說來諷
刺，隨着「餛飩」的廣泛流傳，當時有不少
匈奴人也開始吃「餛飩」。更有相傳漢文帝
時，匈奴的右賢王吃「餛飩」時被「大單
于」（匈奴帝國君主稱號；「單于」讀「善
6-4如」）看到，令他大怒，於是命右賢王將
功贖罪，率領數萬大軍攻漢。這可算是匈奴
犯漢的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匈奴軍侵佔
河南，殺害平民，直逼長安。最後在漢文帝
率眾將的抵抗下，匈奴才被逼退兵。據說
「餛飩」最初是在冬至這天製成，所以家家
戶戶每逢冬至都會吃「餛飩」。宋朝人周密
說，「臨安」（現今杭州）人在冬至盛行以
「餛飩」祭祖的風俗。
千百年來，「水餃」並無明顯改變，但

「餛飩」卻在南方得以發揚光大，且具獨特
的風格。至唐朝，人們對「餛飩」與「水
餃」的稱號才作出了區分。「餛飩」發展至
今，更是稱號繁多。無論是什麼餡料，「餛
飩」這種小吃均深受人們喜愛；江浙等地多
稱「餛飩」，而廣東則稱「雲吞」，湖北稱
「包麵」，江西稱「清湯」，四川稱「抄
手」，新疆稱「曲曲」等等。
話說回來，南方河多近海，蝦容易捕捉；

廣東人就以蝦代菜，再對雲吞皮作出了改
良，便炮製出中外馳名的「鮮蝦雲吞」了。
不說不知，原來某些地方會叫「餛飩」作

「鶻突」。由於「鶻」的粵音是「核」，有
鼓吹「有音必有字」、「有字必古字」（有
字必深字）的所謂粵語專家於是公告天下：
現在，我們形容一樣事物非常難看，會稱為「核
突」……「核突」一詞之原裝正本，其實是古漢
語，宋元以後，許多通俗文學都有「鶻突」此一
詞彙，意思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污糟邋遢，有
好惡頂的意思，這就是「核突」。
其實「鶻突」只有模糊/混沌、不明白事

理、疑惑不定、驚慌等意思，與上述的什麼
「污糟邋遢」（骯髒）、「好惡頂」（難相
與）的意思有很大出入。此說法乃正宗穿鑿
附會，諸君莫信。

◆黃仲鳴

風華正茂的書

先有「雲吞」還是先有「餛飩」？ 令人動容的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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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之書，讀之有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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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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皆知文天祥慷慨激昂的愛國情懷

和視死如歸的高風亮節，最廣為人知的
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正是出自文天祥的手筆！
而文天祥的姓名正是辛金、辛金、己

土的五行組合。「辛」金特性，實務主
義者、理性、信方法，配上己土才不會
遇強即屈，否則審時度勢後，勢不在
己，會放棄。但由於文天祥的「祥」字
正是己土，而且在最後，故若要在利益
與情操二選一的情況下，不會以利行
先，而是會擇善固執，以他為例，更是
明知不可為也為之！
在文天祥心中，相信強敵不可怕，最

可怕的是來自內部的怯弱、腐敗，所以
他的姓名中，辛金與辛金相遇，即會面
對內「爭」的情況出現！用俚語來說，
就是遇上「豬隊友」，那才是最令人氣
憤的事！於是1283年癸未歲，文天祥就
慷慨就義了！

（一）己土忠誠，拒絕了來自北方元朝的勸降
（二）於是丁火剋我辛金，一切的助力支援的
元神「己」被乙木所剋，於是捨身就義。
而當時的形勢正值元軍乘勝南下，眼

看就要打到臨安了。4歲的皇帝趙㬎自然
無法處理朝政，他祖母謝太后和大臣們
一商量，趕緊下詔書，要各地將領帶兵
到臨安救駕。詔書發到各地，響應的人
寥寥無幾，只有贛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郢
州（今湖北鍾祥）守將張世傑兩人立刻
起兵救援。文天祥接到朝廷詔書，立刻
招募了3萬人馬，排除種種干擾，領兵到

了臨安。右丞相陳宜中派他到平江（今
江蘇蘇州）防守。這時候，元朝統帥伯
顏已經渡過長江，三路進兵攻取臨安。
其中一路從建康出發，越過平江，直取
獨松關（今浙江餘杭）。陳宜中得到消
息，馬上命令文天祥退守獨松關。文天
祥剛離開平江，獨松關已被元軍佔領，
想再回平江，平江也在這時陷落了。
謝太后和陳宜中驚慌失措，趕緊派了

一名官員帶着國璽和求降表到伯顏大營
求和。伯顏卻指定要南宋丞相親自去談
判。陳宜中害怕被扣留，不敢到元營
去，偷偷地逃往了南方。張世傑不願投
降，一氣之下，帶兵出海去了。謝太后
無可奈何，只好宣布文天祥接替陳宜中
做右丞相，讓他到伯顏大營談判投降。
文天祥答應到元營去，但是他心裏卻

另有打算。他帶着大臣吳堅、賈餘慶等
到了元營，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反而義
正辭嚴地責問伯顏說：「你們究竟是想
跟我朝友好呢，還是想存心消滅我
朝？」伯顏說：「我們皇上（指元世
祖）的意思很清楚，沒有消滅宋朝的打
算。」文天祥說：「既然是這樣，那麼
請你們立刻把軍隊撤回。如果你們硬要
消滅我朝，南方軍民一定會跟你們打到
底，那樣對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的。」伯
顏把臉一沉，用威脅的口氣說：「你們
再不老實投降，就饒不了你們。」文天
祥也氣憤地說：「我是堂堂南宋宰相。
現在國家危急，我已經準備拚死報答國
家，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畏懼。」
文天祥的氣勢把伯顏的威脅頂了回

去，周圍的元將個個都驚呆了。之後，
伯顏讓別的使者先回臨安去跟謝太后商
量，卻把文天祥扣留了下來。隨同文天
祥到元營的吳堅、賈餘慶回到臨安，把
文天祥拒降的事向謝太后奏報了一番。
謝太后一心想投降，便改任賈餘慶做右
丞相，到元營去求降。伯顏接受降表
後，把文天祥請進營帳，告訴他宋朝廷
已另外派人來投降，文天祥氣得痛罵賈

餘慶一頓，但是投降的事已無法挽回
了。
1276年，伯顏帶兵進入了臨安，謝太

后和趙㬎出宮投降。元軍把趙㬎當做俘
虜押往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也被
一同押走。一路上，他一直在考慮怎樣
逃脫。路過鎮江時，他和幾個隨從人員
商量好，趁元軍沒防備之機逃出元營。
後來，揚州的宋軍主帥李庭芝聽信謠

言，以為文天祥已經投降，便懸賞緝拿
他。不得已，文天祥等人日行夜宿，歷
盡千難萬險，從海口乘船到了溫州。在
那裏，他聽說張世傑和陳宜中在福州擁
立新皇帝即位，就決定去福州。
文天祥復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景炎二

年（1277年），他進兵江西，收復州縣
多處，後因寡不敵眾，敗退廣東，依舊
堅持抵抗元兵。景炎三年（1278年）十
二月，他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
俘。投降元朝的張弘範勸說文天祥招降
張世傑，他寫了《過零丁洋》詩作為答
覆。元朝專橫跋扈的宰相阿合馬來威逼
利誘，文天祥不為所動。後來，陸秀夫
背着南宋皇帝趙昺投了海，張世傑也以
身殉職，南宋滅亡。
南宋滅亡以後，張弘範又勸文天祥投

降，文天祥嗤之以鼻。到了元朝的大都
以後，南宋的前丞相留夢炎、受封為瀛
國公的宋恭帝趙㬎前來勸降，都碰了一
鼻子灰回去了。文天祥的慷慨陳詞、義
薄雲天讓所有的人都無計可施。從這以
後三年當中，他一直被關在陰暗潮濕的
監獄中。在此期間，他讀到投降元朝的
弟弟和在監獄中的妻子兒女的來信。但
他沒有被百般的折磨嚇倒，沒有被千般
的利誘迷惑，更沒有被萬般的親情感
動，始終沒有投降，表現了自己的氣
節。1283年農曆一月八日，元世祖忽必
烈召見文天祥，進行最後一次勸降。文
天祥回答說：「我是大宋的狀元宰相，
宋朝滅亡，我只能是死，不能活。」
第二天，他就慷慨就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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