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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優童天賦 既顯潛能又教做人

建公路連接各區 加速新市鎮發展

◆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
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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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燒尾宴 菜名令人神往
自由戲文

◆葉德平博士 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
文化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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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荃灣的對外交通陸續得到改善，有利村落子弟的學業發展，
令他們在完成基礎（小學）教育後，可以更容易到市區或外地升
學。當然，交通的改善亦方便他們在學成後，到荃灣區外謀生。
回看英國接管新界初期，新界與香港島及九龍之間的交通極不方
便。雖然九龍半島與新界相連，不過，兩者之間並沒有道路聯繫，
車輛運輸並不可行，甚至新界各墟市之間也只得山徑小路連接，來
往各墟市之間只有依靠步行。因此，在運送農產品等物資時極之不
便，更遑論貿易、就業與上課等活動。
另一方面，荃灣由於位處新界大陸南部海濱，相對新界其他地方
（不計新九龍及離島），距離香港島最近，故此，來往港島的水路
交通遠較陸路發達。
政府意識到新界與港島九龍之間的運輸問題，故此於1898年接
管新界之後，即着手籌建一條環迴公路貫通新界，連接九龍。由於
當時的政府計劃把大埔打造成為新界的行政中心，通往大埔的環迴
公路東段（今大埔道及大埔公路）率先動工，如期完成， 並於
1902年全線通車，成為新界區第一條公路。
至於環迴公路西段，即現時青山道及青山公路，由於被認為沒有
東段那麼重要，故備受耽擱。直至1917年，連接荃灣（由深水埗
至木棉下村）的一段行車道路 （今青山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及
青山公路—荃灣段）才完成通車，而通往青山（今屯門）的另外兩
段則依然「進展良好」。

青山公路促進荃灣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為新界第二條行車道路，亦為荃灣第一條對外道路。通

車後，為區內引入了車輛運輸，亦縮短了荃灣與九龍之間的交通時
間，促進了荃灣的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沿着海濱而建，對區內、區外的企業家都是一個很大的

吸引點。 由於荃灣的地價比市區便宜得多，吸引了一批廠家到來
設廠，特別是需要面積廣闊的廠房。 於是，除了英國接管新界時
已存在的「農村家庭手工業」，包括用水力輾磨的香粉廠、豆腐製
品廠、醬油廠、涼果廠、燒磚廠、造船廠、石灰廠等外，礦場、釀
酒廠、染廠、橄欖醃製廠、倉庫等亦陸續在荃灣出現。這些新興的
工業，除礦場外，均分布在青山公路兩旁，或多或少為荃灣村民提
供了更多就業選擇。

修建德士古道 方便村民返工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荃灣設立大

型廠房及油庫，德士古道於1930年代修建，連接青山公路，成為
荃灣第一條區內道路，當年不少荃灣村民是在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
的。
在1926年左右，荃灣西部進行私人填海，闢地作工業發展，令

荃灣的經濟邁進一大步。

從某個角度來看，一個「資優」的人可以被理解為「聰
明」的人。一般父母都想望子成龍，希望自己的孩子聰
明。可是，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聰明與否，並
不是重點。《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人生下來，上天就賦予他們潛能，並給了他們一個責任，
就是把自己的潛能好好發揮出來。不過，重點不是潛能的
多與少，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潛能發揮出來。
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對聰明是有戒心的。筆
者自小就聽到長輩說：「一定要做個好人，一個聰明的壞
人對社會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又有沒有聽過
「聰明反被聰明誤」、「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等說話？
資優的大文豪蘇軾甚至說：「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
誤一生。」這些觀點是不是令大家感到意外？
中國人對聰明又愛又恨—愛，是理解的；恨，為什麼

呢？聰明的孩子有時候較容易被人誤會。他們可能「見山
不是山」，常常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有些人不理解他
們，便誤以為他們在搞事。有些聰明的孩子喜歡發問，
「打爛沙盤問到篤」，「不到黃河心不死」，有時候會令
某些施教者厭煩。
筆者曾經教過一個孩子，他對我說：「某某老師嫌我
太煩，說我發問太多，如果我再發問下去，他便會懲罰
我。」幸好他學習的熱情沒有因而被撲熄，後來更在美
國史丹福大學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中華文化不是教人
「舉一反三」、「惑而從師」、「勤學好問」嗎？
除此以外，世上總有些愛比較的人，在愛比較的潛意

識驅使下，試問資優兒童怎會不成為他們針對的對象？
聰明的孩子往往背負一種壓力，就是總有些人對他們有
脫離現實的想法，例如他們必定考試成績好、他們不應
失敗、他們將來必然出人頭地等。壓力有時候能轉化成
動力，然而過大的壓力會轉變成為摧毀的力量，「過猶
不及」便是這個意思了。

學習非「追分數」而是明察事理
欲速不達，要幫助聰明的孩子，不要把焦點放在他們

將來成就如何，而是幫助他們發揮聰明，甚至是把聰明
轉化成智慧。被奉為華夏人文始祖的伏羲「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察法於地」，就讓我們教導孩子學習伏羲，明
白學習的終極目的不是追求分數，而是明察事理，努力
發現尚未被人發現的道理。
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教導孩子不要單單倚靠自己的聰明，更有智慧的
是倚靠學習的力量。
孟子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教導孩子不要炫耀

聰明，而是把聰明用在成就別人、社會、國家和全人類的
事情上。
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教導孩子不要妄為，努力

探索自然而然之道，順着自然而然的力量而為，試問有什
麼不能成就的呢？
資優孩子的成長路並不易走，就讓我們雙管齊下，既教
導他們發揮潛能，也教導他們學會做人。

最近寫書，寫到「張俊宴帝」，一席由南宋權臣張俊宴請宋高
宗的宴席。詳情待日後再說，今天主要想寫寫另一席「羅漢請觀
音」的晚宴──唐代韋巨源宴請唐中宗的「燒尾宴」。說到「燒尾
宴」，大家會否以為是筆者寫錯了，誤把「燒味」當「燒尾」？非
也非也，此「燒尾宴」是流行於唐代，典型的慶功喜宴。
根據唐代封演編撰的《封氏聞名記》第五卷記，唐代士子
「榮進」（登科）和「遷除」（官吏的升遷與除授）的時候，
必定會「盛置酒饌音樂」，宴請朋友同僚。而此宴席即「燒
尾」。據封演的解釋，所謂「燒尾」有兩個說法：第一，老虎
變成人的時候，尾巴仍然不能化去，所以要用火焚去才能真正
成人。這寓意初登第或遷除的士子，「本尾猶在」，必須「燒
尾」，才能做到「體氣」符合。第二，新羊初入羊圈時，會受
到原來諸羊牴觸，「不相親附」，所以必須以火燒去牠的尾
巴，才能讓牠安靜入圈。
有關唐代燒尾宴的記載，基本失傳，只餘下韋巨源的《燒尾
食單》殘本。這個韋巨源出身京兆韋氏，為「關中三輔」（或
曰「關中三秦」）之一京兆郡名門望族。唐代長安有句諺語：
「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意思是指「韋、杜」二氏地位之
高，與天相去不遠。而韋巨源也是門蔭入仕，曾四次拜相，官
至左僕射，襲封舒國公，而且更因為宗親之誼，成為中宗的皇
后韋氏的心腹。
這樣位極人臣的官員，他辦的「燒尾宴」自然不同凡響。這

份食單在清康熙年間收錄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的《經濟匯
編．食貨典第二百五十八卷》，裏面一共記錄了該席的58道菜
餚。從材料來說，包括了主食：麵粉和米飯；肉食：牛、羊、
豬、鹿、兔、狸、驢、熊、鴨、雞；水產：蝦、蟹、魚、甲
魚，品類之盛，恐非一般人家能做。從技法來說，這58道菜餚

便包含了蒸、炸、烤、煎、炒等十幾種烹飪技法，而菜餚用的
材料配搭也十分複雜，展示了高超的「合菜」手法（意思是把
幾種食材混和在一起烹調）。
其中最讓筆者神往的，就是那廿多種麵食。像開首提及的
「金乳酥」、「曼陀樣夾餅」、「巨勝奴」、「貴妃紅」便是
四種很不同的麵食。「金乳酥」是一種用金黃酥油作為配料的
蒸餅，《食單》中指明「但用獨隔」的蒸籠去蒸，似乎就是吃
那純純的酥油香和麵粉香。「曼陀樣夾餅」是形如「曼陀羅」
的烤餅。雖然韋氏沒有明言，但可以推想應該是放在像今日的
「饢坑」中的烤箱內焗製的。「巨勝」是指黑色的芝麻，而這
麵食是用酥油、蜜水（筆者也不知道用蜂蜜、麥芽糖，還是蔗
糖做的）和麵而成，然後放到油裏面炸，再在表面上黏滿黑芝
麻。估計，這有點像今日的麻花之類，一看就知道極香口。
至於「貴妃紅」，名字極為香艷高貴，其實很簡單，就是加

了味道的紅色酥餅。稱之為「貴妃」，大概就是指其顏色鮮
豔，像貴妃美麗，又或者是凸顯其高貴造型。今期篇幅有限，
先到這裏，日後有機會再談！

七夕剛過，有人問我《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曾否
在大漠，跟香香公主對着漫天星空、閃爍銀漢，輕輕講述牛郎織女的
傳說，使這位回族第一美人心醉？牛郎織女的故事，他的確曾說過。
而且，在這浪漫氣氛下，加上誦讀秦觀《鵲橋仙》這千古名篇，更是
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該詞原文是：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

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

暮。」
從詞牌名就可以知道，這首詞是描寫七夕的，而在宋詞中，詠七夕的佳作首

推秦觀。七夕就是農曆七月初七，是中國傳統節日。傳說中，天上一位很會織
布的仙女，愛上凡間孝順的牛郎，偷下凡間私會。王母娘娘知道此事後大怒，
命令將織女押回天庭。牛郎幸得神牛幫助，追到天上。王母娘娘盛怒之下，用
髮簪一劃，在兩人之間劃開了一道銀河，從此兩人相隔銀河，只有在七月初七
這天，喜鵲會搭成一道橋，供他們跨過相會。
這個悽美的愛情故事，從古代流傳至今，這天成了中國的情人節，這故事也

成了很多文人雅士吟誦的題材。秦觀這首《鵲橋仙》，其中很多佳句給人摘
錄、引述、寄意，更成很多有情人魂牽夢掛之語。

「暗度」惜離別「朝暮」心相印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詞的上片首兩句一開始就描繪出初秋夜景的綺麗

景象。在繁星閃爍的夜空，牛郎織女不能長相廝守，其中蘊涵了多少別恨離
愁？銀漢迢迢，二人距離是何等遙遠？「暗度」二字，帶出有多少傷感和無
奈，是那麼纏綿悽婉，把相思之苦刻畫得入木三分。
詞人筆鋒一轉，寫出「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讚頌着這一對一

年一相逢的情侶，在金風細細、玉露團團的秋夜，在浩瀚銀河之畔相會，是何等
的幸福快意。這對神仙眷侶，難得一見，自然勝過了人間癡男怨女的愛恨糾纏。
這裏秦觀巧妙地將李商隱的詩句「由來碧落銀河畔，可是金風玉露時」

(《辛未七夕》)化入自己的詞中，另顯新意。不過，人生最無奈的事，是聚少
離多，剛還沉醉在相會的幸福美夢之中，此刻「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
橋歸路」，卻要分別。屢屢回顧這鵲橋，真的難分難捨，無限惜別。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兩句最廣受有情人的稱道，因它

揭示了愛情的真諦。詞人的感慨，正反映人們內心對純潔愛情的渴望和追求。
真正的愛情是不會被時空阻隔，有情人是不在乎相伴的時間長短，這才是心心
相印的愛情啊。
整首詞的情致連綿起伏，誠如明人沈際飛所評：「世人詠七夕，往往以雙星

會少離多為恨，而此詞獨謂情長不在朝暮，化腐朽為神奇！」秦觀這首詞景中
有情，情中有景。句中有情趣，有愛念，遣詞造句，自然流暢，婉約蘊藉。
借牛郎織女的故事，以超越人間的方式表現人間的悲歡離合，古已有之，如

《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
脈不得語。」雖只盈盈一水，近在咫尺，連對方的神情語態都宛然入目，但相
距是那麼迢迢千里，銀漢相隔。
此外，曹丕、歐陽修、張先、柳永、蘇軾等都曾吟詠過這一題材，但皆因襲

了「歡娛苦短」的傳統主題，格調哀婉、悽楚。相形之下，秦觀此詞用「暗
度」來反映二人堅貞的愛情，堪稱匠心獨運。之後一聯更成絕唱，千古佳句。
七夕又名七巧節、乞巧節或七姐節，故事起於何時不可考了，但古書《荊楚

歲時記》中有記載：「七月七日，是牛郎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彩
縷穿七孔針……以乞巧。」即在此日向七仙女獻祭，祈求針黹技巧提升。中國
民間在漢朝以前，就有這傳說了。
大抵夏天晚間，正是「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秋夕》)

之時，人們蓆地乘涼，仰觀星象，便製造了牛郎織女的神話出來，既歌頌了愛
情的堅貞，也貫徹了中國傳統「男耕女織」的觀念。而政府將七夕節定為國家
非物質文化遺產，相信這個「東方情人節」，可永遠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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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青山公路──荃灣段於1917年通車，大大縮短了荃灣來往九龍之間的交通時間。圖
為青山公路──荃灣段近大河道一帶。 資料圖片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
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
活環節中。

◆七夕節已
成為國家非
物質文化遺
產，又稱為
「東方情人
節」。圖為
眾 多 「 織
女」於七夕
時擺出心形
手勢。
資料圖片

◆有關唐代燒尾宴的記載僅餘下韋巨源的《燒尾食單》殘本。圖
為唐代《宴飲圖》壁畫。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