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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副刊文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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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姓名學中，什麼叫並線而行的個性？那就取決於一
個中文字的字義。若然只得一個解釋，如海、葉、山
等，除每個字的筆畫五行外，即3、13畫屬甲木，8、18
畫屬乙木，7、17畫屬丙火，2、12屬丁火，5、15畫戊
土，10畫己土，9畫庚金，4、14畫辛金，1、11畫壬
水，6 、16畫癸水，字義也有隱藏五行例如「葉」字就
有乙木的五行，而「海」字就有壬水的五行。
而「海」字有10畫，故筆畫五行屬己土，沒有受剋的
己土為人有情操，忠誠可靠，言而有信，大度……但反
差的土就變成執念，自私記仇！而海字的壬水五行，則
是自由主義者，不可受到束縛。
而本文的主角海瑞正正是一個複合個性的人，既有己
土的忠君愛國的情懷，又不愛官場上受到約束。當壬水
受到甲己化大土的刺激，就會疾惡如仇，堅持與不義鬥
爭。而沒有隱藏五行的奸臣嚴嵩則相反。己土合甲化
大，就會用身份欺壓他人。
而歷史事實是嚴嵩掌權時，不僅他的自家親戚，就連
他手下的同黨，也都是依仗權勢作威作福之輩。上至朝
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誰敢不讓着他們幾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縣裏，有一個小小的縣官卻能夠秉公
辦事，對嚴嵩的同黨也不講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1514年-1587年），自號剛峰，生性峭直嚴
厲，不肯阿上，又清苦自律，力摧豪強，厚撫窮弱，所
以深受百姓擁護，而經常觸忤當道，曾經三次丟官，一
度入獄。
他20歲中舉人後，被調到浙江淳安做知縣。海瑞到了
淳安，認真審理過去留下來的積案，不管什麼疑難案
件，到了海瑞手裏，都一件件調查得水落石出，從不冤
枉一個好人。當地百姓都稱他是「海青天」。
有一次，京裏派御史鄢懋卿到浙江視察。鄢懋卿是嚴
嵩乾兒子，敲詐勒索的手段更陰險。他每到一個地方，
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筆大錢，他是決不會放過

的。各地官吏聽到鄢懋卿要來視察的消息，都一籌莫
展。可鄢懋卿卻裝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樣子，他通知各
地，說他向來喜歡簡單樸素，不愛奉迎。
海瑞聽說鄢懋卿要到淳安，就給鄢懋卿送了一封信，

信裏說：「我們接到通知，要我們招待從簡。可是據我
們得知，您每到一個地方都是花天酒地，大擺筳席。這
就叫我們不好辦啦！要按通知辦事，怕怠慢了您；要是
像別的地方一樣大肆鋪張，又怕違背您的意思。請問該
怎麼辦才好？」
鄢懋卿看到這封揭他老底的信，氣得咬牙切齒。但是

他早聽說海瑞是個鐵面無私的硬漢，心裏有點怕，就臨
時改變主意，繞過淳安，到別處去了。
通過這件事，鄢懋卿對海瑞懷恨在心。後來，他在明

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狀，海瑞被撤了淳安知縣的職
務。
嚴嵩倒台後，鄢懋卿也被充軍到外地，海瑞恢復了官

職，後來又被調到京城做官。
那時候，明世宗已經有20多年沒有上朝了，他整天躲

在宮裏跟一些道士們鬼混，一些朝臣誰也不敢說話。海
瑞雖然官職不大，卻大膽寫一道奏章向明世宗勸諫，把
王朝的昏庸腐敗現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來。
海瑞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場轟動，更觸怒明世

宗。明世宗看了奏章後，又氣又恨，下令把海瑞抓起，
交給錦衣衛嚴刑拷打。直到明世宗死了，海瑞才被釋
放。
神宗即位後，他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知府，打擊豪

強，平反冤獄，大修水利，推行一條鞭法，為民眾做了
很多好事，深受百姓愛戴。但海瑞不肯迎合上官，一貫
恃才傲物的宰相張居正亦難免暗懷嫉恨，終於把海瑞第
三次排擠出朝。
萬曆十二年（1584年），海瑞在賦閒16年後，以72

歲的高齡被召為南京右都御史。他作風不改，依舊是一
心為民，兩袖清風。萬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歿
任上。海瑞去世後，身無分文，連為其辦理喪事的錢也
是大家捐集而成。發喪時，農輟耕，商罷市，號哭相送
數百里不絕，後來賜謚「忠介」。

從45歲退休到85歲去世，整整40年裏，
父親如一頭老黃牛，在家庭和社區默默耕
耘。自從14歲走出校門，做工，當兵，坐辦
公室，調度車輛，整個職場生涯也不過30來
年。所謂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前30年
和後40年各自有着怎樣的人生價值和意義
呢？
曾在網上讀到一段退休人士的感慨：原以

為自己幹着獨一無二的工作，全身心投入，
生怕哪點沒幹好領導不滿意。奮鬥一生之後
才發現，那些奮鬥其實沒有多大意義，誰都
可以幹，誰都可以被取代，離開誰都照樣運
轉。可是，你對自己的身體無法取代，對父
母的親情無法取代，對子女的陪伴無法取
代。
話說得有些偏激，卻道出一個樸素的道

理，人有社會角色，亦有家庭角色。對父親
來說，前30年以社會角色為主，家庭角色為
輔；後40年則以家庭角色為主，社會角色為
輔。儘管退休了，他還延續着以前的習慣，
一如既往地喜歡張羅。家庭聚會，親戚往
來，鄰里用事，社區黨組織的活動，無不積
極參與，出謀劃策。他還好打抱不平，動不
動就主持正義。後來隨着年歲增長，明顯感
覺到自己的話沒多少人愛聽了，他仍然該講
就講，該安排就安排，盡心盡力，任勞任
怨，只管過程，不問結果。
不過，這種執着一旦形成習慣，搞不好就

過了頭，事與願違。父親晚年，是生活在某
種心理強勢中的。四個子女，各有出息，退
休金由於國家對轉業傷殘軍人的照顧而年年
看漲，家庭條件在周圍四鄰中算是出類拔萃
了。於是，待人接物不自覺地有些固執己
見，這種固執既表現在鄰里之間，也表現在
家庭關係上。
父親和母親相濡以沫60年，風風雨雨，兩

人性格中各有自己的固執，生氣拌嘴時有發
生，外孫女稱他們是「麻辣夫妻」。為生計
奔波，忽略了對親情的培育，他們與子女的
關係也不是很親密，一些事情處理不當還導
致了兄弟姊妹間的嫌隙。當然，一口鍋裏吃
飯，磕磕碰碰是難免的，大大小小的矛盾都
在時光流逝中化解了。惟有三弟與父母之間
這兩年鬧到完全不來往的地步，恐怕是父親

終生的遺憾。彌留之際，三弟仍拒絕來見最
後一面，父親卻反覆交代，要大家都原諒老
三，言之殷殷，聽來讓人十分難受。我想，
這既是在勸導別人，也是在說服他自己吧。
於父親而言，習慣性的自得、嘮叨，長期

與職場社會脫節，卻固守舊觀念，片面維護
家長權威，不尊重子女的意見和感受。於三
弟而言，童年家庭生活困難，父母因子女多
疏於看護給自己留下心理陰影，沒有隨着身
心成長積極調整，走入社會後又遭遇了一些
不順。誤會未能及時溝通排解，怨氣日積月
累，終於爆發。和順的親子關係，從來不是
理所當然的，而是精心經營的結果。不知道
父親臨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原諒」，是認識
到了這一層，還是出於本能的寬厚和擔憂，
希望身後家庭關係和睦。三弟最終參加了父
親的葬禮，或許心裏還有疙瘩，但父親可以
安心地去了。
父親的衰老，是逐漸顯現的，這個過程他

自己也許都沒有意識到。作為家中長子，我
可能第一個感覺出了他的形象變化。那是一
個秋日的傍晚，我從學校上完課回來，推開
家門，毫無心理準備地看見一向充滿精氣神
的父親，身上拴着圍裙，手提泔水桶，腰有
些佝僂，夕陽透過紗窗，在他臉上投下斑駁
的光影，現出一種木然。那一刻，我看見了
父親的衰老，猶如黃昏時的霧，向四周瀰漫
開來。
父親年輕時長得非常帥氣，他有一張穿軍

裝的半身黑白照片，頗有孫道臨的風采。哪
怕到了晚年，由於舊傷影響，腰已完全無法
伸直，但五官仍然端正俊朗，臉上甚至沒有
皺紋和老年斑。着裝向來講究，一頂鴨舌
帽，是他出門的標配。父親特別樂於嘗試新
事物，有時會經不住推銷人員的鼓動買一些
聽起來新奇卻沒什麼實際用處的產品，過後
雖然免不了後悔，但並不影響興致，下次還
照樣。想起他在人生的最後歲月裏，笨拙而
饒有興致地學習使用智能手機的模樣，栩栩
如生。這些表現，在周圍團轉顯得有些另
類，母親常戲謔地稱他「陳寶器」。寶器是
重慶方言，類似活寶的意思，朋友以此調
侃，表明關係密切，異性之間則隱含着某種
程度的親暱。

每天雷打不動的事情，是看電視新聞。從
中央台的新聞聯播到重慶台的新聞聯播，再
到黔江台的本地新聞，父親一個不漏。他大
半輩子生活在鄉下，卻長期訂閱《參考消
息》、《半月談》等報刊，一生關心國家大
事，黨性原則極強。我被派駐香港工作後，
台海局勢、香港問題更成了他念茲在茲的國
家大事。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各方面信息多
而雜，他只相信中央電視台和官方報刊的報
道，不但不聽信傳言，對我講的情況也半信
半疑，認為我肯定會挑好的說，以免他擔
心。在他自己看來，一生最自豪的成就莫過
於晚年獲得的兩枚紀念章：一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一是中
共中央頒發的「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
人，不能離開時代，而只能被時代裹挾，

一步一趨，直至死亡。父親晚年腰腿不便，
心臟也有毛病，喘得厲害，佝僂越來越嚴
重，隨身帶着一個帶座位的可摺疊鋁合金枴
杖，走不了幾十米，就必須停下來歇息。因
此，他一直住在鄉下，本以為能夠躲過這波
疫情，終究未能倖免。循着父親的生命軌
跡，我看到了他們那一代千千萬萬普通人的
畫像：一輩子積極而努力地生活着，沒有任
何懈怠和不良嗜好，自覺擔負起家的責任和
國的義務，安分守己，把一切委屈咽下，富
有韌性地前行。時代也許出現錯誤，制度也
許存在不公，但人性的自淨和救贖從未被放
棄，成為世間持續發出的光。
而今，父親對這個時代的波翻浪湧再沒有

任何感知了。要不了多久，父親在這世上兢
兢業業85年所有的理想追求、勞碌奔波、喜
怒哀樂的痕跡都會被抹去，只留下墓碑上一
段簡單的生平文字。我們的生活還將繼續。
其實，把時間拉長一些，撇開具體的人和
事，他這一輩子，也是我這一輩子，你這一
輩子。

刀郎的《山歌寥哉》音樂專輯，一出即風靡內地，翻唱、演繹以億計；
甚至席捲各地，演成異邦歌詞。刀郎「委屈」這麼多年，可一抒鬱悶了。
刀郎初起時，我就喜歡他的歌，唱過他的歌，並不覺得低俗。令我感動

和共鳴的，還是這新專輯。所謂「寥哉」，即是「聊齋」的借音；聊齋
者，是我自小喜歡看的小說也；半夜讀之，嘗幻想有佳人來伴讀，不理她
是否妖魔鬼怪。蒲松齡將寂寞讀書人的慾望，寫得真透徹。刀郎還使我想
起借殼小說、借殼電影、借殼音樂來。
所謂「借殼」，是經濟術語。多年前，我便借來用在一些借仙和穿越小

說上，並正名為「借殼小說」。
「借殼小說」就是借來書名或人物，敷陳新事，與原書已渾然不同。晚

清民國的「擬舊小說」便是借其「殼」，大書特書，蔚然成風。上個世紀
五六十年代，香港報紙副刊便颳起一股「借仙」風。所謂「借仙」，是借
來滿天神佛演成小說。作者包括陳霞子、高雄、梁厚甫、林壽齡等；報紙
則有《成報》、《新生晚報》、《香港商報》、《晶報》等。但在此之
前，即戰後的四十年代，陳霞子已以阿夏的筆名，在《成報》連載〈八仙
鬧香港〉；再上溯至三十年代，侯曜已寫了《摩登西遊記》，黃言情寫了
《新西遊記》，成績較顯的，還數陳霞子和高雄。
所謂「擬舊小說」，阿英定義云：「大都是襲用舊的書名與人物名，而

寫新的事。」即是除「仙」之外，還有沿用書中人物而創作另一段新的故
事。阿英對這類小說，大為不滿，認為是「新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
譴責小說的沒落」；並指出，風氣最盛為1909年，「實無一足觀者」。這
說法，當然不足取，阿英是戴了有色眼鏡。
除小說外，香港還有借殼電影，涉及聊齋的，如胡金銓的《俠女》、徐

克的《倩女幽魂》等，成績不俗。至於小說，倪匡1950年代來港，即改寫
了《王桂菴》，其後還陸續寫了《快刀》等；並自言除了金庸小說外，最
愛看的就是《聊齋誌異》。

刀郎的新專輯中，最火爆的是《羅
剎海市》。
羅剎國是蒲松齡的假想國。審美觀

點與世俗完全不同，即是以醜為美，
以美為醜，是一個顛倒的世界。網友
和論者為刀郎詮釋，指羅剎國為現代
某國，是乎？這且不說，只解讀一下
蒲松齡的本意。羅敬之《傳奇．聊齋
散論》中說，羅剎國是極具諷刺之
作，蒲松齡將他反清的意識，納入寓
言，隱於筆底，而未坐上文字之禍，
是他得益於隱喻之功。羅剎國是現實
之國，後半部的海市，即是海市蜃
樓，是理想世界，是虛幻之邦。
《羅剎海市》一題雙意，刀郎任由

他人解說，他沒有置喙；只借蒲松齡
這篇小說的殼，化為繞樑之音，三月
而不知肉味。

今期的主角有三，「千金」、「丫鬟」和「沉
香」，讓筆者先行逐一介紹。
「千金」指千金小姐，官宦或有錢人家的女

兒。
清末民初，廣東人會叫年輕婢女做「妹仔」，

其中「妹」於口語中讀「梅4-1」（文讀「梅
4-6）。「妹仔」的前身名稱是「丫鬟」（「鬟」
讀「環」，「環」不是「鬟」的簡體），叫法的
轉變大抵與其髮式有關。古代的婢女都是把髮辮
梳成圓環狀，左右各一，像樹丫形，因年輕婢女
多梳此種髮式，故謂之「丫鬟」。「丫鬟」可寫
作「丫環」是在於其意義。對於「丫」的讀音，
坊間有二，正讀為「aa1」，異讀為「ngaa1」；
不少人誤以為「aa1」是懶音。
值得一提，不論家底，廣東人通常敬稱人家的

女兒作「千金」；內地人會叫年輕的女子做「妹
子」，與廣東人叫的「妹仔」有着不同的意思。
「沉香」是一種木材，可作香料和中藥，極具

商業價值。古人認為最好的香是「沉檀龍麝」，
指的是沉香、檀香、龍涎香、麝香；沉香排於
首，足證其香中極品的地位。香港早期曾廣植
「土沉香」，製成的香料遠銷東南亞、甚至遠及
阿拉伯等地；因販香而聞名於世，「香港」由此
得名。
曾接觸沉香的人都說其香乃非筆墨所能形容，

可其外貌卻很一般。沉香木的樹紋是不按常規生
長的，時間久了就像一塊爛柴那樣。廣東人就創
作了以下一句歇後語，用以諷刺那些不識貨的

人：
上好沉香當爛柴——唔識貨

說「上好沉香當爛柴」時，有人會在前面補上
以下一句：

千金小姐丫鬟賣/千金小姐丫鬟使
就「千金小姐丫鬟賣」一句，千金小姐、丫鬟

比喻價值極高和價值超低的兩種貨品。此話的意
思是用超低的價錢賣出超高價值的貨品，寓意物
超所值或嚴重低估一些高價貨品的真正價值。
示例1：
老細，你呢粒翡翠好值錢個噃，三兩萬就有交易，真係
可以講得「千金小姐丫鬟賣」嘞！
冇計喇，我而家等錢使！
就「千金小姐丫鬟使」一句，「使」讀

「洗」，使喚的意思。此話的意思是把千金小姐
當作丫鬟來使喚。尊貴的千金小姐所有的工作基
本上由卑賤的丫鬟代勞，如今竟然本末倒置，叫
千金小姐來做；寓意有人紓尊降貴做些低下的工
作，或有人不分尊卑，着上級當下屬的工作。
示例2：
你唔係呀嘛，身為老闆，走出嚟斟茶遞水？
今時今日，邊度有分老闆定伙記㗎！你越冇架子，啲伙
記同啲客都會開心，伙記做嘢會落力啲，啲客就會多啲
幫襯你，咩「千金小姐丫鬟使」，過時喇！
古代的「丫鬟」和近代的「妹仔」同樣背負着

一段段令人唏噓的辛酸史：
中國女性在古代的地位低微，大戶人家都會找來多個

丫鬟來伺候一家大小。她們來自貧困家庭，為了養活家
人，年幼的女童多被父母賣到大戶人家當丫鬟。只要是
工作，就算是擔擔抬抬，都有她們的份兒，基本翻身無
望；有些甚至成為男主人的洩慾工具。不過又不是絕對
的。有些丫鬟取得主人歡心而被納為妾，就不用做那些
粗重工作。如遇上主人無子嗣，丫鬟又可為他添男，那
便母憑子貴，由下人轉至享有主人婆的地位，畢竟這也
是少數。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丫鬟就是主人的資產；她
們無權決定自己的未來，隨時也可被送往別家，面對可
能比目前更惡劣的環境、更悲慘的命運。

翻查香港歷史，拐賣婦孺的風氣於十九世紀末甚
盛。 匪徒誘騙內地婦女和拐帶幼童到香港。不少婦女
以為來港當傭人，誰不知抵步後立馬被逼作娼妓。有也
婦女，包括未成年者，轉販外洋；童男則賣到無兒無女
的家庭作養子，童女則當富裕人家的「妹仔」， 更甚
者被賣與他人作妾。當時的香港成為了華南地區販賣人
口的一個集中地，每年有無數良家婦女受害，形成了一
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1878年，香港四名殷商以「保赤
安良」為宗旨向港督建議成立社團；所謂「保赤安良」
就是「保」護「赤」子、除暴「安良」——從事禁除拐
帶、拯救被拐帶婦孺；查察拐匪，繩之以法。翌年社團
獲批，這就是「保良局」的前身。成立後的社團設置居
所，收容被拐帶的婦孺，或送返原居地，或撫養成人。
百多年後的今天，「保良局」秉承過往的宗旨，繼續本
着以人為本、扶康育長的信念服務社會。

◆黃仲鳴

刀郎借殼之作

千金小姐丫鬟賣，上好沉香當爛柴 並線而行的「海」姓，海瑞罷官

◆木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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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語背後

他這一輩子（下）

◆取自《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1886年。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姓名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每周二、六刊出

◆父親的背影。 網上圖片

秋
夜
街
景

風
清
露
冷
已
秋
分
，

層
霄
寥
廓
月
白
潤
。

素
輝
瀉
地
光
柔
雅
，

桂
影
懸
天
花
潔
馨
。

日
短
工
作
多
勞
累
，

夜
長
休
閒
倍
歡
欣
。

邀
朋
約
友
夜
市
行
，

挽
妻
攜
兒
食
肆
奔
。

廣
場
處
處
泛
客
潮
，

檔
口
排
排
接
江
濱
。

綽
燈
明
亮
色
繁
艷
，

霓
虹
閃
耀
彩
繽
紛
。

掃
街
獵
貨
重
價
廉
，

巡
巷
購
物
輕
款
新
。

疫
後
復
甦
需
時
日
，

災
去
重
建
勝
利
近
。

擠
進
食
街
坐
枱
邊
，

攤
主
吆
喚
語
誠
懇
。

美
食
大
碟
味
饞
舌
，

鄉
間
小
吃
香
沾
唇
。

酒
足
興
盡
返
家
裏
，

停
用
冷
機
省
錢
銀
。

悠
享
自
然
爽
風
吹
，

涼
快
愜
意
慰
心
神
。

推
窗
眺
望
城
區
景
，

星
海
燈
河
互
為
鄰
。

樓
聳
夜
宇
招
淡
霧
，

月
掛
中
空
撩
絲
雲
。

詩
詞
偶
拾

◆

李
潔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