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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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國古籍稱日本為倭國，故稱倭寇，而倭寇又稱

八幡，是指13世紀到16 世紀侵略朝鮮、中國沿海各地和
南洋的日本海盜集團，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從事日中走
私貿易。
說到倭寇不得不說日本人的民族性，由於日本的地理位

置在中國的東面，面積相對大的國家，他們的民族性深受
甲木乙木的五行唯識所影響。正向時水生木，日本人會自
強不息，行事認真，行事思考非常人性化，創新非強項。
但模仿，加以改造非常貼心，人性化，每個細節都重視，
所謂匠人精神，這正是乙木枝枝節節的特性。由於木性敏
感，一受金剋就會反差，由慈心變成殘忍。如果甲木受剋
會造假，行事沒有底線，逢甲木野心大，會侵略他國，所
以在明嘉靖年間的倭患猖獗，若非有抗倭英雄戚繼光，相
信當時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將受到嚴重的傷害。
戚繼光姓名五行組合壬水己土和癸水，本來壬水是自由

主義者，不愛被人束縛，但由於有己土，陰水剋「壬」陽
水，即有情自我管束，所謂人貴自重，自然為人莊重，正
直，而姓氏所代表我「壬」屬大水較之於代表競爭，大部
分都是勝利一方。
而戚繼光的背景及明朝嘉靖年間與倭寇周旋的激烈情況

如下：
戚繼光，字元敬，山東蓬萊人。戚繼光六世祖戚詳原是

朱元璋部將，東征西討近30年，最後在雲南戰死。明太祖
追念戚詳功績，授他的兒子戚斌明威將軍，世襲登州衛
（今山東蓬萊）指揮僉事。
1544年，父親戚景通病死，17歲的戚繼光承襲了登州衛

指揮僉事，從此開始了他的軍職生涯。兩年後，戚繼光分
工管理屯田事務。這時，衛所的軍丁大多逃亡，屯田遭到
破壞，海防受到很大影響。戚繼光了解了這些情形，進行
清理整頓，很快收到成效。
戚繼光調到浙江抗倭前線後，發現軍隊缺乏訓練，臨陣

畏縮，根本不能打仗。針對明軍兵惰將驕，紀律鬆弛，戰
鬥力低等弱點，戚繼光兩上「練兵議」，並以「殺賊保
民」為號召，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9月親自往義
烏、金華招募素質良好的礦工和農民入伍，經過數月的精
心編制與嚴格訓練，組成3,000多人的新軍。
新軍在戚繼光領導下，紀律嚴明，作戰英勇，對百姓秋

毫無犯，多次建立戰功，戰鬥力非常強，被人們譽為「戚
家軍」。
1561年4月，倭寇聚集了一萬多人，駕數百艘戰船，又

一次大舉侵擾浙東的台州和溫州，騷擾了大片地區，聲勢
震動了整個東南。戚家軍迅速出擊，先在龍山和雁門嶺打
敗倭寇，接馳援台州，在台州外上峰嶺設伏。戚家軍士
兵每人執松枝一束，隱蔽住身體，使倭寇以為是叢林，等
倭寇過去一半，立刻發起進攻。士兵一躍而起，居高臨
下，猛烈衝鋒，全殲了這股倭寇。台州的戰鬥歷時一個多
月，共斬殺倭寇1,400多人，燒死溺死4,000多人。戚繼光
因功升為都指揮使。
這時，福建沿海倭患嚴重，福建巡撫向朝廷一再告急。

戚繼光奉命到福建抗倭，僅僅3個月，就蕩平了橫嶼、牛
田、林墩3個倭寇巢穴。戚繼光升任都督同知，總兵官，
鎮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華、溫州二府。
不久，倭寇又聚集了2萬多人，陸續在福建泉州、漳

州、興化等地登陸。戚家軍分成數支，和倭寇展開激戰，
在一個月內就打了12次勝仗，殺死倭寇3,000人。1563年
11月，2萬多倭寇圍攻仙游。仙游軍民晝夜在城上死守，
情勢十分危急。戚繼光調各路明軍，切斷仙游倭寇與福建
其他各處倭寇的聯繫，對圍攻仙游的倭寇發起總攻，一舉
把這批倭寇消滅了。仙游大捷是以戚家軍為主力的明軍繼
平海衛之戰後的又一重大勝利，共殲滅倭寇2,000多人。
接，戚繼光又在同安、漳浦兩地指揮戚家軍大敗倭

寇，使福建境內倭患平定下來。1565年以後，廣東總兵俞
大猷官復原職，戚繼光任職副總兵配合抗擊倭寇。經過戚
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將領的共同努力，以及沿海軍民的浴
血奮戰，到1566年時，橫行幾十年的倭患，基本得到解
決。

偶爾聽朋友講過一句話：悲觀、樂觀都沒
有必要，達觀就可以了。仔細琢磨，頗有深
意。人生在世，苦多樂少，貧者富者賤者貴
者，無不經歷和克服種種難處，故佛有「度
一切苦厄」之語。如然，悲觀無濟於事，樂
觀則多是自欺欺人，惟有達觀方能不惑於
世，雲淡風輕，保持內心平衡。
達觀的本質是接受，好的壞的都接受，順

其自然，然後順勢而為。阿爾文．托夫勒
說，變化不僅僅是生活所必須的，它就是生
活。在這個充滿變化的世界裏，今天的結
果，正是你昨天各種選擇的總和，或主動或
被動。現實就是現實，無所謂更好，更壞，
沒有假如，只有面對。尊重常識，順應大
勢，盡人力聽天命，是最可取的人生態度，
於人於己都是。
我這才明白了，為什麼在歷朝歷代的古賢

今哲中，自己最認同蘇東坡和鄧小平，也似
乎明白了老子「上善若水」的深意。
中國是詩的國度，數千年來，詩壇上湧

現出無數出類拔萃的人物，而開宗立派
者，惟四人無可爭議：屈原、陶潛、李白、
杜甫。撇開詩歌成就，從個人命運看，屈原
含恨投江，陶潛悠然南山，李白狂放不羈，
杜甫悲天憫人，看起來形式各異，其實都是
陷於苦樂而未能自拔，以一種特別的方式
表達對這世界的失望，說到底還是太在
意，不超脫。
蘇東坡則不然，他也是大詩人，而且詩書

畫印無一不精通。然而，讓人更感興趣的不
是他的詩詞作品，而是從中傳達出來的人生
經歷和處世態度。他做過官，有大有小，有
升有貶，從眉山到京都，從江南到嶺南，足
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一路為官，一路創作，
一路造福於民。他是文化人，也是美食家。
有賢妻美妾，有至親兄弟，有肝膽好友，縱
是政見不合之人，亦無循私結怨之事。他可
以展現「大江東去」的豪邁，也可以沉浸於
「倚仗聽江聲」的冥思，而更多的是「也無
風雨也無晴」的灑脫。敢把自己平生功業，
調侃為三處謫居之地。表面看逆來順受，實
際上能屈能伸。比起屈、陶、李、杜四人的
桀驁和自我，蘇東坡對多樣化的社會環境表
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因而更具親和力，其生
存方式也更能獲得人們認同。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給現代中國帶

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卻起源於滿足人們對
衣食住行的樸素追求，體現了常識的回歸與
自覺。在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他重塑了實
事求是的權威，堅持不爭論，摸石頭過
河，只要有利於發展的做法就放開去試，不
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需
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氣！
據醫護人員回憶，鄧小平在生命的最後日

子裏思路還是清晰的。那段時間，老人有時
昏昏沉沉地睡去，有時卻異常清醒，但基本
上都不說話。彌留之際，醫護人員再三問他
有什麼話要說，他也只是淡淡地回答一句：
「該說的都說過了。」莊子所謂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
忮，就是這樣的吧。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故與天道相合。水無色無
味，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微則無聲無
息，著則洶湧澎湃，動生流，凝成冰，化為
氣，以百態存於自然界，無所違，無所滯，
不爭而容萬物。至善之舉，亦如水性：居位
安於平易，存心深沉包容，待人敦厚仁義，
出言真誠守信，為政有條不紊，辦事力盡所
能，行動應時而起，因形就勢，不怨不尤，
天人合一。
士大夫修身齊家，當然希望治國平天下，

但世事無常，勉強不得。孔子說，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論語》
開篇的三句話，歷來有不同理解。聯繫上下
文，三句話作為一個整體，應是孔子在表明
治學的態度：學問能在時下推行，當然好
了；如果沒有被當權者採用，有朋友遠來探
討，也是很快樂的；即便知音難覓，無人理
會，也不要生怨，那才是君子啊。如此心
態，不就是達觀嗎？
達觀與其說是悟得，不如說是煉得。只

有經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過人間的
喜怒哀樂，才能進入達觀的境界。南宋青
原惟信禪師說過這樣一段話：「老僧三十
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
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
是山，見水只是水。」這是在講禪修，何嘗
不是講人生。人生一世，大致也會經歷這三
重境界：初出茅廬之時，不諳人事，按圖索

驥，一切依其本來，山是山，水是水，彷彿
六經注我；經過生活的磨煉，對世界形成自
己的認知，山不再是山，水也不再是水，成
了我注六經；及至千帆過盡，漸入佳境，
對事不再刻意，對人不再苛求，刪繁就
簡，回歸本真，山就只是山，水也只是水
了。
日前讀到一篇網文，寫成年人觀看《長安

三萬里》的感受。文章開篇就說，長安三萬
里，步步意難平。縱然豪放如李白，也像無
數平凡人一樣，在這人間道上走得步步荊
棘；通達如高適，用半世的隱忍和心酸才換
得暮年的得志，緊接卻是家國破碎，知交
零落；還有那個稚嫩淘氣的杜甫，也在歷經
動盪後，失去所有鮮活，變得滿臉滄桑。他
們用一生的經歷告訴我們，所有遺憾，都是
人生常態。我們能做的，便是面對它，接受
它，釋懷它。
達觀，有些類似佛教的「放下」，但放下

不等於放棄，不是所謂的躺平。達觀之人，
必定也是認認真真生活的人。他們的人生沒
有退休，只有轉段。而轉段不只是生活內容
的改變，更是生活態度的改變。他們不糾纏
於過去的成功或失敗，也不沉湎於未來的憧
憬或焦慮，只是兢兢業業地活在當下，體驗
每時每刻流動的永恒。不懈怠，不執念，
不他求，不自戀，隨遇而安，見機而行。生
活的意義，就存在於生活本身，既迎接陽
光，也包容風雨。
「手持煙火以謀生，且停，且忘，且隨

風！」世間一切達觀，都是歷盡千山萬水後
對喜樂悲苦的省略。也許，無數賢人雅士孜
孜以求的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是這個境界吧。
不由想起十多年前，饒宗頤老先生給我題寫
的一幅橫額——居易隨緣。細細想來，「居
易」是儒家，「隨緣」是佛家，「居易」和
「隨緣」合在一起，隱隱透出一股仙風道
氣，便成了道家。有道是：

福去休求福 緣來便惜緣
漫漫人生路 千山萬水間

刀郎的《山歌寥哉》，在網上爆紅，各種解讀不絕如縷。有評論甚至說，
刀郎應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且不說，且說曾得諾獎的莫言，在發表獲獎感言
前，曾向媒體說：「我從小就聽了很多跟蒲松齡寫的非常類似的民間故事長
大。長大後又認真讀了他的書，從他的作品裏感受到很多的教義。」並強
調：「他就是我的導師。」
莫言的「魔幻」，除了得自外國，《聊齋》就是他的靈感來源。在《刀郎
的借殼之作》中，我曾說，《聊齋》多篇是諷喻時世之作；羅敬之說：
「在全書四百三十一篇中，要為寓言之作，而〈夜叉國〉與〈羅剎海市〉
兩篇，可謂寓言中之寓言。昔人易宗夔《新世說》謂蒲松齡『目擊清初亂離
時事，思欲假借鬼狐，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遂成聊齋誌異十六
卷』。又云『其書不為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剎海市〉一則，含有
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
羅敬之說，「夜叉國」是滿清的故國，這「當可論定」，並提出「一項重
要證據——骨突子」，「骨突子」是「明珠」，在「夜叉國」中，是臣民的
必備，文云：
「一日，諸物（指夜叉）早起，項下各掛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
賓。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眾夜叉曰：
『徐郎無骨突子』。眾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
以野苧為繩，穿掛徐項。……（夜叉王）又顧徐曰：『骨突子何短？』物
（王）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
徐穿掛。」
以此為證，足證夜叉國指的就是滿清國，蓋滿清確有此俗也。
在論述「羅剎國」時，羅敬之說：「『夜叉』與『羅剎』雖皆為作者的假
想國，而又以『鬼』代表其實有，但其風格形貌則迥然有別。前者一開始就
描寫其類於禽獸，後者則表示其尚粗具人形；由於其粗具人形，所以尚知
『美』與『醜』。但這美、醜卻非出於一種常人的判斷，而是『以醜為美，

以美為醜』的顛倒怪象，所以就以羅剎
族類的醜惡本質，亦實與夜叉族類的怪
異行徑無何差別，這也就是這兩篇小說
的所以引人共鳴處。」
羅剎國為一黑暗的現實世界。蒲松齡

筆下的「海市」，則是一希望國度，此
即所謂海市蜃樓也。在這文後的異史氏
說：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

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
然帶鬚眉以遊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
幾希矣。彼綾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
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
市中求之耳！」
羅敬之指這段文字，「不是諷刺當時

滿清的殘暴統治是什麼？」
刀郎備受「委屈」，離開歌壇，潛心

歌藝，蒲松齡的《聊齋》，應是他的專
注，並有感創作了《羅剎海市》這首風
靡億萬聽眾之歌，他的孤憤可想而知。

根據一本「聲稱」研究廣東話本字的書《廣
東俗語考》（作者孔仲南，1933年出版），對
「稀粥」以及與其相對的「稠粥」有如下結論：
煮粥米少水多為稀，米多水少為竭。稀少也。（，）
言米小（少）也。竭盡也。（，）言水已盡也。故米
小（少）為稀粥，水盡為竭粥。【括弧內為作者的誤
點】
說「竭粥」時會通過以下音變讀成「傑

粥」：
竭（kit3）；變聲母→git3；變調→傑（git6）
有人覺得「傑」予人有豪傑的意味，所以特

意以其異體「杰」代之。就是這樣，不少人誤以
為「杰」就是本字，又因為「杰」是「傑」的簡
體，不少人見人家寫「傑撻撻」就指控有寫錯別
字；這都是認知不足所產生的後果。
話說回來，上述筆者說「聲稱」只是對該書

內容的真確性或多或少有所保留，皆因書中所說
部分只屬個人理解或誤解。然而，為何此書受後

人所推崇，尤其在互聯網面世後——互聯網可
讓人們輕易拿得許多許多資料，若屬失實亦會廣
泛流傳；也由於該書的考究資料甚為「偏門」，
不知就裏的人們得之視若寶。筆者不只一次在本
欄作出勸告，在未經驗證下的資料不能盡信。
「光批評、沒理據」不是一個負責任作者的風
格，孔氏上面所言正好支援筆者對該書剛提出的
評價：
「竭乃盡」當然沒錯，但盡了等同乾涸；隨意找
個目不識丁的老婦（並無歧視，只是比喻知識水
平非常有限），她也可告訴你半點水也沒有怎可
成粥。這個現象足以「推翻」孔氏的立論和說明
了取信者及引用者之「無知」，而在這裏找到的
誤點亦只是冰山一角。
開講有話，罵人須有理，能說如何才是正確

就更有說服力——粥煑久了，爛米接近熟飯，
因而「聚」在一起；「聚」者結也，「結
（git3）」通過音變就讀作「傑（git6）」。精
明的你，不要給《廣東俗語考》的名稱誤導：
「考」只是考究，並不存在權威性。從意義與音
變得來的廣東話本字是尋本字的不二法門！
人們常說廣東話特別多疊字形容詞，如「大

拿拿」；「瘦猛猛」；「疏能能」（「能」讀
「能4-1」）；「稀冧冧」（「冧」讀「林
4-1」）；「傑撻撻」（「撻」讀「taat1」或
「taat4」）。其實書面語也不相伯仲，只是我
們只看自己的和不懂別人的罷了。與「疏」、
「稀」、「傑」相關的疊字形容詞「疏能能」、
「稀冧冧」、「傑撻撻」中的「能」、「冧」、
「傑」明顯是借字。據筆者的考究，正字如下：
稀疏的林木叫「疏林」，廣東人就用了「疏林
林」（讀作「疏能能」）來形容很稀疏的景象，
如：個公園咁大範圍，種得嗰幾棵樹，「疏能
能」咁！「稀」，疏也；所以廣東話也有「稀林
林」，讀作「稀冧冧」。「塌」除指倒，也有貼
緊的意思。「結」正是緊貼，廣東人就創造了
「結塌塌」這個疊字形容詞來形容「好傑」的粥
或糊。「塌」通過以下音變讀作「撻」：
塌（taap3）；變韻母→taat3；變調→撻（taat1/taat4）
廣東人會用「傑」來形容一些複雜難解的情

勢；如說「呢鑊傑」或「呢鑊傑撻撻」都是指事
態嚴重，不過後者會在感覺上更嚴重。
示例：
我琴日下晝響地鐵度，畀老婆個閨密撞到我隔籬有個
女人伏響我個膊頭度；佢係我同事，啱啱佢唔係幾舒
服，我先借個膊頭畀佢啫，我同佢真係冇嘢㗎！唉，
「呢鑊傑」喇！
你老婆出咗名醋埕（醋娘子），呢鑊你仲唔「傑撻
撻」！

◆黃仲鳴

夜叉與羅剎

疏能能．稀冧冧．傑撻撻 戚繼光抗倭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悲觀、樂觀與達觀
◆饒宗頤先生題寫的「居易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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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聊齋》之作，可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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