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家在湖南邵東一個叫「界嶺」的地方，隨邵
東改縣設市，界嶺也順理成章地由鄉變為鎮了。邵東市
屬於邵陽市代管，但與雙峰縣毗鄰，除了很少部分位於
湘中外，整體屬於湘西南地區，是典型的丘陵地帶。丘
陵地帶的耕地可分為水田和旱地。水田用來種植水稻，
旱地則用來種植果蔬以及小麥、紅薯、高粱等。所以家
鄉雖屬南方，但老鄉們除了種稻穀，也種麥子和別的農
作物。旱地裏種的麥子與北方種的冬小麥不同，應是春
小麥。有了麥子，就可以做麵食，故老家也是吃麵食
的。但與眾多南方人一樣，吃慣了大米便覺吃米飯才是
吃飯，才是正餐，麵食也吃，但不是主食。比如早上、
晚上吃麵條，那不叫「吃飯」，直接說「吃麵條」。
儘管如此，我對家鄉的麵食卻有一種特殊的情結，

並在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時候，很願意跟大
人去趕場（北方叫「趕集」），為什麼呢？因為趕集到
了中午時分，家裏的大人可能會在飯舖裏買上幾個 「饃
饃」給身後的小孩解饞，再留上幾個帶回去孝敬老人。
說是「饃饃」， 「饃饃」裏是帶白糖的。想必是製作

時，師傅們會用手指鑽出一小孔，在小孔裝入白糖，再
封口蒸熟，揭開蒸籠，便熱騰騰地出鍋。那時候人們吃
的油水少，聞到這瀰漫的麵食的香味，你再怎麼強行
嚥下口水，怕也很難掩飾住味蕾的強烈反應。現在看
來，老家人稱之為「饃饃」的這種麵食，雖然形如饅
頭，但似乎更像北方的包子。只是，這餡換成了白糖，
個頭兒更似饅頭。
家境好一點的人家，會在飯館裏點上一碗被稱為「餃

子」的麵食。這種美食是先準備好用肉末、剁碎的豆角
等混合攪成的餡，然後用薄薄的麵皮包裹，扭成褶皺
狀，在大鍋裏煮熟之後用網勺撈出，擱在一排青花瓷的
大碗裏，每碗大概有個七八個。然後一一舀上湯，澆上
紅紅的辣椒油，再撒上一層搗碎的葱薑蒜，一碗「餃
子」便大功告成。可惜少時家貧，我只能踮起腳尖往飯

館裏盡情張望，算是飽過眼福，至於「餃子」到底是個
什麼美味，當時並不知情。等長得老大了才知道，老家
稱之為「餃子」的麵食，原來就是餛飩，在廣西一帶稱
為「雲吞」呢。
在老家，為年長的人舉辦壽辰時，麵條也是必須的。

想必也是取了長壽麵的寓意。只是，麵條不是主食，而
是當一道菜上的：白白的麵條，細細的肉絲，紅紅的辣
椒，撒一把青青的葱花。
擺席是有講究的，但不外乎是輩分以及老幼尊卑。坐

在席上，年長的人是需要講究禮數和規矩的。禮讓、推
辭一番之後，長者危襟正坐之間，身子稍往前傾，左手
執一小勺，右手伸出筷子夾上幾根麵條，小心翼翼地用
小勺接麵條，然後低頭緩緩吃下，「各位請……」大
家也依次舉筷。很多年不曾在鄉下吃酒了，不知道這些
儀式感是不是還依舊存在？
有言道：「日久他鄉即故鄉。」北漂經年，我曾在北

國邊陲宣化上過學；工作之後，由於職業的緣故，又跑
過不少地方，所以我對於麵食是不陌生的，而且對不少
麵食情有獨鍾，比如貴州的旺腸麵、四川的擔擔麵、甘
肅蘭州的拉麵、陝西的哨子麵、廣西的螺螄粉，還有河
南的燴麵、安徽的板麵等。儘管如此，我依舊對於家鄉
的麵食記憶猶新，少時的往事歷歷在目，鄉愁總是縈繞
腦際。而且，隨年齡的增長，這些記憶愈加清晰。
記不清誰說過這麼一句話：「當我們不顧一切地回到

家鄉，卻發現我們苦苦思念的不再是家鄉，而是童年。
不管家鄉怎麼改變，卻始終改變不了我們對家鄉的童年
記憶！」 誰說不是呢？
斗轉星移，時過境遷，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故事，但

卻不可能重新回到過去，也沒有必要再踏進過去的河
流。年近耳順之年，我們不必再為世事紛擾而糾結、焦
慮、患得患失，而應當對擁有的一切心懷感激，從容體
味人生每一個瞬間的純粹與美好。

一直想寫寫深圳的椰子雞，但總找不到一
個合適的切入點。最近舞劇《詠春》走紅，
我去看了戲，也從網絡上瀏覽了相關評論，
受到一些啟發，感覺兩者似乎有相通性。於
是，就把椰子雞與《詠春》一起寫了。
通觀整部舞劇，《詠春》的主要載體詠春

拳並不起源於深圳，主要服裝香雲紗的原產
地不是深圳，甚至故事的主要發生地也不在
深圳，但作為深圳原創作品，《詠春》卻體
現出滿滿的深圳元素：奮鬥的青春，執的
追求，不竭的創新，兼容的文化……
從《詠春》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武術別具

一格的舞蹈呈現。圍繞詠春拳，民間流傳
許多傳說和野史故事。通常認為，它是起源
於川滇邊區，流行於福建，揚名於廣東佛山
的一種南派武術。所謂南拳北腿，詠春作為
南拳中的重要代表，歷代先師中有女性參與
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使得詠春拳剛柔相
濟，攻守兼備，天生蘊含舞蹈基因。舞劇
《詠春》把這種基因發掘呈現出來，獲得一
種特別的美感，與人們心目中的深圳印象相
吻合，也反映了全社會在大疫之後渴望重振
信心的精神需求。
從《詠春》中，我們看到了源遠流長的紡

織文化在當代藝術創造中的巨大潛力。香雲
紗本名莨紗，又名薯莨紗，俗稱雲紗，是一
種傳統的手工織造和染整製作的絲織品，已
有數百年歷史。香雲紗被紡織界譽為「軟黃
金」，是當今世界唯一採用純植物染料（薯
莨）染色的絲綢面料，由於成衣穿起來走路
會「沙沙」作響，原名「響雲紗」，後以諧
音稱作香雲紗。香雲紗和詠春拳一樣，被列
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兩者皆揚名於
廣東佛山。來自同一地方的雙「非遺」在同
一個充滿創新情神的舞台上相遇，產生了奇
妙的審美效果。
這種審美效果，後來又在深圳最高露天觀

景平台「天空之鏡」得到進一步昇華。「天
空之鏡」位於深圳灣畔一棟摩天大樓上，
2024年1月中下旬，「外交官看中國」系列
活動來到深圳。在參觀「天空之鏡」時，一
場置身360米雲端、以360度視角欣賞體驗的
香雲紗主題時裝秀，將活動推向高潮。飄逸
的香雲紗與疏密有致的城市景觀在藍天白雲
映襯下相互交融，天人合一意象充盈，山海
連城魅力盡顯。

從《詠春》中，我們還看到了香港精神與
深圳精神的跨時空解讀。舞劇借助藝術家的
肢體語言，配合音樂、燈光、舞美等，營造
出舞台上特有的藝術敘事空間，講述了一個
「雙線」故事：一邊是詠春拳大師葉問的故
事，隻身遠赴他鄉，懷抱「詠春堂」牌匾踏
入群雄林立的香港武館街，扶危濟困，破除
門戶壁壘，傳承中華武術；一邊是電影《詠
春》攝製組的故事，發生在近半個世紀以後
的深圳，劇組眾人懷抱夢想，奔赴山海，通
過對英雄的塑造和武林精神的詮釋，追尋心
中的那束光。正如編劇馮雙白所說，雙線敘
事的結構，兩個時代的故事，在劇中呼應共
振，因「英雄」而來，由「追光者」展開，
最終落在「理想」上。
在《詠春》助理編劇徐珺蕊眼裏，深圳就

是一座「詠春」的城市，宛如一棵大樹，每
一個懷抱理想奮鬥的普通人，皆是枝枝蔓
蔓，每一根枝杈都在盡全力輸送養分，每一
片綠葉都在用生命歌詠春天。由此觀照深圳
河對岸「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的奮鬥歷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所以，
《詠春》創作者力解讀的是一種不負韶
華、執追求的精神，而這種精神與香港和
深圳這兩座以「特區」命名的城市的內在精
神一脈相承。
從舞劇對詠春拳和香雲紗的創新性演繹

中，可以發現《詠春》與椰子雞的一個相通
之處：源於他鄉，成於深圳。不錯，詠春拳
是佛山的，香雲紗也是佛山的，但揭示了詠
春拳和香雲紗靈魂的《詠春》是深圳的；同
樣，椰子是海南的，雞也是海南的，但激發
出椰子和雞的美味的「椰子雞」是深圳的。
椰子雞做法並不複雜，把生長半年以上的

文昌雞切成小塊，加入數片生薑或檸檬，在
冷水中浸泡10至15分鐘，沖洗乾淨備用；將
椰青和椰肉（如覺太甜可加水）在鍋中燒
開，倒入雞肉，大火煮七八分鐘，調至微火
出鍋，浸蘸料即食。椰子雞蘸料以海南小青
檸為精髓，醬油、沙薑和小米椒據個人口味
適量添加。從食物形態看，椰子雞是火鍋的
一種，就餐方式屬半自助性質。但與北京涮
羊肉、川渝麻辣鍋、廣東打邊爐等傳統火鍋
相比，椰子雞的口味更鮮甜，環境更淡雅，
清潤中兼以小酸微辣，尤為年輕人喜愛。
有意思的是，舞劇《詠春》演繹了深港雙

城的故事，椰子雞也是這兩座兄弟城市雙向
奔赴的產物。
深圳的第一鍋椰子雞，20多年前出現在深

港邊境文錦渡口岸附近。文錦渡是深港之間
最早開放的客貨運綜合性公路口岸，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每天往返兩地的車輛客流絡繹
不絕。年輕的黃亞斌已輾轉各地做了幾年餐
飲生意，他看中口岸周邊的地理優勢，在這
裏開了一家名叫「椰林中西餐廳」的小食
店，定位是港式茶餐廳。生意開始很火爆，
但隨文錦渡口岸周邊設施改造升級，加之
其他口岸分流明顯，餐廳客流明顯減少。黃
亞斌決定轉型做火鍋，當時麻辣火鍋很流
行，但他不敢做，因為自己偏愛清淡口味，
對麻辣沒有感覺。
黃亞斌青少年時期在海南生活，據說有一

次母親來探望他，做了一道菜，主要食材是
當地的椰青和雞肉，清甜的味道一直留在黃
亞斌的記憶裏。於是，他根據自己的理解，
對這道菜的食材和調料做了標準化處理，推
出新菜品椰子雞。1996年，黃亞斌掛出「肥
佬椰子雞」的招牌，專營自己創新的這道新
式火鍋，一時大受歡迎。隨香港回歸後港
人紛紛北上消費，清潤可口、簡單隨意的椰
子雞逐漸流行，各種招牌的椰子雞食店遍布
全城，大有成為深圳「市菜」的勢頭。
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就聽說過深圳的椰子

雞，但沒有吃過。到深圳工作後，有朋友從
香港過來看我，當商量吃點什麼時，朋友隨
口就點了椰子雞。上網查閱，大眾點評紛紛
推薦「百年果林」椰子雞寶安總店。我們驅
車近兩個小時趕到那裏，客人確實不少。後
來，我又去別的椰子雞店吃了幾次，自己這
吃慣北京涮羊肉和川渝麻辣鍋的腸胃，竟毫
無意外地喜歡上了這道最「深圳」的火鍋。
高大上如《詠春》，煙火氣如椰子雞，深

圳的創新創意元素無處不在，隨緣而驚艷。
或雅或俗，或文或武，或精神或物質，百姓
日常即為道，每每讓人稱奇。於人，來了就
是深圳人；於物，取之天下，成之天下。想
必，這就是深圳的城市精神和屬地文化吧。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小生繆民
蓮仙字，為憶多情妓女麥秋娟。見佢聲色性情堪讚美，更兼才貌兩雙
全。今日天各一方難見面，孤舟岑寂，晚景涼天。夕陽對住雙飛燕，
斜倚篷窗思悄然。……」
龍年來臨，腦海閃過的是「龍舟」。這不是端午節的「龍舟」，而
是《客途秋恨》的「龍舟」，上文所引就是為首一段。這對老一輩的
廣東人，已是耳熟能詳。我並不是愛唱者，而是研究廣府說唱文學
者。
所謂「龍舟」，據葉春生《嶺南俗文學簡史》說，「龍舟，又稱龍
舟歌，是廣府民間說唱的一種形式，產生於明代末年或更早一些時
間，盛行於清代中葉以降，是粵方言區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歌謠之
一。」又說：「龍舟又名『乞兒歌』、『盲妹歌』，因為解放前這類
民間藝人生活貧苦，地位低下，他們手持木雕龍船杈頭（即『龍
舟』），穿街過巷，沿門賣唱，以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故此被人稱
為『斯文乞兒』，而唱這種歌的藝人又多為雙目失明的女子（俗稱盲
妹），因此得名。又一說龍舟歌原為『蛋歌』，是水上人家傳唱的一
種歌謠。他們長年泛舟江海，以舟為室，又敬奉龍神、龍母，自稱龍
戶、龍人，所以他們的船隻就稱為『龍舟』，他們所唱的歌就叫做
『龍舟歌』。其實此二說並無矛盾，可視為『龍舟』得名的兩個原
因。」
龍舟沒有音樂伴奏，是一種吟誦式的歌謠。演唱時敲小鑼鼓，按
節奏，搖動木雕龍舟，開腔而唱。《客途秋恨》唱出妓女麥秋娟的
愛情故事，全曲一千五百餘字，情調纏綿，文字綺麗，尤其是夾有粵
語辭彙，廣府人聽了，更覺親切。
葉春生將龍舟歌與木魚歌分開而論，但據譚正璧、譚尋父女的研
究，木魚歌是粵語民間說唱文學的總稱，它自產生到發展宗支龐雜，
因而有多種名稱、多種形式。「最早的分類如《廣東新語》所說的
『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的，就是我們所稱的
『龍舟』；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寫小說故事的，就是我們所稱的

『南音』；其『短調情歌』，就是我
們所認為是木魚的始祖原始民謠民
歌。」1990年代，我攻讀博士，決定
研究三及第文體，切入點就是木魚
書，便採譚氏父女之說，將它作為龍
舟、南音等說唱的總稱。不過，我只
是研究它們的「文本」，從中探尋三
及第的起源，至於「總稱」云云，卻
沒深入地鑽研。
當年那股熱情，現已冷卻下來了。
寫此文時，臘鼓頻催，寒風徹骨，
音樂傳來，「聲聲似解相思劫，獨惜
心猿飄蕩向那方尋？又話苦海濟人登
彼岸，做乜世間留住個的情根？風流
五百年前債，結成夙恨在紅塵。」
現時還有手持龍舟的藝人，在唱
《客途秋恨》嗎？

用廣東話講，「集郵」叫做「草郵票」。
筆者小時家母常說：「細個就要養成『草
錢』嘅習慣。『賺到錢』都唔好咁大使，
『草返個錢』將來就有保障。」
以上語境提到的「草」（也有寫作

「措」）讀作其轉音字「草2-5」。「錢」，
正音「前」，口語讀音「淺」，讀法要看配
詞。習慣上：

「草錢」讀草淺；「賺到錢」讀賺倒淺
「草返個錢」讀草番個前

至於「草」的本字，《粵語同音字典（增
訂本）》馮田獵，1996 版中對「𢵄 」的本義
有如下的描述：
語 詞 ， 積 蓄 ， 積 累 。 「 𢵄 錢 」 ， 「 𢵄 郵
票 」 。 此 詞 《 廣 州 方 言 研 究 》 據 習 俗 用
「措」字代此處，恐與「措」字本音義混，
故改用其本字。
言下之意，「𢵄 /cou3」才是本字。不少中

文學者、粵語方言專家都認同這個講法。自
此，「𢵄 」就被公認為「草錢」中「草」的
本字，「措/草」則為其俗寫。該字典中並沒
有對以該字作為本字提出理據。翻查字典，
「𢵄 」是「措」的異體字，亦即二字沒有區
別，田氏只是選用了個筆劃較多的「古字
（生僻字）」來作本字而已。又「措（醋/
cou3）」有安放的意思，如：「措置」。有所
謂粵語方言學者補充，「儲」正有安放的意
思，故以「措/𢵄 」作為「草」的本字理據是
充分的。筆者認為這個意義延伸頗為牽強，
而事實上「草」的讀音是直接從「儲」字音
轉而得來：

儲/cyu5；轉韻母→草/cou5
以上例子又一次說明了「音轉」才是尋本字
的最佳依據方向。
廣東人會叫「娶老婆」做「草老婆」，其

中「草」取原音「cou2」；可能有讀者馬上聯
想到「草」是由「娶」音轉過來的，就讓我
們去看一下是否這個狀況：
「娶」，正音「翠」，俗讀「取/ceoi2」；通
過變換韻母可讀作「草/cou2」。書面語中，
「討老婆」即「娶老婆」，「討/tou2」通過
變換聲母可讀作「草/cou2」，過程較直接。
筆者傾向「娶老婆」由「討老婆」而來的講
法。
扎根香港的國泰航空公司去年底發生了史

無前例的密集取消及延誤航班事件，所披露
的原因是機師嚴重不足，傳媒多以如下的相
類話語來形容國泰當時的情況：
十個瓶九個蓋；十個樽九個蓋；十個籮九個
蓋；十個煲七個蓋
無論是瓶、樽、籮還是煲，一個容器都是

配對一個蓋，所以廣東人就有以下一句歇後
語：

十個籮九個蓋——冚極唔齊
亦即「點冚都冚唔晒所有籮」。一般來說，
「籮」、「蓋」分別比喻「支出」、「收
入」，此話就是指「入不敷支」。就國泰這
起事件，「籮」、「蓋」分別比喻「設定航
班數目」、「可供值勤機師」了。

◆ 黃仲鳴

龍年談龍舟

草錢（儲錢）．草老婆（娶老婆）．十個籮九個蓋
家鄉的味道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趙臘平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詠春》與椰子雞

◆◆《《詠春詠春》》百場紀念演出百場紀念演出。。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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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龍舟」，此書有詳細解
說。 作者供圖

◆李之柔

臘八．吃粥
當年成道從何說，五味營生品一鍋。
渴飲飢餐平日事，於無佛處念摩訶。

臘月廿三．祭灶
廚下何方棲此身，一家稱主也由人。
莫言應共糖瓜好，平素知行且善真。

臘月三十．大年夜
除夕除災除障塵，但祈果遂祝來春。
團圓餃子圍爐酒，歲歲安康日日新。

正月初一．元日
闔家守歲願春知，爆竹聲稀晨起遲。
性懶猶能增福壽，逢人只道拜年詞。

七言絕句．過年（十二首）

傳統中國年自臘月初八至正月十五，各地習俗諸多，然大同小異，詩以記之。

正月初二．回娘家
當戶和風舊日經，良辰有女復歸寧。
請安時節攜佳婿，笑取紅包不找零。

正月初三．老鼠嫁女
幾時鼠輩不如人，社屋倉中也娶親。
來歲若無婚嫁問，逍遙自在慶新春。

正月初四．接神
果酒香花敬上天，奢華備極夢依然。
情真意切千靈法，祈福禳災搶甚先。

正月初五．接財神
昧昧思之唸唸求，日無厭取幾能休。
世人所寶誰惟善，但自心田問牧牛。

正月初六．送窮
亘古風聲祈脫貧，欲將無極累心身。
至今憎命文章少，聯播小康皆富人。

正月初七．人日
雞狗羊豬牛馬人，何來最貴問何因。
常言一切皆平等，此日此時憐早春。

正月初八．穀日
欲知豐歉且占年，在昔斯民信是天。
百穀如今雖有種，基因能否似從前。

正月十五．上元節
少年偏愛鬧花燈，千樹繽紛畫不能。
今日樂觀天上月，湯圓一碗露華凝。

詩詞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