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義位於貴州北部山區，古稱播州，自
秦以來長期屬巴蜀管轄。清雍正六年，為
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在時任雲貴總督
鄂爾泰強烈建議下，改屬貴州，迄今不足
三百年。遵義在貴州省的地位舉足輕重，
於地理，是北上關隘；於經濟，是產業龍
頭；於文史，堪稱翹楚。人間正道是滄
桑，到了遵義，你能更真切地領悟到滄海
桑田的磅礡生命力。
此次赴遵義參加「全國黨建研究會特邀

研究員研討班」，時間雖然不長，但第一
次近距離感受這座歷史名城，印象挺深。
目前，遵義全市總面積30,767平方公里，
是深圳加香港總面積的10倍，而戶籍人口
只有829萬，常住人口才660萬。在這片
地廣人稀的土地上，文化豐富，源遠流
長。其要者，如紅色文化、生態文化、民
俗文化、土司文化等，在中華文明演進中
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紅色遵義，經典磅礡。1935年初，紅軍

長征來到遵義，在這裏轉戰三個多月，實
現了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當我
駐足於遵義會議舊址，看見彭德懷、楊尚
昆住室裏用兩條板凳搭起來的簡易床鋪；
當我留連於紅軍四渡赤水的碼頭，雙手捧
起清粼粼的河水；當我徘徊於紅軍山上的
紀念碑和烈士牆之間，想像着一個個年紀
輕輕就長眠於此的鮮活面容……對這片紅
色土地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遵義的紅色遺址遍布全境，不少堪稱豐

碑。我們此次研討班在婁山關腳下的貴州
長征幹部學院舉辦，其中一項內容是婁山
關現場教學，實地感悟90年前那場戰役的
歷史風向標意義。
婁山關之戰主要由兩次戰鬥組成，1935

年1月6日正式打響，餘戰直至3月5日，
前後持續了29天。第一次戰鬥是為了保證
紅軍主力部隊在遵義休整，伺機建立新的
革命根據地，防禦川南之敵進犯而打響
的，有力地保衛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
第二次戰鬥作為遵義會議後四渡赤水的關
鍵之役，是紅軍長征途中的首場大捷，一
掃湘江戰役以來瀰漫的悲觀主義情緒，迎
來了中國工農革命的新曙光。自此，威威

雄師北上，開天闢地的大幕徐徐拉開。開
啟這張大幕的總指揮毛澤東行至婁山關，
激情澎湃，揮毫寫下「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
陽如血。」的千古雄文，深情描述紅軍官
兵英勇鏖戰的壯烈場景，抒發了一代偉人
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
我站在雄偉的婁山關口，眼前是綿延起

伏的崇山峻嶺，盎然春意中略帶涼意的山
風吹過，心中彷彿產生了一種精神共鳴，
在心靈深處湧動着對天道至理的敬畏：

由來南國一雄關 拔地凌空三萬年
直待紅流洶湧過 九州從此換新天

當然，反映遵義紅色文化深厚底蘊的，
不只是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
這樣的鴻篇巨製，還有一些流傳民間的小
故事，也深深觸動我的內心。比如「紅軍
墳」的傳說，以及由此衍生的「小紅」形
象，就成為此次遵義之行烙印腦海的紅色
基因。
紅軍墳位於紅軍山烈士陵園內，墓體大

致呈圓形，四周用青石砌嵌，墓碑上「紅
軍墳」三個彤紅大字格外醒目。墓前不遠
處，塑有一尊紅軍女衞生員救護生病小孩
的銅像，腳踝部被絡繹不絕的瞻仰人流摸
得鋥亮。
故事還得從1935年紅軍進駐遵義講起。

當時，遵義城南七里遠的桑木椏流行傷
寒，有個小伙子來到紅軍駐地，請求部隊
派醫生救治病重的父親。一名年輕衞生員
聽命前往，當他完成施救返回駐地時，發
現部隊已經離開，他趕緊追趕部隊，不幸
遭到地主武裝槍殺。噩耗傳開，桑木椏鄉
親悲憤不已，認為紅軍衞生員是因為給他
們治病而犧牲的，紛紛趕到親人遇害的地
方，把遺體安葬在路邊，四時祭掃。
後來，一位老大爺上山砍柴受涼，因無

錢醫治病情日趨嚴重。他躺在床上想起紅
軍衞生員救治鄉親的場景，呻吟着唸叨衞
生員的名字，唸着唸着，神志不清地矇矓
睡去。睡夢中，他彷彿看見衞生員身背紅
十字灰布挎包，急匆匆來到病床前，給他

餵藥打針，離開時還留下了幾包藥，囑他
好好休息，病很快就會好的。老人深受感
動，說路上有地主武裝，掙扎着爬起來要
親自護送衞生員。衞生員堅持不允，在相
互推拉之際，老人的頭不小心碰到門框
上，驚醒過來，出了一身大汗。老大爺頓
時感到身子清爽許多，即刻告訴家人，說
紅軍衞生員在他睡着時來給他治過病。一
傳十，十傳百，群眾都說是「紅軍菩薩」
顯靈，賦予了紅軍墳種種神話傳說色彩。
在紅軍離開後的艱苦歲月裏，鄉親們每

當有病無錢醫治時，便帶着香燭紙錢到紅
軍墳前，祈求紅軍衞生員保佑他們解除病
痛，早日康復。虔誠的鄉民甚至相信墳前
的香灰也是治病的良藥，吃了包醫百病。
前來燒香的人越來越多，香煙終日繚繞，
香灰在墳前堆積成小丘。鄉民們若遇天災
人禍、苛捐雜稅、抓丁拉夫等苦難無法擺
脫時，也到紅軍墳前傾訴，希望紅軍在冥
冥之中庇護他們，逢凶化吉。
隨着時間的推移，在人們的傳說中，紅

軍衞生員的形象化作一位年輕美麗的女菩
薩，鄉民親切地稱她為「小紅」。於是，
遵義解放後建立紅軍烈士陵園時，在紅軍
墳前豎立了一尊紅軍女衞生員的銅像。直
到1995年，經有關方面反覆核實，當年救
治鄉親的是一位年僅18歲的男衞生員，名
叫龍思泉，廣西人，自幼習醫，為紅三軍
團五師十三團戰士。儘管知道了衞生員的
真實身份，遠近鄉親還是按照鄉間習俗，
不時來朝拜「小紅」塑像，摸一摸「紅軍
菩薩」的腳，以求除病消災，延年益壽。
亦虛亦實之間，「小紅」已然成為一種

民間信仰。由此，我想到嶺南地區流行的
一些本土宗教崇拜如媽祖、黃大仙、譚公
等，其原型大都是滿懷慈悲心腸的醫者，
克服千難萬險，跋山涉水為普羅大眾祛病
扶危。他們的事跡經由百姓口口相傳，代
代相襲，終成聖果。

學校的山路上，由午至晚，都有電單車隊來來往往。這些電單車，全是送外
賣的。有學生說，學校飯堂吃膩了，寧可貴些吃外賣。不錯，不僅學生，連教
職員也食無可食，有比較空閒的，便下山醫肚。生活就是這樣。
昨翻閱李寅的《清宮私房事》（香港：中和出版社，2019），一翻就看到古

時帝皇吃什麼那一章。吾雖不能吃，但亦可阿Q一番也。
且看清末慈禧太后的用膳排場，「不僅在御膳上有豐足供應，自己還設立私

廚，稱西膳房，有葷菜局、素菜局、飯局、點心局、餑餑局之設，每餐耗資巨
費。慈禧太后的御廚房能做各式點心，達400餘種，菜品4,000餘種，花樣翻
新，應有盡有。」
據說，其中有一味，是慈禧的「創造」，也是最愛：
「和尚跳牆：做法是用4個熟雞蛋，將皮剝去，再在屜上放好酥造肉，將4

個剝皮雞蛋嵌入其中，上屜蒸熟。由於光滑的雞蛋一半露於外面，像光頭的和
尚，慈禧便賞名為『和尚跳牆』。」
皇帝設宴款待賓客不僅僅是為了吃飯，政治意義遠遠勝過其他。國宴一方面

體現了皇帝的恩惠，對被宴請的人來講則是一種榮譽，一種拿錢都買不到的政
治待遇。
康熙、乾隆年間，有所謂「千叟宴」。對現時的「老教授」來說，應是甚為

吸引。康熙時，召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旗的文武大臣及退閒人員、兵丁、閒
散人，年滿65歲以上，有1,000多人；乾隆年間，還加進了朝鮮、暹羅、安
南、廓爾喀4國的使臣，其年齡放寬至60歲以上，而在乾隆六十年時，又限制
在70歲以上，其受宴人數達8,000餘眾。筵宴地點也不盡相同，康熙時在乾清
宮前，乾隆後期則在皇極殿。至於吃些什麼菜式，那就沒有詳細記載，但皇室
盛宴，也應極為豐盛。
至於皇室有什麼菜式，且看：
清燉肥鴨：將整個鴨肉加進調味品，放進罐子裏，在鉗鍋中用文火蒸3天。
響鈴：把帶皮豬肉切成小方塊，放進豬油中煎着，這樣豬皮很脆，嚼起來帶

響，稱為響鈴。
櫻桃肉：把上好的豬肉切成棋子大小，加進新鮮櫻桃、調味品和清水，一起

裝進瓷罐中，用文火燉10小時。
這些菜式，單以時間而論，民間食肆、廚師絕難
做到。
除了「食」外，這書還有多章是值得讀的。如第
六章「后妃的『責任』和禁忌」，其中有一段「諱
莫如深的房中事」，頗值得一看。另如第九章「卑
微的奴僕」，述太監，講宮女，有血有淚。
書中說，清宮的太監約有3,000名，不及明朝的三
分之一，來源多為民間招募，因近水樓台，河北
「出產」最多，而多為貧家孩子，也有年幼犯罪而
施以宮刑的。至於宮女，更是一入宮門深似海，是
苦命抑甜命，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然而，苦命的
相信有一大片。
作者李寅，為河北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清東陵
博物館副館長，他梳理了大量史料，寫成這書。清
宮私房事真的有說不盡的故事，可還有續集？

南方人叫「蟑/蟑螂」做「曱甴」。至於為
何有此俗稱，讓筆者在這裏和大家探討一下：
近年，「曱甴」有了「小強」這個戲稱。有

人說這是由電影《唐伯虎點秋香1993》開創先
河的，劇中有一幕飾演唐伯虎的周星馳暱稱
「曱甴」是自己的寵物「小強」；後來在黃子
華和鄭裕玲主演的電視劇《男親女愛2000》
中，黃飾演的男主角余樂天也稱自己的寵物
「曱甴」為「小強」。自此這個稱呼街知巷

聞。
查「章」的字形中的「早」，由「甲」演變

過來。筆者推敲，廣東人據此以「甲」代
「蟑」。為免與「甲」混淆，有人就找了
「曱」作借字，並以此字的倒裝「甴」作配
搭，創造了「曱甴」這個「蟑螂」的別稱來。
查「曱」讀「押」、「甴」讀「紮」。經過歲
月的洗禮，人們就把「曱甴」讀成「gaat6
zaat2/gaat6 zaat6」了。
近年，南詞北用，北方人也叫「蟑螂」做

「小強」。按他們的理解：
莫看「蟑螂」體形細小，其竄擾能力相當高，
瞬間可消失得無影無蹤；又無論噴射的殺蟲劑
有多強烈，也沒能即時「殺牠死」。叫「蟑
螂」做「小強」正正是這別稱有細小卻生命力
頑強的意思。
「蟑螂」，體形小，有人叫牠做「小蟑」。

筆者認為「小強」只不過是「小蟑」通過音變
而來，絕非是上述的理解或周黃二人的創作：
蟑/zoeng1；變聲母→koeng1；變調→強/koeng4
民間從來就觀察自然變化，總結了不少氣候

的預測，如：
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好收落籠（攏）

食過五月粽，唔夠百日又翻風
筆者有個常人眼中不正常的習慣，就是時有

半夜三更落街跑步。從多年觀察所得，但凡凌
晨在路上遇見有「小強」緩緩而行或有幾隻
「小強」屍體，狂風暴雨之時不遠矣；不遠
者，短至發生於隨後一兩小時，最長也不過一
兩天。以上預測十居其十命中，這都是因為
「小強」挺不住高氣壓而作出的「生理反
應」。就此觀察所得，筆者概括如下：

夜路見蟑螂，不到半天風雨狂。
一早一晚見蟑螂，一天半天風雨狂。

理論上，人隨着年紀的增長，會在歲月的磨
練中得到寶貴的人生經驗。相對於年輕人，較
年長者自然在處世方面較老練，故廣東人有以
下的講法：

薑越老越辣
由此話我們可推敲「睇相佬」（相士）經常掛
在口邊一句的意思：

薑不磨不辣
比喻人不磨練是不會老練的。
話說回來，整段話是：
相不睇不發，薑不磨不辣，灶頭唔洗惹曱甴
上句指的是人須看相，看相時被指點迷津，因
而能趨吉避凶，為飛黃騰達創造了優厚的條
件。下句道理顯淺，煮食的灶頭如不清洗，殘
留的食物或味道便很容易吸引「曱甴」了。

◆黃仲鳴

慈禧最愛「和尚跳牆」

為何南方人叫「蟑螂」做「曱甴」？
叫「曱甴」做「小強」，誰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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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裏的映山紅開得爛漫了，這裏一叢，那兒一
簇。早上溫暖的太陽照耀在盛開的映山紅上，折射出
千絲萬縷似火的絲線。微風輕吹，花浪疊起，一波
波、一束束、層層疊疊，一片紅色花海映入眼簾。
映山紅每年春末盛開，正值杜鵑鳥啼之時，故又叫

杜鵑花。此刻讓我想起了李白《宣城見杜鵑花》的
詩：「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
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鮮紅的映山紅在春風裏
搖曳，在半空中曼舞，與藍天、白雲默默相望，交相
輝映，盎然成趣。那紅紅的花，花瓣像五張美人的臉
肆意地張揚着，花樹上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微微張
開，有的已經桃色滿面，實在是美不勝收。
我還想起了童年時期鬧着要父親帶我去縣城看《閃

閃的紅星》電影的情景，那時，父親並沒有親自帶我
去看，他把我託付給在縣城工作的老鄉。電影裏的插
曲《映山紅》：「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臘月盼春
風，若要盼得紅軍來，嶺上開遍映山紅……」又在我
耳邊響起。
日子有花才溫柔，生活有花才快樂。
童年的記憶裏，山坡上滿是映山紅，它還有一個特

別的名稱「羊角花」。
在羌族，羊角花象徵着青年男女成雙成對的羊角婚

姻和愛情。為了促使人間的羊角姻緣早日對號實施，
女神在每年四月杜鵑花開的時候，就降臨凡間，躲在

林蔭叢中唱苕西（情歌），以點燃青年男女心中的情
火，吸引他們到林中唱歌跳舞，促使羊角姻緣成雙成
對。這時女的贈送男的一束杜鵑花，表示羊角姻緣對
上了號，男的將杜鵑花捧回家中，插在白石神台前，
表示向木比塔謝恩，向女神致謝。然後，男方才能正
式向女方家庭提出訂婚。因此，把訂婚叫做「插
花」。
小山村裏，映山紅隨處可見，在山坡上，在懸崖

邊，在草叢裏，一枝枝、一簇簇，一團團爭相鬥艷。
她們是含羞的、也是火熱的，迎來綿綿春雨，撥開薄
薄晨霧，凝望着美麗的春色。
映山紅不但好看，而且還能吃。在放學的路上，同

學們把書包丟下，攀爬到石崖上，把一朵映山紅從樹
枝上摘下，煞有介事對着花吹一下，把裏面的花芯輕
輕抽去，就送往嘴裏，一股淡淡的酸味，伴着清嫩的
味道充斥於口舌間。
夥伴們對映山紅情有獨鍾，去採摘花朵時，都會帶

一束回家，插在一個盛着水的玻璃酒瓶裏，然後放到
自家的窗台上。
童年裏的那些趣事深印於腦海中，也時常在自己的

夢境中出現。如今，又到了映山紅開放的季節，夢見
小女孩的頭頂上被夥伴插滿了映山紅，在開滿映山紅
的山徑中，追逐嬉戲，朗朗的笑聲伴着鮮艷的映山
紅，映紅了我們多姿多彩又快樂無比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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