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地上的麥黃
◆季川

這些小山坡，印象中
它們從來沒有荒蕪過
它們的綠，一直佔據季節的
封面或者內頁，在五月
你隨意翻開一頁
就可以看見坡上坡下
鄉親們勞作的身影
那些藍天與白雲可以作證

那些飛鳥與蟲鳴可以作證
一茬又一茬的莊稼或菜園
它們跟一年四季的腳步
服從每個節氣的精心安排
生長內心的充盈與幸福
說的沒錯，汗水裏的故鄉啊
那是我在異鄉無法翻越的坡

故鄉的小山坡

這些麥子，已經褪去了青色

一株株泛黃了。陽光與麥芒

都是金色的，它們在五月的

大地上柔軟而又堅定的眼神

令人敬佩。有風或者無風的

那些金黃，你是無法取走的

在五月，我相信所有的麥子

它們都擁有莫名的幸福感

在五月，我相信所有的麥田

它們都充盈炊煙裏的呼喚

我只想，俯身，加入一粒麥黃

我只想，傾聽，收割時的轟鳴

生活點滴

在烏江流域眾多民俗文化中，仡佬族的神雀崇拜尤其
讓人印象深刻。仡佬族為僚人後裔，遵義是其主要聚居
區，有約47萬人，佔全國仡佬族總人口70%以上。每年
農曆二月初一是傳統的「敬雀節」，當然所敬之雀並非
麻雀，而是神鷹，也泛指各種鳥類。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仡佬先民部落發生了一場嚴重

的瘟疫，族人紛紛染病身亡。在整個村寨即將面臨滅頂
之災的時候，一隻神鷹叼來一棵仙草，放在一家染病村
民堂屋的桌子上。這家人覺得奇怪，試着吃了一點仙草
的莖葉，立覺病體輕鬆，便將這棵仙草分給寨內其他病
人吃，結果病人都好了。神鷹送來靈丹妙藥之日正是農
曆二月初一，仡佬族人便把每年這一天定為固定節日，
祭拜神鷹，緬懷先祖，禮敬自然。敬雀節當天會舉辦盛
大的儀式，並將糍粑等貢品黏於樹枝上供鳥神享用，祈
求平安。每逢雞年大祭，則有更多活動。從民族自治縣
到自治鄉，凡仡佬族聚居之地，都是鳥類繁衍的天堂，
鳥語花香的生態綠洲。
道真縣是全國兩個仡佬族自治縣之一，位於遵義市北

部。這裏不但敬雀節過得隆重，儺文化也很典型，建有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儺文化研究展演基地——中國儺城。
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被稱為「人類文明的活
化石」。作為古人獵巫避疫、祛厄禳災、祈福納吉的祭
祀儀式，儺是漢族和相關少數民族共有的文化標本。儺
有「禮」和「戲」之分，儺禮在五禮中屬軍禮，禮意是
「軍人戰勝鬼疫」；儺戲則是從儺祭活動脫胎而來的戲
劇形式，是宗教文化與戲劇文化結合的產物。隨着時代
變遷，巫儺歌舞積澱了各個時期不同民族的宗教、文
化、藝術元素，並與其他地方劇種相互借鑒交流，甚至
融入雜技、巫術等內容，出現儺、戲雜陳的局面。有學
者分析，從「儺」字的造字構形看，「隹」與雀有關，
儺文化可能起源於遠古農耕部落舉行的「神雀祭」。
其實，中華文化有龍圖騰，主要來源是神獸崇拜；也

有鳳圖騰，便源於神雀崇拜。多年前，我曾在山東臨沂
的博物館裏接觸到氣勢恢宏的東夷文化（「夷」意為
「身負長弓」），首次感受到神雀崇拜的獨特魅力。開
百王之先的太昊、統百鳥之尊的少昊、后羿射日的傳
說、嫦娥奔月的淒美，無不讓人浮想聯翩。今天，我又
在遵義的大山裏聽到神雀崇拜的故事，並與百姓當下的
生活密切相連。中國文化的廣闊、縱深和立體，由此可
見一斑。
由於行程匆忙，無法到更遠的地方去實地感受烏江流

域的生態和民俗文化大觀，經當地朋友推薦，我們就近
去了雲門囤。雲門囤是一個新開闢的景區，屬遵義市新
蒲新區。雖是匆匆一遊，走馬觀花，卻被那奇特的山水
變奏深深吸引。更難得的是，山水與人文相輔相成，此
行還不經意觸摸到了遵義遠古文明的源頭。
雲門囤景區位於烏江支流樂安江流域。樂安江又名洛

安江、樂安水、牛江、牢江等，古稱鄨水，酈道元在
《水經注》中即有記載。發源於遵義中部綏陽縣田家
堡，過雲門囤山與湄江、湘江合流，匯入烏江，全長93
公里，流域面積709平方公里。
在樂安江流域的千丘萬壑中，分布着蒲場、風華、鄭

場、新舟、團澤等古鎮。五鎮及周邊地區，是商周鄨邑
所在地，鄨人創造了燦爛的古文化。三千多年前，鄨族
首領鄨令正是從這裏走出，協助杜宇氏治水成功，並取
代杜宇氏成為蜀王。古鄨人發達的治水文化，從迄今遺
存的樂安江穿洞工程中可見一斑。
我們一行五人乘船沿樂安江而上，履碧波，穿幽峽，

過險灘，個中妙處，自不待言。青山綠水相逢，水灣山
門相連，沿途美景讓人目不暇接。航行約半小時許，只
見一個寬80餘米、高100餘米的巨型山洞兀立於江面
上，滔滔江水穿洞而過，氣勢恢宏，故有天門、雲門之
稱。關於山洞的形成，素來有兩種說法：一是水力之
功，即千萬年水力穿擊而成；一是天生橋，即由兩邊石
頭拱攏而來。現代學者則分析認為，這極有可能是一個
類似都江堰那樣因勢利導的大型水利工程。當地人稱之
為「穿洞」，或許也是一個佐證。
穿洞周邊，正是遠古鄨人生活的中心區域。察其山形

水勢，穿洞形成之前，江水在這裏應該是通過若干溶洞
暗河流出，或者直接翻過上方的石樑以瀑布形式向外
流。每到春洪爆發，暗河或石樑消水不快，整個流域氾
濫成災。擅長水利工程的鄨人，就利用枯水季節畢數十
年甚至上百年之功，將石樑中的溶洞拓寬拓大而成就了
如此宏偉的穿洞工程。工程完工後，水流暢瀉，「舟楫
濟此無險，得以樂安」，樂安江以此得名。平緩的水流
沿途沖積出好幾個大壩子，均是水草肥美之地。樂安江
流域遂成為百姓安居樂業的高原糧倉，進而成為烏江河
套大婁山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穿洞上下游的石壁上，安放着仡佬先人數百年前的懸

棺。水鳥偶爾飛起，掠過水面，消失在綠野叢中。沿江
山水，宛若畫廊，舟行景移，不知不覺到達此次航行的
終點——牛角塘。這是一個巨大的河灣，亦是除穿洞工
程之外，雲門囤另一個核心景區。附近有古代用兵囤積
糧草的大石洞，有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天眼地縫，有
如從天降的溪流瀑布，山的險峻雄偉與水的纏綿婉轉結
合得天衣無縫。
而在諸般美景中，最觸動我內心的，還是觀星台上挺

立的那尊鄨牛神像。鄨牛亦稱鄨靈，傳為龍王與牛王所
生，獨角三腿，力大無窮，曾隨鄨令治水，立下不世功
勞。看着那堅毅的眼神，隆起的肌腱，埋頭俯衝的姿
態，我彷彿看到了古鄨人在這方水土篳路藍縷，看到了
古文明歷數千年而賡續不絕。

大公文匯馳騁報壇凡近二百載，眾多偉人翹
楚、文化名流、書畫大家都曾為兩報題詞贈
畫，其中不少作品既惕勵同仁，更醒世化人，
傳為美談佳話。面前的這件楹聯書法，是一位
「超級熱心讀者」——靖山先生最近為大公文
匯所題寫。從筆墨表達到文本內涵，令人眼前
一亮，可謂書文並茂，恂為佳作。
筆者對書法略有研習賞析心得，這件作品運

筆行雲流水，氣韻生動雅致，確有可觀之處。
孫過庭《書譜》有言：「翰不虛動，下必有
由」 。這幅行書傳承羲獻正脈而博採多家，通
篇取法俊逸，遠溯聖教序之源，「為」「有」
等字又頗有趙吳興、文衡山之風神。
當下書壇魚龍混雜，一些行草書愛好者自以

為恣意任行、龍飛鳳舞就是高明，其實脫離法
度依託，欠缺正書基礎，站立不穩就想快走、
奔跑甚至飛翔，只能貽笑大方。而這件行書作
品折射着作者不俗的楷書底色：點畫工穩，結
體平正，法度嚴謹。扎實的楷書功底，自然為
行草的使轉靈動打下根基，正可謂「不激不厲
而風規自遠」。
翰墨之外，更值得品味的是這副自撰楹聯的

文本內容。上聯「懷蒼生為大」。「蒼生」最
早語出《尚書．益稷》，唐代劉良注《文選》
指「蒼生者，百姓也」，後人基本沿用這一釋

義。上聯可解讀為：胸懷百姓方為至要至高、
至善至德。下聯「言有物乃文」。《周易．家
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文」字在此可引申為文意神采。下聯可理解
為：筆下循理務實，狀真情、抒胸臆，便是文
采。
縱觀上下聯，內涵彼此呼應，呈現一派正大

氣象：既褒揚中國以民為本的倫理價值，亦展
示士大夫精神的器局襟抱。這讓筆者想起北宋
思想家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
某種意義上講，「懷蒼生為大」何嘗不是「立
命」，「言有物乃文」何嘗不是「立心」，用
傳統文墨表達何嘗不是在「繼絕學」，而激勵
踔厲前行更當是在「開太平」。
尤其值得賞鑒的是，上下聯句末 「大」

「文」二字，一語雙關，除了上文所述之外，
恰好對應大公與文匯，可謂深層遞進，無縫綰
合，文辭之妙，令人擊節稱嘆。不僅如此，
「懷蒼生為大」與大公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
謂公」的宗旨異曲同工，「言有物乃文」與文
匯「文以載道，匯不遺珍」的追求殊途同歸。
靖山先生的一番誠意和匠心，寄託着對大公文
匯的厚愛和期許，亦是對兩大報章同仁鐵肩道
義、不負使命的鞭策。

周前，應香港電台今山老人「講東講西」之邀，與邱健恩暢談金庸，以志他
百歲冥誕。半夜歸家，翻閱了新購的《曾經江湖：金庸，為武俠小說而生的
人》，作者楊照，乃「百事通」也，什麼都寫，筆到他手中，每成一書，都堪
一讀。
這部《曾經江湖》，主力寫金庸，第二章〈武俠小說系譜：集體江湖世

界〉，若干章節卻「非金庸」，如〈逝去的連載小說時代〉〈難以躋身文學行
列的連載小說〉〈古龍的「個性」和「非江湖」〉〈武俠小說的「終結」〉
等。
且說說連載小說。
當然，金庸的武俠小說都是在報上連載而來。「今天的讀者沒有機會感受連

載小說的魅力，那一段可堪懷念的時光。」楊照說，「古龍小說的情節，是靠
着連綿不斷的意外轉折來推動的，這裏突然出現一個人、那裏突然飛來兩枚暗
器、應該死掉的人卻復活了、被點了穴道不能動的人卻動了……這些無窮無盡
的意外轉折，其實都是前面所講的『扣子』。在每天連載故事的結尾，擺上一
個出人意表的神秘現象，於是就達成了『欲知後事，請看明天』的效果。換句
話說，那些都是吊讀者胃口的小把戲，因為必須不斷吊讀者胃口，結果小說中
就非得不斷有意料之外與奇妙巧合了。」
這些「扣子」、「小把戲」，寫連載小說的作者都知道。前些時，我在一個

演講會中，講述倪匡的寫作技法，喻之為「挖坑」與「填坑」，「挖坑」就是
「扣子」，不斷地「挖」，不斷地製造疑團。跟着就是解疑，「填坑」也，逐
個坑逐個填，有些填得平平整整，有些凸凸凹凹，但不理什麼，在「挖」時已
將讀者吸引過去了。
楊照說，連載小說「不只是結構鬆散的問題，而是永遠隱憂着一個呼之欲出

的『然後呢？』」不錯，「然後呢？」在連載小說中往往是傷腦筋的坑。這個
連載小說的坑，成了一些作者的「心病」，所以在事後或成書時作出修正，如
金庸。但更多的是，那是「商品」，已賺了稿費，那便算了，如倪匡。
楊照強調的是，「寫作是一門藝術，創作者必須貫注完美的精神，文體精

緻，敘事結構裁剪合度，一字一句精心潤飾，字裏行間預設伏筆、首尾呼應。
連載小說在創作精神上，與嚴肅意義的小說藝術完全背道而馳。」這說法也不

全是。劉以鬯在報上連載《酒徒》時，是精雕細琢
的，已是一件嚴肅的作品。
至於連載小說有何「優勝」之處？
「連載小說作者會把在漫長寫作歲月中的所遇、

所感、所讀、所思帶進作品裏。每天要交稿、每天
要找題材寫下去，當然逼着作者東抓西撈，拉進什
麼是什麼。連載小說跟着作者呼吸、跟着作者生
活、跟着作者成長或變老。好的連載小說，就是作
者能夠善用這種種生活變化，將小說寫得多彩多
姿，毫無冷場。」
依此而觀，金庸的武俠，不僅有歷史背景，更有

時代的氣息，生活的感受。寫連載小說，端視作者
的態度。

文言文對一般人而言是較難理解的，對於莊子的
高深哲理就難上加難。就莊子一則「知魚之樂」，
筆者將用上輕鬆搞笑的廣東話來詮釋和演繹，讓大
部分人也能明白理解。
莊子係戰國中期宋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

家，亦都係道家嘅代表人物。作為老子思想嘅繼承
同發展者，後世將佢兩個人並稱「老莊」。惠子係
同莊子同期嘅一位學說名家；相傳佢博覽群書，讀
過嘅竹簡可以裝滿晒五部牛車，「學富五車」呢個
成語就係咁嚟。
今期有兩位主角：莊子、惠子呢對莫逆之交。惠

子同莊子嘅思想都有幾大出入，所以佢兩個傾起偈
上嚟好多時都會擦出火花。
話說有日莊子同惠子約埋去濠水散步，行下行下

行到一座橋樑。莊子響橋上面望落條河度，然後就
話：

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鯈音尤）
（你睇啲魚，響水裏頭悠悠閒閒咁游來游去，呢啲
咪魚嘅快樂囉。）
惠子聽完就贈返佢一句：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你又唔係魚，又點知啲魚快樂呢？）

高傲嘅莊子條氣點會順，於是就整句咁嘢彈返過
去：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你又唔係我，又點知我唔知啲魚快樂呀？）

惠子不慌不忙咁回應：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
樂……
（我唔係你，當然唔知道你知乜；不過你都唔係
魚，自然都唔會知啲魚快唔快樂喇……）
佢哋就係咁你一言我一語駁來駁去，邊個啱啲就真係
見仁見智。不過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呢個「知魚之樂」
嘅激辯其實蘊含咗一個哲理：

子非我，安知我不樂？
（你又唔係我，你點知我唔happy？）

就圖中個案，筆者有以下的體會：
就算你閱人無數、個人幾咁精明，都唔好以為自己
百分百了解其他人至得；咁係因為你唔係佢，甚至
連佢自己都未必可以做到了解自己。
筆者一位移居加拿大多年的同窗就上述的課題提

出了以下的精闢見解：
有人說：如果未曾有過相似的經歷是很難去理解別人感受的；又有人說，如果能夠以別人的背

景和角度去理解，定能更加準確掌握。然而，用自己的想像去引發我們過去相關情緒，極可能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從我的經驗來看，最直接也最可靠的是，讓對方的情緒來打動自己、靜心微
觀、全情投入，給我們先天的鏡神經細胞起作用，把對方的喜怒哀樂如實地反射在自己身上。
以上的文字也教筆者聯想到現實生活中稍為有點知識的人就已經常常對人指指點點；真有點

墨水的就更不可一世、自以為是，也熱衷於把自身的經歷投射在別人身上——教人如何做人做
事。可知道相對於廣大淵博的知識大海中以及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人掌握到的相對有限。這些
人的心態和行為更突顯了他們的無知，奈何無知可能是現今世界的主流。

◆黃仲鳴

連載小說

《莊子「知魚之樂」番外篇》：
子非我，安知我不樂？

遵義的文化底色（三）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曉窗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書文並茂 佳話傳世

◆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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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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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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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通」也寫起武俠
小說評論來了。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來鴻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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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靖山先生為大公文匯題寫書法作品

◆靖山先生為大公文匯題寫
書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