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蜜餞歷史
悠久，在漢
代 已 有 雛
形，歷經多
次改進流傳
到今日。圖
為年貨街售
賣的蜜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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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有「起雞皮」的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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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氣鹿門山成孟浩然心靈之鄉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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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節課上，看完同學的
角色扮演後，有學生說：
「哎呀，這表演讓我起了一

身雞皮。」隨後就有學生問：「老師，普通話有『起雞
皮』這個說法嗎？」我回答：「在普通話裏通常說『起
雞皮疙瘩』。」學生很疑惑，不明白什麼是「疙瘩」。
「疙瘩gē dɑ 」這個詞語在粵語裏沒有，學生們肯定
會感到好奇，而在普通話裏這個詞卻經常用，而且詞義
豐富，以下是幾個例子：
1）泛指皮膚上突起的或肌肉上結成的硬塊。如《老
殘遊記．明湖居聽書》描述某個男子「長長的臉兒，一
臉疙瘩。」；又如「姐姐不吃炸的東西，怕臉上長疙
瘩。」
2）指小球形或塊狀的東西。如「冰疙瘩」、「麵疙
瘩」。在北京有一種特色小吃叫「炒疙瘩」，它的做法

是將麵團、肉和蔬菜切成小塊，然後一起炒製的，類似
香港的「炒粒粒」。順便一提，把食材切成的小塊，在
普通話裏說「丁」，如「宮保雞丁」；而在粵語中則稱
為「粒」，如「鹹魚雞粒炒飯」。
3）指繩結。如：「在這根繩子上打個疙瘩。」
4）比喻不易解決的問題或矛盾。如「小明心裏有個
疙瘩解不開」，連續劇《大宅門》（第九集）中提到：
「我們兩家結着疙瘩。」
5）指不平滑、不順利，如「路上淨是石子兒，疙疙
瘩瘩的，不好走」；又如「這事情辦得疙疙瘩瘩的。」
在課堂上，如果能善於根據學生的提問，趁機給學生

介紹普通話詞語的不同用法，並舉生活中的例子說明，
無疑可以增添學生的學習趣味，提升他們的學習效果。

◆本文內容由周博博士提供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整理

出於秦嶺南麓的漾水、沮
水、玉帶河在漢口匯合成漢
水，在武漢流入滾滾長江；
襄陽兩岸坐落許多名山，遠
看如同仙人聚會，氣象不
凡，鹿門山和峴山隔江相

對，如同兩個仙人隔江對弈。此外又有獅子山、
香爐山、霸王山等眾山環列四周，如同眾仙觀
棋，但見群山林木蒼莽、雲遮霧繞，四時花開花
落，鳥唱清幽，真的有如神仙境界。
其中，鹿門山最為殊勝，漢光武劉秀聽說此山
靈秀，特來遊覽。傳說劉秀夜宿山間，竟與侍中
習郁「共做一夢」。
他們夢見有兩隻梅花鹿在山上迎接。劉秀覺得

此為天意，便命習郁在山中建一廟宇，廟前立石
碑，上刻夢見的兩隻梅花鹿。老百姓於是稱此廟
為鹿門廟，此山也因此得名鹿門山。
三國時期，有一智者龐德公，本與諸葛亮、龐
統、徐庶齊名。他隱居於鹿門山，卻名揚天下。
荊州刺史劉表聞其名，特去拜訪，邀其出山為
官。龐德公拒絕，說：「世人皆求富貴功名，卻
將危難留給子孫。大家不是見到商湯得了天下，
但商紂的首級就掛在周室的旗幟上嗎？」劉表無
言以對，龐德公也隱居於鹿門山，採藥終老。
有一個住在峴山的青年，讀到這些傳說後，慕
名來訪鹿門山。他乘船渡過漢江，晨霧還未散
開，縈繞在半山腰上，如絲帶般輕盈地浮動。江
面上有飛來飲水和捕食的禽鳥，牠們有時又在白
沙洲上徘徊。山頂的樹已露出樹冠，陽光透照上
面，閃耀着光澤。鹿門山的輪廓在晨霧中若隱若

現。青年人被眼前景色迷住了，他一路行行止
止，在山上懷古流連，彷彿眼前的石床苔蘚，都
留有龐德公的生活痕跡，那縹緲白雲與孤芳丹
桂，都是龐德公隱居時的樣子。
青年歸家後，對龐德公仰慕之情愈深，按捺不

住寫下這首《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

沙禽近方識，浦樹遙莫辨。

漸至鹿門山，山明翠微淺。

岩潭多屈曲，舟楫屢迴轉。

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

金澗餌芝朮，石床臥苔蘚。

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

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

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

探討意未窮，回艇夕陽晚。

不錯，這青年就是唐代大詩人孟浩然。他出生
於襄陽城一個書香門第，九歲才開始讀書習劍。
自從探訪過鹿門山後，他的一生好像跟鹿門山結
下不解之緣。幾年後，他跟好友張子容一同，再
次來到鹿門山隱居、讀書。他覺得鹿門山山高林
深，如有仙氣圍繞，更可令他感受到天然的風
雅，帶來寧靜的文化氣息。
鹿門山成了孟浩然心靈寄託之處，此後他心中

不安、仕途蹇滯之時，他都會想起鹿門山，想起
休養生息的閒適生活。
這裏雖然寧靜，但離襄陽城不遠，孟浩然既可

在此安心讀書，也可與朋友交往唱和。
一天，有個老朋友剛收了些新穀子，邀請他品

嘗，他欣然前往。一路上綠樹成蔭，風光如畫，

老朋友的村莊全被這青山綠水環抱，靜謐而安
然。偶爾傳來一兩聲雞鳴狗吠，為這田園風光平
添幾分鄉村風味。這些「但道桑麻長」的野趣，
非官僚政治那些勾心鬥角、權力互爭可比。田園
景象觸動了他的心，索性提筆成詩：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過故人莊》）

在鹿門山的山腰處，孟浩然收集樹枝，圍成一
圈有籬笆牆的小院子。四周古樹參天，溪水潺
潺。院子的花兒在和煦的春日裏爭相盛放，老樹
長出新的枝葉，讓鳥兒紛紛在樹冠中築起新巢。
春天的某個早晨，孟浩然在吱吱喳喳的鳥鳴聲

中醒來。憶起昨晚雨疏風驟，不知多少花兒被風
雨摧殘了？他記錄下了這一刻所思：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曉》）

孟浩然詩名卓著，李白稱他有如輕風明月，亦
多次寫讚揚他：「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孟浩然曾有機會出仕，也曾面見過皇帝，但始終
宦海浮沉、幾進幾出，皆未有顯赫成就。不過，
他每逢失意，就會回到鹿門山的懷抱。劉禹錫
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鹿門山也不算
高，但龐德公、孟浩然皆在此生活，足以令後世
之人生出無盡嚮往。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近日帶
了一個大
學交流團

到廣西南寧。負責這個項目的朋友是
廣西人，知道我是個吃貨，所以特意
帶我嘗了廣西「酸嘢」（意即酸的東
西）。這是廣西的特色小吃，用不同
的瓜果（例如青木瓜、芒果、菠蘿
等）拌以酸醋、辣椒、白糖等腌製而
成。
酸嘢一般只是輕度醃漬，口味通常
是酸甜而帶點辣。這讓我想起了蜜
餞，相比而言，蜜餞屬於重度熬煎，
口味比較單一，都是甜的。不過，蜜
餞的發展歷史卻十分悠久。
據一些論文的說法，漢代已有用新
鮮花果放進飴糖（麥芽糖）熬煮的做
法。到了唐代，熬製蔗糖的技術從西
域傳入中原，蔗糖漸漸取代了工藝更
為複雜的飴糖，成為了甜味調料的主
流。到了宋代，熬製蔗糖技術日趨成
熟，而宋人在漢唐蜜餞製作的基礎
上，開發出更多的口味。
吳自牧《夢粱錄》記載了當時有

「十色蜜煎」，這個蜜煎，其實就是
我們今日說的蜜餞。《說文解字》：
「煎，熬也」，蜜餞就是把瓜果放進
糖膏中熬煎、濃縮，一方面變化它的
風味，另一方面延長它的保質期。

宮廷蜜煎豐富精緻
宋人熱愛蜜煎，所以也研發了多種
款式，像「蜜金橘」「蜜木瓜」「蜜
林檎」「蜜金桃」「蜜李子」「蜜木
彈」「蜜橄欖」「昌園梅」「十香

梅」「蜜棖」「蜜杏」等（《西湖老
人繁勝錄》）。
皇室更設有蜜煎局負責其司，根據
周密《武林舊事》（卷九《高宗幸張
府節次略》），宋高宗駕幸張俊府第
的御筵，菜單中的「雕花蜜煎」是席
前重要的小吃，而且會在席前分批呈
上。這一席御筵菜單相對前文所說的
更為精緻，像「雕花梅球兒」「雕花
紅團花」「雕花金橘」「雕花棖子」
等。
到了大時大節，蜜煎局更加忙碌。
例如在七夕節時，蜜煎局會用「鵲橋
仙」故事作為主題，製作一種水蜜木
瓜蜜煎。到了除夕，蜜煎也會跟時
果、十般糖等，進呈大內作為「消
夜」（《夢粱錄》）。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民間也跟着吹起蜜煎之風。根據《西
湖老人繁勝錄》記，到廟會的時候，
官員子弟都愛安排隨從沿路托着「諸
色果木蜜煎勸酒」。所以，無怪乎杭
州大街也置有一間「周五郎蜜煎舖」
專售蜜煎（《夢粱錄》）。
經歷了宋代的急速發展，到了明

代，蜜餞已經風靡全國，而且更因應
原材料、鄉土口味、加工條件的不
同，形成了各種具有地方特色的蜜
餞，例如京式蜜餞、廣式蜜餞、蘇式
蜜餞等。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
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主要
教授「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
譽文學士」課程，曾出版多本香港
歷史、文化專著。

自由戲文

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近年來，
愈來愈多人提倡親子教育的重要，家長也可算是
教育工作者，因此在教育兒女方面也應謹慎而
為。
筆者年少時不時聽到人說：「寧教人打仔，莫
教人分妻。」相信沒有太多人會教人分妻，但確
實看見過有不少人喜歡教人教兒。教人教兒，本
身不是問題，孟子更提出「易子而教」的概念。
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有時候，把兒女
交託給別人來教導，親子之間便可免傷和氣，前
提是所託付的人謙虛溫柔、情理兼備。
在親子教育方面，有幾個值得別特留意的地
方，以免有所偏差。

固執偏聽不可取
多年來，筆者曾遇過一些家長，他們到學校投
訴時，還未弄清事實本末，已經作出「裁決」，
表示自己的孩子是個絕對誠實的「證人」，故此
自己孩子說的便是真相。
筆者不是在叫父母不去相信自己的孩子，只是
孩子的認知能力可能未夠成熟，以致他們在接收
信息、理解信息和表達信息三方面都有可能打了
折扣；加上家長尚未了解事情，家長同樣會在接
收信息、理解信息和表達信息三方面再打折扣。
因此凡事先查明事實，是教兒的重要原則。
人是具情感的個體，因此在判斷時避免感情用

事。有些時候，家長的情緒會被孩子的情緒所牽
動，筆者曾聽過家長這樣說：「你看，孩子已哭
成這個樣子，難道還會說大話嗎？」按照邏輯謬
誤分析，一個人哭得如何傷心與他所說的話是否
屬實，可以是不相干的。要接受孩子有情緒，在
疏導孩子的情緒後，還要繼續了解真相。
現今的家長是很喜歡用社交媒體的，筆者得知

各級各班都有家長開設的網上社交群組。透過網
上社交群組來互通消息，善意提醒，不是很好

嗎？不過，按筆者觀察，如果家長透過社交群組
來教人如何育兒，那就要小心了。
同學在學校出現的任何狀況，其實家長都不是

親自目睹的，萬一在網上社交群組轉發的內容與
事實不符，而家長又不先去作出求證，便在網上
輕言批評別人，情況或將落入不堪設想的境地。
衝突雙方可能會拉攏其他人來進入自己的陣營，
堅持自己是對的、別人一定是錯的，於是意見變
成自以為是的事實，甚至由此引發更多偏見。如
此下去，情況便走進惡性循環，一發不可收拾。
這種「以訛傳訛」、「非其所是、是其所非」

的做法，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為一些家庭帶
來傷害。家長的惡意中傷，更令一些孩子被妖魔
化。家長之間的矛盾，最後更可能會演變成孩子
之間的矛盾，令他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又是何
苦？
在過程之中，最怕遇上一些逞強的家長，處

處作出「專業」指導，筆者曾遇上一些當老師
的家長，他們有時會向其他家長說：「我是一
名資深老師，我才是最明白孩子的。」荀子說
得好：「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
愚。」實在是很好的提醒。大家應心存謙卑、
温柔應對，就像解開「線球」一樣，找出線
頭，逐步化解問題。
老子說：「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又說：「聖人不病，以其病病。」知道自己認知
不足，那就好了；自己明明認知不足，還以為十
分了解，便容易出現問題。聖人能不出現問題，
是因為他們懂得謙卑自省。孔子說：「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
知道就承認自己不知道，這才能認清自身問題，
加以改進。
《中庸》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作為教育工作者，無論如何困難，也須回
歸師心、守住師德、發展師才，真誠地去愛和教
導每一位孩子。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
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
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教書育人者 更應謙卑自省

◆「酸嘢」是廣西的特色小吃。 網上圖片

◆鹿門山有詩山、隱山、佛山之稱，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