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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伴夏夜

豆棚閒話

《清懷文錄》是黃坤堯教授的文言著作，選錄上世紀七十年
代至今2024年，涵蓋古詩文、楹聯、書畫、篆刻等，對於半個
多世紀以來，以香港為主場，擴展至澳門、台灣、內地等的文
壇、學界的發展，進行一幀幀近景式的回放，內容多為首次整
理，彌足珍貴。
此書包括《清懷文言》《清懷聯語》《古木幽岩》三卷及圖
錄一卷。
首卷《清懷文言》選錄駢散文五十篇，雄篇妙文層出不窮，
主要為序跋：敘事、記人、詩評、抒情、寫景、狀物等各種體
例都有。〈澳門路環黑沙獅子亭記〉、〈饒宗頤教授八十壽
序〉、〈祭蘇文擢教授文〉、〈《迷金偈》卷子書後〉諸篇，
文辭優美，靈動雋永，如時間長流中的寶石熠熠生輝，白描似
再現了那個年代古詩詞社團蓬勃發展的面貌，以及舊體文學的
發展，亦側面反映了當時文人的生活與思想。
其中的次卷《清懷聯語》，錄存了一百首對聯，有〈九龍寨
城龍津亭〉〔龍見海雲延宋脈，津回春水入桃源〕、〈中國文
化研究所四十周年〉〔四合玲瓏影，十方今古情〕、〈聯合書
院五十五周年院慶〉、〈清華大學百年校慶〉、〈香港中文大
學中文系五十周年〉〔中和依正道，文質煥貞徽〕等。
三卷輯錄現代繪畫大師溥心畬的《古木幽岩》畫幅，以及數
位當代名家的題詠，有台靜農、汪中、蘇文擢、陳永正等。正
所謂：「千古意悠悠，畫中韻蘊流。」墨蘊五彩，廣大書畫愛
好者可以評品鑒賞，一睹大師的風采，同時由一孔而窺全豹，
從題詠一窺黃教授與同代文人學者的交往事跡。
四卷彩色圖錄四十八幅，賞心悅目，是對前三卷最直觀的補
充說明，包括：溥心畬書畫四件、啟功《蘭竹圖》、滄海樓十
家藏印等。其中啟功《蘭竹圖》，正如書中所述：「右邊竹葉
三叢，左旁蘭草數株倚傍頑石，皴染托墨」，很是吸引眼球，
令讀者大飽眼福；彼時黃坤堯教授尚處而立之年，他與啟功的
合影將時間定格在了1982年的暮春，向讀者展現了大師生活中
平易近人的一面，實屬難得。滄海樓十家有李茗柯、鄧爾雅、
馮康侯、盧鼎公等，「方寸之印」——所見均屬上佳作品，有
的頗具年代，可達百多年之久，有的精巧如小指甲蓋般，玲瓏
雅致。
文言文的特點：言文分離、行文簡練，是珍貴的文化資產。

黃坤堯教授的《清懷文錄》，結
合了香港獨有的文學特色，兼具
廣闊的包容性，成就了一段段文
化交流史上的佳話，具有文化積
累意義以及傳承價值；有利於加
強讀者的古典文學修養，闡發中
華文化的智慧，通過它理解我國
傳統文化的內涵，喚起人們更深
層的思索和體悟。

◆陳慧雯
香港文化發展研究會會長

舊體文學之旅
——讀黃坤堯《清懷文錄》

◆良 心

茶馬古道變綠道
小沙壩服務區是怒江美麗公路綠道的起點。
許多遊客由此沿着綠道漫步或騎行。怒江美麗
公路綠道建設是怒江美麗公路的重要組成部
分。怒江美麗公路是國家交通運輸部國省幹道
改造重點項目、雲南省「大滇西旅遊環線」規
劃重要組成部分，按照「交通+旅遊+產業」
綜合交通發展理念，同期要建設智慧平台、綠
道、地質災害治理、怒江花谷等，最終把怒江
美麗公路建成集安全暢安舒美、旅遊休閒觀
光、民族文化體驗、自助自駕服務、體育健身
度假、生態文明展示、科考科普探險、影視拍
攝基地、特色農業發展、智慧信息平台等功能
為一體的「中國第一，世界知名」的高品質工
程，向世人展現怒江大峽谷的風光美、環境
美、村寨美和生活美。其中綠道建設是重要一
環。
美麗公路綠道起於瀘水市六庫鎮小沙壩橋
頭，止於北部貢山縣丙中洛鎮，串聯怒江大峽
谷瀘水市、福貢縣和貢山縣的16個鄉鎮。綠
道由主線和3條支線組成，總長298.5公里，
其中六庫至丙中洛的主線全長280.68公里。綠
道是美麗公路的慢行系統，更加廣泛、深入地
串聯起沿線眾多自然旅遊景點和特色村鎮，與
美麗公路共同構成「快進慢遊」的旅遊交通
網。在綠道上騎行，一路都是綠色相隨。從車
上看，綠色中有各種民族風格的村寨，從山腳
依山坡所建的村村寨寨，通過吊橋跨過怒江連
接到美麗公路。那些在山腰上有的甚至快到山
頂的村寨，除了吊橋山上似乎都沒有什麼路。
路上不時看到路邊有村民在往騾馬背上的簍子
裏裝卸物資，或趕着負重的騾馬上下山坡。每
隻騾子的肚子鼓鼓滾圓的，據說一頭騾子最多
能馱400斤。每當看到那些騾馬，才會從眼前
的美麗公路穿越去古時的茶馬古道，想起古時
這裏的人就是用這種最原始的方式往山上運
輸，耳邊也彷彿聽到了峽谷中傳來馬幫悠遠的
鈴聲。
據介紹，美麗公路綠道的路線和基礎，許多
都是當地以前的茶馬古道和人馬驛道。馬幫是
近代雲南的主要運輸工具。在1910年滇越鐵
路通車和1938年滇緬公路通車以前，雲南境
內所有貨物的長短途運輸全靠人背馬馱。即便
是在兩條交通幹線開通以後，雲南除交通幹線
以外的其他地區，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馬。怒江
州境內的茶馬古道（人馬驛道）最早是由步道

拓寬而成，以明代的運鹽驛道開通為標誌，馬
幫開始融入到怒江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中。新
中國成立前，全州境內能通行的馬幫驛道有
600多公里，主要集中在瀘水、蘭坪兩縣境
內。怒江州中部福貢縣境內有多條通往緬甸的
人馬驛道。1942年，入緬甸同日軍作戰的中
國遠征軍新編第96師，失利後從野人山北上
撤退，就是從怒江州福貢境內的人馬驛道，穿
越國界，「溜索」渡過怒江，撤回國內的。
新中國成立後，駐怒江解放軍官兵與當地群
眾齊心協力，恢復重建、加寬維修和新建了通
往祖國內地和邊防的驛道，到1990年時達到
鼎盛時期：全州境內有驛道達267條，總里程
7,826公里，這些驛道包括通往西藏的「邊境
驛道」、通往緬甸的「國防驛道」、通往鄰近
州縣的「省驛道」、通往境內縣鄉村的「地方
驛道」和供零星馬幫和人通行的「非標準驛
道」。全州重要幹線驛道共有11條，里程最
短的65公里，最長的450公里，行程3至9天
不等，沿途建有驛站（轉運站），舊時稱「哨
房」或「救命房」。怒江州是全國最後一個解
散國營馬幫隊的偏遠山區。
2017年雲南省對怒江州內現存茶馬古道資
源進行調查。通過調查掌握了全州茶馬古道路
線的分布、走向和現存狀況，並發現有些茶馬
古道路段仍在使用，許多路段則因為公路的開
通和人員的移居不再使用。許多路段遺址及周
圍建築都被野草覆蓋。此次調查工作為怒江州
全面掌握茶馬古道的資源情況，制定保護和利
用好茶馬古道路文化線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今的怒江茶馬古道，已基本聽不到馬幫鈴
聲，但怒江茶馬古道還在，還在峽谷上逶迤而
行，只不過它們變成了一條條美麗的綠道。
綠道建設深入完善了怒江區域旅遊交通基礎
設施，廣泛改善了旅遊自然和人文環境，提高
了旅遊線路和網點的服務水平。現今的怒江美
麗公路綠道已遠非當年的茶馬古道和人馬驛
道。不僅路況安全，景色秀麗，而且有很好的
服務配套。根據綠道建設要求，在交通基礎設
施建設過程中，積極融入綠色低碳、生態和諧
理念。交通沿線增綠擴美，提升綠化美化水
平，打造生物多樣、季相明顯、功能完善的綠
化景觀廊道。美麗公路串聯峽谷，綠道花草如
茵……美麗公路美景延伸，又繪就了一幅幅綠
美畫卷。

同時綠道全線建立智慧交通管理平台，提供
交通運行狀態監測、氣象監測預警等多種服
務。綠道沿線共設置服務驛站57處。一級服
務驛站包含停車、驛站服務、觀景三大功能。
驛站服務包含管理中心、衞生間、廊架、營地
等提供旅客服務，售賣、餐飲、自行車租賃、
解說、住宿等多種服務形式。驛站觀景區主要
體現休憩、眺望觀景的功能。二級服務驛站主
要功能與一級驛站相同。三級服務驛站主要為
觀景作用。
在建設綠道的同時，在綠道沿線開發個性
化、多樣化的線下旅遊新業態新產品，特別是
培育特色村鎮，建設一批「因形就勢、體量適
度、融入自然、內在高端」的最美「半山酒
店」。這些「半山酒店」，可能是茶園酒店、
梯田酒店、雨林酒店、鮮花酒店，也可能是溫
泉酒店、峽谷酒店、雪山酒店、草地酒店，酒
店大都與山相伴、依山而建，所以將其統稱為
「半山酒店」。綠道沿線半山酒店的建設，推
動了區域旅遊產業全面轉型升級，對促進旅遊
區域內的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綠道將
半山酒店、溫泉、農家樂連接在一起，與半山
步道、江岸廊道、特色小鎮等一起構成怒江旅
遊「會客廳」，真正實現了「交通+旅遊」的
緊密結合。遊客在半山酒店泡着溫泉，靜觀峽
谷風景，聆聽怒江濤聲。原本封閉貧窮的怒江
峽谷，成為遊客心中美麗幸福的遠方和詩歌。
蜿蜒於怒江大峽谷之中的美麗公路承載着騎

行者遠行的夢想，讓怒江大自然觸手可及。綠
道構成了美麗公路的「慢遊」網絡，與公路或
並行或分離，並與國家步道銜接融合，為旅客
慢下來飽覽怒江大峽谷壯麗的自然風光和體驗
怒江多彩的風土人情創造了條件。尤其是綠道
慢行騎行系統，融入住宿、單車租賃、探險支
線指引系統、沙灘棧道等，聯動周邊景區景
點、遺址遺蹟、傳統村落，為遊客提供了多種
體驗方式。在怒江大峽谷綠道「騎樂無窮」，
道邊滔滔的江水、險峻的崖壁與飄散的薄霧組
成了一幅令人癡迷的山水畫，可放慢騎行速
度，真正體驗「車在景中走，人在畫中遊」的
意境。

◆包元安
浮城誌

師生園地

味道，不一定要用嘴巴品嘗，還可以用身體的所有感
官去體會，再結合我們的見聞，從心去感受。這次的研學
活動，讓我領略了四個城市不同的味道。
從香港到北京，航班晚點半小時。而主辦方的工作人員

沒有任何不耐煩，不但噓寒問暖，更搶時間為我們多安排
了一個行程——趕在國家奧林匹克公園熄燈前，去欣賞鳥
巢、水立方的夜景。可以說，我一下飛機就感受到了內地
濃濃的人情味。在北京大學，除了飽覽燕園悠悠的美景，
更有機會聆聽4位來自香港的同學分享他們各自在北大的
生活。他們都是學霸，都是年級名列前茅的精英們，卻沒
有選擇香港的大學繼續奮鬥，來到了北京這個他們口中
「學習很卷」的地方。他們是香港青年的優秀代表，在北
大深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把自己的青春才華
融入祖國的懷抱，和內地的莘莘學子一道，用學識創造未
來、報效祖國。在我看來，這裏面蘊藏着愛的味道。
一邊喝茶，一邊看戲，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孩子很難體驗

到的東西。我們生活在一個互聯網的世界，每天被短視
頻、流行音樂所包圍。但是真正體會到文化的途徑就只有
親身去感受，去體驗。我們到了老舍茶館，這個在不斷變
遷的城市中碩果僅存的老北京茶館。看着一個又一個對我
們來說很新鮮的節目，有些對我來說的確不容易一下子領
會其奧妙，比如京韻大鼓，我實在聽不懂那麼多捲舌音，
但我還是樂在其中，因為相聲、變臉、魔術、雜技這些中
華傳統文化的種類，裏面有一種很親切的中國人的味道。
文學，是能夠改變人類思想、推動歷史進程的人文工具

之一。我們來到中國現代文學館。櫻花盛開、楊柳依依，
心曠神怡。中國人講究的園林特色，在這裏都可以看到。
最特別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的雕像，散落在花園中
的不同位置，向我們展示着他們的神采。走進展館參觀，
細品歷史如何改變當代文學，看着當代文學如何改變歷

史。從文學革命到繁體字轉簡體字，這些文學、文字、文
化背後的歷史進程，正在影響着我們一代一代的人們。文
字的味道是我最喜歡的。
從北京到揚州，我們沒有乘坐便捷的飛機，而是乘搭了
曾經是中國最豪華的交通工具——綠皮火車。從氣蘊輝煌
的北京站上車，經過了水洩不通的檢票口，終於擠進了車
廂。我們睡的雖然是全車最舒服的臥鋪，可是撲面而來的
是陣陣的汗臭味。一個四個人連轉身都很難的車廂裏面，
加上可以放行李的位置不多，睡得並不舒服。可是，隨着
科技發展，這種味道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再不會出現，這也
讓這個體驗變得彌足珍貴。
到了揚州和南京，我們走到了招商局金陵船廠。看到很
多我從沒接觸過的工具儀器。伴隨着淡淡的海水味，我們
走進了一輛正在建造的船，看到了船艙內部結構，進到了
駕駛室。放眼望去是密密麻麻的按鈕和屏幕，有我看不懂
的專業名詞和縮寫，還有複雜的控制系統，但我依然樂在
其中，享受着這獨一無二的體驗。這樣的安排，是任何旅
行社都無法做到的，而且招商局金陵船廠的老師們一路陪
伴，讓我們感受到情意滿滿。
最後一站是上海，一個充滿時代感的大都會。在外灘享
受着日夜交替的景色，我不禁想到了維港和香江。是多麼
相同，又是多麼不同。香港更多的是國際化，把全世界的
文化集合的地方；上海更多是新舊交融，傳統的西式建築
搭配着中國最新最快的企業科技。這一種城市味是前面的
三座城市都沒有給到我的。
十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從四個城市領略到了它
們獨特的不同味道，用眼睛去看，耳朵去聽，嘴巴去嘗。
我用身體感受了這個屬於我們炎黃子孫的味道。
期待有機會參加「華夏博覽看今朝」後續的活動，再遇
見更多獨特味道。

◆梁均溢
英華書院中二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此詩是杜甫47歲那年冬天，自華州赴東都途中所
寫。杜甫在《壯遊》中寫道：「快意八九年」，是他
最快樂的那兩次漫遊。其它時期都是不能快意的。特
別是這次在華州被貶，當時杜甫做着一個左拾遺的
官，可惜壯志未酬，即被牽連宰相房琯的案中而遭此
厄運。赴華州途中，經過閿鄉得到姜侯的熱情款待，
令杜甫深感安慰。席上寫下此詩，詩的開首即寫出時
間、地點：「姜侯設膾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
凍未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
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
葱。」
冬天的魚獲不易得，此時杜甫慨嘆自己已成老翁，

肥美的魚腩怕消受不了。說來，吃魚確實是要吃魚
腩。本地最為價廉物美的魚類當取鯇魚，特別是冬天
的鯇魚最為肥美，肉質也結實。買一塊鯇魚腩，按骨
形斬成約1吋大小，加入生粉鹽略為撈醃。起油鑊下
薑葱爆炒，再加入略醃的魚腩同爆炒，收慢火，加蓋
焗煮，讓鑊蓋的水蒸氣滴在魚塊中，乾煸一會兒熄火
再下生抽、糖兜勻即可上碟，不要贊酒，此味乾煸鯇
魚腩也很肥美，杜甫如在世也可讓他一試。

──杜甫之三（唐代）

三十七 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節選）

杜 甫 閿 鄉 姜 七 少 府 設 膾 戲
贈 長 歌 （ 節 選 ）

落 碪 何 曾 白 紙 溼 ， 放 箸 未 覺 金 盤 空 。
偏 勸 腹 腴 愧 年 少 ， 軟 炊 香 飯 緣 老 翁 。

戊戌秋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美麗公路綠道美麗公路綠道。。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清懷文錄》，香港：初文
出版社，2024年4月

味道
——「華夏博覽看今朝」港生內地研學活動

夏日的長夜，如一首悠揚的詩，訴說着
季節的輪迴和生活的靜謐。夜幕降臨，我
便在書房裏開一盞小燈，讓思緒隨風飄
遠，感受那獨特的夏夜韻味。我坐在書桌
前手捧書籍，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書
中的文字，如同精靈般跳躍在紙頁之間，
引領我穿越時空，領略古今中外的風情。
書中，我與古代文人墨客握手問安。他
們或揮毫潑墨，書寫豪情壯志；或低吟淺
唱，抒發離愁別緒。我彷彿聽到屈原在江
邊高聲疾呼，感受到杜甫在茅屋前的無奈
與悲憤，看見大詩人李白雙手剪背，高歌
而去……這些歷史的聲音，穿越了千年的
時光，令我產生共鳴。除了歷史的沉澱，
這夏夜的書香還散發着現代的氣息。我讀
到了那些描寫城市繁華與落寞的文字，感
受到了作者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使我更
加珍惜眼前的時光，也對未來充滿期待。

我從書中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書籍是
智慧的結晶，每一本書都是一座寶庫，裏
面蘊藏着無盡的寶藏。通過閱讀，我們可
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拓寬視
野，增長見識。這夏夜的書香，彷彿是一
把鑰匙，為我打開了知識的大門。
讀書還帶給我心靈的慰藉。在忙碌的生
活中，我們時常感到疲憊和迷茫。而書籍
就像是一位朋友，陪伴我們度過每一個孤
獨的夜晚。在書中，我找到力量和前進的
動力，也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溫暖。
夏夜讀書，把自己置身於書的情感裏，
隨書裏的文字，自由翱翔。時而幽嘆，時
而拍案叫絕。在這裏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
內心世界。這裏充滿了智慧、力量和溫
暖。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無論遇到什
麼困難和挑戰，我都會堅定地前行。書香
伴夏夜，願每一個夏夜都能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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