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那麼一些小小的、確切的幸福時
刻，也有那些不經意間觸動人心的微感動。它們可能平
凡無奇，卻如珍珠般點綴在生活的長河中，閃爍着獨特
的光芒。
一個清亮的早晨，當第一縷陽光透過窗欞，帶來一天

中溫暖的問候，我們迎接新的一天了。此刻，一杯熱騰
騰的咖啡或一杯清香的熱茶，都能成為喚醒我們精神的
良藥。抬眼瞧去，三兩隻綠鳥踩動枝條，幾聲脆脆鳥鳴
清越入耳。這些小小的日常，雖然看似微不足道，卻讓
我們感到生活的美好與溫馨。
走在路上，偶然瞥見幾朵盛開的粉色花瓣，或是聽到
一陣悠揚的歌聲，都會讓我們心情愉悅。這些美好的瞬
間，彷彿是大自然對生活的饋贈，讓我們在繁忙之餘，
感受到一絲寧靜與紓緩。
與家人、朋友相處時，那些簡單而真摯的關懷與問

候，常常讓我們感動不已。一個擁抱，一句「你辛苦
了」，或是為對方夾菜、遞水的細小舉動，都充滿了濃
濃的親情與友情。這些微小的情感交流，讓我們感受到
彼此的存在與支持，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個個突如其來的小驚喜，也總能給我們帶來精神的

喜色。比如，收到一封來自遠方朋友的來信，或是在購
物時意外發現心儀已久的物品。這些小小的驚喜，就像
生活中的小確幸，給我們帶來心情的歡樂和期待。
隨着夜幕的降臨，一天的生活逐漸走向尾聲。然而，

在這最後的時刻，生活仍然不忘給予我們最後的溫柔。

當我們在歸家的路上抬頭看到滿天繁星，或是感受到晚
風輕拂臉頰的愜意，心中不禁湧起一股愜意與滿足。這
些日常中不經意的細節，都在向我們述說着生活的詩意
與溫情。
生活中的小確幸與微感動，雖然看似瑣碎，卻擁有不
可忽視的力量，它們能夠讓我們在忙碌和壓力中保持心
靈的放鬆和平靜。讓我們更加珍惜和熱愛這個世界，只
要我們用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的美好無處不在。讓
我們珍惜這些碎碎念念的瞬間，用心體會它們帶給我們
的感動與幸福吧！
有時候，生活中的小確幸和微感動並不需要尋找，它
們就在我們身邊，陪伴我們度過每個瞬間。那些看似平
凡的日子，其實充滿無盡的美好。只要我們有一雙善於
發現的眼睛，就會感到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如今，我開始更加珍惜這些生活中的小確幸與微感
動。我學會了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停下來欣賞一片落葉
的美麗，感受大自然賦予的寧靜與和諧；我也學會了在
與人相處時，多一分關心和理解，給予他人一個微笑或
一個擁抱。因為我知道，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也
許正是他人所需要的溫暖和力量。
生活中的小確幸與微感動，也像是一盞盞明燈，能夠
點亮我們前行的路。它們讓我們明白，生活中的每一個
瞬間都是寶貴的，都值得我們去珍惜和感恩。讓我們用
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個美好瞬間，讓這些小確幸和微
感動助力我們堅定地甩步前行。

中環是香港的超級CBD，不但名符其
實，而且全方位呈現。中環之「中」，首
先表明它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地理中
心，同時也是行政中心、產業中心、消費
中心和文化娛樂中心。這裏高度集中了整
個城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具備了
金融、貿易、服務、展覽、諮詢等多重功
能，並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與通訊條件。
人口居住密度不大，但人員流動及相關經
濟要素卻是最密集的。
無論外地還是本地有影響的大公司，特別
是金融機構，總是想方設法把總部設在中
環。且不說像滙豐銀行、長江實業、中銀
香港那樣的巨無霸，它們已成為中環乃至
整個香港的標誌。凡是想在江湖上混出點
名堂的企業，都把在中環擁有辦公地點視
為企業信用的擔保。每到中午，黑壓壓的
西裝革履布滿中環大街小巷，都是從高檔
寫字樓裏走出來的白領打工族，或去見
人，或去就餐，成了這座國際金融中心的
一道獨特風景。置地廣場、太古廣場等頂
級商業綜合體裏絡繹不絕的人流，不斷刷
新着人們的購物體驗。而到晚上，蘭桂坊的
不眠之夜，又給人帶來無窮的想像空間。
位於中環海濱的皇后碼頭，是歷任港督
抵港履職的第一站，也是他們卸任離港的
最後一站，見證了香江一個多世紀的風風
雨雨。而當1997年香港回歸大典結束後，
查爾斯王子在末任港督彭定康陪同下，從
皇后碼頭登上軍艦黯然離去，一個時代至
此落幕。十年後，皇后碼頭被依法拆除，
原址附近建起了佔地約17,000平方米的添
馬公園。在寸土寸金的中環，擁有如此大
面積的濱海公園，讓人嘆為奢侈。這裏現
在是市民休閒的好去處，也是眾多大型活
動的舉辦地，續寫着新的香江傳奇。
儘管中環能量巨大，但終究是彈丸之
地。不斷膨脹的人口流動需求，迫使它選
擇「向上要空間」，別具特色的天橋系統
應運而生。天橋作為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
的人行上跨橋，屬於城市交通網的元件，
稍大一些的城市都有，並不罕見。但香港

天橋有其獨特之處，每每以網狀呈現，形
態生動，功能豐富，自成系統。而當天橋
成為系統，它就不只是天橋了。就像樹木
成為森林，溪流成為大海，壘土成為高
山，都超越了本體，進入另一番因果之
中。
都說香港是一座立體的城市，人們首先
想到的自然是林立的高樓在狹窄的街區間
拔地而起，直衝雲霄。這固然不錯，可最
能體現香港立體性的，還在於它的交通。
林立的高樓可以看作這座立體城市的硬
件，或骨骼，多樣化的交通則是它的軟件
和血液。中環是典型代表，立體的交通網
絡可以說是上天入地，海陸空通吃。地面
有層疊盤旋的快速公路網，地下有密如蛛
網的地鐵系統，海上有天星輪渡、離島航
班及城際快艇，還有快速輕軌鐵路直通香
港國際機場。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而尤
為人稱道的，還是它發達的天橋系統。
1973 年，中環地區第一條人行天橋落
成，連接著名的康樂大廈（現名怡和大
廈）與太古大廈（現名遮打大廈），橫跨
於車水馬龍的干諾道上空。隨後，經過數
十年建設，「中區人行天橋系統」橫空出
世。它起自上環信德中心，終至灣仔會展
中心，覆蓋整個中環。無以數計的購物廣
場、寫字樓、住宅公寓、休憩場地，被四
通八達的天橋串聯起來，形成一個自我循
環的世界，幾乎把香港主要的商業機構都
納入其中。初來乍到，在天橋上迷路是常
有的事。如果你願意，完全可以整天都不
接觸地面上的街道，而生活在天橋系統之
中，盡得其利。購物返工會友，無需打傘
遮陽避雨，不會呼吸汽車尾氣，不用提防
路口的紅綠燈……
天橋始於交通，卻不限於交通，它的功
能已從單純的人行通道升華到更多用途和
層面，充分體現在別具特色的商業性、社
區性乃至審美性上。盤根錯節的天橋系
統，與公路、地鐵、航運連在一起，大大
拓展了中環的物理空間。單從形式上看，
空中，地面，地下，這就是三個中環的體

量。如果再考慮到各種要素在同一空間內
流動會更加便捷，相應的功能劃分更加合
理，使用更加充分，效率會成倍提高，就
不止是數學意義上的三五個中環了，而是
幾何級數的功能裂變。或許，從中區人行
天橋系統中，我們可以窺見香港這個彈丸
之地何以成為國際大都市的秘密。
當商場與天橋系統融為一體，市民即便

只是路過，也會不由自主被商品吸引而成
為消費者。商業場所用於維持秩序的保
安、監控或其他守則，對進入這個空間的
人形成約束，人們彷彿約定俗成地不抽
煙，不追逐，不喧嘩，自覺履行着這一空
間由裏而外的文明規範。城市文明秩序，
在天橋系統所營造的環境中，潛移默化地
建構和滋生起來。可見，天橋系統已成為
一種強大的物質力量，潛移默化地改造着
香港的城市格局，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際，香

港矢志成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
人」。按李家超特首的說法，香港一直扮
演着遠超其地理規模所示的角色。這一角
色定位，彷彿是從中環的歷史基因和現實
意象中走來，似曾相識，而又倍感親切。
由此想到中環上空豎立的香港城市標
誌——多彩飛龍，想到2001年為迎接新世
紀到來而推出這一城市標誌之時，時任特
首董建華滿含深情地致辭：「這是我們向
全球推廣香港的新策略主要部分。香港的
新形象標誌顯示香港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創
新思維。」
立體的香港，融通的香港，創新的香
港，中環是它一如繼往的形象代言人。百
般感觸，特以《中環天橋》為題，賦詩一
首，向這座永遠活力四射的城市致敬：

曲折蜿蜒廣廈間 丹藤翠蔓舞蹁躚
一灣華彩當空去 疑是群龍戲九天

《水滸傳》是「武俠小說」？是「歷史小說」？「武俠」者，主要是有
「武」也，是否有「俠」，那就見仁見智了。但「歷史小說」，卻令一般學
子有點摸不着頭腦。
《水滸傳》屬「歷史小說」，見諸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第15篇〈元明

傳來之講史（下）〉。他開篇即說：「《水滸》故事亦為南宋以來流行之傳
說，宋江亦實有其人。」既是「實人」，當是歷史人物，《宋史》亦有記
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影響後來的小說研究極大，不少學者景從。
魯迅將《水滸傳》列為「講史」：「其劃分的標準是，除了依據正史演義
者，『敘一時故事而特置重於一人或數人者……則亦當隸於講史』，其中包
括了《水滸傳》等小說。」其後，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撰的《中國小說史稿》
便將《水滸傳》列為歷史小說。
齊裕焜的《中國歷史小說通史》如此界定「歷史小說」：
一、歷史著作與歷史小說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科學，後者是藝術；

這是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所共有的屬性。
二、歷史與歷史小說之間的關係是生活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歷史小說是

「取材於歷史」的小說，在處理文學與生活的關係上，它多了一層與歷史的
關係。這是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不同的個性。
三、歷史小說對歷史有一定的依存關係，因此，它有責任尊重與維護歷史

的嚴肅性，即作品中主要的歷史事件和主要人物應該有史實的依據；作品中
的文化心理、社會風尚、生活細節應該有一定的歷史階段性，不能隨心所
欲。
四、在主要人物和時間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對歷史進行總體審美把

握，遵循藝術創作規律，對歷史進行重新審視，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
洞燭其中的內在真實、本質規律，以便在藝術轉化時對歷史生活作出更深
刻、更真實的反映。
以上引自樓含松的《從「講史」到「演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他指出，從這界說，齊裕焜剔除了《水滸傳》為「歷史小說」，但卻
將魯迅《故事新編》作為「現代歷史小說的重要作品」，如此論述，真是笑

話也，和他所作的「定義」有點風馬牛。樓含松
說：「其實《故事新編》完全是隱喻性作品，其創
作特色之一就在於顛覆了『歷史的嚴肅性』。由此
可見，這個歷史小說概念的界定是不能自怡的。」
齊裕焜的歷史界說本來是可取的，是「狹義的歷

史小說」，用此來定義歷史小說，捨棄《水滸
傳》，可以；但卻將《故事新編》歸之入內，有點
矛盾吧。傳統歷史小說承自史傳，加上野史筆記演
繹而成，這包括民間的講史、說書人的「天花亂
墜」；這雖離「真實歷史」甚遠，但《故事新編》
中的神話傳說卻完全與歷史沾不上了邊。
由上所述，《水滸傳》列入「歷史小說」，確比

《故事新編》更為恰切。我認為，將《水滸傳》列
為「武俠類」比「歷史小說」更佳。是嗎？

「繳械」本指迫使敵人交出武器。香港人
會叫丈夫把「金錢」（多指每月的薪金）全
數上繳妻子做「繳械」。
翻查歷史，英王喬治五世的四子喬治王子

在1934年與希臘的瑪麗娜公主結婚的數周前
獲父親冊封為「根德公爵」，其妻名正言順
的使用了「根德公爵夫人」頭銜。1952年10
月 26日至 11月 1日，「根德公爵夫人」訪
港。行程中，公爵夫人訪問香港大學，其後
校方准許創立一個以她名字命名的女生舍
堂——根德公爵夫人堂。由於「跟得」與
「根德」音同，香港人就打趣的叫那些無論
丈夫在什麼場合都會「跟到實」，不會讓他
與任何人尤其異性有獨立相處時間和空間的
太太做「跟得夫人」了。
「海底撈針」指在大海中尋找一根針。比
喻東西很難找到或事情很難做到。「海底
針」指大海中的一根針；海底是那麼的深，
「海底針」比喻難以觸摸。「女人心海底
針」形容女人心思善變，想法像海底針一
樣，令人難以捉摸，多含貶義。
心臟藏於體內，亦即隔了一層肚皮；心代

表某人的心思，隔着肚皮便不能看到其心思
了。「人心隔肚皮」指難以揣測別人的心
思，有人心難測的意思，也作「隔重肚皮隔
重山」「隔層肚皮隔層山」。
示例：
阿仔，你話同個舊同學夾份搞生意，你好似
見返佢冇耐，呢十幾年變化好大㗎！
阿媽，「人心隔肚皮」，我已經做足功課，
搵人起咗佢個底先話合作，你估我懵嘅咩？
常言道，人是感情動物，有血有肉的，是
故人的行為受感情所驅使。中國人有以下一
句諺語：

人心是肉做的/人心肉做（粵語）
比喻人有感情或者同情心。以下是一個與
「人心肉做」相關的個案：
有日行山，行下行下好似聽到有人嗌救命；
周圍望下，原來係對落五十米左右山崖下面
傳上嚟嘅！人命攸關，顧唔得咁多喇，我慢
慢擒落去睇下發生乜事；落到去見到個大叔
頭破血流，睇真啲原來係四十年前撬咗我初
戀嗰條友。雖然呢啲都係陳年往事，但係響
呢幾十年我偶然諗返起都對佢恨之入骨，仲
有個心都會隱隱作痛，要我出手救仇人，咪
玩喇！喺呢一刻我真係想掉頭走。唉，畢竟
「人心肉做」，點會見死不救，於是即刻call
999，救援冇幾耐就到……佢臨行前不停咁多
謝我，但係認唔到我。雖然我冇同佢相認，
但係多年來嘅心結終於響呢單救人事件之後
解開。嗰時我深深體會到：

呢個世界雖然冇永遠嘅朋友
但亦都冇永遠嘅敵人

◆黃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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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立在中環上空的香港城市標豎立在中環上空的香港城市標
誌誌——多彩飛龍多彩飛龍。。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樓含松這書論述歷史小
說，頗有見地。作者供圖

大傑寺．湖南湘潭
月色泠泠泉一泓，忽聽萬壑起濤聲。
碑經風雨千重劫，才絕瀟湘七子名。
永夜桂香連夢寐，禱豐僧衲答精誠。
同眠羽客人無見，鐘板悠悠報五更。

隆興寺．河北正定
銅佛摩空氣鬱蒸，依稀王業認龍興。
隋碑第一誰為客，蘭若清幽久不僧。
倒坐觀音神俊逸，仰看彌勒木崚嶒。
大悲高閣聞天語，自識凡人詎敢登。

臥佛寺．北京海淀
幾時雪色漫群山，憐此幽情獨不慳。
佛面沉酣歸淨土，冷香無慾破禪關。
水流去日櫻桃上，美滿新春咫尺間。
絕路重逢元寶石，仍前坐嘯久忘還。

梵剎詩七首
戒台寺．北京門頭溝

垂花石徑走三公，滿地微金上有楓。
小立虯龍山色裏，橫收燕闕梵聲中。
煙深故國樓台異，鼾臥名王頭角雄。
莫笑重來真短隔，生涯本自等旋蓬。

華嚴寺．山西大同
謹始毗盧認契丹，名藍上下競巑岏。
釋家三昧誠難避，色相空門本不殫。
無礙十方歸信仰，偶逢莞爾動悲歡。
生如幻夢亦如電，皆作等閒如是觀。

華嚴寺．山東青島
悠然對語得貞閒，棲飲雲霞滄海間。
千古梵音來法顯，那時僊窟見憨山。
騎獅菩薩華藏合，掛月奇峰微笑還。
禪榻軒開曾眄顧，琉璃世界已斑斕。

湛山寺．山東青島
法流震旦首天台，踵繼憨山香積開。
緣起十方參海會，性空一榻禮如來。
楞伽經曰陰入界，精舍懺修澄不埃。
趺坐拈花秋萬紫，只期龍象上蓮台。

詩詞偶拾 ◆張軒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