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流行的科幻小說，當以
劉慈欣的作品最吸引人。例如
《流浪地球》已拍成賣座的電
影，而《三體》也拍成了電視
劇集，更有傳言以之為藍本，
創辦主題公園。不過，其實早

在百年前，中國就有科幻小說了。
「飛機是碎了。在飛機出險以前，我們確是已

進了火星的氣圈。那麼，我是已落在火星上了？
如真的是這樣，我的朋友的靈魂可以自安了：第
一個在火星上的中國人，死得值！」
這段科幻小說的開場白寫於1932年，小說名叫
《貓城記》，作者是中國文壇巨擘老舍先生。在
清末民初期間，已有一些類似科幻形式的作品出
現。一來這類作品數量不多，二來執筆者的文學
水平不高，因此所起的影響有限。
在中國科幻發展史上，《貓城記》有一定的地

位，正因老舍是著名作家。遺憾的是這本書雖早
已譯成英文，但該書的影響力跟他的《茶館》
《駱駝祥子》等難以比較。
此書講主角乘飛船到達火星，發現一個「貓
城」。城裏住的都是體形與人類相似，但樣貌則
好像貓一般的「貓人」。故事的情節就在這「貓
城」中發生。不過，讀者不要拿劉慈欣的作品中
那跌宕浩蕩的科幻情節來比較，那會令你失望。
主角在火星上認識了兩個朋友—大蠍和小蠍父
子，藉着他們知道了貓國的一些歷史和現狀。大
蠍是一位貴族官僚，他擁有「迷葉」園、妻妾和
貓兵。他出入是用七個人抬着的，甚至有一隊樂
手，敲打吹奏着嘈吵的樂器。大蠍介紹，在貓國
打死人是沒人管的，法律更管不着「外國人」。
這些話大家是否似曾相識？難怪「我的眼中也要
落淚，可憐的貓人，生命何在？公理何在？」

火星上除了有貓國外，還有其他國家。作者想
探究到貓國之所以這樣貧弱，是否因為外國聯合
起來與它為難呢？他得出的答案是：「武力缺乏
永遠不是使國際地位失落的原因。國民失了人
格，國便慢慢失了國格。沒有人願意與沒國格的
國合作的。」
火星上還有許多貧弱的國家，但他們沒有因為

貧弱而失去國格和國際地位。但是，沒有人格是
由人們自己造成的，是不會得到別人同情的。性
格較悲觀的小蠍不像父親，他認識現實，他知道
「迷葉」能救治一些病，但不能救治一個國家。
小蠍談到，貓國很早已有自己的教育制度，但

又去抄襲外國的。不過摹仿得不好，自己的又傳
承不到，結果弄得一塌糊塗。他舉例說：「好像
取來一堆新知識，而不曉得研究精神，反倒像污
辱了新知識。我們更不能希望這些新知識立刻會
令我們像外國一樣興旺起來。」
「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等等不良，足以亡

國；但是大家糊塗，足以亡種。」多麼發人深
省！外國來侵略貓國，皇帝立刻宣布遷都逃跑，
大臣們跟着逃跑，軍隊也跟着逃跑，百姓更加要

逃跑。那麼誰來守護國家？難怪小蠍那麼悲觀傷
感。
貓人滿口仁義道德，政治理論多多，卻終日爾

虞我詐，唯利是圖。不只貪「迷葉」，連磚頭石
塊也貪。到外國來侵略時，他們又一窩蜂，爭先
恐後地去投降，以求又有官可做。他們的下場一
樣是被侵略者消滅。
目睹貓城就在異族入侵之下滅亡，主角體會到

「國家滅亡是民族愚鈍的結果……我是聽着滅亡
的足音。」最後，主角遇到來自地球上法國的一
架探險的飛機，生還回中國。

諷刺是科幻小說常見元素
其實這是一部諷刺社會、針砭時弊的小說。作

者的目的是透過對貓城的描寫，揭露、批判和諷
刺由晚清到民初時期在中國出現的種種黑暗腐
敗、愚昧落後、苟且麻木的現象。
貓人曾經擁有光輝而悠久的歷史，可惜不思上

進，現已淪落到以變賣家當，甚至國寶來維持奢
華富裕的生活，讀者已感受到他有所指。再說到
貓人沉迷一種名叫「迷葉」的「國食」，說是可

用來提神的。有時連皇帝、皇后也會「迷葉」癮
起，十分難受，皇后竟連打皇帝三個嘴巴子，
「迷葉」已支配了貓人的經濟和生命，讓人聯想
起危害中國的鴉片煙。
有人覺得此書應算是一本政治寓言小說，不算
科幻小說。但事實上在一些科幻小說中也有很多
政治諷刺成分，例如早前風靡全球的電影《阿凡
達》就是最佳例子。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說明

自由戲文

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文
苑
英
華

《孔子家語》有言：「無多言，多言多敗。」
「多言多敗」這個道理，十分顯淺易明；然而，在日常

生活中能管得住自己舌頭的，又有幾人？
孔子說：「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又說：「君子恥其

言而過其行。」都是在提醒人毋多言，說話要小心謹慎。
孟子說：「我知言。」是說自己懂得說話的智慧。
「知」字，從矢從口；「矢」是箭的意思，意指一箭射中
目標；配搭「口」字部，便是說話說得準的意思。「知」
字下面加上「日」字，便成「智」字；望文生義，是指常
常說得準，是智慧的表現。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然而世間
不知所云的人卻佔多數。
古代有個「亡斧者」的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人
之子。」有個人不見了斧頭，便懷疑鄰人的兒子把它偷去
了。「視其行步，竊斧也；視其顏色，竊斧也；聽其言
語，竊斧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斧者也。」亡斧者留
心觀察鄰人的兒子，看其步姿、樣貌和談吐，怎麼看都覺
得他形跡可疑，好像真的偷了斧頭似的。
「俄而，掘其溝而得其斧。」過了不久，亡斧者挖掘地

溝時發現了斧子。從此，亡斧者「復見其鄰之子，其行
動、顏色、動作皆無似竊斧者也」；實在可笑，在亡斧者
的眼中，鄰人的兒子從此不再像偷斧的人了。
失而復得，不知道「亡斧者」會不會為自己之前錯怪別
人而內心愧疚呢？有了成見，才去找「證據」來證明自己
的看法，實在是不少人容易犯的錯誤。
要公開承認說錯話，是很需要勇氣的。有些人放不下面
子，為了堅持自己仍是對的，惟有扭曲真相。例如，「亡
斧者」大可以說發現的斧頭不是原先那一把，欺騙自己，
繼續去錯怪別人。
筆者學校教導同學「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

傳」、「流言止於智者」、「事非宜，勿輕諾；苟輕諾，
進退錯」等文言古訓，就是教導同學要三思而後言。
「我知言」之後的一句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說話

𧫴 慎是被動的表現，較為主動的做法就是用說話去造就
人。
孔子談及一些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這些人時常

聚集一起，卻終日不談正經的事。原來只要認識一個人日
常的話題，便可大概知道這個人的質素如何。

言談舉止可判斷人品
有時候，甚至不用去聽說話的內容，單看他說話的表
現，便可判斷人品。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未及之而言」者，是別人還未說完，便急着插嘴說

話，這是急躁的人；「言及之而不言」者，是別人已經說
完，該輪到自己說話而不說，是不說真話、隱隱瞞瞞的
人；「未見顏色而言」者，是不理會別人的面色，不理別
人想不想聽的人，他們常常自說自話、喋喋不休，是只顧
自己、不理別人感受的人。
孔子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說話的態度固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說話有誠信，哪怕只是談生活小事，也要
有誠信。
曾子的妻子往市場去，兒子哭鬧着要跟來，她於是對孩

子說：「不要跟着來，回來宰一頭豬煮給你吃，好嗎？」
曾子的妻子回來後，表現得若無其事，曾子於是把一頭豬
宰殺了，並說，不可欺騙孩子，以免他們他朝有樣學樣！
中華文化在言語上大有智慧，不僅僅是文學水平的層面，
更重要的是於修身、立德上的影響。大家要好好學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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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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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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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撰科幻小說
火星「貓城」隱喻現實

日前在內地一家以服務作為招徠
的火鍋店吃飯，看到牆壁貼着「雷
山酸湯鍋」的廣告，標榜着鍋底中

添加了非遺技藝製作的雷山魚醬酸。這個雷山就是貴
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而「魚醬酸」是
苗族傳統發酵食品之一。

黔蜀路途遠 催生「以酸代鹽」
「魚醬酸」的發現與貴州的地理與物產有着密切的
關係。清嘉慶年間的貴州地方志《續黔書》（又名
《黔中紀聞》）指：「黔介於滇蜀之中，獨不產鹽，
惟仰給於蜀，來遠價昂」，意思是貴州位於雲南和四
川之間，只有它是不產鹽的，於是只能仰仗四川的
鹽。可是由於黔蜀路途遙遠且崎嶇，所以來價甚貴。
貴州人為了解決這個調味上的問題，於是想到「以酸
代鹽」的方法。
事實上，魚醬酸並不是什麼新科技，遠在周朝之時
已有「醢人」負責製作王室祭祀和食用的發酵食品。
（《周禮．天官》）而在北魏末年（公元533年至公
元544年）成書的《齊民要術》更有清晰的魚醬食
譜。
根據《齊民要術》卷八「作魚醬法」條的原文和注
文所載，魚醬的原材料，「第一好」是鯉魚、鯖魚，
其次是鱧魚（即烏魚，港稱生魚）。做法頗為複雜：
首先，先把魚去鱗、洗淨和拭乾，然後把魚的大骨起
出，再把牠切成細片。這個做法是要細密的刀功切斷
這些淡水魚的小骨。接下來，按一斗魚肉，加入「黃
衣三升」（整粒小麥做的麴。今日稱黃衣麴，是永嘉
傳統黃酒的酒麴）、「白鹽二升」、「乾薑一升」
（要剁成薑末）、「橘皮一合」（要切絲）的比例調
勻，放入甕子，用泥密封，放在烈日曝曬。這裏有個
訣竅，就是必須要確保泥能密封「甕子」，不會漏
氣。當發酵完成後，就加入好酒調和，成為魚醬。最
後，《齊民要術》提醒，要在每年的農曆十二月製
作，在夏天之前完成，就不會生蟲。

糯米甜酒做發酵「引子」
至於雷山魚醬酸，它的原材料主要是野生河魚，像

魚扇子、巴岩魚、鋼鰍等。大抵是就地取材，因為貴州地處內
陸，所以也只能用這些小河魚。不同於南北朝時期的魚醬，雷
山人在第一個階段會用完整的一條魚去做，而且會先後兩次用
鹽塗抹魚身，使牠脫水並去除魚腥味。配料方面，雷山魚醬酸
會使用搗碎了的鮮子薑和辣椒。辣椒固然是辛辣味的主要來
源，同時也提供了辣椒的香味。
發酵「引子」方面，雷山魚醬酸不使用黃衣麴，反而是直接
加入糯米甜酒作為它的發酵原料。最後，把全部材料放到罈子
裏密封，等待大約45日就可以食用。
綜觀《齊民要術》的魚醬和雷山魚醬酸，可以發現「雷山魚
醬酸」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南北朝時期的做法，絕對是「飲食界
的活化石」。
●葉德平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
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
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對聯是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瑰寶。古代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大都
喜歡在廳堂、書房等張貼對聯。這類對聯多屬格言性質，目的有
如座右銘，讓自己出入廳房之時都可見到，時加自勉。
本期所選兩則對聯均見於金蘭生所編《格言聯
璧》，同屬格言類：

靜坐常思己過

閒談莫論人非

這則對聯（見圖）以淺白的文字點出處世之道：
一個人獨自靜坐時，要經常反省自己的過錯；和人
閒聊時，不要談論別人的不是。
上聯說要嚴以律己，下聯說要寬以待人。
曾子曾說：「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
而》）囑咐我們每天都要好好自我反省，這樣才能
進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誰無過，自己
有過錯，他人也會有過錯。
寬恕、包容既是一種修養，也是一種智慧，因為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議論人非的說話，也容易傳入其他人
耳中，招致禍尤。因此，我們要切記：獨處時要守心，群處時要

守舌。
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不愧我心

這則對聯有不同版本，「不愧」一作「無愧」，「我心」一作
「吾心」。據說這是劉伯溫為自勉而作，道出了一種面對逆境的
人生智慧。上聯先以反問句式，提出「世事怎能完全符合自己意
願」作自我開解；下聯則從正面立說，以「但求無愧於心就好
了」作自我勉勵。

辛棄疾《賀新郎》（用前韻再賦）云：「嘆人生、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在世，難免有不順遂的
光景，因為事情的結果往往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怎樣
才能時時事事稱心如意呢？我們應抱持樂觀的心態，
無論事情好與壞，不管結果是否如預期，都坦然面
對。只要自己已經努力把事情做好，就不必計較得
失，也就不必有遺憾，因為我們已問心無愧了。
驟眼看來，作者心態似乎比較消極，其實並不然，
因為此聯重心在於下聯「事事盡力、心安無愧」的主
張，這是十分積極的人生態度，而且道理深刻，難怪
它能成為林則徐、鄒韜奮等名人的座右銘。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樂觀面對人生 盡力不留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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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古人「學說話」有助修身立德

●圖為貴州雷山的酸湯魚。 資料圖片

●老舍《貓城記》封面圖。 網上圖片

介紹：本專欄將陸續刊登古今名
聯，介紹其內容及由來，分析其格
式與作法，讓讀者認識對聯的體
式，並感受所選作品的情味和趣
味，體味中華文化藝術的優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