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知道我對客家文化素有研究，
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吃貨，所以就問
我，為什麼客家菜館都愛以「東江」

二字命名？又為什麼客家菜在香港火不起來？
東江菜是客家菜的別稱，它與廣州菜、潮州菜同為粵菜的三大

流派。東江是一條起源於江西省贛州市的河流。它自東北起，往
西南流，主要途經廣東省河源市、惠州市、東莞市等地區，而這
些地區都是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地方。客家民系是在客家先民的遷
徙運動中形成，客家人在歷史上曾經歷多次遷徙。因為客家人在
移徙的過程中，大都是聚族而遷，所以今天在這些地區中，客家
文化不是「客」，反而倒過來成為主流文化。
由於東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是客家文化，久而久之，人們便愛以

東江菜指代客家菜了。不過，近年又有人提出這分類相對粗疏，
認為應該把客家菜按地域劃分為東江派和梅州派兩種。這說法固
然有理有據，但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所以先按下不表。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這種分派的想法也正正凸顯了客家菜一大特色——「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意思很簡單，就是因地制宜。客家人在舉族遷
徙的過程中，帶來原來的飲食文化，由於地理環境的改變，食材
受到限制，他們必須改變原有的飲食習慣以適應新的居住環境。
幸好，對從江西而來的客家人而言，東江的地理條件和物產與他
們原居地相差不遠，所以在適應的過程中，始終能夠很大程度上
保留原有的飲食習慣。
再者，由於地處山區、交通阻隔，故此客家菜較少受到外界影

響，因此在流傳的過程中，更能保存客家菜的本色。
東江流域一帶都屬於內陸腹地，遠離海洋。這種地理環境形成

了東江菜的食材多數是禽畜山貨，較少海味水產的特色，故此今
天客家菜也有「無雞不清，無肉不鮮，無鴨不香，無肘不濃」的
說法。
而且，由於地處內陸腹地，資源相對匱乏，所以客家菜在烹調

方式和器具上也有其獨特之處。舉個例，客家菜大多是以
「燉」、「煲」、「炆」、「焗」為主，一來是因為雞鴨鵝豬等
禽畜有別於海鮮，需要較長時間的烹煮；二來，也因為資源匱
乏，客家人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食材，所以使用這些烹調手法，
更好地把食物的精華保存起來。
至於器具方面，相信大家都會發現客家菜很喜歡使用砂鍋、缽

仔、瓦罉等盛載和烹調食物。那是因為陶土是客家人身邊最易找
到的原材料，不假外求，而且用砂鍋、瓦罉更能把水分鎖在鍋
內，一點一滴都不浪費。

「抵食夾大件」店家難賺錢
好了，回到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客家菜在香港火不起來？」

正如上文所述，客家菜大多是以禽畜山貨為食材，價錢比不上
「海鮮價」的海鮮海味，自然也難以成為「顯擺財富」的商務宴
席菜；再者，作為農家山菜，客家菜都是「抵食夾大件」，一道

菜往往就可以配上幾碗白米飯，毛利率自然也相對不高，老闆也難靠它「發
達」。因此，客家菜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沒有做到「成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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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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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福建培田古居民群的客家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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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寶船如「戰艦」
大船搖櫓需900人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出現過不少甚具愛國情懷
的人。單單看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閱讀卷的指定考
核篇章，已能找到例子。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多處表達他以考慮天下的
利益為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太計較自
己個人的得失，淡然面對；「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朝廷的日子，他沒有忘記
天下百姓的困苦；在被貶在外的日子，他也在為國君
分憂。他更在文章的結尾處說：「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強烈表達出他「樂以天下、憂以
天下」的心志。
杜甫在《登樓》中寫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
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
日暮聊為梁甫吟。」
登樓後眼簾盡收美景，仍無法排遣杜甫對大唐江山
被吐蕃入侵而多災多難的憂心，美景與內心的痛苦形
成強烈的對比；他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下，警示入侵者
不要妄想，大唐的政權不會輕易被動搖的，更表示自
己在國家危難之時希望能出一分力。杜甫縱然感到無
能為力，也深深掛念和祝福國家。
辛棄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寫道：「眾裏尋他千
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他看見南
宋朝廷只顧粉飾太平，無意北上收復江山，於是在詞
中先精彩描寫元宵夜一幕又一幕的美景，卻突然把眼
前的一切一掃而空，表示自己正尋覓的同路人，並不
在熱鬧的人群中，而是在燈火闌珊的地方暗暗為國家
擔心。辛棄疾因身份的緣故不被朝廷重用，他的控訴

正正反映出他對國家的着急。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道：「受命以來，夙夜憂
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諸葛亮受先帝劉
備的賞識和重用；他在劉備駕崩之後，仍忠於他對蜀
國的𠄘 擔，忠心扶助後主劉禪，鞠躬盡瘁，至死不
渝。諸葛亮沒帶有半點私心，他沒有因劉禪之弱勢而
謀朝篡位，卻帶領眾人效忠後主。難怪有人說，讀
《出師表》不哭者，便為不忠。
《廉頗與藺相如列傳》記載大將軍廉頗妒忌藺相如

只憑口舌之功，竟能位高於自己，聲稱要公開羞辱藺
相如，藺相如於是處處退避廉頗。追隨藺相如的人感
到不解，藺相如解釋說：「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
也。」
藺相如連秦王都不怕，他怎會害怕廉頗，只是想到
秦國知道趙國一日還有廉頗與藺相如二人，便不敢輕
舉妄動，發兵攻趙。藺相如連自己的名聲也不顧，為
國家的安全而忍辱負重。
最後，還有蘇洵，他寫下《六國論》，藉六國破滅
的原因，勸阻宋朝廷不要輕易割地求和，以換取一時
之安寢。所謂「伴君如伴虎」，向國君直接勸諫，是
會有風險的，萬一國君一時妄自菲薄，又或有人從中
作梗，後果是可以十分堪輿的。蘇洵不顧自己的安
危，勇敢立諫，也是愛國的表現。
歷史告訴我們，愛國原來是可以有很多形式的，而

無論是哪種形式，最重要、最珍貴的還是那顆愛國
心。

多年前，香港科學館宣布要
把在館內的鄭和寶船模型拆
除，有些市民特在水池上放上
許願紙船，向寶船告別，還有
人建議將這艘寶船送給香港海
事博物館。

寶船模型按1：30比例仿造，原船長126米，寬
51米，最大排水量約14,800噸，載重量約7,000
噸。
十五世紀初，永樂大帝朱棣啟動了遠航海外的
超級工程，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航，聲稱
要聯繫世界。朱棣先命南京船廠造了137艘可遠
洋航行的船，而沿海各省也造船了。據《明實
錄》記載，在四年之間，全國建造、修復的船，
達到1,600艘。
在鄭和船隊裏面，最大的寶船，即船隊中的旗
艦和主力艦，按史籍記載，長125米，寬50米，
面積有一個標準足球場大。船隊裏有載運貢品的
「八桅馬船」，長37丈，也可作水戰；有負責提
供供給品的「七桅糧船」，長28丈；使團乘坐的
客船，亦屬護航艦；又有5桅杆的戰船，和專運
淡水的水船。所以每次出航，數達200多艘。
在南京寶船廠遺址，陳列了一支長11.07米的鐵
力木舵杆，這是於1957年在此遺址出土，可以確
定它是為鄭和船隊而造的。據學者按比例推算，
擁有這舵杆的船，長度達到55米。據一位摩洛哥

航海家所記，中國海船「大者張12帆，載1,000
人，其中600名水手，400名士兵弓箭手。大船用
20至 30搖櫓，每櫓15至 30人搖，單是操作搖
櫓，需要300至900人」。

乘風順流 行船更快
寶船的動力從哪裏來？在還沒有引擎的中世

紀，船隻的航行的主要動力來自風。鄭和的船隊
就善於利用季風，他們會把出航的時間，選擇在
吹起東北季風的季節。所以，很多時他的出航，
就以兩年為一節，下去一年，回來一年。洋流和
季風，就為船隊起了便捷的動力。
不過，海上的風永遠難以捉摸。船經常會遇到

側風，甚至逆風。調整帆與船的迎風角度，是應
付不同風向，保證船能夠順利前進的關鍵。有側
風時，船員轉動帆的角度，將側風分解成為船頭
前進方向，和前側方向的風力，推動船體向前。
遇到逆風時，船要前進本十分困難，船員同時

調整船體和帆的角度，將逆風的風力分解為兩種
力：一種力將船身向側面推，另一種力就向着船
頭方向。側面的力量，由於船體吃水的阻力被抵
消，另一種力就推動船身，向船頭方向前進。每
隔一段時間，船員更換一次船體和帆的方向，這
樣船就可以按「之」字形的路線前行。水手將這
種行船法，叫做「搶風行船」。
鄭和的寶船，有一流的平衡系統。隱藏甲板下

方的水密艙，是寶船永不沉沒的奧秘所在。它的
構造有如竹節的，一節一節的，就是一個一個水
密隔艙的結構。就算一艙破損進水，可把這艙的
貨物移去，再把水放出，然後修補；哪怕這個艙
不能修補，也只是這個艙進水，整艘船還可以維
持航行。
水密隔板將船艙分成13個互不相通的艙室，提
高船隻航行的安全系數。最巧妙的是尾部的艙室
有時可以向外打開，在船越過一個浪頂、向下衝
的時候，水流入最後一個隔艙，就會令船頭上
揚，確保船能安全地乘風破浪，這個設計能保證
船隊在狂風暴雨之中平安無事。
然而，帝國財政無法承受下西洋的巨額成本，

七下西洋結束，亦是鄭和人生的終點。一艘艘的
寶船擱在淺灘上，受盡風吹雨打而枯毀。而由於
寶船的相關製造工藝技術是世襲的，就此多數失
去傳承。
在江蘇省南京鄭和寶船遺址公園，現只遺留下

三個「作塘」，見證這裏曾經擁有的輝煌歷史。
作為整個帝國的造船中心，「寶船廠」已經使用
標準化生產，和流水作業方式，有纜坊、舷坊、
篷坊、舵坊……等專業的工作坊。
所謂「作塘」，有如現在的旱塢，長160丈。
在作塘內，船體在棚架上逐漸成形。一個作塘，
可同時建三四艘船。當船隻完成後，慢慢升起水
閘，讓江水灌入作塘，「寶船」就可直接駛入江
中。
2010年，中國南京鄭和寶船廠嘗試製造一艘可
進行遠洋航行的「仿明代鄭和寶船」。該船長逾
71米，排水量達1,600噸，自上而下共五層。寶
船以中國的傳統工藝方式建造，不過，有關造船
和航海資料，如何訓練人員，和在航海技術、通
訊、指揮以及船隊的戰術編排上，仍有很多謎
團。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盧偉成MH校長
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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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愛國情懷 表現形式多樣

本期所選兩則對聯都屬於格言
類，同是勉人自勉的箴言。

修身豈為名傳世

作事惟思利及人

此聯先以反問引發思考：「提高
自己的道德修養難道是為了名傳於世嗎」，再明確點出
「做任何事情一心只想着為他人帶來好處」的心志。
上聯「豈為」一詞，似否定而實強調，指出修身乃個人
在品德修養上的自我提升，名譽和聲望的顯揚，並不是追
求的目標。當然，若能端正個人的行為和品
德，自然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愛，名傳後
世。
下聯「惟思」一詞則有強烈肯定的意味，
指我們行事不應着眼於個人利益，而要胸懷
天下、福蔭蒼生，做任何事情總要有益於眾
人和社會。
撰聯者的胸襟抱負，實在令人欽佩，據說

孫中山曾以此聯題字，勉人自勉。

事能知足心常愜

人到無求品自高

據說此聯為紀昀的老師陳伯崖所撰寫，亦

有說出自陳白沙手筆。
此聯指出人若能凡事知足，心境就能時常保持舒泰；如

到了無所欲求的時候，品格自然變得高尚。
上聯教導我們以「知足」心態對待事情。人不快樂，乃
至苦惱，往往是因為對現在身處的境況感到不滿足，企求
更高的水平，若力有不逮或時運不濟，求而不得，心就不
安，繼而產生各種負面情緒。因此，如果我們學會「知
足」，為當下所擁有的東西而感到滿足，就不會被無窮無
盡的慾望所糾纏，內心便會感到舒泰。
下聯的「無求」建基於上聯「知足」之上。老子說：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若能滿足於當下
的物質條件，便不會因汲汲於名利富貴等外在
東西而招致屈辱，這樣才能達到超然物外、自
由自在的境界。無溺於物，無求於人，超脫淡
然，品格自然高尚。
可能有人以為事事「知足」、「無求」，豈
非不思進取，那麼社會怎會進步？要知道「知
足」、「無求」主要是針對物質慾望層次的身
外之物而言，至於知識與真理、學問與道德等
範疇，我們則必須努力追求，永不知足。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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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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為2010年南京鄭和寶船廠「仿明代鄭和寶船」的「肋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