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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更優秀的自己

豆棚閒話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華夏博覽看今朝」
研學活動，每一次都收穫滿滿，但這一次
格外不同。我作為香港中學生代表，去國
家大劇院觀看了由香港亞洲青年管弦樂團
演出的音樂會《年輕的律動》。當音樂奏
起的那一刻，看着台上那麼多香港青年的
面孔，我感到格外親切。那美妙的旋律不
只穿入了我的耳朵，更震撼了我的心。
作為巴松管樂手，我也是香港青年管樂
團的成員之一，平日也曾多次代表學校和
團體參加演出。當我看到香港青年在祖國
首都為世界觀眾表演的時候，我內心裏有
一種非常特別的共鳴，一種自豪感油然而
生。在飛快的旋律律動之中，除了感嘆和
自豪，我更問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成為台上
的優秀表演者，為香港青年爭光。看着台
上的一位位專業樂手，我難以想像他們在
台下付出了多少努力，只能從一粒粒飛快
的音符中感受到他們的勤奮。

飛快的旋律伴隨着思考，我更明白，努
力和勤奮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我們更
應該珍惜每一次機會來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研學活動為例，我們十天跨越了六個城
市，我學到、看到、感受到了很多，這些
必然能令我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我很幸運，自從「伴你成長，招商同
行」師友計劃開始與漢華中學合作，我就
成為計劃的一員。三年過去了，計劃不僅
使我學到了很多知識，更為我提供了多方
面的學習和實踐機會，令我開闊了眼界，
發展了更多專長，本年度更有幸成為唯一
的「項目領袖生」。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參加「伴你成長，招商同行」的研學團，
但這些經歷注定令我畢生難忘。
願今後的我，發奮進取，力爭上游，每
一天都做更優秀的自己，為自己贏得一個
優秀的人生，為祖國、為香港的明天作出
貢獻。

住處附近有一個建材商城，每天黃昏，所有商戶就
會關門回家。最近這個地方利用晚上的空當開設夜
市，成為一個露天美食集散地，偶爾往旁邊經過，即
使時已夜深，仍然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熱鬧非常。
我有一天去逛了逛，燈光下，燒烤攤的煙霧在空中
長久盤旋繚繞，售賣的食物看起來也十分誘人。但這
樣的場景，卻讓我有些失落，認為只適合外來遊客在
短暫的旅程中「打卡」體驗，更像是用來拍照發到社
交媒體的網紅景點，而非供周邊居民消閒遊逛的夜
市。因為夜市上除了吃還是吃，缺乏與市民生活渾然
一體的交融之感——來這裏的人似乎只是為吃而來，
是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抽空到另外一個環境裏用食物進
行短暫社交，然後再次回到之前的生活。
過去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自發形成的傳統夜市，也是
一個常去常新、永遠無法窺盡其內涵的寶藏之地。美
食固然是夜市文化的靈魂，但過去的夜市還有琳琅滿
目的商品：衣物、鞋帽、飾品、舊書、光碟……以及
適合大小朋友玩的遊戲項目：套圈、射擊氣球、抓娃
娃、投球贏獎品。不僅與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也是城市歷史與人情風土民俗的見證。人們除了
可以從夜市上買到各式物品，即便什麼也不買，就是
來逛一逛，也能讓精神獲得放鬆，是極為重要的消閒
場所。燈火相映下的湧動人流，小販為招徠顧客的慇
勤叫賣聲，人群結伴遊逛的愉快交談聲，小孩子玩遊
戲發出的歡笑聲，都是不可或缺的氛圍營造，是夜市
文化多元性的最佳表達。
到今天，傳統夜市已大多湮滅不存，即使有些地方
想遵照過去的模式再造出一個同樣的夜市，效果往往
也難以盡如人意。因為傳統社會，消費是人們根據自
己的需要做選擇，需要什麼就買什麼，即便只是閒逛
走一走，也能從這一過程獲得愉悅。數字化時代，許
多人已不知不覺被網絡「異化」，很多時候是被商品
提供者所設下的定義牽着走，產生的慾望是從比較和
模仿而來，什麼東西流行，獲得的曝光度大，經常主
導着人們的消費意願選擇。加之小販在營運成本不斷
上升的情況下，為了保持利潤，也無法像過去那樣保
證商品的多樣性和物美價廉的特點，於是夜市上除了
吃就是吃，食物種類也嚴重同質化。由此使得夜市失
去了昔日獨有的市井人情味，再無呈現城市生活百態
的功能，實際上已成為僅供遊客體驗小販文化的網紅
景點，不再具有代表一個地方市民文化的價值和意
義。我暗自感嘆，時代進程就像夜市上的人潮聚散，
永遠是流動的，結果未必會根據人們的意願發展，這
也是一種遺憾。

夜市的變遷松山日軍的「玉碎」（上）

《素日》：平凡中的詩性光輝

中國遠征軍在松山全殲日軍「戰爭之花」臘勐
守備隊，是中國軍隊首次殲滅一個日軍成建制聯
隊（團），也是日軍在亞洲戰場的第一個所謂
「玉碎」戰。「玉碎」一詞，出自中國史書《北
齊書．元景安傳》：「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
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電台於1943
年5月31日報道日美阿圖島爭奪戰日軍守備隊全
員覆沒消息時首次使用該詞，用以表示「戰鬥到
最後一人」。 此後「全員玉碎」一詞頻頻出現
在日本政府的戰報上。日本人認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亞洲戰場上，只有3次是他們所說的「玉
碎戰」，也就是日軍被全部消滅。這3次分別發
生在滇西的松山、騰沖和緬北的密支那。這三個
地方的殲滅戰都是中國遠征軍打的。
防守松山的日軍，其組成是第56師團第113聯
隊（團級）主力和師團直屬野炮第56聯隊1個大
隊（營級），常駐兵力約3,000餘人。這支日軍
是1942年5月從緬甸尾追敗退的中國遠征軍而侵
佔松山的。其後整整兩年，一直盤踞於此。按日
軍的慣例，他們以松山腳下的臘勐寨名，取諧音
將守軍命名為「拉孟（臘勐）守備隊」。守備隊
指揮部設在松山，負責鎮安街西南至怒江地區的
守備。守備隊長為松井秀治大佐。守備隊配備的
重武器有100毫米榴彈炮8門、山炮2門、反戰
車炮2門、高射炮4門，火力結構完整。
侵佔滇西的第56師團，係根據日本裕仁天皇
「詔令」，於1940年7月在日本久留米市編成，
以北九州的福岡、佐賀、長崎三縣為徵兵區。久
留米位於九州北部、福岡縣西南部，為僅次於福
岡市和北九州市的福岡縣第3大城市，以發達的
化學工業而聞名，也是蔬菜和果樹的種植中心。
在日本，九州島素以民風強悍好鬥、活火山頻繁
爆發和娼妓眾多著稱，日本戰國時代屬最強勢的
薩摩藩，歷來是出精兵的地方。因日軍第56師
團徵召的兵員有許多來自日本本州造船工廠的工
人，也被稱為「本州兵團」。第 56師團屬於
「新常設師團」，基幹力量為三個步兵聯隊：第
113聯隊、第146聯隊和第148聯隊，並配備野
炮兵隊、工兵隊、搜索隊（偵察兵）和輜重隊等
輔助部隊。總兵力約為2萬人，為戰爭後期戰鬥
力較強的「一類師團」。
第 56師團進入滇緬戰場後，前期隸屬第 15
軍，1944年4月轉隸第33軍。在緬甸戰場，第
56師團表現出了「極高的機動性和戰鬥力」，

成功穿插泰緬邊境，進行縱深1,500公里的長途
奔襲，成功攻陷了臘戌等地。1942年因為第一
次入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敵情掌握有誤，「漏
算」了第 56師團，遭到該師團從東線急進包
抄，兵敗潰退。兇狠的第56師團將中國遠征軍
大部逼進毒蛇橫行的野人山，十萬遠征軍損失大
半。後來更是一路狂追部分遠征軍進入滇西，險
些搶渡怒江。此後他們長期駐紮滇西，在滇西建
造了堅固的防禦體系，切斷了中國重要的外援通
道滇緬公路，從背後插了中國一刀。
1942年12月，第56師團由松山三中將接任
師團長，松山祐三此前曾任職關東軍和華北方面
軍的指揮官。松山祐三接任師團長後，第56師
團主要活動在雲南滇西地區，與中國遠征軍隔怒
江對峙，並在滇西地區不斷進行掃蕩和偷襲怒江
東岸的中國駐軍，企圖東進雲南腹地。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日軍有一個傳統，就是喜歡給師團
授予「X師團」的稱號，以示對這支軍隊的戰績
評價。如第2師團稱為「勇」師團。因第56師團
「戰功赫赫」，在日軍中被稱為「龍」師團。日
軍大本營參謀本部吹噓「第56師團自進佔怒江
西岸以來，善戰異常，能對十倍之敵」。
日軍部隊大都是所謂「鄉土部隊」，每支部隊
的兵員均來自一地，憑藉日本人濃重的鄉土觀念
形成特殊凝聚力。如南京大屠殺的罪魁日軍第
16師團的官兵主要來自京都、奈良等地，因此
被稱為「京都師團」。被稱為「勇」師團的日軍
第2師團，因其徵兵地位於仙台而得名「仙台師
團」。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破城「首功」日軍第6
師團，因為其兵員主要來自日本九州島熊本地
區，故也被稱為「熊本兵團」。在緬北橫行一時
的日軍第18師團最初也編成於久留米，這個師
團也參與了南京大屠殺。第56師團、第6師團和
第18師團都屬九州部隊，作為編成地同為一地
的「同鄉」部隊，第56師團和第18師團在滇
西、緬北戰場遙相呼應。
第56師團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聯隊也是一支很
不尋常的部隊。第113聯隊於1938年5月在日本
熊本編成，最初納入第106師團序列參加了武漢
會戰，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鎮和萬家嶺，兩次幾乎
被國民黨軍全殲，其首任聯隊長田中聖道大佐被
擊斃； 在一年後的南昌會戰中，繼任聯隊長飯
野賢十大佐又被打死。 1940年3月該聯隊被撤
編，兵員解散。半年後，第113聯隊又在日本福

岡重新編成，所徵官兵大部分是日本九州北部福
岡當地的礦工。日本九州地區民風剽悍，有精兵
尚武「九州第一」的名聲。1941年10月，第113
聯隊歸屬第56師團入侵緬甸。在日軍緬甸方面
軍的軍事大比武中，113聯隊一直保持着步槍射
擊和火炮射擊等多項第一。
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透露，由於日

軍松山守備隊處於特別戰略位置，日軍總部對它
有特別的待遇和要求。日軍大本營動用各種資
源、舉辦各種活動，不斷給松山守備隊打氣鼓
勁，使處於日本侵略戰線最遠端的松山守備隊成
為日本後方關注的熱點。日本重要人物和慰問
團、記者團一個接着一個來到松山活動。1942
年11月底，日軍南方總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
來松山「視察」，大肆造勢，天空布滿日軍飛
機，讓松山守備隊士兵「大開眼界」。不久日本
女劇作家水木洋子又來到松山采風。1943 年
初，日本廣播協會組團遠到松山活動，隨行者包
括那時日本當紅的春日井梅鶯、奧山彩子等歌星
和一大群年輕的女舞蹈演員，讓松山日軍士兵
「大飽眼福」。
為了「穩定守備隊的情緒」和刺激駐軍士兵的

獸性，日軍緬甸方面軍還特許守備隊開設慰安
所。 1942年5月，守備隊長、第113聯隊長松井
秀治即命令在大埡口開設「臘勐慰安所」。 最
初是從緬甸騙婦女來做慰安婦，後來在當地抓捕
婦女進慰安所。日軍總部也正式給松山慰安所送
來朝鮮和日本慰安婦。不同地方來的慰安婦待遇
也不同。
日軍推行隨軍慰安所制度，在戰爭期間一直是

秘密進行的。這一罪惡行徑被全世界公眾所了
解，正是松山戰役結束後，美軍隨軍記者拍攝到
了中國遠征軍俘獲日軍慰安婦的新聞照片。在松
山倖存的慰安婦中，有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
春」）的朝鮮慰安婦，戰後曾多次在有關日軍慰
安婦問題的國際審判案中出庭作證，並於2003
年重訪松山，引出一段令人心碎的戰場往事。從
此，日軍在戰爭中開設隨軍「慰安所」的罪行遭
到全世界強烈譴責。

●盧諾謙 漢華中學學生園地

●松山戰役中被俘的朝鮮慰安婦。 作者供圖

來鴻

魯微的詩集《素日》宛如一幅用文字繪就的長卷，在這卷
帙浩繁的詩集中，200餘首詩歌如同200餘顆晶瑩的珍珠，
散發着溫潤而獨特的光芒。
詩集的語言平實，意境樸實，卻能在這種平凡之中呈現出

深刻的感悟。當我們讀到「每一個人，走在世間/會遇到高
山/會遇到大海/過不去的山/看看山峰就好/越不過的海/聽
聽濤聲就好……」，彷彿能看到一個智者在淡然地講述人生
的境遇。高山與大海，是生活中巨大的挑戰，然而作者卻告
訴我們，不必執着於跨越，有時候欣賞與感受也是一種面對
的方式。這種感悟沒有華麗辭藻的堆砌，就像一位老友在耳
邊輕聲訴說着他的人生經驗，平實卻直擊人心。
作品以大地、森林、江河等天地萬物和各色人事為藍本描
摹生命形態。在《看一群螞蟻搬家》中，一次偶然觀察螞蟻
搬家的經歷，被賦予了深刻的生命內涵。即將到來的暴雨如
同人生中不可預知的危機，大樹下躲避暴雨的「我」擔心雷
擊，如同在人生旅途中擔憂各種意外。螞蟻們看似渺小而混
亂的搬家行動，實則秩序井然，而掉隊的螞蟻卻輕易被樹枝
和石子阻攔前路，這又何嘗不像在生活中那些被小挫折阻擋
而驚慌失措的人們。「我」挪開樹枝和石子的舉動，充滿了
善意與對生命的尊重，而在暴雨中「我」開心的感覺，也傳
遞出一種對生命順遂的欣慰。
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大興安嶺中的詩人，魯微對森林的愛

是深沉的。森林，在魯微的詩中可能是神秘而寧靜的生命搖
籃。高大的樹木遮天蔽日，枝葉交錯間彷彿隱藏着無數生命
的故事。森林裏的動物們穿梭其中，牠們的活動與森林的環
境相互依存，構成了一個複雜而和諧的生態系統。詩人通過
對森林的描寫，展現出生命的多樣性和相互關聯性。江河也
是他詩中的常客，奔騰不息的江水象徵着生命的活力與不可
阻擋的力量。江水的流淌不僅是一種自然現象，更像是生命
的律動，它承載着歷史、文化和人類的情感，一路向前，永
不停歇。

以黃昏交替、四季的流轉為參照理解生命，讓詩集充滿了
時間的韻律感。季節的更迭、日夜的交替是自然最基本的節
奏，作者在詩中巧妙地將這種節奏與生命的起伏相結合。在
詩集中，我們能感受到歲月的痕跡，生命在時間長河中的流
淌。無論是回憶過去的經歷，還是對未來遠行的憧憬，都與
這時間的韻律相契合。
對陽光、空氣、雪雨和微風的敬畏自然之情，貫穿詩集始
終。自然的元素在詩中不再是簡單的描寫對象，而是被賦予
了靈性。陽光透過森林，灑下斑駁的光影，這不僅是一種自
然景象，更是一種能引發心靈觸動的畫面。每一滴雨、每一
縷風都彷彿帶着自然的低語，與人類的心靈對話。
作者在詩歌的世界裏專注塑造自我、磨煉自我並最終成就
自我。詩集中的每一首詩都是作者內心世界的一個角落，從
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自我的探索。通過複雜的情
緒，將萬事萬物賦予進詩性、靈性的王國。在這個王國裏，
「素」是一切的本原。「素日」這個書名恰如其分地體現了
抱樸守拙的內涵。詩集中沒有刻意的雕琢，沒有故作高深的
賣弄，一切都回歸到最本真的狀態。
從詩歌的結構上來看，詩集分為「世間」「向遠」「窗
下」等小輯，每個小輯之間既相互獨立又有着內在的聯繫。
這種結構如同一條無形的線，將不同主題、不同情感的詩歌
串聯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詩集中，我們還能看到
作者對故鄉、對旅行的獨特情感。故鄉的村莊、老家的記
憶，那是生命的根源，充滿了濃濃的眷戀。而旅行中的所見
所感，則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對遠方的嚮往。像《從吐
魯番到波爾多》這樣的詩，把不同地域的特色和自己的感悟
融合在一起，展現出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內心世界。
魯微的《素日》是一部充滿生命力量和詩性智慧的詩集。
它用最平實的方式打開了一扇通往深邃內心世界和廣闊自然
天地的大門，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生命的美好，領悟生活的
哲理，在平凡的素日裏找到詩與遠方。

●胡紅拴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唐代詩人元結字次山，為官至容管經略使。因
病求退隱歸養在武昌樊水郎亭山下，既可侍母，
又可耕釣自娛。明人輯有《元次山文集》。像元
結這樣的生活也令人既羨且妒，辭官過着閒適生
活，在山中又可款待朋友。只因屬寒冬，「所嗟
山路閒，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
枕。」故此，未能邀請好友來訪，只好在詩中懷
念。「燒柴為溫酒，煮鱖為作沈。」鱖，即石桂
魚，應是今日我們在菜市場常見的飼養桂花魚，
本來價廉物美，肉質豐厚且鮮味，可惜是偶有所
聞此魚因飼料含孔雀石綠，真教人吃得不放心。
桂花魚在元結筆下是「作沈」，這「沈」是汁

的意思，不知如何烹調。但桂花魚有一個很好的
食法，叫「桂花魚火腿卷」。請魚販將桂花魚起
肉，自行斜切薄片，用金華火腿切寸度條狀，用
滾水拖過，去除鹹味，將桂花魚片包着一條火
腿，可再加入一條芥蘭或幼露筍捲起排在碟上，
灑下薑葱絲、油、鹽，隔水蒸七至八分鐘即可。
此菜色、香、味俱全，只要魚身不含孔雀石綠便
是完美了。

——元結（唐代）

四十六 雪中懷孟武昌

元結 雪中懷孟武昌（節選）
冬 來 三 度 雪 ， 農 者 歡 歲 稔 。
雲 有 山 客 來 ， 籃 中 見 冬 簟 。
燒 柴 為 溫 酒 ， 煮 鱖 為 作 沈 。

戊戌秋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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