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當亭老全權代表
筆者於1995年首
次出版紫微斗數專
著，以蔣介石的斗

數盤為題材，當為史上公開篇幅最
長的斗數批書。此作亦可算是亭老
吩咐，因為老人家曾說蔣氏斗數盤
值得詳細研究，可以寫成專書。此
後筆者不談斗數 20 年，2015 年
「重出江湖」便有讀者問及門派師
承，必對曰：「無可奉告。」皆因
亭老生前曾有言：「潘國森，你在
外面講紫微斗數，勿提我名姓。」
筆者談「借星安宮」、「天府化
科」都是亭老最早公開講的，暫似
未見別家提及，若說與亭老無關亦
無人相信。不過筆者持論亦與亭老
有開闔，如認為「竹羅三限」是殺
破狼與巨門交涉，否定「天相在卯
酉為弱宮」等，都是潘某人首議。
總之，筆者論斗數有任何疏漏失誤
都自己負責，不能算到亭老頭上。
筆者受亭老教益最大者，實為易
經陰陽五行之學。醫卜星相等諸
般術數，皆為易學旁支，故學術
數不能不通易學。亭老早年易學
論文並皆佳妙，如《周易變占法
引論》或已破解京氏八宮之奧
秘。筆者曾按亭老吩咐指點，拜
讀其尊師王震（1895年-1972年，
字子畏）的《易學五書》等作。
王公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王震將

軍（1908年-1993年）同名，故此
舊俗國人皆有名有字，即使同名
同姓，亦不大可能連字也同。又
讀亭老「師叔」周明泰（1896
年-1994年，字志輔，易學家、戲
劇家）的《易卦十二講》等作。
而二十世紀尚秉和、高亨、李鏡
池諸大家名作亦有涉獵，由是得
窺門徑。因受周大師啟發，完成
了《周易爻位學說新議》一文，
還算有點新發明吧。
為亭老效勞最多者，則為抗衡香
港「自稱正音學派」一事。事緣上
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某大學教職員與
某官方機構合作，強推他們所說的
「正音」。如「時間」不得讀「時
澗」，而必讀「時艱」；「購買」不
讀「扣買」，必讀「教買」；「星
宿」不讀「星叔」，必讀「星秀」等
等。此說一出，全港輿論嘩然！香港
文化界以亭老為此出力最多，2008
年成立「粵語文化傳播協會」，命
筆者擔任主席。又結集亭老舊作，
編為《廣府話救亡》一書，全面反
攻。筆者一度等同正音問題上亭老
在港的全權代表，今天「自稱正音
派」已全面認輸。
亭老博學多才，在此略談親歷的
二三事，未能簡介老人家所學之全
豹也。

（「雜憶王亭老」下）

手機的對調
上周有個熱搜：
「年輕人為斷網瘋搶

老年機」。不少媒體做了追蹤報道，
比如去電子市場街訪，一問，還真
是，那種不能刷抖音小紅書，只能打
電話發短信的集體回憶「諾基亞」式
手機原來至今仍在售，且銷情看漲，
有商家稱一周要補貨3次，顧客中一半
是年輕人。
年輕人用老人機，圖個啥呢？當然
圖它不能上網。而「不能上網」4字背
後，則意味着不會沉迷短視頻和直播
間，也不會通宵打手遊；意味着有機
會拿起一本書或一支筆，或者出門感
受秋月和清風；當然也意味着沒有邊
界感的領導不能半夜雞叫，八卦又擅
妒的同事無法窺探你的朋友圈——根
本發不了啊。
據說，這屆年輕人把用老人機的行
為定性為「自我排毒」。這讓小狸想
起之前聊過的「脆皮青年」和「朋克
養生」，一邊是逃不掉、一邊是垂死
掙扎。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中國
移動互聯網的活躍用戶高達12.32億，
人均月度使用時長165.6小時，即平均
每人每天要刷5個多小時手機。最近還
有條新聞說有公司為了防止員工「摸
魚」，在廁所安裝了計時器，規定員
工入廁時間不能超過3分鐘。一旦超
時，計時器就會發出警報……2024年
的今天，沒有誰能真正戒掉網，也沒
有幾個社畜能對抗早已捲翻的叢林職
場，但老人機是一種態度——至少是
一種態度。
這屆年輕人適合用老人機，那真正
的老人適合用什麼手機呢？答案是
iPhone，沒錯，不是各式各樣的安卓

系，更不是「諾基亞」，而是傳統印
象中「專屬」年輕一代的 iPhone。原
因很簡單：簡單。
隨便觀察即可知，相當數量的老年
人會選擇安卓系統的手機，最常見的
理由有3個：便宜、拍照好、老姐妹/
老哥幾個都用這款。但事實上，不管
什麼品牌，只要是安卓系統的手機，
對老人家來說通常都太不友好了。
首先是系統使用難度高。安卓開放的
特性，對專業人士或更善於學習和適應
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是天堂，但對於
「互聯網弱勢群體」的長者們來說，
差不多就是懸崖邊的華容道，困難且
危險。有用的軟件不會裝，流氓App倒
是不知按了什麼「一鍵」就裝了個「全
家桶」，而且還卸不掉。應該有相當數
量的人都幫安卓父母們清理過內存，尤
其是異地生活的，每次回家的傳統項目
就是「調理」手機。小狸也是傳統項目
的踐行者之一，作為從未用過安卓系統
的人，每次看着手機上如工地般的雜亂
現場都暗暗驚嘆：這也太超綱了。
問題是還不止於此。系統本身難度
大已是天災，偏偏還有人禍——那些
IT精英們，一早嗅到老年用戶這塊
「技術窪地」，遂每日苦心研究的都
是如何誘導點擊廣告、安裝垃圾軟
件。隨之而來的各種安全漏洞正是花
式收割和各式詐騙的序曲。
與之相比，iPhone的封閉系統首先
讓安全風險降到最低，其次在軟件安
裝使用的邏輯上是「安裝難、卸載
易」，與安卓系統正相反。因此對老
年人更安全也更友好。
兩個刻板印象中手機適用人群的互
換，有趣卻也引人深思。

在一個談佛學和人
生哲理的社交媒體看

到一句話：「人字好寫卻難做、心字
簡單卻難ＯＯ？」空出兩個格，讓人
填寫，讀者諸君你又會填上什麼字？
其實空出一個格會較能跟上文呼
應，不過之後填上幾多字並不重要，
只看讀的人對「心」的感受，可以是
長長的句子或形容詞。我心中直覺地
對上個「測」字，因為「簡單」對
「難測」看來工整。這不是什麼標準
答案，只反映我個人的感受。
不過，精彩的是其他人回應，想不
到不同的人對「人心」的感受有這麼多
差異。有說難降伏、難照顧、難看見、
難真心、難懂、難平、難深透、難滿
足、難放下、難安住、難如願、難定
靜、難掌控、難公正、
難改變、難看破、難解
釋、難在、難調服、難
琢磨、難釋懷、難理
解 、 難 富 足 、 難 開
口……最多的說法是難
捉摸的相關意思。
看似簡單易答的問

題，原來也如我們的心或是別人的
心，是這麼讓人摸不透和感受良多。
我覺得很有趣，把別人的回應看了又
看，逐一去細想，理解別人為何會有
這感受，就像好好去認識人的心一
樣。總的來說，大多數人都覺得人心
難測、難定。
中國人的哲學思維很有意思，明明
是腦袋去想東西做決策，但把指揮大
腦的功能「轉交」給了心。把一切的
感情甚至道德責任也賦予心！如習慣
說良心、愛心、孝心、初心、誠心、
專心、修心養性、明心見性、問心無
愧、狼心狗肺、心甘情願、深心不
忿……順手拈來一大串，什麼都由心
出發，以心成為中心。若人的情感由
心所釋出，我突發奇想，那麼我們又

能否從心電圖的心跳記錄
中，看到這顆心的愛有多
深？
其實，我們對心的感
受這麼複雜，豈不回應
了首句的「人字好寫卻
難做」，做人難啊，因
為別人的心看不透！

從心說起

「 范 郎 ， 請 留
步！」年僅16歲的西
施嬌嗲不捨地輕喚心

儀的范蠡。她把手中一縷素紗放下，
讓愛郎抉擇；如果他棄紗而去，表示
與她無緣，結果范蠡取了素紗才出征
戰場，西施欣喜萬分，決定等檀郎歸
來娶她。
這是由港澳昆山聯誼會主辦、昆山

當代昆劇院合辦之「昆韻飄香」進香
港的昆劇《浣紗記》中首折《盟紗》
的邂逅情節。
此昆劇以年輕花旦由騰騰飾演絕代

美人西施，劇本創新，編成《盟紗》
《分紗》《辯紗》《合紗》四折三楔
子形式，其中以西施及范蠡訂情的象
徵「素紗」串連全劇情節。《盟紗》
描述了西施初戀情懷；《分紗》是一
轉眼數年越國敗戰，越王勾踐及范大
夫、眾兵將大陣仗來西施家拜門，原
來要她犧牲小我婚盟，遠嫁異
地吳王作妃，企圖以美人計令
夫差沉醉酒色，可得伺機復
國，即使十年不悔。
我觀此折時深感原來自古已

有臥底！西施就是個既美艷又
高智商的「女間諜」！
我少時跟母親看過電影《臥

薪嘗膽》，李麗華演西施，影
片焦點在吳越爭霸上，對西施
角色就只知她是美人，印象不

深。此昆劇創新編寫，對人物刻畫得
很深刻立體，西施面對國情變差，甘
願為國獻身，忍辱負重，真是能屈能
伸的烈女，令人敬服。
第三折《辯紗》劇力萬鈞，伍子胥

力勸吳王殺妖女，咄咄逼人數落西施
媚主禍國，此時西施已侍奉吳王十三
載，芳華正茂，表面享盡恩寵，但內
心所受屈辱不可與外人道，唉，機智
多謀任臥底多年，她急施展渾身解
數，成功迷騙夫差，令伍子胥憤懣大
呼，自己為吳國鞠躬盡瘁40年，卻落
得吳王賜劍自刎，唉，悲慘下場！
終折《合紗》，我美好想像西施可

與愛人分久必合，錯也。人生亂世，
事難如意，曾經滄海難為水，此時范
蠡離國去撐船，載着西施想執子之手
遠走他鄉；但西施已非當年純情少女
呀，今已是看透人生虛幻的少婦，不
想再受情愛紛擾了，兩人便互訴紗非

昔日紗，棄之可也，雖
同乘船順水而去，但未
必同守下半生了。
台上一幅迷濛水墨畫

境，二人消失於煙波霧
水間，此結局令我感觸
良多，體悟亂世兒女的
無奈情，甘為成全大我
而放棄緲小自我，雖一
生坎坷，但我要頌讚這
女臥底的愛國情懷啊！

女中豪傑 浣紗卧底
去年秋天，Eric同學憑藉年級第一
的成績，從般咸道上的百年名校轉去
了九龍仔的另一間百年名校。從小就

孤寒無比的他，即便知道這個排名全港前三的男校裏
強手如林，他依然不肯上任何補習班。他只是央求母
親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以省出更多時間溫書。他母親
絕對的「孟母」再世，一刻也不敢耽擱，花了大價錢
在界限街上租了兩房一廳。在新居裏，我試探Eric的
決心：「當真不上補習班？」他輕蔑地瞥了我一眼：
「腦子好使，不用花那冤枉錢。」
可不到兩個月，Eric就頂不住了。他破天荒地主動找
到我，央求我幫他找補習老師。我好奇：「那麼多補
習社，幹嘛要我幫忙？」他委屈：「班裏學習最好的
那些人，在哪個補習社開小灶，是甲級機密，各有各
的『秘笈』，怎麼也問不出來。」我揶揄：「你不是
腦子好使嘛，怎麼也開始要補習了？」他嚎啕：「不
補是真幹不過人家啊！那些題，補習了的人都做得出
來，我這樣沒去過的，要麼做不出，要麼想半天，最
後卷子都答不完！」
孩子愛學習總不是壞事，於是我動用了各種關係，

幫Eric找「名師」，價格自然不菲。功夫不負有心人，
一年過去，Eric終於在這個全港排名前三的男校裏全年
級排名前三了。Eric現在的課餘時間，要麼在補習，要
麼在補習的路上。他如今完全不在乎補習費了，倒是
「孟母」開始後悔租了那麼貴的房子，在之前經常光
顧的奢侈品店前暗暗咬緊牙關，又默默離去。
考試分數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補習為了應

對考試，這是純粹的考試經濟在影響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我在想，那些連吃燒臘飯都不敢放開肚皮的基
層子弟，即便智商再高，又如何敵得過這樣的考試經
濟？

補習記

曼谷最有名的主菜之一
是咖喱蟹。其中，建興酒

家的咖喱蟹又在華人圈最有名。後來我專
程去吃了一次。發現任何一個被追捧的名
菜總有其道理。
具體到這道菜，它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種
視覺奇觀。如果你喜歡吃螃蟹，就會知道，
蟹黃是一隻螃蟹的靈魂。每年10月左右，
陽澄湖大閘蟹成熟的季節，那些螃蟹就會
被以3両到半斤不等的規格出售。愈大價格
愈貴，4.5両的螃蟹十分少，一隻要賣100
多塊。完全是因為蟹大隻蟹黃才能更多。
母蟹的蟹黃最多，也最貴。江浙滬對於蟹
黃的喜愛還體現在將珍貴的蟹黃做成蟹黃
醬，取名禿黃油。「禿」是蘇州方言，意思
是「只有」。把透熟的肥膘末混合蟹黃蟹
膏，用黃酒燜透，再加高湯和豬油封住。我
認識的一個上海姆媽就最喜歡吃禿黃油拌
飯。活到92歲高齡，別的愛好都沒有了，
唯獨好這一口。去醫院住院都帶着。
建興酒家的咖喱蟹迎合了人們對於蟹黃
的熱愛。在牠剛剛被端上來那一刻，滿盤

金黃，淋着的到處都是蟹黃。吃一口，也
很鮮美。不過那並不是真的蟹黃，是將蟹
黃、咖喱以及雞蛋一起烹飪，煮出一鍋濃
濃稠稠的湯汁，然後再把梭子蟹大卸 8
塊，和這些混合的汁水入鍋攪拌。出鍋時
這些醬汁被淋得到處都是，螃蟹的蓋子裏
有，整盤端上來的時候，這簡直是蟹黃的
海洋。我一個人叫來一份，用店家特意配
的大號湯匙挖了一勺，那盤裏的金黃竟絲
毫也沒有減少，依然是滿滿的一盤。以至
於一個人要吃完這一盤螃蟹，簡直成了一
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說牠的多。
至於說到味道，濃郁的咖喱味撲面而
來。蟹黃與咖喱的混合完全不同於氣候偏
冷的江浙滬。在螃蟹上市的時候，正好是
江浙地區溫度十多度的時候，喝一口紹興
老酒，就着吃一兩隻大閘蟹，似乎有股子
詩意。趕上中秋，也沒有熱鬧勁頭，而是
冷清秋的。
建興酒家的咖喱蟹是熱鬧的。金黃的顏
色，撲鼻的味道，充滿油脂的口感，無一
不是十二分的富足。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東

南亞的飲食都會放入大量的香料。譬如冬蔭
功湯，在泰國吃的也比內地的濃郁許多。
酸度甜度和奶味都不一樣。且調得剛剛
好。奶茶也是。泰國最有名的奶茶店Cha-
TraMue。你去點一杯，它除了我們通常知
道的3、7、10分糖度的選擇之外，還有一
項「超甜」。我初初被推薦喝這款奶茶，
本來抱着健康少糖的目的，要了一杯3分
糖度，結果卻很失望，連奶味似乎都淡了。
後來再喝，加到7分甜，果然味道好了很
多。再後來一次，我就要全糖了。在泰國，
似乎這樣做才適合。
聯想到悶熱的川渝，口味也比較重，卻
是偏辣口，是為了把體內的熱氣激發出
來。頗有點抗爭的意思。兩廣悶熱，喜歡
清鮮的蒸煮，佔了一個鮮香。加上靠海，
也是着意鮮美這條道路。東南亞的熱鬧似
乎不是為了中和，或者減弱這份熱，而是
要加倍。飲食口感濃郁，溫度也高，熱風
吹來之時，似乎口味也要迎合這份熱度。
建興酒家的咖喱蟹是標準的泰國風味。要
讓蟹黃看來「氾濫」，而又味道十足。

建興酒家的咖喱蟹

鄉情根深繁花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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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
年，我正率領香港弦樂團展開2024內
地巡演，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繁
花樂韻」。《繁花》是香港導演王家
衛執導的、講述上海往事的電視劇，
也是滬港文化融合的經典之作。巡演
的一個世界首演作品，就是特邀香港
作曲家符元偉，把劇中金曲《一生何
求》《執迷不悔》《喜歡你》等改編
成弦樂作品《繁花金曲串燒》。我們
帶着這首新曲參加了中國上海國際藝
術節的演出，受到觀眾歡迎。在我看
來，上海和香港之間有很多聯結和共
鳴，我很高興通過創作演出，成為滬
港之間的橋樑。上海是我出生的地
方，多年來鄉情根深一直是我藝術繁
花常香的源泉。
上海有我青少年成長的記憶，家庭

和學校的教育培養，上海「海納百
川，追求卓越」的海派城市文化，都
讓我養成了一輩子受益的好習慣。在

上海音樂學院附中求學時，老師們的
無私付出和關愛、學校的專業和文化
底蘊、同學之間的交流和友情，都讓
我養成好的人生習慣，找到了自己的
人生目標。可以說，家鄉上海讓我奠
定了做人的基礎。
上海對我來說，有很多個第一次。

我人生中第一個事業起點——專業演
奏的生涯是從上海開始。記得我在紐
約讀書期間，回國到母校上海音樂學
院附中做了一個匯報演出，還有機會
和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我第一個唱片
中《梁祝》的演奏錄製也是在上海唱
片公司，我在上海成為當時第一個錄
製《梁祝》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家。
我第一次率領香港弦樂團去內地巡
演，也是參加上海星期廣播音樂會。
家鄉上海在我人生每個重要時刻都

見證了我的成長，當年很多場景我都
記憶猶新。看電視劇《繁花》中和平
飯店的場景，我就想起小時候跟父親
去上海錦江俱樂部演出。當時父親在
那裏有一個爵士小樂團的演出，為了
讓我有更多的舞台經驗，每天都帶我
去演出鍛煉。錦江俱樂部就是現在花
園飯店的前身，更早的歷史是1924年
建造的法國總會，當時接待過很多國
際政要名流。我在那裏遇到的第一位
貴人，就是聽我演出時結識的，後來
在我獲得全額獎學金到美國舊金山音
樂學院求學時，他也給予了熱情的聯
繫和支持。而當年求學的上海音樂學
院附中內——東平路 9 號的「愛
廬」，是一座法國花園洋房，也有近
百年的文化歷史。可以說上海中西合
璧，開放、時尚的文化基因很早已成

為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鄉情中最重要的是人情和大愛，我

最感謝我上海的外婆。小時候因為父
母都有工作，我是外婆一手帶大的。
我記得外婆是個小腳女人，她每天早
上四點就要起床，去旁邊的菜市場排
隊買菜，有時候我也會跟她去。當時
的五原路菜市場現在已經結業，但外
婆牽着我手走過弄堂的記憶卻異常深
刻，這也是純樸的百姓生活，但又是
那麼偉大的無私之愛。這種大愛和情
感，對我的做人和處事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外婆的默默付出、任勞任怨，
讓我感覺到一個人其實只有願意付出
真心、愛心，才能真正快樂。因此我
一直熱心去做基層孩子的工作，為九
百個基層孩子提供免費音樂教育。我
一直以來提倡「全為愛」，就是外婆
給我的榜樣力量。當然，上海音樂學
院附中的老師為人師表，對我愛護和
付出，也教導了我如何在今天更好培
養下一代，真正把所學全心全意傳承
下去。
鄉情自古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精

髓，李白名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
故鄉」，千古傳唱。鄉情也是文化自
信的源泉，我覺得不論是在上海還是
香港，讓下一代從小、從文化藝術中
汲取流傳千年的情感和精神，正是傳
承中華文化之根的最好方式。愛家鄉
是對自己文化之根的認同，從小處來
說，就是小家庭中感受溫暖，從大處
來說就是愛國家，感恩家鄉的哺育、
感恩國家的關愛。「風起好揚帆」，
鄉情根深永遠是揚帆遠航的保障和動
力。

●劇中的西施。
作者供圖

●人字好寫卻難做。
作者供圖

●姚珏是香港弦樂團創辦人。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