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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幸跟道教界的前輩到尖沙
咀一家私房菜館，席中的紅酒、貴
腐酒自不消說，最讓我驚喜的是當

晚的菜餚，材料不算名貴，卻是道道展現出廚師的巧手妙
思。
當中最讓我驚喜的，絕對是第八道菜「蟹釀橙」。「蟹釀

橙」是南宋《山家清供》上卷記錄的宋代菜餚。它的作者林洪
雖然是我們福建晉江人，而且普遍認為這部食譜記錄的是閩
菜，但是當時（南宋紹興年間）大量移民從北入閩，當然也會
帶來他們原鄉的菜餚，所以到底「蟹釀橙」屬於閩菜還是其他
菜系，實在難以分說。而且，林洪晚年寓居杭州，所以說不定
是杭菜的一種。

原文僅101字 烹調方法只42字
《山家清供》有關這道菜的記載寥寥無幾，僅有101字，而其
中有關烹調方法的更只佔其中42字。所以，可以猜想，千年之
後的今天，想要復刻這道菜餚，除了憑藉經驗與巧手，更需要
一點想像。
林洪說，要用黃熟且個頭大的橙子切去頂部，挖去它的瓤，

只是稍稍留一點橙液在內。然後，用蟹膏和肉填滿整個橙的內
部，最後用仍然帶枝葉的橙頂蓋覆蓋。林洪沒有說用哪一個
品種的橙，估計他也弄不清。不過，以林洪的居留地推算，大
概應是泉州或杭州的橙種。我不是植物學家，但如果真要我推
測，我傾向是產於泉州的「蓬華臍橙」，不過這也是推測，畢
竟這也是近代才有的品種。
那為什麼要挖去全部橙肉，然後只留下少許橙液在內呢？我

想大概是不想橙味過濃，奪去了螃蟹應有的滋味。而留一點橙
液，正好借用了它的甜、酸和香氣，讓整道菜的味道更加豐
富，又能提升螃蟹的鮮味。至於用帶枝葉的橙蓋，大概是讓它
仍然保留新鮮橙子原有的形態。這正是宋人的風雅，讓人神
往。
整理好的「蟹釀橙」接下來要放入小甑內，用酒、醋、水蒸
熟。「甑」其實就是古代的炊器，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而用
酒、醋和水蒸熟，其實就是要把酒香炊附在橙的外壁上。因為
無論如何蒸，相信也不可能把酒香蒸到蟹肉之上。最後，林洪
建議用醋和鹽作為蘸料，配搭蒸好的「蟹釀橙」食用。

關鍵信息缺失 考驗廚師手藝
好了，林洪的食譜其實就是上面這些。有沒有發現似乎少了什麼？沒

錯——沒有說明留下多少橙汁，只說是「稍留點汁液」！對於沒有吃過南
宋原裝版本的我們（其實我好想穿越千年，回到南宋一嘗），根本不會知
道怎樣才是當日的味道，只能配出自己喜歡的滋味。而且，林洪也沒有說
要蒸多久。蒸不夠火候，相信橙的香氣逼不進蟹肉內，那這道菜變得徒具
虛名；蒸太久，蟹肉過熟，它便失去了主角應有的口感與味道，所以這也
得靠廚師去試。
當晚的主廚葉沖師傅說（好巧！姓葉的都是吃貨），他也是試了無數次
才能做到今日的樣子。雖然味道已經很不錯了，但是葉師傅仍然不滿意。
因為他說當日江西臍橙還沒「當造」，所以他迫於無奈，只能用上澳洲
橙。很好！我聽完之後，又多了一個合理理由讓自己多吃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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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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燒對池塘柳 五行聯如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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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著《通鑑》
汲取前朝智慧

相信大家在中、小學階段，都有上
過作文課。在記憶之中，老師都會按
以下的步驟來操作寫作教學：先在黑
板上用粉筆寫上題目；吩咐同學做寫
作大綱；催促同學完成寫作；批改作
文；一兩個星期後，把文章發還給同
學；最後，便是同學謄文——筆者曾
重複操作這個程序多年，但仍不知如
何寫作。
直至筆者當了校長，為了了解寫作
教學，便戰戰兢兢地重新學習如何寫
作。不懂，便去問人；沒人可問，便
向書本、互聯網求教。最後，知道審
題的重要，寫作方向錯了，就算筆鋒
如何銳利，文章也是下品；又知道立
意甚難，輸入不足，何來輸出？材料
不足，又如何「炒出」一碟好文章來？
筆者最初當校長的時候，曾與中文
老師一起合作，做了一個嘗試，給學
生出了一道寫作題：「東涌的轉
變」，一方面教導同學寫作，另一方
面幫助他們更熟悉自己所居住的環
境，好讓他們日後在寫作上可從中取
材，強化他們在立意方面的實力。
老師團隊挑選了一篇由著名作家小
思創作的短文供學生閱讀，短文記敘
與描寫昔日中環的希爾頓酒店被拆卸
後，變身成為了長江中心一事，作為
寫作策略與技巧的輸入。
其實，需要輸入的，何止文字和技

巧，還需要輸入生活經驗。老師指示
同學重新認識自己所居住的東涌。有
同學邀請了內地來的特級教師，一起
踏單車遊歷東涌；更有同學刻意乘坐
小輪，由屯門前往東涌，從遠至近，
在雨中窺探東涌的面貌。

觀察生活細節 積累經驗
到了分組寫作的時候，有一組挑選
了東涌的侯王廟來作重點描寫。他們
盯上了侯王廟的屋簷、廟宇正前方的
香爐鼎和香爐鼎旁邊悠閒的小黃狗
來作描寫，更對比侯王廟與東涌市鎮
的最新面貌。
他們在文章中寫道：「為什麼東涌
新市鎮的面貌急速變化，而侯王廟的
外貌卻是依然？」把現場的小思感動
得流下淚來。
筆者問：「小思老師，你不擔心我
們是在演戲，同學是經過預先操練才
給你看嗎？」她說：「怎麼會？『台
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看得出

他們是有實力的！」
筆者曾教過一位女同學，她跟媽媽

的關係惡劣，曾跟媽媽爭吵至拿起鑊
鏟對峙的地步，內心卻是十分渴望媽
媽的愛。
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同學最後寫

了一篇《我的媽媽》，更入選了選
《香港中學生文選》，內容感動，感
動了筆者，亦感動了她的媽媽。作為
老師的，不要不相信孩子，也不要不
相信自己有教好孩子的能力。
筆者建議同學可在老師教授的寫作

招式中，挑選一些心頭好，然後努力
練筆，例如：運用明喻、頂真、排
比、擬人等寫作技巧來點綴文章；多
運用標點符號；練好字體；運用起承
轉合、首尾呼應等來作布局。
筆者近來作了一個新嘗試。老師會

把學生的寫作評為一級至七級，相對
應香港中學文憑一級至五星星級別。
老師同學思考如何改進文章，然後
給予同學重複改寫的機會來不斷提升
級別，原則上，每位同學皆可憑努力
和改善文筆來把文章提升至最高級
別；老師會把最後的分數計算入平時
分內，大大改善了同學的寫作態度和
表現。
只要有心，誰不能寫出好文章來？

「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
良。」

宋仁宗在位時，距北宋立國
已近百年，王朝開始出現種種
危機。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司
馬光連連上疏，陳述一系列的
治國方法，提倡朝廷應以禮
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定國

的根本，並且要所有官員嚴守職分。
司馬光（1019-1086 年）字君實，山西涑水鄉
人，人稱「涑水先生」。他自幼以讀書刻苦用功而
名聞鄉里，往往飲水吃飯也忘記。仁宗寶元元年
（1038年），司馬光考中進士，一路官至御史中
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他仍平淡地說：「賢德者
為人處世，應該踐履仁義，彰顯品德，區區身外之
名何足傳揚！」
他為官時多推舉賢能，屢屢犯顏直諫而不顧個人
安危。神宗時，他與王安石共事，多次因見解不
同，兩人漸行漸遠，終致反目。熙寧三年（1070
年），王安石開始變法，司馬光跟他有很大分歧。
兩人為國之心沒有不同，沒有忠奸之分，只在施政
的具體措施上各有側重。
王安石政見上主要環繞當時財政、軍事的問題，
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和軍事改革，以解決燃眉之
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倫理綱
常、官員風紀的整頓。即使某些環節需要改革，也
要穩妥小心。正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相對來說，司馬光的主張較保
守，並沒有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

專心修纂 寄託於著作
由於與王安石政見上沒法協調，司馬光堅持辭去

樞密院副使一職。神宗無奈，只得讓他出任判西京
御史台，外遷洛陽。他到洛陽後，開始專心修纂
《資治通鑑》這部曠世名著。他和助手收集及整理
了大量資料，除了採用歷代的正史之外，亦參考了
各種歷史著作達294卷，300萬字，共1,362年的逐
年記載詳細歷史。據說他成書時，草稿足足堆滿兩
間屋子。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其資料豐富，考

證嚴謹，文字精煉生動，是中國古代史書中最有價
值的著作之一。為研究從戰國到唐代的歷史，提供
了相當完備的資料。為了方便閱讀，他用「編年
體」的筆法來敘述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以連
載、直述、附敘、補敘、追敘等寫作方法，來交代
事件的前因後果。
大名鼎鼎的《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就是將歷史
劃分為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就如《項羽本紀》
《刺客列傳》都是一個個小篇幅的故事，缺少前後
因果關係，或者說是因果關係不明朗。而《資治通
鑑》不同之處，就是按時間延續來敘述整個時代發

生的事情，這樣一來，各種事情的前因後果很容易
展現出來，例如對漢武帝的評價「孝武內窮侈靡，
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一語道出根
本，就是批評武帝對內開銷過大，對外征戰又極其
耗費國力，導致領土與財力漸走下坡，對後世帝王
就有一定借鑑作用。

「帝王之書」鑑往事
司馬光在書中附有多篇評論，深入探討治亂之因
與君臣之道。他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
裏行間充滿經世濟民的深切情感，呈現勸諫君王的
良心。他經過19年的努力才成書，他希望這是一部
「帝王之書」。
幾千年來，後朝編撰歷史，向來是極力貶低前

朝的政績，總之就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更醜化
前朝末代君主的劣行、暴政，而沒有說及前朝有何
功績。例如魏徵在編寫《隋書》時，也刻意抹殺了
隋煬帝的兩大功勳：科舉制度和京杭大運河。要知

道科舉制度今後沿用了兩千年，是各朝代考選人才
不可少的機制；而京杭大運河則保證了政府的統治
和南北的糧食、貨運交通，功勞不少。
司馬光一開始就拋開了時代的觀點，以客觀角度
詮釋前朝對後世所應該有的借鑑意義。而此書之得
名，就是神宗給它起的。他說此書「鑑於往事，有
資於治道」。意思是參考以前的事件，來輔佐今朝
的治理，《資治通鑑》可稱得上「帝王之書」。
神宗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
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
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
書。」可見他為此書已做到油盡燈枯了。
此書向為後世許多史家推崇，模仿著作，以及省
思：如何才能「鑑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
善矜惡，取是捨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
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了。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
年）

寫作忌閉門造車 親身體驗情感真

本期所選兩則
對聯所用文字均
經匠心錘煉，閱

讀時就像參加一場語文遊戲，箇中滋味實
在妙不可言。

煙鎖池塘柳

茶烹鑿壁泉

這是一副包含五行「金、木、水、火、
土」部件的字所組成的對聯。上聯「五
行」都處於字左邊，下聯「五行」則全在
字下方。
上聯描畫池塘上煙霧繚繞，池邊垂柳若
隱若現；下聯寫泉水鑿壁而來（有指「鑿
壁泉」實有其泉），鮮活清澈，正好用來
煮茶。上、下聯意境和諧，渾然天成，營
造出一派清新隽永、優閒雅致的景象。
據梁羽生考證（《名聯觀止》），「煙

鎖池塘柳」一聯最早見於明代陳子升《柳
波曲》二首：「煙鎖池塘柳，燈垂錦檻

波。回波初試舞，折柳即聞歌。」「燈填
錦檻波，煙鎖池塘柳。妾夢五湖湄，郎家
大堤口。」此聯亦見於他後來所寫的其他
作品：「煙鎖池塘柳，烽銷極塞鴻。東枝
罷春水，南翼怨秋風。」（《鎖柳銷鴻之
曲》）「煙鎖池塘柳，鐘沉台榭燈。燈心
紅縷密，柳眼綠波澄。」（《煙鎖沉燈
引》）
除了陳子升外，近百年來還有不少人就
「煙鎖池塘柳」對過下聯，例如「烽銷漠
塞榆」、「炮鎮海城樓」、「燈銘水墨
樓」、「江照塔樓鐘」、「桃燃錦江
堤」，甚至是「港城鐵板燒」、「深圳鐵
板燒」。不知大家認為哪句對得最精妙
呢？

迢迢綠樹江天曉

靄靄紅霞海日晴

此聯最特別之處在於以回文手法寫成，
順讀、倒讀皆可，極富趣味。

上聯寫天剛拂曉，遠處江邊的綠樹隱約
可見；下聯寫晨曦朗照，匯聚海上的紅霞
隨之消散。
回文，亦作迴文，也稱回環，於詩、
詞、曲、賦、對聯皆有，是「極求詞序有
回環往復之趣的一種措辭法」（陳望道
《修辭學發凡》）。
回文分「明回」和「暗回」兩種。「明
回」指不管順讀還是倒讀，均出現同一句
子，即句子的字詞完全相同，如「秀山青
水青山秀，香柏古風古柏香」。「暗回」
則指句式表面上未見回環，但倒讀卻可造
成字句不同而內容不變的效果，如此聯可
倒讀成「晴日海霞紅靄靄，曉天江樹綠迢
迢」，其內容與原文完全相同，而且此聯
不論順讀或倒讀，均意境佳妙，足見作者
錘煉文字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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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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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資治通鑑》的殘稿。 資料圖片

●●東涌侯王廟東涌侯王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蟹釀橙蟹釀橙」」菜譜記錄於菜譜記錄於《《山家清供山家清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