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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
於 2006 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
宗教及慈善工作達 40 年。2016 年，獲頒
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
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
頒授「榮譽院士」，又於 2025 年獲國家

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傳承人」。

嗇色園黃大仙祠作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場所之一，
以黃大仙「有求必應」的威靈而聞名，終年香火鼎盛。特
別是新春期間，祠內每日接待超過5萬人次，場面熱鬧。
早年，我常聽人笑言：「新年到黃大仙祠參神，可千萬別
穿新衣！」為什麼呢？參神時，人人手執香枝，人潮擁擠
不堪，衣服往往被燙出一個個小洞；此外，善信虔誠，參
神時常帶着大包小包寶燭和生油，有時更會在祠內「就地
設壇」。若人潮過多，更是連祠外通道也未能倖免，致使
香灰飛揚，空氣刺鼻澀眼；一瓶瓶參神生油更常常裝滿無
數電油桶和大竹籮。回顧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有紀錄指仙
祠每天收生油十多籮，每籮三四十瓶。這導致祠內不得不
闢地存放生油，無形中增加了火警隱患。該倉庫至今仍保
留着「油倉」的舊稱，相信不少新入道的會員都會感到疑
惑，不知其名由來！

早期環保政策
實際上，早在1960年代，嗇色園董事會已嘗試解決環保

問題。由於當時黃大仙祠被七層大廈和廉租屋包圍，與民
居僅一牆之隔。為減少對居民的影響，本園於1966年1月
禁止善信自行焚燒寶燭，要求他們將寶燭放進山門設置的
鐵籠內，由本園統一焚化。然而，同年2月，本園即收到
「黃大仙政府廉租屋管理處」經理的投訴，指煙霧嚴重影
響鄰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見此舉收效甚微。
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本園每每於新春前夕，

登報呼籲善信勿帶寶燭及生油參神，以保持殿宇莊嚴、地
方整潔。然而，呼籲再三，善信的態度卻始終如故，未見
改善。

落實環保政策 打造綠色廟宇
2007年，我被委任為嗇色園董事會主席，眼見環保問題

歷經40餘年仍未解決，便下定決心做出成績。翌年（2008
年）新春前，嗇色園正式推行「禁攜元寶及大香政策」。
彼時，善信普遍相信香枝愈大、愈顯誠心，即愈能感通神
明。然而，世人未曾深思，道教的核心理念在於「虔
敬」，實際上僅需心香一瓣，即可感恪神明。
那時，我每日巡視大仙祠，指導員工果敢實施政策，並

密切關注效果。尚記某日，見到一名身穿大褸的男子，走
路姿勢異常怪異，我便上前關心。誰料，他竟是將一支半
人高的大香藏於衣服內，企圖偷偷點燃進香，實在令人啼
笑皆非。但善信的誠心令我動容，我讓員工為他取來一炷
清香，循循講解。這次經歷也令我萌生了日後推動道教文
化教育的決心，廣開法門，讓信眾得以明了道教智慧與文

化。
2010年，本園以「打造環保廟宇 共建綠色機構」為口

號，積極推動環保措施，設計並應用創新環保香爐，進一
步減少香燭燃燒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現時，黃大仙祠於大
殿外壇、三聖堂及盂香亭三個上香位置，分別設置了「煙
香減少及除味系統香爐」「乾式環保化香爐」及「濕式環
保化香爐」。同時亦在大殿平台安裝水霧噴發器，迅速沉
降灰塵，降低空氣中的懸浮粒子濃度，提升空氣質素。
此外，園內亦重新裝點和設計長廊花園「從心苑」，營

造一個和諧的自然環境，讓鳥類和昆蟲得以覓食和棲息，
充分體現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並為善信提供一個清
幽雅致之地。

環保理念的傳承與創新
如今，黃大仙祠在禁止寶燭生油方面，已取得一定成

效，但「綠色之路」依然漫長且充滿挑戰。長遠而言，本
園必須隨着科技發展，進一步考慮建設各種環保設施，以
推動宗教信俗與環保理念的結合，契合傳統「天人合一」
的理念。同時，也希望藉此向社會傳遞「愛護地球」的重
要訊息！此外，亦期待更多宮觀廟宇共同參與這場「綠色
行動」，攜手推動宗教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為地球的
未來與人類的福祉貢獻一份力量！

於無錫而言，文脈與商脈是互為支撐的，融
會貫通，形成強大的生命體世代傳承。彷彿人
有任督二脈，一脈主血，一脈主氣，二脈若
通，則八脈通。這種相互成全的關係，在兩個
時段得到集中體現。
一是康熙乾隆時期。無錫作為京杭大運河漕

運系統的樞紐城市，在當時已經發展成為遠近
聞名的工商名邑，有所謂「上塘十里盡開店，
下塘十里盡燒窖」的說法。康乾二帝南巡，必
駐蹕無錫。皇帝與隨行百官、文人墨客間詩文
唱和，頌繁華盛世，享山水之樂。毗鄰惠山寺
的寄暢園，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
隆四十九年（1784年）整整100年裏，兩個皇
帝共12次巡遊江南，每次都到此處，留下了
許多詩章和匾聯。乾隆甚至「愛其幽致」，繪
圖帶回北京，在清漪園（今頤和園）萬壽山東
麓仿建一個園子，命名惠山園（今諧趣園）。
寄暢園精緻奢華的山水建築配以上乘的詩文碑
刻，堪稱無錫文化與經濟相得益彰的標本。
二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值無錫民族工

商業發展的鼎盛期，各大工商家族相繼走上
歷史舞台。他們在叱咤商場的同時，非常重
視家族企業的文化建設和精神傳承。作為中
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他們走南闖北，見多
識廣，思想普遍比較開放，對西方資本主義
的東西也有所涉獵。比如，創辦永泰絲廠的
薛南溟，是近代著名散文家、外交家、洋務
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薛福成的長子。他致力
於將父親主張的發展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生
產殖財養民的願望變為實踐。六大家族都積
極網羅和培養人才，包括高薪聘用外地甚至
外國專家委以重任，開辦全日制學校，設技
術培訓班，建職員和工人養成所等。他們大
力培養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並擇優選送國外
留學深造，讓他們更多接觸世界。這些民族
工商企業的掌門人出自書香門第、官宦人
家，他們不像土財主那樣自大驕狂，而是主
動學習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和技術，洋
溢着積極向上的生命活力。
在這樣的文脈商風滋養下，無錫人生來有一

種對文化傳承的執着追求。作為吳文化的重要
發源地，無錫文化底蘊十分深厚，文化遺產豐

富多樣。從古老的運河、橋樑、園林，到現代
的博物館、藝術館，無不展示了無錫文化的獨
特價值。無錫人尊重傳統，珍視歷史，也善於
吸收新文化新思想，在文化的繼承、創新與發
展中建立起一種動態平衡。他們積極挖掘多樣
化文化資源，通過修復古建築和舉辦特色文化
活動，探索傳統文化的現代實現路徑，讓人們
更多地了解和感受無錫的文化魅力。
積極進取的商業精神根植於生產生活方式，

形成了無錫人務實、勤勉、注重實效的性格和
處事特徵。無錫人不尚空談，善於捕捉商機，
勇於開拓創新。無論是早期民族工業家，還是
當代高新技術企業家，都展現出非凡的商業洞
察力和執行力。在開放包容的營商環境中，企
業普遍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政府積極為各
類人才提供廣闊發展空間和良好生活環境，進
一步激發了無錫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業熱情。而
正是這種創新精神和創業熱情，使無錫能夠在
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成為中國經
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低調奢華，是無錫人的生活藝術，也是我

們打開無錫的正確方式。無錫的城市人文特
徵是極鮮明的，無錫人追求生活品質，享受
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精湛的園林藝術，是
他們注重精緻生活方式的象徵。從古代私家
園林，到現代公共文化空間，處處展現出無
錫人對美的不懈追求和創新發展。當然，無
錫人的追求是低調而含蓄的，他們拒絕浮
華，注重實用性和性價比，力求在有限的資
源下創造最大的價值。其實，一個人能否在
享受生活的同時，保持理性和節制，是文明
與愚昧的試金石。同樣，面對挑戰或機遇，
能不能冷靜而果決地行動，最終決定了一個
人能否取得成功。
當我漫步在新開張的恒隆廣場裏，無法想像

這是一個二線城市的消費場所。恒隆是一家規
模較大的香港地產發展商，在內地多個城市有
物業組合項目，均以恒隆廣場命名，定位高
端，是所在地「城市脈動」的領導品牌。無錫
恒隆廣場總樓面面積約25.9萬平方米，坐落於
市中心最繁華商圈，匯聚了200餘家優質零售
店舖，堪稱高端時尚品牌集中地。更難得的

是，恒隆廣場與周邊環境及傳統歷史建築融為
一體，復古與新潮的碰撞帶來獨有的時尚文化
體驗，成為無錫精緻生活的風向標。
大氣而精美的店堂裝修，隨處可見的國際大

品牌，特別是來來往往的顧客骨子裏透出來的
那份從容，讓我產生錯覺：這怎麼會是無錫
呢，難道不該是香港、廣州或者上海嗎？據項
目負責人介紹，無錫恒隆廣場將與先前落成的
上海恒隆廣場、即將落成的杭州恒隆廣場一
起，依託所在城市中央商務區的核心腹地，發
揮強大的協同效應，引領長三角消費新時尚。
以二線城市的規模，展現一線城市的氣魄，

打造出頂流城市的生活品質，這就是無錫！無
錫已然是繁華的，但不是卡拉OK式的繁華，
而是古典音樂式的繁華。無錫已然是富足的，
但不是暴發戶式的富足，而是貴族式的富足。
由此，我想到惠山寺裏的「天下第二

泉」。古往今來，這泓清泉，受到多少帝王
將相、騷人墨客的青睞。茶聖陸羽當年將此
泉品為「天下第二泉」，或許真有深意。想
天下之大，歷史之久，號稱「天下第一泉」
者何其多矣，今天又有誰能記得。「第一
泉」如走馬燈似地消失在無情的歲月裏，
「第二泉」卻長駐人間。蘇軾「獨攜天上小
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的浪漫，阿炳月夜
獨奏《二泉映月》的蒼涼，都幻化在這一脈
隱於千年古剎不爭出頭卻底氣十足的泉聲水
韻裏了吧。
我們入住的君來世尊酒店旁邊有一條小河，

名叫巡塘河。河上有一座單拱小石橋，名叫巡
塘橋。沿巡塘河兩岸，是巡塘古鎮。古鎮興盛
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無錫近代民族工商業
發展的鼎盛時期。看着百年古鎮上錯落有致的
老建築，小石橋畔頗有些年頭的依依垂柳，聯
想到這幾天在無錫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一
種莫名的滄桑感漫上心頭：

一拱千秋柳萬條 清風縷縷自逍遙
古來多少風雲客 步履匆匆過小橋

蛋兜兜是故鄉洪雅山區農村的產物，有大有小，用於趕場賣雞
蛋。竹篾條編織的蛋兜兜，青白相間，形如雞窩，蛋裝在裏面，顯
得格外大個和美麗。
蛋兜兜是父親請篾匠編織背兜時順便編製的，用的是地壩邊的慈

竹。那時候竹子也珍貴，一般的地方生產隊不許栽種，怕遮住了陽
光，不出莊稼，而自家自留地邊，也捨不得去栽，於是只能栽在房
前屋後。我家地壩邊有兩攏慈竹，青翠挺拔，長得極好，風一吹
過，沙沙作響。篾匠砍竹時挑三年以上的竹子，說這樣的竹子劃出
的篾條柔韌強，編出來的家什耐用。只見篾匠將竹子劈成細條，手
指在篾刀與竹片間翻飛，篾條便如絲線般從掌心流淌出來。編完3個
背兜，還剩一些篾條，父親便要他幫編一個蛋兜兜。只見篾條在他
指間穿插纏繞，不消半日功夫，一個精巧的蛋兜兜便編織出來了，
底部寬，向上漸收，口沿處特意多編了幾圈，再編了兩個提手，為
的是提起來不勒手。
蛋兜兜是用來裝雞蛋去賣的。家裏養了幾隻母雞，每日天不亮母

親就起床，把雞從籠子裏放出來，撒一把穀子在地壩裏，那些雞便
撲扇着翅膀圍過來啄食，啄完食，便到屋簷下地壩裏的一個豬槽裏
吸水。然後再到外面尋覓蟲蟲螞蟻來吃。雞窩一般找在房後柴堆
裏，或樓上草堆裏，下了蛋，母雞一般都會「咯咯咯」地叫幾聲，
像在炫耀自己的勞動成果。聽到雞叫聲，母親便輕手輕腳地去找到
雞窩，將雞蛋拾起，然後將乾稻草放到蛋兜兜裏墊底，然後將雞蛋
碼進去。接着撒一把稻穀慰勞剛下蛋的母雞。如果其他雞兒要來搶
食，母親就用木棍子將牠們趕開。雞蛋是捨不得給我們吃的。偶爾
有破了殼的，母親才煮了，剝開蛋殼給我和妹妹分食。蛋白滑嫩，
蛋黃綿軟，咀嚼着時，竟覺得比肉還香。母親自己是從不嘗一口
的，看我們吃得香甜，眼睛裏也盛滿了滿足。
每逢趕場日，母親便用蛋兜兜提着雞蛋進城去賣。下雨天，山路崎

嶇，很是滑溜，蛋兜兜在母親手中晃悠，卻從未見一個蛋破損。有時
候剛走到馬河山下，雞蛋就賣掉了。半路上買蛋的人，大多數是蛋販
子，他們低價買來，拿到農貿市場去賣高價。農貿市場在縣城的豬市
壩。市場上熱鬧得很，賣菜的，賣肉的，賣豬的，賣雞鴨鵝的，吆喝
聲此起彼伏。母親尋個角落蹲下，將蛋兜兜小心放在前面。蛋販子圍
過來，說我家的蛋不大樣，賣不上價。母親將頭扭在一邊不吱聲，懶
得與他們爭辯。有人過來說我家的雞蛋新鮮，問賣多少錢10個？母親
高興了，只要人家給的價格差不多，也不講價，就賣給了人家。賣完
蛋，母親接過皺巴巴的鈔票，仔細摺疊好，塞進貼身的衣兜裏，轉身
就回家。那錢是要攢着給我繳學費，或用於家裏油鹽醬醋的。有時候
母親也會買一塊冰糕給我吃。最大方的一次，是請我去吃了一碗旺兒
湯，旺兒湯上面飄着油星和幾片葱花，味道香極了。
後來我參加了工作，在城裏安了家。回去看望老父老母時，見兒

時的蛋兜兜依然掛在老屋的牆壁上。只是隨着歲月的久遠，篾條泛
黃，已經沒有了以前的光鮮，有幾處磨得發亮，像是被歲月的手掌
撫摸了千萬遍。我想，竹篾條雖然褪色，但蛋兜兜裏盛裝的溫度和
記憶，卻是永遠的存在。

●羅大佺

母親的蛋兜兜

探討AI以諧音還原俗語的狀況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無錫﹕一「無」生百「有」（下）

黃大仙祠的「綠色之路」
宗教信俗與環保理念

●作者：李耀輝（義覺）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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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外壇設置三部拱橋形「煙香減少及除味系統」，
能去除懸浮微粒及甲醛等，做到零黑煙排放。作者供圖

●善信早期攜帶大量寶燭及生油，祭品堆滿各處，影響
了黃大仙祠的莊嚴與整潔。 作者供圖

生活點滴

由於「三加六」等於九，九是狗的諧音，
廣東人就以「三六」作為「狗肉」的代稱。
吃狗肉的人會告訴你，「炆狗肉」（煮狗
肉）時發出的香氣有着不可抗拒的誘惑，所
以「狗肉」也叫「香肉」。民間流傳了以下
的俗語：

三六滾一滾，神仙企唔穩
「企唔穩」就是站不穩，暗喻守不住法規；
相傳為降龍羅漢轉世的濟公和尚就破戒吃狗
肉。話雖如此，也有不少人，不一定是保護
動物主義者，不吃狗肉但又抵受不住那股香
氣，於是只「飲狗汁」（喝狗湯）或以「狗
汁撈飯」（狗湯拌飯）。廣東人叫這類行為
做：

唔食狗肉飲狗汁；唔食狗肉撈狗汁
理論上，不吃狗肉的人也不會沾狗汁的，所
以有人會用以上話語來諷刺那些人雖不是直
接參與，卻間接參與其事；有時也會用來評
價那些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行為不一的
人。
示例1：
嗰頭話自己係環保人士，嗰頭又用發泡膠飯
盒帶飯返公司食，咁即係「唔食狗肉飲狗
汁」啫！
示例2：
從前有個和尚佢朝朝叫醒個劏豬佬起身返
工，後來佢畀個住持踢咗出寺！
出家人唔殺生，亦唔鼓勵人殺生；佢朝朝走
去叫醒佢，咁即係間接叫人殺生，同「唔食
狗肉撈狗汁」有分別咩？抵佢畀住持掃地出
門嘅！
按廣東話目前在「全球」的使用狀況，筆

者估計至少有三四成說廣東話的人對上述俗
語有絕對認識；由於不算特別冷僻，坊間總
有一些相關記述。在此情況下，大部分AI
可望交出「正常」的輸出。以下是有家AI
在開啟「網頁搜尋」功能前後的輸出（隨後
是評價）：
前（未開啟「網頁搜尋」功能）
「唔食狗肉飲狗汁」直譯為「不吃狗肉，

喝狗的汁液」。此句邏輯矛盾且不符合常
理。若反對食狗肉（如基於動物保護），則
「飲狗汁」仍涉及對狗的利用，顯得不合
理。
現實中，「狗汁」並非常見飲品或食物，

可能是誤寫或刻意誇張的表述。若修正為
「果汁」（諧音梗/諧音雙關），可用於表
明拒食狗肉的立場；若保留原句，刻意用荒
誕表達反諷，故推薦修正。例句：「唔食狗
肉飲果汁」，支持動物保護！
【首先，「狗汁」指「狗湯」，意思清晰；
譯作「狗的汁液」，不明所以。其次，為何
出現了「唔食狗肉飲果汁」這件令人失笑的
創作呢？由於這家AI的語料庫中有數據顯
示「食狗肉」是不人道的，再加上廣東話俗
語常以「諧音」成詞，所以它就用了「狗
汁」的諧音「果汁」來還原「唔食狗肉飲狗
汁」這個俗語，顯示出現對諧音過度敏感的
現象。】
後（已開啟「網頁搜尋」功能）
「 狗 汁 」 在 粵 語 中 發 音 為 「gau2

zap1」，與 「夠汁」（發音相同）諧音，
意為「足夠的醬汁/汁液」。
原句字面矛盾（不吃狗肉卻喝狗汁），但

通過諧音轉換後，實際想表達的是「唔食狗
肉，但夠汁（醬汁足夠）」，類似於「不吃
肉但醬汁管夠」的幽默邏輯。
當有人問「食唔食狗肉？」時，可用「我

唔食狗肉，但飲狗汁（夠汁）！」來搞笑回
應，強調自己「不吃肉但注重醬汁」的無厘
頭邏輯。
原句也可作自嘲式調侃——用於形容「對

某件事表面拒絕，但實際享受配套條件」，
例如：話唔食宵夜，但飲哂成碗湯——唔食
狗肉飲狗汁囉！
通過諧音製造荒誕反差，常見於粵語網絡

迷因或朋友間玩笑。
【首先，「夠汁」是發音相近的諧音而非相
同；其次，「晒/曬」誤作「哂」，說明
「語料庫」中存在不少修補空間。由「狗
汁」的諧音「果汁」來到另一諧音「夠
汁」，給人的感覺是「沒有最搞笑，只有更
搞笑」。在「語料庫」未更新的情況下，此
家AI只能依賴舊有訓練所得，因而沿用了
同一思維；也說明了它在具備「網頁搜尋」
功能後仍選擇用「深度思考」作出推敲，是
對其「推理能力」過分自信的表現。】
「諧音」是表面看來趣怪的廣東話俗語成

詞的一大特色。是故用「諧音」來還原這類
俗語是其中一種方式，但這並非絕對；更何
況「諧音」涉及「同音字」，適用的字詞可
不少。可以這麼說，所選取的「諧音」在未
經驗證是否與原句的寓意脗合下而取用，是
生成「幽默」輸出的主因。

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