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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村，物資相對匱乏，沒有文化娛樂設
施。男孩子們自創出許多五花八門的玩具，比如火柴槍、水
槍、紙團槍、木頭槍、滾鐵環、打陀螺、紙飛機、紙船等
等。我對玩火柴槍印象特別深刻。
那時候小山村裏沒有自行車，而做火柴槍主要材料是自行
車的鏈條和內胎，於是我得想辦法找到這些東西。同學的父
親在縣城工作，便與他商量讓他父親幫助，他父親在單車修
理店幫我們找到了鏈條和內胎，我們非常興奮。利用星期六
不用上課的時間，我們找來一根一米左右的粗鐵線，用錘子
把鐵線砸直，再用鉗子把鐵線彎成手槍的形狀，以及做個扳
機和撞針。扳機穿過架子的地方做成略微有對稱的寬度，這
樣才能自由扣動。我把撞針頭在磨石上磨成圓尖形狀，用皮
筋和細鐵絲固定好扳機和槍架。把7至10節鏈子穿在槍桿鐵
線上當槍管，把兩節用輻條帽鉚在一起的鏈子當槍頭，用內
胎剪成的皮條把所有鏈子勒緊在最後面的手把上，再把皮條
從前面鏈條掛緊在撞針上，這樣火柴槍就做好了。我與同學
一人做了一把。
做火柴槍看似容易，可要做得好還真得花點功夫，別的不

說就說這撞針，太鬆了容易壞、打不響，太緊了拉不開，外
形要端正，用起來才順手。
火柴槍以火柴為子彈，通過撞擊火柴頭的硫磺和氯酸鉀混
合物產生爆炸聲，作為「子彈」的火柴梗可射出數米。先把
前兩節鏈子推向一側，把火柴棒塞進槍頭裏抽到只剩下火柴
頭，輻條帽的口正好不到頭，火柴頭剛好落在這個小孔裏。
然後把鏈子復位，再把撞針掛在槍把最高處那個扳機扣上
面，扣動扳機撞針瞬間被皮條的拉力撞向火柴頭，只聽
「啪」的一聲，火柴桿就飛了出去。火柴桿也是有殺傷力
的，所以開槍時不能對着人。「啪啪啪」的響聲，很快引來
了一批小玩伴，大家聚在一起，手拿火柴槍，做出各種姿
勢，相互比試着。有人建議分成兩隊模擬打仗，大家尋找有
利的地方隱藏起來，響聲連續不斷，玩得不亦樂乎。那些沒
槍的玩伴，也忍不住把槍借去，放上十幾槍，過過癮。
那時候畢竟條件有限，雖然火柴每盒二分錢，家長也只能
勉強給幾盒，根本不夠用，所以只能自己想辦法儲錢，利用
拜年利是及上山採摘金銀花賣給藥店換來的錢來買火柴。還
有把春節期間撿拾到沒響的鞭炮存起來，放時把鞭炮火藥倒
入一小部分，響聲比火柴的更大一些，這樣就解決了火力不
足的問題。火柴槍雖有趣，卻暗藏風險，容易傷及他人。
火柴槍的故事不僅是一段關於手工與冒險的童年記憶，更

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特定時代的社會風貌與人性本能——在
匱乏中創造快樂，在危險中追逐自由。它提醒人們：最樸素
的玩具，往往承載着最深刻的情感與最鮮活的歷史。
隨着科技的發展，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斷提高，新式
玩具推陳出新，火柴槍逐漸被塑料玩具、電子遊戲取代。火
柴槍因此也淡出了人們的歷史舞台，成了永久的記憶。但玩
火柴槍的片段卻深深留存在我的腦海中。

童年的火柴槍
香港「一碗飯運動」

敦煌61窟裏的星空與山川

通過世界各地各種媒體報道，美國「一碗飯
運動」迅速從全美延伸至加拿大、英國等地，
後來傳至南美洲及古巴哈瓦那等地的華人中接
力，再後來又傳到香港等地。各地衍生出各式
各樣的支援抗戰形式，構成了一條主戰場外的
抗戰國際陣線。
1941年，宋慶齡在香港重新演繹「一碗飯」

精神，號召香港各界資助抗戰，救濟同胞。
1938年6月14日，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
同盟（簡稱保盟），她自任主席。保盟向海外
華僑和各國知名人士宣傳抗日，爭取海內外對
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籌集經費、藥品、醫
療器材，援助中國抗日軍民，推動抗日救亡運
動。1941年 5月，宋慶齡和保盟在香港發起
「一碗飯運動」，並成立了「一碗飯運動」委
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香港著名大律師羅
文錦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名譽書記
克拉克（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夫人）擔
任副主席。
當時宋慶齡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名譽理事
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1938年在漢口成立，孔
祥熙任理事長。協會的宗旨是把後方的人力、
物力動員組織起來，發展工業生產，支持長期
抗戰。1939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中國工業合
作協會國際委員會，負責為「工合」運動籌集
資金。因此保盟發起「一碗飯運動」的目標轉
向支持「工合」，通過生產自救方式救濟難民
和傷兵。收入全數捐贈「工合」，讓「工合」
通過生產自救方式救濟難民和傷兵。
為配合香港開展「一碗飯運動」，香港中央
戲院一連兩天放映反映美國華僑開展獻金運動
支持祖國抗戰的電影《一碗飯運動》。香港各
主要媒體均刊登電影廣告：「凡是愛國同胞都
應參加一碗飯運動，凡是愛國同胞都應當來看
《一碗飯運動》」，強調美國華僑開展的「一
碗飯運動」是「香港一碗飯運動的先驅，是香
港一碗飯運動的模範」。香港《華商報》出版
《一碗飯運動特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
的夫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何香凝親筆為特
輯題名。當時在香港的夏衍、張友漁、于伶等
著名文化人在特輯發表文章，大張旗鼓地宣傳
「一碗飯運動」的意義。保盟還特別印製了各
種精美的宣傳單張和標語，遍貼港九碼頭、車

站及娛樂場所，使市民一目而明了「一碗飯運
動」的意義。
1941年7月1日晚，「一碗飯運動」在香港
灣仔英京酒家5樓隆重舉行開幕典禮。香港各
界人士為爭睹宋慶齡風采，紛紛擁來，場面熱
烈。會場賓客如雲，人頭攢動。港英政府不得
不臨時加派警察，維持秩序。宋慶齡發表熱情
洋溢的演說。她闡述了「一碗飯運動」的意
義，強調「一碗飯運動是同情於我們抗戰建國
而發揚民主精神的表示」。在宋慶齡的感召
下，香港各大酒家爭相即席認捐「一碗飯」，
當晚共認捐炒飯13,500碗。
開幕典禮後，活動得到政商文化界廣泛支
持，連港督羅富國也公開致信鼓勵。香港華商
總會（1952年改名香港中華總商會）響應保
盟，致函全港酒樓茶室茶居餐館飯店五行商
會，徵求報效炒飯 1萬碗，每碗定價港元 2
元，先由保盟製作2元飯券，向熱心人士勸
銷。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紛紛響應「一碗飯運
動」，踴躍認銷飯券及代銷飯券。麗山餐室一
家就認銷飯券500張。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首任
航空處長、著名實業家李一諤以現金500元捐
購英京酒家飯券10張。不少中外紳士以數百
元、上千元購買一張飯券。
1941年8月1日，計劃進行3天的香港「一碗
飯運動」正式拉開帷幕。宋慶齡為整個運動親
筆題詞：「日寇所至，骨肉流離，凡我同胞，
其速互助！」史料記載，「一碗飯運動」發起
當天，一隻特製的大碗模型出現在街頭，把活
動引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擁着這隻「大碗」
喊着「多買一碗飯，多救一個難民」的口號，
穿過中環、西環、灣仔等鬧市區，給本來就已
家喻戶曉的「一碗飯運動」增添了氣勢；「愛
國之門」「光榮之門」「歡迎來吃愛國飯」
「歡迎來吃救災飯」等標語遍布在香港酒家、
餐廳，一時間香港民眾紛紛上街認購飯券，許
多家庭舉家出動吃「愛國飯」「救國飯」。
8月1日至3日，英京酒家、樂仙酒家、龍泉

酒家、廣州酒家、漢商酒家、天燕餐室、小祗
園、金星酒家、金門酒家、南京飯店、北極餐
室、怡安茶居和麗山餐室等香港13家大酒樓同
時舉行「一碗飯運動」，共獲認捐炒飯14,700
碗。樂仙酒家在門口布置的一幅白布上書「愛

國之門」四字，進了這個門，在孫中山的遺像
下面，端端正正地擺着三個分別為赭紅色、淡
青色、碧綠色的古碗，這是老闆珍藏幾十年的
古董，平常極少示人。該酒家特別設計了一個
大紅古碗的愛國炒飯，內有淡水鮮蝦肉四両、
雞肉粒四両、叉燒粒四両、雞蛋六隻、絲苗白
米飯一斤。在門前貼出一張告示：出100元買
券一張，即可享用這頓愛國飯，以酬答熱心諸
君之雅意。這家餐廳的特色炒飯，吸引大量民
眾認捐。
宋慶齡在香港推動的「一碗飯運動」，成為
抗戰期間國際支援的重要形式。「一碗飯運
動」通過平民化、象徵性的募捐形式，構建了
國際社會支援中國抗戰的紐帶，既緩解了戰時
物資壓力，也提升了中國抗戰的國際關注度。
美國與香港兩階段的實踐，分別體現了海外華
僑與國際友人的協作，以及本土化救濟策略的
創新。
在當年「一碗飯運動」的發起地美國舊金

山，旅美華人招思虹多年堅持收集和整理有關
「一碗飯運動」的歷史文獻和資料。2006年，
關德興的女兒關漢英向招思虹展示了一張關德
興當年參加「一碗飯運動」時義演的劇照，劇
照一下子拉近了時光和時空，再現當年轟轟烈
烈支援抗戰的場景，也一下子開啟了招思虹對
尋找那段歷史的極大興趣。在後來的十年時間
內，招思虹陸陸續續在美國民間收集到有關
「一碗飯運動」的史料照片和文獻。2015年2
月，她又收集到《舊金山紀事報》1938年6月
26日的整版報道，使舊金山「一碗飯運動」得
到了較為全面的還原和呈現。《舊金山紀事
報》的這個版面是一位名叫雷金納德．林厄姆
的黑人朋友提供給招思虹的。黑人朋友林厄姆
對招思虹說，尋找「一碗飯運動」歷史，本身
就是「一碗飯運動」精神的延續，「銘記歷
史，維護世界和平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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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61窟是一個面積非常寬闊的洞窟，在入門的牆壁
上畫着白羊、天平、金牛等12個星座的形象。畫面中還有
代表太陽和月亮人物的造型，在我們今天的認識中，銀河星
系太陽系裏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圍繞四周。
有人會提出疑問，為什麼來自古老巴比倫文化的12星

座，都聚集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裏？
無疑，這些形象來自東西方文化貿易交流的結果。
那是在什麼時候，這些古老的對宇宙、星空的認識體系來

到了敦煌？這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是，它們卻與中國人宇宙
觀裏的二十八星宿、七星照耀，共同在敦煌壁畫中組成了一
個世界——星空的世界。

沿着牆壁往裏望去，61窟西側的牆壁上繪製着一面巨幅
山川畫卷，這就是《五台山圖》，圖中詳細地畫着1,000年
前五台山真實的風景和寺廟位置。1937年，在戰爭爆發前
夕，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就是依據這幅繪畫的啟發，
尋訪五台山，終於發現了唐代遺存古建大佛光寺。
敦煌莫高窟61窟構成的場景，有星空、有山川、有佛國

的想像空間，還有建造它的施主們的華服美顏，在青綠為主
的色彩環境中，形成一種大氣又雋永的藝術空間，也佐證着
西方文化和東方文明融合的對話與傳播。
人類的智慧對話，早在千年之前已經告訴我們——合而不

同，美美與共。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皎然，晚唐著名詩僧。俗姓謝，為南朝名人謝靈
運的十世孫。雖以詩聞名，但文章也雋麗，有《杼
山集》十卷而世。皎然的詩文采極佳，其中一首
「未到無為岸，空憐不繫舟，東山白雲意，歲晚尚
悠悠」令我吟誦不已。詩僧生活風雅，與茶聖陸羽
於重陽節在寺中以茶代酒，一邊賞菊，一邊品茗，
這該是多美的一道風景。
俗世人也愛飲茶，並以茶葉入饌，最著名的莫如
杭州名菜龍井蝦仁。為何用龍井炒蝦仁？原來是乾
隆下江南微服出遊，在小店內喝了龍井茶，覺得茶
味極醇，於是拿了一小撮，豈料此時店家出來，乾
隆連忙把茶葉藏進袖裏。到了飯店，乾隆取出茶
葉，吩咐店小二用來泡茶，小夥計看到乾隆袖口內
的龍袍，慌忙中跑入廚房把茶葉遞給師傅並告知此
事，豈料大廚慌忙中把茶葉灑在正在烹調的蝦肉
中，如此龍井蝦仁就成為杭州名菜了。龍井蝦仁的
烹調方法有多種：有人將龍井先用90度水溫的少量
水泡浸，待蝦仁將熟時傾入濃茶兜炒，上碟前再灑
下已經泡浸的茶葉即成；也有人將乾茶葉放在蝦仁
上炒。其實還是邊吃清炒蝦仁邊品茗龍井最好。

——皎然（唐代）

六十一 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張武昌

●良 心

文化解碼

皎然 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
九 日山 僧院 ， 東 籬菊 也黃 。
俗 人多 泛酒 ， 誰 解助 茶香 。

己亥秋日
素仲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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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家國 茁壯成長
早前我有幸參加了「華夏博覽看今朝」第五期研學活動，

從北京出發，途經揚州，最終抵達上海。這次活動不僅讓我
親身感受了祖國厚重的歷史底蘊與蓬勃的現代活力，更讓我
深刻體會到作為一名中國青年的責任與榮耀。
此行最觸動心靈的時刻，莫過於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

式。我從小就透過電視對天安門升旗禮懷有無限嚮往，而當
這一刻真正來臨時，內心的激動遠超想像。那天凌晨三點
半，我們頂着寒風出發。儘管天色未明，但廣場上早已人潮
湧動。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靜靜等待，每個人的眼中都閃爍
着期待。我站在人群中，感受着這份肅穆與熱情交織的氛
圍，倦意早已被興奮取代。隨着天色漸亮，三軍儀仗隊邁着
鏗鏘有力的步伐從天安門城樓走出，整齊劃一，氣勢如虹。
當國歌奏響，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恰與初升的朝陽重
合，國旗與日出同輝。那一刻，時間彷彿靜止，耳邊只剩下
激昂的旋律和周圍同學輕聲跟唱的聲音。晨風拂過，國旗獵
獵招展，我內心十分激動，這不僅是對國家的敬意，更是血
脈中流淌的自豪感在沸騰。這短短一分鐘的儀式，讓我真切
體會到何謂「集體榮譽」。在國旗升起的瞬間，我們的名字
都叫「中國人」，這種認同感，絕非課本上的文字所能傳
遞，唯有親臨其境，方能感受其力量。在北京，我們還登上
了長城。站在巍峨的城牆上，撫摸着斑駁的磚石，我彷彿聽
見了歷史的回響。導遊告訴我們，長城不僅是軍事屏障，更
是中華文明「守護與開放」的象徵，它阻擋外敵，卻也連通
絲路，見證了千年的文化交流。這種「剛柔並濟」的精神，

恰如當代中國的縮影：既堅守傳統，又擁抱世界。
而這種精神，在招商局南京金陵船廠得到了更生動的詮
釋。從北京乘高鐵南下揚州，我們走進了這家世界頂尖的造
船企業。船廠領導自豪地介紹，金陵船廠從最初僅能維修船
舶的小廠，歷經半世紀奮鬥，如今已成為能建造萬噸級滾裝
船的業界標杆。在碼頭，我們登上一艘即將交付比亞迪的滾
裝船。這艘足有14層樓高的巨輪，內部裝配了最先進的自
動化系統與環保技術。工程師介紹，這條船要遠航全球，每
毫米的誤差都可能影響安全，所以必須做到極致。這讓我肅
然起敬，所謂「大國工匠」，不正是這種對細節的執着嗎？
晚餐時，船廠領導與我們圍坐暢談。領導親切地詢問香港
學生的學習情況，他們的分享更為我們打開了全新視角：造
船和做人一樣，既要腳踏實地，也要敢於破浪前行。這讓我
想起長城的磚石與船廠的鋼鐵，一古一今，奏出傳統與現代
的交響曲，都同樣承載着中國人「自強不息」的旋律。
在旅程前，我常思考一個問題：研學的意義究竟何在？是

拓寬視野，還是積累知識？直到行程結束，我才恍然大
悟——研學的真正價值，在於讓「國」與「我」的關係變得
清晰。當我在天安門廣場高唱國歌時，當我觸摸長城磚石上
的歲月痕跡時，當我目睹金陵船廠的工人專注工作時，我逐
漸明白：個人的成長，從來都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無論未
來走向何方，願我們一班香港的同學都能將這份「心繫家
國」的認同，化為茁壯成長的動力，在屬於我們的時代，書
寫新的傳奇。

●黃曉樂 培英中學

老屋旁那棵古樹
老屋旁那棵古樹

聳立在歲月的刀光劍影裏
堅韌的形骸鐫刻着滄桑的印記

每一道傷痕都藏匿着村莊的傳奇

風霜雨雪侵蝕你的高大的軀幹
卻無法撼動你巍然挺立的意志
春花秋月裏的每一次深情凝望

幻化成人間煙火裏的一個個酣夢

春風中，你與暖陽牽手
枝蔓伸展嫩綠的生命之光

夏日裏，你撐起一片片綠蔭
讓疲憊的心靈怡然棲息

秋霜染黃了阡陌，田疇
你依然英姿挺拔，無懼寒流襲擊

大雪紛飛，壓彎了你的枝椏
卻壓不垮你傲首天宇的浩然正氣

老屋旁那棵古樹啊
你是歲月之歌的聆聽者
你是時代變遷的目擊者

你記錄着遠行人鄉愁裏的步履

●俞慧軍
詩詞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