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66月月2323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葉衛青采 風A18

九州江蘇佔其二
江蘇「蘇超」
（江蘇省城市足

球聯賽）持續升溫，對省內的體育
運動、文化旅遊，以至群眾的鄉土
情懷等等數之不盡的方方面面，
都有良性的刺激作用。雖然開玩
笑地出了「比賽第一、友誼第十
四」的口號，可是不論球賽誰勝誰
負，全省都是贏家。江蘇「十三太
保」（全省十三個地級市的暱
稱）的鄉誼與交流只會日益緊密，
省內的旅遊都激活了。暫時「屢戰
屢敗、屢敗屢戰」，忝居末席的
「三零部隊」常州（零勝零和零
分，還有零進球是「四零」）都是
喜氣洋洋。一敗戲稱「吊州」、再
敗是「巾州」、三敗是「棍州」、
四敗是「零州」或只剩單名一個
「州」字，常州人還真會自嘲。
原來有一回高鐵常州北站的霓虹
燈招牌部分壞了，原本的「常」字
脫落了筆畫，發亮的只剩「吊」。
於是有了「白天是常州，晚上是吊
州」的說法。車站趕緊維修，但是
「吊州北站」的畫面，仍是深深
地刻畫在鄉親的腦海中。
上回介紹了江蘇省的命名來自南京
其中一個舊名江寧和蘇州的第一字。
今回要向年輕讀者介紹江蘇於古代中
國九州佔其二。香港年輕一代多「哈

日族」，或許只知「日本鄉下」有個
九州。「哈日族」的語源來自台灣
省，據說台語（其實是閩南話的一
支）的「哈」，有渴望之意；又謂滿
語的「哈」，有拍馬屁之意。筆者
初次聽到這個詞的第一印象，覺得
哈字有「哈腰」的意味。香港有屁
孩暱稱日本為鄉下，雖屬開玩笑，但
未免有點數典忘祖，甚至認仇作父
了。香港的電視台過度推介日本旅
遊景點，亦屬吃裏扒外。
九州是中國上古的地理大分區，
說法甚多，以《尚書．禹貢》所述
較為流行，即所謂「禹貢九州」。江
蘇「十三太保」有好幾個「州」。舊
諺有云：「蘇常熟，天下足。」即指
蘇州和常州一帶是中國糧倉，遇上這
個地區豐收年，全國都不愁捱餓。
但是蘇常都不在禹貢九州之
列，聰明的讀者當知只能是餘下的
揚州和徐州了。「三國迷」當記得
劉備一度佔有徐州，而孫策則平定
揚州，作為日後孫吳的根據地，當
時揚州的範圍包括整個江東地區，
《龍文鞭影》有云：「策據江
東。」劉備搶佔的徐州，比今天的
徐州可大得多，此所以山東和安徽
兩省有些老鄉「隔省」來擁戴「蘇
超」徐州隊，實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在呢！

避雷帖
世界在矛盾中統
一，在平衡中流動。

比如社交媒體上，「種草」文化有多蓬
勃，「避雷」帖就有多氾濫。避雷針聳
立如林，腳下突然皆是雷區。點了「不
感興趣」也還會照推，畢竟它就是流量
密碼。
避雷帖指的是發帖人動輒以「避雷
XX」為題，單憑個人的主觀體驗，便
否定某個店家、品牌、行業乃至某種
生活方式，最極端的甚至會「掛
人」——「提醒X月X日與看演唱會
男友通電話的女生避雷，你男朋友當
時是和另一個女孩去看的」。
重在強行輸出，並企圖用個人體驗
最大程度地影響和控制別人，甚至希
望掀起輿論公審、網絡升堂，是避雷
帖與普通分享帖本質上的不同。看似
善意提醒，實則洩私憤，既暴露了發
帖人思維的幼稚與邏輯的缺失，更容
易傷害無辜商家和個人。
首先，個體經驗實在是太局限了。

每個人的口味、偏好、性格、情緒，甚
至當天的身體狀況都會影響對人和事
物的感知。心情低落、口腔潰瘍時去
吃火鍋，大概率難以下嚥，事後上網一
頓操作：「避雷某某火鍋店！」但這真
的能說明那家火鍋店就該被所有人和
摒棄嗎？顯然不是。生活的複雜遠超
我們的主觀感受，將個體經驗輕易上
升為普遍規律，是一種典型的以偏概
全、以點帶面的認知謬誤。
其次，網絡平台的意見放大效應，
使這種「避雷」文化極具殺傷力。在
流量為王的社交環境下，極端的、情
緒化的表達更容易獲得關注和轉發。
「避雷」兩個字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負

面暗示，吸引眼球的同時，也極易對
被提及的商家或個人造成不公正的負
面影響。很多時候，對方甚至沒有機
會為自己辯解，便被「一票否決」。
不僅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也扭曲
了群眾的判斷標準，讓真正理性、客
觀的聲音被淹沒在情緒的汪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避雷」思
維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無責任感的網
絡表達。許多人化身鍵盤俠時，都往
往缺乏對自己言論後果的認識。他們認
為，反正只是「分享個人感受」，不需
要為自己的結論負責。殊不知，每一
次隨意的「避雷」，其實都是在用自己
的情緒左右他人的選擇、影響商家的
生計、毀掉另一個人的生活。這種缺
乏邏輯和理性的表達方式，既不利於
社會公共理性的形成，也讓網絡空間
變得充滿戾氣與偏見。
當然，分享個人體驗本無可厚非。互

聯網的魅力就在於多元和開放，人人
都可以發聲。但一種健康、成熟的表達
方式應當是：在分享的過程中，明確
指出「這只是我的主觀感受，未必適
用於所有人」，並盡量提供具體、客
觀的理由，而非簡單粗暴地「避
雷」。多陳述事實，少煽動情緒，是
一個成年人應該具備的網絡自覺。
最後，我們每個人都應當警惕陷入
「以己度人」的思維陷阱。世界之大，
眾口難調。你不喜歡的，也許正是別人
的心頭好。與其坐井觀天、盲人摸象，
用「避雷」給世界貼上標籤，不如多一
份寬容和理性，讓不同的聲音共存，讓
多元的體驗交相輝映。同時，也少一點
「避雷」的武斷，多一點「嘗過方知」
的探索勇氣。

居住於亞熱帶地區
的我，對於傳統地氈

的印象，就是阿拉丁神燈的飛天神
氈，聽來有點幼稚，誰知身邊幾位朋友
也有同樣的想法，可見手織地氈對於香
港人來說是何等陌生。最近在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展覽「天方奇氈──伊斯
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展出了十多幅
珍貴的地氈，令我大開眼界。
這是香港首個有關伊斯蘭藝術的展
覽，重點介紹三大伊斯蘭王朝薩法
維、莫臥兒和鄂圖曼王朝的工藝，也
展示伊斯蘭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深厚聯
繫和影響。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
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聯合主辦，共
有90件珍貴文物，包括地氈、陶瓷、
金屬器物、彩繪手稿及玉器等，展品
主要來自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該展覽深入介紹每個王朝的地氈和

其他藝術品的設計和創作，皇家地氈
和細結地氈的文化意義。我還是首次
認識到經緯用絲線編織的地氈有着極
高價值，還會加上包金屬的絲線來增
強華麗感。
莫臥兒地氈甚具氣派，在品質、工

藝、尺寸和成本都講求極致。原來莫
臥兒最上等的絨氈會以絲線為經緯

線，用產自喜馬拉雅山的帕什米納羊
毛製作絨頭，最珍貴的是羊頸下的
毛，那部分是最柔軟的。在莫臥兒官
方儀式上，地氈標誌着榮譽席位。
鄂圖曼地氈主要是由皇家製作，以

禮拜氈的品質為最上乘。皇家地氈通
常由絲線和羊毛線混合製成，採用不
對稱的波斯結編織法，圖案類似陶瓷
和彩繪手稿上的裝飾。
令我最感興趣的是地氈上編織的幾
何圖形和抽象的動物圖案，無論色彩
和結構都呈現出不同年代伊斯蘭民族
的審美特性。其中一幅地氈參考了中
國圖騰龍的形象，但他們對中國龍的
看法又與我們不一樣，很是有趣。這
難得的展覽展期至今年10月初。

天方奇氈抵港

《貓貓的奇幻漂流》
這精彩動畫片，摘取奧

斯卡獎，它很奇幻特別，整個電影沒有
任何對白，觀眾隨着片中重要角色包括
勇敢黑貓、忠誠大狗、百厭狐猴、呆萌
水豚，以及靈氣蛇鷲在大海漂流，似闖
入了無言國度。
看這動畫片，令我分外多聯想，觀看

時似跟着黑貓去流浪及發現新奇事物
般，落難山溪野嶺又凍又驚，人墮進奇
幻情境去，雖然無言，動物各自發聲表
述，原來表情足以溝通。
暫時做下啞巴，其實倒是好主意，人

人閉嘴用下其他感官都不錯，不用局部
麻木不仁。香港人嘴巴沒時停，講多錯
多也太累啦，變做啞巴是好體驗。
我跟隨黑貓隨水漂流，黑貓勇字掛

心頭，孤獨闖蕩江湖遇危機，險些喪
命，幸因遇上巨無霸蛇鷲救牠到破舟
甲板上才活命哩。牠也賣命救其他落
難的朋友，因破船海上漂流遇上颳大
風兼落暴雨，險境下，動物在破舟上
慌失失，竟被浪頭沖上大樹枝椏，懸
空而掛搖搖欲墜隨時跌落大海，船毀
生靈亡。
眼見所有家當已被大水沖走全沒

啦，未及反應，更大厄運是萬一那棵
大危枯樹突然斷根怎辦？死硬！那隻
爛船原先橫衝直撞地自由漂流，今遇
上風雨竟然撞上棵老樹椏，破船就凌

空地掛在枯枝上……船上動物隻隻身
處險境，唯一只黑貓在船外急得似熱
鍋上的螞蟻，電影配上緊張音樂，一
步一秒一驚心。如果你是那隻黑貓，
孤身一個眼見朋友們遇難，你在岸上
心情如何？黑貓萬分擔心，牠怎樣化
解這場危機？
看電影，像是經由別人腦海來想像，

我從中跳進險境去，學習用新眼光看世
界。避開喧嘩，穿越時空，投入一場冒
險戰役，跳入影像的旋律，感受驚慄的
快意，悟出不管生命出現什麼變幻，都
得積極尋找出路，絕不可喪失勇氣和信
心。黑貓啟示觀眾敢於走向未知，人身
處奇異時空更易探索和發現，置之死地
而後生，大無畏精神可抵抗蹇運，朋友
應守望相助，風雨同舟，航向海浪更鍛
煉出頑強鬥志。
電影予我深刻印象，啟悟我要愛生

命、重友誼、惜分秒，生命脆弱，爭分
奪秒才有望活命，拖延只會見閻王！

奇幻樂章 無言國度
忽然收到邀請，某知名團體在山頂
舉辦一個跑步活動，要我參加啟動儀

式。我本能地想拒絕，倒不是對這個知名團體有意
見，也不是對跑步本身不感興趣。恰恰相反，我很喜
歡跑步，即便有的時候力氣不夠、跑不動，沿着舊山
頂道一路「爬」到山頂，也是開心的。我只是不太理
解：為什麼一定要有所謂的「儀式」？
我並不反對「儀式」。因為，這是擴大品牌影響力
的好手段。重要嘉賓邀請來，攝像機架起來，參加的
人聚集起來（姑且認為都是心甘情願參加的吧），該
講的話講起來，然後傳媒廣泛傳播，各方面皆大歡
喜。但，這個歡喜，究竟是形式上的，還是內心裏
的？儀式，究竟有多少溫度？我們觀念中的儀式感，
與我們要開展的活動，究竟有多少匹配度？
以我的個人經歷而言，大學、中學、小學的畢業禮，
是儀式感和事情的本質之間最相得益彰的。儀式見證了
學生們在成長中的大事、喜事，也讓他們在儀式感中更
好地學習感恩。而諸如跑步這樣的事，所謂的儀式，還
要動輒邀請大批量的嘉賓去阻塞山頂本不寬敞的交通，
很難不讓市民詬病勞民傷財，特別是周末的清晨，也正
是喜歡跑步的市民上山鍛煉的黃金時間。如果不搞儀
式，而是通過活動的趣味性去吸引市民們跟着跑，然後
讓攝像機專門捕捉這樣的場景、再二次傳播出來，我相
信，品牌影響力一定有溫度得多。
當然，有一種觀點叫「我有錢，我任性」，出了錢
的想怎麼搞，只要合法獲批，都沒有問題。但切莫忘
記，這些錢，原本可以花在更有需要的地方。比如，
拿這個錢，幫助行動不便的市民，到山頂透透氣、看
看風景，以此來展現咱們這個城市的人文品質和情
懷，不是更好嗎？

儀式問題

今天去長泰廣場的超
市，一眼就看到衣服專

區。自從大學時代以來，我就再也沒有在
超市裏買過衣服。剛開始是追趕時髦，什
麼流行就買什麼。後來是追大牌，什麼貴
買什麼。然後有一天，就開始喜歡上了一
兩個品牌。並不會說這家店裏的每一件衣
服我都要喜歡，只要走進去，就覺得這裏
是我想要的。不是哪一件衣服，而是一種
整體的感覺。然後，我就開始對它變得很
忠誠。我想，這或許就是品牌想要達到的
效果，用個性培養出一批像我這樣忠誠的
用戶。然後就可以緩慢和固定地發展自己
的風格。對於二者都是，衣服和個人，二
者相互助長了對方的個性。
商場的服裝不具備這樣的個性標識，它們
通常都是一些基本款。今天卻不一樣。這間
超市裏放起了一首紓緩的、可以勾人回憶的
音樂。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親送我去上大學
的場景。他在學校對面的超市裏買過一條褲
子，卡其布的、乳白色的休閒褲。然後，那
兩天，他住在我們學校的招待所。

然後，我忽然就想起了很多小時候在超
市購買衣服的經歷。那記憶是十分單純快
樂的，尤其是對比現在，每次父親從超市
買回幾件衣服，詢問我是否好看的時候，
我都不置可否地笑笑。或者，當他熱心地
想要給我也買幾件的時候，我就忙不迭地
拒絕，生怕他真的買了回來。我猜測，他
的心情或許會像汪曾祺的散文《故鄉的野
菜》，當你心滿意足地精心調理了一盤薺
菜，端上桌以後，你以為大家會特別欣喜
於又吃到小時候的口味，沒曾想，所有
人都只用筷頭蘸一蘸，然後對你敷衍地
笑笑。
其實，在那過去的時候，大家不是很開
心嗎？一次純粹的購物的愉快，不摻雜任
何的購物知識，僅僅就是出於需要，就來
到什麼都有的超市。超市購衣，這甚至在
當時是一種流行。那時候，父母的單位還
會發一些商超購物券，額度幾千塊，需要
到指定商場購物。然後我們就去買過年的
衣服，充其量也就是比較一下款式、材質
和顏色。

品牌概念在當時是沒有的，儘管商場裏
的每個舖子上都標了品牌，但是沒有任何一
個有名氣，衣服實質上也沒有太大差異。繼
續現在的樓盤，結構、地理位置都一樣，
只是名字不一樣。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
是，隨着你的成長、你的消費習慣也跟着變
化了，而這成了你與父母的第一個不同。你
們似乎一下子就在類似於超市買衣服這種
事情上有了分歧。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依然
是次要的。它最令人感到悲傷的，是一切小
時候做過的事，當中所夾雜着的快樂也因為
你對於這件事的不認可消亡掉了。
一路從童年走來，其間發生了若干事

情。在以後的經歷當中統統被新的東西所
替代。包括那些經歷伴隨着的各式情感。
那些充滿了快樂的童年，就好像從來都沒
有發生過。然後，兩代人之間的裂縫到了
現在就成了各說各話。無論何時何地，你
與父母的意見均不相同，父母也無法理解
你的選擇。直到有一天，譬如我今天來逛
這個超市，聽到一段勾起回憶的音樂，你
就想起了一切。

超市買衣服

陌生的祖屋 永慶展新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祖父母在世
時，每年春節前後，我們全家均要回
穗向祖父母及長輩拜年，都回到老家
廣州荔灣恩寧路永慶一巷4號小住。
對老家的印象︰趟櫳和木大門，前
廳和大廳的酸枝枱椅，天井和神台都
是我常與堂弟妹玩耍的地方，在屋外
永慶一巷玩「捉迷藏」。堂叔帶我們
去上下九，吃我最喜愛的雲吞麵、與
祖父到蓮香茶樓飲茶、到泮溪吃飯，
樂也融融，老家充滿着恬靜的「老西
關氣息」，我和弟妹每年都盼望春節
可以回老家。七十年代，祖父母相繼
逝世，我們不用春節趕回老家了。隨
着廣州的城市中心東移，永慶坊建築
年久失修，永慶一巷的房屋都是老舊
危房，加上堂弟妹都以改善居住環境
的理由而遷出，自始，我們就沒有再
回永慶一巷了。
去年初，弟弟從美國及妹妹從加拿
大回港探親，回穗探望堂弟妹，了解
到他們已於九十年代搬出，政府把該
區列為重建區域，在2016年開始重
建。於是相約今年初，決定重回老家
一行。
懷着濃濃的鄉愁，與從美加歸來的
弟妹，一早，乘坐高鐵出發，於廣州
東高鐵站下車，步行約1分鐘前往廣
州東地鐵站，乘搭 1號線前往黃沙
站，於B出口步行約6分鐘到達永慶
坊。我和弟妹如劉姥姥入大觀園，看
到這個活化後的老街，七嘴八舌十分
雀躍。回到永慶一巷4號，見到活化
後的老家，眼前一亮：有熟悉的門
牌、趟櫳和木大門，兒時的回憶湧上
心頭。再望，老家已成為一間「甜品
店」。再看看鄰居，匯集了極受年輕
人青睞的精緻文創小店，復古裝潢的

喜茶、有很多紙膠帶的特色文具店、
舊日的活版印刷、傳統手工技藝三雕
一彩一繡展覽館等。再往前行，竟然
有大發現︰根據《恩寧路歷史文化街
區保護規劃》資料，永慶一巷8號是
著名花旦劉美卿舊居、永慶一巷10號
是「四大小生」之一張活游舊居、永
慶一巷13號是李小龍祖居，被列為傳
統風貌建築線索。沒有想到，我的老
家是與這麼多著名的文化人同住永慶
一巷、同住永慶坊，可見永慶坊是一
個甚有文化底蘊、文化價值的社區。
陌生的、活化後的老家，令我們驚訝
和讚嘆。
活化後的永慶坊，建為文創街道。
匯集了年輕人喜愛的潮流商店，吸引
了不少茶室、路邊攤檔餐廳的美食、
書店進駐，文創打卡小店林立，令四
合院搖身一變成為文青朝聖地。來到
歲月郵局的遊人，時光恍如回到上世
紀三十年代。這裏是永慶坊必到的景
點之一，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充滿年代
感的陳設和傢具，豎立在牆邊的舊式
郵筒、撥式電話、絕版單車等等都是
屬於上世紀的產物，天花上懸掛着滿
滿的舊信件，令人有種時光倒流的感
覺。放緩腳步漫遊，可以感受舊物向
你緩緩訴說近百年的郵政發展，走到
郵局出口附近，在永慶紙寫下對自己
未來寄語的信件，蓋上永慶郵戳，親
手投入信箱，讓郵局寄給未來的你。短
短一條老街，交融着新舊兩代的潮流
元素，讓年輕人體會最地道的老廣州
生活，讓遊人感受到老廣州充滿活力
的一面，難怪獲得「廣州最美老街」
之名。
古老的永慶坊如何變成活力的永慶

坊？2016年，廣州政府對永慶坊一期

工程提出「微改造」理念，不搞大拆
大建，下「繡花功夫」對老舊建築進
行修復活化。永慶坊一期於2016年完
成，2018年底，永慶坊二期改造工程
動工。經過一年多的升級改造，永慶
坊二期逐步開放。永慶坊的「微改
造」是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環境
改善，更多採用微改造這種「繡花」功
夫，注重文明傳承、文化延續，讓城市
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永慶坊的
「微改造」刪掉的是破敗和落後，留
下的是記憶和鄉愁。騎樓修繕過程
中，木框琉璃窗都盡量原汁原味保
留，重新刷上油漆。牌樓上的雕花彩
塑均為原來保留，「微改造」時重新
上色。以永慶坊為代表的歷史文化街
區，在廣州老城「微改造」的精雕細
琢中，傳承文明、延續文化，煥發出新
時代的青春活力。「微改造」的理念，
我們深受啟發，值得香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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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寶齡 文化力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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