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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有句俗語：「小暑黃鱔賽人參。」意思是說小暑前
後，黃鱔最為肥美，營養價值很高。兒時小暑前後，夜幕
降臨，鳥雀歸巢，熱鬧了一天的村子安靜下來，大哥便帶
着我去抓黃鱔——我們那裏叫「照黃鱔」。黃鱔又名鱔
魚，身體細長，前部圓、後部扁、尾尖細，體表無鱗，色
澤黃褐色，有一層光滑的黏膜保護，十分滑溜，很難捕
捉。因此，照黃鱔得有稱心如意的工具才行。
首先，需要一盞特別的煤油燈。那時候，農村條件艱
苦，大多人家都用自製的煤油燈照明。大哥找來一個用過
的玻璃瓶，洗淨晾乾，用鐵釘在瓶蓋上鑽一個小孔，插上
一根細鐵管，用棉線捻成細繩穿過鐵管作燈芯，簡易煤油
燈便做成了。接着，大哥又在瓶身上用細鐵絲縱橫交錯地
綑上幾圈，並用一根竹竿拴上鐵絲將煤油燈吊起來。這
樣，能將煤油燈伸得更遠，放得更低，便於看清黃鱔的蹤
影。
其次，需要一個特製的黃鱔夾。大哥先用成年老竹做成
三塊長約一尺、寬約一寸的長方形竹片。然後在竹片一側
用刀削出一排「牙齒」。接着，將三塊竹片按二比一分為
兩組，牙齒相對，雙片在外夾住單片，雙片兩端用細鐵絲
綑緊，在竹片約三分之一處穿上一個鐵釘，組裝成一把
「剪刀」。最後，在黃鱔夾的竹片尾部各鑽上一個小孔，
用細鐵絲分別連接在一塊略微彎曲的竹片兩端，這塊竹片
便成了一塊簡易彈簧片。夾住黃鱔後，手輕輕一鬆，黃鱔
夾就會自動張開，黃鱔就乖乖掉進笆簍裏。
黃鱔喜歡鑽洞穴居，白天很少活動，夜間外出覓食。到
了夜晚，大哥便提了煤油燈，拿上黃鱔夾，興高采烈地去
照黃鱔。我趕緊提上笆簍，跟屁蟲似的緊隨其後。
大哥把煤油燈伸向秧田裏，輕手輕腳地走在田埂上。突
然，大哥停下腳步，示意我別動。只見他小心翼翼地下了
田，左手執煤油燈，放得很低，幾乎挨着秧苗了；右手握
黃鱔夾，弓着身子，目光隨着昏黃的燈光細細搜尋。他走
得很慢、很輕，生怕驚動了黃鱔。忽然，大哥右手猛地往
田裏一插、一夾，一氣呵成，快如閃電。他舉起黃鱔夾，
一條一尺來長的大黃鱔搖頭擺尾、扭動身子，拚命掙扎
着。我飛快地跑過去，舉起笆簍，大哥把黃鱔夾連同黃鱔
一起伸進笆簍，輕輕一鬆手，黃鱔就掉進了笆簍。我趕緊
蓋上蓋子，高興得手舞足蹈。
「快拿笆簍過來！」大哥壓低聲音喊。一會兒功夫，大
哥又夾住了一條黃鱔。我趕緊飛奔過去，用笆簍接住。大
哥真是個照黃鱔的高手！多數晚上都能抓滿一笆簍，我們
常常高興得合不攏嘴。
第二天，東方天空剛現魚肚白，大哥便用塑料袋裝上昨
晚抓來的黃鱔，匆匆趕往集市；賣了黃鱔又匆匆趕回來，
將錢如數交給母親，攢起來交學費。
如今，煤油燈銷聲匿跡，黃鱔夾不知所終，家鄉也沒有
人照黃鱔了。然而，兒時照黃鱔的情形時常浮現在我腦海
裏。

童年趣事
潮汕籍機工故事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裏的敦煌彩塑

在南洋華僑機工中，廣東潮汕籍華人華僑也
不少。他們中除了誓死不屈慘遭日軍活埋的陳
團圓，還有許海星和張智源等機工的經歷也可
圈可點。
據有關統計，潮汕地區在海外的華人華僑達
1,500多萬人，分布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
區，其中東南亞地區佔70%以上。潮汕籍華人華
僑最多的國家是泰國，約有1,000萬人，佔泰國
華人總數的絕大部分。他們在泰國社會中不僅數
量眾多，而且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都有顯著的影響
力。潮州移民泰國的第二代鄭信是泰國吞武里王
朝開國君主，在泰國歷史上地位顯赫。泰國潮汕
籍華人華僑在泰國社會中保留和傳承了潮汕文
化，並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了許多潮汕元素。據說
在泰國會講潮州話就可以通行無阻。
據多方統計，在香港的潮汕籍人約有150萬，
佔香港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香港潮汕人聚集最多
的地方在九龍城、上環和深水埗等區域，其中九
龍城曾被稱為「小潮州」，而上環則是潮州商會
和潮州美食的集中地。潮汕人在香港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名人輩出。其中有愛
國銀行家莊世平、國學大師饒宗頤、商界大佬李
嘉誠、傳奇實業家林百欣、四大才子之一的蔡
瀾、樂壇天后鄭秀文和著名歌星周華健等。
祖籍潮陽的許海星，是移居馬來西亞沙撈越
首府古晉的第四代華人。他出生於1915年，像
許多馬來西亞當地的華人一樣，從小語言天賦
過人，會講潮汕話、閩南話、客家話、馬來話
和英語。他舅舅開金礦，所以家境很不錯，父
親曾送他回汕頭聿懷中學念過書。他17歲就會
開汽車，在機器廠做過技工，在舅舅的內河船
上當過船長，還會照相和沖洗相片，收入也相
當不錯。1939年8月，他響應陳嘉庚先生的號
召，加入南僑機工，擔任了從古晉出發的第三
批機工隊副隊長。
南僑機工隊被解散後，許海星因多才多藝，
比較幸運，被轉入援華的美國陸軍後勤部當司
機。1947年他到東北的四平跑運輸，認識了一
位18歲的滿族姑娘阿敏，兩人相戀了8個月。
1948年，許海星奉命不得不離開東北，前往南
方。在一次運輸途中，他被敵人機關槍擊斷了
右臂肱骨。當時的醫療條件極其簡陋，儘管接
好了斷骨，肱骨卻被切去兩寸，右臂落下了終

身殘疾。自從手臂受傷後，他就不敢再去找阿
敏，他擔心自己生計沒有着落，姑娘跟着他會
受罪。之後，他在戰火紛飛的中國內地一直過
着動盪和困頓的生活，1950年才回到離別11年
之久的馬來西亞。
許海星回到馬來西亞後，因為手臂殘疾，家道
又中落，只得拿着華人銀行家提供的機工安家
費，走村串鄉地賣些小商品度日。他生活得很
苦，走到哪裏就吃到哪裏睡到哪裏。但他的勤奮
換來了機運，他跑小買賣經常經過的當地部落大
雅族族長的妹妹看中了他。姑娘雖然當時年僅
18歲，但在族中輩分很高，很受人尊重。許海
星成了大雅人的女婿，生活終於穩定下來。他慢
慢地用受傷的手練出了開車、鋤地的本事，還在
馬來人、華人和大雅人混居的縣裏當上了議員。
許海星念念不忘中國和阿敏。他與大雅族妻子
生了8個孩子，大雅族人沒有姓氏，許海星就讓
孩子們姓了他的漢姓。妻子去世後也葬入了華人
的義山（墓地）。1977年，在馬來西亞蕉林椰
風中的許海星，對離別30年的阿敏的牽掛越來
越濃烈。他實在忍不住，就按記憶中的地址給阿
敏寫信，卻被「查無此人」退了回來。他不甘
心，又再次寄出。終於，一位好心的郵差幫他查
到阿敏在長春的地址，這時阿敏已經是一位年近
半百的教員了。阿敏很快回了信，說她在許海星
走後等了他足足6年。許海星又感激又慚愧，想
給她寄點東西。阿敏回覆說：「我曾經想要的永
遠也要不到了。我們能夠通信，已經很滿足
了。」許海星百感交集，望北長嘆。
此後他和阿敏在古晉與長春兩地之間借書信
和電話往來了20年。1997年的大年初一，許海
星打電話給阿敏拜年。他倆交談了短短的3分
鐘，最後互道保重，不久後阿敏就去世了。一
段淒美的愛情悲劇就此落幕。許海星經常拿出
阿敏的一封封來信，反覆地看，不斷地唸。
祖籍潮安的新加坡華僑機工張智源，是最長壽
機工翁家貴的車隊中隊長。張智源是潮安當地富
商的女婿，夫人楊應吟是潮州一個顯赫世家的獨
女。1937年張智源前往新加坡幫楊家打理在海
外的布店生意，在他管理下店舖經營得井井有
條。楊家打算讓正直能幹的張智源接掌楊家在
南洋的龐大產業，張智源也計劃接岳母妻兒到
南洋避難。但當他聽說祖國抗戰招募技術人員

時，便立即改變主意，毅然參加了第三批南僑
機工隊伍。張智源在潮州的父親聞訊又擔心又
生氣，不久病危。張智源大哥託人帶信給張智
源，希望他能回去見父親最後一面。遠在昆明
的張智源收到信件時，正好又接到了要他趕往
緬甸接收汽車的命令。張智源為完成抗戰任務
未能回鄉見彌留之際的父親。父親去世後，大
哥又給他寫來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請假回家參
加老父的葬禮，信中已隱隱流露出指責的意
味。但張智源仍然沒有離開自己的崗位。與張
智源一同從新加坡回國的，還有他的叔叔張金
炳。叔侄兩人一起在滇緬公路上開車搶運輸抗
戰物資。張智源有文化，擔任南洋華僑機工先
鋒大隊第二大隊中隊長，後來還晉陞少校。
1942年，張智源家鄉潮州淪陷，他夫人楊應

吟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筐，挑着兩個兒女千里尋
夫來到昆明，歷經艱難才找到了九死一生的張智
源。新中國成立後，留在雲南的張智源曾當選雲
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後來加入中國
致公黨，成為雲南最早的7名致公黨員之一。
張智源的兒子張雲鵬退休前是一名物理老

師，退休後開始撰寫有關南僑機工的文章。據
張雲鵬回憶，他父親生前一直不願意談及南僑
機工這段經歷，直至1985年他父親受託尋找南
僑機工戰友時，他才知道父親和機工們的故
事。1986年，張智源去世，張雲鵬翻開父親撰
寫的回憶錄和珍藏幾十年的舊照片，才真正了
解到父親的過往。
張智源去世後，每逢過年過節，張雲鵬都看
到媽媽對着掛在家中客廳牆上的一個荷包祭
拜。原來這個荷包是他媽媽親手為他爸爸繡
的，在他爸爸回國抗日時掛在他爸爸的身上保
平安。荷包裏裝有張氏祠堂和楊氏祠堂香爐裏
的香灰以及家鄉的泥土。這是潮州的一個風
俗，就是希望不要忘記祖宗，不要忘記故鄉，
不要忘記家人。他爸爸始終帶着這份牽掛輾轉
在滇緬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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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中最精美的彩塑，公認在第45窟。但是，還有
一個洞窟裏的彩塑同樣精美，這就是328窟。
328窟建造於初唐時期，有一組釋迦摩尼和弟子阿難、迦

葉，還有4尊菩薩或站立、或蹲跪在左右兩側。這組彩塑，
整體色彩沒有盛唐時代的鮮艷和華麗，而是帶有隋朝時期的
樸素淡雅。
它們挺拔俊秀的身姿裏，並沒有唐人流行的肥碩豐滿，相
反卻有着南北朝時代秀骨清像的風格。尤其是阿難的秀雅沉
靜，迦葉的愁苦忍辱，表情生動，入木三分。
遺憾的是，如果你面對佛龕，就會發現，左側的跪坐菩薩
像位置竟然是空的。
原來，在1924年，一位名叫華爾納的美國人，在徵得王道

士同意後，用了五天五夜，將這尊菩薩像用工具撬起。而
後，漂洋過海地搬運到了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裏。
這是莫高窟文物流失破壞中，最令人傷心的一件事。
有人稱它是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的菩薩」。

在莫高窟328窟裏，一直空留着它的位置。而在美國哈佛
大學的藝術展廳裏，每天來來往往無數遊客，大多數遊客，
並沒有去認真觀看和欣賞它的美，甚至不知道它為什麼來到
這裏，它又經歷過什麼樣的劫難。
我曾站在它的面前默默許願，希望它可以回到故鄉，與曾
經的菩薩們一起重聚，回到初唐時期原本的模樣。
祈願這個人類文明的傷口，早日癒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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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蕊夫人，青城人，入後蜀宮中為孟昶妃，
賜號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才貌俱絕，全唐詩共
收其《宮詞》158首。《宮詞》多是描寫宮中
生活，其中有11首寫宮中飲宴，此處選其中
一首描寫在船上飲宴的氣派。花蕊夫人最著名
的一首詩是：「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
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她以此詩回答宋王的滅國之怨恨，可見其才情
之不凡。
花蕊夫人在《宮詞》中對宮中生活的描寫，

極盡奢華。有一首寫宮中酒庫：「酒庫新修近
水傍，潑醅初熟五雲漿。殿前供御頻宣索，追
入花間一陣香。」另一首：「海棠花發盛春
天，遊賞無時引御筵。繞岸結成紅錦帳，暖枝
猶拂畫樓船。」如此奢靡，怎能不亡國呢？
孟昶生活奢華，但卻是很有生活質素和藝術
品味，他愛賞花，特別是芙蓉花。在四川成都
遍種芙蓉樹，花開時節，成都「四十里為錦
繡」，故成都被稱為「芙蓉城」。在飲食上，
他愛吃河上鮮，「隔花催喚打魚人」，這樣即
買即宰即吃，在今天很一般，但在當年可不是
深宮的一般飲宴了，可見他的品味，怪不得連
妃子也封為「花蕊」這樣嬌嫩欲滴。

——花蕊夫人（五代）

六十三 宮詞（其十一之一）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楊澤方

●良 心

生活點滴

文化解碼

花蕊夫人 宮詞（其十一之一）
廚 船進 食簇 時新 ，
侍 宴無 非列 近臣 。
日 午殿 頭宣 索鱠 ，
隔 花催 喚打 魚人 。

己亥秋日
素仲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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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莫言先生70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以莫言先
生的名望，是應該邀請八方親朋好友，大辦一場生日宴會，
來為自己慶祝一番的。可是莫言先生沒有這樣做，讓生日悄
悄而過。到了5月19日，莫言先生書寫了一幅書法作品，落
款寫着：「乙巳五月十九日，七十叟，莫言」。發到朋友圈
後，朋友們才恍然大悟：哦，原來莫言先生70歲了。
莫言先生的一生，可謂「風風雨雨」。童年飢餓，少年放

牛，青年做工，後來從軍到山東一個偏僻的小島當兵。軍營
裏的生活，喚醒了兒時的作家夢。開始文學創作後，那種刻
苦努力的精神，是常人無法達到的。創作中，莫言先生用文
字編織出一個個壯麗的故事，用文字打開通往高密東北鄉的
大門，讓讀者看到了那片古老土地上的滄桑歲月和人間百
態。在莫言先生的筆下，有《紅高粱》的熱烈奔放，有
《蛙》的悲歡離合，有《生死疲勞》的輪迴，有《豐乳肥
臀》的生命力，這些有血有肉的文字生命，構成了一個獨特
的文學世界；在這個獨特的文學世界裏，莫言先生以一種近
乎原始的、直白的筆觸，描繪出了人性的複雜與深刻，形成
一股強大的衝擊波，衝擊着廣大讀者的心靈，讓人們在閱讀
中感受到了生命的震撼。
因為敢寫敢言，莫言先生的作品一直爭議不斷。57歲榮獲

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成為中國籍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他的作品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搭建了橋樑，為國人爭取了榮
譽，黨中央和中國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按理作品引起的所
有爭議應該到此結束了，不料民間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卻偏離
文學批評的軌道，給予漫無邊際的詆毀和謾罵，甚至有人對
他進行了惡毒的人身攻擊。正如他在那幅書法作品中所寫：
「千夫所指鬧哄哄，小丑跳梁稱鬼雄。嚼字咬文嘲李杜，追
風捕影樂雞蟲。麗詞高調假聲唱，善意真情亂箭攻。笑看眾

神操法器，大江依舊水流東。」
面對無端的指責和飛來的橫禍，莫言先生以人格的操守和
文字的定力，始終堅守着自己的文學理念，以一種豁達的態
度面對那些斷章取義或者根本就沒讀過他的小說之人的造謠
攻擊，不回應，不反駁，沉默是金。彷彿一條奔騰不息的文
字江河，無論遇到多少阻礙，都會堅定地向前流淌。
面對各種風風雨雨，莫言先生將重心轉移到慈善事業。他
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積極為西部地區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的
治療、孤獨症兒童的治療以及鄉村幼兒園建設，貢獻着自己
的力量。他捐出獎金、版稅，拍賣書法作品，組建慈善團
隊，走訪需要關愛的貧困兒童家庭，關心鄉村幼兒園的教
育。10多年來，莫言先生個人捐贈的1,300多萬元人民幣善
款不算巨大，幫助的500多名兒童只是個數字，捐建的13所
鄉村幼兒園在茫茫鄉村大地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他的善
舉如一盞明燈，照亮着人類前行的道路；他的行動，詮釋着
一位世界著名作家的社會責任。
莫言先生70歲了，依然做善
舉、去講學、進行文學創作，青
春活力依然在他身上顯現。也許
因為70歲了吧，才用書法作品
的形式，寫上一首小詩，總結自
己的人生，表達自己對文字的熱
愛和堅守。面對這樣一位文壇巨
匠，我們沒有理由不為莫言先生
送上最真摯的祝福，給予最熱烈
的掌聲；也沒有理由不銘記莫言
先生為人類社會作出的文字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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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俞慧軍

七月的荷塘，在夏雨的喧囂裏

盛開並蒂的菡萏

一池繁華，無須渲染

便是故鄉一道瑰麗的風景

故鄉是個多情的字眼

蜻蜓，纏綿於夏風嗡嗡作響的花蕊

彷彿要抒寫一池水墨丹青的詩句

晶瑩剔透的蓮蓬，暗戀清澈的水底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蘊含着水芙蓉清廉與高潔的品性

漫步細雨濛濛的荷塘棧道

珠圓玉潤的水珠在荷葉上滾動

七月的荷塘

晶瑩的珠水，穿過葉脈的莖紋

把故鄉的日子釀成蓮蓬裏的甜蜜

亭亭玉立的荷花在夏雨中搖曳

這七月的花仙子，從不諂媚

每一次綻放都為泥濘裏的拔節圓夢

故鄉的荷塘，暗香疏影

一朵朵荷花恰似一首首情詩

在雨荷低垂的羞澀裏

聆聽蟬鳴中故鄉曼妙的天籟

荷塘蕩起雨霧朦朧的漣漪

璀璨的荷花像一支支高擎的火炬

豁然照亮遊子回歸桑梓的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