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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人類親密接觸的寄生蟲中，沒有哪一種能像虱子那
樣，得到那麼多的「恩寵」。皇室宮殿，青樓別館，牠可以
自由出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牠都有肌膚之親。也正
因有此「殊榮」，牠也常出現在文人筆下，典章之中，並演
繹出不少令人解頤噴飯的趣聞軼事。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都以生虱子為榮。英國著名哲學

家羅素在《結婚與道德》一文中曾談到，中古時的歐洲
人，衛生狀況很差。當時骯髒不潔會受到讚美，佔統治地
位的教會認為「凡使肉體清潔可愛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
向。」因此，跟骯髒不潔相伴而生的「虱子被稱為神的明
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於
是，人身上生了虱子彷彿是獲得了榮譽勳章，成了一件十
分光彩的事。誠如《我們是文明麼》一書中所寫，「十八
世紀的太太們的頭上成群的養 虱子。」即使那些衣 華
貴、十分講究的貴婦人，青絲上也「明珠」串串，重重撲
粉、厚厚襯墊的高髻上也爬滿了虱子⋯⋯
在古埃及，虱子也曾被視為「神的手段」。《聖經》上

說：埃及的術士曾試圖用幻像來複製摩西的神跡，最初幾
次都成功了。但當神使地上的塵土變成虱子時，術士的法
術卻失敗了。他驚呼道：「這是神的手段！」
虱子在我國的「榮耀」，也絕不輸於歐洲。儘管國人沒有

將不潔看得那般神聖，但名人的骯髒邋遢、不修邊幅一向
是被當成美德歌頌的，因此他們身上的虱子身價也不同凡
響。清人褚人獲編的《堅瓠集》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
天，王安石與王禹玉一同上朝，有隻虱子悄悄地從王安石
的衣領裡爬出來，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鬍鬚上。宋神宗看
到了，莞爾一笑，把王安石笑得一頭霧水。下朝時，王安
石便問同僚王禹玉，皇上為何而笑？王禹玉指 他鬚上的
虱子以實相告。王安石急忙讓從者將虱子消滅，王禹玉卻
制止說：「此虱屢在宰相的鬚間漫遊，又經過皇上檢閱。
如此『高貴的身份』，怎麼能殺？只能將牠放生。」此語一
出，引得眾人大笑，虱子也得以「功成身退」。
虱子不但能在帝王眼皮子底下「出將入相」地表演，還

能在「青樓戲」裡充當重要角色。《堅瓠集》中還有一個
故事：一清客與妓女相對而坐，清客不時地摸出身上的虱
子扔進口中，如嚼炒豆般喀崩脆響，妓女見了抿嘴哂笑。
不一會，妓女也從身上摸出一個虱子。只見她從容不迫地

將虱子投進熏香爐裡，「啪」的一聲，虱子爆了。清客一
見忙說：「熟了！」妓女笑 說：「怎麼樣？這樣比生吃
好吧？」一場精彩的表演，虱子雖「壯烈」了，其風流韻
致卻傳之後世。
在革命戰爭年代，虱子也照樣能走紅。據說那時虱子曾

被稱作「革命蟲」，革命隊伍中很少有人沒招過虱子。在
《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中，美國友人李敦白曾
寫到這樣一件事：1946年，在延安的一次舞會上，朱德曾
風趣地問他：「你身上長虱子沒有？要是沒長虱子，你就
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朱老總這話，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確實，在那極為艱苦的環境中，許多人都把身上長虱
子當成革命的標誌，並以此為榮。
一隻醜陋不堪的小蟲，竟能如此得寵，而且還被人稱作

「有恆德」（唐．陸龜蒙《後虱賦》：「衣緇守白，發華守
黑；不為物遷，是有恆德。」）這讓多數人都難以接受。元
末有個叫楊維楨的人，就曾經對虱子大加撻伐。有一次，
他在杭州的一家客店裡過夜，被壁虱狠狠地咬了一通，氣
得他寫了篇《罵虱賦》，大罵虱子說：「老天為何生出你們
這些孽種！你們的毒嘴吸足了膏血，養得又肥又臭，專在
世上害人。我要去告發你們，將你們統統消滅！」哪知虱
子聽了並不害怕，反唇相譏說：「我們不過是些小毒小
臭，雖吸點人血，但出沒適節，死生有時。哪像你們人世
中的大毒大臭，違法亂紀，傷風敗俗，坑害國家，殘害百
姓。像豺狼一般兇狠，梟獍（註：梟為惡鳥，生而食母；
獍為惡獸，生而食父。比喻忘恩負義之徒或狠毒的人）一
樣殘暴。他們惡貫滿盈卻受不到懲處，而那些忠義之士反
倒常受迫害，良善之人不得善報。這種黑白顛倒使得大毒
大臭們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你為何不去罵他們，只
拿我們這些卑瑣的小蟲子出氣呢？」一席話，說得這位楊
先生「增憤加怖，涕泗不支」，無言以對。
虱子的這番抗辯，義正詞嚴，入木三分，矛頭直指貪官

污吏和封建專制社會的弊端，不由得讓人擊節叫好！這比
起那些只會嗡嗡營營地為統治階級唱讚歌的御用文人來，
實在高明得多。這樣看來，古人寵愛虱子，也並非全無道
理；而我們對待虱子，也不必完全否定。因為，牠畢竟還
能講幾句公道的「人話」。在謊言充斥的社會裡，僅此一
點，也很難能可貴。

年文化中有一種諧
音現象說起來挺有意
思的。
如大年三十晚上飯

桌上，家家都燒一條
魚擱 不吃，一般是
鰱魚，考究一點的用
青魚。我做小孩子時
曾拿筷子戳過去，立
即被大人制止住。大
人告訴我那魚是留
看燈的。魚都盛在盤
子裡了怎麼還能看
燈？後來我才明白，
「魚」諧音「餘」，要
年年有魚（餘）啊，這是大人祈願生活
年年富足。
清代就有人拿「年糕」說事寫詩道：

「人心多好高，諧音製食品，義取年勝
年，藉以祈歲念。」不僅揭示了諧音的
由來，而且指明「黏」諧音「年」，
「糕」諧音「高」，寓意年年登高，一年
更比一年好。
正是因為「人心多好高」，所以地不

分東西南北，人無論漢族少數民族，凡
是華夏兒女似乎都樂意沿襲「諧音製食
品」這一風習。我們隨手拈來兩個例
子：
祖國寶島台灣滿眼都是芋田，一年四

季都能吃上美味芋頭。台灣民間都把芋
頭當作吉祥物，因為「芋」「餘」同
音，年年有「芋」（餘）啦！這與大陸
的「魚」（餘）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一個例子是湘西土家族有一種「和

菜」，把豬肉、粉條、豆腐、香菇、白
菜、胡蘿蔔組合而成，吃起來既有肉的
濃香，又有蔬菜的本位，葷而不膩，甘
而不濃，很受遊客歡迎。「和菜」諧音
「和氣生財」之意，「和菜（財）和
菜，有和有菜（財）」，主人還常給客人
背「和菜詩」來添興：「和菜娘問和菜
姑，手下和菜有亦無。如果今年收成
好，儂家可備嫁衣圖。」真是漢語言所
到之處，都有這種美食諧音山花爛漫之
地。
過大年時，這種諧音現象幾乎遍及生

活的各個方面：弄個金魚缸擺在客廳，
是金玉（魚）滿堂；貼張大紅蝙蝠窗
花，是五福（蝠）臨門；送棵纍纍掛掛
的金桔樹給人家，是大吉（桔）大利；
青菜、豆腐是哪家菜單上也少不了的，
因為諧音「進財」、「代代富」。還有就
是眾所周知的吃核桃——和（核）和美
美，吃桂圓——圓圓滿滿，吃棗子、花
生——祝新娘早（棗）生（花生）貴子
⋯⋯凡此種種，這些諧音藝術語言全都
有力地烘托了過年節迎新春的紅紅火
火、喜氣洋洋。
但我更欣賞的是這種諧音現象中機

智、幽默的張揚、飛翔。
我的家鄉如今誰家有孩子考大學，親

戚朋友一早就熱氣騰騰地來送糕、送

粽，這比送什麼都更能受到主人的熱烈
歡迎和衷心感謝。為什麼？糕粽諧音
「高中」，你想此時此刻，這「高中」二
字的口彩難道還有什麼吉言、禮物能夠
與之媲美嗎？
芋艿在我的家鄉叫芋頭，芋頭如今也

時尚起來。端上一碗芋頭燒肉，人們專
找芋頭下箸；正規宴席上也來一盆炒芋
頭果兒，青蒜花一撒香味撲鼻。於是有
人喊道：「芋頭到了，遇貴人啦！誰吃
誰就遇好運降臨啦！」
還有一次我在農村作客。如今農村一

些小康之家也逐漸對「六碗八碟」膩煩
了，酒過三巡，我的學生端出一碗黃橙
橙的糝兒粥津津有味地吃起來。一家之
主見了馬上拉下臉來，可女主人則不慌
不忙笑嘻嘻地對我們大聲說：「你們誰
要粥？我家隨時供應。粥（斸）呀粥
（斸），我們一起斸（粥）住了來年的好
收成，斸（粥）住了來年的好運氣啦！」
這一機智巧妙的隨機應變使我佩服不
已。我們這裡方言「粥」「斸」同音，
且都讀入聲，短促有力，讀起來精神抖
擻，彷彿真有那麼一股揮鍬的斸勁。這
麼一來不僅掩蓋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尷
尬，而且立即把一片喜慶的氣氛撒播開
來，效果妙不可言！令我驚歎不已。
說起「糕」「高」諧音，人們幾乎都

要追溯到一則荒誕故事。說是東漢時，
費長房對桓景說：「九月九日，爾家有
難，當登高。」桓景一家如其言上山，
且佩茱萸香囊飲菊香酒，晚上回家一
看，牛羊全死了。從此重九登高飲菊花
酒的習俗就流傳下來了。再後來演化成
「高」也不登了，吃塊「糕」就算完成
了儀式。我的家鄉每年重陽節糕店裡都
準備了許多三角彩色小紙旗，你買糕，
店主送你一根小彩旗；這一天也正逢我
大女兒的生日，記得小時候她總馱在我
背上，肉嘟嘟的小手不住揮舞小彩旗，
彷彿真的登山一般高興！
放眼全球，這種諧音現象稱得上中國

特色，是華夏民族語言藝術的表現之
一：既開心地品嚐了美食，又抒發了美
好的願景，一舉兩得，錦上添花。這是
我們漢語言的亮點之一，也是華夏民族
智慧的熠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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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巷歡呼十里寺，臘前風物已知春」， 這是南宋詩人范成
大描寫當時成都海六寺山茶花的盛況。這個時節，小院家宅
裡開得這般艷麗，紅、粉紅、深紅、玫瑰紅，大山上也是點
綴 一片一片的紅，如霞似火，熱熱烈烈，暖熱心肺。團圓
和喜慶，欣慰和滿足，吉祥如意，丹砂紅輝映中國年。
山野漫漫，村莊點點，藍藍的蠶豆花兒，童話的夢想，遠

處山上紅艷艷。山上那座古寺後院有一棵古茶花樹，有二百
年了吧，滿樹的茶花成千上萬。如明代李東陽描寫一株茶花
「拔地孤根聳十丈」，「瑪瑙攢成紅萬朵」。

金庸也在小說中寫過「十八學士、十三太保、八仙過海、
七仙女、風塵三俠、二喬」這些茶花。師傅倒上茶水，我們
走進了歷史的久遠傳奇，莫名的未知。茶花每一朵有小碗般
大，一朵朵，一叢叢，有 仙女般的味道，裝 滿心的歡
喜。遠看，幾千朵茶花又組成了一大朵，這棵樹像戴了一頂
紅帽子。甚麼叫壯麗？這一大朵紅就是壯麗，頓生熱烈，令
人心潮湧動。「清秀、純靜、堅韌、柔情、壯闊」會從不同
角度烘托而出吧。
妻子買的一棵茶花擺在那兒，開 花兒，紅紅的，可愛至

極。要是一隻大紅燈籠擺在那兒，也不能奪走它的艷。「這
花秀美、典雅。」妻子說。「還有幸福的愛。」我補充。明
代陸治《練雀粉紅茶花》：「美人初睡起，含笑隔窗紗。」
太形象了。茶花隨和安詳，爬山時經常碰到，紅得山野浪漫
精彩。
我家小院子裡，媽媽栽的山茶花開得濃艷引人。媽媽愛花

更愛山茶，她給這些花澆水、撥草、鬆土，時不時又增加了
新的，小院增加了生趣，為小院的人帶來欣慰。她講起乾隆
的詩。清代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歷曾寫過五首茶花詩，其
中一首《詠山茶》：「火色寧妨臘月寒，猩紅高下壓回欄。」
一盆開有四、五朵的，「這花開得濃重、端莊、高貴，開在
了我們的心坎上，一朵朵像朝霞，這般奪目，這般誘人。」
這就是這一盆花的花語。「還真是，媽媽竟懂得這麼多。」
我心中想。
明代歸有光《山茶》：「雖是寶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

無後凋，亦自當春風。」過去，沒事的時候，媽媽就把爸爸
扶出來坐在茶花旁邊。「光坐在屋裡悶得慌，這花好不好
看？」「好看呢，我原來工作的地方也栽過幾盆。」「你能看
出它的花語嗎？」「好看，莊重。」「美德，公道，對每一個
人都好，不嫌貧愛富，大眾，超脫，實在，溫馨。」
這樣的日子，兩個老人，還有兒女，坐在花神旁邊，賞花

悅目，一股茶花的暖流沁進心腑。 「奶奶，這些花中，你最
愛哪一種？」孫女問。媽媽指 一盆說：「你看，這般鮮
艷，還有淡淡的香，花形嬌好，花容漂亮，花蕊黃黃的。」
「艷，香，嬌，亮，貴是它的花語嗎？」孫女問。「你說得真
好。」媽媽、爸爸和我們聊 天，賞 花，聞 味，談 花
事，還有對花的想像，對生活的想像。茶花真美，它就是我
們的心情，我們的生活。「茶花深沉、莊重、大方、友愛、
淡定，做人也一樣呵，我們要像茶花一樣。」媽媽講得真
好。媽媽老了，走路也慢了，但她依舊喜歡 院裡的茶花，
看到它們，她就精神煥發。「夜裡做了個夢，夢到茶花了」。
也許茶花就是幸福的象徵吧。
清代段琦《山茶花》：「獨放早春枝，與梅戰風雪。豈徒

丹砂紅，千古英雄雪。」媽媽愛茶花，我也愛茶花，愛它的
熱烈與淡定，它像一把火，燃起希望，燃起感動，奉獻最精
彩的美。
神州大地，茶花開放的聲音甜甜的，丹砂紅輝映中國年。

近來很多朋友在看內地拍攝的電視劇《三
國》，這個片集規模大、演員多、情節豐富，很
可觀。
三國時期，群雄爭霸，最後形成了魏、蜀、

吳三國各據一方。在這複雜而多變的環境中，
有才能的人都能逞其所長，因此英才輩出，文
的武的，都產生了出類拔萃的人物。這裡面，
諸葛亮是最出色的軍師，說起歷史故事，人們
差不多都把他作為智慧的代表。
《三國》拍諸葛亮，當然少不了他出名的草

船借箭一事。周瑜要他在十天內監造出十萬枝
箭來用，當時劉備與東吳聯合抗曹操，劉備的
力量很弱，但作為合作的一方，當然應該出點
力的。諸葛亮作為劉備一方的代表在東吳，但
孤身寡人，有什麼能力在短期內造出大量的箭
來？這分明是周瑜在為難他，但諸葛亮不慌不
忙，答應下來，能辦得到。而且用不 十天，
三天足夠了。還立下了軍令狀。
原來諸葛亮思路很敏捷。自己造箭，在那時

根本不可能，不去想，想到的是借箭。那時射
箭是軍中最厲害的武器之一，在對付敵人來攻
的時候，萬箭齊發，最能夠抵擋得住。諸葛亮

想到了一個辦法，用船去佯攻江北的曹軍，船
身紮好厚厚的草層，讓曹軍的箭射來，都插在
草船上，拿回來用就是了。
但是你平白無故的開來許多草船要進攻，曹

軍怎麼就會拚命發箭？他們也可以在岸上故意
讓開，埋伏合圍，就看你們上不上來。
這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如何令曹軍大量發

箭？
諸葛亮有辦法，行。他夜觀天象，知道三天

之後江上會發大霧。在那時候，用一隊草船在
霧中忽然大張聲勢去佯攻—對方在大霧中不
能摸清楚來的兵力有多少，如何部署，不知道
是佯攻。在這時候，用箭射住，不讓對方的船
靠上岸來，便是最穩當的方法，幾乎可以說是
必用的方法。
所以諸葛亮說，行！而且用不 十天，三天

就行了。立軍令狀也不在乎。
這事還要靠辦事穩重能看大局的魯肅幫忙。

魯肅答應諸葛亮準備草船，於是，諸葛亮對周
瑜說，你等 叫軍士來搬箭吧。
就這樣，三天，諸葛亮交出了十萬枝箭，叫

周瑜無話可說。

諸葛亮這個借箭故事，在《三國》中很吸引
人。諸葛亮有許多叫人覺得神奇的行事，這是
其一。
其實，有可能嗎？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但

三天保證辦到，就太神奇了。大江之上，天氣
變幻繁多，諸葛亮來到這裡作戰，就必定會了
解這裡的地理與氣象。夜觀天象，也是必做的
事。諸葛亮自己說過，上觀天文，下察地理，
是為將者必有的基本本領，意思是說他就有這
本領，早已料知大江在這些日子一定起霧。所
以，如果說他答應十天內辦到，但三天就辦到
了，這就合理。不過小說總要寫得神奇些，三
天就三天。
夜觀天象，就可知道許多事情，這似乎也是

神奇的說法，其實倒又不然。恩格斯說，農牧
民族是最早熟悉天象的，因為天象變化與他們
有生活上的直接關係，尤其是定居耕種，更加
要了解天象的規律。
夜觀天象，因為天象反映與氣候的一些關

係。中國古天文學把天空劃分為五個方位，這
是五行，其中二十八恆星為二十八宿，月亮每
月依次運行各二十八宿的區域（其他行星與太
陽系也在運行），如果運行正常，這一年就四季
分明，否則就被打亂，出現災異。這種學說，
在考古上被知曉，已在二三千年前就成熟了。
這與現代天文學的「行星對應區及鏡象學說」
吻合。
學問淵博的諸葛亮，懂得預判天象，說不神

奇也不神奇。

■馬東文

■吳羊璧

諸葛亮的神奇

■ 年糕寓意年年登高。 網上圖片

丹砂紅輝映中國年

■ 山茶花開紅艷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