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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跟 領劇本徵文獎的年兄到杭州，不禁想起林
升的《題臨安邸》：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

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據說，這首嘲諷偏安的「反詩」，作者當年把

它題寫在臨安一家旅店的牆壁上，至於那家旅店
具體在哪裡，座中無人說得清。
會不會在河坊街呀？席間，《風景名勝》的編

輯朋友趙女士打趣道，要不，你們到那裡去尋一
尋？
我當然明白，這無非是藉機攛掇我們去那裡逛

逛罷了。
幾乎沒費什麼周折我們就找到了河坊街。
河坊街是條歷史古街，東西走向，位於城南吳

山腳下，是清河坊歷史街區（杭州目前唯一保存
較完好的舊城區）的一部分，距西湖僅數百米。
走進河坊街，迎面而來的仿古建築，以及瀰漫

滿街的古代市井氣息，使人瞬間產生錯覺，彷彿
一下子回到了南宋那個遙遠的年代。
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汴

梁，搜刮數日，將京城洗劫一空，存在了167年
之久的北宋隨之滅亡。金軍擄徽、欽二帝和后
妃、皇子、宗室、貴戚等數千人浩蕩北去，那是
怎樣一番情景？大漠胡塵，寒風刺骨，書生皇帝
宋徽宗悽惶無比，題詩於壁：「徹夜西風撼破
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
南無雁飛。」
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變」。
望 金軍遠去的身影，驚魂甫定的康王趙構

（徽宗第九子），在宗澤等人的擁立下，匆忙在應
天府（今商丘市）即位，改年號為「建炎」。因
恐懼金人捲土重來，席不暇暖的趙構命人帶上東
京太廟裡的祖宗牌位，一溜煙向南，揚州、鎮
江、南京，一路倉皇逃到杭州。聽說此地郊縣名

「仁和」，趙構穿鑿附會，將當年趙匡胤陳橋驛兵
變後從「仁和門」進開封的事聯繫起來，自以為
得了「天命」⋯⋯
趙構逃到杭州，立足未穩便忙於向金人討好，

宣佈懲罰堅持抗金的宰相李綱，錄用投降派頭子
張邦昌的親信，並派人攜張邦昌所擬「約和書稿」
向金人求和、乞降，情願削去帝號⋯⋯並將這搖
尾乞憐的一套定為「國策」。
怎奈好景不長，沒過多久，金軍又大舉南犯，

很快攻破杭州，直至將卑躬屈節的趙構趕入海
中，返身又一把火將這江南名城燒為白地，給趙
構的獻媚「國策」劈面一耳光。幸虧岳飛、韓世
忠率軍苦戰，金軍難以久留，這個小朝廷才得以
最終在杭州落下腳來。
這便是令國人長吁短歎的「南宋」。
一心只求保皇位的趙構雖定都杭州，對外卻詭

稱「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這裡只是皇帝的
臨時駐地）。為了迷惑輿論，改杭州為「臨安」。
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岳家軍」、

「韓家軍」還在前方浴血奮戰的時候，摸透趙構
心思的太尉張俊，卻在臨安城裡指揮「張家軍」
大興土木，築九里皇城，開十里「天街」，為皇
帝營造宮殿，為自己修建豪宅，蓋酒樓。這哪裡
還有一點「臨安」的架勢？軍士歌謠滿城傳唱：
「張家寨裡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二聖猶自
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一時間，皇親國戚，達官貴胄，競相傚法，紛

紛在宮城外圍、天街兩側修建宮廷私宅。中河以
東建成德壽宮，上華光巷建成開元宮，後市街建
成惠王府第，惠民街建成龍翔⋯⋯而「清河郡王」
張俊的王府，就建在鳳凰山南宋皇城腳下的太平
巷，形成「前朝後市」的大格局，這樣便有了
「清河坊」。

漫步在石板街道上，撫今追昔，想起這些陳年
舊事，誰都難免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
其實，河坊街比「清河

坊」古老得多，早在隋代
就已形成，那時其貌不
揚，很普通，居民也多是
一些河工小販。到了南宋
時代，因其地處宮廷大內
的城門之外，沉寂了數百
年的襤褸小街，一夜之間
身價百倍，突然就繁華熱
鬧起來，被譽為「皇城根
外第一街」，頗有點暴發
戶意味。
深入街裡，放眼望去，

只見通街店舖鱗次櫛比，
火腿店、中藥堂、剪刀
舖、麵館、旱煙店、茶莊
等「老字號」目不暇接，
各種材質的工藝品、古玩

字畫、宗教飾物琳琅滿目，民俗雕塑、皮影戲、
食攤、茶樓、酒肆、畫廊隨處可見，遊人如織，
摩肩接踵⋯⋯彷彿一幅鮮活而又迷人的市井風情
畫徐徐展開，滿眼皆是詩情畫意，「八百里湖山
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煙火盡歸此處樓台」。不
難想像，如此一個花柳繁華之地，逃到這裡的趙
構怎麼可能還去「思蜀」呢！
不用說，林升題「反詩」的那家旅店自是不見

蹤影，但圍繞「反詩」的話題卻始終揮之不去。
我們邊走邊侃，忽見不遠處街心立有一亭，亭

上寫 「忠義亭」三個大字，亭內有塑像一尊。
那是位頭戴纓帽，身 鎧甲，手握兵器的古代將
軍，塑像高大威猛，器宇軒昂。很顯然，他就是
深受後世景仰的岳飛了。
按說，在那個愛國有罪的混賬年代，這天子門

前的「第一街」，哪會有他岳少保什麼戲呢？
宋室南遷之後，「大宋」的主題就變得極其簡

單了，就兩個字：偏安。舉凡政治、經濟、軍
事、文化、宗教等等諸般內政、外交事務，莫不
是圍繞 這兩個字吹拉彈唱的。借用時髦說法，
這便是由高宗趙構定下基調並身體力行的南宋
「主旋律」。

岳飛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顯然與朝廷的「主旋律」相悖，解讀下來其實就
是「反詩」一首。因此，岳飛的壯懷激烈便成了
威脅穩定的「雜音」，成了與趙構的「離心離
德」，成了對大宋「中心工作」的干擾與破壞。
不換思想就換人，岳飛怎麼能不除掉？完全可

以說，從趙構逃到杭州的那一天起，岳飛等「收
拾舊山河」那一干人的命運幾乎就不可逆轉了。
關於這一點，怒形於色的趙構說得最明白：「講
和的國策，是朕決定的，秦檜不過贊助執行罷
了。秦檜雖死，這一國策也決不改變！」
略知宋史的人都清楚，趙構做了36年皇帝，看

家本領就是乞和，把國家安危、和平希望完全寄
託在豺狼的保證上，以至一日無和約便難受得要
命；一旦和約被「友邦」撕毀，卻先反省己方求
和誠意夠不夠？1163年退位後又當了20多年左右
朝政的太上皇，儘管繼任者孝宗是個頗有抱負的
皇帝，怎奈其養子身份讓他始終不得不屈從高宗
的權勢，被迫認賊作父（1164年，孝宗即位次
年，宋金和議達成，規定宋皇帝對金主自稱「侄
兒」）。孝宗入繼大統27年，竟有24年是在頑固堅
持「主旋律」的趙構的目光逼視下，於誠惶誠恐
中艱難度過的。飽受屈辱、苦不堪言的孝宗銳氣
消盡，眼見恢復中原無望，最終只能在極度失望
中以無所作為退出政治舞台。儘管孝宗本人並不
甘心，一直蓄積財力，把一線希望寄託在後代身
上，怎奈他之後的皇權交接，說來令人嗟歎，每
每不是政治鬧劇，便是波譎雲詭，光宗、寧宗、
理宗、度宗⋯⋯上台者非聲色犬馬之徒，即懦弱
無為之輩，幾乎一代不如一代，誰都無心「北定
中原」。這樣，王朝大限便在「主旋律」百年不
變的奏鳴聲中一天天逼近。

在辛卯兔年的元宵佳節，高高興興地猜謎，定可使大
家新年過得更加情智齊發，趣味盎然。猜謎說難也不
難。有些文義謎、帶格謎設置得過於冷僻複雜，猜起來
確實費勁。但一般的燈謎，也並不太難猜。謎語由謎面
（喻體）和謎底（本體）兩部分組成。謎面往往是謎底的
別解。只要從別解的思路去仔細琢磨，找出它的另一種
含意，就可以猜中。製謎人往往在謎面上放煙幕，讓猜
謎人雲山霧罩難知底裡，如果識破其機關，層層剝筍，
就可找到謎底。
這裡給大家準備了一批有關兔或卯的「兔謎」，共慶兔

年吉祥。

兔謎精選
（本輯謎面或謎底與兔或卯有關）

1、三狡兔（打一字） 究
2、柳（打一四字成語） 守株待兔
3、龍姐虎妹（打一生肖） 兔
4、不見親人不留下（打一干支紀年） 辛卯
5、超前消費（打一四字成語） 寅吃卯糧
6、守株待兔（打一樹名） 柳
7、三窟築成（打一穴位名） 伏兔
8、玉兔詠懷（打一歌曲名） 月亮代表我的心
9、兔唇（打一京劇名） 三岔口
10、弱兔憂天敵（打毛澤東詞一句）鷹擊長空
11、辛卯節日寄筆錢（打一集郵名詞） 兔年郵票
12、交換兔幣（打一商業用語） 貿易
13、卯年歲末（打一歇後語） 兔子尾巴長不了
14、主動點卯（打一中國香煙品牌）玉兔
15、小兒不識月（打一中國糖果品牌） 大白兔
16、兔輪有缺口（打一中國電影名）殘月
17、紅梅露芽，玉兔弄影 早春二月
（打一中國電影名）

18、梅桂松前兔藏身 柳林
（打山西省地名一）

19、兔年離家龍年還（打一四字成語） 滿載而歸
20、兔子不吃窩邊草（打一四字成語） 捨近求遠
21、湖中映玉兔 古月
（打一中國電影演員名）

22、赤兔（打一字） 馳
23、兔鑽穴中（打一字） 冤
24、數兔（打一兩字熟語）點卯
25、卯初亥末（打一字） 負
26、卯年偶拾（打一字） 菟
27、兔年回望樂開顏 笑面虎
（打一《水滸》人物綽號）

28、玉兔怒氣消（打一肉類食品名）火腿
29、聊（打一家畜名） 短耳兔
30、丁卯共集資金（打一五金配件名） 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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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兔年生肖燈謎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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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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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在
水
中

開
，
水
在
花
中
流
，
煙
雨
濛
濛
，

影
影
綽
綽
，
使
江
南
的
靈
秀
中
又

多
了
幾
分
神
奇
和
魅
力
。
孩
童
們

放
學
以
後
，
在
油
菜
花
叢
中
的
田

埂
上
放
風
箏
。
風
箏
在
金
色
的
花

海
上
起
伏
，
蜜
蜂
圍

油
菜
花
嗡

嗡
哼
嘰
，
時
而
翩
翩
起
舞
，
時
而

辛
勤
採
擷
。
小
夥
伴
們
有
的
放
風
箏
，
有
的
撲

蝴
蝶
，
有
的
捉
迷
藏
，
嬉
笑
打
鬧
，
金
色
的
花

海
中
不
時
傳
出
童
真
的
笑
聲
。
此
情
此
景
，
恰

如
南
宋
楊
萬
里
所
描
繪
的
﹁
籬
落
疏
疏
一
莖

深
，
樹
頭
花
落
未
成
蔭
，
兒
童
急
走
追
黃
蝶
，

飛
入
菜
花
無
處
尋
。
﹂

後
來
，
離
開
家
鄉
，
走
南
闖
北
，
才
知
道
油

菜
花
其
實
不
僅
家
鄉
有
，
長
江
流
域
、
雲
貴
高

原
乃
至
青
藏
高
原
都
有
。
西
藏
青
海
的
油
菜
花

到
夏
天
的
七
月
中
下
旬
至
八
月
初
才
綻
放
，
雅

魯
藏
布
江
邊
、
青
海
湖
畔
，
藍
天
白
雲
下
，
金

黃
色
的
花
海
綿
延
無
際
，
生
機
盎
然
。
無
論
在

哪
裡
，
看
到
油
菜
花
，
我
都
有

一
樣
的
興

奮
，
一
樣
會
怦
然
心
動
。
不
僅
僅
因
為
景
色
的

壯
麗
，
而
是
那
燦
爛

大
地
、
溫
暖

人
間
的

金
黃
色
，
讓
我
倍
感
親
切
，
會
在
瞬
間
把
我
的

思
緒
帶
回
夢
牽
魂
繞
的
故
鄉
，
帶
回
清
新
寧
靜

的
田
園⋯

⋯

■
朱
文
興

油
菜
花
開
燦
江
南

香港「本土情懷」一直是香港詞人酷愛
的題材。2003年，林夕替梁漢文《03／四
季》寫出沙士期間的香港故事。2004年，
周耀輝為Boy'z城市概念大碟所寫的〈我愛
香港仔〉、〈眼紅館〉等，也點出了香港
公共空間與情感、身份、集體回憶的關
係。同年陳少琪等創作的〈香港地〉，亦
道盡後沙士時代「同熱愛這遍土地 大家

刻骨銘記 愁或喜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的
香港人心聲，切中瘟疫過後百廢待興的不
離不棄。至於近年最積極抒寫香港本土題
材的詞人，便要數到香港漫畫家兼詞人小
克。
小克在2008年寫給張繼聰的〈永和號〉

〈港九情〉處處窺見港式日常生活的點
滴。如〈永和號〉紀念經營八十多年的香
港老店永和雜貨，並從雜貨店常見的「臘
肉」、「蝦米」、「醬醋麵豉」和「豆豉」
等不同種類貨品的羅列，堆積起香港集體
回憶。〈港九情〉則從過去九龍城抬頭便
可看到飛機掠過、維園燭光晚會和紅隧啟
用前天星碼頭，處處滲透出小克對於香港
的獨特感情。2010年小克再接再厲，為羽
翹創了蘊含強烈銅鑼灣「本土情懷」的
〈念銅鑼〉，當中玩盡了有關銅鑼灣的種種
符碼──「三月 讓大地牌問暖我軀殼 勇

闖天涯約於新中國 書包千斤重 你我不察

覺 三越　混亂大堂搭向我肩膀 愛戀於松

板屋內揭幕 食街中擁抱 熱吻不加思索 曾

共你 心如明珠漆黑中記載 誰料轉畫於翡

翠已沒法再愛」

小克是灣仔區的老街坊，漫畫集《偽科
學鑑證》中便曾繪畫過一系列灣仔漫畫專
題。毗鄰灣仔的銅鑼灣，自然是小克成長
的重要部分，因此〈念銅鑼〉中便大量出
現了三越、松板屋、食街、電影院明珠和
翡翠的影子。當然，以羽翹作為第一身的
回憶故事，所走的始終是抒情路線，於是
〈念銅鑼〉便需要以一段逝去的男女感
情，來包裝一個地區的點點滴滴──「電

車廠時代 昨天的風采 若我於溫莎宮內被

狐狸殺害 維園道這夜晚 燈飾可會再開 避

風港難耐 煙花的精彩 怡和禮炮不肯禮待

銅鑼若在這裡　敲響給我節哀情人若在這

裡 今天怎會感慨 生活 舊事淡忘擲向那滄

海 老相識和百德新街坊 逐一的攀上 求名

逐利舞台 曾為你 鍾情時刻餐廳中叫菜 誰

料禮頓中心碎已沒法再愛」

踏入歌詞的第二部分，除了繼續標舉銅
鑼灣地標如電車廠、溫莎宮、維園道之
外，小克明顯更放膽「玩字」，把銅鑼灣
的百德新街、利舞台、為你鍾情餐廳和禮
頓中心，鑲嵌進「老相識和百德新街

坊」、「求名逐利舞台」、「曾為你鍾情時

刻餐廳中叫菜」、「誰料禮頓中心碎」的
短句裡。類近的寫法，小克已在〈一年〉
「關起了悽楚耀眼漸看清」中試玩過，把
主唱者關楚耀的名字佈置在一首自我反省
的歌詞中。小克曾謂，這是師法自黃偉文
〈陀飛輪〉把幾個名錶品牌「勞力士」、
「伯爵」、「蕭邦」都鑲嵌進詞中的做法
（「勞力是無止境⋯⋯就算搏到伯爵那地位

和蕭邦的雋永」）。相對而言，〈念銅鑼〉
因為涉及集體回憶和本土情懷，所拼貼銅
鑼灣的街名店名，其實遠比〈一年〉的玩
法更有效果。縱然「老相識和百德新街

坊」、「誰料禮頓中心碎」略顯蠱惑取

巧，然而，「求名逐利舞台」、「曾為你

鍾情時刻餐廳中叫菜」既一語相關同時非
常富鏡頭感。及後〈念銅鑼〉中的大丸、
渣甸坊、自由行（旅客）、世貿、樂聲、
總統全部戲份十足，老香港個個會心微
笑。惟獨小克藉〈念銅鑼〉女主人公歎息
物是人非，哀歎銅鑼灣的非人性化變遷，
一切人和事只會變成歷史，成為發展大獸
的虎口犧牲，並留下結語「銅鑼尚在這裡

可惜不再深愛」，令人扼腕無言。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注意到，本文一直以

〈念銅鑼〉稱呼這份歌詞。〈念銅鑼〉一
詞，乃是在原創詞人小克毫不知情的情況
下，被易名為官方歌名〈銅情深〉。在尊
重原創精神的前提下，筆者以行動支持創
作人的命名權利，並希望聲援小克的各位
填詞人的種種悲慘遭遇（如方杰的〈十二
年後沒有冬天〉被易名為〈十二年沒有冬
天〉，和黃偉文到歌曲出街才知道自己的
作品慘變〈星夢情真〉等），從此絕跡。
即使是商品，即使〈銅情深〉一名在一些
人眼中遠勝於〈念銅鑼〉，商品的創作人
亦應得到最起碼的尊重。有道是「壞人衣
食如同殺人父母」，同理，毀掉別人的心
血，如同搗亂別人的家園。嘲諷的是，小
克筆下的銅鑼灣和〈念銅鑼〉竟然得到同
一命運──銅鑼灣以至香港的非人性化變
遷、〈念銅鑼〉被改名換姓，未許就不是
功利和盲目的結果⋯⋯

〈銅情深〉
（原名：〈念銅鑼〉）

主唱：羽翹

作曲：羽翹

填詞：小克

編曲：Kenix Cheung @ Yen Private zoo

監製：Kenix Cheung @ Yen Private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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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街中擁抱　熱吻不加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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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道這夜晚　燈飾可會再開

避風港難耐　煙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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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若在這裡　今天怎會感慨

生活　舊事淡忘擲向那滄海

老相識和百德新街坊

逐一的攀上　求名逐利舞台

曾為你　鍾情時刻餐廳中叫菜

誰料禮頓中心碎已沒法再愛

讓心聲留在　大丸的福袋

若我於溫莎宮內被狐狸殺害

維園道這夜晚　燈飾可會再開

避風港難耐　煙花的精彩

怡和禮炮不肯禮待

銅鑼若在這裡　敲響給我節哀

情人若在這裡　今天怎會感慨

觸景會心痛　是你背影沒處不在

讓心聲留在　大丸的福袋

讓我於渣甸坊被自由行推開

情懷在世貿裡　飛機衝破世代

樂聲不存在　總統都悲哀

隨緣變化不感意外

銅鑼若在這裡　敲響給我節哀

銅鑼尚在這裡　可惜不再深愛

銅情深（原名：念銅鑼）

■梁偉詩

■一片片金燦燦的油菜花。 網上圖片

■清河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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