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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讀詩法：詩中「物」與「物」中詩

季羨林先生生前有個「怪癖」，對寫有字的紙張尤為
看重，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也會珍而視之，輕易不
肯丟棄，如果有人亂動了他的東西，把字紙丟掉，他還
會發脾氣。對於這樣的惜字「怪癖」，現代人或許會覺
得難以理解。實際上，這是老派讀書人長久以來養成的
習慣，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理念，因為自古以來，
知識學問受人尊崇，凡是寫有文字的紙張都會受到特別
的處理。清末的時候，甚至有名為「字紙會」的宗教團
體，花錢僱請工人四處拾取字紙，然後集中焚燬，以示
對文字的尊重。

宋代的版刻印刷業十分繁榮，書籍得以大量流通，敬
惜字紙的觀念也由此而起。人們認為，寫有字的紙是一
種文化的象徵，應該與日常生活中的用紙區別開來，如
若不用，也不可隨意丟棄遭人踐踏，須丟入專門的字紙
簍，焚燒成灰，方才不負文字。到了明清時期，各地都
有專為焚化字紙而設的塔形磚爐，名為「惜字塔」。專
門負責收集字紙焚化的公益機構，稱為「惜字局」或

「惜字會」。而且隨 文學語言的通俗化，各種小說、筆
記、佛經、家訓裡都出現了大量的規勸人們敬惜字紙的
故事，內容以因果報應為主，神異色彩很濃，具有強烈
的道德完善的傾向。

明人郎瑛的《七修類稿》，載有北宋宰相王曾父親因
為敬惜字紙獲報的故事。說是王曾的父親，每在路上看
到被丟棄的字紙，都會拾回家裡用香湯沖洗乾淨，然後
焚燒成灰。某天夜裡，王曾的父親夢到孔子拍 自己的
肩膀說：「你為何會對字紙如此看重？只可惜你年紀老
了，無可成就，他日我會讓學生曾參托生到你家裡，替
你光大門楣。」沒多久，王家果然生了一個男孩，取名
為曾，王曾長大後參加科考，連取解元、會元、狀元，
後官居宰相，封沂國公，顯赫一時。

清人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也記載了一個因惜字獲
報的故事。清代福建浦城有個叫陳蓮航的秀才，本是福
州人，帶 兒子到浦城來教書，他提倡敬惜字紙，並且
躬先表率，每天都和地方聘請的專門撿拾字紙的工人交
接，把收集來的字紙焚燬。某天，陳蓮航的兒子突然癲
狂，從家裡跳躍而出，不知所終，家人朋友幫忙到城外
溪邊找了一個晚上都沒找到。夜深時分，一個專門撿拾
字紙的工人在城裡看到陳蓮航的兒子，於是就把他帶到
旁邊的一所道觀裡，另外派人到陳家通知。陳蓮航第二
天凌晨趕到道觀，兒子的瘋疾也好了。人們都說這是陳
蓮航的惜字之功，因為若是不獲收留，陳蓮航的兒子在

瘋癲的情況下很有可能遭遇意外；而陳蓮航若是不倡導
惜字，不與撿拾字紙的工人每天交接，工人也不知道瘋
癲的就是陳蓮航的兒子，即使遇到了也未必會搭理。所
以，一切巧合都是陳蓮航獲報的結果。

除了因果報應之說，勸諭故事也很會緊抓平民社會更
為看重近利的心理，通過一些因惜字而獲小利的故事加
以宣揚，給人以真實感，從而起到更好的勸諭作用。同
樣是《北東園筆錄》記載的一個故事：浦城的惜字局有
位姓孟的管事，雖然平時不好讀書，可是對倡導惜字的
公益事業十分熱心，他自述從十幾歲開始，每次上街，
都會沿途拾取被人遺棄的字紙，不以為倦苦。而在撿拾
字紙的過程中，他也時常會有一些額外的收穫，或撿到
銀錢，或撿到首飾，一年積累下來，也頗可觀，多少可
以幫補一些家用。

有一年的農曆年二十九，孟管事盤點一年來撿拾字紙
的額外所得，發現數額比往年都要少，他也不以為意。
第二天除夕，城中人家打掃衛生，許多廢棄的紙張被堆
放在街頭，孟管事又耐心地尋找裡面是否有字紙，果然
找到一張。拿回家打開一看，字紙裡面還夾有一張銀
票，面值為五千文錢。

故事的用意很明顯，鼓勵人們敬惜字紙的同時，也希
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這份公益事業中來。

而在現代傳媒空前發達，海量資訊的今天，通過敬惜
字紙體現敬重文化的方式，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旨。但
是，尊敬文字、愛惜紙張這些良好的美德，卻有 永恆
的意義。

■文：青　絲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2011年3月11日，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對世界、對人類都是悲痛
的；特別是日本國土、日本人民，這更是一幕慘痛的國難史。

這天中午，日本北部宮城縣等地發生了9級大地震。太平洋憤怒
了，海嘯了！大海掀起十幾米的排浪，向 海岸的大地湧來，同 嶄
新的城市沖來，向 停泊的車輛衝擊過來，向 水中的船隻搖盪起
來，向 渺小無力的人們，以及他們休養生息的房屋吞噬過來⋯⋯海
嘯，在海中又攪動起巨型漩渦，惡狠狠地糾纏 船隻，吞咽 船隻⋯⋯

滿目狼藉，一片廢墟，一片澤國，一片汪洋⋯⋯
瞬間，山搖地動，生命顛簸；安康的家園，樓毀屋塌，夷為平地，

面目全非。車輛在水中翻滾碰撞，船艦在浪中傾覆，沖上陸地，火車
截斷肢解，車場頓成火海，核電廠爆炸⋯⋯公路斷裂，橋樑傾倒，碼
頭鏟平，機場癱瘓；交通中斷，電力中斷，通訊中斷⋯⋯驚濤氾濫，
水災、火災、核洩漏，缺水、缺糧，飢渴寒冷，家破人亡，成千上萬
的屍體，無數人失蹤⋯⋯人心撕扯，心房顫抖，啼血心淚，生命在哀
號⋯⋯

一百五十年罕見的特大地震，留下許多難忘的影像：首相府，晃動
中的緊急應變會議；日本自衛隊火速出現在最艱險的地方；日本人
民，危難中鎮定有序；水澤中，孤樓上搖動 白長巾的婦女；那些淚
水、哭號，那些憂傷的神情；劫後重逢的擁抱，飢渴四日死裡脫險的
四個月大的女嬰⋯⋯海濤，肆無忌憚，猖獗遍野，橫掃一切⋯⋯

科技時代的今天，各國和日本，沒有預測到地震海嘯。面對無情的
大自然，突擊中、摧殘下，勇敢的日本人民，同樣是那麼的渺小，那
麼的無奈，那麼的軟弱！人類，在海嘯的肆虐下是多麼的無能啊！

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那麼先進富庶的國家，那麼團結頑
強的民族；從古到今，腳下的地層板塊，地震絡繹不絕，他們堅強樂
觀，在這塊國土上，世代生存繁衍。無數次地震，不曾動搖他們的信
念。

可敬的日本人民，令人肅然起敬的鋼鐵傳統，堅韌不拔的人格素
質。災難中，我們見到整體國民的冷靜、理性與文明，沒有爭執、謾
罵，沒有混亂搶奪；有的是團結互助，守法律己，堅毅不屈⋯⋯

我們忘不了，中國汶川地震災區，那些橙紅色日本救援人員辛勞的
身影；忘不了，那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類最美好的情懷——愛的關
懷，無私的援助！中國人民與你們同在，世界人民與你們同在！天地
短暫無情，人間永遠有愛！今天，在岩手縣的災區，首先出現了藍衣
紅帽紅褲的中國救援人員，美國、英國的救援隊也將展開拯救。中國
的救援物資早已從上海飛往日本災區⋯⋯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在無畏
地報道 災情⋯⋯

海嘯餘波仍未消散，地震的噩耗仍在頻傳。但是，頑強不屈的日本
民族，今天，終究會度過；明天，必定會更加美好！

多麼渴望有一天，人類能夠頂天立地，真正人定勝天！

■向 壘

一衣帶水的震盪

停 航
紅磡到灣仔及中環的小輪航線將會停辦。
由於年年虧本，自1999年接手的天星小輪，即使在

政府諸多有利經營的政策下，仍決定不再續約，亦無
財團投標，就此，維港又少了一條「橫水渡」。驟眼
看，受影響的僅是每日5,000人次的搭客——平均計
算，每個班次還不知夠不夠100個乘客，看來，若果不
是搭客，此事實在無關痛癢。

翻看如今仍在服務的維港兩邊走航線，不計算將停
辦的兩條，其餘的，數來十隻手指都不用：尖沙咀到
中環及灣仔，北角到紅磡、九龍城、觀塘，還有西灣
河到三家村及觀塘。航程最長都不到10分鐘，但當前
述的兩條航線不再行駛，我們就只有西邊去西邊，東
邊去東邊，而少了九龍中部的庶民聚居地，橫越維港
直抵自我感覺良好的精英階層集中地。

因為懷念紅磡，所以特意坐巴士到馬頭圍道下車。
在紅磡廣場可以找到如今大熱的港產Toy Camera——
Holga，這部八一年由本地電子廠商李先生設計的菲林
相機，在抗數碼的風潮下成為國際性相機品牌，而製
造商的門市，就設在這個商場內。

走過幾步，某條橫巷就是茶餐廳陣營，你想吃的任
何地道港式食物，這裡不愁沒有。再走出一點，經過
仍很漂亮的家維 ，就到了差館裡，此處有燈火最鼎
盛、聞說最靈驗的觀音廟，因為有「打仗都打唔爛」
的傳聞，所以年年開庫都有善信在門口排長
龍，街坊跟廟祝都成了友好。過去不遠有家醬
園，買腐乳鴨醬以至要求代煲薑醋皆可。

差館里還有一家名店是眼鏡舖，大半間舖都
是賣RayBan太陽鏡的，不少搞網購的人都來淘
寶，再放到淘寶網給人淘。那些仍是在美國年
代生產的中古RayBan，已然被搶購得七七八
八，甚至在網上轉手翻上翻，價值倍增，但老
闆還是不以網價為準，而以自己的良心為準。

馬頭圍道的另一端，可以走到寶其利街，一
條仍有樓梯舖的老街，隱匿了專賣拉鏈鈕扣的
小店，亦隱匿了專作人手修補麻將的小店。街
尾有消費不過30元的寶石戲院，而且，播放
的，都是首輪電影。在某個轉角，可以步向火
車站那邊，有家很出名的漢堡包茶餐廳恭候，
下班時分你還要跟學生白領拿籌等吃，隔旁，

尚有家不少人專誠跑來挑戰的勁辣川菜小舖。
轉向海邊走吧，穿越了大量的地產舖，就到了黃埔

的大型屋苑，其粉飾的美好跟陋雜的舊街成慘不忍睹
的對比。走過白雪雪的住宅，終於來到碼頭。在酒吧
跟老闆寒暄，聽他說停航如何影響生意、如何令到居
民少了一條避開「紅隧」的「生路」。面前就是樓盤常
見的形容詞「無敵海景」，跟甚麼豪宅有 大距離，不
會有種霸佔人家前園的罪疚——而明明海景就該屬於
公眾的呀。在碼頭偶然見到釣客釣到了鱸魚、 魚，
或是緩跑者，或是下班過來飲一杯酒再過海回家的歸
人。

碼頭沒有殘留甚麼舊時代的標記——基本上每個碼
頭都被標準化了，唯一有點舊款的就是鐵閘的通花以
及圓形的窗。從船上拆下來的排椅、木造的椅、膠造
的椅胡亂堆放，讓船客歇腳。在此服務的船只得三
艘，來來回回都是它們。途中，會避開風帆，或者貨
輪。跟尖沙咀那邊像放屁一樣短的航程不同，這一
條，我們見到跟紅磡很似的北角的風貌，見到銅鑼灣
避風港，才見到灣仔、中環的「繁華屏風」。好運的
話，坐船渡港，可以在沒有塵霧的日子，見到西方夕
陽，然後，由人煙稀少的碼頭，返歸灣仔、中環那邊
的璀璨，繼續忙。

驟眼看，受影響的僅是每日5,000人次的搭客，若果
不是搭客，此事實在無關痛癢。但事實，我們是損失
了一片不屬於任何權貴、僅屬於庶民的海邊淨土。

敬惜字紙

我們從小學習詩詞歌賦。古人說：「熟讀唐詩三
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但撫心自問，讀詩時，有
多少人曾花心思去研究詩中所提述的器物造型如
何、它是用甚麼材料造成或為甚麼當代的古人會發
明這樣的器物？

揚之水教授開場時就點題道：「我給它起了一個
副標題：另一種讀詩法。意思是通過讀詩和讀物去
復原一點古典的記憶。而詩中『物』與『物』中詩
是我給自己作的名物研究選擇的一種表達和詮釋。
所謂『名物研究』，就是研究與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
有關的各種器物之名稱和用途。簡單而言，就是發
現及尋找『物』裡的故事。比如說這一件文物裡面
包涵了甚麼東西，始末緣由、整個的發展過程、與
生活的聯繫等等。其方法是以文獻、圖像、實物三
者的契合，來闡發研究物件的名稱、內涵及演變歷
程。」揚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研究員，
她曾擔任《讀書》編輯。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工作，開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學的
成果來研究文學作品，近年專心從事名物研究。

揚教授也指出，最理想的研究狀態是用名物學去
建構一個新的敘事系統，此中包含 文學、歷史、
文物、考古等學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
背景下對「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發掘「物」中
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這種方法應該使研究者能夠
在「詩」與「物」之間往來遊走，尋找它們原本就
是相通的路徑。因此，詩中「物」或物中「詩」這
兩種概念原可相互置換。雖然入手的角度不同，但
它們的方法和目的都是一樣的。只是這樣的系統不
是一時三刻能建立出來，而揚教授也正朝 這個方
向努力。

詩中「物」
揚教授舉了幾個例子以具體說明如何能透過讀詩

研究詩中「物」的樣式跟用途。比如在《醒世姻緣
傳》第三十七回曰狄周「遂問那主人家借了一個盒
子，一個《赤壁賦》大磁碗，自己跑到江家池上，
下了兩碗涼粉，拾了十個燒餅，悄悄的端到下處，
定了四碟小菜，與程樂宇做了晌飯」。當中為甚麼會

提到「《赤壁賦》大磁碗」，它的樣式又是如何？答
案都能透過契合文獻、圖像、實物三者以解答出
來。《醒世姻緣傳》是明、清時期的一部小說，也
是一部比較寫實的小說，當中提及的器物都是當代
古人的常用物品。在明、清時期，在一般情況下，
作品所說的在碗壁裝飾人物故事圖的磁碗是指青花
碗。而《赤壁賦》在明、清時代是非常流行的題
材，不管是宮廷或民間都是非常受歡迎，所以在

《醒世姻緣傳》中有提到這種常用物品。而果然就有
實物證據，即出自「萬曆」沉船（船的年代為一六
三零年，已是天啟年間，所謂「萬曆」是因發掘者
未經考證之命名）的青花赤壁賦瓷片，與《醒世姻
緣傳》的時間差不多相同。在這樣的契合下，讀者
就能比較完整去了解小說的情景、也能理解《醒世
姻緣傳》寫實的筆法。甚至當中寫到的「江家池上」
這家百年老店，到如今還能在濟南找到。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關文房用具。於唐代，楊炯寫
的《臥讀書架賦》「（前略）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
於枕席。樸斫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
生。（中略）功因期於學術，業可究於經明。不勞
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雄香芸，掛編則色連翠
竹。（中略）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
原來，臥讀這個概念在古時已流行，不是今人懶惰
的專利。

「物」中詩
初唐時候，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皆卷軸式，閱讀

則須雙手持卷，自然很不方便。但楊炯筆下的臥讀
書架究竟是甚麼樣子呢？日本正倉院藏有一件「紫
檀金銀繪書几」，小小的方座上一根立柱，柱上一根
橫木，橫木兩端各有一個圓托，圓托裡側則為短
柱，柱上兩個可以啟閉的小銅環。若展卷讀書，便
可開啟銅環，放入卷軸，正有「不勞於手，無費於
目」之便，也正是詩人筆下的臥讀書架。若讀者在
讀這首賦時有這樣的知識，對作品就能有更透徹的
理解。正如揚教授所說，如果我們去博物館只是純
粹看文物的造型可愛，手工精美，卻對其來歷、時
代背景、用途等等資料沒有基本認知的話，不但找

不到箇中樂趣，更會鬧出笑話來。
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物」中詩去學習該如何在博

物館裡欣賞那些文物。揚教授舉了一個有關喝酒的
例子。如果只看圖像，實在很難看懂這觥船(即酒船)
是甚麼東西，更別說它的用途。揚教授給它命名為
觥船，是因為杜牧的《題禪院》：「觥船一棹百分
空，十歲青春不負公。」和晏殊的《喜遷鶯》：

「觥船一棹百分空，何處不相逢。」再查考「觥」的
歷史，觥之本字為角黃。《說文．角部》：「角黃，兕
牛角可以飲者也。從角，黃聲。」與爵、觶等相
比，兕牛角製作的觥是先秦酒杯之大者，——爵容
一升，角則四升。可看這觥船是個用來喝酒的杯
子。繼續查考《詩．周南．卷耳》鄭箋：「觥，罰
爵也。⋯⋯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
樂。」這時就大概曉得觥船是罰杯。原來，古時的
宴會跟今人的差不多，都是大概分成兩部分：最初
是禮宴，就是開頭大家都是正正經經的聊天吟詩談
事；到大家開始熱絡起來，進入第二部分就變成樂
宴，開始彼此灌酒，美女、小遊戲、罰酒都出來，
務必要盡歡而散。觥船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它的
杯口處於魚牙的部分，口小而且是參差不齊，很難
喝到裡面的酒。目的就是要被罰的人出洋相而達致
歡笑之效。當然，從唐代發展到宋代時已有所改
變，即唐代是用於行酒令時的罰杯，宋代則演變為
敬酒的勸盃。

結語
揚教授引用了《詩經》的「我思故人，實獲我心」

作結束。縱然她已花盡心思、力氣於名物研究的工
作，她仍舊謙虛地認為她自己對古人的東西缺乏了
解。她認為，如果我們真了解古人的東西，就會曉
得我們實在缺乏了古人的情趣。所以，我們該認真
的去讀詩與讀物，從中多了解古人的生活面貌。至
於如何把古人的東西、古人的文化跟智慧融入現今
的生活、融會貫通，就是今人的工作和責任。揚教
授堅持，不管研究的工作如何，古典的記憶都不該
在現代的記憶中被抹滅。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紫檀金

銀繪書几

（局部），

日本正倉

院藏。

■銀鎏金

摩羯式酒

船 ，廣西

南丹縣北

宋銀器窖

藏。

■天星小輪將停辦紅磡到灣仔及中環的航線。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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