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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記
憶
總
是
固
執
的
。
記
憶
的
固
執
在
於
：
只
記

住
它
要
記
住
的
人
和
事
，
對
於
它
不
願
意
記
住

的
，
卻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不
留
半
點
痕

。

就
像
達
利
︵D

ali

︶
的
一
幅
畫
，
時
鐘
像
煎
蛋
那

樣
，
軟
綿
綿
地
躺
臥

。
這
畫
就
叫
︽
記
憶
的
固
執
︾。

盡
情
放
軟
的
身
體
，
像
癱
瘓
在
椅
背
上
的
衣
服
，
拒
絕

挺
直
，
不
按
慣
常
的
形
貌
出
現
，
不
以
為
挺
直
才
是
它

的
本
份
，
那
就
是
一
位
藝
術
家
對
某
些
記
憶
的
偏
執

嗎
？
據
說
達
利
這
畫
的
靈
感
正
好
來
自
早
餐
桌
上
的
煎

蛋
。大

半
生
確
曾
發
生
過
許
多
大
大
小
小
的
事
情
，
有
時

銘
記

一
些
，
有
時
又
遺
忘
了
一
些
，
在
記
憶
與
忘
記

之
間
，
是
不
是
有
些
約
略
神
秘
的
契
機
呢
？
並
不
是
要

把
記
憶
這
回
事
說
得
虛
幻
，
只
是
覺
得
在
公
眾
的
大
記

憶
以
外
，
個
人
的
小
記
憶
有
時
也
是
無
從
解
釋
的
。

為
什
麼
會
記
得
某
一
個
清
晨
走
在
一
個
陌
生
的
市

鎮
，
記
得
窄
巷
裡
閃
出
一
片
溫
煦
的
晨
光
？
為
什
麼
記

得
一
位
朋
友
嘴
角
有
個
小
痣
，
而
另
一
位
朋
友
的
面
貌

在
記
憶
裡
日
漸
模
糊
？
為
什
麼
記
得
一
首
老
歌
的
歌
詞

片
段
，
記
得
數
十
年
前
小
學
的
一
條
校
規
，
卻
忘
了
上

月
讀
過
的
小
說
情
節
，
忘
了
昔
年
珍
而
藏
之
的
一
頁
日

記
裡
某
一
個
代
號
，
到
底
代
表
哪
一
個
人
？
諸
如
此

類
，
都
說
不
出
道
理
來
。

此
刻
想
起
一
扇
開
向
路
邊
的
小
窗
，
那
白
房
子
遠
看

明
麗
的
，
牆
上
的
小
窗
彷
彿
是
打
開
的
，
可
是
卻
像
一

幅
封
閉
而
固
執
的
油
畫
，
濃
茶
色
的
玻
璃
在
背
陽
的
時

候
深
沉
得
像
黑
色
，
將
室
內
和
路
邊
分
隔
成
兩
個
不
通

聲
息
的
世
界
。
那
麼
，
白
房
子
為
什
麼
要
裝
上
一
列
從

不
打
開
的
小
窗
呢
？

是
哪
一
天
經
過
哪
一
條
村
落
，
遇
上
這
些
固
執
地
謝

絕
開
放
的
小
窗
？
這
樣
的
窗
子
是
為
了
遮
擋
猛
烈
的
陽

光
，
還
是
為
了
裝
飾
房
子
的
牆
壁
？
在
記
憶
中
村
落
裡

迂
迴
穿
過
，
再
折
回
頭
，
還
是
只
見
那
一
列
拒
絕
打
開

的
小
窗
，
別
的
景
物
都
早
已
忘
掉
了
。

看
不
見
了
，
也
許
可
以
想
像
，
想
像
這
村
落
裡
有
開

敞
門
戶
的
村
屋
，
望
進
去
，
有
神
樓
，
有
古
老
的
木
質

家
具
，
有
陰
暗
角
落
蠕
蠕
而
動
的
人
影
，
門
戶
開
敞
，

通
向
寂
靜
的
小
街⋯

⋯

陳
舊
封
閉
只
是
路
人
的
錯
覺
，

門
戶
倒
是
迎
入
了
陽
光
，
也
迎
入
了
路
人
甲
乙
丙
丁
的

目
光
，
磊
磊
落
落
的
，
可
不
同
於
那
白
房
子
牆
上
像
油

畫
那
樣
的
小
窗
，
謝
絕
陽
光
，
也
謝
絕
路
人
的
目
光
。

此
刻
只
好
一
廂
情
願
地
猜
想
：
白
房
子
牆
上
那
些
朝

向
路
邊
窗
子
，
也
許
僅
僅
是
髹
在
白
牆
上
的
一
幅
畫
，

僅
僅
是
乘
在
封
閉
的
空
間
裡
，
期
待
開
放
的
夢
想
。
濃

茶
色
或
墨
色
的
玻
璃
，
分
明
就
是
一
層
保
護
色
，
而
且

僅
僅
是
路
過
的
觀
看
者
想
像
的
保
護
色
，
便
想
起
里
爾

克
︵R

ainer
M
aria

R
ilke

︶
為
窗
子
而
寫
的
一
首
詩
：

﹁
你
不
正
是
我
們
的
幾
何
學
，
／
窗
子
，
你
簡
潔
的
外
形

／
毫
不
費
力
地
勾
勒
出
／
我
們
龐
大
生
命
的
邊
線
？
﹂

總
是
這
樣
的
，
愛
其
所
愛
，
惡
其
所
惡
，
對
於
另
一

些
大
大
小
小
的
人
事
，
卻
無
所
謂
愛
，
無
所
謂
惡
，
總

是
帶
點
固
執
，
依
憑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固
執
，
在
拒
絕

開
放
記
憶
庫
裡
或
增
或
刪
，
或
添
或
減
，
就
像
季
節
更

迭
、
星
辰
運
轉
那
樣
自
然
而
然
。
千
絲
萬
縷
，
都
無
從

說
起
了
，
只
好
說
那
就
是
記
憶
的
固
執
。

若
干
時
日
以
前
的
好
朋
友
，
若
干
時
日
以
前
鍾
愛
過

的
事
物
，
忽
然
變
得
陌
生
了
，
彷
彿
都
不
關
痛
癢
了
，

對
自
己
的
生
活
和
想
像
再
無
牽
纏
了
，
這
或
許
是
成
長

吧
，
或
許
是
老
去
吧
，
世
界
總
是
不
稍
止
息
，
記
憶
的

固
執
日
漸
盤
根
錯
結
，
如
此
這
般
，
便
過
了
匆
匆
的
大

半
生
，
也
就
只
好
讓
記
憶
像
煎
蛋
似
的
時
鐘
，
像
謝
絕

陽
光
的
窗
子
，
繼
續
固
執
下
去
。

澳
門
的
大
型
舞
劇
︽
水
舞
間
︾
頗

有
口
碑
，
演
出
經
月
，
早
已
想
去
一

開
眼
界
。
日
前
終
於
有
機
會
赴
澳
欣

賞
。
看
後
心
頭
便
浮
起
與
番
禺
長
隆

大
馬
戲
相
比
較
的
念
頭
。
長
隆
馬
戲
演
出

歷
史
更
長
，
而
且
票
價
比
︽
水
舞
間
︾
便

宜
，
我
認
為
長
隆
馬
戲
更
值
得
一
看
再

看
。︽

水
舞
間
︾
實
際
上
是
一
個
特
技
節

目
，
舞
蹈
位
於
次
要
地
位
。
要
看
舞
蹈
，

還
是
看
看
正
宗
的
芭
蕾
舞
劇
為
佳
。
︽
水

舞
間
︾
是
個
大
雜
燴
，
特
技
、
雜
技
、
舞

台
的
變
換
，
燈
光
閃
爍
，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說
是
有
個
故
事
，
但
又
不
像
有
個
故

事
，
有
的
也
不
外
是
個
王
子
佳
人
的
俗
套

故
事
。

但
特
技
卻
是
世
界
水
平
，
高
空
跳
水
，

就
比
長
隆
馬
戲
精
彩
，
完
全
是
奧
運
水

平
。
電
單
車
的
絕
技
，
也
是
高
難
度
的
。

以
雜
技
表
演
來
說
，
這
是
第
一
流
的
。

但
是
，
標
榜
是D

ancing
W
ater

，
觀
眾

以
為
是
水
上
芭
蕾
之
類
，
要
看
類
如
奧
運

比
賽
中
那
些
美
妙
無
比
的
﹁
花
式
游
泳
﹂，

即
俗
稱
的
﹁
水
上
芭
蕾
﹂，
那
就
要
失
望

了
。
別
說
芭
蕾
舞
，
就
是
一
場
美
妙
的
舞

蹈
也
欠
奉
。
劇
中
據
說
有
一
名
著
名
的
芭

蕾
舞
者
，
但
卻
欠
缺
發
揮
。
其
中
他
的
舞

蹈
，
更
多
的
是
非
洲
黑
人
的
那
些
粗
獷
的

呼
喊
舞
蹈
。
即
使
有
好
看
的
舞
蹈
，
也
給

那
些
令
人
眼
花
繚
亂
的
空
中
吊
籠
晃
來
擺

去
所
掩
蓋
了
。

開
頭
一
個
戴

竹
笠
帽
的
類
如
漁
夫
的

出
場
，
極
似
偷
師
於
桂
林
漓
江
演
出
的

︽
印
象
．
劉
三
姐
︾
實
景
歌
舞
劇
的
開
頭
。

但
人
家
是
在
漓
江
江
上
表
演
，
舞
台
廣
闊

得
多
，
便
能
顯
出
詩
情
畫
意
，
放
在
一
個

劇
場
之
內
，
便
表
現
不
出
那
種
意
境
了
。

︽
水
舞
間
︾
的
特
技
是
一
流
的
，
但
編

劇
者
的
意
念
卻
頗
為
雜
亂
，
舞
者
更
沒
有

機
會
發
揮
。
﹁
花
團
錦
簇
﹂
是
西
方
特
別

是
美
國
人
喜
歡
賞
弄
的
歌
舞
劇
，
但
中
國

人
便
不
太
喜
歡
這
種
美
式
文
化
。

我
還
是
更
喜
歡
長
隆
大
馬
戲
，
因
為
它

有
馬
戲
有
特
技
，
我
也
喜
歡
︽
印
象
．
劉

三
姐
︾，
因
為
它
是
第
一
個
實
景
演
出
而
有

詩
情
畫
意
的
歌
劇
。
但
︽
水
舞
間
︾
的
特

技
也
有
長
處
，
最
好
你
們
三
者
都
看
看
。

食
品
安
全
愈
鬧
愈
大
成
為
國
家

急
切
必
須
關
注
的
問
題
。
中
國
人

民
的
內
臟
敢
情
是
鐵
打
的
，
﹁
殘

留
農
藥
﹂、
﹁
毒
奶
粉
﹂、
﹁
蘇
丹

紅
﹂、
﹁
孔
雀
石
綠
﹂、
﹁
瘦
肉
精
﹂、

﹁
地
溝
油
﹂、
﹁
牛
肉
膏
﹂、
﹁
火
鍋
料
﹂

等
不
一
而
足
，
而
新
登
場
的
還
有
﹁
環

保
饅
頭
﹂
及
﹁
染
色
芝
麻
﹂。
總
理
說
部

分
食
品
生
產
商
誠
信
缺
失
、
道
德
滑
坡

已
經
到
非
常
嚴
重
的
地
步
。
希
望
加
強

道
德
文
化
建
設
，
務
求
造
就
講
誠
信
、

講
責
任
、
講
良
心
的
社
會
氣
氛
。

連
法
律
後
果
也
不
顧
，
個
人
面
子
以

及
他
人
的
福
祉
又
算
得
上
甚
麼
？
原
本

應
該
由
法
律
解
決
的
問
題
提
升
到
道
德

操
守
層
面
，
恐
怕
是
遠
水
救
不
了
近

火
。
當
然
法
律
解
決
與
培
養
人
民
質
素

兩
者
並
不
相
互
排
斥
，
只
有
法
制
沒
人

民
質
素
的
社
會
是
冷
峻
無
情
的
。
只
是

後
者
必
要
長
時
期
的
培
養
方
能
略
有
成

果
。呼

籲
生
產
商
要
顧
道
德
良
心
不
是
無

因
，
因
為
製
造
劣
質
食
品
，
一
般
情
況

下
只
會
引
用
︽
食
品
安
全
法
︾
判
以
罰

金
。
除
非
干
犯
經
最
新
修
正
後
︽
刑
法
︾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條
及
一
百
四
十
四
條
，

﹁
生
產
、
銷
售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標
準
的

食
品
，
足
以
造
成
嚴
重
食
物
中
毒
事
故

或
者
其
他
嚴
重
食
源
性
疾
病
的
﹂，
又
或

者
﹁
在
生
產
、
銷
售
的
食
品
中
摻
入
有

毒
、
有
害
的
非
食
品
原
料
的
，
或
者
銷

售
明
知
摻
有
有
毒
、
有
害
的
非
食
品
原

料
的
食
品
，
並
造
成
嚴
重
危
害
或
者
有

其
他
嚴
重
情
節
﹂，
方
會
對
直
接
責
任
人

處
以
有
期
、
無
期
徒
刑
甚
至
死
刑
。
後

者
判
刑
之
所
以
重
，
主
因
在
於
干
犯
了

生
產
、
銷
售
偽
劣
商
品
罪
，
屬
破
壞
社

會
主
義
經
濟
秩
序
的
範
疇
，
比
起
擾
亂

公
共
衛
生
又
要
嚴
重
得
多
。

黑
心
商
人
眼
中
但
有
十
三
多
億
人
口

的
食
品
市
場
，
只
要
不
弄
出
人
命
，
值

博
率
還
是
相
當
高
的
。
說
來
多
荒
誕
，

原
來
製
造
與
食
用
劣
質
食
品
大
家
都
以

性
命
相
搏
。

明
天
︵
三
十
號
︶
一
時
在
中

環
三
聯
書
店
創

B
ookcafe

有
一

個
座
談
會
，
不
知
你
有
沒
有

空
，
來
聽
聽
。
座
談
由
︽
香
港

文
學
的
傳
承
與
轉
化
︾
一
書
的
三
位
編

者
︵
梁
秉
鈞
、
陳
智
德
和
我
︶
主
講
，

討
論
將
包
括
香
港
文
學
的
歷
史
與
傳

承
、
香
港
文
化
的
流
動
與
身
份
、
文
學

刊
物
與
翻
譯
研
究
等
課
題
。

︽
香
港
文
學
的
傳
承
與
轉
化
︾
是
剛

剛
出
版
的
新
書
，
收
錄
了
李
雄
溪
、
張

詠
梅
、
陳
順
馨
、
黃
淑
嫻
、
吳
昊
、
羅

貴
祥
、
葉
輝
、
陳
國
球
、
邱
偉
平
、
唐

文
、
三
位
編
者
等
作
者
的
論
文
。

為
甚
麼
要
編
一
本
關
於
香
港
文
學
的

書
呢
？
書
的
封
面
印
上
了
這
本
書
的
出

版
目
的
：
﹁
研
究
香
港
文
學
，
推
動
香

港
文
學
教
育
，
不
單
單
因
為
是
﹃
香
港
﹄

的
文
學
，
而
是
文
學
欣
賞
不
離
日
常
生

活
修
養
，
不
該
忽
略
前
人
的
努
力
，
也

不
必
自
限
於
單
一
媒
界
。
還
望
本
書
能

夠
在
香
港
文
學
史
寫
作
、
文
學
作
品
的

文
史
及
藝
術
意
義
、
文
學
教
育
及
研
究

等
範
疇
，
引
發
更
多
討
論
。
﹂

香
港
文
學
除
了
需
要
討
論
，
還
需
要

文
學
雜
誌
和
書
刊
的
出
版
和
推
廣
。
近

來
，
︽
中
學
生
文
藝
月
刊
︾
引
來
熱

話
，
短
短
數
月
銷
量
已
過
四
千
，
超
過

了
另
一
份
辦
得
出
色
的
文
學
刊
物
︽
字

花
︾。
不
錯
，
香
港
文
學
很
需
要
有
心

人
推
廣
，
另
一
方
面
，
我
也
憂
慮
作
品

刊
登
了
，
卻
在
轉
瞬
間
流
逝
。
舉
例

說
，
香
港
短
篇
小
說
選
集
的
編
彙
工

程
，
至
二
○
○
三
年
就
戛
然
休
止
了
，

若
有
人
問
我
最
近
四
、
五
年
有
甚
麼
值

得
注
意
的
短
篇
小
說
作
品
，
我
也
只
好

啞
口
無
言
了
︵
最
終
只
能
提
出
幾
個
小

說
作
者
蒙
混
過
去
，
或
者
讓
他
翻
翻
共

十
八
期
的
︽
小
說
風
︾︶。

短
篇
小
說
選
集
尚
且
如
此
，
散
文
和

新
詩
選
集
的
情
況
就
更
加
糟
糕
了
；
當

下
的
作
品
尚
且
如
此
，
昔
日
的
作
品
又

有
誰
來
關
心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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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乃
當
今
世
上
﹁
最
高
武
功
﹂。
最
先
擁
核

的
美
國
，
向
以
強
人
自
居
，
頤
指
氣
使
，
動
輒

干
涉
別
國
內
政
或
入
侵
領
土
，
間
接
迫
使
世
上

其
他
國
家
，
也
不
得
不
研
發
這
等
兇
器
，
否
則

無
法
抗
衡
。

正
因
核
武
太
過
厲
害
，
自
其
面
世
後
數
十
年
，
真

正
用
於
戰
爭
者
，
只
有
一
九
四
五
年
那
一
次
，
美
國

為
迫
使
日
本
投
降
，
向
廣
島
、
長
崎
分
別
投
下
原
子

彈
，
數
十
萬
日
本
平
民
無
辜
犧
牲
。

然
而
，
擁
核
帶
來
的
災
難
，
卻
有
三
次
之
多
！
計

有
﹁
始
作
俑
者
﹂
美
國
賓
州
三
哩
島
、
前
蘇
聯
烏
克

蘭
切
爾
諾
貝
爾
，
以
及
最
近
日
本
東
北
部
。
︵
註
：

日
本
雖
非
擁
有
核
武
，
但
已
有
蛛
絲
馬
跡
，
相
信
其

藉
核
電
廠
用
作
擁
核
藏
核
。
︶
以
上
三
次
核
災
難
，

其
破
壞
力
都
較
當
年
廣
島
、
長
崎
的
原
爆
更
強
百

倍
，
地
球
所
受
遺
害
也
就
更
多
！

對
此
，
憶
記
早
前
市
區
公
屋
狹
小
居
所
，
揭
出
有

人
涉
嫌
私
藏
約
二
百
大
小
真
假
槍
械
，
其
中
真
槍
近

百
、
實
彈
千
發⋯

⋯

藏
量
之
豐
，
早
已
逾
越
其
所
領

槍
械
執
照
之
限
量
。
豈
料
，
藏
槍
者
疑
遭
自
家
槍
械

所
傷
，
身
體
受
損
之
餘
，
還
可
能
面
臨
起
訴
。

有
說
藏
槍
者
乃
槍
痴
，
但
無
論
其
用
作
自
衛
也

好
，
滿
足
收
藏
也
好
，
又
誰
料
到
，
巨
量
藏
槍
的
風

光
背
後
，
竟
是
自
己
受
到
嚴
重
槍
傷
？
再
說
，
藏
槍

與
擁
核
，
也
許
不
盡
相
同
，
但
同
樣
是
威
風
八
面
，

都
極
具
震
懾
嚇
唬
作
用
；
更
相
同
的
，
是
兩
者
都
有

機
會
自
傷
。

今
時
，
地
球
已
是
百
孔
千
瘡
，
遭
受
巨
大
破
壞
，

各
界
有
識
之
士
，
無
不
極
力
提
倡
環
保
。
但
原
來
，

所
謂
大
國
強
國
仍
在
不
斷
投
下
重
資
，
研
發
各
式
核

武
，
包
括
在
海
底
、
在
太
空
試
爆
等
，
破
壞
大
自
然

不
在
話
下
，
更
在
可
愛
地
球
藏
核
，
埋
下
無
數
災
難

危
機
。

老
子
早
就
說
過
﹁
兵
者
，
凶
器
也
﹂。
各
方
聖
人
，

勿
再
﹁
搬
起
石
頭
打
自
己
的
腳
﹂。

藏槍者傷VS擁核者危

每當他們問起我的原籍，就不免有些
疑惑，我出生在南洋，回北京上

學，到香港謀生，生活被分割成三大塊。
我曾說過，如果問我是甚麼人，我大概是
「東南西北人」，處處無家處處家；雖然習
慣上填寫蕉嶺，但那是祖上傳下的傳統，
實際上跟我本人關係不大。
細想起來，我也一直沒有回過鄉，在觀

念上，家鄉已沒有親人在，它就顯得距離
遙遠，在地理位置上，也許並不遙遠，但
心理差距卻看不清摸不 。事實上也曾有
過機會前往，但都放棄了，也並不覺得可
惜。
忽然三月便搭上廣州的姪兒的車子，去

了，事前連我也沒想到。當我站在新布墟
鎮的時候，春日沉靜，村口趴在地上喘氣
的黃狗，一見我們這幫陌生人，便起身狂
吠，弄得我們進退不得，尷尬得要命；好
在屋主跑了出來，用客家話把牠喝住了。
走進村裡，竟是空蕩蕩的，這正合我意，

原來就無心勞師動眾，只想悄悄地來，悄
悄地走，不帶走一片雲彩，沒人知曉最
好，我只是看一眼父母的祖家，明白來龍
去脈便心滿意足了。這才知道，村民都已
搬遷到鄰村，僅有一個人留守，據說太太
兒子都到深圳打工去了，他一個人樂得自
在吧？他領 我們在依舊完好的兩層祖家
亂轉，我從視窗望出去，外面是一口池
塘，旁邊是芭蕉樹林，在微風下嘩啦啦地
招展。大哥指 那片林子，那是我兒時爬
樹捉鳥的地方！他臉上發出光輝的神彩，
莫非思潮又飛越關山，回到他童年無憂的
年代？穿堂過室，風繼續吹，吹得那窗簾
沙沙響；我看到他那單人床鋪得整齊，一
副在這裡紮下去打持久戰的架勢。我想問
主人，全村空無一人，你一個人獨守，不
慌麼？但又不好開口。
走出門口，前面又是一口池塘，那水看

來並不深，沒有圍欄，但小孩子萬一玩得
癲了，掉了進去，那可不是鬧 玩兒的！

主人淡淡地笑道，都沒人了，即使他們那
時都在這裡，也沒發生過甚麼事情。農村
的孩子天生天養，沒那麼多講究！
是啊，如果當年我父母沒有遠走印尼謀

生，我也就可能在這裡出生長大，我的路
便又變成另一條了。但正如歷史不能假設
一樣，我就這樣彎彎曲曲地走過來了。當
我站在母親老家的土路上，看那車子倒
退，轉彎，走回頭路，在小道旁揚起一陣
塵土的時候，我掩鼻，沉思默想。
這裡原本是偏僻山區，當然比不上梅

州，雖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就在梅州
隔鄰的蕉嶺一度劃入梅州，那時我在萬
隆，忽然聽說要變更籍貫，便有一種很奇
異的感覺，並不強烈，因為我出生印尼，
對家鄉根本沒有一點印象和情感，那只不
過是祖輩天生給我留下的烙印，如此而
已。但時間不長，蕉嶺很快又獨立出來
了。因為梅州名氣更大，當別人問起我的
祖籍，常常說不清楚，我就乾脆回答：梅
州。
從深圳前往蕉嶺時，我們先在梅州的

「雁南飛」投宿，這是設在茶園裡的酒
店，門口有幾個人把守，把我們的車子擋
住，穿制服的男女工作人員客氣而堅持，
說，門票！門票？我們是住店的呀！不是
來看茶園！但無法說通，拿出酒店訂單也
不行，多說無益，只好倒回售票處留下買
路錢，方得進入。這時天正發黑，那四層
的木物酒店，周圍為林木茶果樹包圍，蟲
聲唧唧，並沒有甚麼娛樂場所，不遠處有
一家商店，在暗夜裡那燈光冷冷透出，規
模就像超級市場似的，但偌大範圍，只有
兩三個客人在轉 看東西。我們覺得無
趣，在樹影下踏 月色回房，猶聞得昆蟲
鳴叫不已，直把我送進夢鄉。
如果說市郊的茶園酒店幾近世外桃源的

話，那麼住進梅州市內的「金海灣大酒
店」，又是一副凡間景象。門外江水照樣
滔滔流去，街上車水馬龍，酒店旁邊的禮
品商店，各種包裝客家食品琳瑯滿目，帶
幾包鹹菜乾回去吧！我遲疑，回到香港才
有些後悔，究竟還是買少了！
梅州也不是我原來想像的落後，在街邊

食檔早餐，那聞名的乾麵，我一碗都吃不
完，倒是餛飩沒少吃。那舖頭內外的圓凳
坐滿了食客，堂倌飛奔在人群間，營營嗡
嗡的人聲，男的，女的，老的，嫩的，全
都夾雜在一起，說的一律是客家話。久違
了，既親切又陌生的家鄉話！自從我離開
家庭，北上京城求學，客家話離我遠去，
成為我聽得懂但說不準的一種語言了！
到梅州，不能不去雁洋鎮虎形村虎頭山

下，看看「葉劍英故居」。它的前面是荷
塘，有幾株殘葉，後面倚 小丘。我們在
那附近俳徊，幻想盛夏時分荷葉田的景
象，我又憶起杭州西湖的日子了！這故居
始建於清代，坐東北朝西南，建築面積
350平方米，是客家單門樓式兩杠平房，
平面不對稱、無規格佈局，泥土石灰結構
的普通客家民居建築。走進去一看，佈局

分設上、下天井，有門廳、側廳、上廳三
處，共十五個房間。走出故居，右側便是
落成於1989年的「葉劍英紀念館」，建築
面積3546平方米，由前庭和側庭組成，將
客家民居和現代園林的特性融入其中。看
完紀念館出來，春陽當空，推 小車的水
果小販站在街邊叫賣，橘子咯！蘋果咯！
西瓜又大又甜咯！
這裡要比新布墟熱鬧，那回，我站在村

口，村童笑語聲聲，看那已經平整的路，
心裡兀自想 ，當年父母出洋，舉目都是
茫茫田野，小溪叮咚，鳥兒低飛竄高，他
們恐怕有些慌不擇路，心中想像的是前路
何方？他們的路我已不必重走，但我可以
想像得到飄洋過海謀生的艱辛。
春風輕輕拂面，在我的家鄉；但父母已

經遠離，當我頭一回踏上家鄉的土地。蕉
嶺，離我那麼近，又好像那麼遠。我應該
是這裡的人，但實際上又是個陌生人，在
剎那間，我迷惑於身份混亂。這到底是不
是屬於近鄉情怯？

2010年3月19日於梅州「雁南飛賓

館」；20─21日於梅州「金海灣賓館」。

2011年4月20日定稿於香港。

記憶的固執

水舞間

葉　輝

客聚

看
︽
我
看
見
惡
魔
︾
的
時
候
，
我
提
醒

自
己
不
要
硬
把
韓
國
電
影
跟
香
港
電
影
相

比
，
雖
然
我
絕
對
佩
服
韓
國
電
影
工
作
者

的
熱
誠
和
情
感
的
強
烈
度
。

看
︽
快
樂
到
死
︾、
︽
我
的
野
蠻
女
友
︾、

︽
原
罪
犯
︾、
︽
我
看
見
惡
魔
︾
等
韓
國
作
品
，

思
索
為
甚
麼
香
港
電
影
不
會
把
愛
慾
、
血
腥
、

暴
力
去
得
過
盡
過
激
。
香
港
電
影
史
上
幾
套
相

近
的
電
影
如
張
徹
的
︽
大
刺
客
︾、
邱
禮
濤
的

︽
人
肉
叉
燒
包
︾
等
，
都
不
會
看
到
惡
魔
肢
解
的

逼
真
場
面
，
或
者
讓
觀
眾
透
不
過
氣
來
的
肉
體

痛
擊
。
還
有
︽
下
女
︾
這
般
被
剝
削
階
級
不
惜

以
死
來
同
歸
於
盡
的
極
致
，
總
會
使
人
想
到
韓

片
的
社
會
及
文
化
原
委
。

少
年
時
候
不
過
看
過
寥
寥
幾
齣
韓
國
電
影
，

也
會
記
得
女
人
在
熒
幕
上
經
常
受
到
凌
辱
，
要

其
赤
裸
相
對
。
後
來
如
︽
霜
花
店
︾
裡
被
閹
割

的
場
面
，
便
把
次
等
地
位
包
括
女
性
，
以
及
長

期
在
貧
窮
、
嚴
峻
天
氣
、
衣
不
保
體
、
食
不
保

暖
的
環
境
下
吃
盡
苦
頭
的
韓
人
聯
想
起
來
，
想

他
們
如
何
早
已
熟
悉
和
習
慣
了
痛
苦
、
災
難
、

重
創
及
死
亡
。
︽
原
罪
犯
︾
與
︽
我
看
見
惡
魔
︾

等
片
的
導
演
被
稱
為
﹁
狂
派
﹂，
但
﹁
狂
﹂
在

﹁
韓
流
﹂
裡
早
已
注
入
愛
慾
與
惡
慾
奔
流
的
血

液
。
我
們
不
會
帶

平
凡
的
觀
賞
心
態
來
看
韓

片
，
且
為
內
裡
的
荒
誕
、
誇
張
、
毫
不
留
情
的

場
面
從
目
瞪
口
呆
轉
為
釋
放
或
淨
除
；
有
時
甚

至
因
為
﹁
極
致
﹂
的
圓
滿
而
微
笑
。

韓
人
與
華
人
都
受
儒
家
的
影
響
，
但
前
者
接

收
的
主
要
是
層
級
和
權
力
關
係
，
後
者
的
電
影

卻
把
﹁
和
﹂
與
﹁
中
庸
﹂
作
出
調
校
。
如
此
看

來
，
只
有
張
徹
的
電
影
可
堪
比
擬
，
但
張
徹
也

不
會
把
人
物
的
傷
口
撒
鹽
粉
碎
，
讓
痛
苦
的
嘶

號
爆
放
。
可
幸
的
是
人
性
反
思
的
空
間
比
比
皆

是
。

極致韓片

百
家
廊

陶
　
然

食難安

笑問客從何處來

餓　龍

觀

楊振耀

打盡

文潔華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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