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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大凡新朝開國，多頭顱故事，幾乎沒有哪次城頭變換王旗，
沒有萬千人頭落地的，拋頭顱，灑熱血，掉腦袋，灘冷血，一
將功成萬骨枯，一國開成萬萬骨枯；清朝開國，也無例外，而
大清特色的皇權主義，其開國不但一如舊例，頭顱故事很多，
更慘酷創新，多了頭髮故事，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因為
一把毫髮，致使「江南百萬生靈，盡膏草野。」百姓熱血都做
糞肥，澆灌萋萋荒草。大清頭髮故事，血染風采，空前是絕對
空了，卻甚難說絕後。

大清頭髮故事，原以為是文明衝突使然，此文明要留髮，男
女都是一根長辮拖屁股；彼文明是剃光頭，牛山濯濯，請佳人
柔荑之手纖纖撫摸，也很英雄美人，你愛剃光頭，我愛披長
髮，光蘿蔔與小白菜，足可相安，何至演繹你死我活？大清剛
入紫禁城，其實也並沒要以此毫毛細故來挑起文明衝突的。滿
清開進紫禁城，高居金鑾殿，分是分了滿漢，主要是在權力上
分彼此，沒在文明上分高下，甚或，滿清還以漢族文明為上，
低頭學習。比如在服裝文化上，開始並沒強制漢人得如滿人一
般穿㠥。文武官員列班，漢人一色，滿人一色，漢吏是束髮加
冠，長袖大服；滿官是拖㠥長辮，馬蹄籠袖，殿階之上，滿漢
分明，異質思維，求同存異；奇裝異服，各自相容。

挑起滿漢文明大衝突的，是一個名叫孫之獬的傢伙。這廝與
蒲松齡是老鄉，是山東淄川人，本食明祿受明恩，在明朝曾官
至翰林院檢討，明亡了，他不跳河不上吊，以古士操守來看，
算是失節無良，以今視之，單是這一點是無可指摘的，人之生
命權當然可以高於主權——主子之生死權，主子死了，眾生得
陪葬，沒這回事。

滿清入關，孫之獬率一家老小列隊歡迎，「臣妻放足獨先，
闔家剃髮效滿制」，做了時務俊傑，滿清搞統戰，將其擢為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這也不算什麼，當時，明之忠臣易
服而為清之忠臣者，不獨孫之獬，謂為「漢奸」者，比比皆
是，但這孫之獬，奸非尋常，有中華「第一漢奸」之稱。以現
代新觀念觀，漢奸云云，不足為論，漢為中華，滿亦為中華，
未曾賣國，何來漢奸？但稱孫之獬為人奸，卻是不冤枉他的；
他沒賣國，但他賣了人，成百萬的人民都因他一副禽獸心，被
活生生賣了身家性命。其賣千萬人命所獲，僅為個人在滿清高

官簿冊佔上席位。
孫之獬每次上清廷朝

班，看到滿漢各站一邊，
滿人位高漢吏，權大漢
吏，氣焰更甚漢吏，心思
轉隊。官場文化就是站隊
文化嘛，站在大權力就來
大權力，站在小權力一邊
就只有小權力。孫之獬看
到漢吏權小，滿官權大，
竊思從漢吏這邊轉隊到滿
官那邊。一日上朝，這廝
剃了髮，留了辮，脫了長
袍，單㠥馬蹄袖，面目煥
然一新，漢吏裝束全換滿
官裝備，喜滋滋興沖沖往
金鑾殿站班，入了朝堂，
以為換了衣衫等於換了民
族，站到滿官隊裡去了：

「以歸滿班」，熱臉貼了冷
屁股，滿官以之為雜種，
把他推了出去，「則滿以
為漢人也，不受。」孫之
獬在滿官那頭討了沒趣，
悻悻然往另外一邊走，打
算重新歸隊漢吏，漢吏見
之，也以之為雜種，也不

說話，只是不容許他歸隊，孫之獬原先是在甲漢與乙漢間的，
他想再站在甲乙中，甲乙兩人見了，將身子擠攏，針插不進；
孫之獬又往丙與丁之間插隊，丙與丁也是縮小身子間隙，不容
毫髮，反覆多次，孫之獬無立錐地，「歸漢班，則漢以為滿飾
也，不容。」滿朝百官，眾目睽睽，看到孫之獬非驢非馬，非
漢非滿，在幹部隊伍裡鑽營，哪邊隊伍都鑽不進，那情景要多
難堪有多難堪。哪裡有這廝自容之地？

清廷上的漢吏，也多被罵作「漢奸」的，這些「漢奸」終究
還是有些底線，他們對為氣節徹底賣光的人，也很是鄙薄的。
而受了此番羞辱的孫之獬，不反思自己非禽非獸無人氣，直做
了禽獸，起意要讓天下人為其羞辱埋單，其邏輯是：我剃了
頭，留了辮，滿人裝束，漢人羞之恥之，那我就要全體漢人跟
我一樣，剃頭，留辮，看誰羞辱誰？孫之獬這廝，過日上了一
件提案，專為頭髮衣飾向滿清最高領導建言：「陛下平定中
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制。」這提案，純為
那次羞辱而起，以個人得失報復整個社會，恰是無恥官員慣常
手法。

在這提案中，最打動當朝者的不是漢人髮制與服制的存與
廢，而是有句話觸動了「陛下」心思：「此乃陛下從中國，非
中國從陛下。」將服飾穿㠥與皇上權威掛起㢕來，皇帝至高無
上，現在皇上不把漢制滌蕩乾淨，性質是：這是皇上跪服下等
漢人，而不是下等群眾尊敬皇上。

善政社會，應該是「陛下從中國」，而「非中國從陛下」，惡
政社會，恰恰要相反，是「中國從陛下」，而「非陛下從中
國」。孫之獬以此提案一慫恿，統治者潛伏心底的惡政頓時生
發，多爾袞讀了孫之獬這一奏疏，馬上批示，出台了一個「留
髮不留頭」的「剃頭律」，頒發全國，以十日為限，「文武軍
民一律剃髮如滿族式樣，不從者治以軍法。」行政推廣令，以
軍法從事，惡莫惡如此。一時間，剃髮剪刀與割頭飛刀，卡嚓
卡嚓，響徹大江南北大河上下；中原之民以螳臂擋車，當螳臂
一隻隻捏死，「於是剃頭令下，中原之民，無不思挺螳臂，拒
蛙鬥，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

多爾袞之屬，罪惡滔天，無復可言，「屠毒天下之肝腦，離
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是多爾袞者流之本質屬
性，而孫之獬之類，亦特可恨。以一把頭髮引發屠殺天下慘
案，其始作俑者，就是這孫之獬，「皆獬一言激之也。」其一
言之激，表面看來，是為報漢吏一羞之恥，實質卻是為討取滿
清大權一柄。

孫之獬在明朝，即毫無廉恥，士官主政，站班士官；宦官當
權，歸隊宦官；入得大清，不做漢吏，轉身滿官，忽而明，忽
而清，忽而漢，忽而滿，對這些人，倒不必以節字而月旦其
人，在新朝與舊朝翻然轉身的，與在新領導與老領導隨意轉圜
的，不能單以一個節字評判，節字之間，次第下來：有義字，
比如到新朝屈己身為保舊民的，史上也多；有飯字，單為自己
餬口飯，以養身家性命，也無可厚非；有權字，只為自己爭權
升位，這就不堪人類了，單為權而禽裡稱禽，獸裡稱獸，這種
人幾乎都是毫無人倫底線的。滿清開國，因一把頭髮剃與不
剃，鬧成血流成河，無數生靈塗炭，觸目驚心：「原其心，止
為貪圖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為虎作倀，做
統治者幫兇的，歷朝皆有，而像孫之獬一樣，惡毒如斯，慘酷
如斯，也是罕見。

孫之獬討得了滿清權柄，民之血染紅了其翎帶，他被清朝任
命為招撫江西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
院侍讀學士。之後，他得意洋洋，衣錦還鄉，卻是一次鬼魂之
旅，他行到家鄉地面，恰好碰上山東謝遷領導的農民起義，把
他給捉了，拖到通衢大街，衣服給剝了，將他頭上毛髮，一根
一根，幾根做一根，一一連根扯掉，又用針刺小孔，再種其頭
髮，「土賊丁可澤勾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縣，原任招撫江西兵
部尚書孫之獬被賊肢解死。」山東巡撫將其死報給皇上，清政
府並沒做烈士旌表，撫恤金一分錢都沒。狗腿子死了，在清政
府那裡，也不過是死了一隻狗。

先從《清史稿》中抄幾句嘉慶皇帝褒揚曹錫寶的話。他說：「故御
史曹錫寶，嘗劾和珅奴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彼時和珅聲勢熏
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今和珅
治罪後，並籍全家，貲產至二十餘萬。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
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這是一件舊事。嘉慶帝所說的御史曹錫寶，
是乾隆朝的陝西道監察御史，字鴻書，一字劍亭，上海南匯人。乾隆
二十二年（1757年）進士，入仕後在很多崗位任過職。這是一名坦
率，剛直，嚴謹，盡職又盡責的好官員。他當監察御史時，見協辦大
學士和珅的奴僕劉全仗勢謀利，逾制不守，論告彈劾。不想侍郎吳省
欽把信息提前告訴了和珅。等到曹錫寶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裡，和珅
早把一切安排妥當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無憑無據了。最後，曹
錫寶只能承認自己「冒昧」，又承認「杜漸防微」等語失當，請求給
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寬恕了他的罪行，改為革職留任。

曹先生受此懲罰，真是有苦無處傾訴，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針
對曹錫寶一事，他親手寫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說的那篇「手詔」，
強調自己為政從來不去猜疑別人。如果委任群臣卻不能示人以誠，而
是猜疑防範，根據子虛烏有的談論，倉促加罪別人，天下人就會十分
恐懼。「錫寶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為正言陳奏。姑寬其
罰，改革職留任。」從乾隆皇帝這份手詔看，曹錫寶不僅罪有應得，
若不是皇恩浩蕩，結局可能比這還嚴酷。

曹錫寶彈劾和珅家奴不對嗎？乾隆說得無理嗎？都不是。原因在
於：那樣一種體制，誰可以動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這個權
力和能力。監察御史是給皇帝做事的，並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監督
之列。簡括說，皇帝的紅人是不需要你來監督的，最少你沒有能力細
究一切，而只能如乾隆指責曹錫寶的那樣——未察虛實。據說乾隆皇
帝晚年曾說：「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諒不過十之二三」。產生
這種現象，與曹錫寶們的遭際不無關係；而曹錫寶的被懲罰，則在更
深層次暴露了監督者尷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統治者允許言官

「風聞言事」，順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倘知情
蒙蔽，以誤國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言官沒有時間和能力察糾

「虛實」的不足，起到了「廣開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監督
中的問題。而且「風聞言事」，對官員之間的攻訐之風有所助力，監
督力量以另一種形式遭到削弱。

專制的皇權社會不是沒有法律，有些條文比今日法條要細密、嚴
厲，監督措施也伸向各個領域，官場上下，章法清晰，有條不紊。然
而，執行起來卻左支右絀，七跌八撞。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
台規》等統計，科道奏疏中有關彈劾的奏摺不僅少，而且大多為「毛
舉細故」的「條陳」之疏。學者王春瑜先生說，由於直言不諱、依法
糾彈會招來橫禍，所以，「朝臣皆明言事為戒」。這個局面不是某個
皇帝故意創造，而是體制帶來的必然結果。在極端的專制制度下，皇
權愈強化，監察權則愈有名無實。皇帝的個人意志，制約㠥監督的效
果。如果彈劾的對象是皇帝的寵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對被
彈劾者「釋置不問」；甚至反責彈劾者「所劾不實」、「受人請托」、

「徇私報復」。康熙朝，巡撫噶禮在山西賣官鬻爵，貪賄不法，結果彈
劾他的御史所言皆無據，被褫革降調，平遙民郭明奇不僅被說成誣
告，而且被說成「屢坐事走京師」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場
如此局面，也可算其來有自。

清仁宗親政以後，當機立斷誅滅和珅，並籍全家，奴才劉全自然也
被籍沒。面對和珅一案，嘉慶帝想到了曹御史。於是，寫了幾句讚揚
的話，目的很明確，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員向曹錫寶學習。然
而，深層問題不解決，學得了嗎？無非平反前朝舊的冤案，卻沒有辦
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除掉一個和珅，另一個和珅「傲然挺
立」，再除再立，前仆後繼。仍舊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曹錫寶自
是曹錫寶，和珅自做和珅。 （識貪．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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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
何
以
一
種
巨
大
的

力
量
引
誘
並
摧
殘
人
們
的
心
靈
。

在
﹁
官
本
位
﹂
成
為
社
會
價
值

主
導
，
人
性
扭
曲
的
環
境
裡
，

﹁
行
官
勢
，
擺
官
腔
，
打
官
話
﹂
是
一
種
必
然
，
因
為
當

官
的
人
需
要
以
此
來
證
明
自
己
的
存
在
價
值
。
清
人
趙

吉
士
的
︽
寄
園
寄
所
寄
︾
載
，
明
代
有
個
進
士
出
身
的

監
察
御
史
喬
廷
棟
，
罷
官
家
居
期
間
，
每
天
早
上
他
都

穿
戴
整
齊
，
然
後
高
坐
自
家
堂
上
，
令
僕
役
呼
喝
開

門
。
接
下
來
僕
役
又
依
次
俯
伏
晉
謁
，
裝
作
有
冤
要
申

的
樣
子
，
喬
廷
棟
一
一
分
析
剖
辨
，
做
出
判
決
，
再
依

儀
關
上
大
門
。
事
情
看
似
荒
誕
可
笑
，
實
際
上
是
做
官

成
癮
的
人
，
已
至
無
法
自
拔
境
地

的
生
動
寫
照
。

而
這
也
並
不
是
偶
然
的
例
子
，

︽
清
代
野
記
︾
裡
載
有
另
一
個
故

事
：
清
光
緒
年
間
，
有
個
安
徽
人

張
傳
聲
，
花
錢
捐
了
一
個
河
南
候

補
道
，
加
花
翎
二
品
銜
。
其
人
面

目
臃
腫
，
大
腹
便
便
，
飯
量
驚

人
。
當
時
河
南
尚
無
職
缺
可
補
，

張
傳
聲
每
天
早
上
洗
漱
過
後
，
就

身
穿
官
袍
頂
戴
，
從
內
室
而
出
，

中
門
的
僕
役
遂
敲
響
一
塊
鐵
鑄
的

雲
板
，
高
喊
大
人
下
簽
押
房
辦
公

了
。
到
了
外
堂
就
坐
，
僕
人
端
上

茶
水
，
門
衛
就
手
持
十
幾
張
拜
帖

上
前
，
聲
稱
某
某
某
等
稟
見
，
實

際
上
一
個
人
也
沒
有
。
過
一
會
，
手
捧
茶
碗
的
張
傳

聲
，
打
㠥
官
腔
說
自
己
累
了
。
門
衛
又
斜
步
走
出
，
高

喊
僕
役
伺
候
，
大
人
從
公
堂
下
來
了
。
每
天
演
完
這
一

齣
自
導
自
演
的
戲
，
張
傳
聲
才
乘
轎
出
門
拜
客
。

十
八
世
紀
末
，
英
國
公
使
馬
戛
爾
尼
在
短
暫
訪
問
中

國
後
，
說
了
一
句
振
警
愚
頑
的
話
：
﹁
中
國
人
沒
有
宗

教
，
如
果
說
有
的
話
，
那
就
是
做
官
。
﹂
可
謂
是
確
切

指
出
了
當
時
的
社
會
弊
端
，
發
人
深
省
。

■
青
　
絲

官
　
癮

從今天晚上開始我將連續四周，在藝鵠書店
的「歌詞作為方法2」講座（www.aco.hk）中，
先後談談分屬四個單位的「後九七詞人」──
林若寧、李峻一，「香港填詞人聯盟」的喬靖
夫、林寶、陳詠謙，還有以「窮飛龍創作團隊」
為首的網絡改編詞詞人。所以把林若寧一節安
排在「後九七詞人」的首個環節，毫無疑問，
林若寧的確是九七年以後出道的香港粵語流行
歌曲填詞人中，最受矚目且最多產的。林若寧
自2001年正式踏足詞壇後，以經年創作實力逐
漸褪去《林夕字傳》、《林夕字傳2》中，與乃
師林夕眉來眼去的小徒兒形象。近年林若寧大
熟大勇，繼2009年大紅大紫的〈七百年後〉，
2011年再度寫出平淡雅致又布局精妙的〈雞蛋
愛石頭〉。

資深詞評人黃志華在談及〈雞蛋愛石頭〉一
詞時，曾推敲〈雞蛋愛石頭〉的靈感大概來自

「以卵擊石」和「頑石點頭」等成語。如果有
注意世界文學動態的話，便不難發現「雞蛋VS
石頭」的意象，原是來自日本文學《挪威的森
林》的作者村上春樹。2009年2月，村上春樹
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說﹕「在一堵堅硬的
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雞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
雞蛋這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
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
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
⋯⋯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體制本應是保
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
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統性
地。」村上春樹的「雞蛋石頭論」，很快便引
起了文學界、哲學界、學術界的討論，有說我
們不僅不知應站在石頭 (高牆) 還是雞蛋那一
邊，甚至弄不清怎樣才算是石頭，怎樣才算是
雞蛋。

在世俗的理解中，「雞蛋VS石頭」自然被喻
作「脆弱VS堅強」、「弱者VS強者」。林若寧
的〈雞蛋愛石頭〉借用了「雞蛋」的特質，
來勾勒出女主人公在感情關係中的弱者位
置，而她的愛人，當然是郎心如鐵的「石頭」
了。〈雞蛋愛石頭〉的A段開首，便鋪陳了對
方「無法鑿破」、「（雞蛋）給壓爛」、「似座
泰山」的牢不可破形象。可憐的「雞蛋」只

祈求一朝水滴石穿，改變感情關係中所處的
下風──「鑿破你的心攪不開心眼 但我信仰

率先給壓爛 我的心也堅持撞向這一堆炭⋯⋯

表面強如鋼的雞蛋 底蘊一早破碎我都心淡 無

奈你下意識從來未移動似座泰山」。〈雞蛋愛
石頭〉接㠥進一步揭示，不被愛人重視的

「弱者」，面臨感情臨界點時的勇敢回顧和深
切反省──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燒光我耐性掏盡了我

個性 對你太過尊敬 令到關係結冰 問我怎樣破

冰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岩

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自信

似堆沙一一的沖散 內裡理智分不出快慢 挖空

一切尊嚴願你會貪一眼逐塊去搬開搬不開嗟嘆

用上吊臂但鐵石多麼堅硬溶化你成為多年習慣

感動和頑固的中間 蛋殼多鞏固難免拉鋸爛 無

奈你被劈開靈魂內存在這大雪山」

〈雞蛋愛石頭〉精心把「雞蛋VS石頭」的
「脆弱VS堅強」對舉，營造極度不平等、強弱
懸殊的形勢──「雞蛋」那邊的是沙子、蛋
殼，「石頭」的陣營卻是冰塊、岩石、吊臂、
鐵石、大雪山──足見「雞蛋」要戰勝「石
頭」，要逆轉自己的悲劇命運始終是多麼的不
可能。更關鍵的是，林若寧在〈雞蛋愛石頭〉
動員的所有強弱意象，除了鞏固了張愛玲以來
所強調愛情中暴烈、殘酷、原始的「戰爭特
性」，亦倒過來反襯「雞蛋」花光一切心血只
為了要對方多看一眼、雖知徒勞難放下的死守
堅忍。這彷彿又回到村上春樹「雞蛋石頭論」
所引發的思考──到底誰才算是「石頭」，怎樣
才算是「雞蛋」？

當然，林若寧在〈雞蛋愛石頭〉的收束，既
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內。表面強如鋼的「雞
蛋」，從焦急期待拉鋸到心淡破碎枯竭，「雞
蛋」在徒勞的希望工程前終於軟弱下來，也決
定堅強走出浩劫。因此，「雞蛋愛石頭」一名
原是一語相關：一方面，「雞蛋愛上石頭」固
然是「雞蛋」感情悲劇的源頭；另一方面，

「雞蛋愛石頭」也意味㠥「雞蛋當自強」、「雞
蛋走上堅強自愛之路」──一切都應該結束
了，「雞蛋」不要再做「雞蛋」了。於是，

「雞蛋」要消失了，像永遠共隕石灰飛煙滅。

〈雞蛋愛石頭〉
作曲：伍樂城
填詞：林若寧
編曲：伍樂城@Baron Pro
主唱：吳雨霏

鑿破你的心攪不開心眼　

但我信仰率先給壓爛

我的心也堅持撞向這一堆炭

為見你一刻焦急一千晚　

為你讚美十倍地悉心裝扮

懷抱裡然而心仍是冷

表面強如鋼的雞蛋　底蘊一早破碎我都心淡

無奈你下意識從來未移動似座泰山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燒光我耐性

掏盡了我個性　對你太過尊敬

令到關係結冰　問我怎樣破冰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岩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自信似堆沙一一的沖散　

內裡理智分不出快慢

挖空一切尊嚴願你會貪一眼

逐塊去搬開搬不開嗟嘆　

用上吊臂但鐵石多麼堅硬

溶化你成為多年習慣

感動和頑固的中間　蛋殼多鞏固難免拉鋸爛

無奈你被劈開靈魂內存在這大雪山

能了結嗎？

（命運亦漸漸硬化　雖知徒勞難放下）

你能軟化嗎？（寂寞特別地可怕）

放得開嗎？（沙丘那會種出花）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燒光我耐性

難道我太好勝　叫你加倍任性

奉上生命結晶　但你一一看輕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岩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撞向你的心身心都枯竭　

讓我永遠共隕石灰飛煙滅

迷上你如同一場浩劫

雞蛋愛石頭

■梁偉詩

■孫之獬羞憤之下，奏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剃髮易服」，

引發了血腥的「剃髮令」。 網上圖片

■「官本位」影響深遠。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