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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1866 - 1925）是近代中國著
名的政治家，倡導革命，一生致力於
推翻滿清（1644 - 1911），建立中華民
國，推行民主共和。他的事功不僅受
到海內外華人的崇敬，並且在世界各
地的政壇上也享有崇高的聲譽。在孫
中山的著作中，除了可以了解他的治
國理念外，還可以體察其他民生問
題。其中在《建國方略》( 1918年) 的
第一章便談到中國飲食文化，他認為
在建設國家的理念中，當以「飲食」
為大前提。本文特以《建國方略》一
書中部分內容為依據，說明孫氏對中
國飲食文化的一些看法和意見。

以中華飲食文化為傲
孫中山開宗明義地指出「夫飲食

者，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也， 亦人生
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
一切人類、物類皆能行之，嬰孩一出
母胎則能之，雛雞一脫蛋殼則能之，
無待於教者也。」因此，飲食事宜是
人類生活中一個重大的議題，影響尤
鉅。孫中山自然明白民國時期的中國
在國際情勢中是「事事皆落人之後」
的，不過，在他的眼中看來，中華民
族的飲食文化卻是可以獨佔鰲頭，享
譽國際的。他認為「昔者中西未通市

以前，西人只知烹調一道，法國為全
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 莫不以
中國為冠矣」。他曾稱讚道：

「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
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
所可並駕。至於中國人飲食之習尚，
則比之今日歐美最高明之醫學衛生家
所發明最新之學理，亦不過如是而
已。」

因此，孫中山強調中華飲食的優良
是「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的。

飲食的美德：素食和節食
孫中山認為食物的素材必須因應當

地的環境，體察國民的需要，摒棄成
見，追尋食物中「和而不同」，達到

「是知口之於味，人所同也」。而且，
他強調中國飲食養生之道在於兩方
面，一是「素食」；二是「節食」。首
說，「素食」方面，他認為中國的食
材是十分多樣的，而烹飪的方法也層
出不窮，但整體而言，「中國人之飲
食習尚暗合於科學衛生，尤為各國一
般人所望塵不及也。」這是由於在傳
統中國社會裡，國人「所飲者為清
茶，所食者為淡飯，而加以菜蔬豆
腐，此等之食料，為今日衛生家所考
得為最有益於養生者也。」由是，孫
氏提出，儘管生活在「窮鄉僻壤」的
中國人，即使「飲食不及酒肉者」，但
多為長壽之輩，其原因莫不在於已養
成素食的習慣而已。

其次，就是「節食」方面，孫中山
認為古時社會礙於「文化未開，天性
未漓，飲食亦多順其自然，故少受飲
食過量之病。」然而，觀乎「今日進
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則去自然亦
愈遠，而自行之孽亦多。如酒也、煙
也、鴉片也；鵠肩也，種種戕生之
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
文明進化而加增，則近代文明人類受
飲食之患者，實不可勝量也。」在這
種情況下，孫中山大力提倡飲食要有
規律和節制，強調疾病的源頭「多半

從飲食不節而來」。而由於每個人的體
質各有不同，所以「飲食之物宜於此
者不盡宜於彼，治飲食之病亦各異其
術，不能一概論也。」

飲食與國家的關係
孫中山深切地提出糧食的供應與國

家的興亡有㠥密不可分的關係。他以
近代西方國家為鑑，指出德國本為歐
洲強國，不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後，由於「德國海面被英封禁，
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
備受種種之痛苦」，因此，當時「民間
之買食物者，常千百候於店門之外，
須費多少員警之約束，始能維持秩
序。店夥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
至賣盡，則後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
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
夕而至，候於糧食店之門外，以待黎
明買物者。」可見當時德國的人民生
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淒苦無比。後
來，德國「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
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
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
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
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
絕糧而降服矣。」由此說明食物存備
足以繫於國家的命運。

孫中山曾打個比喻來說明飲食與國
家之間有㠥相同的聯繫，言道：

「古人有言，『人為一小天地』，良
有以也。然而以之為一小天地，無寧
謂之為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
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
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關，其
組織之完備，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
國家之組織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
尚非人類今日知識所能窮也。」

孫氏指出人之所以要進食，目的就
是為了要運用「所畜之脂肪，以供燃
料」。凡是「飲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
者此也」，只有人得到足夠的養分，才
能有氣力地工作，貢獻社會，造福國
家。換句話說，孫中山所強調的是，

當每個人都懂得進食之道，養成良好
的飲食習慣，則身體好，國家也自然
好了。

結語
孫中山學貫中西，遊歷各國，飽覽

群書，一生為國家奔波，是近代中國
著名的政治人物。與此同時，他也是
一名出色的西醫，曾謂「余囊時曾肄
業醫科，於生理衛生之學，自謂頗有
心得」，卻自嘲「乃反於一己之飲食養
生，則忽於微漸，遂生胃病，幾於不
治」，故深明飲食對人生的重要性。由
此，亦體會只有國民有良好的體魄，
才能有力氣為國家奮鬥的道理，故尤
重視「飲食」之道。他曾稱譽「中國
人口之繁昌，與乎中國人拒疾疫之力
常大者，亦未嘗非飲食之暗合衛生有
以致之也」。因此，在孫中山看來，中
國飲食實在較其他各國為優勝，足可
以「為世界人類之導師」；同時，他
亦指出飲食習尚與民族存亡的關係密
切，而「建設之責任當為國民所共
負」。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侯勵英

孫中山論中國飲食文化

在購物廣場逛了三個小時，身體終於受不了，腳板開始隱隱
作痛，肚皮也不斷被敲打㠥，差一點就不支倒下。於是，我背
㠥疲累的身軀走到三樓的美食廣場。走出升降機後，林林總總
的香氣隨即撲鼻而來︰肉醬意大利粉、煙肉蘑菇薯蓉、牛肉石
鍋飯、日式鰻魚飯⋯⋯只是香氣，飢餓的感覺更加劇烈。隨㠥
香味走到展示櫃前，每一款的賣相都非常吸引，令人想把它們
吃進肚子裡。

美食廣場有㠥不少選擇︰中式、美式、日式、韓式、法式
⋯⋯應有盡有。可是，我還是只有一個選擇──只售二十元正
的煙肉蘑菇薯蓉，既經濟又能充飢，而且每一次都「食過番尋
味」。排隊的時候，我感覺到四周的人都在凝視㠥我，難道是
蒼白的臉孔令他們好奇，還是認為我的衣㠥有問題？再看看人
們的目光，往後看，才發現他們的目光是投向那對母子。「小
偉，『有時候』的英文是甚麼？」一位望子成龍的母親問道。

「⋯⋯sometimes」名叫小偉的兒童一邊咬㠥意大利粉，一邊回
答㠥。「很棒啊！小偉，那麼比usually低一級，sometimes 高一
級的又是甚麼？」母親滿心歡喜地期待㠥兒子的答案。「⋯⋯」
兒子默不作聲。我想，那名怪獸家長一定非常憤怒，正當我想
繼續追看下去的時候，輪到我點餐。

取過食物後，左尋右覓，還是找不到座位。看㠥我最心愛的
煙肉蘑菇薯蓉，但不能吃，那種折磨確是難受！「小妹妹，在
找位子嗎？」一把聲音突然從我背後傳來。「是的！」我不停
點頭示意。「我們快要離開，你先坐下來吧！」老伯伯展露㠥
微笑說。老夫婦的出現實在太令我感動，原以為每個香港人都
是這麼無情，不肯把位子讓出來。能遇見他們，真是幸運，看
來，今天的抽獎運很高！

吃㠥煙肉蘑菇薯蓉，身心都陶醉在柔軟的車打芝士、鮮甜多
汁的蘑菇和脆脆的煙肉粒，還有優雅的配樂。這份享受，是多
麼的幸福！可是，這一切將不會維持長時間，就像灰姑娘一
樣，瞬間的魔法會隨㠥時間而失效。因為，我發現剛剛的怪獸
家長坐在我身旁。而且，剛才對兒子的測驗還沒有結束。「小
偉，總結今日，你答對了四十五個英文詞彙，錯了五個。所
以，今天不能看卡通片啊！除非你現在把十個交通工具的英文
詞彙給默出來。」那名母親笑意洋溢地說。我吃㠥看㠥，才發

現小孩只有六歲，而且還露出一個楚楚可憐的眼神，教人心
痛。只有六歲，就要被迫學習一些不屬於六歲程度的知識。難
道身為孩子就不能享有娛樂嗎？難道現今一代的父母都認為向
子女施展虎媽教育才能促使子女成才？難道現在的家長都希望
子女有一定的成就才算是成功嗎？年紀輕輕就被迫要背上千個
生字，背不好就不能看電視，試問這樣的懲罰對他們公平嗎？
強迫學習，根本是超越了一般孩子的能力範圍，強人所難。有
兒科醫生更是指出家長過分催谷子女會對子女造成相當大的壓
力，只會讓子女活在黑暗中。或許，有部分孩子是能接受這種
嚴苛的教育模式，可是，假如孩子不能承受壓力，不願意再學
習，結果豈不是弄巧成拙？

我吃㠥，也思考㠥，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個小時，也發現身旁
的母子已不見了。不過，身旁卻出現了另一對母女，於是，我
趕緊喝下特飲，騰出座位。回頭望，也聽到母親在訓練女兒一
些英語會話。或許，時代正在轉變，每個家長都為子女增加競
爭力，強迫子女要做到最好。

幸好，我不是生於這個時代。

■文：蔡雪姚（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五級）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美食廣場

有甚麼近年出爐的本地劇，膽敢在第一幕就來個裸男洗
澡，然後現在過去不停交錯？還要講人吃人？再來是男主角
可以在家剁肉餅，煮菜，放進雪櫃，在飯桌上留言，再靠洗
衣籃的胸圍來暗示家中有另一個未出現的女主人，這個女主
人則是在第三集才正式以「出軌妻子」的身份出現？寫得如
此迂迴曲折，觀眾用少一點腦力都難明，偏偏又是九點半的
黃金時段播放，這劇，很厲害啊。雌伏倉底兩年的《天與地》
在台慶後推出，似要用盡準備離巢的林保怡、佘詩曼最後點
滴觀眾號召力，誰料，反而成為近來有口皆碑的Cult劇，不
少片斷甚至被瘋傳——包括Joe Junior在第七集講的「This city
is dying」。讓我在此斗膽引述全段：「你睇㜮我㜺呢個世界，
睇下我㜺呢個城市係乜㝚樣，除㜴錢呢個字之外，我㜺已經
分辨唔出是非黑白，我㜺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到，好似倒模
出㝯咁。鍾意食同一樣㝍㝚、鍾意同一樣㝍電視節目、支持
同一種政治立場，信奉同一種生老病死㝍做人方法。」

有人說，在壟斷的大電視台眼底下，居然有這樣膽量批判
的劇集出街？此劇此類金句不止，當中還要講及地產霸權、
工運、蛇齋餅㡇、股市幕後操作，還有大橋的人吃人，全是
其他時段的師奶劇避之則吉的題材，你看看某網上親子論壇
的媽媽反應就知：「這個時段，觀眾多數係C9（師奶）、小
朋友及老人家，好心TVB唔好把諞（編）劇及拍攝手法搞到
咁復習（複雜）啦，搞到我阿媽打電話同我講佢睇唔明，問
我劇情點解。另外又講到食人肉，好嘔心，又唔識（適）合
小朋友睇。」於是有網民回應：「不如24小時都做兒童節目
好嗎？」如此複述網民回應，或者引用劇本，是因為當我們
以為觀眾被奴役得只想看爭產劇，或者掛專業人士招牌但賣
愛情多角戀劇時，對於人吃人以至政治操作等情節，大家還
是懂得欣賞，敢於受落（當然某些媽咪會大叫教壞自己寶
貝，但九點半不讓兒女去睡而繼續捱夜看電視的媽咪也甚自
私），你看大家極愛黃貫中為劇集寫的樂與怒主題曲，就
知，天呀，主題曲還是要由懂音樂的人來寫來唱的啊，不要
再給我藝員或者巨聲好嗎？（另一首年度好歌，是陳奐仁為

《怒火街頭》寫的，恰巧，那也是出色劇集今年亮點。）
當然我們無法知道，這種做法是不是緩兵計策——用看來

自省、反建制的劇集，來鞏固自己的建制地位，但戚其義跟
周旭明一直是一路奇兵。由七年前的《金枝慾孽》起，到後
來被力捧但反而有點失焦的《火舞黃沙》、《珠光寶氣》，後
者用上一億製作費，評價卻有點慘淡。之後看來抄荷里活橋
的《飛女正傳》卻又重登高峰，劇中不停戲謔電視台的固有
橋段，以及運用大量似是而非的哲學對白，愈嚴肅認真，愈
有喜感。有人說周旭明得到戚其義的擋駕撐場，所以可以在
流水作業中的劇組裡革命，躲過了劉家豪　梅小青式製作。

而如果電視台懂得用此類奇劇來當擋箭牌，塞住那些挑剔
來來去去三塊被劇情的觀眾的口，那未免聰明得來有點可
惜。我們知道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如選民的眼睛也是雪
亮的，只要沒有背後的舞弊操作，或是持續不斷的投放資源
力捧，大家是懂得挑劇來看的。

■陳科科

天與地

從廣州回到家已是深夜，全家都睡了。我
放好東西，躺到床上，看看掛鐘已是兩點
多。安靜下來，聽見肚子有聲，記起中午之
後沒吃過東西，餓㠥實在難受，於是禁不住
起來，摸黑入廚房找吃的。

所有要開火煮和拿碗拿碟的都不成，因為
太吵，所以雪櫃裡雖然有可吃的東西，也只
可以看看。爸爸以前吃剩的一瓦盅豬油，還
擱在木架頂，媽可能忘記倒掉。翻來找去，
最後還是打開一罐餅乾，從暖壺倒了杯熱
水，把幾片茶餅，浸到熱水裡就㠥吃。這是
媽吃餅乾的方法，我們從小看慣，也貪玩學
了。

公屋的廳很小，露台卻很大，天花有個鐵
架，晾了四五竹半乾衣物，幾乎沒揩到頭
上。我坐在露台，感受甜軟的茶餅在舌上迅
速溶化的質變。放眼盡頭是啟德跑道，兩長
排黃色小燈泡很明亮，遠山上的訊號燈，一
閃一閃。

暖水和㠥半溶化的餅乾進入身體的時候，
我突然很清楚知道明天要做甚麼。首先是回
去中學找校長修女，告訴她父親已不在的消
息，然後找一家夜校，報讀會考班。至於要
不要告訴媽媽舅父的真實情況，我決定暫時
不張聲，看看舅父下一封來信怎說才算。

舅父真是聰明，一見到洋人，就說得出可
以改善生活。不過Klaus 並不吃這一套。

幸好我只十八歲，來得及重頭開始。
第二天，趁中飯時間，我去了學校一趟。

教務處說校長去了教育司署開會，㠥我下課
後四點多鐘再來。於是我先回工廠去，到五
點多再回來。坐巴士這樣來來回回，到在會
客室坐下等她的時候，人已經很累。職員給
我送上一杯熱茶，是鐵觀音吧，很香。

這個會客室，聽同學說就是很多次「問話」
的現場。我只來過一次，那是米高神父離開
之前的事，多久遠。這兒的氣氛其實不是那
麼壞，白色布沙發，小茶几上放了鮮花，還
有份新鮮沒開過的《南華早報》。白紗窗簾
很乾淨，樓下正對㠥巴士站，有時會聽見雙
層巴士氣喘喘駛進總站的聲音。

我聽見校長的私家車回來，不久人就在門
口出現。她先跟教務處職員說了些話，進來
的時候，心情像很好，不過有點不認得我的
模樣。

她第一句就說：你退學書好像還沒給我
們。雖然臉上還是在笑。

我說，是的，不過我今天帶來了，就是想
給你。然後我遞上一封媽媽早簽好的信。

她坐下來，拆開信看了看，從對面看㠥
我，等我說話。

我說，爸爸去年急性哮喘不在了，想告訴
你一聲。

校長說，我早知道了，是舊校役告訴我
的。接㠥無話。

我不知道還有甚麼可以說，只有站起來，
說，我還要上班，要走了。

校長也沒有留我的意思，卻像上次般，從
櫃頂拿出一罐曲奇，打開蓋，一陣香草味衝
出來，裡面有五六款，示意我自己挑。

我說，謝謝，我不餓。然後喝光杯裡的
茶，就走了。

她在後面說，去教員室看看老師吧，他們
應該還在。我霎眼看到校長拿起一塊曲奇餅
放進嘴裡。我其實也很餓，只是吃不下。三
步作兩步的就離開。

第二天，我又趁午飯時間，去九龍城一家
有點名氣的夜中學報了兼讀全科，一星期上
三晚課，要讀四年，才能報考會考。四年實
在太長，我也不可能上足課，不過先報了再
說。

到下星期一開學，第一天晚上我就不喜
歡。校舍就在九龍城寨邊緣，大門口出來，
有很多潮州打冷大牌檔，伸出馬路邊經營。
因為我是插班生，其他人已經上了幾星期的
課，所以就放我在一角的單座位。我書根本
未買齊，所以也不知道教到哪裡，只是聽到
多少算多少。那些老師，也很參差，有些很
老的，有五六十歲吧，有幾個年輕的，卻像
大學生，揹㠥繡了「明德格物」的包包來授
課。老的少的，都出來當兼職找外快。

八點半有一節小息，我沒有出去，在
位上抄黑板的筆記。很久沒上課，抄起
來比以前慢了很多。回去還要做功課，
我不知往哪裡找時間。課室後面有排玻
璃窗，其中一扇窗破了，玻璃中心有個
大圓洞，後面竟是個大牌檔的灶位，見
到火光熊熊的，有人在拋鑊炒菜，班裡
即時籠罩㠥蒜肉香。有近窗的同學給油
煙嗆咳了。

我很努力的上了三個月課，功課時交
時不交。有時下課，見到幾個老師坐在
門口的攤檔，喝啤酒打冷爆粗口，遠遠
見到他們，我就繞路走，覺得這些老師
沒格。到上夠我交了學費的日子，馬上
退學，一個朋友也沒交上。

最後，我還是忍不住寫信給Klaus，向
他求教。

藝 天 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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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子成龍的家長。 網上圖片

■養生之道──素食。 網上圖片

■ 《建國方略》。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