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親
是
一
個
舊
時
代
的
婦
女
，
書
讀
得

不
多
，
一
生
就
是
跟
隨

父
親
和
公
公
婆

婆
在
大
家
庭
裡
生
活
，
逆
來
順
受
，
任
憑

命
運
安
排
。
長
輩
和
丈
夫
去
世
後
，
她
很

自
然
地
就
投
靠
兒
女
，
閒
時
和
親
友
打
打

麻
將
，
就
很
滿
足
了
。

這
些
年
來
，
母
親
年
紀
老
邁
，
眼
睛
、

耳
朵
都
開
始
不
靈
，
腦
筋
退
化
，
行
動
亦

開
始
緩
慢
，
後
來
就
連
以
前
她
最
愛
的
麻

將
牌
和
看
電
視
連
續
劇
也
只
好
放
棄
，
每

天
待
在
家
裡
閉
目
養
神
，
等

家
人
早
出

晚
歸
。
她
感
到
孤
獨
寂
寞
，
日
子
苦
惱
。

對
於
生
活
，
她
的
感
覺
漸
漸
麻
木
，
有
時

會
埋
怨
自
己
壽
命
太
長
。
雖
然
我
們
星
期

天
節
假
日
總
會
陪
她
去
飲
茶
逛
街
，
但
這

畢
竟
不
是
她
真
正
喜
歡
做
的
事
情
。

那
一
天
，
在
互
聯
網
上
看
到
一
篇
小

品
，
與
坐
在
我
跟
前
正
百
無
聊
賴
的
母
親

分
享
。

故
事
說
的
是
一
位
拜
在
禪
師
下
面
的
年

輕
人
，
大
學
畢
業
後
，
又
取
得
碩
士
學

位
，
然
後
又
出
遠
洋
到
耶
魯
大
學
讀
博

士
，
花
了
好
多
年
時
間
，
終
於
獲
得
博
士

學
位
，
學
成
回
國
，
非
常
得
意
地
去
拜
訪

大
師
說
：

﹁
師
傅
，
我
現
在
得
到
博
士
學
位
了
，

以
後
再
要

學
習
甚
麼

呢
？
﹂大

師

說
：
﹁
學

習
做
人
。

學
做
人
是
一
輩
子
的
事
，
沒
有
辦
法
畢
業

的
。
不
管
是
農
工
商
各
類
人
等
，
都
必
須

要
學
習
做
人
。
﹂

我
對
母
親
說
，
現
在
你
需
要
學
習
的
是

做
老
年
人
。
初
生
孩
兒
牙
牙
學
語
，
學
吃

飯
學
走
路
。
然
後
上
學
去
學
知
識
。
青
少

年
踏
入
社
會
，
學
習
與
人
相
處

之
道
。
工
作
了
學
習
如
何
融
入

工
作
的
集
體
。
結
婚
生
子
了
，

學
習
為
人
夫
或
為
人
妻
，
以
及

為
人
父
母
。
中
年
人
要
學
習
不

執

，
那
麼
到
老
年
了
，
也
要

學
習
怎
樣
做
老
人
。
每
一
個
階

段
我
們
都
在
學
做
人
。

我
解
釋
給
媽
媽
聽
，
她
應
當

怎
樣
學
習
做
老
年
人
。
學
會
接

受
她
身
體
的
衰
退
，
肌
肉
酸

痛
，
牙
齒
掉
落
，
這
是
人
生
必

由
階
段
，
生
老
病
死
是
自
然
規

律
，
不
可
違
抗
。
其
實
媽
媽
身

體
還
不
錯
，
沒
有
血
壓
高
、
糖

尿
病
或
心
臟
病
，
只
是
膽
固
醇

過
高
一
點
點
。
只
是
由
於
與
人

溝
通
的
渠
道
愈
來
愈
少
，
患
上

腦
退
化
和
憂
鬱
症
。

媽
媽
長
時
間
生
活
在
大
家

庭
，
在
婆
婆
和
丈
夫
壓
抑
下
，
大
半
輩
子

都
處
於
被
動
，
凡
事
忍
耐
和
服
從
，
永
遠

是
個
隨
波
順
流
者
，
為
別
人
而
活

，
以

致
沒
主
見
沒
理
想
，
所
以
她
的
問
題
主
要

是
心
理
健
康
的
問
題
。

我
勸
媽
媽
說
，
其
實
幸
福
只
是
一
個
感

覺
，
兒
子
打
電
話
來
問
候
，
學
會
高
興
；

女
兒
在
百
忙
中
在
街
市
買
來
新
鮮
魚
給
她

吃
，
學
會
感
動
；
聽
到
在
美
國
的
小
孫
兒

吃
力
地
用
廣
東
話
和
她
交
談
，
學
會
開

心
，
這
些
都
是
幸
福
。
學
會
感
覺
幸
福
便

是
學
做
老
人
的
一
部
分
。

從北京南站上車，猶聽見
猶豫的聲音，哎呀不太穩當
呀這高鐵！哦？難道要改乘
動車？但動車要八個小時，
高鐵只需三個多小時；而且
動車到達時間已是晚上九
點，到棗莊還要有人接車，
再趕路到蒼山，摸黑不要
說，到酒店恐怕非半夜不
可。怪不得接站的朋友搖頭
試探 ：改高鐵好嗎？即使
不怕夜深，也總不能不考慮
接車人的實際困難。那好
吧，高鐵就高鐵！憑剎那間
湧上的勇氣，我們一路風馳
電掣地開向棗莊。一路上，
綠樹、草地、田野、溪流、
農屋、高高低低的電線杆、
驚飛的鳥群、悠然漂在水面
的鴨群⋯⋯好一幅久違了的
鄉村圖景！　
剛才還在北京的茶坊續茶
，談天說地，現今卻已身

在大自然中穿行，我有一陣
迷惘的感覺。
此行指向東南方向，蒼山

雖在山東境內，卻已臨近江
蘇。高鐵蒼山無站，最近的
只有棗莊站。棗莊？這名字
立即讓我的腦海裡浮現一片
棗樹林的意象，但並沒有看
見。接車的司機笑道，你是
望文生義了！原來是會錯
意。可是如果細究，又不盡
然。原來古代神農氏（炎帝）

曾在此處建立莊園，種植棗樹；目的是為了製造矛
的木杆、箭杆以及車軸，考慮到棗樹成材非常緩
慢，所以此地應為炎帝部落腹地。這也有旁證，著
於清光緒年間的《嶧縣誌》也有記載：棗莊因當地
棗樹居多而得名。雖然如今並不以棗樹出名，但歷
史淵源如此，棗莊之名也就留存到現在。棗莊是造
車鼻祖奚仲的故里，也是工匠祖師魯班、鑿壁偷光
的匡衡、哲學家墨子、大文學家蕭望之、著名小說
《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的故鄉。唐代大詩人李白
曾途經這裡，留下千古絕句《客中行》。這裡曾經誕
生過滕國、薛國、小株國、鄫國、逼陽國等歷史國
家的都城，是全國兩個出現歷史古城邦最多的城市
之一。
但我們只是夜間路過，無暇久留。穿過市中心，

一片燈火過後，便是寂靜山道，車子朝向我們的目

的地，「第二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研討會」舉辦
的地方，王鼎鈞故鄉蒼山進發。沿途只是偶然有車
子從對面飛馳而去，那漫漫長路又歸於沉寂，只有
兩旁黑黝黝的樹林在晚風中搖曳。忽然前面一片燈
火輝煌，司機不無自豪地說，蘭陵大飯店，我們縣
城唯一的五星級酒店！
說是五星級，當然不會差到哪裡去。光是從大堂

穿過簷廊到客房的路上，兩旁便盡是草地，左邊還
有粼粼湖水蕩漾，一片水色迷人。那夜晚飯前有個
空檔，左右無事，便出去逛那酒店後花園，小橋流
水，假山假石，營造一幅人間景象。並沒有甚麼
人，周圍靜悄悄，蟲聲唧唧，如歌，如訴。夜涼如
水，冷意漸漸逼人，打了個冷噤，還是回到大堂
去。沒想到這縣城也盛行泡腳之風，當晚主人便帶
我們去推拿，在街上飛馳，道路暢通，不必擔心堵
車，沿路欣賞夜街，也並沒有發現獨具特色的所
在，只是平常道路而已；但有識途老馬領路，當然
放心。推 推 ，疲憊漸去，我都幾乎睡 了！朦
朧中只覺得好像回到晚宴中喝梅酒，那微甜催人入
睡。
其實也曾在微雨的中午結隊去畫院，雨飄來飄

去，若有似無。沒有電梯，我們踏 石級登樓，好
在只有兩層，並不高。畫室不算小，但簡樸。繪畫
的房間有各種顏料和畫筆，擺 幾張椅子，一台電
視機，還有收答錄機，正在播放流行歌曲。主人誠
邀客人揮畫筆，於是鋪宣紙，取畫筆，凝神靜氣揮
毫，刷刷刷，幾下便勾出梅花爭豔圖，驚倒周圍同
行。譁然聲中，我只聽見窗外細雨正滴滴嗒嗒飄在
玻璃窗上，怎麼聽來聽去好像是歡呼聲？
蒼山被譽為「中國大蒜之鄉」、「中國牛蒡之

鄉」，特別是大蒜，難怪在蒼山期間，餐餐都有大蒜
作為進餐時的佐料。主人說，起源於西域的大蒜，
由東漢李恂從中原引到山東兗州，進而推廣到蒼
山，它是在蒼山縣特有的生態環境下，經過長期的
自然選擇和人為定向培育而形成的蒼山特有品種。
它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栽培歷史，具有頭大瓣勻、
皮薄潔白、黏辣鬱香、營養豐富等特點，在國內外
享有盛譽。
《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

長篇白話小說，具里程碑性質。它給《紅樓夢》的
創作，積累了藝術經驗，開闢了道路。書中關於酒
文化的常識特別豐富，我們不能不提，早在1915年
的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牌獎的蘭陵美酒。隸
屬蒼山縣的蘭陵鎮，是中國古代名邑，從戰國時，
楚國就設蘭陵縣，具幾千年的歷史底蘊。目前，我
們見到在「古鎮一條街」街口立 一個標誌性牌
坊，寫 「天下第一酒都」，酒香四溢，遠遠就可以
聞到。我們在酒坊裡品嘗美酒，說說笑笑，但心裡
覺得，似乎缺少整體策劃，看來有必要通過古鎮的
恢復性規劃，重塑千年古鎮的歷史形象。

蘭陵不但有美酒，還因為這塊土地上出現過蘭陵
王高長恭揚名。他是南北朝北齊文襄皇帝的第三
子，很能打仗，但他長相俊美，敵人都不怕他；於
是便利用木頭刻製出醜陋無比的面具，打仗時戴在
面上衝鋒陷陣，敵人聞風喪膽。雖然戰功赫赫，但
由於當時世襲制度嚴格，不是太子的他，只能於公
元560年，被封為徐州蘭陵郡王。其手下多為能歌善
舞的少數民族，編出《蘭陵王入陣曲》，據說，中國
的戲劇臉譜就是從這入陣曲中演變而來的。
沒有機會看到蘭陵王遺跡，但卻見到荀子墓。荀

子是戰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儒學大
師，他曾兩度出任蘭陵縣令，他是「百家爭鳴」時
期諸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被世人奉為後聖，又稱為
亞聖。他是趙國人，但一生多在齊魯度過，晚年在
蘭陵教書，死後葬於蘭陵。當我們趕到時，天已大
黑，附近工地在大興土木，還有一段距離，便下
車，一腳高一腳低地摸黑而行，好容易走到荀子墓
前，一片漆黑，甚麼也都看不清。只好請司機把小
車開入，利用車子前燈照明，才看到兩座墓碑，一
個是「補建荀子墓」，一個是「楚蘭陵令荀卿之
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荀子墓還是一座高大的土
墓，墓基佔地周長80多米，高約4米，墳墓上長滿綠
樹野草，墓頂略平，有房屋遺址散落在上面，磚灰
結構，看得出正堂和偏房；但現在已經分不清了。
這時秋風勁吹，樹林颯颯作響，四周寂靜，但見遠
處有煙花一陣又一陣地騰空綻放，很快又歸於寂
寞。我們在夜影中站得久了，竟有深秋涼意。嗯，
是該歸去的時候了吧！
在蘭陵東北九公里處，東泇河西岸有兩個村落，

以東西順水溝為界，前村叫「作字溝南」，後村叫
「作字溝北」。那是因為倉頡曾在此造字而得名。他
是遠古時代黃帝的史官，那時人們靠結繩記事，黃
帝和炎帝在邊境談判時，倉頡因結繩為黃帝提供的
資料出錯，造成談判失利而辭官出遊天下，去尋找
收錄記事的辦法。他結合一路收集到的資料依類象
形，開始創造了文字。黃帝非常欣賞倉頡造字的才
能，便賜他倉姓，意思是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從
此他不再姓侯剛，而變成姓倉名頡。傳說上蒼知道
倉頡造字名滿天下，便降下一場粟雨獎賞。人間二
十四節氣中的「穀雨」，便來源於此。當然倉頡造字
只是傳說，信不信由你。但當我們乘車離開蒼山，
前往棗莊時，不由得便想起這個故事。這時，天又
下起秋雨來了，它打在車窗上，滴滴嗒嗒不止。冒
雨衝下車去，幾乎淋成落湯雞。車站裡乘客為排隊
吵架，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作字村東壕溝西沿的
廟宇，那裡面供 倉頡坐像，嵌於院內牆上的碑碣
刻有倉頡當年造字和勸說鄰里和睦相處的文字。當
高鐵呼嘯駛去，我卻有時光悠悠流逝之感。
2011年11月1日─3日，草於蒼山「蘭陵大飯

店」；12月18日定稿於香港。

1、《隋唐嘉話》載：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
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
『空梁落燕泥』否？」

暴君不一定無能。如果扳 手指頭細細數來，幾乎歷
史上的所有暴君都有過人之處。這，絕不只是隋煬帝留
給我們的啟示。
煬帝邀請諸大臣聚會，酒過三巡，以「泥」字為韻，

寫了一首詩。且，自我感覺良好。不過，讓他尷尬的
是，司隸薛道衡隨之也和了一首。其中有句子道：「空
梁落燕泥」。一時為人所驚歎。
薛道衡是一個書生，後來被煬帝以謀反的罪名殺掉

了。行刑之前，老領導楊廣前去告別，笑吟吟地問道：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隔 厚厚的時空帷幕，我們能夠感受到的，除了一個
書生的悲慘遭遇，還有最高統治者的志得意滿：他的小
心眼、他的卑鄙和他的嫉妒，讓人骨子裡發冷。
2、學識未必能夠解決人品的問題。這，就像GDP的

增長無法阻止道德的淪落，才有蘇丹紅大肆流行一樣。
貪婪和嫉妒，本身是人性的兩大弱點。很多時候，權

力能夠放大這兩種缺點。這就是為甚麼古人一直強調人
品的問題所在。
一個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未必就意味 品格高尚。畢

竟，教育和學歷不能作為衡量道德的風向標。
權力更是如此。它不僅不能作為測試人品的試紙，有

時候還會成為私慾橫流的催化劑。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皇帝自己喜歡文藝，極
可能是整個國家文化事業的不幸。
薛道衡的遭遇，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3、據說，被作家楊廣因為嫉妒害死的，絕不僅僅只

有薛道衡一個人。
《隋唐嘉話》中又有文字記載說，「煬帝為《燕歌

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
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
此語耶？」
有時我想，皇帝或許是一個職業。雖然，又絕不僅僅

是一個職業。從業者如果個人心理扭曲，一定會做出荒
唐的和瘋狂的事情來。
乾隆皇帝喜歡寫詩，優秀的詩人，人人自危。希特勒

反感抽象派繪畫，就把所有的抽象派作品趕出德國的博
物館。
這二者之間，其實是一個道理。
4、文人的嫉妒，其醋烈的程度絕不下於女子的嫉

妒。
當年尉遲敬德納妾，太宗賜醋，騙她說「罐子裡是毒

藥」。讓李世民沒想到的是，那女子仰脖子就喝了下去。
文人也是如此。楊廣殺薛道衡是一例，蘇軾當年的遭

遇也是一例。我們數千年的文化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
本嫉妒史和屠戮史。
5、相對而言，李德林兒子的遭遇要好得多。

《隋唐嘉話》裡，記載了李百藥的一段故事。
隋朝的內史令李德林和楊素一起執政。楊妻妾成

群，自家臥室裡婦女不下千人。老婆多了，自然忙
不過來。大批嗷嗷待哺的女人中，就有大 膽子要
紅杏出牆的。
李德林的兒子李百藥才二十歲，經常出入楊素的家

裡。有一次，楊素的小老婆勾引了這個年輕的孩子。時
間久了，竟被捉姦在床。
楊素戴了綠帽子，勃然大怒，下令殺了這個毛頭小

子。
但，行刑之前，楊素改變了主意。他說，「聞汝善為

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李百藥聞言大
喜。接過紙筆來一揮而就。楊素不僅把小老婆送給了
他，還送了嫁妝若干萬。
李百藥的奇遇，當然源於背後老爹的權勢。楊素自然

不在乎一個女人的生死，卻絕對在乎自己頭頂的綠帽
子。但，若從政治聯姻角度來考慮，一個女人換得李家
的感激涕零與事業上的合作，不也是一個好生意嗎？
這裡，詩歌成了化解恩怨的工具。
6、唐代詩人中，宋之問名氣很大。
但，若論人品，他和英國的培根差不多，甚至比培根

更糟糕。
宋之問喜歡打小報告，喜歡借陷害別人來達到自己的

目的。他曾出賣自己的好朋友張伸之與王同皎，以此為
籌碼贏得武三思一家的寵愛，為人所不齒。
宋之問的外甥劉希夷也是一位大詩人。在《代悲白頭

吟》一詩中，宋寫道：「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
不同」。這句子，後來被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裡所改
編：「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劉希夷的這首詩寫完之後，拿給自己的親舅舅看。宋

讀後大為讚賞，竟然要據為己有。劉自然大不樂意。為
了滅口，宋之問讓人用口袋裝上土將他活活壓死⋯⋯
唐詩裡的謀殺與刀光劍影，直讓人感慨一個民族文化

的殘酷無情和命運多蹇。
歷史總是這樣，它總是在不經意的暗角裡，洩露出某

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7、論操守，煬帝是個不合格的皇帝。如果論文品，

又是個不合格的文人。
宋之問和劉希夷都是大才子，但，因為嫉妒的緣故，

兩人都不得善終。
尤其是劉希夷，死時還不到三十歲。殊為可惜。
無疑，煬帝的詩歌不能說一無是處。但是，從歷史的

暗角所洩露出來的這些隻言片語，卻讓人感覺到人性的
灰暗和權勢 赫背後的齷齪，讓人對人性的醜陋感到灰
心喪氣。
這，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閱讀之餘，所產生的某種無

奈吧！
畢竟，人性本身的複雜性，要超過任何一本小說家的

文字。

最喜歡給人起綽號是不是中國人，我沒有做過相關的調
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綽號文化是歷史最為悠久
的。《呂氏春秋》載，夏朝的著名暴君夏桀，力能推倒一
頭牛，人們誇讚他勇健力大，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移大
犧」。在尚無文字、只能結繩記事的上古時代，先民們就已
互相起綽號了，可見中國的綽號文化根柢是如何的深厚。
直到如今，一個中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若是從沒有獲贈
一兩個綽號，恐怕自己都會黯然神傷，因為這幾乎就是自
閉而不融於大眾的體現。故從某種程度上說，綽號也是一
枚互動之匙，是獲得他人認可，形成良好人際交往的開
始。
中國人起綽號的靈感，來源非常寬泛，他人的姓名表

字、相貌體形、為人性情、職業特點、時談物議、功過是
非，都可以信手拈來，運用得極為自然。綽號的含義或詼
諧幽默，或形神俱似，或諷刺譏嘲，或親暱熱絡，表達了
旁人不同的心情和評價。而被起綽號者，或欣然受之，或
自我解嘲，或默認成俗，甚至勃然大怒，都是常態。
古人是以字號彰顯品德，綽號的道德評價意味也更濃

厚。如唐代奸相李林甫為人虛偽，性情變化叵測，人們背
地裡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李貓」，形容他的心計就像貓一樣
變化多端，令人難以預料。北宋宰相呂惠卿陰險詭詐，慣
以鬼蜮伎倆暗中傷人，他說話喜歡比手劃腳，加之人又長
得很清瘦，故有綽號「說法騮」，譏諷他就像一個妄談佛法
的猴子，不知輕重好歹，自以為是。明憲宗時，首輔劉吉
在內閣任職達十八年之久，朋黨營私，聞於行路，卻歷經
言官彈劾而不倒，人送外號「劉棉花」，譏刺他就像棉花一
樣耐彈。
北宋之初，王廷義為名門之後，又生性驕傲，喜歡矜貴

自誇，逢人便稱「我當代王景之子」，人送綽號「王當
代」。前兩年有一位娛樂眾生的奇女子，開口也是必稱「我
們上流社會的人」，被網民謔稱為「上流美」。或許她就是
師從王廷義之故。
如果論及最擅長起綽號的群體，則非現代網民莫屬。網

絡是個集思廣益的大舞台，網友們各具奇才異能，不僅能
夠準確抓住事物本質，且時有妙論，娛樂性十足。如某前
中超球員綽號「大帝」，就是網友們借其人表達對中國足球
不滿而進行的一番揶揄調侃。還有某時尚雜誌編輯聲稱時
尚人士從不穿秋褲，獲綽號「秋褲芒」，以及「春哥」、
「梨花教主」，無不是思維活躍的網友的傑作，圖的就是一
個樂子。
當然，有一些綽號是以他人的身體缺陷為對象，進行嘲

笑戲弄，是不值得提倡的。如嘲笑女性的胸小，謂之「微
波爐」；譏諷他人的個子矮小，謂之「武大郎」，這種具有
侮辱性的綽號，即使對方涵養再好，恐怕也是要當場翻臉
的。

文匯園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三、日刊出

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綽號之趣
■青　絲

■馮　磊

秋
風
秋
雨
蒼
山

■
陶
　
然

■
葉
璧
光

夢
裡
，
我
止
不
住
自
己
的
尖
叫

看
見
有
人
倒
掛
在
空
中

百
米
高
的
桿
子
直
插
雲
霄

頂
上
，
他
像
一
根
巨
大
的
針

懸風
中
，
他
飄
來
飄
去

指
向
每
一
個
方
向

如
此
尖
銳
，
又
如
此
憂
傷

隨
時
都
可
能
掉
下
來

插
進
我
們
身
體

彷
彿
要
插
進
的

不
只
是
我
們
的
肋
骨

更
要
插
進

我
們
心
靈
的
深
處

讓
人
無
法
拔
出
它
的
痛

誰
給
我
們
這
樣
的
痛

■
蕭
　
融

■培養老年人的興趣愛好，豐富晚年生活。 網上圖片

唐詩宋詞裡的刀光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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