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子
坊
近
年
來
聲
名
鵲
起
，
這
個
以

視
覺
藝
術
、
時
尚
創
意
、
上
海
歷
史
文

化
風
貌
為
特
色
的
由
舊
弄
堂
變
成
的
藝

術
坊
，
已
和
北
京
的
南
鑼
鼓
巷
、
北
京

﹁798

﹂
一
樣
成
為
國
內
最
具
有
創
意
的

產
業
聚
集
地
之
一
。

田
子
坊
坐
落
在

上
海
盧
灣
區
的
泰

康
路
，
原
來
是
一

片
里
弄
。
一
九
九

八
年
以
前
這
裡
還

是
一
個
馬
路
集

市
，
後
由
陳
逸

飛
、
爾
冬
強
等
著

名
藝
術
家
在
這
裡

利
用
廢
舊
的
小
倉

庫
、
小
工
廠
、
澡

堂
等
舊
建
築
打
造

成
自
己
的
藝
術
工

作
室
，
自
此
這
片

小
巷
煥
發
出
新
的

格
調
和
藝
術
之
風
。
古
時
候
有
個
畫
家

田
子
方
，
畫
家
黃
永
玉
取
其
諧
音
，
為

這
片
弄
堂
起
名
雅
號
為
﹁
田
子
坊
﹂，

寓
意
此
地
成
為
藝
術
人
才
和
成
果
的
薈

萃
之
地
。

漫
步
田
子
坊
，
感
受
到
風
格
各
異
的

有
特
色
的
歷
史
建
築
，
這
裡
既
有
舊
式

里
弄
，
又
有
花
園
住
宅
，
原
汁
原
味
的

石
庫
門
，
不
同
的
中
外
建
築
風
格
在
這

裡
相
得
益
彰
，
讓
你
細
細
感
受
老
上
海

的
風
貌
。

最
讓
人
留
連
忘
返
的
，
是
里
弄
兩
邊

各
種
特
色
的
店
舖
。
有
繪
畫
、
攝
影
、

工
藝
品
、
咖
啡
館
，
徜
徉
其
中
，
讓
你

的
目
光
應
接
不
暇
，
你
能
找
到
最
前
衛

的
潮
流
，
古
靈
精
怪
的
創
意
。
每
一
家

店
舖
的
佈
置
，
本
身
就
是
非
常
有
格
調

的
藝
術
品
。
有
一
家
叫
﹁
泰
迪
之
家
﹂

的
店
，
一
樓
的
走
廊
上
，
整
個
一
面
牆

上
都
是
手
繪
的
泰
迪
的
故
事
，
二
樓
的

牆
壁
一
牆
面
都
是
照
片
。
漫
步
田
子

坊
，
你
既
可
以
感
受
時
尚
和
藝
術
，
也

可
讓
你
品
嚐
來
自
世
界
的
美
味
，
有
藝

術
畫
廊
的
弄
堂
酒
吧
，
很
有
情
調
的
瑞

士
火
鍋
屋
，
口
味
地
道
的
蘑
菇
培
根
意

大
利
麵
，
口
味
正
宗
的
泰
國
餐
廳
，
也

可
品
嚐
到
紐
約
客
披
薩
、
日
本
料
理⋯

⋯

在
這
裡
，
你
可
以
體
驗
上
海
人
的
生

活
，
耳
際
飄
過
的
是
吳
儂
軟
語
的
上
海

話
，
頭
頂
上
可
看
見
的
是
糾
結
纏
繞
的

電
線
，
屋
外
懸
掛

鳥
籠
，
弄
堂
裡
很

舊
的
自
行
車
，
不
遠
處
陽
台
上
飄
逸

的
床
單
，
你
能
感
受
到
這
裡
生
活
很
單

純
的
﹁
舊
﹂，
又
能
體
驗
最
時
尚
最
前

衛
的
﹁
新
﹂，
在
這
條
弄
堂
裡
，
你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和
國
內
外
大
名
鼎
鼎
的
藝

術
家
擦
肩
而
過
。

特
地
去
了
陳
逸
飛

工
作
室
，
原
先
是
上

海
食
品
工
藝
機
械
廠

木
工
間
的
舊
址
，
磚

瓦
式
結
構
，
木
頭
桌

椅
，
陳
舊
的
老
式
傢

具
，
牆
壁
上
懸
掛

陳
逸
飛
的
作
品
，
在

玻
璃
櫃
中
還
陳
列

他
的
手
稿
，
還
有
那

塊
當
年
他
使
用
過
的

調
色
板
，
還
靜
靜
地

放
在
那
裡
。
當
年
，

那
塊
調
色
板
上
是
何

等
的
色
彩
斑
斕
，
也
許
，
陳
逸
飛
用
這

調
色
板
創
作
出
︽
橋
︾，
被
選
為
當
年

聯
合
國
首
日
封
；
也
許
，
用
這
塊
調
色

板
創
作
出
︽
雙
橋
︾，
曾
被
美
國
西
方

石
油
公
司
董
事
長
哈
默
訪
華
時
作
為
送

給
鄧
小
平
的
禮
物
。
我
們
還
會
想
起
他

的
︽
四
重
奏
︾︽
潯
陽
遺
韻
︾⋯

⋯

漫
步
田
子
坊
，
定
會
讓
你
留
下
更
多

難
忘
的
記
憶
。

C3

十五世紀之初的
中國，出了一位大
航海家鄭和。他在
幾近30年的時間裡

（1405－1433），七次
率領大型船隊出訪
了當時亞非30多國
家和地區，跨洋逐
洲，足跡遍佈東南
亞、南亞、阿拉伯
和紅河沿岸，最遠
處甚至抵達非洲東
海岸。1431年，鄭
和在第七次下西洋
時，曾刻石紀碑，
述其盛況說：「自
永 樂 三 年 奉 使 西
洋，迨今七次，所
歷⋯⋯大小凡三十
餘國，涉滄溟十萬
餘里，觀夫海洋，
洪濤接天，巨浪如
山，視諸夷城，迥
隔 於 煙 霞 縹 緲 之
間，而我之雲帆高
張，晝夜星馳，涉
波犯瀾，若歷通衢
者⋯⋯」此言的確
不虛，當鄭和的龐
大船隊在南海、印
度洋上穿梭往來之
時，歐洲的航海探
險還遠未開始，鄭
和七下西洋不僅是

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洲際航行，也是
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創舉。

與明代鄭和的遠航相比，從時間上看，
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倫布的橫穿大西洋之
行，晚了87年；1519年葡萄牙人麥哲倫的第
一次環球航行，晚了一個多世紀；從航行規
模和裝備條件上看，西方人也是望塵莫及。
鄭和每次出航，官員、軍隊、隨員、水手和
雜什等各類人員，總在二萬七千人左右。作
為主力的寶船就有數十艘，每艘噸位在2000
噸—3000噸之間，再加上馬船、糧船、坐
船、戰船等，多達200艘；而且船上還配備了
當時最先進的羅盤和航海圖，完全是一支裝
備精良的大規模遠征軍，堪稱當時世界一
流。相形之下，西方航海家的境遇就顯得十
分窘迫，哥倫布只有三條不大的帆船，旗艦
才130噸，另兩艘加在一起才150噸，水手總
共90名；麥哲倫率領的也不過五條三桅快
帆，水手265人，對於鄭和的龐偉船隊而言，
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應該說，歷史老人最先給予了中國征服海
洋的有利機遇和條件，然而實際的結果卻是
歐洲獲取了征服海洋的全部成果。歐洲探險
家以少得可憐的水手和裝備簡陋的船隻，完
成了偉大的地理發現，開闢了從歐洲通往印
度和美洲的航路，從而對整個歐洲的經濟、
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影響。商業、航海業、
工業出現了空前高漲，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
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繼世界性地
理大發現之後的幾個世紀中，歐洲人向世界
各地推行 他們的文明，整個世界歷史的發
展發生了極為關鍵的轉折。當然，鄭和下西
洋突破了封閉地理環境的隔絕，開闊了中國
人的視野，加強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繫，
開創了華僑開發東南亞的新時代，促進了中
國和亞非許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
來，可說是功不可沒，光耀千秋。而且鄭和
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還
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在世界文明
史上也具有特殊意義。但是，以鄭和時代舉
世無匹的航海實力，且起步又早，卻沒能營
造出改變世界的大格局，沒有為中國社會的
前進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方法，這不能不說是
一個深深的遺憾。

同樣是面對蔚藍色大海的呼喚，為甚麼歷
史的契機最先給了中國人，卻又在鄭和的艦
隊前一閃而逝？

這不得不從鄭和航海的政治背景中去尋求
答案。原來，明成祖朱棣的帝位來得並不怎
麼光彩。他是借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兒建
文帝朱允炆（即明惠帝）手中奪得皇位的。
但據說最後朱棣攻入京都時，「宮中火起，

（惠）帝不知所終」，「或云由地道出亡」
（《明史．慕閔帝紀》）。惠帝究竟是死於兵火
還是出走，成了懸案。這使朱棣耿耿於懷，
感到難以安坐皇位。《明史．鄭和傳》第一
句話就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
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可見朱
棣派鄭和出海，一則為了
搜尋建文帝的下落，解開
心中疑團；二則又可揚威
海外，播德天涯，造成一
種「萬國來朝」、「四夷
賓服」的盛大局面，達到
穩定人心，鞏固皇位的目
的。這表明鄭和下西洋本
質上只是一種政治遠航。
在其艦隊背後，是一個有

近二千年歷史的高度穩
定而安詳的封建社會，高
度自理的封建經濟無須太
多的貿易往來和向外擴
張，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
展的巨大動力，加上長期

積澱的「天圓地方」、「重陸輕海」的思維模
式，所以人們的目光難以雄視萬里，超越千
古。而鄭和作為一個宦官，不過是為皇權所
左右的一粒宣示國威的棋子，明政府要他出
航，他就起錨，要他停航，他就落帆。既沒
有肩負擴張的使命，也沒有身受黃金的役
使，個人的天才完全被僵硬的皇權所窒息。
這當然不止是鄭和個人及其事業的不幸，也
是整個封建時代造成的悲劇。

而歐洲人後來居上，贏得了「歐洲地理大
發現」的巨大成功，是因為他們的遠航帶有
強勁的、持久的、不斷要求前進的和近乎嚴
酷的驅動力，即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
存發展而向海外擴張。在這種征服海洋的過
程中，儘管伴隨 野蠻的屠殺和無恥的掠
奪，但在客觀上，卻加快了歐洲資本主義的
發展。顯然，那種出於政治需要的遠航儘管
聲威顯赫，卻不能與西方這種強大社會經濟
槓桿作用下的遠航相比，因而，鄭和之後，
再無鄭和第二，隨 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
中病逝，中國邁向遠洋的偉大壯舉，頓成絕
響。喪失了開國初期雄武風流的明政府轉而
閉關鎖國，固守陸地，不僅給中國封建社會
官方的對外交往活動劃上了一個句號，而且
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正如黑格爾所
說：「中國人轉過身去背對 海洋」，而這種
徹底「禁海」的結果（當然還有思想禁錮），
勢必使老大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僅不能成為新
世界的發現者，而且還使自己無可奈何地淪
為被發現者。

中國人本來具有充分的優勢，惜乎錯過了
好多歷史的契機。彪炳史冊的鄭和，他的功
績值得我們驕傲，他的失落，則是時代的不
幸。人類的一切進步，都首先歸結於眼光的
超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願今天處於新
世紀的國人，能夠以嶄新的思想和精神去面
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從而使中國在世界格局
的大發展中進一步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早前在協青社蒲吧舉行的《my little airport 2012
菊花的味道音樂會》中，My little airport幾乎把最
新大碟《寂寞的星期五》的所有新歌都唱遍。

〈我們一起離開吧〉、〈牛頭角青年〉、〈廣州浴
足一夜〉、〈羅曼蒂克〉、〈憂傷的嫖客〉、〈爺
就是一名辭職撚〉分別把中港上流價值觀的差
異、生活在他方的想望和文青自我孤絕的情態共
冶一爐。林阿P的文字，一直傾向相對抽離的口
吻，與現實保持安全適當的距離，絕望地談香港
談人生，並不時從香港若干地標式情景或景點出
發，談（處身）香港的點滴。

早前林阿P曾謂，有外地歌迷按照my little
airport歌曲中的「地圖」，遊遍白田購物中心、荔
枝角公園和網球場、美孚根斯堡、九龍塘時鐘酒
店、九龍公園游泳池、金鐘地鐵等「名勝」。如
果MLA的歌迷聽了新碟《寂寞的星期五》，可能
就要多去兩處傳奇之地，牛頭角和旺角信和。上
回本欄便談過MLA的〈牛頭角青年〉，牛頭角其
實是香港獨立音樂創作人的臥虎藏龍之地，包括
被 譽 為 全 港 最 佳 獨 立 音 樂 LIVE HOUSE的
HIDDEN AGENDA，也隱身於此。而〈去信和
賣碟〉所談的中年情懷和集體回憶，則由另一個
香港音樂地標出發──旺角信和。

旺角信和中心是香港和海外唱片零售的集散
地，亦是二手古董唱片的交易場。八九十年代，
網絡尚未普及時，不少音樂愛者都愛到旺角信和
尋覓心頭好。〈去信和賣碟〉從賣碟前的「教路」
口吻說起，隱喻 一種「失落」、「下墜」的殘
酷現實──「到你再過多兩年，差不多三十歲的
某天，你會去最後一次二手唱片店，賣去過往十
數年，買落的幾百張唱片，這個時候你要賣得有
技巧一點，技巧是要知道有兩種唱片店，一種是
每張碟報不同價錢，一種是一個價錢報一堆唱片
你要以第一種店為先，它不會收下所有唱片，餘
下的就再賣去第二種店」。

〈去信和賣碟〉的主人公勸喻「你」，當逼於
無奈要出售手頭的「舊愛」時，要懂得把唱片賣
去適當的地方。如果不知道有兩種二手唱片店的
收購方式，便會很容易以一筆過的價錢賤賣唱
片，因此要先去逐張收購的店，給挑剩的才拿去
一批批收購的店。主人公的金玉良言背後，自是
經驗之談，有趣的是，林阿P在《my little airport
2012 菊花的味道音樂會》上，提及較早前他的
STUDIO收到一批由英籍鄰居捐贈的舊唱片，臨
別前鄰居謂：當你到了某一個年齡，你要作出選
擇。碰巧林阿P創作了〈去信和賣碟〉，似是冥冥

中標誌 這一段因緣。
然而，〈去信和賣碟〉其實微妙地盛載了一種

「失落」和「下墜」的情懷。在某個意義上，過
去旺角信和代表 潮流和青春，曾幾何時樂迷所
消費 的是遠離瘋狂的人群的品味興趣，還有天
真未染的夢想。因此，不管 甚麼原因「去信和
賣碟」，都是一種對現實妥協。於是〈去信和賣
碟〉轉而將焦點放在賣碟價錢的高低，來消解心
靈的挫敗感──「這次序當中的重點，不只可整
體賣高一倍價錢，還可讓你盡量忘掉眼前 事關一
下子失去所有唱片，會有把夢燒光的感覺出現，
忙 分析價錢有助讓這感覺不見⋯」

2004年，Boy'z城市概念大《Boy'zone男生圍》
碟中藉〈去邊度〉、〈我愛香港仔〉、〈迪士尼
見〉、〈你是我的潮流特區〉、〈皇室堡主〉、

〈情陷百老匯〉和〈眼紅館〉，點出了公共空間、
情感、身份、集體回憶的關係。其中〈信和忠心〉
雖然是以「食」字的手法，藉「信和中心」的諧
音來談信任和忠誠，也足見旺角信和，明顯是談
香港城市空間的一處繞不過去的「過氣地標」。
縱然，旺角信和至今已不免有點「out out 」，可
是，這恰恰進一步烘托出「去信和賣碟」的雙重
失落──時日如飛，主人公已不再青春熱血，另
一方面，也是為了向現實低頭（欠缺收藏空間或
缺錢）出賣夢想。結果，主人公只好把心思轉到
怎能把唱片賣得好價錢這一點上。只有這樣，才
能轉移視線，讓心思不停留在悔恨和自責之中。

話得說回來，這種「割愛」的痛苦，可能只存
於若干「文藝毒撚」之心，大部分的我們都彷彿
習慣妥協和「成長」，就是要告別「舊我」也彷
彿是應然。畢竟香港一處理想貧乏之地，〈去信
和賣碟〉又一次揭露國王的新衣，講出社會最殘
酷的真相。

〈去信和賣碟〉
曲：林阿p 詞：林阿p 唱：nicole

到你再過多兩年 差不多三十歲的某天 你會去

最後一次二手唱片店 賣去過往十數年 買落的幾

百張唱片這個時候你要賣得有技巧一點

技巧是要知道有兩種唱片店 一種是每張碟報不同

價錢 一種是一個價錢報一堆唱片 你要以第一種

店為先 它不會收下所有唱片 餘下的就再賣去第

二種店 這次序當中的重點 不只可整體賣高一倍

價錢 還可讓你盡量忘掉眼前 事關一下子失去所

有唱片 會有把夢燒光的感覺出現 忙 分析價錢

有助讓這感覺不見

天濛濛亮，公園。
風起得比我早，在胳膊脖頸處滑過，

颼颼的涼。
四周朦朧，安靜，溫和。石頭、樹

木、花草、湖水，所有的露天居民正貼
大地安睡，把腳步放輕再放輕，生怕

擾了它們的清夢。
湖邊，水杉棵棵筆直，結了圓圓的籽

實，小燈籠一樣；那垂柳，剛來時還很
青澀，這兩年長得好了，枝葉垂垂欲
下，風姿綽約。 杜鵑長條伸展，紅，
紫，淺紫，白，綴了一枝子的花，俯向
湖水，呈一彎優美的弧度，但離水尚有
一段空間，彷彿含了無限期待，世間最
美麗的距離也許就是這樣的吧：近在咫
尺，遠如天涯。黃槐開了黃色的花兒，
小小的葉子半張 ，是剛睡醒嗎？這植
物特別可人，互生的葉像小手掌，白天
張開，晚上合攏，緊緊貼在一起，進入
睡眠，有次試 將葉子撐開，一鬆手馬
上又關上了。小小的葉子，竟有那麼大
的力量。世界真奇妙，植物真美妙。

湖水轉彎處，有一片睡蓮，中間豎一
木牌，刻有「水深危險，兒童需家長陪
同」字樣。不知哪天有隻藍色長嘴小鳥
立在上面，一動不動。我樂了，哪家的
孩子，不知道水深危險嗎？第二天同樣
時間，牠在同樣的位置，分毫不差，逗
牠也不理；但後來幾天，木牌上空空
的，我突生惆悵，牠去哪了，病了嗎？
還是偶爾經過這片湖水的過客？第六
天，六點半左右，遠遠地，一點醒目的
藍，我驚喜得差點叫出聲來，走到護欄
邊站了好一會，牠背對 我，保持前兩
天的位置與姿勢，似乎在沉思，又像在
享受這安靜的清晨，猶豫之後，我決定
不告訴牠這幾天我的牽掛。此後，去公
園第一時間便是去看牠，牠也準時出
現，雖然總是背對 我。

睡蓮未醒，小小的花苞中隱約透出紅
色，一片片圓圓的荷葉是她美麗的裙
裾，平鋪在水上，倏乎有魚兒游過，裙
邊微微掀起。小烏龜趴在石邊一動不
動，一群蜻蜓飛來，有一隻歇在石頭
上，黑腦袋，透明的灰翅，玫紅色的尾
巴，我趴在石上看牠，小腦袋轉動幾
下，嗖一下找同伴去了。風吹水面，眼
前頓起古人「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

的句子，鱗鱗波紋像極了細細的皺紋，
但很快就平復。萬物都是順應自然的，
因此，這世界才會千姿百態，才有變化
無窮。

前面的緩坡植滿了草，隨勢起伏，都
秋天了，南方似乎阻止了秋的腳步，這
草，綠得太鋪張浪費，翹尾巴的鳥顛顛
地跳來跳去，有隻小點的，啄 一顆果
子，啄幾下抬頭望望，又低頭去啄，可
愛之極。草葉間有蜷曲的泥土，那是蚯
蚓行過的痕跡。蹲下，手指輕觸潮濕的
草葉，問聲早上好。草柔弱也堅強，那
麼細的一莖，有人在上面走過，躺過，
壓過，草暫時伏倒，過後依舊慢慢起
來，依舊吐綠。

草地上散落 香樟，芒果樹，劍麻，
棕櫚。仰首，鳳凰木真的漂亮啊，高高
的枝頭，細碎的葉子勻稱細密，如同一
把把梳篦，掛在青天之上。石榴枝上殘
留 一兩朵火紅的花，湖對面一樹樹鮮
亮的粉紅映入眼簾——美麗的紫荊啊！

對於樹，總是看不夠。好多樹身都有
疤，那是被砍去多餘樹枝留下的傷疤，
天長日久，傷痕漸淡，但總與樹身不協
調；樹皮呈塊狀條狀或絲狀裂開，一縷
一縷，不知道樹們如何忍受斷枝的傷
痛，但它們的枝頭總是翠生生地綠 ，
生命的力量無窮無盡。樹任蝸牛螞蟻爬
上爬下，小鳥牽枝拉葉，樹不隨意低
頭，它只和風雨雷電對抗，此外就是向
泥土裡扎根，讓生命昂揚向上。樹有樹
的品格與特性，並且終生秉持。特別是
榕樹的根，錯綜纏繞，伸展開去，半空
中垂下的氣根，有的粗壯如臂，垂直向
下，直入泥土，面對如一片森林般的老榕
樹，那種感覺已不是震撼二字可形容。

走在這些可愛的精靈之中，隨時覺得
自己的渺小，微弱，不值一提，同時又
似有甚麼在心頭溫柔地敲擊，水的輕
流，鳥的歡唱，都隱在一團一團的奼紫
嫣紅、粉白翠綠中，即便一朵不知名的
小花，一棵石縫間的幼芽，也生長得認
真細緻，讓腳步停留，眼睛發亮，驚喜
驚歎中，又張口結舌，縱有漫天詞藻亦
難描繪其萬一。這些堅強美麗的生命，
讓這世界有聲有色，步步成景，於賞心
悅目之外，又給人蓬勃向上的希望與源
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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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這些美麗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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