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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的遺漏，還是無意
的疏忽，文學大師老舍在寫了
《濟南的秋天》和《濟南的冬天》
後，沒有再專寫濟南的春天和夏
天，這給我們留下了不小的遺
憾。其實，濟南的春夏同樣美麗
可愛，單就夏天來說，風景也不
輸秋冬。它的點點滴滴，都可入
詩入畫。
就說濟南的泉吧。因為夏天雨

水充足，泉水也特別旺，特別
美，特別有生氣。每到此時，大
泉噴得更猛，小泉跳得更歡，會
彈唱的奏出妙音佳曲，能吐珠的
吐出珍珠萬千⋯⋯真是「八仙過
海，各顯神通」，到處泉水充
盈，滿城泉光喜人。尤其那被稱
作「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三
個泉眼噴出的水柱高達數尺，勢
如奔馬，聲如雷鳴，日夜噴湧，
無休無止。古人所謂「雲霧潤蒸
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時常吼半
天雷」，主要就是指趵突泉夏日
的景象。還有一些有名或無名的
小泉，此時也特別活躍。它們吸
足大地的精氣，卯足周身的勁
兒，擠出石隙，冒出地面，汩汩
地湧㠥，潺潺地流㠥，漫過平坦
的青石板路，穿行在曲折的小街

巷中，與人相依相親，同喜同樂。它們雖清清淺淺，卻
也源源不斷，用自己鮮活的生命，清純的氣質，營造出
「清泉石上流」美好詩境。

再看那湖。夏日的大明湖，真是氣象萬千，風光無
限。此時，湖水更藍了，岸柳更綠了，荷花更艷了。紅
荷綠柳交相輝映，構成了湖上的主要風景線。難怪老舍
先生說：「大明湖夏日的蓮花，城河的綠柳，自然是美
好的了。」
大明湖岸邊的垂柳，向以多而美著稱。當夏天來臨

時，它們吸足了陽光，儲足了能量，濃密的柳葉泛㠥油
綠，蒼翠欲滴；長長的柳絲迎風招展，更加堅韌茁壯。
翠枝綠葉交織纏綿，層層疊疊，形成一道綠色長廊，緊
緊簇擁㠥一湖碧水。而湖中的蓮荷也不甘寂寞，爭相在
碧波上鋪錦疊翠，爭奇鬥艷。那田田的荷葉撐起綠傘，
「接天蓮葉無窮碧」；朵朵荷花含笑怒放，「映日荷花
別樣紅」⋯⋯這時，來湖邊賞荷者絡繹不絕，而湖上採
蓮猶引人矚目。只見那些穿紅㠥綠的採蓮女郎，駕㠥扁
舟，唱㠥歌兒，穿行在碧波上，出沒於荷叢中，採下嬌
艷的荷花，運到湖邊叫賣。清代詩人任宏遠曾形象地寫
道：「六月乘涼爭採蓮，湖中來往女郎船。臨行笑折新
荷葉，障卻斜陽細雨天。」詩中的採蓮女是那樣活潑可
愛。她們興高采烈地採摘蓮花，又機智頑皮地收穫歡
樂，其採蓮情景如詩如畫。而古時文人雅士的「採
蓮」，更是別出心裁。他們常於荷花盛開時節，三五成
群地來到湖邊，採下碧鮮的荷葉，盛上美酒，刺開蓮

心，再從空心蓮莖的末端輪流啜吸，美其名曰「碧筒
飲」。這滋味，清香可口，妙不可言，「酒味雜蓮香，
香冷勝於水」，味道好極了！於是傚法者接踵而來，連
大詩人蘇東坡也對它情有獨鍾，到處推廣，並在詩寫
道：「碧碗既作象鼻彎，白酒猶帶荷心苦」，對其大加
讚美⋯⋯如今，雖然採蓮的情景已難見到，但是觀蓮賞
荷，卻越來越成為人們遊湖的「最愛」。
夏天的明湖，充滿美感，也飽含詩意，令文人墨客文

思遄飛，寫出許多詠湖的佳作。「問吾何處避炎蒸，十
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虹
腰隱隱松橋出，鷁首峨峨畫舫行。最喜晚涼風月好，紫
荷香裡聽泉聲。」（宋．曾鞏：《西湖納涼》）這是曾鞏
筆下的明湖，多美的避暑勝地！看吧：寬闊的湖面上游
魚嬉戲，濃密的柳蔭中鳥啼聲聲。遠處岸邊虹橋臥波，
近處湖裡畫舫穿行。涼風陣陣，荷香撲鼻，泉聲悅耳⋯⋯
在這樣的地方納涼，是多麼愜意的享受！再看湖上泛
舟：「千條楊柳數聲鷗，一片玻璃一葉舟。閒看魚兒游
鏡裡，不知人在鏡中游。」（清．王允榛：《北湖泛舟》）
短短四行佳句，便概括了滿湖精華：湖邊楊柳如煙，湖
上鷗鷺翔集，湖面平明如鏡，湖水清澈見底⋯⋯來此泛
舟暢遊，恰如銷魂仙境，
怎能不飄飄欲仙？至於雨中、月下的明湖，更是美得

令人心醉：「或黑雲堆墨，驟雨翻盆，萬荷競響，跳珠
濺玉。霅然而霽，殘霞雌霓起於幾席。斜日向晚，湖風
生涼，皓月轉空，疏星落水，鴛鴦鸂鶒拍拍然不避人
也。」（清．阮元《小滄浪》）在不同的天氣條件下，大
明湖的景色也瞬息萬變：忽而「萬荷競響，跳珠濺
玉」；忽而雲興霞蔚，長虹貫天；忽而皓月當空，銀輝
瀉地⋯⋯大自然的奇妙神功，大明湖的綺麗風采，在作
者筆下都得以真實生動地再現。
夏天扮靚了濟南的泉湖，也同樣恩顧㠥「一城山

色」。此時的千佛山，萬木競秀，一派生機勃發景象：
那沉穩的松柏在暗暗地生長㠥新枝嫩葉，更加鬱鬱㡡
㡡；桃杏脫下艷麗的花衣，披上了嶄新的綠袍，用纍纍
果實的紅黃，點染㠥山的風采；那些不喜爭春的洋槐雖
然花期較晚，卻開得恰到好處。當滿山綠肥紅瘦時，它
們卻開出滿樹銀花，攏起座座雪塔，用飄香的清純潔
白，粉飾㠥山的壯美。還有裊娜的垂柳，也隨風吐㠥飛
絮，為亮麗的「十里錦屏」，披上淡淡的輕紗⋯⋯老舍
當年曾這樣寫千佛山：「只有夏天，一切顏色消沉在綠
的中間，由地上一直綠到樹上浮㠥的綠山峰，成為以綠
為主色的一景。」（老舍：《非正式公園》）大師筆下的

山景，美則美矣，但總覺有點兒單調。他若能活到今
天，一定會重新揮起如椽的大筆，在濃綠的底色上再添
幾筆重彩，沉鬱的山勢上再增加一些靈動，畫出一幅更
加多彩的千佛山夏日景象。
當然，濟南的夏天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它把大美賜

予山泉湖泊，也把高溫留給大街小巷。於是，有人常埋
怨濟南的夏天太熱。其實，熱也並非全是壞事，熱中自
有獨特的生活樂趣。當悶熱難耐時，冬暖夏涼的泉邊湖
畔便是理想的乘涼之地。這時，男人來這裡圍桌喝茶、
聊天；女人來這裡做針線、話家常；頑皮的孩子們則無
拘無束地跳進泉湖中，打鬧嬉戲⋯⋯而人們的餐桌上，
夏天的美食也更加豐富。用鮮荷葉做成的荷葉粥、荷葉
魚、荷葉肉等餚饌，風味獨特，人見人愛。尤其那別出
心裁的「炸荷花瓣」，其色艷麗，其味清香，吃到嘴
裡，回味無窮，是濟南特有的名菜，被老舍稱做「濟南
的典故」⋯⋯如此多的「濟南典故」，如此豐富的夏天
恩賜，讓外地人艷羨，「羨煞濟南山水好」；使當地人
自豪，「濟南人說勝江南」。這，又何嘗不是濟南人的
福氣？

十天前，坐落於中環歌賦街的62年老
店牛記茶室光榮結業。無數粉絲捧場客
聞風而至，精神荷包同時支持有情老
店。最後經營的幾個晚上，連黃耀明也
率領人山人海仝人撐場，招牌牛腩、玫
瑰花皇太后雞吃個不亦樂乎。牛記為答
謝市民支持，最後一夜提早收爐大開告
別派對，紅酒、佳餚招待街坊友好，任
飲任食。人間有情背後，牛記的遭遇又
是近年香港老店被加租、被拒續租的故
事翻版。正如較早前位於銅鑼灣的某家
老牌麵店，也逃不掉社區光明化、規範
化、連鎖店化的厄運，成為犧牲品。
有趣的是，「懷舊趁早」的人們，究

竟是抱㠥怎樣的心情去光顧行將消逝的
老店呢？上回，當大家都蜂擁而至那家
銅鑼灣麵店，不少食客網友卻坦言，那
一家「其實唔多好食」，只是在急促變
化的城市生活中，「懷舊趁早」竟成了
一種投射㠥小市民無力感的「都市告別
式」。踏入2013，敝欄已第四次談及「都
市懷舊化」的歌詞書寫。繼〈快樂鐳射
舖〉〈音樂殖民地〉〈msn大爆炸〉之
後，今回有黃偉文為王菀之所寫的〈皇
后餐廳〉。去年年底，已風聞黃偉文寫
就一首2013年版的〈囍帖街〉，同樣以
「社區－感情」互為主體，那就是〈皇
后餐廳〉──

「沿途繁華漸變靜 心更清 張開眼睛

一街泡影 蒙塵門牌逐個認 吹開了沙 拭

乾了冰 另覓小徑 若再度發現我 這小店

還望進來 繼續桌上那 沒約誓的愛情 已

到此 不必辯證 漫天隕石 一推開了門便

停」

〈皇后餐廳〉從一開始追認塵封小
店，與〈囍帖街〉同樣從「物是人非」
的起首落墨。當中的「物」和社區，也
慢慢地變得陌生。〈皇后餐廳〉坦言一
切都是如夢如幻、變化莫測，所有繁華
景像，背後有㠥一大堆蒙塵門牌。詞中
女主人公重臨昔日舊地──皇后餐廳
─勾起種種回憶，沒約誓的愛情已遠
去。現實生活中，同樣被命名為皇后餐
廳的港島店尚在經營，另有一家皇后飯
店則大賣懷舊風情，落戶九龍塘。城市
中的皇后餐廳尚且興衰多變，何況感情
關係？於是，〈皇后餐廳〉第二部分直

截了當，進入與家常小菜和歸家有關的
回憶──

「門外宇宙太虛幻 誰為你 做過晚餐

和早飯 廝守太簡單 可惜你歸家 步伐仍

蹣跚 猶豫 讓軟心 都變硬 一起 不是菜單

濃和淡 隨便揀~ 這餐桌 快要為誰 冰冷

問世上有沒有 一種愛 隨便進來 你亦會

讓我 坐慣坐的那㟜在各種摩登關係裡

或者我舊 只想把你留下來」

〈皇后餐廳〉把餐廳內外設置為兩個
世界，門外瞬息萬變，門內則為愛人做
飯、守候歸來，可是郎心如鐵，對回來
充滿了蹣跚和猶豫不決。這裡，甚至把
西餐廳愛做的甜品「心太軟」入詞，寫
出等待「讓軟心都變硬」的絕望感。
「一起，不是菜單」更坦言沒約誓的愛
情不是選擇。〈皇后餐廳〉將「新」、
「舊」對舉，「新」也就是一種沒承
諾、隨時可以來去自如的流動關係；
「舊」則是固定、穩定的感情。詞中聰
明地擷取餐廳人來人往的特質，點出摩
登時代的特點便是強烈的流動性。不禁
令人想起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
人》，充滿誘惑的女主角便被人取了個
「美國飯店」的外號，來折射人與人之
間的不穩定關係。本體喻體的牽繫，同
出一轍。〈皇后餐廳〉最後表明心跡，
「或者我舊 只想把你留下來」。文風之委
婉、曲風之淡然、唱腔之幽幽，與王菀
之〈月亮說〉「凝望你背影 傷感沾濕眼
睛 明月夜再清 可惜心水更清」彼此微
妙呼應。
想當然的是，〈皇后餐廳〉還令人

想起《花樣年華》中的金雀餐廳。如
果〈皇后餐廳〉還有一種解讀的可能
性，「沒約誓的愛情」還可以是梁朝
偉和張曼玉的幽會、「歸家 步伐仍蹣
跚」甚至是周慕雲的感情抉擇。〈皇
后餐廳〉縱是被認為是2013年版的
〈囍帖街〉，然而，〈皇后餐廳〉精簡
的字詞中，包含更豐富的故事性。它
可能不如〈囍帖街〉那麼K，卻有㠥更
文藝電影、文藝腔的特質和氣息，令
人浮想聯翩。王菀之的唱法，總令我
懷念她的國語舊作〈她扔了根火柴〉，
一點點上海，一點點花樣年華──是
的，我想，我是在懷舊了。

每一個成長中的孩子，都有一個無時不在與自己
相對抗的敵人，名字叫做「別人家的孩子」。每一個
已婚的女人，也有一個同樣的夙敵，名字叫做「別
人家的老婆」。雖然都是隔空對戰，兩者卻足以令當
事人直面慘淡的人生。區別則在於，「別人家的孩
子」可以當㠥自家孩子的面表彰，「別人家的老婆」
再好，也只能是在自己老婆背後念叨。
民間有句流行俚語：「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

別人的好。」是一種純以男權視角進行的人生解
讀：繼承自己血脈的孩子是最好的，別人家的老
婆，則永遠要比自己老婆賢惠開通、大方得體——她
美麗，她風騷，上得廳堂，入得廚房，能做一手好
菜；她勤勞，她勇敢，所有家務都一人包，男人通
宵打遊戲她也不鬧；她從來不亂花錢，不喜歡奢侈
品，穿20塊錢的地攤貨，身段也無比妖嬈⋯⋯有人
把這種現象釋為是吃㠥碗裡的、瞧㠥鍋裡的，是男
人的心性浮移，內心不安分的體現。
實際上，這種「這山看㠥那山高」的思維，是有

其歷史傳承的，豁達如陶淵明，也有過類似的慨
歎。《南史．陶潛傳》：「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
婦，抱茲苦心，良獨惘惘。」陶淵明曾抱怨，只恨
沒有羊仲、求仲這樣的廉潔逃名之士做鄰居，家裡
也沒有像老萊子婦那樣的賢良妻子，心裡感到很慚
愧。老萊子婦見載於漢代劉向的《列女傳》。春秋
末，老萊子隱遁躬耕於蒙山之陽，楚王慕其名，派
人向他詢問治國方略。妻子勸他說：食人酒肉，受
人官祿，就要受制於人，當今亂世如果為人所制，
就難免於禍患。老萊子聽了覺得有道理，遂與妻子
潛居到楚王再也找不到的江南去了。
陶淵明自認為妻子翟氏不如老萊子婦賢良，也是

他以男性視角，以不對稱的比較方式得出的結論。
他在彭澤縣令任上時，曾下令把全部官田用來種
秫，以供他釀酒之用。妻子翟氏不同意，一再堅持
要用一部分田種稻米，陶淵明最後妥協，把其中五
十畝地種秫，另五十畝種稻米。從這一件事，也可
見翟氏是個很有頭腦和主見的人，擅長操持家政，
並不因為丈夫「得醉於酒足矣」的浪漫主義，就忽
略了現實中的衣食需求。所以，陶淵明覺得老婆沒
有別人家的好，更多的是他寬以待己、嚴於律人的
大男子主義思維在作祟。
作為一種離奇的社會文化，「老婆是別人的好」

的論調能夠因循至今，說明了很多人在家庭生活
中，是缺乏平等意識，是不會與分歧相處，與差異
和解的。有句話說得好：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和對方
的優點談戀愛，卻要跟對方的缺點生活一輩子。畢
竟結婚組成家庭，本來就是對接納對方缺點的容受
力，接納不完美生活的一種體驗。所以，在抱怨對
方不如別人好的時候，也不妨做一下自我反省，想
一想是不是自己欠缺了點什麼。

別人家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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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

童真的小孩真大膽

跑到採訪的攝像機前

搶鏡 為了

向遙遠的外婆報平安

唱一首「中國的歌」

讓外婆看到自己的堅強勇敢

給我們的創傷一絲撫慰

給我們的胸懷注入溫暖

中國的孩子

知道了感恩 知道了掛牽

我多難的中國

擁有㠥希望、自信和力量

能夠排除萬險、攻堅克難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童聲悠揚 童心激盪

孩子，我們在一起

坦然面對這天降的大難

共同經受人生考驗磨煉

中國的孩子 唱起中國的歌

唱得豪邁 唱得美滿

唱出一個小小的男子漢

唱出了我們共有的祝願：

不倒的雅安，平安

可愛的中國，向前

詩 情 畫 意

中國的孩子 中國的歌
皇后餐廳

生 活 點 滴 ■梁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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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中 有 話

■圖／文： 張小板
祈福雅安

■卞允斗

土圍子

■大明湖的荷花。 網上圖片

豆 棚 閒 話

註解：
雅安地震災害牽動㠥億萬炎黃子孫的

心。中國人民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援。
祈福雅安，雅安堅強，雅安加油！願生

者堅強，死者安息。

詞 話 詩 說

——寫給「搶鏡」報平安的孩子鄭振濤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們村曾被土圍子包圍㠥，雖然大部分已倒塌，但它的痕跡
依舊存在。比較完整的地段有三米多高，頂部的寬度近兩米，三合土夯實而成。圍
子牆外底部有八九米寬的壕溝，深度三米多，清澈的水繞村環流。
南北對稱兩個正門，高高的門樓，厚厚的松木對開大門。門栓有碗口那樣粗，其

實就是一根榆木檁條，可見人們對家園的保護意識是多麼強烈。
在解放前兵荒馬亂的時代，村民為了防禦土匪強盜的騷擾，大都以修建土圍子做

保護。村子裡有大財主的土圍子就高檔一點，有小財主的就中檔一點，沒有財主的
就簡易一點。
據老人們講，解放前，濟南黃河北岸的鵲山是土匪窩點。土匪經常到各地搶奪老

百姓的家財，掠奪青年婦女，土匪的說法叫「綁肉票」，就相當於現在的綁架，尤
其是有錢人家，更是他們襲擊的重點。
我們村也和周圍其它村一樣，為了阻擋土匪襲擊，村民紛紛出資修建了土圍子，

並成立了護村隊。夜間，土圍子大門緊閉，青壯年佩戴火槍、大刀、木棍等武器，
輪流值班站崗包圍㠥村莊。
我們村地處黃河北，距濟南二十多公里，小時候坐在房頂子上，能隱隱約約看見

鵲山山頂。過去這裡是三縣交界邊沿地帶，南面歷城縣，西面齊河縣，俺村歸濟陽
縣，隸屬於八路軍的渤海軍區管轄。
八路軍已鎮壓住了轄區內的地方民團武裝，南面的鵲山還鄉團和日寇相勾結，西

邊的聶團勢力較強，也和日偽搭上了伙。三股勢力經常在此地相遇，偶爾發生點摩
擦，土圍子就成了天然阻擊掩體了。
駐紮在據點裡的日偽軍經常來搜查，追問八路軍將槍炮藏在哪裡了。有一次，日

偽軍根據情報來搜查八路軍藏匿的武器無果，他們就放火燒了農會會長家的房子。
八路軍縣大隊趕到時，日偽軍已帶㠥搶到的物品回營地了。
縣大隊長差人叫來了偽保長，詢問是誰告的密，偽保長支支吾吾說不出來。在一

旁的一位村民證實偽保長曾偷偷去過據點，區小隊長火冒三丈，抽下土城門的門
栓，一下子就把偽保長打倒在地。兩個戰士抻手把他架起來，拉到圍子壕外面，一
槍結束了漢奸的性命。
解放前的土圍子，村民用防禦匪盜保衛家園，但是效果難隨心願，照常有土匪和

強盜來騷擾掠奪。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圍子的使命也隨之結束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小孩子們用於當掩體玩遊戲，有時比賽「爭奪山頭」。最有

意思的是對壘打仗，圍子牆的兩邊各有一組人，用土塊當武器扔向對面，看誰打敗
誰，我就參加過這種對陣格鬥遊戲。
後來，土圍子都已經平掉了，大部分地段平掉後蓋了房子，有的種了樹木和蔬

菜。土圍子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和象徵，它雖然已壽終正寢，但是它的歷史作用還是
需要肯定的。以村為單位的土圍子不會再出現了，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已經展現在世
人的面前。這正是：

舊時土圍繞村莊，牆下深壕水蕩漾，

家徒四壁防賊寇，社會黑暗難保障。

現代馬路環家鄉，路旁綠蔭樹成行，

宜居舒適新農村，人民和諧享安康。

■土圍子是為了防禦土匪強盜的騷擾。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