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機遲飛，到達廈門，接機的朋友已經沒了神色。幾次到
廈門總是遲到，已經習慣了，只有呵呵一笑，代替無言的歉
意。大佬啊！我也不想啊！我突然想起報紙上的新聞，幾個
空姐在燒香祈求準點，可見那已經是常態了！
但我們並未停留，午飯後便立即開車，三小時的車程，前

往龍岩轄下的永定縣。龍岩幾年前去過，記憶復活，那時有
組織去土樓，但我沒去；這次回程時經過，但要趕路，中午
只是午宴，主人盡興，臨別還大聲背誦他年少時寫的情詩，
果然意興遄飛，在座諸位相顧失色，唯有猛喝紅酒解窘。喝
得多了，不免開始有點醉話橫飛，不知人在旅途中。H還頻說
不能喝酒！不能喝酒！要出來之前答應過太太滴酒不沾呀！
大家起哄，又答應絕對保密，才迫得他勉強舉杯。咦，看上
去，果然能喝呀！
車子經過南靖，我又看到那入口處「福建土樓」的大字。

去年深秋，Y曾陪我們到南靖土樓，我們就投宿在拍過電影
《雲水謠》外景的農家，住過了難忘的鄉村之夜，但見一輪月
亮在山間冉冉升起，山村清涼冷洌，竟像冬天。但此刻南靖
可望而不可即，車子並未停留片刻，就那麼風馳電掣地掠
過，一直奔向永定了！
永定並不陌生，那年暑假首次從北京南下，同行好幾個人

中，有一個的目的地便是永定。後來多年後，她也去永定上
山下鄉，投奔親戚。但永定在我心中只是一個謎，虛幻而朦
朧，並不真切。
參觀客家土樓，是永定的指定動作，也正是我們的目標。

永定話屬於客家話的一個次方言，我「識聽唔係幾識講」，但
親切感油然而生。雖然不是身在蕉嶺，但到底是家鄉話呀！
永定客家土樓是福建省「八大旅遊品牌」之一，主要土樓

群有洪坑土
樓群、南溪
土樓群、高
北土樓群、
初溪土樓群
等。它是世
界上獨一無
二的神奇山
區 民 居 建
築，是中國

古建築的一朵奇葩，歷史悠久、結構精
巧；2008年7月6日，「福建土樓」被列入
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土樓又分方形和
圓形兩種，永定全縣有圓樓360座，方樓
4000多座。圓形土樓是客家民居的典範，
從上空俯瞰，它像從地下冒出來的「蘑

菇」，又好像是從天外飛降的「飛碟」，非常神奇。
我們進入洪坑鄉洪坑村的土樓之前，就有以攝影為業的女

村民圍過來，照相啦！照相啦！可見「振成樓」成了這一帶
的地標。它是最為富麗堂皇的客家土樓，屬於精品，被稱為
「土樓王子」，建於1912年，按八卦圖結構建造。我們登上樓
去，樓上團團掛㠥紅燈籠，頗有「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意
味，偶然有人出入，有的人坐在家門口的矮凳上聊天歇息，
看上去十分寫意。

仔細一看，土樓卦與卦之間設有防火牆，並設拱門，門一

閉，自成院落。院落之間，通常用屏風相隔，門一開，院落

相通。內樓內有二層環形樓台，還有引人的石雕木刻，琉璃

瓦和鐵質花格欄杆。內環當中為中心大廳，廳前設廊，以4根

近7米長的大石柱支撐。整棟土樓內環2層，以磚木仿西方式

裝修，形成「外土內洋，中西合璧」的獨特風格。而樓內眾

多名家名流的楹聯，展示了土樓的文化內涵。
在左右兩側分別建有學堂及其他附屬建築物，整體造型就

像一頂「烏紗帽」。是不是歷代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追求高
中，進而加官晉爵，那就便由得人們去展開想像空間了！
有趣的是，當日落黃昏，斜陽映照，大堂紛紛點亮燈火，

廂房餐廳透出人影，是晚飯時間了！在院子裡，有一堆西方
遊客正在就㠥木桌，用筷子夾菜吃飯。他們頭頂夜空，好一
派農村生活的景象，如果不是他們的膚色有別，我簡直就以
為是農家樂了。
而我們也在飯館享用一餐客家農家菜，客家釀酒必不可

少，甜甜的，據說後勁大，我淺嘗即止。但土雞很好吃，具
鄉村美味。走鄉間小路時途經一家店子，裡面只有兩三個女
店員，其中一個少女靜靜坐在那裡，用手搖機織圍巾，不苟
言笑。那織出的圍巾五顏六色，非常奪目。可惜再漂亮也對
我沒有用，誰叫我不是女性呀！其實很便宜，才不到一百元
一條，須知，那不是機器成批製造，而是一件一件用手工織
出來的呀！山路不平坦，我伺機撥了電話，遙遠的聲音傳來
耳畔，在那鄉村的黃昏漸漸暗淡下去的天色中。
最記得的是，那路旁的細葉榕，它靜靜佇立那裡，用巨傘

似的濃蔭遮蓋中午烈陽，在它旁邊泊㠥一輛汽車，還有幾輛
自行車，車主不知浪蕩到哪裡去了。這細葉榕的模樣，一看
就知道年頭不少，我一步一回望，一個當地老鄉笑㠥說，已
經有600多個年頭，見過不少風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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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淇
縣
某
公
園
有
一
座
石
碑
，
碑
文
的
正
中

心
，
題
為
﹁
泰
極
仙
翁
脫
骨
﹂。
上
方
有
一
趟
文

字
，
大
書
﹁
再
不
來
了
﹂。
至
於
碑
正
面
的
兩
側
，

則
刻
了
兩
個
讓
人
目
瞪
口
呆
的
字
：
﹁
扯
淡
﹂。
如

此
一
座
內
涵
豐
富
的
碑
刻
，
卻
被
證
明
為
真
古

董
。
有
人
考
證
說
，
這
是
明
代
沐
氏
的
墓
碑
。
也

有
人
說
，
碑
主
人
是
明
朝
末
代
皇
帝
崇
禎
。

﹁
泰
極
仙
翁
﹂
究
竟
何
方
神
聖
？
我
想
，
應
該

是
個
類
似
弘
一
大
師
的
超
脫
人
物
吧
？
當
年
弘
一

大
師
彌
留
之
際
，
曾
留
下
﹁
悲
欣
交
集
﹂
的
隻
言

片
語
，
讓
膜
拜
的
文
化
信
徒
們
感
慨
萬
端
。
至
於

朱
由
檢
，
乃
亡
國
之
君
，
但
他
死
後
並
沒
有
像
普

通
草
民
一
樣
用
蓆
子
捲
了
埋
骨
。
清
軍
入
關
以

後
，
崇
禎
帝
被
正
大
光
明
地
安
葬
在
十
三
陵
。
他

的
陵
墓
，
稱
為
﹁
思
陵
﹂。—

—

當
初
，
李
自
成
的

大
軍
圍
攻
北
京
，
城
破
之
際
，
崇
禎
皇
帝
親
手
砍

傷
了
自
己
的
女
兒
。
不
久
，
就
跑
到
煤
山
上
自
殺

去
了
。
整
個
過
程
，
悲
慘
之
極
。
怎
麼
會
有
﹁
扯

淡
﹂、
或
者
﹁
再
不
來
了
﹂
的
瀟
灑
？

這
猜
測
，
端
地
是
非
常
﹁
扯
淡
﹂。

人
生
太
過
短
暫
。
同
時
，
又
太
過
嚴
肅
。
生
老

病
死
，
這
四
件
大
事
的
哪
一
種
表
情
都
有
板
有

眼
，
刻
板
得
嚇
人
。
所
以
，
偶
爾
有
人
自
嘲
一

把
，
或
者
扯
淡
一
把
，
算
是
幽
默
的
成
分
吧
。

︽
水
滸
傳
︾
裡
有
個
黑
旋
風
李
逵
，
動
不
動
就
嚷

嚷
：
﹁
這
些
日
子
沒
沾
一
點
葷
腥
，
嘴
裡
淡
出
個

鳥
來
了
！
﹂—

—

梁
山
上
的
日
子
，
比
起
各
位
大

佬
在
民
間
做
模
範
公
民
的
日
子
要
瀟
灑
多
了
。
大

碗
喝
酒
、
大
塊
吃
肉
不
說
，
更
不
缺
乏
忤
逆
了
皇

權
的
快
意
。
過
㠥
如
此
愜
意
的
日
子
，
李
逵
尚
且

高
呼
﹁
嘴
裡
淡
出
個
鳥
來
了
﹂，
普
通
順
民
低
眉
順

眼
的
小
日
子
有
多
難
過
，
就
可
想
而
知
了
。

理
解
了
這
一
層
，
就
能
理
解
嵇
康
、
阮
籍
、
劉

伶
這
些
姨
姨
不
疼
、
舅
舅
不
愛
的
傢
伙
們
的
放
誕

與
曠
達
了
。
阮
籍
出
門
，
總
是
坐
㠥
鹿
車
。
現
在

看
來
，
比
電
動
車
電
驢
子
要
老
土
一
些
，
但
看
起

風
景
來
確
乎
是
非
常
合
適
的
。
阮
籍
外
出
，
如
果

是
走
錯
了
路
，
並
不
慌
亂
。
他
老
人
家
一
般
是
下

得
車
來
，
一
屁
股
跌
坐
在
地
上
，
嚎
啕
大
哭
一

把
。
人
生
苦
楚
如
此
之
多
，
能
發
洩
的
機
會
總
是

非
常
之
少
的
。
哭
一
把
就
哭
一
把
吧
，
為
迷
路
，

為
肩
膀
上
沉
重
的
擔
子
，
為
崩
壞
的
禮
樂
與
朝

綱
。
﹁
莫
效
阮
籍
之
哭
﹂，
才
真
的
是
扯
淡
。

扯
淡
是
一
門
學
問
，
﹁
扯
淡
學
﹂
裡
有
真
意
。

那
些
哼
哼
哈
哈
、
喜
歡
翻
白
眼
的
角
色
，
沒
有
一

個
是
蠢
貨
。
倒
是
一
些
所
謂
的
正
人
君
子
，
動
不

動
會
搞
出
一
些
現
場
表
演
簡
稱
﹁
現
眼
﹂
的
遊

戲
。
板
橋
先
生
說
：
難
得
糊
塗
。
其
實
，
應
該
還

有
一
層
意
思
沒
有
說
出
來
：
扯
淡
有
理
。

美
國
人
哈
里
．
G
．
法
蘭
克
福
寫
過
一
本
書
，

專
門
探
討
什
麼
是
扯
淡
的
問
題
。
他
的
這
本
書
，

名
為
︽
論
扯
淡
︾。
其
英
文
本
名
為O

n
B
ullshit

，

我
們
這
裡
翻
譯
成
﹁
扯
淡
﹂，
其
實
理
解
為
﹁
狗

屎
﹂、
﹁
放
屁
﹂、
﹁
胡
說
八
道
﹂
之
類
不
靠
譜
的

意
思
或
許
更
準
確
。
豆
瓣
上
有
人
寫
文
章
說
，
台

灣
有
人
翻
譯
這
本
書
，
書
名
乾
脆
叫
做
︽
放
屁
︾。

—
—

放
屁
、
放
臭
屁
、
放
閒
屁
、
狗
放
屁⋯

⋯

諸
如

此
類
，
等
等
等
等
，
都
可
以
歸
結
為
扯
淡
。
我
個

人
覺
得
吧
，
﹁
放
閒
屁
﹂
似
乎
更
符
合
扯
淡
的
本

意
。魯

迅
在
致
增
田
涉
的
信
裡
說
，
﹁
所
謂
﹃
扯
淡
﹄

一
詞
，
實
較
難
譯
。
也
就
是
沒
有
可
說
而
又
強
要

說
，
既
無
幫
閒
的
才
能
，
又
要
做
幫
閒
的
事
之

類
﹂。
按
照
魯
迅
的
理
解
，
此
類
﹁
幫
閒
﹂
的
人
，

或
者
說
扯
淡
專
家
，
似
乎
才
情
有
限
。
至
於
扯

淡
，
目
的
也
不
外
乎
敷
衍
敷
衍
。
然
後
打
㠥
哈

哈
，
找
個
土
穀
祠
睡
覺
去
了
。

我
們
生
活
的
這
個
世
界
，
總
有
人
鹹
吃
蘿
蔔
淡

操
心
。
為
匡
正
世
風
，
某
地
曾
出
台
一
則
規

定
。
這
規
定
是
被
寫
在
小
學
校
外
的
黑
板
上

的
，
具
體
內
容
如
下
：
﹁
當
眾
放
屁
一
次
罰
款

五
塊
！
﹂—

—

這
規
定
有
些
莫
名
其
妙
。
放
屁
乃
生

理
機
能
的
問
題
，
有
屁
不
放
，
影
響
身
體
健
康
。

如
要
我
說
，
假
如
真
的
有
屁
要
放
，
罰
款
五
十
塊

也
沒
有
關
係
。
活
得
好
好
的
，
總
不
能
讓
屁
憋

死
。

我是農村生長的
老村民，在童年時
代玩過的遊戲中，
最樂意玩的就是捉
迷藏了。那時不叫
捉迷藏，叫「藏模
糊瞎」。
每到晚上，小夥

伴們就湊到一塊
兒，毫不厭煩的玩
起「藏模糊瞎」。小
夥伴們先分成兩
組，一般是三五個
人一組，爾後，領
頭的伸出小拳頭，
「剪子包袱錘」，誰
贏了誰先藏。
在我的記憶中，

捉迷藏有兩種方
式。第一種是在白
天，將一個參加遊
戲者的雙眼蒙起
來，令他不能視
物。其他的遊戲參
加者，就在他的身
邊周旋，引他來
捉，這種就叫「場
地捉迷藏」。
「場地捉迷藏」

玩法特有意思，再就是，用手絹或布條把逮
者蒙住眼睛，其餘的小孩兒則分別躲起來做
被逮者。待藏的小孩兒藏好了後，被蒙眼的
小孩兒則拿掉蒙眼睛的物品，去尋找藏好的
人。被逮住的人代替被蒙的人繼續遊戲，如
果被蒙眼者長時間找不到藏者，藏者自動現
身，蒙眼者輸，繼續做逮者。
第二種玩法，是幾個參加者，在限定範圍

內的地方匿藏起來，要另外的參加者把他找
出來。這種玩法叫做「流動捉迷藏」，大人孩
子都適合玩。
「流動捉迷藏」選定房屋密集的地方，也

可以在樹林裡，只要隱蔽物多就行。無論多
少人，一般情況下按相等的人數分為兩組，
有時藏的人比搜尋的人多。搜尋的一組問
道：「藏好了嗎？」若沒有人應答，就證明
已經藏好了。搜尋組把人分開尋找，尋找時
還留下一個人看「老窩」，以防被搜尋一組有
人返回「老窩」。
藏的那一組佔據主動位置，就看靈活程度

了。躲藏的那一組的人被找出來，或者在回
「老窩」時被逮住，就算輸了。贏了的一組就
再去藏，輸了的一組就再去找，循環往復，
整整一個夜晚，不知道循環多少遍，直至大
部分孩子玩膩了，或者睏倦了為止。
這兩種捉迷藏遊戲的冠名，當然是現在的

事啦，想當初光顧了玩，哪裡有起名字的本
事？我記得在老家玩和到姥姥家、姑姑家、
姨媽家都是一個玩法。雖然「十里不同風
俗」，玩法各不相同，但大同小異。
捉迷藏為民間兒童遊戲，且早已形成，因

其娛樂性，還受到了成人的歡迎。自唐代
起，就有了正式的文字記載。沒有記載的，
可能更早些。
元人伊世珍在《琅繯記》卷中引用《致虛

閣雜俎》，記載了唐明皇和楊貴妃玩此遊戲的
場景。唐代詩人元稹在《雜事》詩中，描寫
了他與崔鶯鶯晚間捉迷藏的場景。五代時的
花蕊夫人在《宮詞》中，記載了「內人深夜
學迷藏，繞遍花叢水岸旁⋯⋯」宋代司馬光
砸缸的故事足以反映出捉迷藏在當時很盛
行。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和清代褚人獲
在《堅瓠集．二集》卷三中，均記載過兒童
玩捉迷藏遊戲的情景。
捉迷藏這種遊戲，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最

盛行，很受孩子們的歡迎。那時沒有電視、
電腦、遊戲和變形金剛等玩具，孩子們要玩
耍，就從捉迷藏中尋找刺激感。當在某個意
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小夥伴，立馬感覺到興奮
無比。找人是一種尋找幸福的感覺，體會到
童年的純真、無邪，在玩樂中和同伴們配合
默契，在獲勝中增加友誼。
我女兒在未上學的時候，最喜歡與我捉迷

藏，一般是她藏我找。我問她「藏好了嗎？」
她回答「藏好啦，我藏在桌子底下啦。」有
時藏在被窩裡，只蒙㠥頭，撅㠥小屁股，還
能找不到嗎？可見，兒童們玩遊戲時是多麼
天真啊！
時下，農村兒童有的還在玩此遊戲，但已

呈現減少的趨勢。城市家庭的父母與孩子偶
爾玩這個遊戲，也是在孩子們做作業的間隙
放鬆一下。幼兒園孩子很喜歡這個遊戲，玩

的時候孩子們很興奮，儘管玩累
了，但餘興未盡仍舊想再玩。
捉迷藏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民

間遊戲，具有民間兒童情有獨鍾
的典型特點。它有㠥廣泛的趣味
性，內容生動活潑、輕鬆，規則
簡單易懂可變，開展的隨機性
大。多為集體性遊戲，需要同伴
之間的合作和互動。兒童自由玩
耍和嬉戲，不需要特製的玩具，
也不受特定條件的限制。
捉迷藏遊戲也是我國優秀民間

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同地域有㠥
不同的審美情結，折射和反映㠥
兒童們天真爛漫的心態。讓現代
的孩子們了解和傳承這一民族文

化，無疑會使家庭、鄰里、同伴這些自然群
體吸納和諧元素。尤其是未成年人通過遊戲
增加自我感、責任感，對於處理好人際關係
間的親密性，必將產生積極影響。
捉迷藏能鍛煉孩子的認識力和社交技巧，

藏匿起來不讓別人發現。經歷各種巧妙的方
法和策略找到藏者，要求參與者眼明耳聰，
奔跑要及時，對孩子的智力和體力都有利。
在帶給孩子精神愉悅的同時，還可促進其認
知、體能、情感、社會性等各方面健康發
展。對於克服孤獨和焦慮都有很好作用，還
能夠提升孩子們認識周圍的世界，培養獨立
思考的能力。
捉迷藏也講究戰略戰術，技巧就在於「知

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捉迷藏」這一名
詞，也可以指辦事令人無法了解，摸不透，
戰術上指迷惑對方，使對方摸不㠥己方意
圖。大概「麻雀戰」、「游擊戰」、「運動
戰」、「地道戰」與捉迷藏有關係吧。遊戲也
好，戰術也罷，不在乎玩的形式，只有參與
者才知道「樂在其中」的奧秘。
久違了「藏模糊瞎」！遠去了「捉迷

藏」！時光荏苒駒過隙，這些兒時的遊戲，
只有停留在回憶中，用筆把它寫出來是最好
的記憶方式。或許，當好教練，培養子孫，
老一輩在傳承優秀民間文化上，切不可玩
「躲貓貓」。

昔日每到初秋，
學校門口的小攤就
會有捻子賣。紫紅
色的漿果，大小若
葡萄，每顆上面都
覆㠥一層細白的絨
毛，看起來頗為饞
人。因屬於野果，
格調不高，售價亦
是甚廉，小販取一
個杯子為量器，花
一兩分錢就可買到
一杯。小孩子貪其
味美，常會吃得嘴
角滿溢漿液，舌頭
都被染成了紫色。
捻子就是桃金娘，昔日嶺南鄉間的山

坡野地，幾乎隨處可見。夏日開淡紅小
花，至秋，花托就長成了果實，橢圓如
葡萄，掀開頂部的葉蒂，就可將綿軟甜
美的漿肉吮食口中，內有數粒小籽核，
汁液如血。唐代曾任廣州司馬的劉恂在
《嶺表錄異》裡記敘：「倒捻子，窠叢
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
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
柿，頭上有四葉，如柿蒂。食者必捻其
蒂，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為『都捻
子』，蓋語訛也。」說明了「捻子」一
名的來由，過去人們吃這種野果，都是
倒過來，捻去蒂部的軟葉，故謂「倒捻
子」。簡稱「捻子」。又因口音的訛異，
被念作「都捻子」。民間傳有補血之
效，除了用於食療，古代婦女亦用其汁
液點綴靚妝，可代胭脂用。
不過，清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裡

又有不同的說法：「以其為用甚眾，食
治皆需，故又名『都捻』。」意為桃金
娘的作用很大，可入食可入藥，故名
「都捻」，取「都用得上」之意。早在隋
唐時期，北方就引種過桃金娘。隋代杜
寶的《大業拾遺錄》載，隋煬帝時，嶺
南郡守送了一百株桃金娘入長安，被種
在西苑十六院內，時人採其果實以蜜漬
之，做成蜜餞食用，味道甘美益人。至
於後來為何桃金娘只見於嶺南，北方再
難見蹤影，想來還是這種植物不習水
土，北地難生之故。
北宋時，蘇軾晚年左遷海南，途經廣

西，恰逢季節，得以目睹了桃金娘的整
個成熟過程，「吾謫居海南，以五月出
陸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夾道，如芍
藥而小，紅鮮可愛，樸藪叢生，土人云
倒捻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如馬乳，爛
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並嚼之，
瑟瑟有聲」。蘇軾從藤州到海南，沿途
都能看到桃金娘開出的爛漫花朵，景色
殊為可觀，抵達儋州後，形如馬奶頭的

果實剛好能吃，隨手取啖，甜軟味美。
得此雋味一洗旅途塵勞，蘇軾也是讚不
絕口。
以往每至果熟，鄉民若是得閒，就會

背籮筐上山採收，抑或挖掘植根，售予
藥店入藥。嶺南有古民謠曰：「攜手南
山陽，採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
桃金娘。」採桃金娘是一項帶有濃郁鄉
土氣息的活動，舊時男女，會借上山採
摘傳情寄意。而由歌中傳達出的那種情
意纏綿、溫柔歡悅的景致，恰似一幅背
景鮮麗、別具新格的嶺南古風情畫，令
人悠然神往。
桃金娘的籽粒有收斂作用，小孩子若

是貪嘴，飽啖而無所節制，到了第二天
就要遭一番罪，會有排泄上的困難。古
代的醫家很早就發現了這一點，將之作
為治痢止瀉的良藥。《廣東新語》云：
「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為血，而可補
人之血。」意為桃金娘吸取了其他植物
的精華，故其汁液如血，亦有補血的作
用。這種「以形補形」的舊有食療觀
念，嶺南一帶至今猶存。人們如遇外傷
失血，便會用桃金娘燉豬肚，作為補血
食品調補身體。另外用桃金娘泡酒而
飲，亦是治療風濕痛、腰痛的常見食療
法。
泡桃金娘酒，要經過一系列的繁瑣工

序，須置於蒸籠內蒸熟，暴曬至乾，如
是者三，方能除掉其野生漿果的澀味，
酒味才會綿軟醇和。若是購買的桃金娘
成熟度不足，苦澀味重，最多要經過七
蒸七曬，方始能用。接下來把桃金娘泡
到純米酒裡，密閉瓶口，及至完全浸泡
出味，即可啟封取飲。桃金娘酒未經濾
滓，酒色嫣紅可喜，仿若經年陳紹，其
味甘性醇，清香撲鼻，飯前淺飲一杯，
開胃功效不亞於歐美的柑香酒。只可惜
桃金娘囿於嶺南一隅，泡酒的方式又過
於繁瑣，加上泡酒的人多為自飲，很少
用於宴客，知味者雖頗多讚譽，在外卻
聲名不振。

尋味桃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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