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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明
朝
以
後
的
書
，
書
中
人
物
姓
複
姓
的
人
明
顯

比
明
朝
以
前
少
。
那
是
因
為
洪
武
元
年
朱
元
璋
有
詔

令
禁
止
﹁
胡
姓
﹂。
元
朝
有
不
少
漢
人
改
姓
了
蒙
古

姓
。
顧
炎
武
的
︽
日
知
錄
︾
說
：
﹁
禁
不
得
用
胡
姓

者
，
禁
中
國
人
之
更
為
胡
姓
，
非
禁
胡
人
之
本
姓

也
。
﹂
結
果
卻
是
不
僅
漢
人
不
用
﹁
胡
姓
﹂
了
，
連

很
多
胡
人
也
不
姓
胡
姓
了
，
甚
至
漢
人
中
大
批
姓
複

姓
的
人
，
也
改
成
了
單
姓
。
比
如
呼
延
姓
了
呼
，
公

孫
、
長
孫
都
姓
了
孫
。

明
代
學
者
王
世
貞
說
：
﹁
複
姓
至
我
朝
則
益
少

矣
﹂
；
清
代
史
學
家
趙
翼
則
注
意
到
﹁
元
漢
人
多
作

蒙
古
名
﹂。
就
像
現
在
在
外
國
公
司
工
作
的
人
要
取

個
外
國
名
字
一
樣
，
在
元
朝
的
異
族
統
治
下
，
用

﹁
胡
姓
胡
名
﹂，
自
然
是
為
了
拉
近
與
蒙
古
當
政
者
的

心
理
距
離
。
而
且
外
表
上
難
以
區
分
漢
人
與
蒙
古

人
，
那
就
有
了
冒
充
的
可
能
性
。
元
代
正
職
官
員

﹁
達
魯
花
赤
﹂，
只
能
由
蒙
古
或
色
目
人
擔
任
，
改
了

姓
名
就
可
以
渾
水
摸
魚
了
。
以
至
從
元
朝
大
德
八
年

到
延
右
三
年
的
十
二
年
裡
，
元
政
府
先
後
三
次
下
達

了
不
許
漢
人
冒
充
的
禁
令
。
趕
時
髦
的
老
百
姓
則
在

姓
後
拖
個
蒙
古
名
字
玩
玩
，
朱
元
璋
的
部
將
裡
就
有

﹁
王
哈
刺
章
不
花
﹂、
﹁
劉
脫
因
不
花
﹂
；
名
將
李
文

忠
原
名
也
叫
﹁
保
保
﹂
；
連
孔
聖
人
的
後
裔
，
官
至

金
符
管
車
千
戶
兼
邢
州
學
校
提
舉
的
孔
天
鐸
，
其
曾

孫
也
叫
起
了
﹁
塔
識
不
花
﹂，
當
上
了
蒙
古
字
學
教

授
。文

化
的
血
統
流
淌
在
民
族
的
軀
體
之
中
，
隨

一

個
民
族
強
弱
變
化
，
其
文
化
的
影
響
力
也
隨
之
變

化
。
而
一
旦
文
化
失
去
了
血
統
，
這
個
民
族
也
就
不

重
要
了
。
朱
元
璋
與
南
方
漢
族
群
雄
混
戰
之
時
，
去

蒙
古
化
的
問
題
還
不
是
當
務
之
急
。
一
旦
揮
師
北

上
，
檄
文
中
就
強
調
起
：
﹁
方
今
河
洛
關
陝
雖
有
數

雄
，
忘
中
國
祖
宗
之
姓
，
反
就
胡
虜
禽
獸
之
名
以
為

美
稱
﹂
了
。
哪
怕
元
政
權
在
北
方
最
重
要
的
主
力
是

擴
廓
帖
木
兒
︵
王
保
保
︶
本
身
是
蒙
古
人
，
﹁
忘
中

國
祖
宗
之
姓
﹂
的
問
題
，
對
他
並
不
適
用
。

明
朝
一
建
立
，
就
必
然
要
在
文
化
上
的
去
蒙
古
化

了
。
這
不
僅
關
乎
民
族
的
自
尊
，
還
關
乎
現
實
社
會

的
政
治
秩
序
必
須
在
民
族
文
化
的
背
景
中
運
行
。
王

世
貞
認
為
明
朝
複
姓
少
的
原
因
是
﹁
蓋
多
去
繁
從
省

故
也
﹂。
他
沒
有
看
到
除
了
蒙
古
、
色
目
姓
名
的
改

變
，
原
來
的
漢
人
複
姓
，
也
有
出
於
遠
古
非
漢
族
的

姓
氏
，
而
一
般
老
百
姓
則
﹁

楚
王

好
細
腰
，
宮
中
多
餓
死
﹂，
元
朝
可

以
改
胡
名
，
明
朝
自
然
單
姓
好
，
免

得
在
人
前
有
胡
姓
的
嫌
疑
，
並
非
去

繁
從
省
那
麼
簡
單
。
所
以
只
有
司
馬

光
的
後
裔
，
堅
持
姓
司
馬
，
其
他
人

都
姓
了
司
，
或
者
馬
。
這
讓
顧
炎
武

發
出
了
﹁
氏
族
之
紊
，
莫
甚
於
此
﹂

的
驚
呼
。

對
於
境
內
的
非
漢
人
，
也
不
是
真

的
﹁
非
禁
胡
人
之
本
姓
也
﹂。
永
樂

元
年
，
又
一
次
進
行
了
大
規
模
的
改

姓
，
朱
棣
以
﹁
各
衛
韃
靼
人
多
同
名
﹂

不
便
區
別
為
理
由
，
經
兵
部
請
求

﹁
如
洪
武
中
故
事
，
編
置
勘
合
，
給

賜
姓
名
﹂，
對
他
們
分
批
進
行
了
同

化
。
於
是
，
山
東
淄
博
齊
陵
鎮
的
蒙
古
斡
羅
那
歹
氏

後
裔
，
改
姓
了
劉
；
河
南
平
頂
山
蒙
古
民
眾
改
姓
了

馬
和
宣
；
河
南
鎮
坪
蒙
古
族
改
了
姓
王
、
孟
津
蒙
古

族
改
姓
了
李
。

除
了
去
蒙
古
化
，
統
治
者
還
要
時
刻
提
醒
小
民
等

級
與
秩
序
。
所
以
朱
元
璋
同
時
又
對
﹁
小
民
不
知
避

忌
，
往
往
取
先
聖
先
賢
、
漢
唐
國
寶
等
字
以
為
名

字
。
﹂
也
進
行
了
整
治
，
他
要
民
眾
將
名
字
、
稱
呼

中
，
凡
有
﹁
天
國
君
臣
聖
神
、
堯
舜
文
武
、
周
漢
晉

唐
等
國
號
相
犯
者
，
悉
令
更
改
之
。
﹂
免
得
小
民
有

任
何
非
份
的
意
淫
。
道
教
的
﹁
天
師
﹂，
罪
過
就
大

了
。
皇
帝
不
過
是
天
子
，
天
師
豈
不
是
比
皇
帝
高
了

幾
級
！
於
是
只
能
稱
﹁
真
人
﹂
了
。
如
﹁
官
人
﹂、

﹁
舍
人
﹂、
﹁
待
詔
﹂、
﹁
郎
中
﹂
之
類
的
民
間
習
慣

稱
呼
，
也
因
為
﹁
民
擅
官
稱
﹂，
而
不
能
用
了
，
名

字
裡
自
然
更
不
能
出
現
了
。
就
像
美
屬
於
少
數
人
一

樣
，
當
一
種
美
被
大
多
數
人
佔
有
以
後
，
就
不
成
其

為
美
了
，
因
為
人
們
會
說
：
那
有
什
麼
稀
奇
。
哪
怕

這
種
美
僅
僅
是
虛
幻
的
。

去
蒙
古
化
是
必
須
的
。
關
乎
名
分
的
大
事
，
也
必

須
通
過
移
風
易
俗
，
把
它
糾
正
到
惟
我
獨
尊
上
來
。

泰山為我國五嶽之
首，向有「神山」「聖
山」「天下第一山」之
稱。人們嚮往泰山，崇
拜泰山，自古都把登泰
山視做十分榮耀的盛
事。

然而舊時登山，卻遠
沒有今天這樣方便。那
時既無汽車，更無索
道，一般人只能靠雙腳
艱苦攀爬。但一些有身
份的人登山，卻可用山
轎代步。於是長期以
來，山轎便成為登泰山
的主要交通工具。

山轎滄桑逾千年

山轎俗稱山欙子。它
在泰山出現，與帝王封
禪有關。最早有關泰山
山轎的記載，見於《後
漢 書 ． 祭 祀 志 ． 封
禪》：漢光武帝劉秀於
建武中元二年（57年）
封禪泰山，二月「二十
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
泰山下南方⋯⋯至食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
到山上更衣。」這裡所
說 的 「 輦 」， 就 是 山
轎。正是由於山轎的便
利，劉秀才得以在封禪
結束後，在「道迫小，

深溪高岸數百丈」的險峻山道上疾行，連夜下
山。而隨行的百官卻整夜在黑暗的山道上摸滾
攀爬，苦不堪言，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在山下會
齊。

唐開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唐玄宗李隆

基封禪泰山，也是乘坐山轎登山。據唐代人杜

佑的《通典．吉禮．封禪》記載，是年十一月

十七日，「皇帝服袞冕，乘輦以出」，直至山頂

的登封台。不過玄宗所乘的山轎，要比當年劉

秀所乘的山轎輕便舒適得多。據《通典．嘉

禮．輦輿》記載，唐制步輦有七種，有專門用

於各種隆重儀式的大鳳輦、大芳輦、大玉輦、

芳亭輦，也有專門供帝王外出遊歷觀光、登山

涉水用的仙遊輦、小玉輦、小輕輦。後者輕便

靈活，實用性強。唐玄宗所乘的，顯然是後

者。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二十日，宋

真宗趙恆封禪泰山，「乘輕輿，陡絕，躋日
觀，出天門。」「帝每經狹險，必降輦徒步。」

（《宋史．禮志．封禪》)這位皇帝坐 山轎登
山，或許是於心不忍，或許是有些害怕，所以
每到艱險的地方，他就走下轎來，徒步登山。

但是，由於禮制所限，乘坐山轎曾經是帝王
的特權，一般士庶百姓被明令禁止坐轎。直到
明代中後期，這一禁令才被打破，轎子才開始
流行起來，乘轎登山也成為一種時尚，以至不
論官商，「人人皆小肩輿，無一騎馬者。」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此後，泰山山轎大
量湧現，成為一般遊人登山的工具。

到民國時期，隨 山轎業的進一步發展，泰
安城出現了專業的轎夫隊伍。

解放後，政府提倡「人人平等」，把坐轎當成
「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反對乘坐山轎登山，
因而大部分轎夫被遣散。1952年，政府又明令
取消山轎業。但此後仍有少量山轎保存下來，
為個別年老體弱者登山服務。近年來，隨 旅
遊業的發展，山轎又在泰山各旅遊點出現。有
興趣的遊客登山，仍可以過把「山轎癮」。

「士人結繩為木籃」

泰山山轎的形制像木椅，結構簡單合理，省
去了一切不必要的部分，最大限度地減少負
荷，所以也最適合登山攀高。明人張岱在《岱
志》中寫道：「 山欙在戶，欙槓曲起，不長而
方。用皮條負肩上⋯⋯」清人袁枚有詩讚道：

「士人結繩為木籃，命我偃臥同春蠶。兩人負之
走若蟹，橫行直上聲喃喃。」而劉鶚在《老殘
遊記》中描寫得更為詳細：「泰安的轎子像個
圈椅一樣，就是沒有四條腿。底
下一塊板子，用四根繩子吊 ，
當個腳踏子。短短的兩根轎槓，
槓頭上拴一根挺厚挺寬的皮條，
比那轎車上駕騾子的皮條稍為軟
和些。轎夫前後兩名，後頭的一
名先趲到皮條底下，將轎子抬起
一頭來，人好坐上去。然後前頭
的一個轎夫再趲進皮條去，這轎
子就抬起來了。」這段話道出了
泰山山轎長期沿襲的基本形式。
這種山轎輕便靈活，經久耐用，
一乘山轎可用幾十年。

山轎上山，走平道時轎夫一前
一後，上台階卻要橫行前進，即
前後轎夫相差一兩個台階，側身
向上，以保持轎子平衡，避免過
度傾斜，使乘坐 比較舒適。所
以山轎能直接登上十八盤那樣的
陡坡，這也是泰山山轎的一大特
色。行進中，轎夫還可以根據轎
子的轉動角度自由換肩，減輕疲
勞。正如張岱在《岱志》中所
說：「拾山蹬則橫行如蟹。已歇
而 代 ， 則 旋 轉 似 螺 ， 自 成 思
理。」著名學者傅振倫在《重遊
泰山記》中也說：「輿夫負帶，
兩手握木，若御車狀。可直行，

可橫行，上山行甚速，故有
『爬山虎』之號焉。」

乘轎登山樂無窮

乘坐山轎登泰山，雖有些驚
險，但充滿刺激，其樂無窮。
遊客坐在轎上，顫顫悠悠，飛
山越澗，春賞繁花，夏觀飛
瀑，秋看紅葉，冬望雪峰，那
美好的體驗，實在妙不可言。

張岱曾這樣寫他乘轎下山的
經歷：「輿人掖之，竟登輿從
南天門急下。股速如溜，疑是
空墜，余意一失足則齏粉矣。
第合眼據輿上，作齏粉觀想，
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
落，冷汗一身。」（《岱志》）寥

寥幾筆，就生動地寫出乘坐轎子的驚險、刺
激。清康熙十二年（1672年），大文學家蒲松齡
到泰山遊覽，也曾乘山轎登山。他在《登岱行》
一詩中寫道：「兜輿迢迢入翠微，往來白雲蕩
胸飛。白雲直上接天界，山巔又出白雲外⋯⋯」
全詩22句，盡寫他在山轎上見到的美好景致，
字裡行間都充溢 驚奇、興奮和歡樂之情。

近代也有許多著名人物登臨泰山，對山轎留
下了美好的記憶。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
後，時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北伐軍
總司令的蔣介石從濟南黨家莊逃離到泰安，於5
月8日上泰山遊覽。上山時，蔣乘坐從南方帶來
的滑竿，山坡平緩處海顫顫悠悠地還滿自在。
可是一上到坡陡的盤道，他便頭朝下，腳朝
上，顯得很狼狽，只好臨時換乘土裡土氣的泰
山山轎。一坐上山轎，他立即感到頗為舒
服。下山後，他意猶未盡，第二天又跟夫人
宋美齡一起，專門乘坐山轎到斗母宮遊覽了
一番。

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CASH）剛於上周公
佈「2013 CASH金帆音樂獎」得獎名單。不少
愛詞朋友紛紛恭賀周耀輝憑〈囂張〉奪年度

「最佳歌詞」之際，大家彷彿忽略了年度獎項
中，還有一項「個人最多新作品演出獎－作詞
家－林若寧」。

是的，「香港詞神」林夕開山大弟子林若寧
低調且多產，2012年產量58首、2013年截至今
天共有39首新作。參考黃偉文曾謂「年產120首
便等於一年到晚生活只有全職填詞」的說法，
身兼電台全職工作的林若寧，兩年共生產百首
作品，堪稱「高產詞人」。有趣的是，這百首作
品網羅各種題材，包括敝欄去年談過的蔡一傑

〈今晚我靚唔靚〉、新作陳奕迅〈遠在咫尺〉和
薛凱琪〈宮若梅〉等等。「寧系詞風」素以沉
鬱內斂著稱，故此我一發現如〈今晚我靚唔靚〉
等佻皮之作，便不由得駐足傾聽，要好好的聽
個究竟。綜觀2013年，林若寧在年初其實發表
過 一 首 非 常 活 潑 的 作 品 ， 那 是 梁 漢 文 的

〈MMM~十三件唔知好過知的事〉──
「豐豐胸 去眼肚 做鼻翼 隆眉毛 天不知 鬼不

知丫嗚都最上鏡執一執美少女外貌自然將紙

巾 變乳鴿 換硬幣 成銅錢吞玻璃 吞刀槍 將金筆

變鐵劍 表演者 鋸美女 萬人受騙 應該知道這是

娛樂場 供給觀眾去盡情幻想 識穿真相會極為異

相 不要揭發偶像的醜相 新相識 有教養 淡淡定

人純情一開聲媽媽聲逼真得太掃興包裝得有

秀氣萬勿現形」

單從歌名，〈MMM~十三件唔知好過知的事〉
很明顯是一首好笑抵死的歌曲，事實上詞中所
提及的「唔知好過知的事」，也多於「十三
件」。「十三」純粹是虛數，泛指人生中很多
事，知道真相只會引來更多不快和煩心。包括
熒幕前的大美人原來是整容而來「人工美女」、
魔術表演的小把戲只是掩眼法等等。你以為只
有五光十色的公仔箱、舞台表演娛樂場，才是
如此奇招盡出？實情是表演工作以至日常生活
皆俯拾皆是，新相識的大家閨秀可能是裝純

情，稍一不慎便現形。真與假是否真的那麼重
要？抑或往往只是「眼不見為淨」？〈MMM~
十三件唔知好過知的事〉第二部分乾脆把所有
荒誕的發現推到極致──
「供娃娃 去美國 讀大學 成年人 方得知 DNA

非親生 姓錯姓 爸爸都 會叫錯　為何驗證原來

情人暗裡脫軌 原來良朋暗裡取笑我 原來傳媒事

實亂報 笑好　喊好 原來床頭有隻老鼠 原來⋯

原來明年患下絕症 最怕自己知道 西餐廳 有晚

宴合味道全 人知不知冰箱中污糟得有螞蟻

開嘴巴⋯一間屋 八百呎 近學校 名門前 包傢俬

真舒適 新裝修 有設計 交租金 至發覺 盛傳寓所

真的有鬼擔心半夜殭屍跳在空屋四圍 最好不

知最慘得知你⋯」

荒誕情節包括：日夕相對的孩子不是自己親
生子、情人背叛自己、好友原來嫌棄 我傳媒
亂報新聞、身患絕症、新居原是凶宅等等。

「誰調換了我的孩子」的情節，固然令人想起近
日的話題電影、是枝裕和導演的〈誰調換了我
的父親？〉；其他「看上去很美」，但真相並不
如此的比比皆是。最堪玩味的還是歌詞中羅列
出我們似懂非懂的外語。即使我們以為自己曉
得一切，殊不知我們能掌握的都不過是表象。
森羅萬象、大千世界、真真假假，你介意得幾
多？

於是，〈MMM~十三件唔知好過知的事〉作
為一首遊戲之作，不忘在末段自嘲一番──

「這首歌 最怕記 十二段 無聊詞 MMM 高音高
低音低 唱唱唱 咪高峰 冇插掣 扮做是現場 嘴郁
郁 跳跳舞扮落淚 搖搖頭 測謊機 測不出 MMM
我照唱 真開心⋯」──反正世事真真假假說不
清楚，不如就開開心心唱唱歌過日子吧，不必
凡事較真啦。順帶一提，〈MMM~十三件唔知
好過知的事〉的旋律，酷肖同樣出自作曲人Eric
Kwok手筆的〈懶音哥〉（林寶填詞、梁漢文
唱）。未許不是跳躍鬼馬的旋律，掀起詞人的好
玩之心，使得少年老成的林若寧，也不免「懶
音哥」一番。

那天到鄰近的體育場去鍛煉身體的
時候，突然被一陣陣濃烈的草香味所
吸引，循 草香搜尋，哦哦，原來是
體育場一隅有一片草地的青草正在由
工人們刈割 。割草機「蚩蚩」地響

，青草成片眠倒，草屑紛飛 ，一
股股濃濃的草香就這麼飛揚開來了。
由於在秋季，陽光乾爽、空氣就特別
清朗，那草香也就格外的純正好聞
了。我脫口而出：「哎呀，久違了，
這不是在收割陽光嗎？」一旁的妻子
詫異問道：「什麼什麼，陽光也能收
割？」我回答說：「陽光就是能收割
呀，收割青草就是收割陽光，其實何
止是收割青草，收割任何農作物都是
收割陽光嘛，有道是『萬物生長靠太
陽』，天下植物（包括動物）皆陽光
所賜，人們收割大地的農作物不就是
間接在收割陽光麼？」

妻子很欣賞我「收割陽光」這個發
現，於是我就把思路拓展開去，說起
了最初對於收割陽光的感受。

數年前我去新疆采風，頭一回來到
了北疆著名的那拉提大草原。這是一
片十分開闊且純正的河谷大草原，因
河流縈迴、水土濕潤孕育而成。「那
拉提」三字據說是哈薩克民族語言

「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以此來形容
這方寶地是再貼切不過的啦。伊犁有
塞北大江南之美譽，那拉提大草原的
豐美就是印證。儘管我去的時候已經
八月下旬，北疆將迎來秋風寒流甚至
霜雪，但舉目望去，舒緩有致的平原
和山坡皆覆蓋 長可沒膝的青草。是
草原就有牛羊駿馬駱駝以及牧民的氈
房，這些元素果真一應俱全，除此，
還有獵人、獵犬和獵鷹。駿馬在奔，
獵鷹在飛，牛羊和駱駝在悠閒地吃
草，氈房裡飄出甘甜的奶香⋯⋯好濃
郁的草原民族風情喲！

我陶醉於斯，大大咧咧在草地上躺
下、翻滾，零距離接觸青草和大地的
芬芳，再仰望 藍天白雲，享受難得
遇到的百分之百的原生態。現如今這
樣的享受實在太奢侈了，都只為內地
許多地方的城市鄉
村已經失去了這般
清純的環境了。我
在那拉提就碰到了
一位來自上海的老
太太，她寧肯賣掉
自己大都市的房
產，來這裡賃屋居
住，一住就是三
年，不想回城去
了，就想終老於斯
啊。

正當我看 美景、聞 芳香的時
候，坡那邊響起了一陣陣喧嘩笑語，
坐起視之，原來是一群哈薩克牧民正
揮舞 長長的鐮刀在刈草呢，男女老
少都有，邊刈 草邊爽朗地說笑 。
導遊便告訴我們說，這是牧民們正為
牲口收割準備過冬的牧草，每年這時
節都有這一茬活兒，每家每戶都有一
大間草料間，堆得滿滿的，足夠飼養
的牲口美美過上一個漫長的冬季呢。
導遊又說，其實他們在這之前已經收
割過一次了，這應該是第二次了，都
挑地段比較便利、長勢比較好的草料
收割，偌大的那拉提哪裡收割得盡
喲？不便收割處，就放任牛羊去那裡
啃吃，牛羊也無法吃盡這裡的草料，
只能聽憑漫無邊際的大雪覆蓋了，牧
民們既感到可惜，也為之驕傲，驕傲
於他們的家鄉是那麼的富有，遍地是
寶貝哦。於是我想起新疆的朋友說
的，他們所飼養的羊是國內最珍貴的
羊，因為羊們吃的是「中草藥以至冬
蟲夏草」、喝的是純淨的「礦泉水」，
拉出來的屎就是「六味地黃丸」哩。
想想那羊屎蛋，形狀真的很像藥丸
呢。笑話歸笑話，這裡的牛羊果然福
氣啊，吃不盡的鮮嫩青草，過冬有充
足的乾草，不長膘不拚命繁衍才怪
呢。

看 牧民們歡快地刈 青草，放聲
歡笑 ，又看 成片眠倒的草料和不
遠處一車一車裝得堆高堆滿的草料，
我腦海裡油然跳出了「收割陽光」的
詞兒，——大草原豐美的牧草是陽光
的恩賜，收割牧草就是收割陽光，再
推想，把牛羊放牧到草原的高坡和河
谷等處，也是在收割陽光嘛，是借助
牛羊在收割陽光，羊長肥了，牛產奶
了，就是陽光的轉換，陽光的豐收。
人類收割陽光、豐收陽光，才有了物
質文明、才有了因物質文明而產生的
精神文明。

——可愛而無窮盡的陽光是人類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收割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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