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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馬
年
已
到
，
新
年
頭
，
特
別
多
玄
學
家
預
測

運
程
講
風
水
問
題
，
儘
管
作
為
傳
媒
不
應
倡
導

迷
信
，
但
這
些
專
欄
還
是
有
不
少
捧
場
客
，
正

派
玄
學
家
通
常
不
會
亂
講
一
通
，
他
們
信
因
果

報
應
。
讀
者
或
許
應
該
當
運
程
風
水
作
為﹁
心

理﹂
治
療
。
人
是
善
忘
的
，
大
多
數
人
年
頭
聽
完
，

年
中
已
經
忘
得
一
乾
二
淨
了
。
當
然
有
人
很
神
心
，

樣
樣
跟
足
做
。
筆
者
是
前
者
，
今
年
聽
到
多
位
玄
學

家
都
預
測
文
化
藝
術
行
業
會
好
，
作
為
傳
媒
都
是
文

化
界
，
是
否
好
景
真
的
要
拭
目
以
待
。

曾
聽
過
有
人
形
容
報
紙
媒
體
是
夕
陽
工
業
，
電
子

媒
介
發
展
如
日
中
天
，
特
別
是
網
上
平
台
快
速
傳
遞

各
種
訊
息
的
。
幾
年
前
當
電
視
台
搞
二
十
四
小
時
新

聞
台
，
令
大
家
如
獲
至
寶
，
因
為
能
讓
各
種
新
聞
訊

息
、
畫
面
第
一
時
間
送
到
觀
眾
眼
中
，
這
是
對
電
台

的
一
大
衝
擊
，
以
前
聽
收
音
機
半
小
時
一
節
新
聞
報

告
，
接
收
最
新
的
訊
息
。
有
了
二
十
四
小
時
新
聞

台
，
電
台
的
優
勢
漸
消
失
。
網
上
平
台
的
誕
生
嚴
重
衝
擊
傳
統

的
紙
張
媒
體
；
網
上
大
量
免
費
資
訊
可
享
用
。
輕
易
睇
到
、
找

到
，
結
果
年
輕
一
代
不
再
買
報
紙
。
習
慣
享
用
免
費
東
西
，
為

免
費
報
紙
製
造
了
生
存
契
機
，
卻
打
擊
了
傳
統
報
紙
的
銷
量
。

傳
統
報
紙
要
尋
找
生
存
空
間
就
開
拓
網
上
即
時
新
聞
，
與
一
些

大
型
資
訊
網
站
競
爭
。
近
年
競
爭
更
轉
向
了﹁
動
新
聞﹂
，

﹁
動
新
聞﹂
其
實
是
迷
你
電
視
頻
道
，
有
聲
、
有
畫
、
有
報
道

員
。
但
網
上﹁
動
新
聞﹂
內
容
畫
面
質
素
、
規
模
不
能
與
電
視

台
比
，
但
是
比
即
時
新
聞
再
跨
前
一
步
。
所
以
目
前
的
新
聞
記

者
許
多
時
身
兼
數
職
的
既
採
又
影
，
反
而
少
寫
了
。
更
衍
生
新

聞
寫
手
這
個
崗
位
。
要
搞﹁
動
新
聞﹂
需
要
投
資
不
少
，
報
老

闆
不
想
落
後
於
人
，
跟
勢
而
做
，
賺
不
賺
錢
容
後
再
算
。
據
知

星
島
系
亦
將
加
入
搞﹁
動
新
聞﹂
行
列
。
除
了
已
有
的
東
系
和

壹
系
外
，
愈
來
愈
多
集
團
加
入
，
甚
熱
鬧
，
遲
些
會
否
像
免
費

報
般
掀
起
熱
潮
呢
？
靠
廣
告
收
入
能
否
維
生
呢
？
還
好
這
些
集

團
都
是
幾
個
媒
體
組
成
，
有
協
同
效
應
。

﹁
動
新
聞﹂
的
吸
引
力
來
自
手
機
可
以
睇
到
，
結
果
電
視
台

亦
不
敢
放
鬆
，T

V
B

眼
見
之
前
的M

yT
V

見
成
果
，
總
經
理
鄭

善
強
已
經
講
今
年
全
力
拓
展
手
機
電
視
市
場
，
但
都
不
敢
奢
望
靠

廣
告
收
入
維
持
。
月
前
公
布
推
出
全
新
流
動
裝
置
適
用
的

G
O
T
V

，
它
是
一
個A

pp

，
支
援iO

S

及A
ndroid

，
現
時
可
觀

看
共
三
百
四
十
一
套
精
選
電
視
劇
，
每
套
劇
集
也
會
放
於G

O
T
V

內
約
一
年
，
未
來
三
年
，
將
有
一
千
四
百
二
十
五
套
電
視
劇
陸
續

上
載
，
每
月
大
約
有
一
萬
集
電
視
劇
︵
約
一
萬
小
時
︶
可
供
欣

賞
。
月
費
五
十
九
港
元
，
年
費
四
百
九
十
九
港
元
，
變
相
成
為
了

一
個
收
費
電
視
頻
道
，
在
這
個
免
費
時
代
，
一
講
收
錢
用
家
就

﹁
閃﹂
，
所
以
都
不
易
做
。
那
現
在
熱
議
的
網
絡
電
視
發
展
又
如

何
？
香
港
電
視
的
王
先
生
正
雄
心
萬
丈
，
加
入
電
視
行
業
五
十
周

年
的
蔡
和
平
先
生
直
指
因
手
機
電
視
觀
眾
不
喜
歡
在
網
上
看
到

廣
告
，
廣
告
效
力
不
好
自
然
影
響
到
落
廣
告
意
慾
，
自
然
影
響

到
廣
告
收
入
，
所
以
不
看
好
網
絡
電
視
。
在
現
實
角
度
來
看
，

香
港
的
廣
告
是
不
夠
分
，
養
不
起
那
麼
多
媒
體
，
而
廣
告
不
夠

就
會
令
製
作
成
本
減
少
，
最
後
導
致
節
目
不
好
看
。
內
地
劇
市

場
大
，
自
然
製
作
費
多
，
質
量
好
，
難
怪
吸
引
到
愈
來
愈
多
港

人
愛
睇
內
地
製
作
的
節
目
，
真
是
風
水
輪
流
轉
。

媒體競爭停不了

馬
年
到
來
，
各
玄
學
家
都
例
牌
發
表
來
年

運
程
預
測
，
我
不
是
玄
學
家
，
也
不
懂
術

數
，
但
我
都
想
預
測
一
下
來
年
電
視
圈
將
會

發
生
的
大
事
，
反
正
那
些
玄
學
家
也
不
是
個

個
都
準
、
年
年
都
準
，
我
只
憑
直
覺
推
算
，

錯
了
也
不
至
於
會
被
人
拆
招
牌
。

馬
年
電
視
圈
大
事
預
測
：

1.
香
港
電
視
開
台
：
香
港
電
視
經
歷
波
折
重

重
，
有
如
過
山
車
大
起
大
跌
，
終
於
七
月
一
日

正
式
開
台
，
市
民
普
遍
歡
迎
能
有
多
個
選
擇
。

2.
廣
告
倍
增
，
無
綫
調
整
廣
告
收
費
：
廣
告

商
普
遍
滿
意
港
視
的
節
目
質
素
，
令
廣
告
量
倍

增
，
並
決
定
來
年
投
放
更
多
資
金
在
電
視
廣
告

上
，
廣
告
收
益
並
沒
有
被
攤
薄
，
反
而
令
廣
告

市
場
做
大
個
餅
。

3.
流
動
電
視
接
收
器
成
淘
寶
熱
賣
：
流
動
電

視
接
收
器
在
港
數
度
賣
斷
市
，
先
達
炒
價
高
於

市
價
兩
倍
，
成
為
淘
寶
熱
賣
商
品
，
有
不
法
商

人
炒
賣
劣
質
接
收
器
，
市
民
購
買
時
應
小
心
注

意
。4.

順
嫂
看
不
明
港
視
劇
集
：
收
視
顯
示
港
視

節
目
廣
受
年
輕
一
代
觀
眾
歡
迎
，
但
較
為
年
長

的
觀
眾
或
一
般
師
奶
則
大
叫
睇
唔
明
，
寧
願
繼
續
追
看
師
奶

劇
。5.

觀
看
流
動
電
視
釀
成
意
外
：
青
年
過
馬
路
時
只
顧
低

頭
觀
看
手
上
的
流
動
電
視
，
造
成
多
宗
交
通
意
外
，
有
團
體

促
請
政
府
立
法
管
制
。

6.
港
視
節
目
屢
遭
投
訴
：
流
動
電
視
的
節
目
內
容
不
受
廣

管
局
發
出
的
︽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
則
節
目
標
準
︾
規
管
，
其

節
目
內
容
及
廣
告
尺
度
較
為
寬
鬆
，
也
因
此
多
次
遭
到
市
民

投
訴
，
政
府
擬
立
例
管
制
流
動
電
視
。

7.
無
綫
棄
將
吐
氣
揚
眉
：
前
無
綫
藝
人
跳
槽
港
視
之
後

得
以
上
位
，
由
原
本
二
、
三
線
，
甚
至
只
屬
五
、
六
線
的
藝

人
，
得
到
發
揮
機
會
，
周
家
怡
、
陸
駿
光
、
張
松
枝
等
先
後

有
機
會
擔
大
旗
，
部
分
更
成
功
晉
升
至
一
線
，
演
技
得
到
觀

眾
認
同
。

8.
港
視
、
無
綫
藝
員
大
執
位
：
一
線
藝
人
紛
紛
離
港
到
內

地
賺
取﹁
人
仔﹂
，
電
視
圈
缺
乏
一
線
小
生
花
旦
，
造
就

二
、
三
線
藝
員
上
位
，
同
時
無
綫
再
次
誠
邀
舊
將﹁
愛
回

家﹂
，
誠
意
不
夠
，
就
以
高
薪
搭
夠
，
而
無
綫
二
、
三
線
藝

員
，
眼
見
過
檔
港
視
的
藝
人
機
會
大
增
，
也
紛
紛
在
完
約
後

跳
槽
，
造
成
兩
台
藝
人
大
執
位
。

9.
職
業
劇
的
比
率
大
跌
：
過
往
電
視
台
最
喜
歡
開
拍
有

關
醫
生
、
律
師
等
職
業
包
裝
的
電
視
劇
，
但
隨
着
觀
眾
的
要

求
提
升
，
不
論
劇
本
或
製
作
都
處
處
要
求
逼
真
，
奈
何
港
劇

無
法
好
像
美
劇
一
樣
，
能
有
龐
大
資
源
聘
請
到
醫
生
、
律
師

來
當
編
劇
，
於
是
電
視
台
只
有
被
迫
放
棄
這
類
題
材
，
觀
眾

無
需
再
見
到
一
班
醫
生
、
律
師
在
醫
院
或
法
庭
裡
面
談
情
說

愛
。10.

亞
視
復
拍
劇
集
：
面
對
流
動
電
視
的
競
爭
，
亞
視
早

前
已
宣
布
將
復
拍
劇
集
，
但
說
好
的
四
千
萬
投
資
卻
未
見
蹤

影
。以

上
純
粹
個
人
推
測
，
沒
有
科
學
根
據
，
亦
沒
有
信
譽
保

證
。
請
記
住
，
我
只
是
個
編
劇
，
有
甚
麼
不
是
老
作
的
？
不

過
風
水
佬
呃
你
十
年
八
年
，
而
我
，
過
多
幾
個
月
就
會
知
道

能
批
中
多
少
項
。

馬年大事預測

不
論
南
北
各
地
，
嗜
食
豆
腐
者
都
甚
眾
，
烹
調
的
方
式
也
是

百
變
多
樣
：
釀
豆
腐
、
燉
豆
腐
、
涼
拌
豆
腐
、
紅
燒
豆
腐
、
麻

婆
豆
腐
、
文
思
豆
腐
…
…
豆
腐
就
像
一
個
百
依
百
順
的
小
姑

娘
，
可
依
據
不
同
的
喜
好
任
由
打
扮
，
成
就
一
道
道
佳
餚
。

昔
日
在
民
間
，
做
豆
腐
是
與
打
鐵
、
撐
船
並
列
的﹁
三
苦﹂
之

一
。
業
者
必
須
半
夜
就
起
來
磨
漿
點
鹵
，
天
方
矇
矇
亮
，
一
板
一
板

的
新
鮮
豆
腐
，
還
冒
着
熱
氣
就
被
運
到
了
市
場
上
。
挎
着
菜
籃
子
的

老
太
太
，
或
拿
着
一
隻
碗
來
的
街
坊
，
往
小
攤
買
兩
塊
豆
腐
，
再
拎

一
把
小
葱
，
就
是
咄
嗟
立
辦
的
一
道
家
常
菜
。
拿
回
家
只
須
往
鍋
裡

下
薄
油
，
把
豆
腐
的
兩
面
煎
黃
，
加
入
豆
豉
、
蠔
油
略
燜
，
講
究
的

則
添
入
冬
菜
或
毛
豆
，
臨
起
鍋
前
再
灑
上
切
碎
的
小
葱
，
即
可
令
人

百
食
不
厭
。

不
過
，
豆
腐
又
屬
於
易
做
難
精
的
菜
，
既
可
作
為
簡
約
一
味
，
入

柴
門
荊
扉
的
餐
桌
，
也
可
登
風
雅
人
物
的
廳
堂
，
俱
饌
供
客
。
要
想

把
普
普
通
通
的
豆
腐
，
做
到
他
人
擊
節
稱
賞
的
地
步
，
是
相
當
考
人

的
，
需
要
有
驚
人
的
創
造
力
及
獨
到
的
靈
感
。
由
於
豆
腐
是
廉
價
食

品
，
有
着
清
貧
廉
正
的
意
象
，
尤
其
受
士
大
夫
的
青
睞
，
以
此
標
榜

自
己
安
貧
樂
道
，
砥
礪
名
節
，
只
吃
得
起
豆
腐
。
因
此
，
經
過
無
數

文
人
苦
心
孤
詣
的
研
究
，
豆
腐
也
被
吃
成
了
一
種
文
化
，
各
種
關
於

豆
腐
的
逸
事
，
都
與
文
人
有
關
。
如
清
人
袁
枚
到
揚
州
友
人
家
裡
作

客
，
席
間
有
一
道
豆
腐
，
沒
有
一
點
滷
汁
及
增
味
的
輔
料
，
就
是
兩
面
煎
至
焦

黃
，
吃
起
來
卻
有
蟹
螯
的
鮮
味
。

袁
枚
是
美
食
家
，
深
知
能
把
豆
腐
做
到
這
個
程
度
，
絕
不
簡
單
，
於
是
他
第

二
天
向
另
一
個
朋
友
查
開
說
起
此
事
。
查
開
好
面
子
，
說
我
也
能
做
。
袁
枚
如

約
上
門
一
嘗
，
不
禁
失
笑
，
原
來
查
開
是
用
雞
和
鳥
雀
的
胸
脯
肉
取
代
豆
腐
，

費
資
超
過
十
倍
，
卻
沒
有
意
想
中
的
效
果
。
袁
枚
兼
精
烹
飪
，
知
道
這
是
最
不

入
門
的
做
法
，
因
為
豆
腐
是
借
味
菜
，
只
有
巧
妙
將
它
味
改
移
到
豆
腐
當
中
，

渾
樸
自
然
，
不
露
一
點
斧
鑿
痕
跡
，
方
能
受
人
稱
道
。

清
道
光
年
間
，
梁
章
鉅
任
山
東
按
察
使
，
有
一
次
在
大
明
湖
畔
的
薜
荔
館
與

同
僚
聚
飲
。
歷
城
令
侯
燮
堂
為
了
在
上
官
面
前
露
一
手
，
親
自
挽
袖
下
廚
，
以

娛
嘉
賓
。
菜
至
數
味
，
每
座
前
各
上
一
小
碟
，
內
盛
兩
枚
方
塊
，
眾
人
一
嘗
，

皆
不
知
為
何
物
，
只
覺
鮮
美
不
可
言
，
遂
稱
讚
不
絕
。
侯
燮
堂
最
後
得
意
地
揭

開
了
謎
底
：﹁
此
豆
腐
耳
！﹂
能
把
豆
腐
做
得
令
遍
嘗
異
味
的
一
干
大
吏
都
吃

不
出
來
，
卻
又
同
聲
讚
美
的
程
度
，
堪
稱
治
庖
妙
手
。

這
些
傳
說
中
的
豆
腐
妙
品
，
我
皆
無
緣
得
嘗
，
最
喜
歡
的
就
是
冬
天
吃
火
鍋

時
，
往
湯
裡
放
幾
塊
豆
腐
，
任
其
久
煮
。
到
最
後
，
豆
腐
已
被
煮
成
了
蜂
窩

狀
，
湯
中
的
鮮
味
也
被
盡
數
吸
附
入
內
，
蘸
上
用
辣
椒
、
醬
油
、
大
葱
做
成
的

味
碟
而
食
，
就
上
一
碗
熱
騰
騰
的
白
米
飯
，
簡
直
是
神
仙
的
享
受
。
這
一
刻
，

豆
腐
的
誘
人
魅
力
，
一
點
也
不
在
美
饌
珍
餚
之
下
。

豆腐的魅力 五味
人生
陶 琦

從
來
沒
認
真
留
意
過
余
麗
珍
，
最
近
才
看
到

她
的
影
片
，
總
覺
得
在
花
旦
群
中
來
說
，
她
有

點
另
類
，
戲
路
總
異
於
芳
艷
芬
、
鄧
碧
雲
、
白

雪
仙
，
也
正
因
為
另
類
，
才
有
她
個
人
的
特
色

吧
。

︽
無
頭
東
宮
︾
、
︽
蟹
美
人
︾
可
說
是
她
的
代
表

作
，
看
粵
片
歷
史
，
知
道
有
個
時
期
，
余
麗
珍
之
類

影
片
，
原
來
曾
佔
過
很
重
要
的
娛
樂
市
場
，
我
們
的

電
影
皇
帝
銀
壇
校
長
吳
楚
帆
擔
心
那
一
類
神
怪
電
影

教
壞
年
輕
觀
眾
，
才
發
起﹁
伶
星
分
家﹂
，
跟
有
志

為
電
影
負
上
教
育
責
任
的
電
影
工
作
者
，
組
織
中
聯

電
影
公
司
，
強
調
要
拍
好
戲
。
說
來﹁
中
聯
出
品
，

必
屬
好
片﹂
，
才
真
的
當
之
無
愧
，
雖
然
中
聯
並
無

這
樣
誇
過
大
口
，
可
是
在
影
迷
心
目
中
，
︽
豪
門
夜

宴
︾
、
︽
父
與
子
︾
、
︽
危
樓
春
曉
︾
、
︽
父
母

心
︾
…
…
等
等
，
中
聯
每
一
部
製
作
都
是
以
現
實
社

會
為
題
材
的
好
電
影
，
直
到
幾
十
年
後
還
是
贏
盡
口

碑
。可

是
標
籤
︽
無
頭
東
宮
︾
、
︽
蟹
美
人
︾
為
不
良

電
影
，
話
也
說
過
了
頭
。
當
年
婦
孺
觀
眾
為
娛
樂
而

娛
樂
，
大
都
看
過
開
心
了
事
，
小
朋
友
也
沒
有
得
過

壞
影
響
，
說
實
話
，
那
類
影
片
好
人
好
報
壞
人
沒
好

收
場
的
公
式
，
多
少
也
帶
有
潛
教
育
意
義
，
只
是
吳

校
長
過
於
重
視
世
道
人
心
，
太
敏
感
了
。

從
藝
術
和
純
娛
樂
角
度
看
，
現
在
重
新
評
估
，
我

們
發
覺﹁
東
宮﹂
和﹁
蟹﹂
這
類
影
片
還
無
心
插

柳
，
給
我
們
帶
來
意
想
不
到
的
驚
喜
。

就
是
影
片
裡
頭
，
不
期
然
看
到
不
少
才
子
佳
人
古
裝
片
中
罕

見﹁
水
髮﹂
、﹁
紮
腳﹂
之
類
的
舞
台
功
架
，
李
少
芸
為
他
妻

子
余
麗
珍
度
身
而
編
的
劇
本
，
無
形
中
記
錄
的
大
鑼
大
鼓
的
舞

台
表
演
，
今
日
看
來
就
有
珍
貴
的
價
值
了
。

查
看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中
電
影
廣
告
，
標
稱
余
麗
珍
為
藝

術
旦
后
，
大
概
也
非
過
譽
，
至
少
同
期
花
旦
，
就
不
常
看
到
她

在
電
影
中
表
演
的
大
量
功
架
。
至
於
唱
功
，
老
戲
迷
就
欣
賞
她

吐
字
清
爽
而
帶
有
妹
腔
的
韻
致
，﹁
妹﹂
不
是
阿
拉
儂
的
上
海

妹
，
是
廣
東
中
山
粵
劇
名
旦
，
藝
名﹁
上
海
妹﹂
。

無頭東宮蟹美人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馬
爾
代
夫
之
旅
捨
棄
直
航
首
都
馬

里
，
改
選
斯
里
蘭
卡
航
空
公
司
的
航

班
，
在
可
倫
坡
中
轉
，
友
儕
們
都
好
生

驚
奇
。
唉
，
還
不
是
為
了
這
個
號
稱

﹁
印
度
洋
上
的
珍
珠﹂
！

遊
伴
安
妮
不
輕
易
動
身
，
她
一
出
行
，

便
要
求
旅
遊
效
益
，
怎
能
滿
足
於
單
遊
馬

爾
代
夫
三
、
四
天
，
斯
里
蘭
卡
既
是
文
化

古
都
，
又
有
航
班
相
通
馬
里
，
只
需
購
買

香
港
往
馬
里
一
套
機
票
，
便
可
於
回
程
時

中
轉
加
停
可
倫
坡
，
當
然
是
雙
城
遊
的
最

佳
選
擇
。

安
妮
說
，
南
亞
海
嘯
之
前
，
大
家
對
斯

里
蘭
卡
這
個
形
狀
類
似
水
珠
的
島
嶼
，
並

不
熟
悉
，
但
是
如
果
提
到﹁
錫
蘭
紅

茶
﹂
，
就
會
既
熟
悉
卻
又
陌
生
的

﹁
哦
…
…﹂
。
在
海
運
興
盛
的
年
代
裡
，

這
個
位
於
印
度
洋
與
太
平
洋
之
間
的
島

嶼
，
位
居
歐
亞
大
陸
海
運
的
中
樞
，
在
終

年
季
候
風
與
洋
流
環
繞
的
環
境
下
，
奠
定

了
她
在
歐
亞
貿
易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面
對
國
土
寬
廣
又
有
悠
久
歷
史
文
明
的

印
度
，
印
度
洋
上
的
斯
里
蘭
卡
就
像
個
小

媳
婦
，
長
期
處
在
婆
婆
的
籠
罩
下
，
有
人

淒
美
地
形
容
，
她
是
從
印
度
佛
陀
臉
頰
滑
落
印
度
洋

的
一
顆
淚
珠
！
金
色
的
海
灘
、
鬱
鬱
葱
葱
的
低
地
、

壯
觀
的
高
山
景
致
、
芬
芳
的
植
物
、
清
新
的
奇
花
異

草
、
奇
異
的
野
生
動
物
、
令
人
難
忘
的
歷
史
古
城
、

宗
教
遺
跡
…
…
，
這
就
是
被
譽
為﹁
印
度
洋
上
的
珍

珠﹂
、﹁
紅
茶
之
國﹂
的
獅
子
王
國
︱
︱
斯
里
蘭

卡
。馬

可
波
羅
在
遊
記
中
，
稱
讚
斯
里
蘭
卡
是
他
見
過

最
美
麗
的
島
國
︱
︱
沒
有
哪
個
島
國
，
可
以
同
時
擁

有
數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山
地
、
熱
帶
雨
林
、
和
眾
多
美

麗
的
海
灘
、
千
年
前
的
古
城
神
殿
、
近
代
的
殖
民
城

堡
，
以
及
獨
特
迷
人
的
文
化
和
異
域
風
情
。

印度洋上的珍珠

琴台
客聚
孫浩浩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平時沒有夜生活的人，正月初八夜間十一點
半，呼朋喚友，快點快點，時間過了就沒好看的
了！一到凌晨十二點，響徹連天的鞭炮，還有燦
爛多彩的煙花，馬上就要燃放起來了！
從檳城搭乘渡輪過北海，人在船上朝右邊眺
望，著名的水上人家吸引着遊客的目光。房子就
建在水上？是的，去過的人便曉得，站在房子的
客廳，水波穿過木板地上的條縫在晃蕩，帶着鹹
味的海風涼颯颯地從板縫中掠上來，不曾留宿，
但是，想像睡覺時應該無需開冷氣。那個地方叫
姓氏橋。每一條橋上住着不同姓氏的人家，其中
以姓周橋最讓人所知。自從檳城和馬六甲以雙古
城申遺成功後，今天的姓氏橋已成為檳城著名的
旅遊景點之一。
當年中國人南來，抵達的口岸正是這兒，不知
道是誰先把房子搭建起來，接踵而來的，一間連
接一間，就連木橋也建起來。橋的兩旁是木結構
的簡陋房子，有個遮風避雨的場地，南來移民開
始為生活打拼，居住的大多是出賣體力的勞工階
級。
當時的檳城父母頻頻交代孩子，沒事盡可能不
要到那地方去，彷彿姓氏橋是什麼避之則吉的荒
野之地一般叫人害怕畏懼。那一帶就幾條橋，兩
邊的房子也不多間，住客共幾戶人家，哪一家是
什麼人，彼此都很熟悉。外來者一亮相，當地人
互相通風報訊，馬上知曉。木橋居民對陌生外人
格外警惕，因為常有一些犯案者過來這裡的朋友
家小住。這兒具有「門一打開，便可以下海」的
地點優勢，對那些想離開小島一段短暫時間，讓
歲月的流逝銷毀了記錄或記憶以後再回來的人很
是方便。
之前對父母的限制，感覺老人家很怕事兼專

制，對這地方益發好奇，後來認識一個在姓氏橋

長大的朋友，聽他說了很多精彩得可以拍成電影
的故事，才恍然大悟。
海邊來的陌生人，大部分是靠岸歇息或轉站添
油的大船上的船員和水手，以來自台灣，日本，
韓國為多，不少黑市交易就在橋上進行，有什麼
不對的時候，要逃離也就一時三刻，一恍眼人就
消失無蹤，追捕行動往往以失敗告終。
住在水邊的人，大多為職業漁夫。靠海吃飯看
的是天公的臉色，晴朗好天，便是賺錢的工作
日，哪一天老天心情不好，把雲給翻了又下起雨
來，漁民只好坐在橋頭看天，聊天。天色不在自
己手上，無從控制，唯一的方法，是向老天祈
求，希望日日風調雨順。
福建和台灣講閩南話的朋友，來到檳城倍覺親
切。有時在路上，聽到馬來人或印度人以閩南話
與當地華人對話，亦無需驚異，檳城人早就習以
為常。這裡的華人以福建人居多，只要懂閩南
話，街頭巷尾鄉音處處，行走全島毫無隔閡。
福建人到了海外，對春節異常重視，比春節更
大的，就是天公誕了。因此有「天公生日大過
年」的說法。天公誕有很多禁忌：不可掃地、不
可洗衣、不可說不好聽的話、女性的內衣褲尤其
不可以掠曬在外、衣着從裡到外必需是全新沒有
下過水的，女性遇到經期，不可以舉香拜天公，
這些非遵守不可的傳統禁忌比大年初一的還要
多。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至高無上的天公不可褻
瀆。
天公誕落在正月初九，由於滿心崇敬，自年初
八午夜十二點就開始慶祝。先在家門口或院子中
央擺上供桌，供桌分前後或上下兩張，前面的上
桌以板凳墊高，又稱頂桌，繫上繡有吉祥圖案的
紅色桌圍，兩旁繫上的甘蔗必需見到根莖且帶有
綠色的葉子，中間擺上香爐和燭台。供奉天公的

頂桌，供品以齋料為主，獻給天公部屬的供品放
在下桌，一般是葷食。供品很有講究：頂桌的五
果六齋十二菜碗（或二十四，三十六碗），即是
五種水果，六種齋料，十二種盛在碗裡的菜；下
桌的五牲為雞鴨魚蝦豬，誰家賺了大錢或是走了
好運，往往以燒豬答謝天公的保佑。非有不可的
供品還包括糖塔、紅龜粿、麵線、甜糯米等等。
人們為了表示對天公的尊敬，所有的供品，都必
需貼上紅紙或精緻的紅紙剪花。有一點特別要注
意的是，這些準備功夫，經期女性絕對不可動
手。
天公誕拜天公是福建人對天公的報恩行動。傳
聞古代黃巢軍南侵，到了福建，因福建語言難
懂，把「人」稱為「狼」（閩南話「人」的發音
是「狼」）引起黃巢軍的誤會，殺「狼」殺到大
年初九才搞清楚，當時躲在甘蔗園的生還者，每
人取走一對甘蔗來拜天公，答謝天公的保庇。閩
南話「甘蔗」的發音正是「感謝」。
又有一則傳說是古代有個姓孟的將軍，孟將軍
有個本領，一到陌生地，只要喝了當地的水，馬
上便通曉當地的語言。當他到閩南時，手下拿外
省的水給他喝，結果他無法與閩南人溝通，誤以
為閩南人非漢人，下令手下大開殺戒，枉死了無
數的閩南人後，年初九那天，外省運來的水喝光
了，孟將軍喝下閩南水，講起閩南話，才知道錯
殺漢人。由於那天正好是年初九，閩南人將逃過
大劫歸功於天公的保佑，就在初九凌晨拜天公謝
恩。
檳城人耳熟能詳的傳聞則是，明朝某年春節，
倭寇侵犯福建，鄉民連夜逃命，黑暗中慌亂間逃
到偏僻的郊野，眼看倭寇就追上來，突然眼前出
現一片甘蔗林，鄉民趕緊逃入林裡躲避。出來以
後，正是年初九，從鬼門關走一趟回來的鄉民，
認為是天公顯靈救命，在拜天公時，不忘甘蔗的
救命之恩。
甘蔗因而成為天公誕不可或缺之物，後來商人

趁機漲價，但感恩的閩南人照樣非拜不可。檳城
的姓氏橋民，多為閩南人，供桌本來擺在自家門

口，後來環境愈來愈好，供奉的祭品越來越多，
經過洽商後，橋民把供桌擺到橋外的大街，所有
的住戶都來參與，拜天公的儀式更加熱鬧隆重，
除了祭拜，還有舞獅表演，燃放鞭炮和煙花，形
成盛大的節日慶典，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遊客旅
人特地前來觀賞。
今天的姓氏橋，和當年已經不一樣。年輕一代

皆受過良好教育，經濟能力提升後，購買陸地房
子遷離水上，平常只有戀舊的老人家居住，卻在
天公誕這一天，成為橋民住戶的團圓日。各國藝
術家亦多次到此寫生繪畫，主辦藝術創作營，居
民對藝術有了一定的認識，審美水平和衛生觀念
亦逐步提高，出現許多民宿旅館。近年旅遊團成
群結隊而來，尤其是初八的午夜，天公誕慶典已
演變成檳城的旅遊資源。
閩南人的「天公生日大過年」，所以就成了一

年唯一一次的夜生活。拜天公果然讓姓氏橋居民
一年更比一年好，今年的鞭炮絕對要比去年響，
璀璨的煙花燃放開來，也肯定比去年的更為絢麗
斑斕。

天公生日大過年

百
家
廊

朵

拉

有
些
東
西
，
流
行
一
時

就
消
失
了
；
有
些
東
西
，

流
行
之
後
會
持
續
多
年
；

有
些
東
西
，
流
行
過
後
會

消
失
一
陣
子
又
再
流
行
。

比
如
食
物
，
曾
經
流
行
過
的
胡

椒
蝦
，
如
今
在
食
肆
已
難
吃
到
；

比
如
中
國
稱
作
枱
球
的
桌
球
，
因

為
出
了
個
丁
俊
暉
，
便
流
行
起

來
，
而
且
持
續
流
行
着
；
比
如
西

裝
，
有
時
會
流
行
雙
排
扣
，
有
時

會
流
行
單
排
扣
，
有
時
流
行
大
翻

邊
，
隨
時
會
作
改
變
。

我
手
上
有
一
本﹁
文
匯
新
民
聯
合
報
業
集

團
新
聞
信
息
中
心﹂
發
布
的
︽
中
國
流
行

語
︱
︱
二○

○

七
發
布
榜
︾
，
翻
閱
二○

○

六
年
時
的
流
行
語
，
有
些
已
經
褪
色
，
有
些

還
在
新
聞
信
息
上
佔
着
流
行
的
位
置
，
有
些

就
已
然
消
失
。

比
如﹁
中
國
二○

○

六
年
度
流
通
度
最
高

的
十
大
流
行
語﹂
分
別
是
：
社
會
主
義
榮
辱

觀
、
社
區
衛
生
服
務
、
創
新
型
國
家
、
德
國

世
界
盃
、
股
指
期
貨
、
社
保
基
金
、
融
資
融

券
、
八
榮
八
恥
、
︽
江
澤
民
文
選
︾
、
中
非

合
作
論
壇
。
像
德
國
世
界
盃
，
注
定
隨
着
結

束
而
不
再
流
行
了
。

比
如﹁
中
國
二○

○

六
年
度
流
行
語
中
的

十
大
人
名﹂
是
：
叢
飛
、
郭
德
剛
、
安
倍
、

齊
達
內
︵
即
港
譯
施
丹
︶
、
黃
健
翔
、
潘
基

文
、
丁
曉
兵
、
易
中
天
、
哈
尼
亞
、
楊
威
。

這
些
當
時
曾
經
名
揚
一
時
的
人
物
，
有
的
已

然
淡
出
，
有
的
還
在
舞
台
，
最
特
別
的
，
是

安
倍
在
二○

一
三
年
依
然
因
為
他
的
軍
國
主

義
式
言
論
，
成
為
信
息
常
提
及
的
人
。
想
來

二○

一
四
年
安
倍
的
壞
名
依
舊
大
量
出
現
在

新
聞
之
中
。

有
什
麼
東
西
能
像
牛
仔
褲
那
樣
，
流
行
幾

十
年
依
然
不
褪
色
？
有
什
麼
人
物
，
能
以
好

名
聲
年
年
在
人
們
口
中
流
行
相
傳
的
？

流行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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