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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扶 林 故 道 之十六

周永康的落馬，將中
國反腐風暴推向又一新
高。「歷史有驚人的相
似之處」，回顧周永康
的仕途興衰和周氏「政
商帝國」的覆滅，不由
想起南宋巨貪——「賣
官丞相」陳自強來。
陳自強，福州閩縣
人 ， 約 建 炎 四 年
（1130）生人。出身貧
寒，少年時吃過不少
苦。為徹底改變命運，
他發奮讀書，終成一名
太學生。但在而後的科
舉中屢考不中，在首都
臨安生活也「大不
易」，於是屈尊到權貴
之家給小孩子當啟蒙老
師。30歲那年，陳自
強受承宣使韓誠聘請，
去給其幼子韓侂胄當塾
師。韓誠乃是北宋名臣
韓琦之孫，韓妻是宋高
宗吳皇后之妹，可謂門
第顯貴。陳自強覺得很
光彩，教書格外賣力，
韓府上下對他也挺滿
意。
韓夫人見陳自強儀態
大方為人穩重，自然器
重有加，對年幼的侂胄
道：「你日後飛黃騰
達，別忘了恩師啊！」
後來陳自強離開韓家，
繼續進軍仕途，但時運
不濟、好事遲來，直到
淳熙五年（1178），將
近年過半百時才考中進
士。又因缺乏靠山而官
運不暢，60歲那年依

然是個區區小吏（福建光澤縣丞），常被同僚
譏笑。
慶元二年（1196）夏，陳自強任滿卸職，忽
聞30多年前教過的學生韓侂胄已是當朝宰
相，暗自竊喜，便想通過這層關係撈個好位
置。他來到韓府，但見警衛森嚴，幾次求見均
被拒之門外，後通過種種關係才得以如願。韓
侂胄一見陳自強，立即行師生之禮，很快任命
陳自強為太學錄，不久又轉任國子博士、秘書
郎。半年後，擢升陳自強為右正言、諫議大
夫、御史中亟。不到一月又進樞密院，四年後
官至右丞相，為正一品（相當於如今的副總
理），成為南宋重量級人物了。
陳自強也深諳自己並無治國理政本事，一切
都是權臣韓侂胄的恩賜，於是全然不顧自己的

身份和年紀，稱韓侂胄為恩王、師王，
再不提自己曾是其塾師了，甚至聲稱
「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表白對韓侂
胄的效忠，那怕獻出老命也在所不惜。
陳自強死心塌地巴結韓侂胄，除了報

恩，更多的是心懷鬼胎、覬覦私利。宋
朝官員俸祿在歷代王朝中最為優厚，高
官月薪可達400貫（一貫為一千文），
是漢代的10倍，正一品官更是月領祿米
150石、俸錢12萬文，外加每年綾20
匹、羅1匹、綿50両。除上述薪餉外，
還有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
等等名目繁多的福利補貼。如此優渥的
待遇卻不能滿足陳自強的貪婪心，他尋
思自己含辛茹苦做官幾十年，如今終於
時來運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
要利用自己手中之權「賣官鬻爵」大撈一把，
他開始在貪腐的路上大踏步進軍了。
陳自強是一隻「笑面虎」，他自己裝出一副
正人君子的樣子，暗中與子弟親友結成一個嚴
密的「關係網」。其賣官的行徑並不高明，
「縱子弟親戚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
予」，大凡有求於自己、想在仕途有所「上
進」者，都由這幫心腹干將與他們講好價錢，
一切辦妥後就「光明正大」地授予官職，如此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招權索賠猖獗之
極。一些深諳內幕的地方官員往京城給陳自強
送公文，往往會在封函上註明「某物若干並
獻」的字樣，凡是沒寫的，陳自強根本就不會
打開。
陳自強與死黨狼狽為奸、招贓竊位，但他平

時笑容可掬、道貌岸然，蒙蔽了不少人。他每
每裝出一副「廉臣」的樣子，在宋寧宗面前高
談所謂「君德」和「時政」，還對朝廷內外的
不正之風進行「義正辭嚴」的斥責。為欺騙輿
論，他還不時賊喊捉賊地揪出幾個已經敗露的
「蒼蠅」，予以懲處。一次，陳自強一個老朋
友的兒子前來求見，要求到禮部當「掌故
官」。陳自強聽罷竟當眾人之面大發光火，
厲聲訓斥，令那人下不來台。豈料事過不久，
朝廷任命書下達，那人真的當上了掌故官。好
事者追問那人緣由，其悄悄拿出陳自強親書的
八個字：「珍貺鼎至，光耀老目。」意思是珍
貴禮物收到，高興得老眼生輝矣！
貪婪是個無底洞，慾火只會愈燒愈旺。按規
定，右丞相並不掌管財政，很難直接撈到錢
財。陳自強卻靈機一動創立了一個「國用司」
的機構，總管財政，並自封國用使。於是肆無
忌憚地收括民財中飽私囊。史書記載：國用司
建立後，「掊克民財，州郡騷動」，陳自強這
隻大老虎從中撈取多少錢財，不言而喻了。陳
自強不啻大肆貪污受賄，還喪失政治立場，為
叛逆首腦大開綠燈，沆瀣一氣。掌管西南兵權
的吳挺號稱「吳家軍」，士卒只知有吳帥、不
知有朝廷。宋光宗花大力氣削弱其兵權。吳挺
死後，其子吳曦被調到臨安任殿前副都指揮

使，實際上剝奪了軍權。吳曦在臨安很不得
志，死灰復燃之心不滅。他便以厚禮賄賂陳自
強，陳竟然對皇上鼓吹「非曦不足以鎮四
川」，使吳曦如願返川。吳曦回去後竟派人與
金人苟合，願「獻四州之地，求封蜀王」，公
開叛變，並率兵十萬沿江而下聯合金兵夾攻襄
陽，導致「開禧北伐」的失敗。吳曦後被愛國
將領處死，受其賄賂的陳自強卻逍遙法外。
「子不教，父之過」，上樑不正下樑必歪。
其兒子憑借陳自強與權臣韓侂胄的關係，大肆
招權納賄，賣官鬻爵，這個「官二代」不費吹
灰之力就賺得盆滿缽溢。據記載，經其周旋的
下層官吏「有自瓊管以七千緡而得廣漕者，有
自倅貳以六千緡而連得兩郡者，有以珠翠飾婢
妾而遺其子者，有以五千緡而得潮陽者。其他
殆難以遍舉……」亦即：有下層官員用7,000
串銅錢買得航運管理局局長之職，用6,000串
銅錢買得州府一把手，5,000串銅錢買得潮陽
縣令……
陳自強父子通過各種手段徇私舞弊，積累了

大量財富，滿以為可以樂享晚年了、造福子孫
了。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開禧三年
（1207），朝廷以「阿財充位，不恤國事」之
名罷了陳自強的官，流放永州（今湖南零
陵），後又轉至韶州（今韶關），其黨羽亦也
紛紛問罪獲刑。雖大權旁落、流放邊疆，仍不
解民憤，宋寧宗下令沒收陳自強貪污所得全部
財產，再將其流放雷州半島。羈押途中，年過
七旬的陳自強每天都會焚香禱告：「懇求上天
再讓我活一日之命吧！」他實在不想死啊！他
邁沉重的步履，蹣跚地向雷州走去，終於在
流放路上嗚呼哀哉。
從昔日的陳自強到今天的周永康，時代不同

了，衣缽卻相似，他們結黨營私招權納賄的伎
倆也如出一轍，足見治國重在治吏，肅貪何等
緊要。詩云：

狼狽為奸賣官服，
賊喊捉賊笑面虎。
反腐風暴驚天起，
惡名昭彰唯恥辱！

竹子是草本植物還是木本植物？這個
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問題，卻很難
能說得清楚，即便是生物學界，目前也
沒有一致結論。有的說，木本植物有年
輪，每過一年，莖幹的橫斷面就會增添
一圈同心輪紋，然而竹子沒有，其斷面
中空有節卻無年輪。因此，竹子被排除
在木本之外。有的說，「草發成苑，樹
茂成林」，竹子自古稱「林」，應該屬
於樹類。若以竹子為草本，魏晉時期的
「竹林七賢」就成了「草野七賢」了。
因此，《中國樹木志》把竹子列為木
本。還有一種說法，竹子既不是草本，
也不是木本，而是禾本科多年生木質化
植物，在分類學上與小麥、水稻、玉
米、榖子等同屬於禾本科。如此說來，
古人稱竹子非草非木還是有道理的。
世界上有許多事物，其分野都不是絕

對的，非此即彼的事物幾乎沒有，於是
便有了不三不四、不上不下、不冷不
熱、不鹹不淡、不即不離、不疾不徐、
不陰不陽、不卑不亢、不豐不歉、不稂
不莠、不枝不蔓、不僧不俗、不倫不類
等說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騾子，雖然
非驢非馬，但卻兼有驢和馬的優點：負
重能力和抵抗能力像驢，靈活性和奔跑
能力像馬。在伊索寓言中，蝙蝠被塑造
為兩面派。故事說，鳥與獸宣戰，蝙蝠
保持中立。鳥對蝙蝠說：「加入我們
吧。」蝙蝠回答說：「我是獸。」獸對
蝙蝠說：「加入我們吧。」蝙蝠回答
說：「我是鳥。」當這場戰爭結束後，
鳥類與獸類都不歡迎蝙蝠，無論牠要參
加哪個群體，均遭拒絕和驅趕。蝙蝠是
冤枉的，因為牠確實具備兩種特徵。說
牠是獸類吧，卻能在空中飛翔；說牠是
鳥類吧，卻又沒有羽毛；生物學將蝙蝠
定性為唯一會飛行的哺乳動物。
在人類社會中，這樣的情形也有很

多。記得在文革中，極左思潮甚囂塵
上，非此即彼的思維霸氣凌人，寧左勿
右的口號比比皆是。例如，「寧要社會
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農
業），「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
資本主義的正點」（交通），「寧要社
會主義的低速度，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
速度」（工業），等等。那時的輿論，
曾一度狠批第三條道路，其激烈程度遠
超今天罵小三。這與當年的政治背景以
及意識形態有關，如果排除極左思潮的
影響，撇開西方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

主張不談，回歸客觀本原，第三條道路
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俗話說，條條大
路通羅馬。不論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
在社會科學領域，通向彼岸的路肯定不
止一條，即便是最佳路線，也不會是唯
一的。因此允許人們在探索的基礎上，
自主地加以選擇。可以往左走，可以往
右走，也可以從中間穿過，哪條路線適
合自己就選哪一條。倘若第三條道路行
得通，既能超越左與右，也能超越東方
與西方，又能超越傳統與現代，為何不
可以選擇呢？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治理整頓已

經進行了兩年多，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
降。當時國內一片反和平演變的聲音，
一片清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一片
對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詰難。這
時，鄧小平同志出來發話了。他指出，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
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
達到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看問題，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
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
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
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
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
段。」回過頭來看看，「姓社姓資」的
討論，同樣是承認不承認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問題。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來區別一個國家的制度屬性，也是思想
認識上的絕對化，說到底還是非此即彼
的思維邏輯。吳仁寶曾以不古不今、不
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城不鄉等字眼來
表述華西村的特色。研究過華西村人，
誰也不否認華西村的模式有缺陷，但誰
又能否認有缺陷的成功不是成功呢？

1913年 5月 2日，魯迅在日記中寫
道：「午後得羽太家寄來羊羹一匣，與
同人分分食太半。下午齒痛。往花枝胡
同訪子英。」
在兄弟反目之前，魯迅和羽太信子

（知堂先生的妻子）一家關係處得相當
不錯。1912年9月到11月間，魯迅至少
三次給日本的羽太家寄錢，其中最多的
一次是「日銀五十元」。與之相對應
的，羽太一家偶爾也寄回一點小東西作
為應答。這一次，他們寄來的是羊羹。
羊羹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原本是一種

加入羊肉做成的羹湯。按照中國古代的
規矩，「湯」指的是熱水，而羹的裡面
則有肉有菜。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有個名
叫毛修之的人，出身門第高貴。他本是
東晉的將領，後來被北魏俘虜，成為北

魏的將軍。這個人在歷史上名氣不小，
《晉書》、《魏書》、《宋書》以及
《南史》和《北史》都曾給他做傳。投
降北魏以後，毛修之曾經為一個高官做
過羊羹。高官吃過以後，認為是世間難
得的美味，於是轉而將其推薦給當時的
魏太武帝拓跋燾。東漢、魏晉南北朝以
後，由於戰亂的緣故，北方的知識分子
和世家子弟紛紛南遷避難，江北一度成
了文化的沙漠。毛修之在魏太武帝身邊
後來做了大官，有一段時間，他的主要
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給拓跋燾提供精美的
南方膳食。——高俅靠蹴鞠發跡，毛修
之靠美食贏得高位。這似乎應了民間的
一句話：「英雄莫問出處」。
今天想來，羊羹這東西，最早或許是

羊肉湯的一種，或者是山東人喜歡的羊

雜湯。據說，在日本的鐮倉時代（宋末
至元初），這道美味隨禪宗進入日
本，受到當地人的歡迎。再後來，由於
高僧們不食葷腥，寺廟裡就出現了一種
名為「羊羹」的糕點。這種糕點由豆類
做成，給人的感覺像是國內市場上叫賣
的涼粉，只是似乎更瓷實一些。
中國的寺廟，招待外人往往會用素

雞、素魚之類的東西。這些菜餚多用豆
類加工，取的是葷腥的名字，提供的卻
是世俗的口味，究其實還是彰顯寺廟的
戒律。目的，無非是在難忍的清規之
外，尋找一種討巧和媚世的手段罷了。
日本的羊羹也是如此吧，只是在民間，
這種掛羊頭賣豆糕的做法更受歡迎罷
了。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經說過，「在所

有糕餅中，我最愛羊羹。即使並不想
吃，那表面的光滑，緻密且半透明受光
的模樣，怎麼看都稱得上是一件美術
品。尤其是泛藍的熬煉方式，猶如玉和
壽山石的混種，令人感到十分舒服。」
女作家茂呂美耶說，1817年，日本

國內舉行過一次「大食競賽」，有人

曾一次吃下米飯五十三碗，饅頭五十
個，醬油半公升，薄皮餅三十個，酒
二十五公升……在這份食單裡，也有
羊羹的影子。當年的那個大肚漢，一
次吃了七條羊羹。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曾留學日本，對

於日本的飲食習慣熟悉得很。尤其是知
堂先生，娶的又是日本媳婦。所以，關
於羊羹，他也曾留下自己的文字。1957
年 8月，周作人寫過一篇題為《羊肝
餅》的文章。他說，「有一件東西，是
本國出產的，被運往國外經歷四五百年
之久，又運了回來，卻換了另一個面貌
了……如有名茶點的『羊羹』，便是最
好的一例。」
周作人講的，其實是飲食領域「嫁女
回門」的現象。
1990年代，北方某小城有民營企業赴
海外買機械設備，花了大錢、經歷千辛
萬苦，機器終於到手。拆封以後，發現
竟是本地機床企業的產品，被人貼牌調
包以後，高價賣回來了。一時間，群情
低落、目瞪口呆。這也是「嫁女回門」
現象之一種吧。

來 鴻 ■王兆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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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羹

■馮 磊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哪個不想生兒像潘
安，生女賽西施。可模樣這東西自己是做不
了主的。於是先天不足後天「補」。「補」
者，修補之謂也。於是有了「造臉術」，於
是有了另類的「刀下美人」（刀下美人終究
也是美人）。若干年前，報載北京女孩郝某
某躺在手術台上甘願「人為刀俎，我為魚
肉」，據說200天內完成14處整容手術，花
費人民幣30萬元（放在時下就遠不止這個數
了）。郝姑娘這種「咬定美容不放鬆」的堅
毅執精神是很令人動容的。可是人們別忘
記，這麼多年來也毀了多少張臉！
本來美容整容是個人的事，花自家的錢，

誰也不必說三道四，可問題不那麼簡單。也
是若干年前的事，曾有報紙報道過，一名女
乘客因整容後和身份證照片相差太大，被機
場安檢人員疑為冒名頂替者扣下，險些誤了
上機。
在美容整容的隊伍中，因「深造」或謀職

而在這方面不惜工本的大有人在。有一家晚
報報道過，23歲的miss徐長相欠佳，大學畢
業後30多次求職未遂，經過整容手術後，第
一次求職就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miss徐

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整容不成功呢——這
是可能的，哪個整容專家敢保證手下的「產
品」滿意度達到百分之百！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喊了很多年，很

多地方很多部門言行一致，做出成效。但有
些人只停留在嘴上，缺乏「第三隻眼」看人
未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有的人儘管
其貌不揚，缺乏「回頭率」，可「內秀」深
蘊，敗絮其外，金玉其中，具有異秉，非常
人可及。這類卓爾不群的「名醜」（含「醜
女」）歷史上有，現在也有，一律把他們拒
之門外（如外事、公關、演員、模特兒等極
少職位是例外），豈不可惜！讓天下有才無
貌的青年才俊仰天長嘆：「天下無伯樂」，
於心何忍！生於封建末世的龔自珍尚且大聲
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
才！」我們不與歸俱進，與時俱新，說得過
去嘛！
整容整形事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這都沒錯。可是與整容
而俱來的種種麻煩，我們應該有所洞見和預
見，有個解決辦法，並使之導入正途，則善
莫大焉。

豆 棚 閒 話

說整容
■端木靖

結語：「薄扶林故道」連登16期，持續3個多月，
今天要向讀者道別了。都說「詩言志」，流沙河認為
這個「志」是指「記錄」，相當於地方志的「志」，
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志向」或「願望」。我認同他的
觀點，遂把多年來陸續寫成的詩稿整理發表，以這樣
一種方式紀念自己從不惑走向知天命的十年香江歲
月。感謝《香港文匯報》的成全。

天命抒懷天命抒懷
少小離鄉梓，中年出帝都。
廟堂諮國是，邊島護遺珠。
王謝庭前客，柴門壟上夫。
無心求雅趣，隨性讀閒書。
酒釋紅塵累，詩憐冷月孤。
不辭峰路遠，但望海天舒。
大夢三江逝，癡情一片初。
任由風物老，含笑別江湖。

愛丁堡印象愛丁堡印象
遠山新雨後，草色映晴空。
古巷悠悠盡，閒情慢慢濃。
三杯威士忌，一縷海旁風。
小院斜陽裡，依欄話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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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偶感舊金山偶感
19世紀40年代，三藩市發現金礦，世界各地淘金
者蜂擁而來。10年後，墨爾本發現金礦，人流又湧向
澳洲。三藩市遂被稱作舊金山。今天，這裡以硅谷聞
名於世。

金山不過十年舊，一片春光歲月收。
試問潮頭何處去？且看硅谷寫風流。

舊事新聞舊事新聞
舊事是可以當作新聞來讀的。近日偶然看到1989年
2月的一篇報道《房價猛漲，百姓望樓興嘆；勢在必
控，國家正擬法規》，稱上海、北京商品房價已高達
每平米1600-2300元，令人咋舌，有關部門正會同制
定法規，相信房價混亂猛漲等現象可望依法糾正。

舊事新聞兩可間，方知人力欲回天。
年年調控年年漲，歲歲癡心歲歲煙。
每覺新規當悟透，卻看房價又翻番。
可憐一眾書文吏，逐字推敲電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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