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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散雲收日月光，天地正氣人不違。

大海狂風司空慣，勤勞勇闖更光輝。

明珠光芒照大地，旭日昇空不再西。

骨肉相連永不斷，鄉愁長在人心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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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張環衛工希
望人們過年少放鞭炮、求
早點回家團圓的圖片走紅
網絡，閱讀量迅速達到幾
百萬（見二月七日《香港
文匯報》）。這條新聞讓
人們聯想到一個十分重要
的社會問題，那就是煙花
爆竹應不應當禁放？
對於這個問題，這些

年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觀
點的爭論。有人主張禁
放；有人反對禁放，而且
反對禁放的觀點似乎佔了
上風，導致一些地方的政
府改變政策，把已經禁放
煙花爆竹改成限放或者開
禁。
然而，隨着燃放煙花

爆竹帶來的社會危害日益
嚴重，人們不得不重新審
視這一問題。上海兩會代
表委員呼籲立法，全面禁
放煙花爆竹，就進一步說
明了禁放煙花爆竹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筆者在贊成
這點的同時，也感到有必
要澄清一些錯誤認識。
煙花爆竹之所以當

禁，首先在於它給社會造
成的嚴重危害。
眾所周知，我國的空

氣污染情況愈來愈嚴重，
霧霾日不斷增加。在此情
況下，再大量燃放煙花爆
竹，必然進一步加重大氣
污染，造成更大的社會公
害。據環境保護部的監測
數據顯示，蛇年除夕夜至

大年初一，內地眾多城市出現大面積、階段性的
燃放煙花爆竹行為，空氣中的污染物迅速大幅增
加，直接導致空氣質量下降，尤其在除夕夜鞭炮
燃放最集中的時刻，很多城市的監測結果都顯示
當時的空氣質量最差。再以北京為例，每年春節
因集中燃放煙花爆竹，空氣中的細懸浮粒子

(PM2.5)濃度便會驟然上
升十倍，甚至數十倍。二
零一二年除夕夜後，北京
市上空三項常規污染物猛
升，空氣質量從白天的
「優」迅速轉為輕度污
染，此後就是連續多日的
霧霾天氣，同時，燃放煙
花爆竹造成的火災和人員
傷亡事故也大量增加。二
零一二年春節期間，從一
月二十二日零時至二十四
時，北京市因燃放煙花爆
竹引發的火情就達一百五
十宗，有二百二十三人因
燃放爆竹致傷到醫院就
診，其中年齡最小的僅三
歲，一人被炸身亡。類似情況，在全國其他地方
也同樣存在，所造成的巨大損失難以計量。至於
燃放煙花爆竹所造成的物質和金錢上的浪費，以
及燃放的紙屑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更加加重了社
會公害。
燃放煙花爆竹的社會危害如此之大，為甚麼有

些人還堅持不該禁止呢？筆者認為有兩種認識上
的偏見，應當予以澄清。
其一認為，燃放鞭炮有着悠久歷史的民俗傳

統，而民俗傳統不能改變，否則就會「犧牲傳統
文化」。如北京某大學的李源教授就曾在答新華
社記者提問時說過：「鞭炮之於春節，如同聖誕
樹之於聖誕節。已有二千多年歷史的春節燃放爆
竹習俗，是中國人普遍認同的傳統文化，而禁放
令的施行，則是以犧牲這一傳統文化為代價
的。」這一說法貌似「權威」，卻經不起歷史檢
驗。
跟一切民間文化一樣，民俗也是來自民間，是

廣大民眾在長期的生產鬥爭和生活實踐中形成
的。隨着社會的發展變化，有些民俗也會發生變
化，一些不適應社會需要、有害無益的民俗也會
逐漸消亡，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就拿燃放爆竹
來說吧，千百年來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火藥
尚未發明的古代，我們的老祖宗是燒烤竹節，發
出「辟辟啪啪」的響聲，以此來「辟山臊惡鬼」
的，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爆竹」。顯然其方式
和目的，都跟當今大不相同。如果說這一「傳統
民俗」不能改變，那麼我們今天不是依舊應該用

燒烤竹節的方法，來驅趕「山臊惡鬼」嗎？事實
上，我們當今燃放的爆竹，正是歷代不斷改變的
結果。說民俗傳統「不能改變」，明顯不符合事
實。
其二認為，春節燃放煙花爆竹是民意的體現，

而禁放則會違背民意。對此，筆者也不敢苟同。
誠然，我們的政府為老百姓辦事，首先應考慮

民意，但是民意也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對民意也
應作具體分析。對那些符合群眾利益、與民有益
的民意，我們當然應該堅決順從；而對一些落
後、無益，甚至有害的「民意」，就應在曉之以
理、喻之以利、做好宣傳的前提下，下力氣予以
革除。比如形成於五代時期的婦女纏足陋習，在
我國流行了上千年，給廣大婦女造成極大的傷
害，但長期以來，它已植根民間，形成習慣，也
成了人們自然遵守的「民意」，因而儘管清初皇
帝和民國政府都曾嚴令禁止，但卻未能禁絕，直
到新中國成立後，這一陋俗才得以從根本上廢
除。假如政府因擔心違背「民意」而聽任它繼續
氾濫，那麼直到今天，我們的女同胞不是仍然要
裹「三寸金蓮」嗎？顯然，以種種借口不去革除
有害民生的陋俗，這才是真正的違背民意！
如今，隨着大氣污染的進一步加劇，燃放煙花

爆竹的危害也日益明顯，群眾要求禁放的呼聲也
愈來愈高。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部門更新觀
念，制訂必要的措施，切實禁放煙花爆竹，這是
文明進步之舉，也是順民心合民意的大好事，實
在很有必要。

錢鍾書先生是設喻的奇才，無論
在小說還是在論文以至在談話中，
他總是有種種新鮮奇特而又貼切入
微的妙喻，真如時下電視裡的廣告
一樣層出不窮。錢喻的特色在於他
要表達的本意（「旨」）與所設之
喻（「指」）兩者之間乍一看去相
去十萬八千里，而其間的着眼點經
他稍一點破之後，才知道二者確有
相通之處，於是忽然明白確實是這
麼一回事，而且出乎意外，吃了一
驚，大感興趣。錢先生的舊體詩中
同樣充滿了妙喻，其中最好玩的，
是他只用一個比喻就寫成了一首七
絕：
客裡為歡事未勝，正如沸水潑層
冰。
縱然解得些微凍，才着風吹厚轉
增。
此詩為《偶書》其三，作於1940

年。那時錢先生別婦拋雛，一個人
跑到設在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
去教書，國事家事皆不樂觀，工作
和生活也都不順心，所謂「賓筵落
落冰投炭，講肆悠悠飯煮沙」
（《筆硯》），錢先生的情緒相當
低沉，偶爾苦中作樂，解愁破悶，
也只能聊釋一時之憂，事後反墜入
更深沉的苦悶中去了，於是他寫了
這樣一首詩。
這種情感辯證轉化的情形許多人

都經歷過，卻很難用詩的語言說明
白。古人言愁的名句，如「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一川煙草，滿
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等等，都比
較單純古樸；錢先生則寫得更細
緻，更曲折，比喻也更複雜。唯其
如此，單是打出這個比方來（一、
二兩句）還不夠，還須進一步作出
說明（三、四兩句），以便讓讀者

明白自己要說什麼——這樣就構成
了一首詩。
對於比喻，錢先生有兩個著名的

新概念：一曰「柄」，有褒有貶，
是為「比喻之兩柄」；一曰
「邊」：「蓋事物一而已，然非止
一性一能，遂不限於一功一效。取
譬者用心或別，着眼因殊，指（de-
notatun）同而旨（significatun）則
異，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應多，
守常處變」（《管錐編》第一冊，
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9頁）。
打傳統的比方，「指」（喻體）和
「旨」（喻意）都是人們熟知的，
「邊」即着眼點可以無須特別加以
說明，好處是十分簡明易懂，缺點
則是因為太熟而不新鮮，不刺激。
熟則不巧。設一新喻，特別是比較
奇特的新喻，則因陌生而引人注
目，但「邊」不易明，「旨」不易
曉，作者不得不出面予以點破——
這就不免要多說幾句，有時甚至可
以形成一段妙文。
錢先生的小說《圍城》中這種新

鮮奇特的妙喻甚多，例如他稱着裝
過簡裸露過多者為「局部真理」之
類；他的詩裡罕譬而喻者亦多，但
獨立成章者似不多見，沸水潑層冰
之喻可算是最為典型的一例。
只用一個比喻就形成一首詩，古

代已經有之，試舉二例如下——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魏·曹植《七步詩》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欲知
吾道廓，不與物情違。
——唐·玄覽《題於竹詩上》

古人純樸，詩意也較為直露；現
當代生活複雜，人心亦不免多了若
干曲折。

元宵節，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又叫「上元節」，南宋
吳自牧《夢粱錄》中說：「正月十五日元夕節，乃上元天
官賜福之辰。」
大約從漢代起，上元節就有了張燈的習俗。唐時實行宵
禁，夜晚禁鼓一響就禁止出行，而上元節，皇帝會特許開
禁三天，稱為「放夜」，這一晚，大街小巷，天上地下，
火樹銀花，精緻華麗的燈盞，爭奇鬥彩。觀燈百姓不計其
數，通宵達旦，熱鬧非凡，燈會上的各種相遇如一盞盞
燈，在時間的河流中一一閃過，多彩多姿。
有女子觀燈遇皇帝賜酒，因私竊所飲金盃被押至皇帝面
前，該女才思敏捷，當下作詞一首，使皇上龍心大悅，賜
她金盃並放回家。黃梅戲《王老虎搶親》，王天豹元宵逛
花燈，遇着男扮女裝的江南才子周文賓，搶至家中，無心
插柳，替妹妹成就了好姻緣。辛棄疾於星雨般的光影中驀
然回首，意中之人盈盈立於殘燈一角，瞬間的驚喜，遂寄
予筆墨留存。
更有青年男女，結伴看燈，乘機相約，平時大門不出二
門不邁的深閨少女，也出現在人潮中，「更闌燭影花陰
下，少年人、往往奇遇。」那時節出來難，不似而今，幽
約變得方便快捷。燈會上的難得一遇，往往一見鍾情，從
此情根深種。
不是嗎？你看天上月，地上燈，一切如去年模樣，滿懷

期待的女子，盼重遇着去年人，徘徊許久，終未能如願，
不覺淚下濕衣。元夜良宵，得遇戀人，從那之後，
便一縷相思不絕，難遣孤寂，「欹枕有時成雨夢，
隔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出自賀鑄
《減字浣溪沙》，此詞末句令人大讚，原來如此的
相思，魂牽夢縈，全是自那日燈夜相遇開始。詞學
評論家陳廷焯評曰：「賀老小詞工於結句，往往有
通首渲染，至結處一筆叫醒，遂使全篇實處皆虛，
最屬勝境。」
一從燈夜到如今，細細讀來，韻味愈深，情味愈
重。然不獨情感，於人生，亦是如此。
《紅樓夢》中描寫節日場面甚多。元春省親，正

是元宵，且看那一種太平氣象，富貴風流——「只
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
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諸燈上下爭輝，真係
玻璃世界，珠寶乾坤。」一家骨肉終團圓，敘話，
飲宴，作詩，看戲，轉眼又分別，一別之後，便是
永別，省親於賈府是無上的榮耀與驕傲，對元春來

說或成為一種寄托，長居深宮，孤寂時，元宵之會的溫馨
美好定然時時念起。香菱幼年被拐，同樣是熱鬧的上元佳
節，從此不知家鄉父母，不曉姓名年歲，輾轉顛簸裡，他
鄉作故鄉。曹公賦予她悲苦命運的同時，也給了她一個短
暫而寧靜的環境，有時間癡心苦讀，夢中得詩，終有所
成，在蘆雪庵爭聯即景詩時，有即時的才智發揮，讓其才
情得以彰顯，香菱坎坷的人生也因此流淌着一脈清香。
年年月與燈依舊，問道情懷，年年如舊否？
晚年的清照歷經國破家亡，流離遷徙，再遇着元宵節

時，從年齡到心境已截然不同，也提不起逛燈的興致、遊
樂的心情，只默默地於簾兒底下，聽人笑語，然而少女時
代的快樂卻是歷歷在目。遙想中州盛日，正月十五最是熱
鬧繁華，和少年女伴們戴上插着翠鳥羽毛的時興帽子和金
線所製的雪柳，打扮得鮮亮齊整，前去遊賞。良辰，美
景，好興致，青春作伴，無憂無慮，人生的好時節莫過於
此。塵世如夢，這一番舊夢，該是易安居士生命中明亮溫
暖的心靈慰藉吧。
時光荏苒，多少上元都過了，多少朝代都歇了，多少繁

華換了寂寞，又在寂寞裡等待着下一場繁華。這個絢爛之
夜，年年如約而至，縱使心境不相同，那花月依然好姿
容，無論有怎樣的相遇，都是注定的機緣。趁這璀璨的上
元佳節，歡歡喜喜，賞月，觀燈，看人。燈影中月影溶
溶，無限春風；花影處人影朦朧，醉了春風。

亦 有 可 聞 ■顧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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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之遇
■翁秀美

當DIY成為潮流，就很難有力量勸退這種進
程。順着之前自釀葡萄酒的餘波，這一時節，又
迎來了一波自製酸菜的小高潮。人們喝罄自釀的
葡萄酒後，殘餘的酒渣，就是製酸菜的天然酵
母。而入了冬的薺菜，經過霜打，品質也更勝一
籌，且與廢物利用的葡萄酒渣，像是存在着一份
秘密的契約。兩者組合做成的酸菜，質感厚實，
香脆爽口，具有一種可人的風味，隱然展示了自
然萬物的終極和諧。
薺菜是很低調的蔬菜，在葉菜眾多的春夏時

節，它不顯山不露水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
在。只有到了秋冬，其它的葉菜退場，薺菜才悄
然出現，向人們炫耀着其莖厚葉綠的肉身魅力。
尤其是在北方，雪天惟有薺菜獨青，人們稱之為
「雪裡紅」或「春不老」，要麼是整棵醃漬以供
食用，要麼是和其他肉類一起炒食，以接濟蔬菜
缺席的黯淡季節。而這種常綠意象，也令薺菜有
着長壽延年的寓意。如台灣的民間年俗，家有老
人的人家，會在年夜飯上做一道用整片薺菜合以
肉食煮熟的「長壽菜」，藉長片而青翠的薺菜
葉，象徵福壽的綿長。身具農業時代美學光輝的
薺菜，仍然照耀着現世人們的家園理想。
在各種藝術形式中，薺菜常被作為彰顯市民生

活的固有符碼。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裡，西
門慶難得回家吃一次飯，家人特地備下一碟薺菜
炒冬筍。達明一派早年有一首《意難平》，其中
有幾句唱詞：「你家裡老幼怎麼，你炒過薺菜幾
棵？」歌中的薺菜，同樣也構築着家庭人倫的重
大隱喻。過去到了冬天，人們屋外的晾衣繩上，
除了晾曬着臘肉，還經常掛有幾棵薺菜，展示着
一種熟稔而真實的生活形態。至於風乾蔫軟後的
薺菜，是拿來醃漬還是炒食煮湯，就是各憑手藝

的事了。
烹飪薺菜，很像是寫文章，越是普通的事情越

不容易寫好，因為很難出新，無法一鳴驚人。尤
其是薺菜帶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常為人所不喜，
同時人們又深信，苦口的薺菜有清心祛火的作
用。因而，如何遮掩薺菜的苦味，最大限度地彰
顯食效，是治庖者首先要考慮的事情。如用車螺
搭配薺菜煮粥煮湯，就是以蛤肉的鮮甜，轉移人
的注意力，使人暫時淡忘薺菜的苦口，形成味覺
上的和解。另外，把薺菜摻入到鮮肉餡裡，裹成
餛飩，走的也是同一策略的路子。一口咬下去，
肉嫩、汁香、再加一份淡淡的清苦滋味，不僅沒
有破壞餛飩的整體口感，反而組合出了層次，堪
為美食中的清雋小品。
潮汕一帶的人喜歡用薺菜的肥厚葉梗，合着燒

肉一道烹炒，以燒肉的豐厚油脂消解薺菜的苦
味，也有着不錯的實踐效應。尤其適合在需要降
虛火的夏天食用，不僅味道鮮美，更重要的是吃
的人，還藉此獲得了精神上的健康撫慰。

豆 棚 閒 話

家常的薺菜
■青 絲

詩 意 偶 拾 ■王榕發

香港心

天氣驟變，瀉下一場斜雨，敲響玻璃窗。他如
常坐在沙發上，正盤算事情。此時，妳緩緩走
過，不小心被他的右腳絆倒，他立即凶惡地張牙
舞舌，吐出一堆不堪入耳的說話，妳惟有急趕離
開。忽然，絲絲不安感覺湧上他的心頭，四周物
件頓時變得格外礙眼，於是，他動身收拾東西。
須臾，他已從睡房搬出兩隻保存極佳的熊布偶，
不管價值近千元，以及背後有否紀念價值，他不
動半根眉毛，把布偶丟出屋外。
隨後，他重重坐在椅上，依舊心緒不寧，因

此，他取出吸塵機，開始快捷地清潔全屋隙縫及
地板。然而，機器運作產生的吵耳噪音，未能掩
蓋他指責別人弄污此處的謾罵聲。吸塵機一直開
動，遊走每寸地方，能吸走塵垢，但無法除去散
落半空的髒話。當他清理吸塵機內的集塵袋之
時，莫名的鬱悶感覺仍然存在。
片刻後，他開始搜索家中每個角落，找出一大

袋物品，包括妳的多雙鞋子，他認為妳僅有一對
腳，多出的鞋子均屬垃圾。另，還有兩個瓶子，
滿載紙條摺成的幸運星，他覺得別人用心所摺的
紙星星也毫無意義，應悉數丟棄，不該平白霸佔

位置。
其後數天，他仍煩躁不止，故此持續整理家中
物品。縱然，瞥見的東西，難以辨別是屬於別人
抑或是自己擁有，他也一概不理，絕不猶豫全部
扔掉。過了不久，他開始發現無意間棄掉很多實
用品，如鍋子、吹風機及被褥，極不方便，可
是，他仍不改亂棄物件的習慣。
起初，妳尚且忍受他的橫蠻行為。直至有天，

妳凝視空蕩蕩的牆壁，極多物件已遭丟掉，連自
己珍藏的已故明星絕版唱片及影碟亦消失無痕，
每天被他不斷以髒話辱罵，妳惟有收拾自己僅餘
的東西，絕望地離開，展開美好的新一天。
在一個烈日炎炎的中午，當屋內東西幾乎全被
丟棄，他仍舊感到煩悶，無法填補內心的空洞。
他要打掃之際，才驚覺早已把吸塵機扔棄，連掃
帚也沒有，只能獨自呆坐地上。他並沒察覺自己
的醜惡，只感到何以沒人明白自己。
他全然不懂，自己滿心污穢，怎樣把四周弄得

一塵不染，也不會感到潔淨。他甫開始已把一顆
良心丟掉，往後如何拋棄東西，也難以滿足，怎
樣生活，亦不會快樂，全屬因果。

浮 城 誌

丟 掉
■星 池

■薺菜莖厚葉綠。 網上圖片

一 寶

年紀老邁讓筆勞，老薑夠辣誠一寶。

宜古宜今人敬老，經驗回眸堪自豪。

天藍地綠陽光到，仰望前瞻是樂陶。

心地向上花海路，不負今生人更高。

■煙花爆竹污染環境。 新華社圖片

■花燈。 新華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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