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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鶴樓之遊，似乎有
點事出無奈。
黃鶴樓與寒舍毗鄰，

柴門就在其腳下，這就
如同「書藏櫥中不慌
讀」，心說機會大大
的，忙甚？可是，光陰
似箭，日月如梭，不知
不覺間連「花甲」都揖
別了，沒準哪天一口氣
不來……呵呵，再不抓
緊去，恐怕有朝一日就
後悔莫及嘍！
決心一下，抬腿便

到。
黃鶴樓位於蛇山「斷

頭處」（明末，朝廷聽
信「剁蛇頭，斬龜首」
之「維穩」妖言，將蛇
山砍頭），始建於公元
223 年 （ 吳 黃 武 二
年），相傳吳王孫權為
求「以武治國而昌」，
在江夏（今武昌）修築
城堡要塞，建樓瞭望。
隋唐之後，隨着江山一
統日臻形成，軍事性質
便逐漸蛻變，最終成為
名士登臨，文人雅集的
名勝之地。
但是，在改朝換代，

興亡交替的過程中，黃
鶴樓卻屢遭不幸，幾乎每次城頭變幻大王旗時，它
都難逃兵燹之災，「寇」毀「王」建，如是者幾次
三番。最後一座樓建於1868年（清同治七年），毀
於1884年（光緒十年），存世不過區區一十六載，
此後近百年未曾重修。
新中國成立後，海晏河清，重修之議屢起，但原
址已於1956年修築武漢長江大橋時被引橋佔用，於
是只得另選樓址。新樓最終於1981年10月破土動
工，1985年6月落成。
今人看到的黃鶴樓，以「同治」版為藍本，但高

大恢宏遠非「同治樓」可同日而語。
我從黃鶴樓公園東門進入景區，一路遊碑廊，觀
風景，最後來到黃鶴樓腳下。舉頭仰望，只見「南
維高拱」，確有「仰頭掉帽」之感。關於這一點，
坊間傳聞似乎比文人雅喻更逼真，更有趣：
曾有川、鄂兩「牛皮哥」對吹。川人云：「四川
有座峨眉山，離天只有三尺三」，言畢洋洋自得。
孰料，楚人對曰：「武昌有座黃鶴樓，還有半截在
天外頭」。川哥聞之，驟然瞠目。
傳說真偽當然無考，但黃鶴樓雄偉甲天下則是事

實。不然，誰敢在蛇山之肋，通衢之旁，將米芾手

跡「天下江山第一樓」赫然刻
上？
今樓外觀氣勢磅礡，為歷代
之最，層高49米，分為五層，
攢尖寶頂，層層飛簷，四望如
一。縱向觀賞各層排簷造型，
宛如黃鶴展翅欲飛。這等寓樓
名於建築實乃天下僅見；雄渾
兼具精巧，美感富含韻味，斯
樓又在江南四大名樓中首屈一
指。如此建築與藝術完美結
合，可謂獨佔鰲頭。而樓內，
層層各別，風格迥異。
邁步入樓，見底層為一空闊

大廳，寬敞高大，其正中為傳
統花飾藻井，高達10多米，穹
頂圖案古樸精美。正面壁上有
一幅高9米、寬6米的巨型彩瓷
鑲嵌壁畫，曰「白雲黃鶴圖」，講述黃鶴樓的神話
傳說。身旁兩側有粗大朱漆立柱，懸抱柱聯一副：
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大江東去，波濤洗淨
古今愁。文字雖淺顯，氣概卻非凡。品味間不覺頓
生感慨：取「憾」與「愁」入聯，抒寫家國情懷，
感喟天下興亡，非有氣吞山河之襟懷，何來萬壑轟
鳴之才氣？想那雞鳴狗盜之徒，蠅營狗苟之輩，豈
能一掃俗唱！
登上二樓，見大廳正面牆上有用大理石鐫刻的

《黃鶴樓記》，盡述樓之興廢沿革及名人軼事。
「樓記」兩翼為形象生動的壁畫，分別是「孫權築
城」和「周瑜設宴」，既表城、樓之身世，又載三
國名人之活動。
此外，廳內還陳列着唐宋元明清歷代黃鶴樓模

型，審其造型及風格，皆蕭規曹隨，大同小異，但
蘊含的歷史變遷和審美差異還是可見端倪的。
返身爬上三樓，感覺又是一番天地。如果說一、

二樓的主題分別是「神話」和「歷史」的話，那麼
這裡便是「人文」了。
三樓大廳以「繡像畫」為主體，將崔顥、李白、

白居易、賈島、劉禹錫、陸游、岳飛、蘇軾等一干
與黃鶴樓有關的唐宋名人盡「繡」壁上，或才華蓋
世，或傲物不羈，或壯懷激烈，或飽經滄桑……其
外觀之音容笑貌，莫不神形酷肖；其內在之性格境
界，盡皆秋毫畢現。而獨步天下的中國水墨丹青，
也在這用武之地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此「人」與藝
術相得益彰，怎不令人嘆為觀止！壁畫上還摘錄了
這群古代精英吟詠黃鶴樓的千古名句，而崔顥那句
膾炙人口的「昔人已乘黃鶴去」，其實是個歷史的
誤會——根據施蟄存先生和台灣學者黃永武先生考
證，應為「昔人已乘白雲去」。唐宋兩代詩集，包
括敦煌卷子，都是這麼寫的。元代有人抄成了「昔
人已乘黃鶴去」。到了清代，先是金聖歎誤將「黃
鶴」當真本，然後紀曉嵐據此做了修訂，沈德潛
（筆者註：替乾隆捉刀，後被戮屍那位）做《唐詩

別裁》時信了兩位大才子的說法，後來又被蘅塘退
士《唐詩三百首》照抄，結果成為史上最著名的一
段誤會。（見2015年1月23日《揚子晚報》作者：
馬伯庸）
轉到四樓，不期一股濃烈的傳統氣息撲面而至。
原來，此層為展廳，採用仿古雕花隔扇和紅木屏
風，將整個大廳分割成若干個古色古香的小廳，內
置當代名人字畫，既可視作三樓主題的呼應篇，也
算是商品經濟的無孔不入。遊客或欣賞，或選購，
悉聽尊便。
我在四樓稍事盤桓，便直奔五樓。
古人曾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說，因此，五樓（頂

層）無疑是最具魅力的地方，當然也是我此遊最為
嚮往的所在。
五樓直入凌霄，果然「半截在天外頭」。本層實

為瞭望大廳，內有長卷《長江萬里圖》壁畫一幅，
外有迴廊一周。遊客們匆匆一瞥「萬里圖」後，便
迫不及待湧向迴廊，紛紛擠作一團憑欄遠眺。
這一幕令我好生感嘆。如此爭搶，都看見了什麼

呢？是武漢三鎮的旖旎風光，還是遼闊神州的錦繡
河山？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呢，還是「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呢，還是「誤幾
回，天際識歸舟」？入畫江山，無盡鄉愁，莫逆友
誼，刻骨愛情……林林總總，恐怕也無人說得清。
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這種急切眺望，其實是
一種潛藏於心靈深處的精神飢渴。當飢寒交迫的鎖
鏈掙脫之後，這種飢渴便井噴般爆發。人心所向，
於斯最為直觀，最為強烈，也最為震撼。然而，黃
鶴樓飽看興亡近兩千年了，試問，有多少人在意
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仔細算來，還真沒幾
人把這事放心上呢！夕陽幾度，過客匆匆，彷彿眼
前滔滔東去的大江不捨晝夜流淌。汗青掩卷，耳畔
猶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聲音雖略顯
蒼老，但誰又能說它不是歷史的忠告呢？

不要以為只有梵高所愛用的銘黃才含有毒素，不同色素的
顏料諸如「皇家紫」（royal purple） 、「捨勒綠」
（Scheele's green）、「茜草紅」（madder red）等亦可能是
含毒之色，在《色彩在藝術中的輝煌歷史》（The Brilliant
History of Color in Art）一書中，維多利亞．芬利（Vctoria
Finlay）就曾指出，顏料乃化學物，不少可殺人於無形。
據此書所述，埃及妖后克萊奧帕特拉（Cleopatra）非常迷

戀「皇家紫」，甚至船帆、沙發等都塗上紫色，而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也迷上了紫色，並列為羅馬皇室專用色，所
以此一貴氣的顏色被稱為「皇家紫」；查實那是腐爛的骨螺與
木灰浸泡在餿臭的尿液，遂形成紫色的混合物，說穿了就一點
也不貴氣。
可以想像，當時泛着紫色的大桶只能放在埃及城外，人一

旦站在旁邊，就會被活活熏死；用此種染料上色的衣服，不免
會帶有一股魚類和海洋的腥臭。羅馬史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寫道：「此一味道令人很愉悅，但其他羅馬人聞
到的，卻是金錢的氣味。」
綠色（尤其是「捨勒綠」）也可致命，話說1775年，瑞典

屬波美拉尼亞化學家卡爾捨勒（Carl Wilhelm Scheele）發現
了「捨勒綠」，那是砷酸銅，有染色作用，此種含砷的顏料被
大量應用於裝飾兒童臥室粉刷，又用於服裝業，因此毒害了不
少人。
「捨勒綠」也可能毒殺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話
說1821年，被流放的拿破侖死於聖赫勒拿島，他的頭髮被發
現含有少量的砷—芬利在書中提到，1980年，一截被盜的拿
破侖臥室牆布樣本重現世間，上面描有「捨勒綠」的百合花，
由於聖赫勒拿島濕度很大，故有史家推斷，拿破侖可能不知不
覺便吸入了毒氣，慢性中毒死亡。除臥室外，拿破侖的浴室也
曾鋪過綠色的壁紙，他酷愛長時間泡熱水浴，這恐怕也是中毒
加深的原因吧。
「茜草紅」一如「皇家紫」，教人噁心，羅拔錢錫納

（Robert Chenciner）在《茜草紅：奢侈與貿易的歷史》
（Madder Red: A History of Luxury and Trade）一書中寫
道，提取這種紅有十三個步驟：「先把織物煮沸，然後用牛糞
和油進行媒染，再過三遍油。然後要用鹼水泡四次，洗淨、揉
搓，用鞣料和白礬處理，再最後清潔一遍。經過長時間的準備
工作後，織物呈現不同程度的白灰色，這時再用茜草染色，並
加入各種染劑，其中最奇怪的當屬牛血。」
芬利在書中追溯了此種工序的歷史，最初來自土耳其，

1730年由荷蘭人在歐洲推而廣之。芬利又指出，從中世紀到
文藝復興時期，畫匠接觸到的所有染色劑幾乎都是藥物：鉛
白、紅鉛、硃砂、白堊、雌黃、烏賊墨、天青石乃至木乃伊，
當年一定有某個藝術家逛藥店時突發奇想，木乃伊磨成顏料應
該不錯？《廚房內部》（Interior of a Kitchen）此幅名畫，正
好用上了顏料「木乃伊棕」（mummy brown），此畫乃馬田
卓林（Martin Drolling）1815年所繪，收藏於盧浮宮。

音樂盒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播放音
樂的機器，或是一件精美的裝飾品。可是，
它卻對我有着特別的意義。音樂盒，充滿着
珍貴回憶；音樂盒，彷彿在訴說一個淒美的
故事；音樂盒，是一個神秘的盒子，滿載着驚
喜……
小學時，我整天嚷着要曾祖母買一個音樂盒
給我。那時的我總感覺音樂盒有一種神奇的魔
力，把我引領到夢幻世界。曾祖母不但沒有買
給我，還把音樂盒形容為「不切實際的東
西」，我氣得沒吃晚飯，甚至連功課也不做
了。回想過去，我真的是一點也不顧慮家人的
感受。
深夜，我被一些若隱若現的聲音吵醒。我趕
緊爬下床，躲在父母的房門後，把耳朵貼近房
門，卻什麼也聽不到。而當我走近曾祖母的房
門時，卻聽到一絲絲的啜泣聲，還有「音樂
盒」、「不吃飯」、「都怪我」之類的詞語。
我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原來曾祖母不但擔心我
因沒吃飯而胃痛，還責怪自己沒買音樂盒，導

致我不願做功課。
我羞愧地低下頭，想推門道歉，卻沒有勇
氣。這件事，顯然是我的錯，為何曾祖母要責
怪自己呢？愧疚和自責化成一塊重重的大石，
壓得我透不過氣來。那晚，我徹夜難眠，腦海
中一直浮現出曾祖母抽咽的樣子，心中的大石
不斷加重，再加重……
第二天早上，曾祖母扮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和

我說早安，想必她心裡一定很痛苦吧。每次想
提起那件事並道歉的時候，無謂的自尊心卻把
那句「對不起」趕進了肚子裡，就像卡在喉嚨
一般。我只得拖着疲倦的身軀回到學校，老師
的講課像符咒般，左耳入，右耳出，滿腦子都
是有關昨夜曾祖母哭泣的事。
放學的鐘聲響了，我回到家中，一個精美的

音樂盒映入眼簾。眼前是夢寐以求的音樂盒，
我卻並不感到興奮。曾祖母從房間走出來，溫
柔地問：「你喜歡嗎？不吃飯對身體不好的，
我今天煮了你最喜歡的馬鈴薯燉肉和菠蘿生炒
骨……」曾祖母未說完，豆大的眼淚便不聽使

喚，大顆大顆地順着我的臉龐緩緩落下，一條
條淚痕掛在我的臉上，久未退散。「你不喜歡
嗎……」曾祖母失落的神情令我印象深刻，更
添愧疚。
我再也按捺不住，把自尊心拋到了光年以

外，決心向曾祖母道歉。「不是，我很喜
歡。」我把眼淚擦乾，繼續說：「我不應該發
脾氣的，很抱歉令你擔心了，對不起。」
曾祖母的臉上浮現出安慰的神情，她那慈祥

的面孔叫我刻骨銘心。
如今，曾祖母的生命之火已經熄滅，那音樂
盒也算是她的遺物吧。每當拿起這個音樂盒，
拉好發條，悠揚優美的音樂隨即響起，昔日與
曾祖母相處的回憶有如走馬燈般飛過，我回憶
起自己令曾祖母在半夜哭泣的事，也想起了曾
做過的無數瑣碎的錯事，這些總會令我愧疚萬
分。即使我現在想補救，也太遲了。我能做的
就是好好保存這個有着濃厚意義的音樂盒，時
刻謹記曾祖母的教誨，用心緬懷以往與曾祖母
相處的一點一滴。

書 若 蜉 蝣 ■文：葉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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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盒

■文：陳詠翹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中華民俗，一到正月就應接不暇是
歡樂熱鬧的日子，銜接了臘月的年味，
從大年初一開始無論城市鄉村都沉浸在
喜慶的氛圍之中，高潮一個接着一個，
到元宵佳節又趨一個高峰。我孩提時代
印象最深的是元宵有鋪天蓋地的燈會和
謎會。
大抵燈會和謎會是緊密相連的，有
燈會就有謎會，有謎會必有燈會，所以
就有了「燈謎」之說。老式的稱謂又把
猜謎叫做「射虎」，很有趣，也很有氣
勢。燈謎素有「文虎」之謂，那謎底猶
如草叢中的臥虎，難以明察，難以射
中，故把猜謎喚作「射虎」。有的放矢
嘛，細細揣摩，猜謎真像射箭一樣，一
矢中的，猶如射中了猛虎樣痛快呢。
也許從前娛樂活動比較傳統且單

一，不像現今電視機普及，電視節目琳
琅滿目，光守着個電視機就可以娛樂一
個新春。從前新春大眾化的娛樂活動是
麻將、牌九和骰子，涉了些賭道有了些
刺激，幾乎家家戶戶牌聲嘩嘩。我等小
孩因身邊有點兒壓歲錢，也喜歡鑽入
「竹園乘涼」，（蘇州人把玩竹骨牌謔
稱「竹園乘涼」）但比較之下，我更喜
歡猜謎射虎，整個新春假日尤其是元宵
前後到處去逛燈會猜燈謎，市、區文化
宮啦，工廠俱樂部啦，園林景區啦，甚
而街道居委會也都舉辦猜謎活動。猜謎
活動都是有獎品的，如糖果蜜餞、鉛筆
橡皮，豐厚些的還有牙膏肥皂。倒不是
為了獲取獎品，主要是享受猜謎的過
程，一旦射中，其快感難以描形。已經
逝去幾十年了，當初猜謎的興奮勁兒依
然讓人嚮往不已，也因此有許多精彩的
謎語讓人回味無窮。
記得那時精彩的謎語可謂不少，我
比較喜歡形象生動的謎語，如：「小小
諸葛亮，獨坐中軍帳，
擺起八卦陣，活捉飛來
將。」（謎底：蜘蛛）
「長腳小兒郎，吹簫走
進房，愛喝葡萄酒，拍
手見閻王。」（謎底：
蚊子）「兩隻白狗，蹲
在巷口，五個公差，一
牽就走。」（謎底：擤
鼻涕）「駝子背袋米，
背到衙門裡，衙門一關
閉，駝子跌進去。」
（謎底：湯匙）同樣的

「湯匙」謎底，還有個也很形象的謎
面：「小白鴿，桌上趴。你拉牠的尾
巴，牠親你的嘴巴。」又如：「在娘家
青嘴綠葉，到婆家面黃肌瘦。不提起來
也罷了，提起來眼淚汪汪。」（謎底：
竹篙）多麼形象動人的謎語啊，活脫脫
一個受虐待的小媳婦的形象，謎底卻是
船用的竹篙。類似的還有謎底為「毛
筆」的謎語：「一個女子生得俏，五個
郎君來抱腰，水梳頭髮黑又亮，繡龍描
鳳手段巧。」本來這是一個「葷謎素
猜」的謎語，謎面的後兩句是涉黃的，
我大哥見到後當場向主辦方提出建議作
了現在這樣的修改。我也記住了它。
我喜歡形象生動的謎語，也喜歡非

常機巧精緻的好謎，譬如「木偶奇
遇——打一字」（謎底：森），木的
奇數和偶數遇在一起了，就是個「森」
嘛；「花殘一角淚兩行——打一
字」（謎底：蒞），「楚逐子胥——
打水滸人名」（謎底：吳用），伍子胥
被楚國驅逐後得到了吳國的重用，不就
是「吳用」嗎？「西蜀擒孟起——打
國名」（謎底：巴拿馬），「孟起」者
馬超是也，西蜀即巴地，在巴地擒拿了
馬超，即「巴拿馬」也。如此等等，皆
是上乘之作。
還有一則猜典籍《孟子》中名句的

謎語，整個用《西廂記》故事作的謎
面：「普救寺，草迷離；空園中，或借
居；夫人病，頭難起；一炷香，卜歸
期；天已暮，日落西；張相公，長別
離；雖有約，負佳期；錯認白馬將軍來
也。」（謎底：晉國天下莫強焉）最有
趣的是最末一個「焉」字，扣「錯認白
馬將軍來也」，每句都可細細品味的。
不懂《孟子》和《西廂記》，如今的年
輕人無論如何也猜不出這個謎語的。

豆 棚 閒 話

樂猜燈謎慶元宵
■文：吳翼民

張燈結彩度新春，海鮮時蔬各樣葷。

噴香水餃加美酒，水果糕點沁人心。

微信傳遞千里音，麻將紙牌兄弟拚。

春晚陪伴年夜飯，羊年大吉互致問。

老媽最疼眾子孫，急把紅包拿來分。

年貨來自天地北，各路兒女報德恩。

詩 意 偶 拾

■文：中原分社記者 馬 蕊

回家過年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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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鶴樓分為五層，攢尖寶頂，層層飛簷，四望如一。 網上圖片

■張燈結彩度新春。 中新社圖片

■元宵逛燈會猜燈謎別有樂趣。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