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平和縣國強侯卿庵每年農曆正月十一，當
地群眾便會自發組織抬起「王公、王母和五獻大
帝」三尊神像到花溪源頭，沿着河水踏浪飛奔，
過河時，速度愈快愈好，以祈求來年平安幸福。
這種習俗自宋末元初形成以來，至今已有七百餘
年，香火不斷，代代相傳。
據傳，宋末元初，宋帝趙昺為躲元兵追殺而被

迫南遷，一路上有國強高坑陳氏一世祖陳概公等
隨行護送，但因寡不敵眾，潰不成軍，絕望之
下，宋帝趙昺投海自殺，而群龍無首的宋兵也作
猢猻散，各自逃命安生。陳概公帶着家人為避開
元兵的追殺，輾轉於崇山峻嶺之間。一天晚上，
疲憊不堪的陳概公一家來到一個十分破爛的「五
顯帝公」廟內歇息。睡夢中，一位長着三隻眼的
彪形大漢對着陳概公叫道：「趕快帶着家人上
路，後面的追兵就要到了！」大漢說話時，眼中
不時射出光芒。陳概公猛然驚醒，趕緊叫醒家
人，告知夢裡情況。一家人覺得，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於是決定連夜趕路，離開這裡。就
在此時，概公聽見後面一聲響，回頭一看，卻見
神龕裡的一尊長着三隻眼的神像正在搖動着。概
公仔細一看，這尊神像與夢中所見的大漢一樣，
當即小心捧起神像，帶着家人迅速離開。概公一
家人離開庵廟，逃到對面的山頭。回頭一看，剛
才住過的那座庵廟已是火光衝天。概公望着手中
捧着的神像，心中好生感激。一家人都認為是這
尊「五顯帝」救了他們，決定從此把「五顯帝」
視為恩公和保護神來供奉。

此後，篤信中國傳統風水學的陳氏先民們認為，抬上「五顯大帝」和「王
公」、「王母」、「王孫」諸神像到村裡各處巡安，更能庇佑百姓平安。為
顯示諸神的神威，祈求一年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每年農曆正月十一日下
午，當地群眾都會自發組織近百名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抬着諸神像來到母親
河花溪源頭。扛轎之人均為未婚男子，他們全身「古裝」，四人扛一「鑾
轎」，一人旁邊助推，五人一組，共四輛「鑾轎」。他們以接力的方式，每
走二三十米為一替，下水時，以響銃為信號。先放響銃一門，準備；放響銃
第二門，扛上肩；放響銃第三門，起步下水。小伙子們抬着神像在冰冷的河
水飛奔，在沖水的過程中，「鑾轎」忽上忽下，左右搖晃，尤其是在過河
時，速度愈發加快，濺起陣陣水花，有如雄鷹擊水；與此同此，岸上鑼鼓喧
天，禮炮齊鳴，掌聲齊響，岸上觀看的群眾手舉彩旗，高呼「加油」為其助
陣，場面十分壯觀。在河裡大約走過三四百米的河道後，「鑾轎」返回「侯
卿庵」。這就是國強侯卿庵「走水尪」習俗的由來。
平和縣崎嶺鄉天湖堂，也是一個凝聚民間信仰和習俗的重要所在地。天湖

堂位於平和縣崎嶺鄉南湖村，原名庵寨，周圍群山環抱，景致清幽，寨前有
一口大池塘。相傳古時有位仙人雲遊至此，恰逢中秋，只見湖堂映月，水清
如鏡，秋風送爽，景色優美，仙人信口曰：「真是天湖仙景也！」從此以
後，當地居民便把庵寨稱為天湖。天湖堂創建於公元1339年，迄今已有670
多年歷史。天湖堂主祀保生大帝和觀世音菩薩等神明，歷來香火鼎盛，聞名

遐邇，是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佛有道，佛道相聚一堂是天湖堂一大特
色，反映了此間民眾的風俗。明崇禎四年（1631年），著名學者黃道周遊
至此地，登堂朝拜，信手題寫「月到風來」巨匾，現仍高懸堂中。
據傳，歷史上崎嶺鄉境內曾瘟疫流行，民眾苦不堪言，「保生大帝」化身

遊醫，煉丹煮藥，醫治眾生，終使當地民眾不遭滅絕。生者感激不盡，遂往
同安縣白礁村（今龍海青礁慈濟宮）迎請「醫靈真人」回崎嶺天湖堂供奉。
崎嶺桂竹龍湫坑裡還有吳真人當年煉丹煮藥取水的「丹井藥泉」，及舂草藥
的臼巢遺址。如今，每年農曆正月初五，是天湖堂保生大帝出巡節日。當地
信眾用距今近三百年歷史精美絕倫的清代漆金木刻神轎，抬着保生大帝到十
二牌社輪流巡視，持續七日。
崎嶺鄉天湖堂民俗活動最具特色的還是「桌子藝」，又叫「鐵技藝」。
桌子藝，用鋼筋為主要構造材料、裝有活動機關、由活人表演的遊藝車。

鐵技藝工匠運用槓桿、滑輪、齒輪等機械原理，使表演者座位能夠升降、旋
轉、翻動，在古代被稱為「奇器」。表演除了必備的木頭架子、鋼筋鐵絲、
各色飾品，還要有訓練有素的四至六歲的兒童演員。每年的春節廟會上，人
們都會看到鐵技藝表演，只見十幾輛農用車上搭載着鐵技藝行走在山野之
中，場面非常壯觀，引得許多群眾駐足觀看，豐富了民間文藝生活。相傳由
康熙年間崎嶺鄉一林氏鐵匠首創，至咸豐九年（1859年）已設計表演形式
八套，現在發展到十二套。傳統節目有「觀音挑火」、「猴子弄盤」、「尼
姑下山」等。
2009年4月10日（農曆三月十五）平和縣崎嶺鄉天湖堂首屆民俗文化節
活動成功舉辦，受到許多海外僑胞和台灣同胞的熱情參與和廣泛讚揚。而崎
嶺鄉的「桌子藝」也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平和縣阪仔鎮心田宮也是連接海峽兩岸的橋樑之一。這裡不僅風光秀麗，

景色迷人，民風淳樸，更是
人傑地靈，名人輩出。心田
宮是一座在當地及台灣地區
有較大影響的宮廟，據了
解，心田宮始建於明朝，是
台灣台中市最大的保生大帝
廟——元保宮的母宮，目前
為省級涉台文物保護單位。
2010年3月24日，首屆海
峽兩岸阪仔民俗文化節暨
「兩岸情．心田緣」民俗
風光攝影展在這裡舉行。
在活動中，台灣元保宮派
來的代表說，心田宮是台
灣元保宮的母宮，凝結了
兩岸濃濃的血脈情緣，今
天回來參加這個活動，很
有意義。可見，兩岸無論
是地緣還是血緣等五緣都
是無法分割的。
類似這樣的民俗活動，平

和縣各地還有很多，也各有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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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個午後，與詩人飲江路經銅鑼灣，談起銅鑼灣的滄桑史，從
銅鑼灣於清代為鹽船灣（天后廟原名正是「鹽船灣紅香爐廟」），說
到已然填海的燈籠洲（力奇島），乃至英國人所稱的東角（今日仍有
東角道），從昔日的豪華戲院，說到戰前的東區遊樂場——如今面對
的卻是繁喧的鬧市，真是約略有點唏噓了。
飲江當時說，他對銅鑼灣、大坑、掃桿埔一帶非常熟悉，因為那是
他讀小學時必經之路；那天，跟他一起到大坑蓮花宮，再走到掃桿
埔，發覺那兒的變化度太大了。話說蓮花宮建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於同治二年（1863年）重建，至今約有一百七十年歷史。相
傳在太平天國時期，有大量客家人因戰亂南來香港，其中不少為打石
工人，比如球王李惠堂之父李浩如正是憑打石發跡，寓所就建於大
坑。
兩人在蓮花宮逛了一會，但見同治年間所鑄的古銅鐘猶保存完好，

那是其時巨富鄧懷清所捐贈的，鄧懷清就是憑打石致富的鄧元昌，又
各鄧阿六、打石六，乃來自廣東五華的石匠，荷李活道文武廟旁的鄧
元昌堂乃由此人所建；至於相傳此廟原為曾氏私人物業，此位曾氏敢
信亦為打石致富的客家人，但到底是不是其時同樣以打石發跡的曾瓊
記東主，還是另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
蓮花宮建於八角平台上，原以一列十至十二呎高的石柱支撐，皆因

從前此地乃一片泥沼，時有洪水為患。此廟底部及兩側據說曾建有水
池，可養龜，遠看驟覺此廟如一朵蓮花漂於水上，其後因填海而路面
升高，如今只見到少許石柱。
話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銅鑼灣仍是一片淺灘，對上有山，山中有

大水坑沿山流下，直入海中。此一水源可作稻田和耕地作灌溉，此所
以此地一小村落，名為大坑村，鄰近則為掃捍埔及黃泥涌村，即今日
的大坑及跑馬地一帶，大水坑既利於灌溉，乃昔日聚居於大坑乃至銅
鑼灣村落的農民生活之主要水源，其後為免洪水湧入農田，村民便築
起一條石堤。
去年在書店翻閱鄭寶鴻所編著的《幾許風雨》，翻到大坑的一幀照

片，石堤及水漥恍如近在眼前，於是就決定購買此書了——那是一幀
讓人深有感觸的黑白照片，約攝於1950年，從此一照片中，「可見
位於介乎大坑道與現勵德村道的大坑水漥，不少人在浣洗衣物」，
「左上方可見尚有明渠的浣紗街」，那不僅僅是大坑的舊日風貌，更
讓老香港想起「拆村」之前的港九及新界老村落，都約略有過類似的
浣衣場景，在不斷「拆村」之後的今日，此情此景已不復見了。
其時大坑水漥可看見浣紗街尚有明渠，浣紗街距蓮花宮僅咫尺之

遙，蓮花宮後的馬山寮屋早就消失了。提起馬山，皆因童年時住在筲
箕灣馬山村，常有尋找親友的訪客混淆兩地，如今兩個馬山都復歸於
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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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堤水漥蓮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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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扣
■吳翼民

試 筆

媽媽笑了 我也滿足地笑了
大雪紛飛，整條街道鋪滿了厚厚的積雪。由街的盡
頭走到另一端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是拎着大袋小
袋，每天都要走過這條路去探病的媽媽呢？
我躺在床上，探頭望向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

口。每天都擔心媽媽在來時遇到雨雪天氣，因為以她
的性格，就算狂風暴雨也要來探病，我怎麼勸說她也
不聽。今天也如常，媽媽來到床邊，放下午餐盒，握
緊我的手，陪我聊天。看到我的身體每況愈下，媽媽
的樣子也愈發憔悴。看着她憂鬱的眼神，躺在病床上
的我卻無能為力。
這幾年，媽媽為了我的病而奔波，我的身體卻一天
比一天虛弱，或許是在等待上天來接我到天父身邊。
「媽媽，不會有奇蹟發生在我身上的……」我用盡力
氣說。「乖女兒，你已經捱過很多艱苦的時候，媽媽
相信，你走下床的那一天會到來的！」媽媽一邊說，
一邊擠出笑容。
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真的不能為媽媽做點什麼嗎？我虧欠她的，實在太多
了。我想了很多天，最終決定瞞着她準備一個生日蛋
糕。去年，她的生日也是在病房和我一起度過的，也
沒怎麼慶祝。
轉眼到了媽媽生日的那天，我已預先和照顧我的護

士商量，拜託她幫我買一個生日蛋糕和一些零食。護
士還為我準備了一張生日卡和一支筆，趁媽媽未到，
我用盡力氣拿起筆，寫道：「媽媽，這段時間辛苦您
了，對我不離不棄的您，每天清晨起床為我準備午
餐，長途跋涉從家來醫院，日日如此。真的太感謝您
了，今年的生日要開心地度過！」
在大家的幫助下，病房佈置得很漂亮，媽媽開門進
來時嚇了一跳。「媽媽，生日快樂！」我將生日卡送
給她，說：「是不是很像幼稚園小朋友的字跡呢！」
媽媽看完生日卡，笑了，不是安慰我時擠出的笑容，
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感動，我很久都沒看到媽媽這
樣的笑容。媽媽笑了，我也滿足地笑了。

■阮卓均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很多年前就已經聽過這樣的說法，我很喜愛：「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
隱於林。」唐代的大詩人王維應是「大隱隱於朝」的代表人物，能夠在朝廷做事，卻
又有隱者的心境，這真是極高境界，我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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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和尚同樣師承馬祖，但他喜愛隱居深山，又被稱為隱山和尚。隱居，好像很浪漫，其
實是個人和大自然的共同生活，殊不簡單。放棄對世俗名利的追求，內心充滿自給自足的喜
悅，是一個大修為。

來 鴻

放棄的智慧

在新疆旅遊，景點撒得很開，車程就拉得很長，通
常得行車五六個小時方能看到一處景點。當然，新疆
的景點都不一般，頗具誘惑力，如我們在伊犁所遊的
賽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霍爾古斯口岸、庫爾德寧
峽谷等都是在其他地方罕見的，驅車數百里而得其風
景，一個字：值！
在新疆車程長是其一，車程險是其二。比方說，離
開了那拉提去唐布拉，就是很長一段的險途，據司機
和導遊說，這是北疆最險的一段路程，新修的，好幾
百公里長，路全在山窩子裡，有許多段築在懸崖上，
目前還沒有被闢為正式的旅遊路線，只有少數旅行社
根據遊客的需求作試探性的遊覽安排。
我們赴疆全由當地的朋友代為安排，朋友替我們選

擇了唐布拉，我們也只有客隨主便了。有一點也算是
主聽客便，即選擇導遊，當朋友問及我們挑選女導遊
還是男導遊時，我們毫不遲疑地回答：「要女導
遊！」於是，確派了位女導遊小張。小張高挑而文
靜，我留意到她胸前掛着一件環形玉飾，分外醒目。
如果說，前幾天的遊程還比較平靜的話，那麼，準備

去唐布拉之前，小張的情緒先變得不平靜了。她始是興
奮，跟我們大談唐布拉的美景，說那是新疆最美的風
景，幾百里路到處都是美景，有草原風光、峽谷奇觀、
哈薩克族風情，奇山奇水，目不暇接，被稱之為空中畫
廊……說得我們情激動之、心嚮往之；繼而，她白皙的
臉上蒙上一層陰影，眉心也皺了起來，說這一程路實在
驚險，汽車在懸崖上開，好像掛在半空中，得開一整
天，一不小心就可能出事故，汽車翻下山溝肇致車毀人
亡也是有的，說得我們心神不安、心驚肉跳；然而，末
了她緩過神笑了起來，說一切都不用擔心，有她在，絕
對保證安全；又說，她是主動要求上唐布拉遊線的，別
人不敢來，她敢。說時，她用手托起了胸前掛着的環形
玉飾，「這不，我掛着平安扣呢，和田羊脂玉的，一定
會保佑我們一路順風、平平安安！」這時，我才知道，
她胸前掛着的環形玉飾叫做「平安扣」，並且也了解
到，新疆的導遊基本上都掛這樣的平安扣。

我們的旅遊
車駛離那拉提
大草原，沿着
鞏乃斯河向唐
布拉進發。先
是在峽谷裡
開，沿途果真
是奇山奇水，氈房座座，哈薩克牧民在河谷和山坡上
放牧牛羊、駿馬和駱駝。一匹匹挺拔而體態渾圓、毛
色油亮的駿馬，或奔跑長嘯、或悠閒吃草，與嶙峋的
山石、潺潺的流水、劍樣的雲杉以及山下彩色的氈房
一起，構成了新疆特有的景致，放目遠眺，雪山隱約
可見……小張對這裡的景物了若指掌，每覺有特別迷
人處，就讓司機停車，聽憑我們下車遊目騁懷，照相
留念，不知不覺中，汽車漸漸就進入了崇山峻嶺。
這是一處名叫獨山子的大山群，山高大雄峻，道路
隨着山勢忽而盤旋而上，忽而盤旋而下。果然有的路
就築在懸崖壁上，寬不足十米，欄杆矮小，方向稍
偏、稍用些力，車輪就可能破欄而出，翻滾下去。別
說是汽車，就是機敏的山羊也有失足者，沿途我們就
看到過摔下懸崖的死羊。在驚險的山路上行車，小張
完全緘口不語了，她也讓我們用眼不用口，以免司機
走神出錯。於是我們都默默祝願着在小張胸前平安扣
的保佑下，旅途平安無事。
終於，經了「一山放出一山攔」數番周折，汽車駛
出了大山，迎來了牧草豐美的大草原。小張又變得活
潑起來了，她興奮地跟我們說：「自從戴上了平安
扣，我帶團旅遊，總是平平安安，就算遊唐布拉也平
安無事。我打算今後一直跑唐布拉線路，讓更多的遊
客都能領略北疆這一明珠美玉的風采。」
我們為小張的膽魄與熱情感染着，為平安扣的魅力

吸引着。在離開伊犁之前，除了選購當地土產薰衣草
精油、烏斯曼睫毛膏和眉筆，也都去美玉齋購買了多
枚和田羊脂玉的平安扣，帶回家去讓親人們都掛起
來，扣住平安，永祈平安。

智慧的人懂得放手，放手意味着放棄。放棄高官
厚祿，活得寧靜淡泊；放棄紙醉金迷，活得恬然自
在；放棄煩惱憂愁，活得幸福安康。放棄等於清
零，將過往清零，卸掉枷鎖，如釋重負，美好的生
活畫面就在不遠處如彩旗招展獵獵作響。
聽說過一個關於狒狒的故事。眾所周知，狒狒愛

吃堅果。聰明的人們根據狒狒的習性發明了一種捕獲
牠的方法，而且屢試不爽。獵人在一個堅固的木盒子
裡設上機關，裝上堅果。盒上的一道裂口，足以讓狒
狒從容自在地將「纖纖五指」探進去。狒狒摸到堅
果，然而，攥住堅果的爪子卻再也拿不出來了。如果
狒狒放下堅果是可以逃之夭夭的，可是牠的習性決定
了命運。到手的堅果，狒狒是不會放棄的，所以牠在
和堅果不依不饒的僵持中，被獵人逮住了。
這就是不懂放棄的後果。
或許，我們會嘲笑狒狒那種近乎愚蠢的執着，嘲
笑牠不懂得放棄，以致入其彀中。仔細想想，我們
人類難道不是一樣的愚蠢嗎？
幼時，聽老人講過一個故事。說的是兄弟倆一起
救了一位仙女，仙女為了報恩，告訴他們在不遠處的
深山裡有一座金礦，但必須某日深夜去挖，太陽露頭
之前一定要離開，否則太陽會將他們曬死。兄弟倆各
自扯了一條口袋，拿上鏟子出發了。他們果然見到了
金礦，兄弟倆欣喜異常，不停地挖……天亮了，太
陽快要出山了。哥哥挖了半袋金子，扛起就走。弟弟
想挖滿再走，結果，太陽出來了，弟弟被曬死了。
弟弟的結局，與其說是貪心應有的下場，毋寧說

是不懂放手的必然後果。而聰明的哥哥懂得放手，
早早離開了，那半袋金子也足以讓他安度餘生了。
其實，像挖金哥哥這樣懂得放手的人，歷史上大

有人在。
兵聖孫武，是歷史上有名的戰神。攻打楚國，七

戰七捷。但是，他厭倦戰爭，他認為戰爭的最高境
界不是窮兵黷武，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最終，他
留下著名的《孫子兵法》後，悄悄歸隱。懂得放棄
的孫武，成就了一個千古不變的戰神美名。試問，
如果孫武繼續他的戎馬生涯，誰能保證他不會馬失
前蹄，而將半世英名毀於一旦呢？
放棄仕途，歸隱田園的陶淵明，寫下著名的《歸去
來兮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當陶淵明發現仕途的黑暗
和腐朽，他毅然選擇回歸田園，去做一介草民。在他
看來，這是迷途知返，他認為今日的回歸是正確的，
他無視富貴，揣着一顆淳樸的心回到了故鄉的懷抱。
陶淵明的歸隱，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的詩情畫意，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
勤勞作。這是一次偉大的歸隱，無數膾炙人口的田
園詩就徐徐誕生在鄉間清新的空氣裡。如果他不懂
得放棄，在官場上下求索，結果有可能就是貶官降
職，流落他鄉。
不懂得放手的人，結局不一定悲慘；懂得放手的

人，結局卻注定完美。所以說，放棄是戰術，是美
德，更是智慧。換言之，放棄就是捨去，有捨必有
得，捨去糟粕的人生狀態，得到精華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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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縣阪仔鎮心田宮是連接海峽兩岸的橋
樑之一。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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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羊脂玉的平安扣寓意旅途一路
順風、平平安安。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