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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宋文人羅大經撰寫的《鶴林玉露．乙編．卷
一》記載，宋太宗趙光義登上帝位後，曾詢問當朝
宰相趙普是否如臣工們所說僅讀過一部《論語》，
當時趙普的回覆為：「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
以其半輔太祖（趙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
下（趙光義）致太平。」後世那膾炙人口的名
句——「半部《論語》治天下」，實源於此君臣間
之對話。
治天下乃我國古人夢寐以求的終身理想，尤其儒

家思想強調內聖外王，就是提醒老百姓要做到「國
治而後天下平」。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
曾幾何時皆以治天下為己任。例如春秋時代齊相管
仲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
民貧則難治也。」先秦哲學大師李耳鼓吹「治大國
若烹小鮮。」《大學》提出八條目：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北宋司
馬光著《資治通鑒》「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
失」。明末清初思想家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
三．正始》內主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
等，無一不是以治天下為終極目標。
《論語》作為古代炎黃子孫奉若神明的「聖

經」，除了能夠助從政者治天下外，其實還有一個
功德無量的作用——教曉咱們如何做人。做一個怎
樣的人？做一個孝順父母、為人設想、路不拾遺、
取長補短、按部就班、忍辱負重、一諾千金、堅毅
不屈的人。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論
語．里仁篇》)和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
語．為政篇》)不正是教咱們如何做個合格的孝子
孝女嗎？「游必有方」，為人子女要對父母有交
帶，不可隨意「玩失蹤」，不管是去留學、交流、
工作、經商，還是去旅遊、移民、修道、探險，都
要告訴父母自己將會在哪兒落腳。用物質與金錢可

以供養父母，同樣地也可以用物質與金錢來養活畜牲，真正愛錫父母、孝順
爹娘的話，就請用「恭敬的心」、「尊敬的心」去對待他們！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篇》)、子曰：「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篇》) 、子曰：「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篇》)以及子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論語．顏淵篇》)就是提醒咱們要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將心
比己，即使被人誤會自己，亦平心靜氣地面對。說話、做事時能為他人着
想，體諒人家處境，顧及別人的感受。孔夫子的得意門生閔子騫那著名的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故事，便是為人着想的最佳例子和正面教材
了。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篇》)和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篇》)則教曉
咱們做個不貪財貪污、對金錢和財富抱持正確態度的正直之士。這令筆者想
起民國四年，梁任公拒收袁世凱的二十萬元賄款，堅持發表《異哉所謂國體

問題者》，決心維護共和一事。君子愛財，但取之有道。錢，沒有人會嫌
多，想賺得多些金錢以改善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乃人之常情，然務必謹記「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萬萬不可因貪財而作奸犯科，要控制自己的物慾，
路不拾遺、潔身自愛！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論語．述而篇》) 及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
里仁篇》) 教導咱們需要學習、效法人家之優點，避免重犯別人的過錯，以
人為鏡，明辨是非曲直，做到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此所以唐太宗吸取了隋
煬帝勞民傷財、殘暴不仁、視人命如草芥導致隋朝速亡的教訓，執政時虛懷
納諫、勤政愛民，以「民為水，君為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自勉。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就教咱們

做事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和慢工出細活之道理。古今中外，因急功近利或
揠苗助長而弄巧反拙的案例還算少嗎？求學、教學、營商、從政、做研究、
管教兒女……幾乎幹任何事均可套用「欲速則不達」這一條。
另外，《論語》也教咱們做人要忍辱負重、以大局為重，切忌因小失大。

越王勾踐在吳國姑蘇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終得償所願滅吳復
國。藺相如為免趙國內訌而被秦國有可乘之機，遂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讓廉
頗，把國家利益凌駕於個人榮辱得失之上，最終達成將相和局面。80年前
「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與周恩來深思熟慮，明白在當時要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便非得由蔣介石出面領導不可，於是決定放蔣，最終促成第二次
國共合作。勾踐、藺相如、毛周所表現出的智慧，正正跟孔子提倡的「小不
忍，則亂大謀。」(《論語．衛靈公篇》)這意念不謀而合。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篇》)讓咱們學到講信用的

重要性。做人不可誇誇其談，沒有把握辦到的事，就不要輕易誇下海口答
允，一旦答應了人家，哪怕多困難，都一定要辦到，即說到做到。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篇》) 教咱們
要有鬥志與目標、做事要貫徹始終，不可半途而廢。從西漢司馬遷著《史
記》，到唐初玄奘法師取西經，再到晚清孫中山走向共和，皆是「志不可
奪」的典型例子。
香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在《國史新論》裡曾寫道：「教育的第一任務，

便是要這一國家這一民族裡面的每
一分子，都能來認識他們自己的傳
統。正像教一個人都要能認識他自
己。連自己也不認識，其他便都不
必說了。」而要認識傳統，便非得
先了解《論語》不可。筆者16年前
隨父親到山東旅遊時，曾在孔聖人
的家鄉曲阜購進一袖珍本《論
語》，時隔多年，筆者仍然深信熟
讀這半部《論語》，已足以令咱們
成為一個重視仁義禮智信的好人，
至少不會肆意向警察掟磚、縱火、
擲垃圾桶以及動不動就輕生。當
然，《論語》亦啟發咱們要樂善好
施、慎終追遠、不恥下問、飲水思
源、知錯能改、克己復禮、奉公守
法，大家不妨在另外半部《論語》
內找找看吧！

話說從十九世紀末期至上世
紀中，深水埗區數十年來可謂
火災不輟。據1891年2月10日
《 士 蔑 報 》 (Hong Kong
Telegraph)所載，深水埗發生一
場火災，以致將區內中國海
關、賭場及房屋全都燒光了，
約有百名村民葬身火海；及至
1911年1月，又發生另一場火
災，將深水埗的建築再次燒
光。此外，尚有1953年底的石硤尾大火，老香港俱記憶猶新。
深水埗區屢遭火劫，早前翻查舊報，發覺朱牯仔村曾發生三次大

火：1954年、1960年及1985年。也許沒有多少人記得朱牯仔村
了，此村乃寮屋區，在又一邨達之路盡頭，其時山坡種滿雞蛋花
樹；記憶所及，在香島中學與大同中學之間的山谷遍佈榕光里、萬
山里、榕聲里、環山里、東坑里、東山里、樂山里、東成里、東昌
里、東龍里等等窮巷。
朱牯仔村鄰近有桃源街，居民可由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後面的小

路進出，此一小路旁堆滿等着回收的玻璃樽，沿途所見，昔日里巷
早已改建成南山邨了。大同中學則有兩間校舍，一間在旺角亞皆老
街（近火車站），另一間則在大坑東附近的朱牯仔村的寮屋區—由
此可見，旺角、大坑東、九龍塘、九龍仔、大角咀乃至深水埗都是
發展九龍後的地名，在六十年前，俱步行可達。
桃源街有一個遊樂場，從前乃農田，全憑一條小河(其後鋪設為明
渠)灌溉，此一小河源於筆架山，流入今日信義會中英文幼稚園之前
的馬路，再流入大坑東及花墟，乃至旺角洗衣街一帶。話說從前走
過桃源街的農田後，明渠與小路可穿過峽谷，此一峽谷就在現時的
達之路下面，走過峽谷後，前行可橫過鐵路，前方就是九龍塘了。
深水埗區多災多劫，話說1941年12月，日軍於十八天內攻佔香
港，香港於淪陷期間，深水埗軍營變成囚禁外籍戰俘的集中營。據
《深水埗風物志》所載，其時「由於糧食不足，環境惡劣，營內腳
氣病和痢疾等非常猖獗，不少戰俘因未能得到適當的診治而死
亡」，「日佔後期，南昌街一帶成為九龍的娛樂區及紅燈區，賭坊
及妓院林立，夜夜笙歌、紙醉金迷，出現了短暫而病態的繁榮」。
深水埗在1956年亦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眾暴動，由於有李

鄭屋徙置區居民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紙旗被撕下而引發暴動，聚
集民眾達數千人，拒絕散去。有人闖進屋邨辦事處搬出傢俬、文件放
火焚燒，乃演變為暴動，其後暴動更擴展至旺角及荃灣—馬朗有短
篇小說名為《太陽下的街》，即以此場暴動為心理描寫的背景。
於此場暴動期間，有暴眾闖入嘉頓及香島中學縱火，更包圍警

方，以石塊、棍棒及磚頭襲警。大坑東徙置區的警崗被焚，深水埗
警署也受到襲擊，港府派遣三營陸軍增援，此事引致九龍戒嚴、渡
海小輪停航—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今日思之，仍不免惘然。

這是八月的漢江。這是八月月光播撒下的漢
江。藍瑩瑩的天；藍瑩瑩的月亮；藍瑩瑩的無
垠穹窿，似乎從穹窿流出來的藍瑩瑩的千里漢
江，漢江上銀白的沙灘；沙灘上翠綠的蘆葦、
依依的垂柳；垂柳上歡鬧的斑鳩；還有月光下
的漁舟，捕魚者闌珊的燈火……
我們來到漢江，朋友嘴裡一直哼着《月光小
夜曲》，沉浸在這夢境般的月夜中。《月光小
夜曲》，似乎就是在歌唱這月光下的漢江。
這就是八月月光下的漢江嗎，美麗，幽深，
夢想連連。
我們來到漢江，我們站在高高的漢江的青石
板上，跳進藍瑩瑩的漢江，跳進八月的漢江，
濺起了一片月光，十片月光，無數片月光。月
光在我們的身上流動，我們在月光裡舞蹈。水
天一色，月光流淌，我們的身軀上寫滿了月光
的輕柔，月光的浪漫，月光的遐思。能否躺在
漢江的水面上，望着天上的星空，望着天上的
月亮，唱一曲《月光小夜曲》：「月夜情境像
夢一樣，那甜蜜怎能相忘，細語又在耳邊蕩
漾，怎不叫我回想……」誰叫我回想，誰的細

語在我的耳邊蕩漾？它與月夜中的漢江是那樣
合拍，它就是在書寫這月夜的漢江。
我很早就聽過這首歌，以前以為是西班牙歌

曲，後來又以為是日本歌曲，但許多年後才知
道，《月光小夜曲》的作者是我們的華人周藍
萍。周藍萍，1925年1月出生於湖南湘鄉，在
1949年的大動盪時代定居台灣。周藍萍一生癡
愛音樂，為了音樂，他經常工作到廢寢忘食。
1971年5月17日，周藍萍突發心臟病不治，年
僅四十六歲。周藍萍留在了山的那邊，海峽的
那邊。而他的那些音樂，卻穿越時空，穿越地
域，像月光一樣流淌在華人居住的大地上，引
起人們月光一樣的遐思。我想，這是因為周藍
萍有一顆月光般透明的心，才能引起人們心靈
的共鳴啊……
今晚，在月光流淌的八月的漢江，我們躺在
藍瑩瑩的漢江水面上，唱着《月光小夜曲》：
「月亮在我窗前蕩漾，透進了愛的光芒……」
似乎在與周藍萍共同敘說月光一般的情緒。
不知道是不是在流動着月光一般情緒的八

月，反正唐朝詩人杜甫在月光下的漢江寫下：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他說自己像飄
蕩在遠天的片雲一樣遠客異鄉；卻與明月在一
起，也就可以孤獨地面對漫漫長夜了。詩人孤
高自許，漂泊異鄉，訴說愁緒，而月夜的漢江
卻美麗異常，默默流淌。明月給了詩人靈感，
更給了他靈魂。他站在月光下的漢江邊上，於
是，就有了月光一樣的情緒，就有了《漢江》
一詩的流傳千古。
而今夜的漢江依然光彩照人，風華絕代。無

論是歌曲，無論是詩歌，都不能訴說盡她的
美，我們只有不斷走進她的懷抱，去傾聽她的
絮語，感受她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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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K.Wong

月光下的漢江
■蒲繼剛

年年清明，年年掃墓，這是中國人一大傳統節日。筆者的故鄉
蘇州號稱上海人的後花園，除了天堂美譽、江南古城、風景名勝
絕佳堪遊外，便是上海人最理想的百年安靈之福地。上海是何等
龐大的國際都會，人口之多中國獨一。花開花落生生死死的自然
規律下，一代一代人告別塵世，可要安放個靈魂也顯得逼仄可
憐，於是都把山明水秀的近鄰蘇州視為最終歸宿地啦。記得孩提
時，每逢清明時節我就目睹浩浩蕩蕩的掃墓大軍，在姑蘇城內外
穿梭流動。
現在雖然都實行火葬，但千千萬萬骨灰盒的埋葬也可觀哪，蘇

州城外許多青山都遭受到「白色污染」，變成「斑禿」，好無奈
哦！
時至今日，上海掃墓大軍遠遠超過曩昔了，估計清明前後湧到

蘇州上墳的客人不下百萬之眾。上海人太會精打細算，除到蘇州
郊外上墳，還去風景名勝踏青遊覽，到城裡品嚐蘇幫美食小吃、
順便購買捎帶采芝齋蜜餞糖果、黃天源蘇式糕團之類的土特產回
去。因此蘇州各商家、各墓園都視此為一大商機，尤其是城外的
農民，也要在這炙手可熱的商機中分羹一小杯，他們有的作代客
潤碑賺些潤資(墓碑上的字需年年潤色，要不會讓人感到這座墳的
墳主後輩不孝，或者極不景氣)，有的當場幫掃墓客人整掃墓地討
要酬勞，有的不顧車流人流拚命兜售冥幣和鮮花——注意，其中
有的鮮花是墓地「回爐」而來呢，所以有的掃墓客人將鮮花當場
在墳前拆散撒掉，以絕其奸。筆者還曾在墓園遇過「唱讚」的人
呢——當你在掃墓時，他就在墓邊上拉起聲調大唱「讚詞」，唱
墳主葬到好的墓穴，後代將來必定會發達起來，會陞官發財，子
孫中會有人做公司老闆、甚而市長和省長云云；聽說有的地方還
有現場兜售除冥鈔之外的冥器和冥人冥馬呢，冥器中有麻將之
類，冥人中居然還有紙紮的「小姐」和「二奶」，以供亡靈受
用……總而言之，清明掃祭活動中斂財之道五花八門，有的簡直
匪夷所思。
然而，在紛紜雜亂的惡俗喧囂中，現在的公墓畢竟愈來愈趨向

管理有序，絕大多數掃墓者也愈來愈趨向文明理智。筆者去過的
幾座墓園都非常規範，比方說去年我去蘇州父母的墓地掃祭，就
遇到了墓園的嚮導，他們勸說我和親人們休要進入墓地焚燒錫箔
紙錢，可以到指定的「冥國銀行」去「匯寄」。我是無神論者，
不信有冥府陰間的，掃墓的目的在於悼念先人，慰藉後人，但我
妻子和弟媳她們年年都要備許多錫箔元寶到墳前焚化的，我遵從
她們的舉動，但聽得墓園嚮導讓我們去指定的「冥國銀行」「匯
寄」，不禁感到怪異發噱，然而既然這是墓園的規定，那是應該
遵守的，便到了那地兒。
所謂的「冥國銀行」其實是一大紙錠焚化爐，所有掃墓者都在

這裡將隨帶的紙錠焚化，但事前會從嚮導那兒接來一張「匯款
單」，在上面填寫亡者的姓名，夾在紙錠裡一併焚化了事。我想
這樣做不失為一個創意，既保證墓園安全，免得分散焚燒引來祝
融之災，也讓掃墓者心安理得，因為是一本正經填寫了「匯款
單」的，不會匯錯對象，可以讓自己逝去的親人如期得到「冥國
銀行」的「匯款」啦。我問妻子和弟媳是何想法，她們也感到放
心。這是去年的一個新鮮事，今年不知如何呢？
今年清明漸近，我忽然在電視新聞裡看到有的墓園又多了新

鮮事兒，那便是在墓園開設「天堂信箱」，也就是掃墓者可以
在墓園當場為逝去的親人修書一封，傾訴自己的思念悼念之
情，投放到所謂的「天堂信箱」，由墓園方一併焚化，讓這書
信在冥冥之中投寄到亡靈那兒。這自然是子虛烏有之事，但讓
親人在書寫這封寄往天堂的信函時，寄托悠悠哀思，是一種多
麼聖潔的境界。所以「天堂信箱」比之「冥國銀行」顯見勝上
一籌也。

「冥國銀行」和「天堂信箱」
■ 吳翼民

與友人在街邊小館便飯，甫落座，服務員即端上一碟涼糕，作為餐前小吃。正納
悶怎用甜點心作為開胃菜，挾一塊放到嘴裡嚼，發現是豬皮凍，鹹的，只是加入了
胡蘿蔔汁和菠菜汁，形成了彩色的夾層，又切得方方正正的，讓人誤以為是水晶涼
糕。蘸以旁邊附帶的用蒜蓉、辣椒、陳醋做的味碟而食，清爽潤滑，毫無油膩感，
即便肉凍已經融化落肚，齒間依然留有淡淡的脂香，像是在向味蕾發出經久不息的
召喚。
我平日上菜市場，就經常為怎樣處理多餘的豬皮苦惱。過去豬皮多被用於製革，
屠宰生豬時就有人收購，故菜市裡售賣的豬肉都是事先剔了皮的，只有肚腹部位的
五花肉才會連着皮，供人們買了做扣肉或紅燒肉，不至於缺少了皮色的俗艷和脂
潤。如今豬皮再無大用，肉都是連皮一起賣，買一斤肉，會帶有一塊兩指長寬的
皮，棄之可惜，留之無用，若是存在冰箱裡，不知不覺就能積上一大堆。有了做皮
凍的思路參考，豬皮以後就不再愁銷路。
推想用皮凍作為開胃菜的創意，是由偶然而來。人們煲湯或燉肉，添幾塊豬皮增

加油潤感，吃不完的部分，第二天凝結成膠凍，不加熱直接冷着吃，也很美味，於
是就激發了自由發揮的創造精神，利用豬皮富含膠原質的特性，徹底熬爛做成皮
凍。另外還可根據各自的喜好，加入紅棗、玉米、胡蘿蔔、菠菜、黃豆，把皮凍一
成不變的白色，搭配得五彩繽紛，使之更具視覺誘惑力。雖然只是家常菜品，卻又
帶有私房菜的個人印記及親暱氣息，乃以一種肉感而香艷的姿態，為人們多元化的
飲食生活，進行着有效的調劑。
豬皮凍是久候方能燉出滋味的慢食，講究火候和耐心，熬煮過程至少要半天，期
間也不可用猛火，不然豬皮在滾湯久沸之下，蘊含的膠原質會流失。需將豬皮切成
小段，文火煨熬，不時攪動。如果是做彩色皮凍，還要把豬皮熬至軟爛，用攪拌機
打成漿糜，再添加其它食材調配，盛入食盒裡冷卻成型，即為潤而不膩的皮凍了。
皮凍本身無味，是鹹是甜，是辣是酸，是麻辣還是滷汁，取決於各自的口味調配。
涼拌自然是最常見的吃法，把皮凍切成火柴盒大小，用蒜蓉、香油、生抽、陳醋
做成味汁澆在上面，再灑幾片切碎的香菜末，吃起來有一種皮蛋般的彈牙質感。最
有意思的是一些小飯館把皮凍加上菠菜汁，放到模子裡做成麻將的形狀，作為餐前
小菜端上來娛樂客人，總能引發食客的嘖嘖驚歎。

豬皮凍
■青 絲文 藝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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