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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當天，筆者一行自鄭州南下湖南衡陽，走
近慕名已久的「五嶽獨秀」——南嶽衡山。四望南
嶽七十二峰，但見群山逶迤氣勢恢宏。漫天飛雲掩
映着滿山飛花，那滿山飛花五顏六色分外養眼，真
可謂層林盡染奪人眼球，使南嶽更顯無限魅力，令
人想起范仲淹「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
意」的佳句。
松柏簇擁的香爐峰下，旭日籠罩着一座熠熠生輝

的宏偉中式建築——這便是筆者此行目的地——我
國紀念抗日陣亡將士大型烈士陵園——著名的南嶽
忠烈祠！
懷着崇敬的心情，我們一行緩步登上忠烈祠高大

雄偉的三孔牌坊，前面是一片寬宏的庭院。再沿石
板路行走百十步，巍然聳立的「七七紀念塔」直撲
眼簾。塔座四周立着四通鐫刻着紀念銘文的青石
碑，塔中間塑有五顆直指藍天的巨型炮彈，彈體一
大四小緊挨一起，象徵着漢、滿、蒙、回、藏等各
族人民同仇敵愾誓死抗戰的堅強意志，令人怦然心
動。登上沿山而建的二百七十六個石階，石階兩旁
植滿青松翠柏，中央一塊綠茵花木長青，象徵着烈
士永垂青史。
上面便是忠烈祠紀念堂了。紀念堂正中肅立着一

塊高六米的漢白玉石碑，石碑上刻有紀念抗日陣亡
將士碑文。碑文云「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我中華民族舉國奮袂，人人效死。前線將士莫不忠
義奮發億萬一心。四載以還，五洲瞠視，三島震
駭。最後勝利之必得，已操左券。而我成仁將士，
以大無畏之精神保衛國土，以最寶貴之生命，前仆
後繼、視死如歸之忠勇，換取光榮。開創亘古未有

之偉績，尤為萬代所崇敬，未嘗不肅然動容……」立碑人為指揮過四次長沙
會戰的著名將領、時兼任湖南省主席的薛岳將軍。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七七」事變，一場蓄謀已久、旨
在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從此爆發。翌年底中國軍隊頑強抵抗，但廣州和武漢
還是相繼失守，地處大後方的湖南成為又一個抗戰大本營，大批陣亡將士暴
屍戰場而不能掩埋，令全國人民同仇敵愾。蔣介石力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
來、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來衡陽
出席南嶽軍事會議，兩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決定攜手抗日。也正是在這次會
議上，蔣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建議，兩黨共同創辦「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
並籌建南嶽「忠烈祠」安葬抗日陣亡將士。會後，蔣介石叫來陳誠、薛岳兩
將軍，鄭重安排修陵園一事。薛岳領命後，一邊指揮與日交戰，一邊加緊籌
備忠烈祠的勘察、徵地、籌款等事項。
1940年9月10日，南嶽忠烈祠第一期工程正式啟動。第二期於翌年11月動

工，到1943年6月全部竣工。當年7月7日隆重舉行南嶽忠烈祠落成大典。薛
岳在忠烈神位前恭讀祭文，宣佈「抗戰以來，各忠烈將士，即日入祠，歲時
奉祀」，首批入祠的犧牲將領有張自忠、郝夢麟、佟麟閣、趙登禹等38位。
1944年衡陽淪陷，南嶽忠烈祠遭到日軍大肆破壞。解放初期忠烈祠也不被
認同，「文革」中更遭到極左勢力肆意毀壞。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時任中
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南嶽瞻仰忠烈祠，當即指示：「抗日烈士為國家民族
而犧牲，應該重視，應該紀念」。忠烈祠終於迎來新生。1996年，南嶽忠烈

祠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被中宣部公佈為全國愛國
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因年代久遠風雨侵蝕，加之人為因素，使南嶽忠烈祠祠內建築和周圍墓葬

受到不同程度損壞。1987年，全國政協提出修復意見，委派衡陽市政府全面
修復。2012年6月，湖南省民政廳撥款220萬元對國民革命軍37軍60師在湘
北抗戰中2,128名陣亡將士的集體公墓進行全面修復，於2013年8月完工。近
年來中宣部和國家文物局、湖南省民政廳又陸續撥款1,400多萬元，對忠烈祠
烈士墓葬和祠內建築、綠化、文物陳列等進行全面修繕，記錄着當時歷史風
貌、承載着無數同胞心願的忠烈祠終於恢復原貌、重現光芒。
2013年，中國抗戰勝利68周年和仁安羌大捷71周年之際，正是南嶽忠烈祠

落成70周年。那年1月15日，參加仁安羌大捷的202位陣亡將士靈位從緬甸
迎回祖國，其中不少烈士是湖湘子弟，將士後裔希望將靈位送回湖南老家，
讓英雄落葉歸根、魂歸故里。當年7月7日在忠烈祠舉行了莊嚴的陣亡將士遺
骸安放儀式，以此銘記慘痛歷史、緬懷抗戰英烈，進而強化愛國主義教育、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忠烈祠最大建築是壽堂，氣勢恢宏，漢白玉石門上有精緻的浮雕。四周圍

繞着花崗岩壘成的牆壁，牆上鑲嵌着36塊漢白玉石碑，鐫滿著名書法家所題
歷代愛國志士詩詞墨寶。忠烈祠1號樓，係抗戰後期湖南省主席公館。據悉抗
戰前後蔣介石夫婦曾五次來此。如今已建成「抗日戰爭時期南嶽軍事會議」
展覽廳，供遊客參觀、感悟歷史。我走進公館一層當年的南嶽軍事會議室，
塵封的陳列將我帶回到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想像出當時國共兩黨高級將領
在此運籌帷幄部署抗敵的情景。二樓為「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展室，一件
件珍貴的文物史料再現了兩黨在軍事交流上的合作。
沿石階走下忠烈祠，鳥瞰四周風光，但見遍山茂林修竹葱蘢毓秀，奇花異

草飄來陣陣芳菲，遠望崇山峻嶺，更是亂雲飛渡氣勢撼人，令我想起清代詩
人魏源之言：「恒山如行，岱山如坐，華山如立，嵩山如臥，惟有南嶽獨如
飛」，此乃對衡山的禮讚，對南嶽的浩歎。更因有了這座南嶽忠烈祠，為衡
山的人文價值和家國情懷增添了濃重一筆，難怪有人將忠烈祠譽為「小中山
陵」。
下山路上，我們正好碰見一個來自台灣的旅行團，有耄耋老人，也有他們

的後輩，他們胸配白花、手提祭品，表情肅穆甚至眼噙淚水，原來這些人正
是當年湘北抗戰和仁安羌大捷陣亡將士的戰友和後代。
驀地想到：「南嶽游擊幹部培訓班」開了當年國共合作之先河，如今在

「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旗幟下，國共兩黨為中華振興又何嘗不能再次
合作呢？民進黨蔡英文之流妄圖開歷史倒車，終究是螳臂當車癡心夢想，其
「台獨」野心絕難得逞！

午餐肉或SPAM畢竟乃戰時產物，時至今日，也許再談不上
美味了——不妨想像一下，美軍當年一日三餐都是午餐肉，他
們對午餐肉會有多厭惡？與此同時，吃不起肉的窮人有幸得到
一罐美軍的午餐肉，又會怎樣地如獲至寶？
物資匱乏的年代遠去了，如今，當不斷有人指出，午餐肉一

如漢堡肉及其他人造肉，肉質劣而添加劑超標，倒也不妨想
想，為什麼這世界還有那麼多人愛上午餐肉？原因也許只有一
個，食物不僅僅只有營養，更重要的是文化及其記憶——現代
人大概不是愛吃午餐肉，只是從一片午餐肉追尋兒時的某些記
憶。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聖奧斯丁市，就有「午餐肉博物館」
（SPAM Museum），展品都跟午餐肉（及其記憶）相關，進入
館內，所見的都是小磚頭般的罐頭擺飾，與二戰相關的影像，
專為SPAM編寫的影視小品與民歌，館中有館，名為「肉類主
題敬畏博物館」（Museum Of Meat-themed Awesomeness），
那兒正是午餐肉集體記憶的聖殿。
午餐肉在中國有很多牌子，諸如梅林、長城等等；SPAM有

很多譯名，諸如斯帕姆、世棒等等；在首爾，SPAM倒是節日
的高檔禮品，而韓國早已成為美國之外最大的午餐肉消費國，
當中不免有一些假貨（猶如垃圾郵件也叫spam）。
日漸富裕的韓國人何以對SPAM情有獨鍾？那是因為集體記

憶：在戰火連天的歲月裡，美軍儘管不一定能用武器帶來和
平，卻至少留下了教飢民垂涎的SPAM午餐肉，因此其後也成
為韓國人渴求的奢侈品。
《紐約時報》曾有一篇特稿說，SPAM禮盒近年在韓國的銷

量大增，收到禮盒的韓國人據說都笑得合不攏嘴；社會學家喬
治．路易斯（George H. Lewis）早於2000年已在《流行文化雜
誌》（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發表文章，指出SPAM
在韓國地位極高，不但超越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更是
在重要日子和場合裡，用來表達尊重和敬意的高檔禮物。
SPAM禮盒特別暢銷，其中一個原因是以韓國明星代言，在

廣告中，男子給女友做好了一頓無法拒絕的浪漫晚餐：在熱氣
騰騰的飯上，配一片煎香的SPAM午餐肉；耶魯大學的朝韓研
究講師具世雄（Koo Se-woong）指出：「SPAM午餐肉之所以
在韓國市場上有神話般的光環，原因很多人都想不到，由美軍
引入韓國，SPAM的故事老早與富足和營養聯繫在一起。」
話說上世紀50年代，駐紮在美軍基地的韓國老兵都有此記

憶：軍人那時唯一能吃到肉食的場合，正是吃部隊餐；如果不
是富人，一片午餐肉就只有靠關係才可得到的奢侈品。
韓國人今天仍用平底鍋煎午餐肉和雞蛋作為早餐，將午餐肉

切粒，配以泡菜和炒香的飯，最好加一個半生熟的煎蛋，較生
的一面朝上，那是首爾最受歡迎的食譜——不必大驚小怪，那
只是如同香港上班族最常吃的早餐：餐蛋麵或餐蛋治。

《尹文子》說：「齊桓好衣紫，闔境不
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對於齊桓公的愛好紫色衣服，《韓非子》
說：齊桓公好穿紫衣，全國傚尤，一件紫
衣的價格貴過五件素色的，齊桓公為此憂
慮。管仲對他說：「君欲止之，何不試勿
衣紫衣也。」齊桓公表示不喜歡紫色衣
後，三天之內，全國就沒有穿紫衣的人
了。其實，齊桓公好衣紫，本來就是齊桓
公與管仲的謀略，目的是要降服鄰近盛產
紫草的莒、萊兩個小國。
管仲向齊桓公建議說，萊、莒兩國盛產
染色的紫草，齊國則盛產銅，可以派人大
量冶煉銅，鑄造成貨幣，然後高價購買兩
國的紫草。萊、莒兩國聽說到了齊國在高
價收購紫草的消息之後，國人紛紛放棄了
農業生產，全力投入生產紫草。齊國突然
下令國人停止冶煉回家種田，並命令禁止
進口萊、莒兩國的紫草，使他們立即糧食
供應異常緊張，每鐘糧食高達三百七十
錢。而齊國因為大量鼓勵糧食生產，每鐘

糧食只要十錢，於是萊、莒兩國的民眾紛
紛投靠齊國，萊、莒兩國的國力大大受
損，根本沒有了與齊國的叫板的資本，不
得不歸服於齊國了。接着他們又以同樣的
方法對付魯、梁兩國，他們擅長織一種叫
作綈的絲織品，齊桓公就帶頭，並讓大臣
及左右的侍從都穿這種綈做的衣服。很快
齊國上下都穿起這種衣服，價格隨之猛
漲，管仲還不允許本國生產綈這種絲織
品。魯梁兩國見有利可圖，又紛紛放棄了
農業生產，轉而從事綈的紡織，導致了農
事荒蕪、糧價暴漲，於是齊國故伎重演，
下令禁止從兩國進口綈，魯梁兩國因此而
國力迅速下降，不得不聽命於齊國了。
楚王愛細腰，雖然《荀子》等書說是楚

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風俗通》甚
至說是「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但
與「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或者「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相對應的楚王愛細
腰，應該是楚靈王，細腰的也不是美人，
而是男人。比較早的記載如《晏子春秋》

說：「楚靈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
子》也說：「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
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
起」，以致弄到一天只吃一頓飯！吳王好
劍而國士輕死，百姓身上多創瘢，目的還
是為了爭霸。楚靈王好細腰，其實也並不
簡單。楚靈王時期正是楚國國力強盛之
時，他要與齊晉爭雄，而行軍打仗少不得
消耗大量糧食。楚靈王並不好色，但愛虐
用其民，最後弄得眾叛親離而自殺。因明
人周嬰的《卮林》認為：「腰帶十圍無所
用之，腰細之士，燕飛兔猾易以成功。」
也許楚國人確實比較肥胖也未可知，楚靈
王讓國人都少食細腰，也是爭霸的戰略決
策，只不過他失敗了，他也沒有關心過，
這樣的軍隊是否還有戰鬥力。
《風俗通》還說了「趙王好大眉民間闊
半額」。除了趙王愛美人濃眉以外，無論
是齊桓好衣紫，吳王好劍客，還是楚王愛
細腰，都不是君王的審美問題。對此，跟
風的國人，都被蒙在了鼓裡。

■葉 輝

午餐肉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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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K.Wong

齊桓好衣紫與楚王愛細腰
■龔敏迪

喜歡散步，喜愛閒看。前不久的傍
晚，漫步來到老城區久違的老街，迎面
撲來一陣陣食品濃郁的異香。這香裡既
有麵點的香，食用油的香，亦有芝麻、
核桃、瓜子諸等果仁的香。這幾種香型
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兩腿發軟。這
香我極為熟悉，可以確認，這是月餅散
發的氣息。沿着香源找去，果然！這香
就是來自我們揚州百年食品老店——大
麒麟閣。近前觀瞧，只見店堂內外人頭
攢動，人們紛紛在搶購剛剛出爐的月
餅。面對美食的召喚，總不能等閒視
之，無動於衷吧？立馬我也付諸行動。
揚州的月餅屬於蘇式月餅的範疇，蘇

式月餅扎根並堅守於江浙滬三地。蘇式
月餅的品種很多，其中最受大眾歡迎的
有白芝麻、黑芝麻、上素、五仁四種，
另外還有肉鬆、棗泥、火腿、豆沙、玫
瑰、百果、椒鹽的諸等品種。蘇式月餅
的特點為：外形飽滿，端正美觀；表皮
金黃，厚薄均勻；餡料豐富，精緻細
膩；口感香酥，回味悠長。再者，甜味
的不膩，鹹口的不齁。佐茶搭粥，妙不
可言。
就我們家來說，一直喜食甜品。比如

八寶飯、蜜三刀、桂花糕、湯圓、麻
團、酒釀，對待月餅，更是情有獨鍾。
每到中秋，我們全家，人均至少要食用
二十個之多。有一年，我的妻子一次性
就購買了六十個月餅。全家可謂大飽口
福，痛快淋漓。對月餅的酷喜，就連我
九十高齡的母親也是欲罷不能。牙口不
好也沒關係，就把月餅掰成小塊，慢慢
咀嚼，這樣還能品出別樣的滋味。其實
生活中對待任何食品，任憑油膩、重
糖，關鍵要做到：一要控制總量，細水
長流；二是適度運動，收支平衡。只要
您恪守這兩條法則，保您食後無憂。
蘇式月餅雖是好吃，也有被冷落的、

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記得改革開放伊
始，廣東的經濟在全國居於領跑地位。
一時間，粵語、粵語歌曲風靡一時，廣
式月餅也搭上順風車，幾乎在一夜間，
強勢佔據了全國月餅的一統江山。各地
的傳統月餅，紛紛高舉白旗，飲泣一
隅。廣式月餅雖是靚麗，也算好吃，可
是嚼在嘴裡，軟了吧唧的，跟我們蘇式
月餅相比，牙齒沒有咀嚼的快感，口舌
沒有把玩的樂趣，品評的幸福感也過於
短暫。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
方味蕾也有着一方頑強的記憶。沒有幾
年，人們開始懷舊了，於是蘇式月餅順
風借勢，重整旗鼓，強勢光復。美不
美，家鄉的水；香不香，故鄉的月餅。
面對回歸的美味，人們是百感交集，感

慨萬千。慰藉鄉愁之際，更是堅定了人
們「誰不說俺家鄉好」的信念。
說到吃月餅，我們家還做過月餅。二

十年前，兒子還在上幼稚園。大概為了
應時應節，臨近中秋，幼稚園的老師教
了首新兒歌，歌名叫做《八月十五月兒
圓》。歌中唱到：「八月十五月兒明
呀，爺爺為我打月餅呀，月餅圓圓甜又
香啊，一片月餅一片情哪……」孩子對
新歌有股熱情，那些日子整天在唱。誇
張點說，能從眼睛一睜，唱到晚上點
燈。兒子為何總在唱這首歌？是想讓我
們做月餅？也許是唱者無意，聽着有
心；或許兒子本來就有此意，不便言明
而已。且不管孩子有無此意，全家商
量，一致決定自己動手做回月餅。再說
了，我對美食有着天生的熱情，加之又
喜歡實踐。
為了確保月餅製作的萬無一失，我查
閱了相關資料，並找到在食品店工作的
同學，詳細詢問了重要事宜。中秋這
天，萬事俱備，吃完早飯，一家三口全
部上陣。製作月餅需要兩種餅皮，一是
油麵，一是水麵。油麵起酥，水麵隔
成。月餅的餡料則可簡可繁，但核桃
仁、瓜子仁、葡萄乾、紅綠絲、芝麻是
必不可少的。否則也不能叫做月餅，更
不能稱為蘇式月餅。把這些餡料，用
糖、油、水、熟麵粉拌勻即可，實在是
沒有什麼深文大義。再者，月餅的製作
跟做包子一樣，用面皮把餡料裹住，封
口，撮圓，壓扁便可。但要做到大小一
致，厚薄相等。最後在月餅的表層塗點
蛋液，撒些黑芝麻，餘下的工作就交給
烤箱了。
期待之際，月餅「出爐」了，頓時一
股濃烈的香氣，滿屋飄散。剛剛「出
爐」的月餅很燙，拿在手上，還要不停
地顛來倒去，臨吃還要撮着嘴，吹氣散
熱。自家做的月餅不僅新鮮，還奇香、
奇甜、奇酥，其品質一點也不亞於食品
廠的同類產品。這不僅是真材實料，關
鍵享用的是自己的勞動果實。那天我的
兒子熱情高漲，歌聲不斷。我們就是在
他的歌聲激勵下，僅用了一個上午，就
做出二十多個月餅，圓滿完成了月餅製
作的首秀。於此，我的兒子可算是功不
可沒。

月餅飄香又一年
■ 徐 樾

有人認為即使心中不快，亦要以笑面對人；有人認為應以真性
情示人，不應掩飾心中的感受。我較贊同前者的觀點，怎樣不快
樂也好，都應該要笑着迎接他人。
生活在香港，一個節奏很快的狹小都市，高樓與高樓之間的壓

迫，使人也背上了沉重的擔子，常以苦瓜臉對人。
或許，他們是很直接表露自己現時的心情，彷彿用表情告訴人

們：看，我又被老師責罵了；看，我今天又快遲到了，怎教我面
對老闆；看，我失去了雙腿，終身要坐輪椅……我認為他們都很
消極，這樣只會使自己苦上加苦。
我覺得人心中的不快，是受到身邊環境的影響，常常因為不同

待遇而有不同情感表達。這樣的話，阻撓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當別人看見你滿面不爽，誰不會低頭走過，這時，自己豈不是有
心事也找不到人傾訴。所以，真性情並不能夠解決心中不樂。
如果在街上的每一個人都笑面迎人，大家自然也樂在其中，心

裡漸漸舒服起來，放下各種不快樂，很積極地面對人生。就好像
別人說，常笑才能長命百歲，我能看見的長壽老人都是常開懷大
笑的，誰不知道他們其實身體多病痛或者已經失去照顧。但是他
們明白了常人未能明白的道理，笑着面對人生，才活得更長更有
意義。
既然心中悶悶不樂，為何不使自己笑起來，迎接社會各種人

士，突破自己心中的不快呢？我們簡單的一笑，便可以帶動附近
的人，把好的心情一個傳一個，很快地覆蓋世界，人和人之間也
建立了更多交流，心中也不自覺變得輕了。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父母由於生活的壓力，露出了不快樂的表

情，也會使我們都變得垂頭喪氣。相反地，當我們試着笑臉相
迎，相信肯定能使他們也笑起來，恢復動力，重拾自信，紓緩心
中的不快樂。所以，即使什麼理由也好，也應該笑面對人。

笑面對人
■鄭嘉浩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文 藝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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