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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後，我才懂得，雞是真正的德禽，
從小到大一直誤讀了牠，或是輕視了牠。當
然，像我這樣愚鈍的人大有人在，這樣說並
不是趕上雞年給雞戴皇冠，過度吹捧，而是
懷揣感恩的心，為雞正名。

且不說雞「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
守時不失者信也」的優良品質，在沒有鐘錶
的年代，農人聽雞叫起床，雞是忠實的報時
者，也是最善於自我管理的哲學家。沒有雞
的鄉村是不完整的，雞犬相聞，炊煙相望，
連牆根處、宅院裡、小道上散落的雞糞，也
是鄉村不可或缺的詩意路標。
困難時期，雞是家族的供給站，是兒女成

長的營養源，誰家孩子要趕考，誰家老人生
病了，去雞窩裡摸兩個雞蛋，然後，端上一
碗熱氣騰騰的麵條，最下面臥着兩個圓鼓
鼓、黃澄澄、黃白相間的荷包蛋，白色的霧
氣擋着眼簾，卻擋不住荷包蛋裡蘊藏的濃濃
溫情，往往是在你我推讓中，在心潮起伏
中，吞下雞蛋。

待金榜題名、躍出農門，或是病體康復、
全家歡喜之時，誰會記得來自母雞的「傑出
貢獻」呢？對農人來說，早已習以為常，可
是，這不代表他們忘恩負義，他們把雞視為
一家人，吃住在一起，天天打招呼，比任何
牲畜都要關係親密；雞也融入其中，按部就
班地站好看家護院的崗位，與主人平等相
處。
我認為，雞就是村莊的魂，是農耕社會的

家徽。現代社會發展迅猛，舊村改造、新農
村建設喜換新顏，隨之而來的是新樓拔地而
起，衛生整潔如一，而雞鳴消失了，雞糞不
見了，雞窩不翼而飛，整個村莊一下子空下
來，人們的心也變得沒着沒落，鄉愁在霧霾
籠罩的上空四處飄盪。
對都市人來說，對雞的情感略顯生硬而不

義。說生硬，是人有愛雞之心，這是本能；
每年初春，大街上都會有販賣小雞的，攤前
圍滿了孩子，長長的、細細的雞叫聲，給城
市增添無盡的生機。花個幾塊錢，就能把幾
隻小雞帶回家，餵牠吃、餵牠喝、陪牠玩，
可是，沒過多久，小雞就會被夭折。後來，
聽母親說，那是水土不服，也有人說，小雞
大都是剔除出來的公雞，家養很難養活。

說不義，是指人光顧享受，無視精神審
美。雞骨能占卜，雞毛做毽子，雞蛋有營
養，雞肉做美餚，東西南北、各種吃法，雞
下貨是喝酒的好菜，等等。可是，滿足口腹
之慾，人們容易健忘，也可以說是，太自大
了，眼裡容不下雞糞、雞叫。在內地，很多
城市都存在一樓住戶養雞擾民，樓上天台養
雞擾民，經常登上市井新聞，引起輿論轟
炸，接着搬出「文明形象」、「市容市貌」
等詞語予以駁斥，雞成為眾矢之的，該宰的
宰，該送的送，一片真乾淨，嗚呼！世界那
麼大，沒有雞的家，固然，社會秩序很重
要，但是，不能那麼沒情沒義吧，畢竟，對
那些顫顫巍巍、節儉度日的老人來說，養雞
不只是為了吃蛋，更多的是精神寄託。有雞
在，田園夢還有個影子，把雞趕盡殺絕，去
哪兒安放我們的鄉愁？
在我心中，最懂雞的當屬汪曾祺與蘇格拉

底。汪曾祺絕對是「動物之友」NO.1，他
筆下的雞，活靈活現，極具修養，連雞轉頭
的細節都描寫得出神入化，叫人拍案：「雞
轉頭不是一下子轉過來，都是一頓一頓地那
麼轉動。到覺得肚子裡那個蛋快要墜下時，
就趕緊跑回來，紅着臉把一個蛋下在雞窩
裡。隨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來：『郭格答！
郭格答！』」
而雞的品格，他也是寫得入木三分：到了

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
「咕咕」叫着，這些母雞就都即即足足地回
來了。牠們把碎米啄盡，就魚貫進入雞窩。
進窩時還故意把腦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
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雞教」。雞
窩門有一道小坎，這些雞還都一定兩腳並
齊，站在門坎上，然後向前一跳。這種禮
節，其實大可不必。

「雞有雞教」，人呢，調侃之餘，發人省
思。不難看出，如果沒有發現的眼睛與細膩
的心靈，如果沒有悲憫的情懷與審美的高
標，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如此高水平、有溫
度的文字。在雞面前，人是驕傲的，狂妄
的，沒有滿足的心與敬畏的心，將索取視為
習慣，人應該低下頭來，向雞請教什麼，最
起碼應該學會敬畏。
至於蘇格拉底，他的飲毒而死，眾人皆

知，他死前還不忘還一隻公雞，更是令後人

津津稱道。「下獄不肯逃脫，臨刑時叮嚀囑
咐還鄰人一隻雞的債，是蘇格拉底的生命中
所應有的一段文章，否則他便失其為蘇格拉
底」（出自朱光潛的《人生的藝術化》）。
後來，讀《斐多篇》，蘇格拉底，說出了他
最後的話︰「克里托，我們必須向阿斯克勒
庇俄斯祭獻一隻公雞（這是醫神的聖物）。
注意，千萬別忘了。」

原來，還雞是獻祭，這是希臘人的習俗，
疾病痊癒以後要向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獻
祭。但是，這並不會減損蘇格拉底的崇高精
神半分，他還雞，是懷揣敬畏，他獻祭，是
不懼死亡，傳遞出一種超越生死的態度。
「不信本城邦的神」，是他的罪名，他向醫
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獻，恰恰是證明自己的
無辜與法官的誣陷，因為醫神是本城邦所信
的神之一。所以，蘇格拉底的雞有着深刻的
哲學內耗，詮釋超脫的生命態度和崇高的精
神品格。
我居住的這條街上，最東頭是家禽研究

所，我們都稱作「養雞場」。每年春天，在
對過大學校園操場上開運動會的時候，養雞
場的雞糞味就撲面而來，不禁掩鼻、踉蹌而
過，成為人們紛紛吐槽的對象。但是，大人
們晚上結伴去裡面買雞蛋的時候，往往便忘
記雞糞的臭氣熏天。記得有一年，姑姑懷孕
後，託人從裡面買了一些毛雞蛋，也叫蜷
蛋，說是有營養、補身子。

看到盤子裡炸好的蜷蛋，我湊近對視，煞
是可愛，卻沒有膽量吃，即便它再美味，我
覺得也是個小生命，不忍。上中學後，我和
同學潛入養雞場，懷揣着好奇心，想一睹裡
面究竟養了多少隻雞，遺憾的是，養雞場已
經遷至城外，這裡改為搞科研，只見好多穿
白大褂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略顯冷清，回
來後心裡空落落的。
養雞場是雞的大本營，但是，城市裡終究

容不下雞糞撲鼻的環境空間，就像人們貪圖
舌尖上的雞味，卻無法忍受雞的「高歌」一
樣，從來都是自私的。
這樣說來，雞比人要有德，懂得謙卑，甘

於奉獻，低着頭啄食，昂起頭走路，活得坦
坦蕩蕩，清清白白。所以說，新年燉隻雞
吃，吃雞的時候，人們也應該思考點什麼
吧。

周有光的歲數

打疫苗針存在後遺症？
這是繼維他命K、
卡介苗、乙型肝炎疫

苗、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
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及肺炎
球菌疫苗後，最後一支政府所建議
疫苗是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
麻疹混合疫苗，亦是最遲打的，即
一歲，現與肺炎針及水痘針一起接
種。
此針是自閉症最大爭議的戰場，
很多父母也反映過此針令孩子不僅
發燒，還會嘔吐。我在數年前的
《邪惡一歲針》裡就是說此針，因
為接種此針後，我兒竟然全身出
疹，結果要吃十四劑中藥才康復，
亦因此催使我們去搜尋疫苗資訊，
若我們及早知道，一定不會為孩子
接種此疫苗。
此針所引起的自閉症，被西醫認
為是倒退型自閉，即慢慢出現自閉
症狀。作為父母，你會接受嗎？外
國很多人延遲打針，除了希望孩子
免疫系統發展得更完善，才去應付
外敵及做抗體（孩子八個月後才懂
做抗體及保留抗體，所以八個月前
按種，其實一定要再打加強針），
就是因為一歲後的孩子反應會很明

顯。家長會懂判斷孩子是否不舒
服，而且會否突然變了自閉傾向。
當然，疫苗創傷其實不分年紀，

有些賠償個案至五歲才患上腦炎也
有，老人家接種流感針後變癱亦
有；只是孩子大一點，會容易分辨
及處理疫苗可能的後遺症。
而請相信，這些都不需要醫生去

告訴你，很多疫苗受害人家長也表
示：醫生不肯承認是疫苗問題，但
分明就是打針發燒後，孩子性情大
變的。父母的觀察比任何人都準確
──請相信自己。
此所以資訊是重要的，外國和我

們接種一樣的疫苗，但有賠償機
制，且所有疫苗包裝也有列明其嚴
重副作用。即使你決定接種疫苗也
好，也要明白有什麼風險，萬一有
事，也要知道因何而起。疫苗創傷
是存在的，這無庸置疑。
至於接種了部分疫苗，而中途想

停止接種者，其實不用擔心，這不
是一條不歸路。加強針是加強針，
不是一個要完成療程的針，一是因
為嬰兒無留抗體，二是因為嬰兒起
初根本沒做抗體，所以才補打。知
多一點，再選擇，就不會後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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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老逝世，
報道有兩個說法，

一說一百一十一歲，一說一百一十
二歲。官方報道是一百一十二歲，
民間大都說是一百一十一歲。
其實周有光去年已屆一百一十一
歲，他剛好撐到二零一七年的一
天，也可以說是一百一十二歲。
周有光一百零六歲時即二零一一

年，我曾到周有光北京寓所看望
他。並代《國學新視野》做了一次
採訪。
一百零六歲的人，侃侃而談，足

足一句鐘，竟然一點倦意也沒有，
令人肅然起敬！
在北京東城後拐棒胡同一棟毫不
起眼的普通居民樓裡，沒有電梯，
我們爬上殘舊的樓梯，停在了三樓
的一個單元。
門開了，左手邊就是一個小書
房，因為開着日光燈，很亮，愈發
顯出房間的簡陋來。
傢具陳設是二十年前的樣子，沒

有時下流行的任何裝修，白牆裸露
着。房間一面是書架，一面是一張
低矮的二人沙發。靠窗邊放着一張
單薄的小辦公桌，油漆剝落、斑斑
駁駁，桌上一半都是書。
周有光老先生就坐在辦公桌前的
椅子上，笑呵呵地等着我們。
採訪一個一百零六歲的老人家，
初起以為是極困難的事，重耳聽是
可以想像的，還有語言表達能力，
頭腦的清晰度，反應的快慢……所
有老人的毛病，都是令人擔心的
事。
待見到老人，發現他的健康狀況
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好得多，除了耳
背要戴助聽器以外，其他一切正
常，眼不花、氣不喘、手不抖、臉
色紅潤，並且談笑風生……
大家都知道，周老是學經濟的，

後來服從國家需要，改行做文字改
革。他對文字改革也有一番見解。
他說：「為什麼要進行文字改

革？」他說，「文字改革是中國的
叫法，外國叫語言計劃。後來我們
也不叫文字改革，而稱語文現代
化，這個稱呼包括的內容要準確
些。」
提到語文現代化，他認為主要包

括三方面：
一是推廣普通話，今天普通話基

本上推廣了，但推廣的阻力是很
大。
二是簡化漢字，漢字需要一個標

準。
三是制訂中文拼音方案，「因為

當時世界已進入航空時代，首先地
名要標準化，國際上已要求全世界
羅馬字的拼法要標準化，所以也是
碰上了國際需要。」（周有光）
他說，其實我們已經有了注音字

母，就是趙元任搞的「國語羅馬
字」，非常好，但是太複雜了，推
廣不了，外國人也學不會，所以需
要重新制訂一個拼音方案。

（「周有光的奇觀」之一）

禍水之說不公平

開工大吉，雞年伊
始，祝大家雞年行大

運！娛樂圈百花齊放！《上海電
視》銷量節節上升！
周星馳監製的賀歲片《西遊伏妖
篇》（下稱《伏妖篇》）大年初一
上映前，內地電影預售票房達到
1.76億人民幣，打破內地影史預售
最高票房以及首日預售最高華語片
兩項紀錄。
香港票房同時報捷，雄踞年初一
至初三賣座冠軍，雖然如此，入座
率並非直線向上揚，而是向下。年
初三過後，更是疲態畢現，被狠批
「贏票房輸口碑」，斷定難締造出
去年《美人魚》的34億人民幣超高
票房。
以周星馳監製和徐克導演的功
力，應爆出耀目火花才是，《伏妖
篇》為何會落得輸口碑的下場？皆
因周星馳對《西遊記》情有獨鍾，
太沉迷至尊寶、孫悟空這等角色。
一九九四年他拍《西遊記之月光寶
盒》、一九九五年有《西遊記大結
局之仙履奇緣》、二零一三年推出
《西遊降魔篇》、二零一七上映
《西遊伏妖篇》，二十三年間推出
四個不同版本的《西遊記》系列，
容易令人審美疲勞；但有周星馳的
生漆招牌，大家還是抱着期待的心
情入場，希望他有全新演繹手法，
我是其中一人，大年初一率先入

場，先睹為快。
發覺周星馳不單沉迷《西遊

記》，對「如來神掌」、「萬佛朝
宗」同樣有情意結，在二零零四年
的《功夫》將這兩個香港粵語黑白
武俠片大熱元素活化， 成為一時話
題。
事隔十二年，「如來神掌」和

「萬佛朝宗」再成為《伏妖篇》的
重頭戲，作為「星粉」，就覺得欠
缺新意，加上周星馳兩大強項：搞
笑和令人回味的金句渺無蹤影。
至於片中的特技甚具國際水準，

可視作周星馳拍徐克的火花所在。
至於由五官精緻的吳亦凡飾演唐

僧，是演過此角最鮮活靚仔人選，
但論出彩要數飾九宮真人的姚晨
了，她喜劇感強，尤其看粵語版，
她的一口不正音廣東話甚為傳神，
足以爆笑。

周星馳迷信《西遊記》

以情感經歷為主線，戲說歷史
人物，向來是後世之人常取之

法。畢竟，飲食男女，多半喜歡以癡男怨女的
八卦故事，佐料生活。
戲劇作家為了賣座，以此迎合大眾亦屬常

事。譬如紅遍兩岸四地，又被剪輯配音在美國
發行的《甄嬛傳》，就是以雍正皇帝後宮嬪妃
爭鬥為題材。曾在香港和內地掀起收視狂潮的
《金枝慾孽》，亦是戲說嘉慶皇帝後宮恩怨。
正史所載的國家大事天下紛爭，在劇作家筆
下，都不過是兒女情長的背景幕布。
香港風水先生李居明寫的粵劇《毛澤東之虛

雲三夢》，又是一例。年初二晚，在新光戲院
看了這齣時裝粵劇。整齣戲分成九幕，以一主
一配兩條情感線索推動劇情。以毛澤東生平最
為外人所熟知的三段感情為主線，大致勾勒出
了他的一生：從湖南到北平，在恩師楊昌濟家
中遇到第一個妻子楊開慧，結成連理之後，投
筆從戎，回湖南發動秋收起義。
兵敗之後，反連累留守家鄉的楊開慧，慘遭

當局槍殺；轉戰江西井岡山，遇到了第二任妻
子賀子珍，紅軍開始兩萬五千里艱苦長征，夫
妻並肩歷經無數場戰役抵達延安；中共救國信
念激起全國熱情，大批進步青年湧向延安，賀
子珍赴蘇聯醫病，毛澤東邂逅江青。配線則以

蔣介石成功追求宋美齡後，大權在握，卻在內
戰中不得人心，而一路敗落。
我向來愛遊歷，不僅在北京豆腐池胡同15號
的楊昌濟故居參觀過，也曾藉出差之便，到訪
過湖南韶山沖毛澤東家鄉，和江西井岡山、杜
鵑山。因而對劇中再現的幾處場景，頗為熟
悉。拋開歷史的細節真偽，就編排來看，此劇
沿襲了傳統戲說的方式，以虛構的方外之人夢
境開場，再將正史和坊間野史雜糅鋪陳，顯山
露水，講了偉人跌宕多姿的一生。不出預料，
結局又回到夢境之中，以毛澤東和蔣介石幽冥
對談，向世人勸善，名利過眼浮雲，不墮輪迴
之中。
觀劇結束之後，一眾演員出來謝幕，我腦海

裡即刻彈出16個字：避重就輕，刪繁化簡，不
談政治，只論風月。既然只論風月，我倒對龍
貫天飾演的毛澤東頗為意外。唱腔高亢酣暢，
行腔鏗鏘有加，吐字清晰，且字字飽滿。難得
是，舉手投足之間，也有幾分偉人氣度。陳詠
儀飾演的楊開慧，也較為出彩。此外，唱詞中
多處直接化用了毛澤東詩詞，算是點睛之筆。
尤其是那首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雪》中的「俱往
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劇中用在毛澤東應
對楊昌濟和蔡元培的提問，甚為妥貼。
李居明到底不忘風水先生的本業，把蔣的敗

退和毛的崛起，歸咎於蔣派人兩度破壞毛位於
韶山的祖墳，導致負負得正，反倒在運勢上幫
了毛。他還讓楊開慧死後再投女身，起名「褘
開陽」。新中國開國大典前夕，年方十九歲的
褘開陽，跟隨一群年輕人載歌載舞，恰巧與思
緒萬千的毛澤東雪中重逢。只可惜，飲下孟婆
湯，芳齡佳人早已不記前世之事，而結緣他
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結髮夫妻共患難，
卻不能共富貴，台上演員情真意切，唱腔婉
轉，台下的觀眾不勝唏噓。
觀戲至此，身為台下觀眾，我也只是默默念

了一遍蘇軾悼念亡妻的千古絕唱。十年生死兩
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
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
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
有淚千行。料
得年年腸斷
處，明月夜，
短松岡。
或許，這才

是李居明做整
齣戲的本意：
即便偉岸如毛
澤東，也難過
情關。

三更夢醒難續前緣

雞年瑣憶（上）

上星期五是大年初七，
人人生日，各位又知不知

道「人日」的由來呢？
其實天命以前曾介紹過，只好委屈記

性好而又忠實的讀者，聽天命再簡單
「囉嗦」一次。有一個說法是人日與占卜
有關。根據漢代《占書》記載：「歲後
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
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每天都有對
應的物種。假如那天天晴，則該日所
代表的物種，能夠在新一年平安順
利；若天氣欠佳，天陰得無法看到太
陽，則代表那個物種在新年不太順
利。
那麼，「七日人」的意思，當然就是

大年初七的天氣狀況，對應「人」在新
一年的命運了。今年人日的天氣如何？
不知閣下是否還有印象？天命觀察到
的，是天氣不算太晴朗，也不算陰得無
法看見太陽，基本上是多雲的天氣。雖
然占卜都是心誠則靈，但天命還是不免
覺得，這樣完全靠天氣來「占卜」的結
果，實在很難保證精確度。
別的不說，即使保證了準確，假如

結果是「好」，樂於深究者若再多問一
句：「新一年人類的運氣到底好在何
處？」我們就很難憑天氣狀況回答出

來。想要得到更準確的「天運」占卜，
還是應該好好挑選日子和地點，心誠氣
和，卜一支卦，認真解卦。
話說回來，那麼今年人類的「運氣」

到底如何呢？今年的「人日」，恰逢
「立春」。有說法認為兩個日子恰好碰
上，也是幸運的象徵。如果我們試試只
看天氣，「立春」象徵着冬天過去，萬
象更新，春天來臨。
但閣下回想一下，在過去的這個「冬

天」，何曾有寒冷的感覺？冬天還是與
以前一樣嗎？地球的天氣如此反常，人
類又能有多幸運呢？

人日看人運？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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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居明寫的粵劇《毛澤東
之虛雲三夢》，由龍貫天等
人主演。

■周星馳的《西遊伏妖篇》贏票房
輸口碑。 新華社

■周有光享有「漢語拼音之
父」的美譽。 中新社

■大年初七，人人生日。 網上圖片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中國的「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都
是十分有光彩的人物。第一夫人彭麗媛，

在未當上第一夫人之前，就已經是一個聲名卓著的歌唱
家，歌靚人靚，艷壓羣芳。李克強總理的夫人，是一位
英語教授，從不搶出風頭，默默耕耘。她們兩人都是賢
內助，不像江青那樣，專橫弄權，終於遺臭萬年。
歷史上的武則天，雖然弄權，但總算是個有本事的女

人。妲己以美色獲得紂王的專寵，但商朝滅亡，卻非其
罪，而是皇帝荒理朝政之故。終於禍國殃民，落得自焚
結局，妲己也不得好死。
歷史上因為有一些女人專權亂國、淫亂後宮，但男

的禍國殃民更多。只因男女不平等，女的在政治上出
人頭地的少，一有登基專權的，便以「禍水」稱之，
實在太不公平。遠的不說，近代有慈禧太后。現代有
江青，因為人津津樂道，因而臭名遠播，遺臭萬年。
在江青專權的時代，只有第一夫人沒有第二夫人。大
家知道第二夫人，即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江青發動
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整得很慘，被掛着珠鏈遊街，
差不多丟了性命。
男女應該平等，禍國殃民的男女都應該被譴責，不應

特別針對女的。不過，歷代都是男權的時代，禍國殃民
的男性實比女性為眾。出現一位當權而禍國的女性，社
會流傳千古，萬人指罵，此所以武則天和江青要比若干
暴君和昏君著名得多。
楊貴妃的故事，因杜甫的《長恨歌》而流傳於世。後

人常常以貴妃迷惑唐玄宗的故事以喻「女人禍水」，其
實昏君又與一位貴妃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