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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兒本是安靜的，微風吹來，便具備了
動態。一動一靜，呈現春之佳韻。
春回大地，百卉千花，令人目不暇給。宋

祁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 一個
「鬧」字，盡顯勃勃生機，盎然春意。竊以
為，能鬧者，不獨紅杏，更有它花，譬如迎
春花、梨花、桃花、玉蘭花等等。
放眼北京城，正是人間早春三月半，玉蘭

花開春漸濃。約上朋友，走進無邊春色中。
朋友說，去中山公園吧，那裡的玉蘭挺好看
的。我說，雖好看，但不聞名，我們還是去
潭柘寺吧，那裡的「二喬玉蘭」是玉蘭中的
珍品，應該一睹為快。
來到潭柘寺，果然見到了兩棵清代的紫玉

蘭。兩棵紫玉蘭距今已有兩百多年，不可謂
不古；花開有若紫氣東來，霞光紛呈，不可
謂不祥瑞。叫「二喬玉蘭」，那也是有講究
的。三國時，江南喬國老有女名大喬、小
喬，二女因具絕代姿容，而世所共知。後人
看到潭柘寺的玉蘭紫色中雜糅了白色，便聯
想到喬公愛女，直呼此二色玉蘭為「二喬玉
蘭」。
得此雅名，也算實至名歸。「二喬玉蘭」

花瓣碩大，香氣襲人，叢狀生長，形態優
美，是寺院的寶貝仙木。站在玉蘭樹下，我
分明感受到玉蘭花在高枝上笑傲春風，歡騰
無比。花兒們雖然半開未開，卻已經有了
「玉蘭枝頭春意鬧」的況味。 聽說，到了
繁花期，這裡會舉辦京西大廟會。我們來得
略早，沒趕上廟會。春寒尚有餘威，來賞花
的人並不多，我和朋友圍着玉蘭樹拍照留
念，暢通無阻，盡興而返。

去年同期，我曾經獨自到頤和園賞玉蘭。
頤和園的玉蘭也有很多清代古木。清朝皇帝
鍾愛玉蘭，那是榜上有名的。雍正皇帝的妃
子頭飾，有的就以玉蘭花為造型。乾隆帝也
曾下旨在頤和園廣植玉蘭樹。咸豐帝對玉蘭
花更是情有獨鍾，他甚至愛屋及烏，澤及初
入宮門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乳名叫玉蘭，
而被封為「蘭貴人」。
「蘭貴人」後來步步登高，垂簾聽政，權

傾朝野，好像是沾了名字的光。慈禧太后也
喜愛玉蘭，如今，頤和園的清代玉蘭，絕大
多數是慈禧太后命人栽培的。上行之，下必

效之。愛蘭之風，綿延至今，使得北京城裡
的行道樹種，玉蘭樹觸目皆是。
好樹開好花，好花人人愛。古代文人喜愛

玉蘭花，詠玉蘭花的詩詞真是不勝枚舉。較
為有名的如文徵明的《詠玉蘭》︰「綽約新
妝玉有輝，素娥千隊雪成圍。 我知姑射真
仙子，天遺霓裳試羽衣。影落空階初月冷，
香生別院晚風微。玉環飛燕元相敵，笑比江
梅不恨肥。」
這該是對玉蘭花最高層次的讚美了吧？楊

玉環回眸一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趙飛燕掌上起舞，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玉
蘭花或肥或瘦，兼有雙美，果真如仙女走出
姑射山，身着羽衣降人間呢！
楚國的屈原偏愛玉蘭，既想「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又想「既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據考證，木
蘭也叫辛夷花、紫玉蘭，有別於現在的白玉
蘭、黃玉蘭。中藥材叫辛夷者，是紫玉蘭的
花蕾。白玉蘭、黃玉蘭的花蕾貌似辛夷，卻
不叫辛夷。辛夷在中醫入藥，皆取自紫玉
蘭。這可能是紫玉蘭花蕾藥效更強一些的緣
故吧！

辛夷花蕾藥用功能很多，老百姓常用來治
療鼻炎，每每有奇效。辛夷木也是香木，既
可以提取香料，又能製作傢具。楚國人曾用
辛夷香木製成輕便的車子，用以馳驅。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貍，辛
夷車兮結桂旗。」）不但製成車子，還要製
成門楣，裝點門面。（《楚辭．湘夫人》︰
「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

如果辛夷花真是單指紫玉蘭的話，那麼明
代的詩人朱日藩真算得上是紫玉蘭的知音
了。他寫了一篇長長的《感辛夷花曲》 ，
其中有「辛夷辛夷何離奇，照水偏宜姑射
姿」佳句。他覺得辛夷花是奇花，彷彿仙子
臨凡。文徵明吟詠的《玉蘭》主角是白玉
蘭，朱日藩吟詠的是紫玉蘭，這真是各花入
各眼。
巧的是，他們都把玉蘭當成姑射山仙子。

白玉蘭純潔，紫玉蘭貴氣，黃玉蘭高雅，它
們容光煥發，交相輝映，是同族的三位嬌
客。不管花兒是什麼顏色，樹都是玉蘭樹，
花都是玉蘭花，沒必要厚此薄彼。京城的玉

蘭花氣質非凡，相信它們都會遇到塵寰中的
知音。

北京城裡的玉蘭品種不同，花期也不同。
玉蘭花絕大多數開在三月初，也有四月初開
花的。西山大覺寺內，有北京現存最古老的
一株古玉蘭，距今三百多年的歷史。不到三
月底，花苞紋絲不動，一副派頭十足的樣
子。這株古玉蘭也不算開花最晚的。在北京
某學校，我見識過一株廣玉蘭，花兒開在五
月初，潔白如玉，香味撲鼻。廣玉蘭的花語
是報恩 ，暗含學子感恩母校的意思，各地
校園都喜歡栽培。
廣玉蘭原產於美國東南部，屬於舶來品，

也叫洋玉蘭。它和原產於本土的玉蘭樹有明
顯的區別。因為花型酷似荷花，廣玉蘭也叫
荷花玉蘭。 廣玉蘭樹高枝壯，花大清香，
四季常青，優良環保，非常適合工廠、園
林、道路等綠化。廣玉蘭在江蘇省被廣泛栽
植，自一九八三年就被納為常州市的市樹，
它象徵蓬勃向上的精神。
北京國際雕塑公園每年都舉辦「玉蘭

節」。公園內「玉蘭花苑」佔地五公頃，種
植着將近六千株玉蘭，是京城規模最大，品
種最全的玉蘭種植園。每年四月初，遊客紛
至沓來，盛況空前。
「弄花一年，看花十日」，這是古人對於

玉蘭花期過於短暫發出的感慨。我和朋友說
好，今年無論如何也要抽出點時間去參觀玉
蘭節，這才不枉我們愛好玉蘭花一場。錯過
了花期，就要等待來年，不如珍惜眼前。

金庸文學山水

另一場春晚（之二）
上星期講了「3·15」
晚會上的第一個「看

頭」——各企業的危機公關和藉機公
關。除了看公關，去年中招的「餓了
麼」給「央×續費」的段子，也引出
了第二個看點：晚會的廣告名單。
「3·15」晚會的廣告比其他晚會
多出了一絲曖昧和遐想。據報道，每
年的央視「3·15」晚會都會提前招
標，而有媒體統計過，至今為止，確
實尚未有一家在「3·15」晚會上投
放廣告的企業遭曝光，「上個廣告保
平安」成了坊間流傳最廣的避險首選
方式。
今年央視「3·15」晚會前的貼片
廣告有近十分鐘，加上晚會中的軟硬
植入，一場晚會下來林林總總幾十個
品牌企業上了廣告。有好事者在網上
總結了「成功續費企業名錄」，還有
陰謀論者質疑被曝光的企業是上廣告
企業的競爭對手……小狸無憑無據，
不能妄下結論，但瓜田李下之事確實
容易讓人聯想。其實，貴為國家媒
體，損失一台晚會的廣告錢並不會傷
筋動骨，但換來的卻是公信力，實在
應該讓自己有些堅持和追求。
一邊是讓眾網友笑而不語的廣告名
單，另一邊「中招企業」的名單也同
樣很有看頭，這第三個看頭與其說是
關注誰上了榜，倒不如說是看看「誰
沒上榜」。今年「3·15」前，有微
信公眾大號提前做了民調，問觀眾預
測哪個企業會被曝光，甚至開出「賭
盤」，猜對的留言下面，每個讚都給
一塊錢。但到了開盤當日，卻讓人大
跌眼鏡，六百多名參與競猜的讀者，
竟無一人「答對」，賭資一毛錢都沒
給出去，惹得活動舉辦方直呼「大概

看了一場假的3·15晚會」。
而縱觀網友給出的答案，民間榜單
上的商家明顯比晚會上的大咖多了，
但即便是因電池爆炸而一次次全球刷
屏的韓國×星手機、「3·15」前剛被
曝光擁有掃把洗鍋黑廚房的×江南，
竟也都未有登榜。以致於有不少網友
失望評論：今年「3·15」，只打蒼蠅
不打虎。
「3·15」的第四個看點，就是看
看那些之前被打過的，如今可還安
好？答案是基本都還吃嘛嘛香。這個
吃嘛嘛香其實成就於兩個不同的成
因：一個是那些超級品牌，比如前兩
年被懟的蘋果，今天看來任性依舊，
依舊在中國的售後與世界不接軌，但
沒有人care了，該搶iPhone 7的還是
搶，果粉還是果粉，黃牛還是黃牛。這
一切，都是因為人家產品好；產品好，
便有了話事權，也必然會有更容易的原
諒。另一個成因則完全來自今天社會
的速食特點，再大的醜聞，紅不過一
周。去年的「3·15」，點名誰來着？
網上流傳的段子說，春晚和「3·

15」的異同在於︰一個是給錢就能
上，一個是給錢就能不上。依舊是不
能妄自揣測，但各種看點如果結合在
一起也難免令人浮想聯翩。究其原
因，打假不能像春晚，一年僅一次，
而要像查酒駕，時不常就來一發。而
老虎蒼蠅不僅適用於反腐，也同樣適
用於打假，這裡的老虎更不止於是個
大品牌，更應該深入到行業深處，比
如學術造假、票房造假、醫美產業鏈
式騙貸等等。
如果哪一天，「3·15」晚會懟出的

都是這些乾貨，那才真正讓人歡欣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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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寄贈兩套新

出版的《文學山水》，是二零一五年
《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文集》，才一年多就結集出
版，效率甚高。書分兩冊，共九百餘
頁，收錄文章七十多篇，卻是非賣
品，怪哉！讀者要一睹為快，可能要
到圖書館借閱了。
是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
院、《明報月刊》與世界華文旅遊文
學聯會合辦，論文集由聯合書院院長
余濟美教授和中大中文系張雙慶教授
合編。張公同時是大會籌備主任，他
又是我們「香港作家協會」的元老。
據張公所記，是次會議涉及海峽兩
岸四地！預備會議在台灣宜蘭召開，
會議開幕式和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
學，閉幕式卻跑到一衣帶水的澳門，
會後旅遊則到粵北丹霞山，這樣的一
場盛會確實別開生面。
嚴格說來，筆者所參加的是「金庸

文學山水國際學術研討會」，這部分
在文集中收入名為「金庸武俠小說六
十年」的獨立單元。翻開文集，還有
綜論、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港澳文
學、世界文學、世界華文文學、遊蹤
等單元。
「小查詩人」第一部武俠小說《書

劍恩仇錄》在一九五五年面世，到二
零一五年剛好六十周年。參加這部分
會議、提交論文的朋友都按「文學山
水」的題做文章，如吳宏一教授的
《金庸小說中的案頭山水》、林保淳
教授的《故國神遊與文化想像：金庸
筆下的少林》、宋偉杰教授的《移情

山水、武俠行跡、中國形象：金庸想
像中國的方法》、陳墨先生《絕情谷
風景研究》和筆者的《武俠小說與遊
記文學：跟隨紅花會群豪的遊蹤》都
沒有離題。吳老師及其高足林兄，還
有宋兄都是故識，陳墨先生則是初次
有交談機會。其實大家都是類似金庸
研討會的常客，只不過先前只算同場
出現而沒有正式交流。陳先生已刊行
涉及金庸武俠小說評論的專著最多，
舉世第一，我「潘第二」仍是第二
名，相信在「可預見之將來」這產量
前二名的排序很難有變。
筆者的拙文再分四個部分，依次

是：「旅遊文學與遊記文學之別」、
「中國文學史上較傑出遊記文學」、
「還珠樓主作品的記遊舉隅」和「紅
花會群豪的遊蹤」。這紅花會的當家
陳家洛正正是《書劍恩仇錄》的男主
角。拙文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包羅
萬象，若單從『遊記文學』的角度來
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空間……二十一
世紀的『金庸學研究』的方法，已邁
向『普查法』的道路，按遊記文學開
發『金庸
遊記學』
這 個 分
支，將有
重 大 意
義。」

不知怎的，退休以後，飯局頻繁，每周總
有三兩頓。有時認為見見老朋友也好，但活

動太多，頗感疲累。沒有聚會則感孤單，有了飯局又覺奔
波，老人心理，矛盾之至。
過去寫這些隨筆短文，很是得心應手，千字之文，不消一

小時。現在則是思索命題，也要花不少時間。是思路枯竭不
暢，還是邏輯思維混亂，我自己也不知道。
寫還是不寫，心裡矛盾得很。佔有報紙的專欄地盤，已有

數十年之久，與報紙編輯和讀者也建立了感情。有時收到遠
地的個別讀者來信，討論文章的內容，頓覺遠方有知音，心
裡很有滿足感。
我常形容自己當前是風燭殘年，但卻是「四肢無力，頭腦

清醒」。我當前思路並未遲鈍，更談不上糊塗。我知道有些
大作家晚年患了癡呆症（腦退化），很可惜，只能變成一個
「活死人」，在我的看法來說，可能真是生不如死。
老伴去世，我悲傷了好久，但我仍是留戀這個世界，因為

我有上萬的好學生、逾百的好朋友，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孫
子。我盼望有個曾孫子，滿足四代同堂的宿願。我的孫女今
年就要結婚了，但願她早早生個孩子，讓我有個曾孫。每當
人們說我的兒孫有某一點很像我，我便很有滿足感，認為
「人形」總能世代相傳。如果說他們有某些長處也有點像
我，那我就更加高興了。
重視遺傳並不是封建思想，美國是最早和最發達的資本主

義國家，他們的某些家族繁衍也都成為美談。到美國的移
民，在英國旅行家福德海姆（FORDHAM）的心目中，都是
些「英勇、堅強的漢子」。移民們接踵來到一片荒蕪的土地
之後，逢山開路，建造木屋，抵抗印地安人，建立了新的美
國。
這一片希望無窮的大地，鐵路網把一個個的開發區連接在

一起。這把美國人的堅強、勇敢、彪悍的性格也留在新大陸
的土地上。

談遺傳

眾所周知宗教和政
治是敏感的話題，最

易傷害友誼。想不到學繪畫的學生都
有一個忌諱，就是不爭拗那是什麼顏
色，聽來有點不可思議，但是最確實
不過的。
我和一些朋友常遇到一個問題，當
我們認為物件是綠色時，其他人卻堅
持那是藍色，有時是紅和橙的分別，
想不到顏色竟然是個爭論點。在油畫
班裡大家用同一牌子的顏料，對着同
一靜物作畫，結果全班十多人所塗出
的色彩都不一樣，有深有淺有混入不
同顏色的，可見每雙眼睛看色彩都有
差別。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共識不為顏
色爭論，以免沒完沒了，因為人人都
只會相信自己所見的。
相信每人對色彩的感應都不同，故
此都有自己尤其鍾愛的顏色和色調，
可見自己所見的不一定是別人所看到
的，明白此點便知道凡事不必強求別
人認同。
當然，受過一定的訓練後，眼睛對

色彩的敏銳度和分析能力可以大大加
強。畫班的學生常說的一句話：
「啊！老師怎麼你看到這顏色，而我

之前一直看不到！」繪畫老師常強調
所有物件呈現的顏色都會受它周遭物
件的色彩影響，例如蘋果會受旁邊西
瓜的顏色反映而呈現出淡淡的綠色，
而西瓜也反映出蘋果的紅。真箇是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像在社
會裡我們又怎能獨善其身？縱使不相
識的人都會互相影響着。
有時我們以為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事實上可能是另一回事。從色環的分
析中了解到所有顏色都是由紅、黃、
藍三原色所混合而成。即如需要某種
清翠的綠色，我會用黑色加上一定比
例的鮮黃色，因為黑色含有藍和紅
色。
在生活中有許多事情的演變是錯綜

複雜的，並非表面所見，從學習色彩
的同時，我也學習尋本溯源，客觀地
看事物。

色彩人生

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極度政治
化，令香港一些政治冷感的人

也慢慢留意，眼睛雪亮了，分析力提升了。分
析到什麼是值得信任，自非法「佔中」事件
後，反對派搞的活動都只是他們自己友出席，
普通市民肯參與的人數銳減，開始睇清政客真
面目，是值得高興。
人人都說是社會撕裂，要修補，因社會要和

諧，所以有人就自命可以團結各派人士作為本
錢，陶醉於高水分的「民調領先」狀態。令人
奇怪的是，為什麼能拿到泛民一些票就覺得很
了不起？就代表了可以團結社會？他們是真心
支持你定利用你？或者反證了一個問題，撕裂
社會的主要源頭在泛民，能搞掂他們社會就和
諧了。
那泛民為何整天將撕裂責任推給梁振英、林

鄭？自暴其短，難道不獲建制派、商界支持都算
可團結全港市民，建制派商界人士的意見就可不
當一回事？被那些別有用心及有預設立場的媒體
捧上天，造就所謂高民望的假象，只會害死自
己，光環會很快消失，會重重跌下來。
全球年輕一代進入反叛期，似乎都喜歡企於

同執政者的對立位置上，從歐美到亞洲各地都
出現激進派年輕人；但似乎外國人不會太講什
麼如何團結社會這問題，因為只有解決社會面
臨的矛盾與問題，市民自然不嘈吵，氣氛便和
諧。關鍵還是領導者的處事能力，領導人物若光
想做好人如何討好下面的人，那間公司不會有好
成績；人有惰性，光靠自覺不行，要該嚴就嚴，
不在適當時加點壓力他們會散漫鬆懈的。
全世界選舉都有人會借助民調來為自己造

勢，如果能成功製造出有利自己的民調，在全
民投票的選舉中會很有利，因為社會上一定有
人云亦云的人，有不愛用腦、只跟着潮流走的
人。睇如今香港特首選舉期間都有人玩民調戰
玩得得意忘形，可以夠膽吹噓到時98%人支持
薯片做梗特首，咁誇張，目的是貶低林鄭，重
施「人格謀殺特首」的故伎。只是許多選委不
會完全信那些民調結果，明知調查含有水分，
還是用自己的智慧選出心水人選好些。
本來民調數據用在分析財經市場、發展生活

用品市場上很有參考價值。可惜，如今愈來愈
多人專門用來作政治選舉造勢的工具，將民調
數據視為神聖不可挑戰。有智慧的人也知民調

可以很嚴格精準，也有很兒戲的，用千人樣本
就代表七百萬港人，抽取樣本是選用某個階層
的被訪者較多，答題出來效果都很容易有偏
差。正如林太反駁薯片窒她民望低時說，也有
個調查是贏你薯片的，薯片卻發爛渣說︰「嗰
啲你都信？」那為何捧的兩個你又認為可信？
事實上民調是變幻無常，不同時段可以不

同，不用太上心。朴槿惠、蔡英文、柯文哲當
選時民意支持度高，如今全都跌到新低，所以
民調可以如浮雲呀！昨日的高不等於今日高，
今日高不代表明日高。

民調可以如浮雲

北京城裡玉蘭多

個多月前，一直居住
在美國紐約的外甥女，

跟隨爸爸返內地工作，但因為皮膚敏
感的關係，需要回到香港看醫生。
身為舅父的我當然為她安排，介紹

了一個很出名的皮膚科醫生給她，因
為這個外甥女在美國出生，一直都在
英語的環境長大，中文字當然不懂得
看，但好在她自細也跟我的母親生
活，所以還說得一口不錯的廣東話。
但當她需要到香港看醫生的時候，問
題便出現，因為她不懂得如何從內地
到香港，簡單的過海關程序也不太懂
得，結果需要在當地安排一架車直接
接載到香港。
那個大清早，主持過通宵電台節目

之後，便第一時間梳洗及吃過早餐，
睡了一小時便帶她到中環看醫生。其
實自己已經有年多時間沒有見她，所
以也很開心。因為我真的很珍惜家庭
每一個成員，所以當天也懷着一點興
奮的心情迎接這個外甥女。
當中也談及到很多有關她在內地工

作的情況，而且好像突然之間變了她
的父親似的。問她：「吃了早餐沒
有？」她說：「只吃了一條香蕉。」
我便說：「那麼我們趕快在看醫生前
吃點東西。」原來當自己身為長輩的
時候，就自然好像成為了一位慈父，
噓寒問暖，擔心她的起居飲食，就正
如我們在中環行走的過程當中，旁邊

有很多車輛，我便打醒十二分精神看
着她小心地過馬路；還問她有什麼東
西需要買回內地，有什麼東西很想
吃，完全是一個父親一樣。
因為自己沒有兒女，所以自己的外
甥仔、女及侄仔，我也視他們作自己
的子女般對待，每一個也很愛護。而
且這個外甥女對我來說，更加有一幅
難忘的畫面一直在腦海中。還記得自
己在加拿大求學時期，每逢有假期便
會搭飛機到紐約探望母親及姊姊她
們。有一天，乘坐飛機到美國，她們
來接機，取過行李之後，一起步行到
停車場取車；在這段路的過程當中，
我這位外甥女當時只有兩、三歲，她
拖着父親的手在前蹦蹦跳，而她從來
沒有見過我，但她不斷回眸向我微
笑，好像重遇一位很久沒見的朋友。
當時那種感覺到今天仍然歷歷在

目，所以我對這位外甥女特別痛錫。
當知道她身體上有點問題，就算不睡
覺也會為她好好安排，忘記了睡意。
所以有一句說話：「養兒一百歲，長
憂九十九」。
當一個人如果成為父母之後，便體

會到自己的父母為什麼說話永遠語重
心長；為什麼這麼擔心自己的兒女各
種生活上的事情，自己完全明白，所
以做了別人的父親半天，壓力已經覺
得很大。各位子女，應該好好孝順父
母。

好像變了父親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小 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每人對色
彩的感應都
不 一 樣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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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和曾俊華早前出席2017行政
長官選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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