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吉克 —波斯語詩歌的奠基人魯達
基的詩集和中國第一位先賢、中國哲
學不可逾越的豐碑孔夫子的《論語》
在我的書桌上並排擺放着，這絕非偶
然。魯達基和孔夫子是自己民族和人
民的偉大兒子，千百年來，他們充滿
詩意的話語和思想一直滋養着塔吉克
文化和中華文化，成為這兩個民族永
不枯竭的智慧和靈感之源。他們不朽
的遺產證明了一個恒久不變的哲理：
儘管現存的社會、文化和文明各不相
同，但它們之間都有很多共同的特
點，都有很多相似和平行之處，而在
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中
華文明和塔吉克文明，便是最好的佐
證。 我在中國所接觸到的所有人都熟
知孔子，並尊其為師。在我的祖國塔
吉克斯坦，情況也十分相似：塔吉克
人千百年來都會在魯達基的名字前加
上「導師」一詞，以表達對他最崇高
之情。顯然，在我們尊敬的兩位精神
導師的學說中，也有很多共通之處，
雖然他們之間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對
話。孔夫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至五
世紀之間，而魯達基則生活於公元十
世紀至九世紀，二人的共同之處是，
他們身上散發着仁愛之光，這光芒源
自具有崇尚精神的社會文化環境。
我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十二年間，

經常在各個大學發表演講，接觸過不
少中國學者。當談及孔夫子時，我多
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對於當代中國而
言，與其說是孔夫子個人，不如說是
儒家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殊
價值。根據他們的說法，儒家學說講
求的是自覺和嚴於克己的能力，不理
解這一點，研究孔夫子的思想就沒有
任何意義。就本質而言，這裡指的就
是我們所講的世界文化中具有的普世
性象徵。因此，重要的不是他們生活

在哪個時代，而是他們在自己身後留
下了什麼。人們之所以願意遵循孔夫
子和魯達基的遺訓，是因為他們個人
的典範作用在任何時代都強大而鮮
明。
兩位導師都曾說過，無論一個人的

社會地位如何，貧窮還是富有，貴族
還是布衣，他都應當誠實、有尊嚴和
品格高尚。對孔夫子和魯達基的新一
輪研究熱潮，說明人們迫切關注自己
的同一性，希望在當今技術佔統治地
位的文明內部，應當保存「仁」之大
義。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都彷彿在提
醒我們，在所有的這些「機器」之
外，還存在着一個廣闊的空間，我們
可以在那裡找到安寧，可以在那裡與
古代先賢面對面交流，可以認知自
我……在中國人和塔吉克人這兩個相
鄰民族古典文化和傳統中，有很多非
常明顯的巧合和類似之處。例如，對
中國人而言，熟知儒家學說應從以
《論語》為代表的《四書》開始，它
是中國古典教育體系中必須的和首要
的條件。同樣，熟背幾百首先哲，特
別是魯達基、菲爾多西、哈菲茲、海
亞姆和貝迪爾的詩歌，也是伊朗－塔
吉克古典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塔吉克
斯坦，從孩提時代起就培養對詩歌的
熱愛。可以學不好數學，但是如果不
知道古典詩歌中的優秀之作，就會被
認為是不學無術。在中國居住的這些
年裡，我無法不發現，我們兩國人民
在文化、傳統和心理方面有很多共同
之處：從敬老和父父子子的要求，以
及總體而言的對祖先崇拜的看重，到
對古代先賢，特別是傳統道德導師的
尊敬和愛戴。
今天，深化改革開放的中國正迅速

邁進世界最強國之列，我接觸到的許
多人都認為，在「中國經濟奇蹟」和

背後，可以明顯感受到偉大的孔夫子
及其儒家學說的身影。或許這並非偶
然。保證中國在現代化高速路上平穩
前行的推動力，並非是照搬他國的樣
板和模式，而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所
積累的所有富貴遺產。中國建設和諧
社會的經驗可以作為，並且已經成為
對很多國家可資借鑒的獨具特色的模
式。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她慷慨
地與世界分享自己的經驗和近四十年
來發展中的教訓。北京奧運會和世界
金融危機不僅充分展現出中國人民在
改革年代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顯
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幾千年經驗
和智慧燭照下高度發達的世界強國、
中國所承擔的全球性新使命。中華人
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帶
一路」倡議就是一個鮮明的佐證。陸
上和海上偉大絲綢之路的復興和所發
出的共同發展的邀請，證明了這樣的
思想：面向過去對於建設未來具有恒
久的意義。 在中國，很久以前就開始
用中文閱讀魯達基的作品，同樣在我
的祖國，人們也很久以前就用塔吉克
語閱讀孔夫子了。今天，這兩位巨擘
的遺作和思想又以新的力量吸引我
們，激發我們的思想，給我們以鼓
舞。或許孔夫子和魯達基都未曾想
到，他們會風行二十一世紀。生活本
身證明了孔夫子的學說和魯達基的創
作遺產具有永恒的價值，他們獨具匠
心地「開啟」了詞語的強大力量，來
捍衛人類的永恒價值：友誼與愛情，
善與美，關懷和互助。正因如此，在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魯達基千百年前
對子孫後代發出的聲音才如此具有時
代性：「請以理性之眸觀世界，摒棄
你從前的眼光。世界是海洋。你可想
遠航？唯以善事為材，以造舟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唐代詩豪劉禹錫的這四句詩，彷彿就是
專為華不注山作的。這座海拔只有197米的
山，孤峰獨秀，仙氣氤氳，人文厚重，清代中
葉以前曾是濟南第一名山。秋日的一個早晨，
我們一行前來踏訪。
車過濟南城東北的全福立交，向東望去，華
不注山就像一朵似綻未開的荷花花苞矗立在青
葱的田野上。據史料記載，「華不注」一名取
自於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其中《小
雅．常棣》一首中有詩云，「常棣之華，鄂不
韡韡」，「華」字在古代與「花」相通；「鄂
不」即「萼跗」，古代把「不」字讀為
「跗」，「萼跗」就是「花蒂」，形容此山孤
峰獨秀，如同荷花的花骨朵附註在水面上。北
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對華不注山
作過這樣的描述，「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
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
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華不注
山又名華山，歷史上，華山與其西北方不遠處
的鵲山和濟南城邊的大明湖之間水域相連，稱
為鵲山湖，也叫蓮子湖，從大明湖坐船可直通
華山。元代著名書畫家和詩人趙孟頫不僅用
「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的詩句
把華不注與趵突泉、大明湖同視為濟南三大名
勝，而且在《鵲華秋色圖》中真實地描繪了華
山鵲山的獨特之美。乾隆帝對此畫極為喜愛，
在題記中寫下了「齊之山川，獨華不注最知
名」。這幅傳世名畫現存於台灣故宮博物院。
由華山和鵲山構成的「鵲華煙雨」美景，《歷
乘》中就有記載；稍後的《歷城縣志》所刊載
的《濟南八景圖》，把鵲華煙雨列在第四位，
成為濟南歷史上八張響亮的文化名片之一。
文人墨客因而紛紛慕名而來。唐代的李白，
北宋的曾鞏，元代的張養浩，明代的李攀龍，
清代的董芸，近代的康有為等，都曾登上華不
注山，賞景賦詩，留下了一串串珍貴的足跡和
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唐代詩仙李白於天寶
三年東遊齊州，登上華不注山巔後寫下了《昔
我遊齊都》，詩中寫道：「茲山何峻秀，綠翠
如芙蓉」，「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元
代傑出文學家元好問遊歷華山後也曾稱讚，
「遙望此山，如在水中 ，蓋歷下絕勝處
也。」曾三次周遊世界的近代重要政治家和著

名學者康有為，曾以六十六歲高齡登上華不注
峰，發出了「南京鍾山紫金峰，北京翠微山、
煤山，揚州七星山，蘇州橫山，然山水之美皆
不若華不注也」的感慨，還寫下了《新濟南
記》一文，認為華不注之南最適合人居住，是
建設新都會的風水寶地，希望在這兒建設的新
濟南能「雄冠中國都會」。
踏着歷代名人的足跡拾級而上，不遠處就是

一個龐大的古建築群，因坐落在華山之陽，稱
為華陽宮。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應在華山腳
下村裡長大的一位同事之邀曾來過這裡。當
時，所有的院落都大門緊鎖，其中一個院是山
東化工廠的炸藥倉庫，企業負責人陪我們看了
看殿宇的外表，院內的古柏、石碑、石雕等。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故地重遊，得以修葺的華
陽宮猶如一幅歷史的畫卷，在我眼前逐頁展
開。
華陽宮中興於金代，定形製於明清。雖為道

家所建，卻是集佛教、道教和儒教於一身的
「濟南巨觀」。整個華陽宮由四季殿、泰山行
宮、玉皇殿、三官殿、關帝廟、棉花殿及佛教
淨土庵等三十四座建築組成，佔地面積九萬多
平方米，是濟南最大的道觀。每座殿宇均以軸
線佈局，左右對稱，圍以牆垣；建築風格為單
簷硬山頂式，前接卷棚，構成勾連搭；殿內外
有許多精美的石碑、石雕、磚雕、木雕和壁
畫。
穿過台基高大的二宮門直行，便到了華陽宮

的主殿四季殿。大殿建在十四級台階之上的露
台上，台上設有皇宮才有的玉陛。玉陛中有刻
以祥雲圖案的深浮雕御路，露台周圍有石製望
柱欄板。大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琉璃瓦屋
頂。園內有十多棵樹齡超過八百年的古柏，其
中兩棵在殿正門外東西兩側，一棵叫「賜福
柏」，一棵叫「落鳳柏」。相傳兩棵古柏攜有
仙靈，只要拿紅絲線在樹上纏繞三圈，「賜福
柏」就會賜予自己的男孩聰穎博學、體魄健
壯，「落鳳柏」就會保佑自己的女孩像鳳凰一
樣美麗動人、賢惠能幹。進入殿內，有九尊彩
色塑像立於神台之上，殿中央是玉皇大帝。這
是道教中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神，相傳能統
管田、地、水三界，四維、四方、上下共十方
之域，以及天地人間的一切禍福。殿內柱上刻
有盤龍浮雕，雕的是一條蒼龍以探海之勢，從

明袱月樑即天花板上伸探而下，栩栩如生，是
我國龍雕中的珍品。
從四季殿露台下來，到最南端的配殿，東西

兩側分別是忠祠和孝祠。東配殿忠祠供奉着中
國歷史上第一個捨身救駕、效忠君主的逄丑父
的塑像，西配殿孝祠奉祀着儒教創始人孔子的
得意門生、被西漢劉向在《孝子圖》中譽為二
十四孝子之一的閔子騫。再繞回四季殿後，向
東是棉花殿，華陽宮裡各路神仙都有，懷有求
雨、賜福、赦罪、消災、發財、求子、乞求棉
花等農作物豐收的各種心願，都可前來求拜。
棉花殿的南面是三皇殿，供奉的是華夏氏族領
袖伏羲、神農和軒轅，被譽為天皇、地皇和人
皇。殿北側山牆上有三幅壁畫，西側一幅是
「錦上添花」，東側一幅為「丹鳳朝陽」，中
間一幅最大，叫作「皇恩浩蕩」。只見一條巨
龍騰雲駕霧，口噴水柱，活靈活現。再進元君
殿，東西兩側的山牆上各有十二幅壁畫，每幅
有五、六平方米，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表現
了碧霞元君從出生到修煉成仙的整個過程。碧
霞元君又稱泰山娘娘、泰山奶奶和泰山老母，
是道教中最重要的女神。這些壁畫，國內罕
見，極為珍貴。
出華陽宮的山門，向山上攀登。一路上，草

木葳蕤，峰秀石巧。由於輝長岩經過長期地殼
運動的崩塌和風化發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
成了華不注上獨特的奇石景觀，尤以龍虎龜蛇
四石為神奇。除了東麓的龍石、西麓的虎石、
南麓的龜石、北峰山根處的蛇石，還有「猿人
石」、「五指石」、「仙桃石」、「蛙石」、
「八戒望月」等，名山奇石，妙趣橫生，交相
輝映。登上山頂，遙望四周，黃河在北側流
過，小清河在南麓奔向大海，華山湖濕地與小
清河相擁相抱；新興的濟南中央商務區幢幢高
樓和濟南高鐵新東站的雛影清晰可見。華不注
山有華陽宮，現代泉城人文底蘊更厚重。
啊！濟南華不注山，是一幅精美的畫，一首

雋永的詩，一部經典的書，讓人永遠賞不夠，
品不盡，讀不完！

近日看劉亦菲版的《神雕俠侶》連
續劇，甚好；比之任賢齊的老版本好
得多了。記得少年捧書而觀時，對小
龍女楊過那段師生戀，十分崇敬，認
為是反禮教的一場戰役。最後，楊過
小龍女戰勝了。師徒之戀為何不可？
師生戀這議題一直為人談個不休。

老師愛上學生、學生愛上老師，結果
是好是悲，那還要看造化、看怎樣處
理。據聞，有大學教授與女生相戀，
兩人掩得密密實實，直到女生畢業，
宣告結婚時，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都瞠
目結舌。
民國時期，名滿天下的胡適，是月

亮，圍繞他的「星星」多矣眾矣；這
些「星星」，是名媛，是成熟的女
子，但最多的還是年輕女學生。與這
些女生周旋，胡適為了自己的地位、
名譽，「遮掩」得很好，或「退場」
退得很好。
徐芳，一個小胡適二十一歲的北大

女生，她那段癡戀胡適的歷程，頗為
轟轟烈烈。且聽在下一一道來。
徐芳，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北平，一

九三一年考入北大文學院攻讀中文，
聰穎好學，成績優秀，喜寫新詩，時
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敬慕有加；

畢業論文研究新詩，對當代的詩人月
旦不阿，她拿着大綱去見胡適徵求意
見。胡適喜甚，還主動提出任她的指
導老師。
這段戀情即由此起。在論文中，她

對胡適的詩極為推崇，更得胡適歡
心。一九三五年畢業，一九三六年即
與胡適書信往來。徐芳的信，熱情橫
溢，坦率大膽，信中往往附上她的詩
作：
「和你一塊聽的音樂特別美，/和

你一塊喝的酒也容易醉。/你也許忘
了那些歌舞，那一杯酒，/但我至今
還記得那晚夜色的嫵媚！」
老師忘記，學生卻沒忘記。她還看

好那段「胡戀」：
「相思紅豆他送來，/相思樹兒心

裡栽。/三年相思不嫌苦，/一心要看
好花開。」
有些信大膽到極：「……無論如

何，我是愛你的。什麼都可以變，只
有我愛你的心是不變。」「你這人待
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
時恨你，怨你；但到末了還是愛
你。」這種「激情」，嚇怕了胡適。
胡適給徐芳的信，當然沒有這麼坦
率，到徐芳徹底表露心聲後，他的
「不敢」、「退縮」的本性就來了，
他知道要「勒馬」了。然而，他和徐
芳之間究竟有沒有「越軌」呢？那就
不得而知，也將成為歷史之謎。
足足三年，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

徐芳才寫了一封信給胡適。這是激情
冷卻後的一封信，上款已改「適之吾
師賜鑒」，落款則自稱「生徐芳」。
一九四三年，失戀於老師的徐芳，在
重慶嫁予徐培根將軍。一段「忘年
戀」就此落幕。
徐芳稱胡適為「美先生」，因為在

她的眼中，胡適長得美、文筆美，是
她心中的「美男子」。「美男子」很
理性，在緊要關頭，往往勒馬、再而
縱馬逃走；累得一班「星星」暗暗流
淚。

「発」像「發」，其實真的同「發」；「売」
像「壳」、「殼」的簡體，古同「賣」。「発
売」這兩個日本字本來是「漢字」，那「発売」
就是「發賣」，與日文「發售」的意思吻合。近
年，兩岸三地有不少店舖在宣傳上捨「發售中」
而取「発売中」，無他，一般消費者默許了日本
出品水準相當的印象。然而，近年不時聽到有日
本汽車廠在全球回收數以十萬計的問題汽車，以
及大企業頭頭因其產品出事故而公開向大眾道歉
等事件，不就是告訴大家日本產品在品質保證上
已大不如前了麼？
古代的日本，只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自己的

文字，故曾一度完全借用了漢字來表達自己的語
言，就有所謂「日本漢字2」，怪不得當中有那
麼多是古漢字，上述的
「発」和「売」便屬此
類。
圖中食品是台灣製造
的，包裝上注明的「厳

選食材」中的「厳

（嚴）」字用上了日本
漢字，大抵是台灣曾被

日本統治了五十年而殘留了一些日治色彩。
下圖左的「銀座駅」是日本一個地鐵站。下圖

右的「都會駅」(MetroTown)是座落於將軍澳調
景嶺港鐵站的一個上蓋物業，該物業的發展商售
樓時把「駅」讀成「澤」，正確嗎？

「駅」是日本漢字，同「驛」，舊時供傳遞公
文的人中途休息、換馬的地方，即「駅」與
「驛」音同，那「駅」應讀「亦」而非「澤」。
有可能「駅」與另一日本漢字「沢」近形，而
「沢」與「澤」同，故造成了發展商有這錯誤。

圖中食肆供應了一款「日式丼飯」——一般
在白飯上鋪上肉片，配以蔬菜、雞蛋和醬汁。
「丼」，讀dam2，象聲詞，是投物井中的聲
音。那「丼飯」中的「丼」又是否跟這個讀音
呢？日文中，「丼」讀「DON」，與「相當」
的「當」音近。由於此「丼」不同彼「丼」，人
們就把「丼飯」讀成「當飯」了。
說來又說，廣東人會用「丼3」作為重物落入

水中的聲音(撲通)，且有以下一句形容女子容貌
美麗的話語：

靚到跌落水丼一聲
意念可能來自「沉魚落雁」這個成語——魚見
之沉入水底，雁見之降落沙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天

干」的總稱，中國古代用來表示次序的符號。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
「地支」的總稱，也是用來表示次序的符號。天干
配地支是用來計算時日的。

2 近代，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造字，所做的字稱
為「和製漢字」，如：「辻」、「榊」（日本地
名用字）、「畑」（旱地，多用作日本人姓名）。

3 除「丼」，也有用「沊」和「抌」這兩個借字。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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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先生」的師生戀

日本漢字﹕発﹑売﹑駅﹑沢﹑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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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氣氤氳華不注

■濟南華不注山像一幅精美的畫。 作者提供

■失戀於胡適的徐芳。 網上圖片

場景是「東京日語研修中心」，一群學員正在該中
心學習日語。
學員A：「発売」這兩個字經常在一些日本產品上
和商場裡看到，怎樣讀的呢？
學員B：上面那個像天干1中的「癸(音季)」，看上
去又像個「發」字。
學員C：下面那個就像「殼(壳)」的簡體字。
學員D：那不讀「季殼」，便讀「發殼」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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