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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小蔡是西安市長安區人，前幾天，她
向我發出邀請，約我一起去看她家不遠處的
「網紅」銀杏樹。她說，每當秋末冬初，這
棵千年銀杏樹的葉子都會金光閃閃，或如金
鑽綴滿枝頭；或如金蝶飛舞空中；或如金子
鋪滿地面。小蔡的描述讓我頗為心動，無奈
最近體力不濟，不敢遠行，只好委婉拒絕了
小蔡的好意。
究竟是怎樣的一棵銀杏樹，怎麼就成了

「網紅」呢？小蔡說從網上搜一下，就能大
飽眼福。果然，「千年銀杏成網紅」的信息
紛至沓來，金黃色的銀杏美圖數不勝數，令
人目不暇接。
這棵銀杏樹，生長在長安區羅漢洞村的古

觀音寺，據說是唐太宗親手栽種。自從被國
家列入古樹名木保護名錄後，此樹在人們心
中的地位一躍千丈。金秋時節，銀杏樹漸漸
褪去綠衣裳，披上豪華金裝。銀杏葉片散發
出耀眼的光芒，引來無數遊人觀瞻。銀杏樹
的照片傳到網絡後，立刻引來廣大網友的叫
好聲，隨着粉絲狂熱的追捧，這棵銀杏樹迅
速躥紅網絡。如今，要想看這棵一身盛裝的
銀杏樹，需要預約。從今年的11月初開
始，每天只允許7,200人參觀。如果不限制
人數，景區裡就會人滿為患。
雖說沒能一睹「網紅」樹的真容，此生有

幸，卻曾親眼見到另一棵頗負盛名更為古老
的「銀杏王」。2013年5月，我受文友邀
請，去山東莒縣參加了一次筆會活動。會上
聽說，莒縣的浮來山上有一座定林寺，寺裡
的銀杏樹被稱為「天下第一銀杏樹」。這
「天下第一」的名號令我十分仰慕，活動結
束後，為了參觀銀杏樹，我和另外一個文友
在莒縣又逗留了一個晚上。
那棵銀杏樹，當地人也叫白果樹。「定林

寺裡大白果，樹頭安着八仙桌，八仙桌邊坐
八仙，八個道童來回竄。你奉茶，他端菜，
來來去去互不礙。」這首坊間流傳的童謠，
形象說明了銀杏樹梢的漫無邊際。神仙們推
杯換盞，道童們來去自如，這麼多人在樹梢
活動，足見樹冠之大。
樹冠如此，樹身也絕不遜色。古代有個書

生在樹底下避雨，突然有了丈量樹圍的想

法。他張開手臂，摟了七摟，又用手指拃了
八拃。正想繼續拃下去，卻發現未丈量的部
分站着個年輕的小媳婦。書生懂規矩，不敢
繼續量下去。後來，有人問書生丈量結果，
書生機智又巧妙地回答道：「七摟八拃一媳
婦」，這種說法十分風趣，街頭巷尾一時傳
為美談。傳說畢竟帶有誇張的成分，不可盡
信。現代人經過精密丈量，得出確切數據，
此銀杏樹樹高24.7米，粗15.7米。

我們見到銀杏樹的時候，銀杏樹綠葉如
雲，生機勃勃，整體看上去，古樸、優雅、
莊重、大氣。這麼有文化色彩的銀杏樹，雖
然不是「網紅」，它的存在價值是超越西安
的銀杏樹的。據考證，這棵大銀杏樹在大禹
治水之前就有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銀杏
樹，樹齡已有5,000多年，被列入《健力士
世界大全》。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這麼一棵
「銀杏之祖」。
銀杏樹長壽，還有個雅號叫「公孫樹」。

栽種的銀杏苗，在自然狀態下，二十年後只
能結出小量果實，四十年後才能碩果纍纍。
公孫樹，就是「爺爺種樹，孫子摘果」。推
此及彼，定林寺的銀杏樹，不正是「古人種
樹，今人得果」嗎？我們沒見到樹上的銀杏
果，只見到一些並不艷麗的黃綠色小花兒。
寺廟裡管理人員告訴我們，這棵銀杏樹是雌
樹，每年都結下大量果實。我問：「銀杏果
能吃嗎？」同行的文友很博學，她說道：
「不但能吃，古代人還把銀杏當貢品呢！就
連孔府舉辦的宴會，每次都會用銀杏做食
材。」隨後，她跟我解說了一番：孔廟內詩
禮堂前有兩棵千年銀杏。孔府舉辦宴會，有
一道叫做「蜜蠟銀杏」的佳餚，就用樹上的
白果做原材料。將白果除去外殼，果仁開水
稍燙，去除異味後，放入白糖、蜂蜜，然後
放入鍋灶細火慢煨，直至酥爛軟糯。這道菜
咬一口，軟綿綿、香噴噴的。每位食客不能
多吃，五六顆為宜。我疑惑：「吃銀杏果還
受數量限制嗎？」文友呵呵一笑：「銀杏果
小量食用，對身體有益，吃多了，就會在體
內產生毒性。」哦，原來如此！
從莒縣回來時，我順手摘了一片銀杏樹葉

做紀念。本來夾在書裡，搬家的時候，不小

心遺失。濟南銀杏樹多，採摘葉片十分容
易。可是，此葉非彼葉，找不回的，是昨日
的情懷。銀杏葉形狀很特殊，如扇面，又如
鴨腳。梅堯臣寄給歐陽修鴨腳百個，歐陽修
高興地寫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
鴨腳雖百個，得之誠可珍……」歐陽修收到
的鴨腳百個，就是百個銀杏果。因為銀杏樹
也叫鴨腳樹，所以它的果實也被古人稱之為
「鴨腳」。
濟南黃河大壩上有一片銀杏林，大概是年

限不到，我從沒看到這些銀杏樹開花結果。
聽一位老中醫說，銀杏葉曬乾後，加上其他
中藥材製作「藥枕」，可以有效提高睡眠質
量。就在昨天，我騎上電動車，來到黃河大
壩上。天氣晴朗，銀杏林黃燦燦、明晃晃，
在陽光下煥發神采。樹下的葉子鋪了一地，
像是一條條「金光大道」在我面前鋪開。沒
費多少力氣，我就撿拾了一方便袋黃葉子。
有個年輕女孩問我，大姐，你撿這些葉子有
啥用？我說做成枕頭，可以高枕無憂呀！女
孩笑了。
我站在路邊觀察銀杏樹林。只見銀杏樹棵

棵雍容華貴，片片流光溢彩。它們的樹幹正
正直直的，一鼓作氣，勇往直前，直衝霄
漢……正直理應受到人們的褒獎。記得茅盾
先生讚美白楊樹，說：「那是力爭上游的一
種樹，筆直的幹，筆直的枝。它的幹通常是
丈把高，像加過人工似的，一丈以內絕無旁
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緊緊靠
攏。」這段話，不也正是寫給銀杏樹的嗎？

王世襄的怨言

自製奶類
有讀者問，喝牛
奶的孩子好像真的

較高和健壯，但如今較留意健康資
訊的，都知道我們種族的人，不易
消化牛奶，於是難以取捨。
若沒有過敏問題，自己的體質也
好，牛奶不是萬惡，古書更說是補
品，只是現在過度製作，加上又有保
鮮問題。腸胃沒問題的孩子當然可以
喝，只是牛奶已不是嬰兒必需品，建
議買本地鮮奶，煲熱（助消化）再
喝。其實日常生活中，餅乾、湯、麵
包等都有牛奶，家長也不用擔心沒有
攝入，只是質量難保證。
市面上有不少植物奶選擇，我首

選米奶、杏仁奶和果仁奶；黃豆多
基因改造，有時不保證是否全是非
基改。但另外要留意，成分表上最
好只有該奶的原材料、油（多是葵
花籽油、紅花油或椰子油，其他油
就不太好了）、海鹽。很多植物奶
會添加凝固劑、穩定劑或糖，可以
搜一搜是否天然的。另外有些會添
加不同營養素，有些身體未必消化
到，我多數不選。
我們幾個月前開始自製植物奶，
其實也挺方便，現在的攪拌機也非
常強勁，不消幾分鐘便可以弄出新
鮮的奶。以下分享幾種：
杏仁奶：外國比較多用杏仁，因

為低敏，且可以保存得較長時間。
浸時要用蒸餾水或海鹽水，會防止
細菌滋生。浸後用四倍的水攪拌
機。用具方面，除攪拌機外，還要
買果仁隔渣袋，不少有機網店可以

買，也可以試用篩，但會較少水分
壓出。有些朋友說用芝士袋或煲魚
湯袋也可。
腰果奶：和杏仁奶一樣，大約浸

半天至一晚，相對杏仁較易浸軟。
浸後用三倍分量的水和腰果溝起，
以高速模式攪爛，它的渣滓比較
少，喜歡濃郁，不太講求滑溜度的
朋友，可以不用任何隔渣。四天內
就要喝完了。
米奶：我只試過糙米，也可以用

白米、小米甚至藜麥。首先要先煮
熟糙米，也有不煮熟的食譜，但我
覺得較易壞。煮熟後大約加兩倍
水，攪拌，然後隔渣。
我們會加點天然的液體糖，如楓

糖漿，也有人完全不加。大約放雪
櫃三天我們便盡量喝完，喝前多會
放杯中浸暖或蒸熱。渣滓可以留起
做麵包，或者加糖做布丁甜品，也
有些朋友直接加鹽烘乾做小食。孩
子們較喜歡果仁奶，我則喜歡米
奶，甚有米氣，喝後腸胃也好，趕
時間不能吃粥時，自製米奶有差不
多的提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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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式 家 具 珍
賞》在倫敦的傢具

古董店，一直作為明式傢具印證對
照的參考依據。
某次我參觀倫敦傢具古董店，在

顯著的位置放英文版的《明式家具
珍賞》。
一位倫敦古董店老闆還把《明式

家具珍賞》以Bible（聖經）形繪
之，可見其價值。
《明式家具珍賞》因銷路不俗，

也轉讓了多種外文版，經濟收益亦
不錯。
作為作者除了揚名海外，本身並
沒有得到多大好處。
蕭先生事後說：「我微感不足的
是沒能處理好兩本明式傢具的版權
問題。因為那時中國文革剛過去，
改革開放不久，百廢待舉，出版業
尚未有版權觀念。即使我們身處香
港，也所知有限。因此兩書的出
版，只是香港三聯和北京文物出版
社之間簽了一個協議，這是對王老
極不尊重的。」
其實，從版權而言，香港三聯書
店並沒有責任，也不存在對「王老
極不尊重的」的說法。
當年內地版權法未建立，香港是
認同英美版權法的。
《明式家具珍賞》直接由王世襄
與文物出版社簽合同，再由文物出
版社轉讓給香港三聯書店，香港三
聯書店並沒違反協議。
這是從法理而言。
從人情來說，如果香港三聯書店
直接補償作者王世襄一筆費用，相
信從作者立場而言，會更為合理，
也可消消作者的怨氣！
因筆者在後來接觸王世襄過程
中，王老也一再提到稿酬的問題。
順帶一提，掀開《明式家具珍

賞》，並沒有主編一項。但是在後
來所見的文章及講座中，都出現了
自稱「主編」者。
主編是出版物編輯事務的主持者

的稱謂。所以最有資格當選主編理
應是蕭滋先生。
回頭說到藝術畫冊的版權轉讓。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的《中國園林藝術》，是第一部打
入東德市場的香港出版物。
一九八六年期間，東、西德還沒

有統一。
那一年我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

之後，請德國華人作家王鳳祝當翻
譯並由他開車，進入被東德領土包
圍的西柏林，再由西柏林進入東柏
林，與東德的圖書進口公司總經理
會面，在圓穹形的古老劇場的餐廳
共進午餐。
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
結果對方訂購了一萬五千冊德文

版的《中國園林藝術》，相信從訂
購的數額而言，也打破了當年香港
出版界的紀錄。
（《與蕭滋先生談出版》之四）

TVB最近深夜重播劇集《壹號皇庭》，收視率相
比電視台「黃金時段」播的新劇集更高，筆者和身

邊不少朋友每晚都在追睇，好戲不厭百回看，也是這個道理。雖然
男主角之一的歐陽震華不是筆者的偶像，但筆者和很多觀眾朋友一
樣，好欣賞歐陽震華那份自然、生鬼、貼地的演技，所以歐陽震華
主演的電視劇都吸引着大家，令劇集收視率有一定保證。
重播的劇集，收視連連報捷，反觀過去一兩年的劇集，收視只可

用「一般」二字來形容，究竟是什麼原因？圈中人好肯定地說︰
「劇本！誰都知道劇本就係靈魂所在，我不怕得罪家有啲編劇人
員，佢哋嘅劇本已經走向流水作業的形態，外界興乜嘢故事題材，
佢哋就抄一半作一半，完全無晒自己嘅靈魂，好劇本係『逼』出嚟
㗎！大家明白、理解㗎，資源有限自然要睇餸食飯，又無競爭對
手，唔使咁搏。老生常談就係有競爭才有進步，有市場才有投資動
力和慾望，香港影視市場早已萎縮，電視台自然要調整策略，以維
持盈利為大前提，實在是無可厚非，營商之道！觀眾可以有權評論
電視節目受他（她）們歡迎與否？但同時亦要接受現實環境的存
在。」
談論到電視劇集，投資免費電視台的投資者大部分都表示過，不

會簽合約藝人，不會自製電視劇，因為世界各地，尤其是內地，高
質素而受歡迎的電視劇集、綜藝節目、真人騷等等貨源充足，買下
播映權在自己的平台播出，盈利更佳，不用自己勞民傷財。
以前香港影視圈就流行這樣的說話︰「想害什麼人，就叫佢投資

拍電影、投資搞電視台啦！就算有十億、八億家產，都會破產！」
一語道破娛樂圈生意就是等於「燒銀紙」，富豪都要量力而為啊！

香港影視市場萎縮

在圈中張繼聰堪稱
為「環保俠客」，他

言行一致，不遺餘力，連作品都致
力推廣環保訊息，他說：「我與家
人貫徹環保生活，兒子亦積極響
應，我和家人都不再收藏郵票、硬
幣和波鞋等物品。」
他家中早已推行垃圾分類，將可

以循環再用的廢物如膠袋、膠瓶、
玻璃、紙張、汽水罐等與一般垃圾
分開，然後將可循環再用的廢物拿
去回收站，這本來是好事，卻被一
本周刊扭曲抹黑成為封面。當時的
張繼聰事業起步不久，他如常將汽
水罐和舊報紙拿去回收站，通常回
收站都會按重量付回收費，最多不
過只有幾十港元，此情此景給狗仔
隊偷拍了，所謂的「有相有真相」，
「證據確鑿」，登上周刊封面，大
字標題指他窮得像拾荒者，靠回收
費幫補生計。他在我電台節目中作
出澄清，為支持環保，竟被抹黑是
拾荒者，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不過失實報道並沒打擊他和家人

致力推動環保的決心，例如中秋
節，他和家人會跟兒子一起自製環
保燈籠，利用空盒和瓶子製作巴士
燈籠，又曾挑戰難度，使用廢料製
作環保飛機燈籠，實行一舉三得，
一可親子，二迎合節日氣氛，三可
推動環保訊息。
家人生日，張繼聰貫徹環保，送

兩個環保袋作為生日禮物，生日節
目不是吃燭光晚餐，而是收拾家
居，覺得特別溫馨。
他愛惜地球，為減少地球的碳排

放，他茹素多年，加上勤練詠春，
早已練成人魚線。又有感現時海洋
中的鯊魚所剩無多，年前加入了
「護鯊行動」，近年很多婚宴也少
了魚翅菜式，張繼聰說：「以前的
人覺得吃魚翅是身份象徵，但現在
不吃魚翅是一種有愛心的身份，出
席飲宴聽到主人家話環保沒魚翅
吃，不覺寒酸，覺得很有愛心。」
如果人人如張繼聰和家人般為環

保出一分力，地球便不會病情惡化
下去。

「環保俠客」張繼聰

最近在飛機上看了一部喜劇
電影。片子的場景設置，是

1942年。一群懷揣教育興國夢想的大學老師，
到缺水的西北地區創辦了一所小學。因為缺
水，他們買了一頭毛驢來專門為學校拉水。為
了保證這頭驢和學校其他開支，校長和另外三
個老師就集體作弊，向教育部虛報了一個叫呂
得水的老師編制。
他們的日子原本過得輕鬆嘻哈，教育部的特

派員忽然指明要來考察這個教英語的「呂得水
老師」，眼看謊言要被戳穿，天降奇才讓所有
人得以蒙混過關。不過，一個一個新的更大的
麻煩，也因此而起。電影從台詞到演員表現，
都是一部喜劇，可看到最後，人性在外力壓迫
之下，開始扭曲、分裂、變形、不堪，悲傷便
不由自主地蒙在了觀影者心頭。
電影的名字就叫《驢得水》。給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片頭的一句話：我給你講一個笑
話，你不要哭喔。真正惹人發笑的喜劇，經不
起琢磨，琢磨深了都是淚水。
我來港時間不算長，工作之餘，常常喜歡四

處逛逛。有一天傍晚，約了朋友在中環吃東
西。我提前了15分鐘到，便在蘭桂坊和皇后大
道交界的路口四處張望。彼時，華燈初上，天
色又尚未盡黑。整條坡路在色澤豐富的燈影
裡，旖旎如錦。正當我貪看路邊華服麗人的綽
約風姿時，一個半身赤裸的老頭，拉着板車開
始往坡上走，板車上的紙皮堆得比他還高。
老頭異常乾瘦，只顧埋頭使勁拉車，從背後

看過去，兩側的肋骨根清晰可見，隨時都有可

能戳破薄薄的皮膚，掙脫出來。蘭桂坊的路，
一路上坡，愈往上愈陡峭。老頭每往前走一
步，都要用比前一步更大的力氣，整個身子也
跟着一路下伏。還未到威靈頓街口，眼看他整
個人都要匍匐在地上了。我趕緊小跑幾步，追
上去，在車子後面搭了把手。
紙皮很高，像一座山，擋在我們中間。他看

不到我，我也望不到他，但車子明顯輕盈了少
許。就這樣兩個人心照不宣，把車子拉上了平
緩的路段。老頭停住了車子，朝我擠了一個笑
容，連說了幾句多謝多謝。我回之以笑容，眼
眶微微有些發燙。
看上去至少年過七旬，卻仍要靠力氣討生

活，這樣的老人，我在香港的很多角落裡都曾
遇到。
扶貧委員會上周公佈最新貧窮情況，去年香

港貧窮人口多達135.2萬人，按年增加7,000
人，貧窮率達19.9%。創下了2009年有紀錄以
來的新高。算下來，平均每5個港人，就有1個
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儘管特區政府推出長者生
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扶助政策，貧
窮率降至14.7%，連續4年少於100萬人，但按
年增加0.4個百分點，仍是4年新高。政務司司
長、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坦承，人口老化抵
消政府介入措施的力度，面對人口高齡化，相
信未來貧窮人口收窄的空間不大。老人如斯，
高企的樓價，讓年輕人的日子也不好過。
我看到過兩個笑話。
「有一次出街去買菜，有人派廣告給我叫我

買樓，可能覺得我短褲人字拖，很像一個隱形

有錢佬，買個菜也能順手買層樓。可惜他看走
眼，以我的實力，唯一買得起的樓就是番石榴
（粵語榴和樓同音）。」
「等我攢夠錢，一定要買間大屋，不想再住

劏房。因為昨天早上出門我放了個屁，晚上下
班回來，竟然還能聞到屁的味道。」
周星馳是華人世界無可爭議的喜劇大師，他
拍過的片子，有很多搞笑橋段。比如吃雞腿，
就在《唐伯虎點秋香》、《喜劇之王》、《大
話西遊》裡出現過。當時只覺得好笑，後來才
知道，他小時候家裡窮，好不容易吃一次肉，
他嚼兩下就吐出來，媽媽不捨得浪費，會撿起
來自己吃掉。有一天，家裡加餸有雞腿吃，他
鬧來鬧去把雞腿掉到地上，沾滿了灰，媽媽很
生氣，就打了他一頓。很多年後，他和媽媽一
起接受採訪，提起這段舊事，周星馳才說，如
果不把雞腿弄到地上，媽媽會捨得吃嗎？如果
不把嚼過的肉，再吐出來，媽媽會捨得吃嗎？
算了，這個話題太沉重，我還是講個輕鬆的
笑話吧。我們家的小姑娘4歲了，剛上幼稚
園。小姑娘特別愛美。你只要問她，誰最美？
她都會指着自己說，我最美。有一天媽媽問
她，我們家誰最美？小姑娘又指着自己說，我
最美。媽媽又問，那媽媽哪裡美呢？小姑娘不
假思索地說，想得美！
小姑娘的話把一家人都逗得哈哈大笑。可她

自己並沒有跟着笑，繼續認真地說，媽媽給我
買的裙子美，媽媽給我買的新書包美，媽媽給
我買的新髮夾也美，媽媽想給我買的東西都
美。

我給你講一個笑話，你不要哭喔

人間大美銀杏樹

天命上一期的專
欄，談到我「劇

透」這個調皮習慣。而算命的本
質，其實也與「劇透」有關——希
望找人告訴自己，眼前的劇情發展
如何，以便趁早防禦，避開途中將
會出現的奸角和天災人禍。
每年的這個時候，天命就開始忙
碌奔波，為客人們的人生作出「劇
透」。皆因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新
的故事將要上演，閣下作為故事中
的主角，難免想要先熟讀劇本，知
道自己何時上陣殺敵，何時退居幕
後。
但根據天命的經驗，並非人人都

有喜歡劇透的慾望。芸芸眾生之中，
最希望率先看到劇本的，往往是在
來年即將犯太歲（對於2018年而
言，是生肖為狗、龍、牛、雞、羊
者）的人們。「太歲恐懼症」驅使
各位想及早得知新一年如何趨利避
害。除此之外，即使是沒有犯太歲
的朋友，若是明顯感受到自己目前身
處運弱的周期，當然也想得知來年

如何轉運。
為各位「劇透」時，卜卦是天命
最為得心應手的常用工具。卦辭簡
直能夠勾畫故事的核心，一語中
的。最終會否與現實生活完全一
致，或許還需時間驗證，但卦文不
會答非所問，有時甚至恰恰擊中內
心深處所想。有時，解卦的過程，
其實能替人理清頭緒。
例如有人害怕在犯太歲之年遭遇

感情變化，但從卦象中已能讀出，
其實他對這段戀情根本信心全無，
即使不分手，也只是咬牙死撐罷
了。這樣的「蜜運」，真的幸福
嗎？
與拍戲不同的是，算命的時候，

最終的主宰權，在主角自己手上。
天命只是依書直說，但無法強迫任
何人作出抉擇。其實，當天命對玄
學了解還未深入時，也曾在犯太歲
時做過錯誤的決定。正因如此，我
更希望能為人分憂，也希望各位能
夠在自己人生的劇本中，寫下最好
的選擇。

主角人生的選擇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留痕痕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
《明式家具珍賞》封面書
影。 作者提供

■牛奶 網上圖片

■銀杏樹葉散落在地上，光芒耀眼，好
像是一條「金光大道」。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