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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我走進趵突泉公園的李清照紀念
館，與泉畔的熙攘人流相比，這裡顯得格外
冷清。紀念堂為四合院民居，四周曲廓，錯
落有致，院落大門匾額上書有「李清照紀念
堂」，為郭沫若先生親筆；進入正廳，前為
抱廈，側設耳房，抱柱懸掛着郭老題寫的楹
聯：「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
處；漱玉集中，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
風。」靜靜駐足，目光與李清照的塑像對
視，她手持書卷，眉字深鎖，我恍若穿越回
到宋代，來了次文學對談。漱玉泉淙淙，流
過心田，而東側曲廓的溪亭，叫人不禁聯想
到易安的詩句：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
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
渡，驚起一灘鷗鷺。頃刻，我的內心掀起一
圈圈漣漪，陷入無盡的思考中。
清代文學評論家王士禎有言：「張南湖論

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二曰豪放。僕謂婉約
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
人，難乎為繼矣。」身為濟南人，我為家鄉
走出個李清照而無比自豪，擁有一種融入情
感血脈的文化自信。然而，近年來關於李清
照詩詞的論辯甚上塵囂，比如，再婚之爭，
豪賭之徒等。國內共有四處李清照紀念堂，
分佈在濟南、章丘、青州、金華，只有金華
在紀念館的年譜表中提到詞人「再嫁」，
1134年金兵入侵，李清照逃難於此。

862 年過去了，有人為她的再婚「平
反」，也有人對她的詞作精細闡釋，那麼，
那個「淒淒慘慘慼慼」的李清照是她的真實
面目嗎？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在《才女之累：
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給出全新的解讀。
伴隨艾朗諾的筆觸，我覺得這不啻於一次重
新發現李清照……更真實、更鮮活、更有內
涵的獨立女性形象，發現「李清照」，也是
封建社會女性精神成長史的一次探尋。
關於李清照的詩集、選集、詞箋等，本人

讀過十多本，但不少詩作使人徒生疑問，這
是李清照寫的嗎？探討女詞人的生平，包括
婚姻狀況和丈夫履歷，我們唯一的依據就是
她的詞作，因此，自傳體解讀易安詞就成為
一種思維定式或閱讀習慣。但是，這種解讀
恰恰忽略了詞的表演性和詞人的想像力，還
有詞作的真偽性。首先，詞人創作的社會背

景非常重要。陸游《渭南文集》中有一篇
「孫夫人墓誌銘」，孫夫人是宣議郎孫綜之
女，她十多歲的時候，有機會成為李清照的
學生，「其辭白，故趙健康明誠之配李氏，
以文辭名家，故以其學傳夫人。」
她卻婉拒了，以為「才藻非女子事也」，

從而錯過天賜良機。「女子無才便是德」，
才是婉拒的深層原因。讀史書不難發現，宋
代女性創作的詩詞時有之，傳誦下來的卻幾
乎沒有，李清照無疑是一個偌大的例外。以
朱淑真為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維德通過
研究認為，「如若我們不把《斷腸集》當作
一位特定詩人的作品，而將之視為男性觀念
的表達，由此折射出他們對閨情的典型臆
想，這樣的品讀也許更合適。朱淑真詩集中
的相當一部分應是匿名男子的代言詩，這並
非不可想像。」
最有力的證明當屬《紅樓夢》，第48回

中，寶玉欲將姊妹們的詩作帶出大觀園，有
族人提議將之刊印出版。「黛玉探春聽說：
『都道，你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
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
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
傳出去，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寶玉所
言即是，閨閣之女詩文的命運要麼是銷毀，
要麼是禁止，程頤在為母親寫的自傳中也涉
及到這個問題，「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
見世之婦女以筆札傳千人者，深以為非。平
生所為詩，不過三十篇，皆不存。」女性的
詩詞散佈自家牆垣之外就是罪過，在現代人
看來不可思議，在宋代女性那裡則是禁律，
橫亘在她們詩詞前面的不是男性，而是男權
社會的話語權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這
讓我不由得想到秦少游的詩句，「鞦韆外，
綠水橋平」，盪鞦韆是再普通不過的遊戲，
在那時女性中隱喻着一種「越獄權」，張曉
風的解讀堪稱精妙，「身為女子便等於坐女
監，所不同的是有些監獄窄小漱隘，有些監
獄華美典雅。而鞦韆卻給了她們合法的越獄
權，她們於是看到遠方，也許不是太遠的地
方，但畢竟是獄門以外的世界。」
「只是一瞥，另在鞦韆盪高去的剎那，世

界便迎面而來。也許視線只不過以兩公里為
半徑，向四面八方擴充了一點點，然而那一

點是多麼令人難忘啊！人類的視野不就是這
樣一點點地拓寬嗎？」盪得是心靈的鞦韆，
嚮往的是詩意與遠方。李清照同樣也深深嚮
往，「蹴罷鞦韆，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
瘦，薄汗輕衣透。」所不同的是，她除了盪
鞦韆，她還用自己的詩詞拋擲出一片天空。
文人周煇在《清波雜誌》第八卷中曾記載

這樣一件事：「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
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
遠覽以尋詩。得句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
也。」大雪紛飛，李清照循城遠眺，只為醞
釀靈感：「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叫
人感動之餘，又由衷敬佩。這種敬意中還跌
宕着她的勇敢與心性，這是一般女子無可企
及的。無論是和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
潛》二首，題詩獻給朝廷官員，貶斥男性領
導層的軟弱，還是《詞論》中公開對此前男
詞人的批判，宣揚自己詞體文學的擅長才
華，還是「打馬」軍事博弈系列詩詞，都着
實讓人敬畏，她的反其道行之，氤氳出獨立
女性的氣魄與精神：「雖處憂患困窮，而志
不屈。」
1132年，李清照以一句對聯嘲諷當年應

舉進士科的考生：「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
飄香張九成。」是說有個年輕人叫張九成，
殿試時寫了篇辭藻華美又不切實際的阿諛之
文，字裡行間皆是拍馬屁，說高宗無法盡享
夜桂飄香，因為他時刻惦念着二弟、父親及
兄長，在北方被俘的不幸遭遇。高宗為之動
容，將狀元頭銜賜給他，李清照將他比附詞
人柳永，以予批判。不難看出，女詞人對腐
壞亂象的零容忍。正如她的《詞論》，就是
一種暗示，身為女子的她在詞體創作中較男
性佔有優勢，以詞為劍，指向的是昏聵無能
的庸君。她承認詞是卑俗文體，靡靡之音，
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但斯文沒落的
時代，詞體創作繁盛不衰，亡國之音中迴盪
着別樣的美，這是女詞人的持守與代言。
「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她在《詞

論》中引用一則唐人軼事，男歌伶勝過其他
歌女，傳遞出卑微之人終獲榮耀的深意，一
位不為世俗所容納的天才儘管備受質疑，但
仍能憑其才華消除世人對外表與性別的偏
見，隱隱中她也是為自己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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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時尚與中國
馬 克 龍 訪 華 翌
日，與中國企業家們

會面時表示，法國希望重新平衡與
中國的經貿關係。他說，中國是法
國的第二大貿易供貨方，但在購買
法國商品方面，中國僅排第八，造
成法中貿易逆差高達三百六十億美
元。他呼籲強化法中經貿合作。在
座的阿里巴巴主席馬雲隨即作出善
意回應，表示有興趣加大在法國的
投資。
作為法國總統，馬克龍當然為自
己的國民和企業爭取利益，他的話
也有一定道理。造成法中貿易逆差
的原因主要是，法國輸到中國的產
品以昂貴的奢侈品居多，像法國時
裝、香水、酒品，乃至珠寶、手
錶、名車等等，都是非常名貴的商
品，今日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
濟大國，但在人均收入方面排名遠
比法國落後。
所以，中國供給法國的貨品相對

價廉，跟購入法國的貴價奢侈品自
然難以相對等，但是，有那麼多中
國遊客親自到巴黎旅遊、購物，等
於直接到法國消費了，這筆收入可
不小呢。
還好，法國人雖然很為自己的文

化自豪和驕傲，但他們在日常生活
上待人接物尚算有禮，思想開明，
也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所以，

巴黎一直是世界藝術家的聚集地，
在二十世紀藝術發展史上，旅法外
國藝術家們就在這裡打造了多個影
響深遠的藝術流派，如來自西班牙
的畢加索等。而在現代時尚史上，
法國時裝設計師就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了。
現年九十五歲的法國高級時裝設

計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就
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西方設計
師，早在改革開放初時，他已前瞻
性地看到中國商機，並於一九七九
年在北京舉行新中國首場時裝秀；
而具代表性的法國時裝雜誌Elle（中
文名為《世界時裝之苑》）也成為最早
（一九八八年）以版權合作形式進軍中
國媒體市場的西方雜誌，比有「時
尚聖經」之稱的Vogue（中文名為
《服飾與美容》）早了十七年。
這位名師和這本名刊可以說給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衣着保守的中國女
人帶來時尚啟蒙。去年是皮爾．卡
丹加入時裝界七十周年（以一九四
七年加入Dior起），他不但在法國
南部普羅旺斯舉行了紀念展，也分
別在美國羅得島和北京舉行，可見
他對中國的眷戀。
那些年，皮爾．卡丹就是一張響

噹噹的名片，不用說昂貴的時裝，
即使擁有一瓶皮爾．卡丹香水，都
是值得炫耀的。

有人說新界鄉議局是一個封閉的組織，只關心原居民權益，只
注重土地的利益，真是這樣嗎？

在我撰寫《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與傳統文化承傳的十年中，我翻閱
了不少鄉議局檔案資料，驚訝地發現，這個機構其實為整個香港做了不少事情。
第一，解決香港水荒的問題。曾有一位本港著名學者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
「香港人用的東江水，只是流經新界而已。」我問他：「東江水經過新界就直接
流進了你家嗎？當然不是，它必須先淨化並有個水庫先儲存起來。」香港總共有
十七個水塘，十個坐落在新界，佔整個香港92%儲水量的萬宜水庫，即在新界西
貢。今天萬宜水庫的水底下，有六條村的祖屋祖田祠堂，即是淹沒在水底。
第二，提供土地資源。明確來說，1898年英國佔領新界之前，新界所有的土
地都是原居民擁有的。英國人改變了土地用途，凡屬有人認領的，就是私人土
地，沒有人認領的就充公，成為皇家地。而政府在七十年代為了解決港九人口擠
迫的問題，遂在新界發展新市鎮。政府要徵收土地，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原居
民你都得同意。
第三，在教育方面，於1968年到1982年間成立三間鄉議局中學，作育英才。
第四，建議政府在新界成立多家公立醫院，以解決新界地區醫療設備的不足。
第五，80年代初向英國政府抗議，將香港留學生的學費大幅度增加，視香港留
學生等同其他外國留學生學費之事。
第六，呼籲港九新界市民支持新界鄉議局向北京中央政府建議的，回歸後的香
港土地政策。故此，我們不要以偏概全看事物，要以立體的角度來看新界鄉議
局，它所做的事情並不只是維護原居民的權益。
今年伊始，1月13號星期六，新界鄉議局和環保協進會合辦「太陽能源在香港

市民參與的困難和解決方案研討會」，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兼新界鄉議局議員邱榮
光呼籲政府宜參考外國經驗，設立資助，將回本期縮短，制定標準安裝、工程結
構設計等。有環保組織報告指出，超過八成的香港市民願意使用太陽能板，配合
今屆政府施政報告，市民願意為減緩氣候變
化的問題盡一分力量。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新界鄉議
局在劉業強主席的領導下，傳承近92年歷
史的鄉議局核心精神——既維護原居民傳統
權益，也能維護香港市民的集體需求。

鄉議局為香港做了些什麽？
廖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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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天籟聲

在南國氣溫的升升降降、降降
升升中，又快到農曆新年了。

這段時間，每天一睜眼，四周傳來最多的聲
音便是裝修的噪音，電鑽聲、敲擊聲不絕於
耳，刺鼻的油漆味兒也時時瀰漫在原本清新的
空氣裡。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弄不明白為什麼
有很多人喜歡趕在年前裝修，致使全家人要在
難聞的味道中過年。到後來，閨蜜的一句話解
開了我的疑惑：「過年了，親戚朋友相互走
動，誰不希望自己家在別人眼裡看起來是光鮮
亮麗的？哪還管他味道不味道。」
我的父親年輕時一直在外地工作，總是大江

南北地各處奔波，後來年紀大了，到鄉下定
居，常常幾年都不出一次遠門。偶爾請他出去
旅遊一次，回到家裡，便一味地跟左鄰右舍晒
行程，晒照片，晒旅途見聞，翻來覆去的，能
把一次旅行說上一年。父親對旅途的「晒」，
讓我想起我小的時候他對我的成績單的
「晒」，當然那時候晒得最多的是語文成績和
獲獎的作文，整整齊齊地貼在牆上，總是讓人

有幾分難為情，感覺自己彷彿櫥窗裡被展出的
物品一般被人參觀着。
漫畫家朱德庸曾經說︰有一種人，他穿時尚

的衣服是為了讓別人看，他開的車也是為了讓
別人看，他居住的家裝修也是為了讓別人看，
他所從事的工作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的孩子
送名校也是為了讓別人看，他一切的一切都是
為了展現給別人看，看自己的品味或成績或格
調，所思所想都是以他人眼光做唯一標準，這
種人我稱為「櫥窗人」。
朱德庸的話說出了太多當下人生活的現狀，

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親友、鄰居
間炫耀孩子的，炫耀名車、名牌服飾的已屬平
常，更有的，甚至炫耀起已經逝去的婚姻。朋
友的姐姐，年過不惑，和丈夫的感情早已破
裂，二人也爽快地辦理了離婚手續，由於前夫
在單位的職務較為敏感，再加上二人不願過早
讓孩子知道離婚的事情，便和某電視劇中的主
角一樣「離婚不離家」，外人知其婚姻狀況的
甚少。於是，在一些需要進行「夫妻秀」的場

合，二人便仍舊以模範夫妻的模樣恩恩愛愛地
出席，回到「家」，卸下面具，彼此仍舊是陌
路人一般地冷漠相對。想像中，他們大抵如同
櫥窗裡的兩個模特兒，雖然近距離地處在同一
空間內，而所謂的「近距離」，純粹是為了在
人前的展示罷。
記得小的時候，每次經過商店的櫥窗，都會

很羨慕乾淨的玻璃裡鮮亮而華麗的一切，心生
嚮往，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會擁有那樣一個美
麗的櫥窗，擁有裡面的一切。等到自己長大
了，漸漸地把一切看得真切，才明白，櫥窗裡
的一切，不過是擺給別人看的，光鮮靚麗的背
後，那些疤痕或者骯髒的痕跡，永遠隱藏在看
不見的角落。
打開了那扇玻璃，面對真實的時候，才知

道，最重要的是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到底是
為什麼而活，為誰而活。想清楚了，大抵就會
擺脫活着的桎梏，走出櫥窗，找到真正的自
己，拋卻一切的虛榮和慾望，簡單而純粹地為
自己而活。

你為誰而活？

重新發現李清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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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
關心氣候
變化給人
類帶來的
影響。
作者提供

新儒學家梁漱溟
的父親梁濟看不慣

當時社會風氣敗壞，投湖自盡前寫
下遺書，提及自己不齒置身官場隨
波逐流，不忍耽於逸樂之餘，認為
人生之樂各有所好，聲色犬馬/錦衣
肉食非其所喜，最為領略寒士清風
明月之趣味。
他眼中的「清風明月」是什麼
呢？原來是少年時高碑胡同情景中
之：「一竿紅日賣花聲」、「滿城風雨
賣絲糕」、「簫聲吹暖賣餳天」以
及六七月之叫賣菱角聲……這些都
不是什麼陽春白雪，不外是來自街
頭小販的叫賣聲。
石屎森林中長大的新一代慣聽流
行曲一種聲音，當然不會想像到北
方胡同過路小販的叫賣聲會那麼迷
人。那些叫賣聲之所以終身迷住梁
濟，正因出自不同鄉音嗓子
的叫賣者，發自內心全無造
作的生活天籟之音。
那天席上從梁漱溟談到梁
濟，曾經領會過不同地域年
代失傳市聲的朋友，不由喚
起陳年老遠的記憶，便無不
興致勃勃大生同感。
少年時居住過澳門的表叔
尤其興奮，一連說出他少年
時至今難忘的幾種叫賣聲︰
一是冬天下午時分手挽鐵桶

過路叫賣的「咖喱牛腩通心粉」和
「豆撈」廣東人稱的豆撈近似麻
糬，是外塗厚重花生粉以豆沙為餡
的糯米丸子；二是入夜以後頭頂直
徑三尺左右大圓鐵扁罐，漢子叫賣
「熱辣辣新鮮出爐麵包」，和挑着
擔子以清脆四邑話高叫︰「四邑榮
記百草涼茶」的漢子，涼茶擔子前
面燃點着長筒玻璃罩，火光微弱的
煤油燈，當中大鏡檔主肖像兩旁寫
有「製藥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
對子；在同樣電力不足路燈掩映
下，別有一種迷人的蒼涼意境。
也有長輩則笑說，最難忘是小時

候睡到半夜聽到夜香婦洗馬桶的聲
音，不是人聲，但是有固定專業的
節奏感，跟韓翃〈酬程延秋夜即事
見贈〉詩中那句「砧杵夜千家」所
說千家萬戶搗衣的砧杵聲也相似。

消委會抽
查廿款保暖

防寒內衣的功效，保溫程度
竟出人意表，平均保溫值最
多可相差逾兩倍，99元的竟
然暖過559元。
這對盲目追求貴價貨的消

費者來說，是一大警示，原
來價錢與質量不一定能成正
比，我們是否需要有新的消
費概念呢？
上世紀生活艱難，家庭人

口多，人人追求平價貨；現
在社會富裕，家庭人口少，
普遍花得起錢，有能力買貴
價貨，就對平價貨不屑一
顧。普遍概念是，便宜貨成
本低，想當然質量也高不到
哪裡去；何況，貪便宜出事
的例子也不少。人們的消費
概念確是迷失。
物質匱乏年代，保暖內衣

沒有太多選擇，隨便一件內
衣，加一件防寒羊毛內衣打
底，穿上好幾年，一件棉
襖，度過很多個冬天，哪有
今天這麼多的功能考究，什
麼輕身透氣，吸濕快乾，防
止敏感等，名堂多多，吸引
消費者視線，注意力不在價
錢，商人訂價就更容易了。
現在衣服功能有所改變，

時裝功能多於實用功能，在
減價季節，羽絨外褸才一百
幾十，誰的家中沒幾件？價
錢若便宜，對功能沒要求是
正常的，若便宜貨有高效
能，是意外的得着。
消委會的監測，確是造福

市民。衣服效能高低，只是
金錢上的損失；但關乎人體
健康的日用品和食物，監測
至為重要。食物玩名堂，一
大堆看不懂的食物科學名
詞，包裝上註明沒有荷爾
蒙，沒有激素字樣，是否真
實？現在高價的有機食品，
是否值得追捧？還是一個謎
團，都需要有關機構作深入
的測試。
當然消費自身，也要提升

智慧。日常去超市，適逢水
果貨架換新貨，一袋二袋的
舊水果促銷，減價水果一般
都不是我的選擇。
這天因為貨架空着，選擇
不多，於是湊看促銷水果，
10元一袋6個新奇士橙，表
面看也完好無缺，因為貪便
宜買了兩袋，拆卸包裝品
嚐，竟然也有百分之一百的
質量。
貪也有得着，平嘢還是有

好嘢的。

■現代化的北京小販，有了小播音器，
叫賣省氣了！ 網上圖片

中國踏入習近平
時代，中央對香港

政策除貫徹堅守「一國兩制」外，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加強聯繫，施
與眾多優惠政策，中央各部委以及
駐香港機構的官員，更積極宣傳推
廣國策。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是一位老香港，還講得
一口廣東話。王志民聯絡時顯得特
別親切，在港多年的他仕途步步高
升後，分管青年工作，後來更成為
青年部部長，成績彪炳，調升澳門
任中聯辦主任。數年後又調升接替
張曉明任香港中聯辦主任至今，甚
得港人歡迎。
由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任主席的
香港青少年軍日前舉行總會大樓開
幕儀式，重視與青年同行的王志民
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謝鋒以及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解放
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少將等
主禮，場面相當壯觀，青少年均更
顯得鬥志軒昂。王志民時用普通
話，時用廣東話，動情分享故事，
甚至坦言讓青年人分享他成長的故
事，場面相當感人。
「中環西環行埋一齊幾好噃。」
王志民用廣東話講這句精警的話，
令人印象深刻。王志民又說︰「會
愈做愈多，做出更多成果。」在場
眾人當然認同王志民的金句，特別
是林鄭特首。兩位志同道合的中央
與特區官員，惺惺相惜，我們在媒
體上看到此情景，非常雀躍。的
確，中環西環同努力，相互配合為

香港，守護這個幸福的家園。
其實，近年來在中央駐港眾官員

指引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緊跟中
央走，積極宣傳推廣國家政策，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尤其是對青年朋
友的關注。事實證明，港人的愛國
愛港精神和歸屬感日益增強。
中共十九大精神對港人也是一個

學習的機會，增強了港人的自信，
深感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香港人的
幸福感。
我們非常重視與青年同行，同為

國家，為香港繁榮安定而奮鬥。關
鍵是政府、社會都要重視青年教
育，灌輸知識之外，更重要是教育
如何做一個有為的人。其中，學校
老師所肩負的責任相當重要。
人事變化是正常的事。最近，香
港數間大學校長任期屆滿，最近又
接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來函道
別：「就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轉瞬
七載。期間多蒙垂顧，高誼雲情，
不勝銘感。」
沈祖堯已於2017年 12月 31日去

職，由段崇智教授接任。段教授現
掌美國匹茲堡大學多項學術及行政
要職，兼任中大傑出訪問教授及組
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研究所所長，為
國際學術權威，中大得其領導，必
能層樓再上，日新月異。
沈校長發自衷心的言詞，令人對
他更為敬佩不已。沈校長將在中大
醫學院內科學系繼續執教，從事研
究工作以及為市民診症。
思旋衷心祝福沈校長再創輝煌，

更希望沈校長能成為青年人的學習
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