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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傷身，酗酒招禍，這已是公認的常
識。可是，每遇酒精釀成的悲劇，還是感到
痛心。前幾天去參加了一位同事的追悼會，
回來後老覺難以釋懷。這位同事今年剛滿六
十，身體本無大病。幾年前的一個秋晚，他
被朋友拉去喝酒。在朋友的硬勸軟磨下，他
喝了個酩酊大醉，回家時沒找到家門，就躺
在樓下的沙堆上酣睡過去。
一夜的霜露風寒，使他的身體很受傷。從

此患上偏癱、中風等疾病，終日吃藥打針，
健康每況愈下。苦苦掙扎了幾年，但最終沒
能掙脫死神的魔掌，戀戀不捨地離開了人
世……
像這位同事這樣毀於貪杯的事例，現實生

活中並不少見。無數事實證明，過度飲酒不
但危害健康，引發心血管、腫瘤等疾病，還
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公害。許多交通事故、矛
盾糾紛、違法犯罪等，都與過量飲酒有關。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1萬多

人死於酒精中毒，至少有60種疾病源於過量
飲酒。另據交通部的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
我國因酒駕引起的交通事故佔所有交通事故
的80%，平均每年發生25萬餘起，造成約5
萬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近13億。至於它在
其他方面的危害，更是難以計數。有人感歎
說「酒禍猛於虎」，實非危言聳聽。

那麼，為什麼我國的酒禍會如此嚴重？這
其中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我們傳統酒俗中的
一些弊端，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國人喝酒，向以豪放著稱。尤其待客

的主人，最重慷慨、大方，備酒務求足，勸
酒務求多，總是勸人多喝猛喝，「將進酒，
杯莫停」，卻很少考慮因此產生的後果，這
便形成「多多益善」的勸酒習俗。至於勸酒
的方式、方法，自古就花樣繁多，甚至驚世
駭俗。如《三國演義》中張飛的勸酒，就讓
人不寒而慄。這傢伙嗜酒如命，自己喜歡牛
飲，對別人則喜歡「武勸」。

每次召集部下喝酒，他都要求把大碗中的

酒一口喝乾。誰不喝乾，就賞一百軍棍。下
屬曹豹不會喝酒，張飛大怒，舉棍就要打。
眾人求情，張飛才抽了他五十皮鞭了事。另
一個勸酒的極端是西晉的首富石崇。據《世
說新語》記載，石崇經常宴請客人，又好勸
酒、逼酒。他勸酒的方法很特別：先讓家中
養的美人給客人敬酒、勸酒。如果哪位客人
不乾杯，他就叫家奴把勸酒的美人殺掉。很
多客人懾於人命關天，不得不多喝，直喝得
爛醉如泥。大將軍王敦不理這一套，無論美
人怎麼勸他就是一滴酒也不喝。石崇見此也
毫不含糊，連續殺了三個美人，想逼迫王敦
喝酒。但王敦始終不為所動，這讓石崇的勸
酒付出數條人命的沉重代價……
隨着時代的發展，像古人那樣野蠻、殘忍

的勸酒方式早已絕跡，但以多為尚的勸酒宗
旨在後世卻無多大改變，只是在方式上更富
有地方特色。如素稱「水滸之鄉」的山東魯
西南地區，盛行大碗飲酒，飲宴時一要「喝
亮盅」：主人先將酒桌中央稱作「亮盅」的
大碗斟滿酒，恭恭敬敬地端到主客面前，主
客便一飲而盡。然後別的客人依次自取「亮
盅」，滿斟而飲。

大家都喝過後，主人再為客人端第二盅。
如此反覆循環，客人喝得愈多愈好。不能堅
持到底的，也要連飲三大碗，美其名曰「桃
園三結義」。二曰「推磨」：先備下一隻足
可盛一二斤酒的大碗，碗中倒滿烈性白酒，
放於主客面前。主客要不推不讓，伏身牛
飲。喝過一大口，再推碗給下一位。下一位
客人同樣要伏身飲過，再依次向後推。這樣
周而復始，一輪一輪地喝下去，不許有半點
作假。
至於婚宴飲酒，勸酒的主人一輪一輪反覆

勸酒，常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直喝得天昏
地暗，「家家扶得醉人歸」……其他地方飲
酒雖不如「水滸之鄉」豪放猛烈，但也各有
勸酒的妙法，各有把人灌醉的勸酒詞兒。誠
如著名作家莫言在《我與酒》中所言：「飲

酒有術，勸酒也有方。那些層出不窮的勸酒
詞兒，有時把你勸得產生一種即便明知杯中
是耗子藥也要仰脖灌下去的勇氣。在酒桌
上，幾個人聯手把某人灌醉了，於是皆大歡
喜，儼然打了一個大勝仗……」以上事例足
以說明，強行勸酒是十分有害的陋俗，而勸
酒的主人又常是這一陋俗的「罪魁禍首」。
所以，要減少酒禍的發生，就應革除強行勸
酒的陋俗，轉變做主人的職能。這方面，美
籍華裔作家劉墉先生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
鑒。
劉墉先生在《先做朋友》一文中，講了這

樣一件事：他每次到一家酒店宴飲，總見店
裡最醒目的地方掛着一個大牌子，上面寫
着：「先做朋友，再做主人。」當酒店老闆
知道有人要請客時，也必然會在把酒交給顧
客時，叮囑說：「先做朋友，再做主人。」
劉墉先生開始不解其意，便問老闆，老闆便
向他解釋說：當你舉行宴會時，就主人的觀
點，自然要做到酒水無缺，客人要什麼酒，
你都能拿得出來，以此顯示主人的周到與慷
慨。
然而卻沒考慮客人喝多了酒開車有多危

險，對他身體的危害有多大，結果可能做了
最好的主人，卻成了最壞的朋友。所以做朋
友比做主人更重要。請人喝酒時，首先應該
從做朋友的角度考慮，再去做個好主人……
酒店老闆這番語重心長的話，是多麼可貴的
提醒！他的平常之舉，卻為我們的酒俗改革
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如果我們的飯店、酒館
也都能像他那樣，掛出「先做朋友，再做主
人」的招牌；我們請客的主人也都能先以朋
友的身份，多想想過量飲酒的嚴重後果，限
制客人飲酒；而做客人的也能充分理解主人
對酒的「吝嗇」，主動拒絕勸酒，這樣，那
「猛於虎」的酒禍必會大大減少，它帶給人
們的健康、安全隱患也將大大減輕。

無疑，這對個人、家庭和國家，都是有百
利而無一害的大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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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觀察 孩子的便便

大便暢通對孩子
非常重要，孩子大

便一不好，便很易生病。
但為了保持大便暢通，而不分季
節地餵孩子吃水果，就容易使孩子
體質漸趨寒濕，隨時會得不償失。
如今衛生署還常常派小冊子，學校
又多加教育，要孩子一天兩份水
果，實在不合中醫養生之道，尤其
在香港這麼寒濕和空氣差的地方！
例如很多人覺得橙通便，自己一天
吃幾個，也要孩子一起吃，我常常
看到有孩子咳，但父母還要他吃
橙，真是傷上加傷。
要纖維的話（若要維他命Ｃ也是
同理），進食不同的菜已有很好的
效果。水果可以吃，但不用很多，
更加不要從雪櫃拿出來。
通便的話，我首選番薯及黑芝

麻，也可以加到粥裡。白米有另一
重補氣效果，務必要找有機的粳
米，不是茉莉米。韓國和台灣也有
出產不錯的越光米。
黑芝麻較易上火，不能天天吃，
覺得大便不順才需要，下到粥裡會
比較溫和。若製成芝麻糊可以加點
冰糖。
夏天可以製成芝麻糕，加入魚膠

粉便可，但若放過在雪櫃便不要立
刻吃。
番薯作為早餐，通常已有很好的

效果，可以蒸或焗；有時孩子吃得
悶，我會加點楓糖漿或椰糖漿。
另外益菌類也能促進腸道蠕動，

包括乳酪及麵豉湯。兩者也必選有
機的，乳酪我會放至室溫或自己製
作，孩子最易入口，但個人認為麵
豉湯功效較快。
成人的處理方法一樣，還可以外

加熱敷，都是暖敷肚面或底椎。另
外可以喝濃一點的薑湯，早上喝效
果很好。網上也有不少瑜伽是促進
腸道健康，可以當拉筋來做，動動
肚子附近的肌肉。一個星期也至少
吃一天粥做早餐，清清腸胃。

長期以來，余先
生（余光中）均被

政治化了。
畢竟余先生是屬於文學的。
文學是沒有疆界的。
他不僅屬於台灣，也屬於大陸，
所以他寫道︰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黃河之間
枕我的頭顱，白髮蓋着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
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以上是余先生在三四十歲時寫
的。
那時，他已給他的後事作了預設
了。
這首詩充滿思鄉懷緒之情！
詩寫於一九六六年的一個
寒夜，時年余先生剛受聘於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
任副教授，身處異鄉，臨窗
西望，思念着遙遠的祖國大
陸。
自從一九四八年七月余先
生離開中國內地遷居香港以
後（翌年又到台灣求學
去），無奈秋風落葉，已歷
經十七年了。
二十歲離鄉別井，三十而
立，歸去不知何年何月。

此時此刻，多愁善感的詩人想到
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後葬身
「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最美最
母親的國度」。
詩人只能臥聽兩旁一江一河的滔

滔東流水，在江河的安魂曲中「坦
然睡去」。
在詩中，他緬懷四川重慶江北悅

來場、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那裡讀過
中學的青少年歲月。
那裡多山多樹多鷓鴣，鷓鴣在春

霧迷蒙的林中啼喚着︰「行不得
也，哥哥！」
這使他聯想起南宋辛棄疾的名句

「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余光中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自

稱江南人，在這首詩裡他不懷念南
京而想念重慶——多鷓鴣的山城，
意喻啼鳥催人歸。
誠然，故去的余先生，已向歷史

交出了輝煌的文學成果。
余先生雖被目為現代派的詩人，

但是，他的詩卻是寫實的。
他的詩是他內心的觀照。

（《懷念余光中》之五）

女星恬妞（朋友都暱稱她為小由），其實筆者跟小由並
不熟識，只因工作關係對於她過去的演出工作、婚姻家庭

生活資料有所認識。
相反，筆者跟恬妞的親姐姐恬妮、姐夫華哥（岳華）當年更為熟識；記
得某年，華哥邀請多位娛樂記者到他家中作客，由恬妮姐下廚，炮製佳餚
美食，這頓飯筆者至今回想起來，實在是印象極為深刻，因為恬妮姐「下
手」太重了，餸菜「鹹」得入口都感到「苦澀」，大家都忙於「灌水」解
「鹹」，不過恬妮姐和華哥的誠意招待，記者們都被感動了。
恬妞的性格直爽，開朗，唯一當年她對女兒朱宇豐（是恬妞與前夫葉某

所生，原名為葉三莉，後改跟恬妞姓氏為朱曉彤）的感情取向，甚少在人
前提及，隨着時間及生活的變遷，現在恬妞已接受女兒感情的取向，口中
經常說女兒在事業上的成就，令她感到驕傲，至於女兒的感情事她就說︰
「完全接受了，只要她開心幸福，她愛誰我就愛誰！」
筆者跟那時只有十五六歲的朱宇豐有過一面之緣，彼此沒有交談一句話

卻對她有着深刻的印象，也是機緣巧合所致吧！話說當年肥姐沈殿霞演唱
會，在後台女藝人休息室見到恬妞母女倆（恬妞跟肥姐交情深厚），恬妞
一直表示不能理解女兒的感情取向，她還很直接就問筆者︰「有什麼好意
見給我呀？」筆者記得當時也很直接地說︰「佢大個女啦！好清楚爸爸和
媽媽點解會離婚，佢只係好想像個兒子般保護你！感情事你相信佢、尊重
佢嘅決定，亦係佢個人的權利。」然後筆者望着朱宇豐說︰「這樣的感情
路並不容易走，會承受很大壓力的啊！」朱宇豐微笑點頭，以示認同筆者
的說話。
回想起此事，筆者那時的一番說話如此有信心，也是因為當時坐在母親

旁的朱宇豐，雖然像個大男孩（中性打扮）卻一直微笑，只是用右手輕摟
着母親的肩膊予以安慰，筆者從朱宇豐的眼神中，看到她的成熟、堅定和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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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期 專 欄 講
到，有位朋友在

2017年底諸事不順，向我求助，
而我拆解了他住宅的「銅片消失
之謎」——正是因為銅片被移
走，無法化解煞氣，令他和母親
都受到衝擊。
其實這位朋友是我第一屆風水

班的徒弟，十幾年前跟我學過風
水，只可惜他為人「客氣」，在
時間的洗禮中，早就一點一滴把
知識「還」給了師傅。為師只好
再次親自出馬，利用風水佈陣，
幫他避免2018年可能發生的危
機！他居住的獨立屋的後門是北
門，前門則是南門。在2017年，
五黃病星在前門所在的南方，為
免煞氣進入家中，我囑咐他從後
門出入，但母親因為貪方便，則
繼續走前門，最終難擋煞氣。
如今到了2018年，則是恰好相

反，「風水神探」給他的意見
是︰要用前門出入，萬萬不可走
後門！皆因為後門朝向北方，正
是今年的五黃病星所在，若以此
門通行，只會令煞氣「暢通無

阻」！
而今年他又有一個「心腹大

患」：在他家後面，有一個空置
的獨立屋，隨時可能有人打算入
住、裝修。萬一真的又有人動
土，應該如何化解？
其實不難。首先，應該在後門

灰色地氈下面放銅片。其次，若
真的面臨動土，則更要在正北面
鋪上咖啡色（或芥辣黃色）的地
氈，並且上面鋪放銅片，以便化
解危機。
原因是正北方屬水，代表腎、

膀胱、婦科等疾病，本來就應該
盡量避免動土。若真動土，那麼
尤其要小心與「瘤」和「結石」
之類有關的疾病，可能是腎結
石，或是女性有子宮肌瘤等等。
看到這位朋友愈聽愈緊張，天命
也頻頻安慰︰只要有按照以上所
說的方法化解煞氣，理應不用過
度擔心。
朋友苦笑着說︰「見過鬼仲唔

怕黑咩？」若又有人在他附近動
土，他寧願先搬到別處暫避，等
風平浪靜之後再說！

「風水神探」再出馬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黃淑儀最近忙於
拍攝劇集《好日

子》，預算拍至3月才完工，故農
曆年留在香港過節，至於何時再拍
烹飪節目，她說未知，不過很期待
再做，她說︰「我都想返加拿大拍
《吾淑吾食》，始終是我住的地
方，有機會都想介紹。」
黃淑儀入行50年，當年與趙雅

芝、汪明荃、李司棋被譽為TVB四
大花旦，現已成功轉型為烹飪專
家，全因她忠於愛情，80年代毅然
追隨醫生丈夫徐景清移民加拿大，
在彼邦專心相夫教子，有機會大大
發揮廚藝。
曾去加拿大探望她，她家有個由
她設計的猶如五星級酒店的廚房，
設備整全，她經常在家請客，更在
花園放了一個大火爐，方便請客
時，用大鐵鑊炒菜更有鑊氣。
2005年她應邀回巢主持飲食節目
《吾淑吾食》及出版食譜，專注家
庭小菜，大受歡迎，自此她港加兩
邊飛，不時會在香港的家請客，我
有口福，在港加兩地都品嚐到她的
廚藝。
黃淑儀煮得一手好菜，因自小已
是「一家之煮」，擔起整家人的飲
食。她原出生富裕家庭，自小生活
豐足，有工人照顧。不過8歲時，
家庭環境起巨變，黄父決定移民香
港，自此她不再是住大屋、有司機

工人照顧的千金小姐，與父母兄妹
擠住一間小屋，事事要親力親為，
姊姊負責做家務，她負責煮飯，她
對下廚一竅不通，惟有 每天放學
後，跟着鄰居太太到街市買菜，鄰
居煮什麼菜她就學煮什麼菜。
持續的訓練令她愈煮愈好，她難

忘首次完美煎好一條魚，爸爸賞了
她五毛錢，那年代坐渡輪過海才一
毛錢，五毛錢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
的鼓勵。
黃父又怎想到，就小小的五毛錢

令黃淑儀由當家花旦成功轉型為烹
飪專家。

黃淑儀轉型做烹飪專家

頭頂冰花去上學的雲南男
孩，在朋友圈裡備受關注。媒

體蜂擁而至，趕到了他的家鄉。破敗的房舍，
冰冷的教室，長滿了凍瘡的手……孩子生活上
的貧苦，激起了眾人的善意。不到一周的時間
裡，超過70萬善款，從全國各地湧向了冰花男
孩的家鄉。當地數以千計「冰花男孩」的生
活，也因此會得到些許改善。
我想起一個朋友，於是發了一條訊息給他，
說看到冰花男孩彷彿看到了那時候的你。所有
的付出和努力，生活都不會辜負。朋友回覆訊
息給我，說也彷彿看到了25年前的自己，並自
嘲現在生活好了，可頭上的風霜融化不了了。
我覆他，那是生活給你的獎賞。
朋友出生在雲南一個彝族山村，我去過兩

次。第一次去是從昆明出發，坐六個小時的巴
士到縣城，再搭乘順路的車，到離村莊最近的
鄉道，然後徒步往半山的村寨裡走。第二次去，
是數年之後，路況有所好轉。朋友的哥哥專門開着新
買的汽車，到縣城去接我。車子開到距村口還
有半里地的樣子，就沒有可行的路了。
那一次我在村裡住了一個星期。普通平凡的

一個彝族村寨，依山的坡地築成梯田，長滿了
油菜花和卷煙葉。我在田間閒逛，學會了當地
人相互問候的一個慣用語，苦錢。「你最近去
哪裡苦錢了？」「現在找個苦錢的活兒不容
易……」和「冰花男孩」一樣，當年只有12歲
的朋友，頂霜冒寒，日夜苦讀，終於憑藉優異
的成績走出了大山。
朋友說，只有光腳走過最冷的路，才會在擁

有溫暖的時光裡，享受到內心的平靜和安寧。

有人說梅花香自苦寒來，我不以為然。人在
身陷絕境時生發出的勇氣，只源於內心的不肯
屈服和肩上不能推卸的責任。苦難絕不是通往
幸福路上的必經之橋。任何苦難都不應該被拿來頌
揚。因為無論歲月如何浸染，時光如何沉澱，
始終都無法撫平坎坷路上，曾經受過的苦。
最近有個朋友邀我逛街，幫他選一套適合相

親時穿的衣服。在這之前，我一直固執地認
為，損失大半身家才成功從一段婚姻中走出來
的中年男子，應該會無比慶幸正在擁有的自
由，和無拘無束享受隨意的芬芳。朋友坦誠相
待，說婚介公司已安排了一輪密集的相親對
象。我好奇，再次選擇你希望遇到一個怎樣的
女生。朋友說，我希望她沒有受過什麼苦。沒
有受過苦的女生，通常心思更為單純，更容易
營造輕鬆愜意的家庭生活氛圍。
我深以為然。畢竟，沒有人會願意永遠都全
副武裝的活着。我有一句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我能吃苦，但是我不吃苦瓜。能吃苦，不是因
為享受苦難，而是擁有面對苦難的勇氣和意
志。拒絕苦瓜，是因為當幸福可以自我選擇的
時候，絕不會自討苦吃。
對於自己是一個積極的人，我深信不疑。熱
愛工作，認真生活。不接受苟且，不委屈驕傲
的內心。但積極的人並非都信仰樂觀主義。大
多時候，他們已經不相信苦盡就會甘來，不相
信真的有輪迴。不相信苦難會造就幸福這種騙
人的雞湯。他們絕不會在莫可名狀的哀傷裡浪
費情緒。遇到熱愛的事情，不顧一切地投入並
沉醉其間。
我的一位至親，年輕時才貌出眾，物理尤其

是無線電特別好。受出身和成分所限，始終未
能進入大學，這成了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憾事。
即將進入晚年時，他意外失去獨子。痛苦再一
次像一團理不清的亂麻，一圈一圈纏繞在他的
脖子上。在無邊的哀傷裡，掙扎了數年之後，
他忽然重新振作了起來，不僅重新找了一份工
作，還積極學習新的生活技能，甚至一度計劃
想再找人生個孩子。
親人們為他的堅強和樂觀感到欣慰。有一回

約他出來吃飯，隔着一大鍋熱氣騰騰的燉羊
肉，我卻始終不敢直視他過早衰老的臉。我擔
心生活刻在他臉上的真相，會猝不及防地讓我
哭出聲來。

苦難是一場猝不及防的雨

根治酒禍，先除陋俗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楊天命

■2014年作者（左）與余光中同遊秦俑紀
念館合影，余光中擺出秦俑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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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番薯有益身體健康。網上圖片
■圖片是拍攝於颱風襲擊香港帶來的一
次大雨。 作者提供

■黃淑儀煮得一手好菜，因自小
已是「一家之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