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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過後沒時間午休便到了「蓬萊仙
境」。這四個嵌在道觀前院南邊照壁上的
字，據說是呂洞賓親筆書寫。其實我們是到
供奉道教著名八仙之一呂洞賓的「呂仙祠」
參觀。下車時雖然有雨，卻沒阻礙遊興，迎
客大門上綠色琉璃照壁，啟功先生題的「邯
鄲古觀」匾額高高在上。
中國寺廟道觀大門多朝南，「呂仙祠」大

門卻向西。一說是呂仙祠西邊當年靠古御
道，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如鯽，大門朝西便
於人們朝拜進香；另一傳說是邯鄲西部有座
紫山，常年紫氣縈繞，寺門向西有利道家修
煉聚納紫氣。道觀既名「呂仙祠」，供奉的
應該是呂洞賓，叫人意外的是當年路過此地
的書生盧生，因為做了一個夢，搶走了風
頭。我們皆為黃粱夢而來。

盧生是唐傳奇《枕中記》的主角，原名盧
英，字粹之。作者沈既濟把唐開元年間，一
個屢試屢敗的不得志書生，在邯鄲市北十公
里處的客棧，遇見道士呂翁（後人傳說是呂
洞賓）的故事寫下來，流傳至今。懷才不遇
的盧生向呂翁訴苦，自認命運不濟故屢考不
中。言談間客棧主人正準備要煮黃粱，呂翁
從行囊裡取出一個兩端有竅的青瓷瓷枕遞給
盧生說：「你先睡一覺吧。」盧生發完牢
騷，枕上青瓷枕即進入夢鄉。他從青瓷枕的
孔竅走進去，竟回到山東老家，娶了貌美如
花的妻子崔氏，考中進士。

此後官運亨通，步步高陞，一直做到宰相
的職位，生五個兒子，全是高官，媳婦皆高
門之女，兒孫滿堂。享盡人生富貴，八十歲
命終時，盧生突然醒來，發現自己還睡在客
棧裡，周圍一切如故，甚至連客棧主人在炊
的黃粱飯也還沒煮熟。盧生因此感悟人生如
夢，放下想要追求的功名利祿，跟隨呂翁去
求道。
呂洞賓在唐朝把盧生帶去深山求道，一直

到明代重修此祠時，負責設計的師父在照壁
準備四塊青石板，請來許多書法家題字，卻
無一合意。一日突然跑來個叫花子，閒逛至
南牆下，順手抄起掃帚，蘸着剩菜湯在青石

板上劃拉開來，監工見狀把他趕跑，之後用
清水沖刷，青石板上顯出「蓬萊仙」三個
字。呂洞賓正是蓬萊仙呀！結果四塊青石只
寫三個字。
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這裡

小憩，聽道士講述並看到龍飛鳳舞的「蓬萊
仙」後，想了一夜，隔天補個「境」字。導
遊指着最後一個字說：「『御筆不如仙
筆』，人人都說乾隆雖貴為天子，卻是肉體
凡胎，比起前三個字的仙風道骨，『境』字
遜色太多了。」
一行人聽說是神仙和皇帝合作的書法，紛

紛過來合影。雨還在下，時大時小，撐傘有
些不方便，有的景點便忽略了。照相時看見
中國原書協主席沈鵬筆法瀟灑的對聯「蓬萊
仙境蓬萊客，萬世儒風萬世詩」掛在當年原
是道士煉丹的丹房，故稱「丹門」，門上懸
着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歐陽中石題的「澤沛蒼
生」匾額，「經過此門者，好運常相伴」。
不迷信的人也樂意接受，丹門內一道水堤走
向八角亭，兩個水池皆種荷花養鯉魚，遊客
緩步流連因為人人都在拍攝，經過八角亭後
的午朝門進入「神仙洞府」。在首座大殿享
受第一縷香火的是呂洞賓的老師漢鍾離，這
座道觀完全體現了中國人尊師重道的精神。
呂祖殿就在鍾離殿的後面，門楣橫幅題「孚
佑帝君」是元代對呂洞賓的封號，「道院光
招蓬萊客，玄門常會洞中仙」對聯告訴遊客
這就是呂洞賓的供殿，壁上畫滿呂洞賓的生
平事跡。
中軸線上最後一座大殿門兩側的對聯「睡

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
無少長俱是古人」，淺白易懂卻內涵深刻哲
理，終於來到我們尋找的黃粱夢主角「盧生
祠」。祠外有人在點燃香火，祠內有人圍着
被香煙燻得像黑人一樣的盧生，雙目緊閉，
側身而臥，似乎仍在夢中。大多遊客並沒注
意觀看周圍牆壁描繪的盧生夢境圖畫。遊客
更在乎的是「摸摸頭，啥都不用愁；摸摸肚
子，富貴榮華一輩子；摸摸腳，啥都
有……」流傳的言語因為充滿世俗人間的誘

惑，遊客連排隊也顧不上，爭先恐後摸頭摸
腳摸肚子，盧生也因為遊客長期撫摸的汗漬
而全身光滑亮澤。
一場黃粱美夢叫盧生清醒了他自己，從此

明白功名利祿一場空，榮華富貴一場夢。沈
既濟的《枕中記》之後，這個夢一而再地被
改編和續寫。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
傳》，元代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
有湯顯祖的《南柯記》和《邯鄲記》，清代
蒲松齡的《續黃粱夢》等都是。研究學者認
為《枕中記》對經典名著《紅樓夢》產生極
深刻的影響。黃粱夢反映出中國儒道兩家的
「無為是永恒，出世是正道」的傳統思想，
邯鄲就在盧生做夢的地點建了「盧生祠」，
然而，傳說歸傳說，故事歸故事，到「盧生
祠」來的香客顯然尚未真正領悟寧靜致遠、
淡泊名利的人生真諦。金代詩人元好問在
《題盧生廟》一詩點出了人性︰「死去生來
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
者，猶是黃粱夢裡人。」
邯鄲永年縣蘇里鄉，因為一篇《黃粱

夢》，一九八四年改名黃粱夢鎮。文學的力
量又一明證。本來應該是住在黃粱夢鎮的人
才算是黃粱夢人，然而，元好問一詩讀來令
人忍不住要歎息一問「又有誰不是黃粱夢裡
人呢」？

出來時雨漸小，把雨傘收了，才見東側有
座「八仙閣」。這裡當年可是八仙相聚小憩
的地方呢。北洋軍閥時期，吳佩孚曾在此駐
軍，剛毅正直，德行操守和氣節上鶴立雞
群，並支持五四學生運動，以四不宣言「不
出洋，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
債」贏得「愛國將軍」美名的吳佩孚，從他
在這兒題「世變幾滄桑，百眼冷看道上客；
塵緣皆夢幻，黃粱熟待枕中人」的對聯，證
實他確是北洋體系中罕見的秀才將軍。
上車時午休時間已過，卻覺昏昏欲睡，旅

遊巴士搖搖晃晃，本來說路上要唱歌要表演
的人也沒有了聲音。巴士上的人心裡還在猶
豫：睡，不睡？有點擔心夢醒以後，也許就
跟着盧生求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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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風景 擁抱普通話

有大學生因為普
通話豁免試不合格而

跟大學職員理論，過程中爆粗，惹
來一陣批評，再次引起人們對學習
普通話的熱議。
前幾年，有人暗搞「去中國化」
（或「去大陸化」），又妖魔化
「普教中」，令有些入世未深的青
少年抗拒學習普通話。
我生長在南方小城，日常說話是

當地方言，但老師上課講的是普通
話，所以，人們的普通話都帶點當
地的口音。小時候，為了學說標準
普通話，我常跟着電台播音員讀新
聞。
記得讀初中時，因為在學校寄
宿，閒時無聊，當時也沒什麼娛
樂，為了學好普通話，我和同宿同
學看了當時流行的一部電影《渡江
偵察記》，一看十三遍。兩個人還
約好，互相分工，把全部電影台詞
都背熟了，晚上睡覺前，就在床上
學着電影人物的語氣和腔調，唸對
白，重演沒有場景的劇情。
電影中有一個鏡頭，由陳述扮演

的反派人物─國民黨情報處處長，
在路上巧遇喬裝成國軍的八路軍連
長，他以一副威風凜凜的姿勢、目
不轉睛地向對方問話：「你們的師
長叫什麼姓什麼……參謀長呢……
工兵營長……」步步進逼。

陳述也因此片成名，成為獨當一
面的反派角色扮演者，我的普通話
則因為這電影對白（後來也跟着央
視新聞聯播節目學習）大有改善。
十多年前在上海工作時，常跟品牌
公關聯絡，其中有位北京星級酒店
公關總監有次來上海出差，我們相
約見面，才知原來是香港舊相識。
因為之前只以英文名互相稱呼，彼
此普通話也都說得比較地道。
但她是土生土長香港人，當時在

北京工作才四年，就是跟着央視新
聞聯播節目學得標準普通話，閒聊
中還帶點京腔，乍聽以為是北京姑
娘呢。
其實，有機會多學一門外語或一

種方言，絕對是好事，也是傍身之
技，對工作、對交友更有便利。現
在，東南亞國家乃至歐美的華人都
能說流利的普通話（當地人叫華
語），鄰近內地的香港人不懂普通
話，或是說得不好，絕對不是光彩
的事。
弔詭的是，在教育界努力推廣普

通話時，我們的媒體用語卻日益方
言化或網絡化，雖然看起來有些親
切感，但我卻不太習慣，也不想習
慣。
可能我曾有「看戲十三遍」的紀

錄和情結，即使遭「本土派」謾
罵，我仍會高呼︰擁抱普通話！

時屆雞年歲末，
隆冬時分，北望神

州，白雪皚皚，寒氣迫人。而在南
方的香港，天氣也凍得很，只有單
位數的攝氏溫度。朝晚寒風細雨撲
面而來，實在不好受。再過數天便
到立春了，希望天氣會回暖，寒流
不再來，流感離開我們。期望大家
都身體健康。
雖然寒氣迫人，可是傳來的消息
令人振奮。去年香港外匯基金投資
收入2,520億，升了兩倍多。外匯基
金回報有百分之七，庫房進賬竟有
235億之多，本港七百萬人收穫不
菲。其實，去年全球各地經濟復
甦，無論在股市、匯市及樓市都很
活躍有波幅。掌舵人如果拿捏得
準，當然投資收入必多。反之運氣
差者，投資可能頭頭碰着黑，慘
哉，慘哉！
幸而，香港外匯基金掌舵人金融

管理當局手氣順，為港人賺大錢。
港人感恩不已，但是私底下一定懇
切希望還富於民，令人人都能分享
繁榮的成果。
當然，香港經濟有長足的進步，
尤其在金融發展及製造服務業等令
世界所羨慕，有賴於背靠祖國，常
得到祖國施予優惠政策而獲紅利。
國家主席習近平之愛將劉鶴先生在
世界論壇上發言，強調中國經濟開
放改革向好趨勢不變。城市化等潛
能巨大，中國將繼續開放金融、製
造服務業，研降外商在華限制，令
各國都能得益。劉鶴坦言要攻堅脫

貧，治理污染，化解重大風險。劉
鶴承認金融風險突出，將堅持穩中
求進，和平發展。2018年中國開放
舉措或超國際預期。
觀望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金融市

場，不要低估風險。尤其是虛擬貨幣搞
搞震，隨時會有突發事件，而引起金融
大風暴也未可料。各國監管機構已在檢
討嚴謹防備風險政策。
執筆之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在

任內最後一次議息。世界投資者都
紛紛在揣測，她究竟會放鷹或放
鴿。不過，我認為她已是臨別秋
波，無論是鴿是鷹，看來對金融市
場影響也不會太大。大家必將聚焦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發表的國情咨
文。雖然特朗普是商人出身，理應
在商言商，然而特朗普是一位政治
家，他必然會用有所詭異手段令世
界矚目，以爭取話語權。
另一方面，大家都憂慮美國將施行

保護主義，尤其對中美貿易收緊，「輸
打贏要」，以為會令中國屈服。其實要
知道，今時今日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
軍事上、外交上，都是世界強國。在習
近平主席領導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繼續加強開放
舉措，共同努力，互補互利，中國一定
勝！
受美國股市大跌所影響，香港在1

月份期指結算日時，也因此而單日
下跌數百點，作了遲來的整固回
調。不過這也好，看來這是牛市健
康的整固，唞一唞氣，邁步再前
行，迎接狗年的到來。

我的少年時代，看了大量的文藝書籍，我喜歡閱讀報紙的副
刊，它成為我主要的精神食糧。中國時報的《人間》、聯合報的

《淡水河》與中央日報的副刊，都是我的至愛。
認識余光中，要從報紙的副刊說起，我喜歡看他的新詩和散文，他的詩文滲透
出的意境，可以反覆咀嚼三五回，仍縈繞心間，久久不散。那個時候，我在台
灣，他在香港。1985年我來了香港，他回到台灣。
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詩集《放飛月亮》，我請他幫我題書名，他欣然同意。
從此，也開展了我與他的交往，因而也與余師母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甚至，余家
千金到香港某大學任教，也囑我代為照顧。
有人稱他為「詩壇祭酒」、「中華民族詩人」，但是，他的翻譯文學功底也相

當精湛，可稱為翻譯界翹楚，他翻譯的作品極廣，包括詩歌、散文、戲曲。十多
年前，王爾德的《不可兒戲》話劇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由於是余老師翻譯作
品，主辦機構邀請他從台灣來香港看演出，而他邀請了我與外子一起欣賞。那些
年，我們的互動挺多，我陪他到太平山頂看風景，也陪他到尖沙咀岸邊看日落。
他告訴我，在上世紀70年代底，曾經看過有俄文字的一艘大船，停泊在尖沙咀
岸邊，（他在金陵大學，讀過一年俄文）。
余光中是天上的文曲星宿，相信大家都同意，但是，比較少人知道他的口才也
非常的好！凡是聽過他演講的，都同意這個說法！詼諧幽默，旁徵博引，經常令
人哄堂大笑，可說是沒有半分鐘的冷場。
有一次，我發現內地出版他的詩集朗誦CD，而余老師本人並不知情，透過莊
仲希律師的協助，拿到了版稅，他說，拿到了這筆錢，想買張船票，從廈門到香
港。因為他當年離開大陸就是從廈門坐船到香
港，然後輾轉到台灣。
余光中祖籍福建，南京出生，因其母余太夫

人是武進人，他在武進成長，所以，他自稱
「江南人」，而筆者正是祖籍武進，也可自
稱，江南人了。余光中夫人范我存是他的親表
妹，他們是逃難到重慶的時候相戀的，所以，
他們兩人經常用重慶話交談。
梁實秋說：「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

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余光中是站在中華民族
歷史的高度寫詩，他去後有某些黨派，對他的
政治批評是極之不公允的。他是中華文化的精
魂，永恒不滅文曲星宿，正是這個主題，我寫
他的專訪稿，曾被《參考消息》轉載。

余光中與我的詩緣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剛剛看完
了無綫電視

的《溏心風暴3》，對夏雨
所飾演的奶茶王角色印象深
刻，沖茶左拉右拉功架十
足。
此刻朋友邀約前往去奶茶

王羅德師傅主理的專門店
「我杯茶」飲番杯，當欣然
赴會，為一嚐茶王的這杯
茶。
港式奶茶是我的至愛，近

年真是很難品嚐到傳統味
道。通常在茶餐廳奉送的餐
後茶，奶茶只是配角，很多
時候，茶餐廳的餐後茶都成
了餐前茶，食物未上奶茶卻先
上，於是被迫空着肚子飲奶
茶，有時候奶茶有澀味，有
時候又不夠熱，對於所謂送
的一杯茶，也很難有所要求
了。
羅師傅曾獲得2010年港式

奶茶國際比賽冠軍，及後在
2011年金鴛鴦比賽中同樣奪
魁。挾着金茶王之名，冠軍
奶茶的味道是怎樣的？在羅
德師傅的「我杯茶」，奶茶
有了新位置，配角成了主
角，以奶茶為主，食物為配
角，妹仔做了主人婆。
奶茶在舌尖回轉，茶香奶

香是另一番境界。說來難
過，飲了幾十年港式奶茶，
只能在今天品嚐中找到回憶

的味道。
一杯茶味濃郁，甘香純滑

的港式奶茶，首要選取多種
優質茶葉，並按不同比例加
以拼配，基於不同生產地，
不同年份，不同季節，茶葉
拼配十分講究，每位奶茶王
都有自己的秘方，再加以掌
控煮焗的熱度，經過絲襪反
覆隔濾，茶奶互撞恰到好
處，才拼出一杯優質奶茶。
老闆馮志堅說，他們面向

的客人是年輕人，並不是飲
了幾十年奶茶的傳統茶客。
年輕人花費不多，也想吃到
好東西，他們站着也可品嚐
奶茶，突破傳統模式。
而港式絲襪奶茶，以其傳

統獨特的沖泡技藝，早前被
列入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是應該一代一代傳承下
去的。弘揚香港美食文化，
傳承港人創業情懷，就是他
們公司的宗旨和願景，不單
在香港，期望在中華大地，
甚至世界角落，華人都能找
到這杯茶。
馮志堅曾經是知名的銀行

家，推動本港的黃金業發
展，又當過立法會議員，在
金融圈有極廣的人脈。金融
老將夥拍金茶王，兩金聯
手，有視野，有實力，打造
一杯金奶茶，含金量極高，
值得追求。

我杯茶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朋友傳來短片，華
爾街金融巨子羅傑斯

幾個女兒，都說得一口流利普通
話，而且還喜歡中國文化，小女兒
愛吃水餃小籠包，大女兒還寫得一
手漂亮毛筆字；連同月前特朗普七
歲小孫女唸唐詩，就算兩個老頭子
為討好中國故意安排小女孩做
Show，又有什麼不妥？
正如短片中羅傑斯所說，十九、
二十世紀是英美天下，廿一世紀就
是中國的天下了，要跟中國做朋友
打交道，就得學好中文和普通話，
這才是高瞻遠矚者抱有國際視野坦
率的心聲。
看中文打字那麼方便，外國人普
通話說得那麼流利，中國文化接軌
國際就絕對難不過英文了，今日全
面做不到，只要憑新一代的努力，
明天就一定做得到。
大學裡頭聽到普通話，有人擔心
粵語消失，可就神經過敏，粵語真
要消失，早在港英時代學府中滿口
英語期間就消失了，如今粵語不但
沒有消失，而且更加氣勢如虹，不
同公私營機構宣傳海報和商品廣告
都用到那麼多「乜嘢咩啫」粵詞粵
字，這現象便從未有過。
別說幾千萬人的母語廣東話，其
他人口更少省份的方言，就算到了
普通話成為潮流的一天，肯定也會

同時存在。正如英文普遍到作為國
際語言，其他西方國家的母語也不
會因此而消滅；同一理由，當西方
國家認為普通話如羅傑斯所說是與
中國溝通最方便的橋樑，推廣普通
話便是大勢所趨。
我們這些粵語人，只要視普通話

像英語一樣為學問的一部分，就無
必要自我困擾了，以為粵語從此會
消失，何況每種語言都有不同的語
趣，多學一種便多一種精神生活調
味，粵語的「細蚊仔」跟普通話的
「小屁孩」，加在一起多富南北情
趣！
強調粵語九聲之美之餘，不妨同

時欣賞普通話四聲的清簡，就因為
清簡而普通，西方人學起來容易上
口，中西文化交流方便，才促進外
國人更加深入了解認識中國。

普通話

上周末去參加了好友何鳴、
何雲聯袂舉辦的個人畫展。

何鳴與何雲是我見過長得最像的雙胞胎姐
妹，但同時也是性格最不像的雙胞胎姐妹，一
個沉靜內斂，一個活潑開朗。兩人的工作性質
也和兩人的性格相似，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影
院的老總，若是歸類起來，都是在文藝的範疇
內——屬於文藝範兒。這樣的兩姐妹卻同時做
了同一件事︰從零基礎的「小白」開始學畫，
在短期內迅速地創作了一批神韻極佳的畫作，
被朋友們集體讚譽有梵高的風采。於是，姐妹
倆的畫展《起鬨或者望呆》在策展人劉靜的張
羅下，於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正式開幕了。
記得以前看三毛的書《撒哈拉的故事》，三

毛曾經在書中寫到過去在巴黎有一群人，他們
在平常會上班做事，到了周末才畫畫，他們稱
自己為素人畫家。三毛和她的丈夫荷西生活在
撒哈拉沙漠，到了周末去海邊打魚，所以稱自
己為素人漁夫。
雙胞胎姐妹謙遜地稱自己為「素人畫家」，

因為畫畫是她們的生活中除了攝影、園藝等愛
好之外另闢的愛好。對於她們來說，畫畫並不
是為了出版，或者是為了名氣，而僅僅是在放
鬆狀態下愉悅自己的一個愛好，在畫中她們能
夠表達、宣洩自己的感情。何鳴的畫面總是一
些在路上的人物、動物和風景，就像她的詩一
樣，淡淡的筆觸下有着對生活和對遠方的嚮
往。何雲的畫面卻是濃烈而張揚，畫如其人，
在她畫中那些看似誇張的人物形象中，或多或
少地隱藏着熱鬧背後安靜的思索。
畫展的策展人劉靜可以稱之為「素人策展
人」。她的主業是報社主編，卻在業餘選擇了
做一個藝術策展人，在她眼裡，在這個日益喧
囂的塵世間，在我們雜亂無章的生活中，總有
一處地方能夠不受各種約束，她和她的搭檔能
夠在這方寧靜的小天地裡尋回自己的初心，能
夠讓整天忙忙碌碌的都市人，有個地方停下來
和朋友們一道起起鬨，望望呆。
我的朋友燕子是一家大企業的主管，她需要

負責上千人的幾個部門的管理，平日工作的壓

力可想而知，她幾次有辭職不幹的念頭，但又
捨棄不下公司的高薪和豐厚的福利，便年復一
年地堅持着。直到最近，燕子和幾個朋友在離
市區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塊地，每周末都到地裡
去，親手播種、育苗，把一塊荒蕪之地開墾出
來，種滿了各種蔬菜，在種植和收穫的過程中
把工作的壓力拋到九霄雲外。到了上班的日
子，燕子發覺自己經過周末的「素人農婦」生
活後，像打過雞血一般又充滿了幹勁。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我的電影拍攝現

場，為自己的夢想操勞着，突然想起朱自清在
他的文章《說夢》裡寫到的「我是徹頭徹尾讚
美夢的，因為我是素人，而且將永遠是素
人」。
朱自清認為「素」是和美夢相關的。而當下

都市生活的節奏愈來愈快，人們面臨的各種壓
力也愈來愈大，甚至連做夢都沒有時間。能夠
選擇自己所喜歡的事情在周末去做，把身心放
空，讓自己成為一個和工作日無關的輕鬆、自
然的「素人」，也不失為生命中的一件妙事。

素人生活

美夢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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