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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長只有三百八十米的鞭指巷，街容已
經陳舊，但九號、十一號院的陳冕狀元府，
卻猶如一顆蒙滿塵埃的璀璨明珠，使這條百
年老街巷蓬蓽生輝。冬日的一天，我迎着凜
冽的寒風，從省府前街北頭向西，經雙忠祠
街向南，來到鞭指巷，尋訪陳冕狀元府的蹤
跡，領略古城濟南的歷史餘韻。
鞭指巷這街名的產生和演變，本身就蘊藏

着許多精彩的故事。清康熙年間，這條小巷
內逐漸有了若干家經營鞭子、韁繩、鞍子等
等皮革製品的手工藝作坊，久而久之，被人
們叫作鞭子巷，清乾隆三十六年的《歷城縣
志．地域考》所使用的就是「鞭子巷」這個
街名。
後來，民間流傳着一個故事，說是有一

天，乾隆皇帝高跨御馬，在文武百官的前呼
後擁下駕臨濟南，遊完趵突泉後進入西門，
到鞭子巷南口停住，看到巷裡擠滿賣馬鞭、
牛鞭等車馬挽具的店舖，一片繁華景象，十
分高興，便馬鞭一指，問身後隨行的大臣劉
墉，「這街何名？」劉墉聽到皇帝問話，靈
機一動答道，「稟報萬歲，這街正如御鞭所
指，實為恩幸，可名之為鞭指巷。」乾隆帝
大悅，為此獎賞劉墉，從此，鞭子巷改名為
鞭指巷。
陳冕狀元府坐落在鞭指巷北段的路西邊，

是兩個坐西面東的院落，當年曾是清代山東
登萊青道台陳顯彝和他的兒子、曾任萊陽和
長清縣令的陳恩壽府邸。傳說陳恩壽的兒子
出世前，夫婦倆同時夢見百姓送給他們一頂
精緻的大官帽，並祝他們的後代成才。故
此，兒子出生後取名為陳冕，字冠生。陳冕
考上狀元後，院門口掛上了皇帝御賜塗金的
「狀元及第」匾額，昔日的陳家大院就被叫
做狀元府。
濟南土生土長的陳冕，是清代的曠世奇

才，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幼承家訓，
博學經史，考上狀元之前就創造了多個第
一︰十四歲考上秀才，是歷代所有秀才中最
年輕的；十七歲參加由皇帝選派大員主持的
鄉試得中，成為所有舉人中最年輕的，按當

時的規矩，中舉意味着取得了到京城考進士
及選任知縣、教職的資格，陳冕中舉後即留
在咸安宮任教習，清內務府為三旗子弟和官
學中優秀者開設的官學就設在咸安宮內；他
還在國子監任正學錄，以政論文章出眾而名
聲大噪。
光緒九年即一八八三年，二十四歲的陳冕

進京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一舉奪
魁，成為清代第一百零五位狀元，也是歷朝
歷代最年輕的狀元和濟南歷史上僅有的兩位
狀元之一。街巷因名人而變得厚重，名人因
成就而得以傳世，宅邸因主人成名而出名，
陳冕狀元府從此聲名遠播，歷經百年滄桑仍
遠近聞名。
走近九號和十號院，透過陳舊的門樓，依

稀可以看出舊日的輝煌：院門前有四米寬的
路面和三級石階，這是左鄰右舍一般民宅所
沒有的；院門兩側的上馬石雖已無影蹤，但
高門檻、門枕石、石雕石鼓，抱框腰枋、細
料石的堅腳，磨磚清水硬山，五架樑小灰
瓦，兩面坡花脊樣式等，比其他院落的門樓
顯得高大和富貴。跨進高高的木門檻。門樓
上是六柱式的前後掛落。紅柱鼓礎，前掛落
為荷花圖案，後掛落為「亞」字紋飾；大門
前兩側牆上，有一米長的磚雕花飾；門枕石
檻外的部分有七十厘米高，外露的表面上鐫
刻有鳥獸花卉的吉祥浮雕，雖已蒙滿灰塵，
但仍可看出逼真的形象和精湛的技藝；門樓
的門楣板上，左右兩側木雕的「福」和
「壽」兩個大字，透射出當年主人企盼福如
東海壽比南山平安吉祥的美好心願；還有精
美的木雕纏枝葫蘆圖案，內中的九個寶葫蘆
形態各異、無一雷同，寓意為子孫滿堂，香
火永續。
往院裡走，陳舊的雕花影壁後，一派大雜

院的景象，半個多世紀之前就成了單位的職
工宿舍，房頂上蓋的是長方形的紅瓦，傳統
的弧形黛瓦杳無蹤影，如不細心看，實在難
以置信這是昔日的狀元府。但仔細觀察用心
端詳，方正的院落，五開間的鎖鼻式過廳，
高大的堂屋和廂房，石牆上的挑簷石，精緻

的磚雕盤頭和石雕挑簷，正房墀頭上圓壽式
花卉的精緻磚雕，山牆頂部的磚花通氣孔，
銹跡斑斑的鐵鋦子，還是可以看出一個世紀
以前房主的審美情趣，以及建造這府邸的濟
南先人的聰明才智、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
院裡西廂房南頭本有一口井，陳冕考上狀

元後叫做狀元井。井水來自泉水，泉水滋養
大的陳冕有濟南人的特質，勤奮敬業，知恩
圖報，樂善好施。陳冕考上狀元的當年，恰
逢黃河決口，其父親陳恩壽因賑災過度勞累
而病倒，正在翰林院掌修國史的陳冕聞訊回
到濟南侍奉，其間，不僅為治理黃河水患捐
款，還親自到前線救災。當年冬天，陳恩壽
由於過度勞累不幸去世，臨終前囑咐兒子，
「不要做空頭狀元，要多為老百姓做善
事！」翌年，黃河又發大水，陳冕秉承父
訓，再次慷慨解囊，捐出家財賑災，並帶領
親友，乘着小船給災民送飯送水、送衣送
被，還選擇地勢高的地方修建簡易房屋多
處，供災民臨時棲息，為此散盡家財。光緒
十五年即一八八九年，陳冕任湖南鄉試主考
官。三年後，其母去世，他離職回到濟南服
喪。次年，即光緒十九年五月，陳冕將祖墳
遷址於東郊的歷城丁家莊，並在那裡修建了
陳冕大院，興辦學堂，讓貧困學童免費讀
書，這所學堂後來成為丁家莊小學。

傍晚時分，當我跨出狀元府高高的木門檻
時，夕陽的餘暉正映照着鞭指巷，沒有市井
的喧囂，顯得古樸而厚重。這令我感悟到：
人間的風景，若無文脈的傳承，就會失之於
輕淺，而有的地方，再陳舊再簡陋，只要有
歷史的積累和故事的流傳，便會立刻變得深
厚起來，陳冕狀元府和鞭指巷片區就是這
樣！但願這樣的歷史文化街區得以整體保
護，陳冕狀元府得以修繕並開放，因為這是
濟南的根，傳承着古城的歷史文脈，善待它
們，就是善待濟南的歷史。

狀元府裡思前賢。透過這片老街巷，我目
濡了濟南古聖先賢的德範，看到了時代對濟
南先哲的尊崇景仰，感受了對出彩濟南人世
代相傳的自豪驕傲！

「港獨」學「台獨」應該踢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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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極
隨着經濟全球化
在中國深入人心，如

今中國人的足跡已經遍及全世界。
當然，這不僅僅是指旅遊，更主要
的是指中國「一帶一路」的既定國
策正在不斷地開拓全球的新視野。
最新一個例子是向北極。就在一
月二十六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首次正式發表了《中國的北極政策》
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是「近北極國
家」，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
際條約和一般國際法，中國是「北
極事務的主要利益攸關方」。因此，中
國願依託北極巷道的開發利用，與
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
小狸注意到，這份中國「冰上絲綢之

路」正式發表的時機，正是二零一八年
度「北極前沿」大會於一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六日在挪威最北端的城市特
羅姆瑟剛剛閉幕之際。總部設在華
盛頓的智庫「北極研究所」的創始
人馬爾特．洪佩特曾經說過，「中
國確實擅長制定長期計劃」。大概
他所說的這個「長期計劃」中也應
該包括這個「冰上絲綢之路」正式
發表的這個「不失時機」吧？
是的，就在這次共有近四十個國

家和地區大約一千三百人參加的
「北極前沿」大會上，挪威外交大
臣伊娜．瑟雷德在做主旨演講時公
開說道︰「我們看到在過去十多年
來，中國對北極事務的興趣不斷增
加，對此我們表示歡迎。」

實際上，正如這位挪威外交大臣
所言，也正如前述那位「美國先
生」所說，中國積極參與北極事務
是穩步前進的，可以說是一步一個
腳印。例如：早在二零零四年七
月，我國在挪威斯瓦爾巴群島的新
奧爾松小鎮就建立了首個北極科考
黃河站，成為第八個在該群島設立
北極科考站的國家。
2013年，中國正式成為「北極理

事會」的觀察員國之一。這個北極
理事會是唯一包括全部八個北極國
家的政府間組織，負責一切北極事
務的總體管理，而其永久秘書處就
設在不久前開「北極前沿」大會的
那個挪威城市特羅姆瑟。對的，小
狸還注意到這個特羅姆瑟市長名叫
克麗斯廷．萊莫，他最近最關心的
就是「看看是否有可能開通從北京
或者中國其他大城市到特羅姆瑟的
直航航班」。因為，二零一六年至
二零一七年間，中國遊客總數增長
了百分之一百六十。「我們希望，
能有更多的中國遊客來這裡欣賞美
麗的北極光。」
當然，如今中國人向北極前進，

不僅僅是旅遊。據悉，隨着氣候變
暖，北極海冰日漸消融，倘若取道
於此前往歐洲，將比途徑蘇伊士運
河的傳統航線所用時間縮短近二十
天……小狸覺得，未來的「冰上絲
綢之路」也顯然是一條更加「環
保」之路。真好。

踏入二十一世紀十
多年之後，香港納稅

人忽然驚覺，我們特區政府每年天文
數字的教育開銷不知道都用到什麼地
方去了，簡直是一輪明月照溝渠！尤
其可恨的，是各家大學的學生會根本
是培養法外狂徒的溫床！
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之
前，各大學的「學生代表」、「學
運領袖」還沒有今天那麼猖獗，現
在簡直目無法紀！但是卻裡裡外外
得到誤人子弟的教師包庇維護，我
們守法良民可以怎麼辦？
最近一宗荒唐事，是某大學學生
會會長夥眾「佔領」教師的辦公
室，「包圍」普通話科的老師。身
材高大的男生，疾言厲色恐嚇體形
嬌小的女教師，還要粗言穢語呢！
事緣這家大學排名向來算是中
游，不論收生的成績水平，以至畢
業生的能力都不突出，而僱主對其
畢業生的普通話水平亦有微言。於
是乎校方決定亡羊補牢，強制學習
普通話，學生要通過一些水平測試
或修了學分，才可以畢業。「學生
代表」就拿校方強制同學修普通話
為藉口，衝擊校方的管治權，以達
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如狼似虎的
「學生代表」借題發揮，居然要過
問、進而管控語文老師的講課權，
以及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核權。
為什麼今天香港的「港獨」學生

要如此憎恨普通話？那當然是「港
獨」學「台獨」的結果！在非法
「佔中」的兩個多月暴動，及其之
前的醞釀期和之後餘波亂事，我們
都見有「台獨」分子的身影。來自
台灣的老「台獨」，與香港的小
「港獨」有大量的交流和培訓。
由語言挑起仇恨，是「台獨」的

老手法。曾幾何時，在「台獨」意
識高漲的日子，我 們 香港 旅 客在

「台 獨」 根 據 地 講一兩句「國
語」（與普通話同屬北方方言，只有
極少差異），「台獨」分子就會顯出
敵視的態度。他們把台灣地區南部流
行的閩南語（閩方言的一個分支）說
成是「台語」，你不說「台語」說
「國語」，就將你當作仇人。
「港獨」經過「台獨」培訓之
後，也把香港人慣用的廣府話說成
是「港語」，然後向無知大學生、
中學生灌輸仇恨任何操普通話之人
的意識。香港文化圈中，許多人都
認為潘國森是研究廣東話、粵方言
的。實情是潘某人從來沒有從語言
學、文字學和民俗學等角度深入研
究，只是以一個廣府話用家的視野
去評論時下某些大學教職員的倒行
逆施而已。
潘某人可以斬釘截鐵地講，現時

在香港一邊自稱研究或保育粵方言
而一邊卻侮辱和咒罵普通話的人，
都不是真真正正、兢兢業業去研究
學術、去推廣粵方言的學人。至於
以鼓吹多講廣府話粗口，當為研究
粵方言的，更是斯文敗類！
筆者認為香港人有責任保育優質

的廣府話，甚至粗口也可以保育。
潘某人不贊成香港的中小學強制用
普通話教中文科，但是認為所有學
生都應該學普通話，並參加國家認
可的普通話評核考試。這個考試連
小學生、中學生都可以報考，考得
一定級別，就可以在高中和大學豁
免再修這一科，才是上策。
大學生恐嚇老師，以「國際標

準」，可以即時開除學籍。另一邊
廂，大學生發表針對社會上特定群
體的仇恨言論，也是可以即時開除
學籍的！辱罵所有來自內地的同
學，或是侮辱另一家大學校長的令
壽堂，都屬罪犯屬「踢出校」之列
呀！

李銳是一位革命元老級的人物，也是一
位善於講故事和經歷曲折離奇的人物。

《李銳口述往事》一書，十分有趣，值得一讀。
李銳活到一百歲，最近才去世。他的自述說︰頭一個二

十年，在校讀書，追求革命；第二個二十年，以革命為職
業，為黨工作；第三個二十年，被開除黨籍，流放北大
荒，差一點餓死；第四個二十年，恢復工作；最後一個二
十年，思考問題，發揮老年餘熱。
李銳除了革命生涯曲折，婚姻生活多所變化，一生跟中

國的革命歷史牽連甚廣。所以他的口述往事，保留了許多
革命資料，可讀性甚高。也許他的女兒李南央能繼承老父
忠於歷史的精神，把她所知道的父親的故事，補寫出來，
相信喜歡李銳的文章的讀者，一定是很高興的。
《李銳口述往事》，作者有兩人，一是作家丁東，一九

八二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歷史系，工作於山西社會科學院，著
作甚豐。但更重要的是李銳的女兒李南央，由她來寫父親，
當然更具可讀性。李銳的前妻范元甄，再加上一位著名的
「左王」鄧力群，感情瓜葛，政治恩怨，可讀性更高。
李南央頗得乃父遺傳，寫作頗有文采。她編的厚厚兩巨

冊的《父母昨日書》，為一段革命現代史保持若干資料。
李南央讀書學的是汽車設計和製造專業，後派去瑞士日

內瓦歐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並移居美國。現任美國加州
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工程師。但是父親的文學種子的遺傳，
使她的寫作頗具文采。
《鄧力群自述》的《十二個春秋》，並沒有把和范元甄

的這一段感情瓜葛寫出，大概他也覺得在李銳夫婦中插上
一手，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李南央今年已經是六十七歲的老太太了，她的《父母昨

日書》，寫李銳和范元甄通訊中的往事，娓娓道來，頗為
有趣。

《父母昨日書》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在我的生命當中活到
今天，從來我的體重也

不超過一百四十磅，不知道為什麼？早
在一個月前，體重竟然超過了一百四十
磅。雖然很多人也會說：「你不要在我
面前說增磅，這是很討厭的說話」，因
為很多人也尋求方法去減肥，但我竟然
說要增磅，你覺得是不是很討厭的說
話？但有些人也不知道，比較瘦削體形
的人，其實他們也不想，也希望能夠可
以胖一點。
從小就給人以「瘦削丶猴子」來形容

我的身形，久而久之自己已經習慣，因
為覺得這就是天生的，很難去改變。如
果我有時間的話，找個健身教練鍛煉身
體，應該都有不錯的成績，但我從來就
沒這個動力，可能亦因為工作的關係，
每天也要通宵工作，就算有理想，但作
息時間也不容許，最後只好放棄了。
但增磅這個想法從來沒改變，所以我

每天也會量度自己的體重，亦都因為以
前在加拿大求學的日子，可能壓力比較
大，不知不覺原來患上甲狀腺高的情
況，身體自然變差了，而且體重也變
輕。你知不知道，就好像一個晚上吃完
晚飯，體重是一百三十五磅，但睡醒之
後竟然只得一百二十八磅，全因為甲狀
腺高的人，心跳比正常人快，能量就會
不知不覺地消耗，體重便會驟降；好彩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暫時沒再復發。

所以我也記緊，每天量度體重，如果發
現體重突然下降，可能是舊病復發了。
近期不知道是不是懂得如何爭取時間

休息，休息多了，自然胃口大開，體重
也漸漸上升。亦有另一個可能，自己開
始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習慣，就算
面對工作壓力及不愉快的事情，總會開
始以平常心去對待，這也是可能變胖的
原因。我想告訴你，從前我是真的不喜
歡吃東西的人，也曾經想過，如果可以
研發一些藥丸，吃一粒就等於吃了一頓
晚餐的話就好了，我就是這樣的人。
但近期開始，不知不覺地懂得欣賞每

次進餐，而且會去期待每次的食物味道
如何。我相信人的心情也會直接影響到
吸收食物的效果。就好像之前到日本旅
遊，七天的旅程，在出發之前已經安排
好每一餐吃什麼，所以習慣了這種期
待，而且日本很流行「吃到飽」的餐
廳，所以每一次也盡量吃多一點，這樣
便更加容易變胖。
記得以前，如果到外國探我屋企人，

總會讓體重增添數磅，但一回到工作崗
位，很快便會打回原形，所以我寫這篇
文章已經算是確認了自己的體重一直向
上增加，而且沒有減退的跡象，我覺得
很開心，終於可以看上來沒有這麼消
瘦。其實有時我也嫌棄自己的身形，所
以當我知道自己的體重開始增加，你便
想像得到我有多麼大的滿足感。

我變胖了……一點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辦公室的女同事，
包括我自己都在公司

放置幾雙鞋子，以便在不同應酬場
合替換，甚至配襯不同的衣飾，為
求舒適下班又會穿上較輕便的鞋
子。我們常取笑愛買鞋子以至堆積
如山的人為百足，生活於富庶社
會，擁有許多鞋子成了理所當然。
有一年聖誕前，我助養非洲兒童
的機構寄來孩子的照片，已忘了是
哪個國家的小女孩，但令我不安的
是她赤着腳。我想寄上一對鞋子給她作
為聖誕禮物，但為難的是不知她的
尺碼，而且孩子長大得快，可能沒
多久她便不合穿，遂打消這念頭。
她的赤腳形象一直潛伏在我心裡。
當我最近看新聞，知道一個為極度
貧窮地區服務的非牟利組織Because
International，透過不同團體為貧困
地區，包括多個非洲國家的窮小孩送上
一款「會長大的鞋子」時分外感動！鞋
子之所謂「長大」是鞋面前後左右
都由闊帶組成，利用扣子來調校長
度，可調整五至十二號尺碼，這樣
腳掌大了，仍可以繼續穿着，而且

鞋底以硬膠製造，足以耐用五年。
該組織至今已送了十二萬對鞋，九
十一個國家的貧窮兒童受惠。
這款「智能鞋子」由一位美國人

Kenton Lee發明，他在肯亞見到一
個女孩穿上過小的鞋深深不安的表
情，因而引發他去構想幫助他們。
Kenton說：「當孩子赤足或鞋子不
合，會產生健康問題。衛生欠佳地
區有二百萬人患上由泥土傳染及寄
生蟲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指包
括蛔蟲、鞭蟲及鈎蟲等寄生蟲，是
引致貧窮及落後地區的泥土病。赤
掌行走也容易踏着釘鐵玻璃等危險
品物致受傷。
有報告說全球有三億孩子沒鞋穿

着，三億對破損的赤腳！看看我們
擁有的鞋，以及家裡孩子的波鞋，
是否太多了？

會長大的鞋子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交通
還沒有現在這樣方便，而哈爾

濱雖然距北京不算太遠，可在我當時的印象
中，是不近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有這種印象，
我也不甚清楚。
倒是當時公映的彩色紀錄片《哈爾濱之

夏》，讓我印象深刻，而且嚮往。那時，外號
「阿常」的哈爾濱同學甯德常，暑假回去探
親，我曾經半開玩笑試探：我跟你去哈爾濱
吧！他當時笑笑說，請你是人情，不請你是道
理。我愣了一下，急忙連消帶打後撤。二零一
五年八月，竟然有機會飛哈爾濱開會，見到阿
常和從大慶趕來會合的治政，幾近半個世紀重
逢，甚是激動。說起當年的話語，阿常驚異地
說，啊？他懷疑自己當時有那麼高的水準嗎？
大家嘻嘻哈哈也就盡付笑談中去了。
我們三人幾度歡笑，幾度暢聚，阿常和治政

還帶着我，去吃餃子，並叫上哈爾濱甜酒，三
人盡訴心中別離情。哈爾濱餃子，花樣之多，
是我所沒見識過的。餃子雖然好吃，但我們最
珍惜的，還是那千山萬水隔不斷的同學情誼。
阿常堪稱是我們班的美男子，高而挺直。哈

爾濱是出男芭蕾舞演員的地方，聽說少年阿常
也曾經被召去試當芭蕾舞演員，可是面試時，
雙腿不能完全併攏，終被放棄。但也足可證

明，他的條件是很不錯的。記得上學時有一次
聊天，聊起夏天在哈爾濱太陽島游泳，人山人
海，突然有女人大叫，說一個男人非禮她，那
人不屑地說，我把女朋友叫來，比比看誰漂
亮！我還用非禮她？聽了這個故事，我暗想，
我又不在場，誰是誰非，真是清官難斷家庭事
了。
阿常為什麼有這個外號？應該是他個子高，

加上他大名又有個「常」字。但我還有另外的
想法：當時上現代文學課，講魯迅散文，提到
保母「長媽媽」，加上他手長腳長，名字又有
個常字，於是也就附會成「阿常」了。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北京郊區潭柘寺，好

像還有鷲峰玩。鷲峰只是好奇，只看了一眼，
潭柘寺倒去逛了一下，好像還巧遇我三姐，至
於細節，還真不記得了。哈爾濱與阿常重逢，
他還提起說，我姐姐帶的印尼食物真好吃。我
倒是忘記是什麼食物了，大概是印尼糕點吧，
我心想。
那回重逢，他還是當年青葱年華的模樣，不

論和治政一起逛遠東最大的東正教堂……索菲
亞教堂時，還是去教堂附近的亞洲最長的步行
街，「中央大街」時，他都緊緊地握住我的
手，似乎生怕我走失在人流中，讓我感動無
比。他告訴我，這個始建於一八九八年的大

街，一九二四年由俄羅斯工程師監工完成。阿
常說，當時一塊銀元一塊磚呀！難怪至今依然
堅實如故。
這時，毛毛細雨從天而降，打亂了我們原本

想要沿着這條街走到松花江畔的計劃，只得去
避雨。晚餐後，雨還是下個不停，阿常和治政
帶我到馬迭爾酒店下面的冷飲店，他們說，來
哈爾濱不能不嚐嚐著名的馬迭爾冰棒。
臨離去那晚，阿常和治政特意到我住處陪
我，聯床夜聊，說不完的話，不知夜之既深。
次晨，他們送我上小車，臨別前，阿常和治政
惋惜地說，可惜時間短了些，不然可以帶你去
看更多的東西！
是的。即使他不說，我也明白。但時光催
人，終須離去，我見到車窗外，他們揮手的影
子，車子漸漸遠去，我的眼前模糊一片。

阿常

狀元府裡思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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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大
的鞋子」可
調校五種大
小的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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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餃子花樣多多。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