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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禪詩給我很大啟發。粵語中有一句：「佛都有火」，形容觸及極
大原則，連佛也會發火。那麼，出家人也有煩惱嗎？有，禪師毫不諱
言，修行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也有想不通的時候，也有煩惱困擾的時
候，這是正常的，修行必須日日做，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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栯堂（生卒不詳），有《栯堂山居詩》行世。高僧和詩人都愛月夜抒懷，高
僧也是人，修行過程中也會出現情緒反覆，也有客夜愁煩之情。禪師雲遊四
方，忽然一陣煩惱湧上心頭，幸好，看到的是明月，想起「佛言」恰似明月般
清涼，以月見心，禪師立即也回復修行的路，煩惱也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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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八十一）

梁園牡丹
群芳隊裡自從容，
不與桃花一處紅。
人貶人褒何足計，
此心元只屬清風。

退休前一日夜宿梅關
仙鄉乘夢到，臘鼓響雲溪。
瑞雪來窗北，寒香過竹西。
驛荒鞭影失，寺古月眉低。
明日新元始，擎杯待曉雞。

訴衷情．立春前一日試筆
庭梅何故遞香遲，疏影動簾幃。閒琴一

曲聽罷，清盞候春歸。
風作引，雨相隨，夢來依。幾多芳意，

明日花前，數與儂知。

浣溪沙
春日融融上小窗，樹鶯簷雀共悠揚。菱

花何事醒微霜？
老去梅梢殘萼在，新裁柳葉細眉長。一

年光景耐端詳。

柳梢青
草柔苔滑，相偕又是，踏青時節。為雀

呼晴，因花祈雨，幾多情結。
行吟不覺溪邊，風拂處、香黏飛蝶。百

五韶光，分明已在，柳眉花睫。

長相思．春日落疏齋品茗賞古玩
約梅花，約蘭花，守着窗兒想菊花，幽

香一盞茶。
是唐家？是周家？穿越時空認故家，窗

兒隔夢紗。

西江月．春日同外子品茶
出岫香雲數片，入春初雪一壺。茗煙低

護小紅爐，斜日漫穿庭戶。
棋局看人爭勝，世情合我歸愚。賭書分

韻且含糊，卻笑鶯兒多語。

蝶戀花．文勝兄新春招飲小詞志感
小雨簾開雲幕厚。冷暖迴環，恰是春時

候。詩趁春來栽半畝，栽成卻怕春溜走。
擬把閒愁交付酒。醉裡流光，釋得些些

否？月在清霄杯在手，百般滋味中年後。

千秋歲．花朝
呼朋攜酒，春半探花柳。雲影動，波光

皺。舟浮天上下，鳥語舟前後。青梅小，
有人對面頻搔首。

酥雨微寒逗，玉笛誰吹奏？梨花着，桐
花候。一番花信過，一串相思扣。歸棹
晚，東風芳草斜陽又。

玉闌干．送春
青簾亂颭纖纖雨，怕見墜花黏落絮。零

香昨夜化鵑魂，空枝上，喚春留住。
幾回和夢無尋處，剩粉痕，猶印輕素。

綠楊池外晚風回，吹千絲，不吹愁去。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蘇東坡乃四川
眉山人，因長期在汴京（開封）為官，自有深厚
的「中原情結」，其間他與豫東睢縣的一段緣
分，今天追憶，仍覺意味深長！
蘇軾是詩書畫三絕的通才，其詩詞汪洋恣肆，
其書法跌宕灑脫，其畫品新穎綺麗，堪稱妙絕天
下。在從政上，他勤政愛民、忠於職守，也是一
位難得的廉吏賢臣。但正是他的率真磊落、仗義
執言，得罪了一批高官，因而屢遭陷害，三度遭
彈劾、被貶謫。
北宋元祐八年（1093），58歲的蘇東坡從河北
定州再度被貶廣東惠陽（今惠州），翌年初動身
南行。當時沒有京廣大通道，他在開封辭別了親
友，途經二百里外的睢縣（時稱襄邑），恰逢大
雨，只好停下來。蘇軾信佛，睢縣北湖（當時稱
濯錦池）邊有個古剎乾明寺。住持老僧聞訊蘇大
學士來到，自是盛情接待，正逢大雨，蘇軾又被
濯錦池美景吸引，就在乾明寺住下來。一是避
雨，二來也為紓緩心中一股惡氣。
蘇軾乃性情中人，又嗜酒，睢州是著名酒鄉，
睢酒名聲很大，其時正有一款名酒，稱「中山松
醪」，窖香濃郁、口感特好。愛酒且懂酒的蘇東
坡自然愛不釋手。有佳釀焉能無佳餚？蘇軾本乃
美食家，恰好睢縣有道珍饈叫「襄邑抹豬」，與
蘇軾當年被貶黃州時自創的「東坡肉」非常相
似。於是忘卻煩惱，大快朵頤。雨能生厭也生
情，香醇無比的「中山松醪」令東坡靈感泉湧詩
情大發，於是起身揮毫，一口氣寫下《中山松醪
賦》和《洞庭春色賦》兩幅長卷，題曰「紹聖元
年閏四月廿一日，將適嶺表，遇大雨，留襄邑書
此。東坡居士記。」
乾明寺老僧邊看東坡揮毫，便唸道：「始余宵濟
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
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
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一邊笑看
蘇軾汪洋恣肆的微醺狀，一邊讚不絕口、喜不自
勝。《中山松醪賦》充溢對睢酒的鑒賞：「收薄用
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
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
熟，沸舂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
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追東坡而不
可及，歸哺歠其醨糟……」想到即將前往的南海之
濱，蘇軾揮筆云：「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

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遂從此而入
海，渺翻天之雲濤……」
大雨中書就的兩賦，發洩了作者仕途不順、頻
遭迫害的鬱鬱不平，也抒發了他堅貞不屈崇尚自
由的心志。這闋《中山松醪賦》乃此時此刻暢飲
睢酒後的有感而發；那首《洞庭春色賦》則是東
坡前年舊作，剛剛遊過的濯錦池，他心中就是中
原的洞庭湖，所以觸景生情重書一番。兩賦洋洋
灑灑，前者為行書35行、312字；後者為行書32
行、287字。加上自題10行85字，共684字，為
蘇軾傳世墨寶中字數最長者。
筆者看來，這兩賦堪稱妙不可言的經典駢文或

「散文詩」了。東坡先生以《中山松醪賦》讚頌
睢酒之醇香、佳釀之誘人；又以《洞庭春色賦》
喻睢水之嫵媚、中原之壯麗。兩賦構思精巧，立
意淡雅，伶俐中不乏鬱悶，隨意間也有調侃，險
峻裡更顯氣節，盡情抒發了他「欲褰裳以遊遨」
的精神氣質。乾明寺方丈隨即樂滋滋地收藏起
來。蘇軾走後，便請來匠人按此鐫刻石上，置於
寺中一涼亭，自然轟動一時，引來無數文人墨客
趨之若鶩前來瞻仰，成為睢縣一景……
數百年後，乾明寺歷盡戰火和洪水，逐年蕭

條、敗落，那亭中詩碑也不知去向。到了明代，
當地名儒田蘭芳進寺探問《中山松醪賦》詩碑下
落，寺僧卻啃啃巴巴不知所云，氣得田蘭芳作詩
憾道：「乾明古寺聞名熟，白首才來聽暮鐘。松
醪暫識春荒亂，石馬常披夕露濃。」當時的睢州
知州胡范也嘆曰「可憐坡老風流盡，寶墨亭荒何
處搜」……
蘇軾的真跡豈會人間蒸發？那兩幅墨寶，歷經

宋、元、明、清，一直被各路名家珍藏並題跋，
評價超凡。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題曰：
「此跡不惟以古雅勝，雖姿態百出，而結構緊
密，無一筆失操縱，當眉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
豬跡之可也。」清初書畫家張孝思題跋：「二賦
結構嚴整，鬱屈瑰奇之氣，迴翔頓挫之姿，真如
獅蹲虎踞，惟此誠稱甲觀。」清初兩賦被天津收
藏家安岐所獲，乾隆年間又進入紫禁城，入刻
《三希堂法帖》。乾隆皇帝對此愛不釋手，題跋
「精氣盤鬱豪楮間，首尾麗富，信東坡書中所不
多覯。」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將二賦等珍寶帶
到天津，後藏於長春偽滿洲國「皇宮」，抗戰勝
利後溥儀急於逃命，大批寶物失散，一名下級軍
官劉忠漢乘亂將墨寶帶回家中……

解放後文物部門尋找兩賦墨寶，一直無果。
1982年冬，吉林市史學會副理事長、著名書法鑒
賞家劉迺中先生突遇吉林市第五中學歷史教師劉
剛造訪，說其家中藏有兩卷署名蘇軾的墨跡，未
知真偽，請他鑒定。當劉剛小心翼翼展開兩幅白
麻質地、氣色如新的七紙接裝，展現66枚鈐蓋朱
印時，在場人都驚呆了，劉迺中大呼：「此乃歷
經九百年的文化瑰寶啊！」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
鑒定家徐邦達、劉九庵先生隨即赴長春，鑒賞後
也一致認定其為真跡。劉剛隨後將墨寶獻給國
家，二賦遂成吉林省博物院鎮院之寶，觀賞者絡
繹不絕。政府按有關規定獎給他19,000元……
這位劉剛正是劉忠漢的兒子。當年劉忠漢將二

賦交給其妻後，就離家出走，不知去向。此後歷
經風雲，其妻一直將兩卷墨寶藏於箱底，從未向
外透露。即使家境破落生活無着，乃至「破四
舊」最慘烈時期，也一直珍藏着。直到「文革」
結束，才使這一國寶重現天下，其義舉得到政府
重獎，可謂功不可沒。在「文化自信」的今天，
尤其值得一讚。因年代久遠、幾經轉移，兩賦邊
緣略有損傷，但大致保存完好。筆者在睢縣博物
館見到二賦仿品，果然筆意雄勁、瀟灑飄逸，凸
顯東坡書法姿態閒雅之特色。2011年上海辭書出
版社推出的翰墨鑒賞家孫寶文編印的彩色放大版
《蘇軾二賦》，孫評價其「書風寬博大度，豐腴
跌宕，爛漫多趣，通篇淋濰酣暢，別具蘇字特
色，自成一家」。熱衷文化事業的河南睢縣祥雲
酒業董事長謝峰，是位儒商，他對東坡二賦耳熟
能詳頗為自豪，他說：「睢酒有源，後繼有人，
俺挖掘古睢酒釀造秘方、結合現代科技精製的
『豫睢酒』受到廣大消費者青睞，乃踐行『文化
自信』、『古為今用』成功嘗試，弘揚優秀傳統
文化是我當仁不讓的使命！」
圍繞蘇軾與睢縣的這段典故和二賦「失而復

得」的內幕，令人感慨繫之，筆者詩云——
豫東自古出瓊漿，
睢縣松醪醉四方。
酒香誘得東坡讚，
好賦兩卷永流芳！

話說在19世紀中葉，本港供
水僅靠來自山坡上的溪流、山
澗及地下水源，大多數居民從
井和溪澗取水，原居民甚或用
竹枝築建渡槽，將山上溪水引
至家園及耕地，當時歐洲人則
常在住所附近開掘私家水井取
水；及至1851年，港府遂撥經
費以興建水井，為公眾免費提
供用水；就在1860年以前，港
府亦在主要河流上游地區為公
眾興建小型池塘儲水。
就在1841年至1861年間，本
港人口從 7,000 人增至 12 萬
人，當時大部分人都聚居在港
島西北部，用水需求甚殷；為
配合人口迅速增長，港府急於
開發水資源；1859年港府推出
一項獎金達1,000元的獎勵計
劃，徵求可行的供水建議；得
獎者即為英國皇家工程署的工
程 監 督 羅 寧 （S. B. Rawl-
ing），他建議在薄扶林山谷興
建水塘；此一工程於1860年動
工，1863年年底落成，港島始
得以正常供水。
由於薄扶林水塘容量僅為200

萬加侖，故此水塘隨即需要擴
建；及至1877年水塘擴建工程
完成之後，容量增至6,800萬加
侖，集水區範圍覆蓋416英畝，
薄扶林水塘至今仍對本港供水
事業有所貢獻；薄扶林水塘難
以應付香港人口日益增長的需
要，港府着手建造大潭水塘，
在亞賓尼谷（即現時上紅棉路
一帶）建濾水池，當建成後每
天可濾水570萬加侖，大潭水塘
規模極龐大，耗資125萬元，造
價較之薄扶林水塘項目高出兩
倍多；大潭水塘儲存量達2.5億
加侖，較之薄扶林水塘多出近
四倍。
港府於19世紀80年代仍設法

解決衛生問題，因而委託英國
的 工 程 師 查 維 克 （Osbert
Chadwick）為本港衛生條件研
究，他在1882年就本港衛生狀
況發表報告，對1880年之前的
供水狀況提出尖銳批評，從而
指出衛生條件差劣及供水不足
為港人短壽的主因；他提出不
少改善食水供應建議，可惜不
獲全部付諸實踐；及至 1890
年，他再度獲邀調查本港人口
的整體健康狀況，發現問題惡
化，其中，他對水荒及飲用水
被污染尤為關注。
就在 1890 年報告發表後不

久，本港爆發瘟疫，查維克擔心
的問題終於發生，在1894年及
1896年間，瘟疫奪去數以千計
的港人生命；查維克的改善供水
建議遂獲得重視，他於1902年
提交另一報告，建議在行政上作
出改革；從1928年10月至同年
年底，本港僅錄得32毫米的降
雨量；1929年的一至四月本港
亦僅錄得90毫米的降雨量，從
而打破歷史紀錄；及至1929年
雨季來臨，水塘存量仍未能得以
改善，除港島大潭篤水塘外，其
他水塘均告乾涸。
港府遂於1929年4月實施配
給式供水措施，每人只准以兩
個4加侖（18公升）水桶從公
眾街喉取水；並無硬性規定每
人每天只可排隊取水一次，可
是由於輪候時間漫長，每人實
際上在半天內亦只有一次機會
可將兩個水桶載滿；在此期間
在人口密集地區修葺儲水池和
設立新水缸，為市民提供食
水，更從倫敦訂購四個鋼製的
大水缸，總容量達 30,000 加
侖；復利用運水船從荔枝角運
送食水至西區海濱，再將食水
抽進位於港口附近的水缸。

■葉 輝

本港旱災及供水問題

小梅窗詩詞十首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周燕婷

■雁 翔

英王室大婚怎麼會如此受歡迎？
豆棚閒話 ■關愚謙

蘇東坡與睢酒

詩情畫意

諸位讀者，這是我第二篇介紹英王室大
婚。對我這個一貫吝嗇文章篇幅的人來說，
用兩篇文章來介紹國際上一場文化活動並不
多見，何況區區一場婚禮，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這場婚禮不可小覷，最讓我觸動的是
英國王室怎麼會如此受人歡迎？女王一現
身，一片掌聲，只差「萬歲！」的呼叫了。
我看，他們對待黑人的態度180度大轉變

也有一定影響。以往，我每每到英國去訪
問，最看不慣的就是白人對黑人的那種歧視
態度。我曾就此寫過幾篇感想文章。而這次
英王室大婚，不但合唱團歌手幾乎都是黑人
婦女，指揮也是黑人女指揮家；大提琴獨奏
演出者也是黑人青年；婚禮的佈道、組織者
竟然把美國聖公會的黑人大主教Michael
Curry請來主講。

英國對黑人態度大逆轉

我相信這是新娘梅根的主張。這毫不奇
怪，她有着美國黑白混血血統。據媒體報
道，她很有主見，強調婦女解放。但不要忘
了，這畢竟是英國王室婚禮啊！過去哪有黑
人講話的地位？這位黑人大主教，大談仁
愛，不斷提到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這個黑人牧師，一個社會活動家、

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
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主張以非
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
權利，我還記住他的一句名言：「我有一個
夢，有朝一日，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
不以膚色而是以品行來評判一個人優劣的國
度裡。」
現在這位黑人牧師在講話中強調「不分種

族差異，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度控制了全
場聽眾的情緒。他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
「愛」的力量，「愛」對一對夫妻，一個家
庭，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是多麼重要。在這
和諧的婚禮中，觸景生情，更有說服力，不
知贏得多少聽眾心中的呼應和贊同！是這次
婚禮的一個最大亮點。

保守的憲政傳統和秩序

英國是世界保守主義的發源地。雖然在
當今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有像英國那樣
濃厚的文化傳統，一百年來，世界各國都
企圖進行改革甚至革命來創造一個新世
界，但至今，真正理想的新世界國家還未
形成。英國的憲法不但在其表現形式方面
極其獨特，更有意思的是，數百年來，英
國的保守憲政在最近反而使社會更趨向穩

定。雖然，當前的英國保守黨由於首相文
翠珊個人的品德受到質疑，但保守思想仍
然在社會上佔上風。那麼，什麼是英國的
保守憲政呢？我一連幾個晚上都在和妻子
珮春探討這個問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儘管，英國現在還有英女王，繼承王位還
是古代傳統的那一套，但是，王室無權過
問國是。英國的政府乃由議會產生，哪個
政黨獲得國民多數選票，就有權力組織政
府執政。其他政黨只有監督批評權。如果
該黨獨裁專政，脫離百姓，很快就會被老
百姓轟下台。
這次觀看哈里王子的結婚大典，實際上是

英國人想藉此熱鬧一下，國民藉機吃點好
的，王室藉機宣傳一下自己，商家或可以藉
機賺點外快，我也可以藉機拿點稿費，皆大
歡喜。
諸位讀者，通過這兩篇文章，你們千萬不

要誤會我是個親英派。我自小住在上海租
界，對英法殖民主義者最反感，但是，當我
現在看到一個國家這幾十年有如此大的變
化，為他們老百姓高興。
必須說明，我對英國並不太了解，那裡必定

還存在社會上方方面面的黑暗面，只是我本人
未經歷到而已。絕不能拿我這篇文章而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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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中山松醪賦》之局部。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袋放座椅
縱然我是一個全黑的皮革手袋，在外

卻有小蝴蝶結作裝飾，非常時尚，在內
也有兩個拉鏈內袋，能夠整齊盛載主人
的隨身物品，頗為實用。因此主人極愛
惜我，每逢搭乘巴士，主人也會把我放
在座椅上，令我可好好休息。這天當然
沒有例外，儘管有一名婆婆甫上車，即
示意希望我能讓座給她，主人只顧望向
窗外，視若無睹。即使婆婆開口說句：
「可以把袋子移開嗎？」主人亦絕不動
搖，結果婆婆只好緩緩走到車尾，花時
間找個位置坐下。我多麼感謝主人為我
所做的一切，肯定主人對我特別好。
我還記得有一次，陪伴主人乘坐港
鐵，我理所當然地坐在主人身旁。列車
到達轉車站後，不少乘客隨即湧進來。
此時，我瞧見對面原本安然坐在椅上的
背包，竟被其主人拿起，放在雙腿上。
「你坐吧！」背包主人的一句說話，換
來剛上車的孕婦一聲道謝，可惜，背包
的座位就此被奪走了。我難以理解，主
人如此對待自己，背包還能會心微笑。

我瞥一瞥身邊的主人，幸好其不曾背叛
我，能為我排除萬難，守住我的座椅，
怎不叫我感激涕零！整個車程，我驕傲
地坐在椅上，即使座位有點堅硬且冰
冷。
其實，我清楚尚有不少袋子也像我這

般幸運。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圖書館
內，亦曾見到很多坐在座椅上的袋，但
是，放眼四周，也不見它們的主人，此
等背包、手袋或側背包，自由自在，也
許正在守候主人的書本及筆記紙。另
外，露天公園或室內食肆，也能碰見很
多袋子安坐在椅上，好好地緊貼在主人
身旁。
不過，我常常遇上不禮貌的對待，在

四周沒有座椅時，人們總會要求我讓
座，或是在霸佔我的位置失敗後，板着
臉走到遠處努力尋找座位。我們此等袋
子，有否椅子坐，全憑主人的選擇。非
常慶幸，我有一個好主人，能把我放在
座椅上，對於別人的需要，可以自私地
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星 池浮城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