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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有一句「捨不得」，這真是俗世眾生中的痛苦根源。捨不得就
是放不開，放不下。捨是修行最重要的，捨之後便是得。得到什麼？
得到安寧。許多年輕人失戀要輕生，總是一句「捨不得」，其實，深一
層去看，只是得不到而已，得不到而又不甘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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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翁（1355-1436），幼年出家，追隨古峰法師，學習華嚴宗旨。永樂年
間，被明成祖召至南京，問楞嚴大義，敕賜紫衣，獲朝廷重用。這詩未經深讀
時，似乎是傷春之作，但高僧無可能傷春，原來，禪味在於「可憐不見春風
面，卻看殘紅逐水流」。可憐眾生看不到佛性，如那殘紅逐水流，多麼可惜
呀。高僧絕非傷春，而是憂眾生看不到佛性而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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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八十三）

幾年前，在我由德國回國度假的前幾
天，離我們漢堡家不遠的一條馬路正在翻
修。來到上海，我忽然發現一條離我住家
不遠的馬路，和漢堡那條馬路長短很相
似，也正開始翻修。沒想到，不到一個星
期，很快就完成了。等我一個多月後回漢
堡，那條馬路還沒修完。我問了不遠的店
家老闆是怎麼回事？他說：「修路工人懶
洋洋，早上很遲來上工，中午休息喝啤
酒，下午不到五點就收工了。原因是，這
是國家公路，市政府委託一家私人公司包
活，無人監督，工人們就這麼拖拉磨洋
工，反正國家出錢。」
給他這麼一說，我心想，德國真需要一

個新馬克思。老馬克思過去是在英國馬路
上發現一個硬幣，無人感興趣，啟發了他
的心思，寫了《資本論》。現今的資本主
義社會與過去的大不相同，他如果還活
着，應該來漢堡看看，再寫一本《新資本
論》才好。

這一輩子就那麼一次

目前這個新世界，千變萬化，有太多東
西可寫了！就拿最近的世界盃來說吧！全
世界吵得風風雨雨，熱鬧萬分，我幾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過去的那些年代，所
謂的第三世界「窮」國，如什麼烏拉圭、
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厄瓜多爾、哥

斯達黎加、布基納法索、幾內亞、馬里、
多哥、烏干達、贊比亞、薩爾瓦多、莫桑
比克、摩爾多瓦、剛果（布）、蘇丹等
等，窮人連老婆都娶不起，怎麼負擔得起
來看球賽？ 目前的世態真的變了。世界絕
大部分國家太太平平，很少聽說目前有哪
個國家有餓死人的。我有個德國學生不久
前曾到非洲國家去過，形容他們之窮，天
天吃的東西，他都難以下嚥。我對他說，
那是你不熟悉當地的生活習慣，人們吃慣
了，也就習以為常了！但是，去看一場世
界盃本國球賽，這一輩子就那麼一次！豁
出去啦！

俄羅斯忽然成為熱餑餑

俄羅斯這個極不受美國和歐洲喜歡、處
處受西方排擠的國家，目前忽然成為燙手
的熱餑餑，原因很簡單，2018年世界盃足
球賽在俄羅斯舉行。這屆球賽準時於6月
14日開鑼，將至7月15日結束，長達一個
月，我查了一下，共有32支球隊參加，舉
行64場比賽。俄羅斯境內的大城市如莫斯
科、葉卡捷琳堡、索契、喀山、加里寧格
勒、薩蘭斯克、下諾夫哥羅德、頓河畔羅
斯托夫、薩馬拉、聖彼得堡、伏爾加格勒
球場內，將角逐出世界冠軍。目前每天的
德國電視節目，只見各國球員們玩命地在
踢球，我在想，其中如真有傷筋斷骨的，

那後半輩將成為殘疾人，豈不後悔莫及。
德國一位廣播員說，球員一上戰場，就豁
出去，不管死傷這一套了。
我心想，場上看球的球迷要負擔的往返

交通費和住宿費不會太便宜吧，球場大部
分的觀眾來自當天上場比賽的球隊的國
家，少說每場也有上萬人吧！不少國家都
屬於第三世界，他們並不富裕啊！我不敢
再往下想，反正我是不會花這個錢的。但
是，球迷們不一樣：去它的吧！就是借債
也要去，這一輩子能看幾次啊！好一個球
迷！咱們中國得加把勁，一定要主辦一次
世界盃！我這老頭子也豁出去了！一定會
去看一次中國隊的比賽！

今年賭球的人會很多

據說每屆世界盃，在香港賭球的人很
多，還有因此玩命的。記得我從香港報紙
上看到，前次世界盃，一個青年香港廚師
賭球輸了，自殺了，才30歲。我發現，亞
洲人比西方人更喜歡賭博，我們中國人也
不例外。而且，玩成習慣了，見什麼都
賭。
今年的世界盃，可賭的內容很豐富，估

計還會有不少人上手，拿它當作賭博的對
象，一旦黏上了，很難甩掉。我勸大家隨
便玩玩可以，可別上癮，不要掉進這個陷
阱！千萬！千萬！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學者稱「西山
先生」，建甯府建陽縣（今建陽區）人。南宋著名
理學家、律呂學家、堪輿學家，朱熹理學的主要創
建者之一，有「朱門領袖」、「閩學干城」之譽。
我初聞蔡元定，是二十多年前。1990年初，我

從江西九江調回福建建陽，因從事宣傳工作，與文
化部門及相關機構接觸的機會相對多一些。一天下
午，一位個頭不高、臉帶微笑的長者來到我辦公
室，落座之後，自報家門。原來，他叫蔡古初，是
蔡氏後人、「蔡氏九儒學術研究會」成員之一。接
着，便如數家珍一般，向我簡要介紹蔡氏九儒稱謂
的「由來」。
建陽蔡氏九儒，包括蔡元定父子祖孫一門，四代
九人。按輩分為：第一代，蔡元定之父蔡發；第二
代，蔡元定；第三代，蔡元定之子蔡淵、蔡沆、蔡
沈；第四代，蔡淵之子蔡格，蔡沈之子蔡模、蔡
杭、蔡權。除蔡元定是程朱理學「四書五經」的主
要創建者外，蔡元定一家四代還先後完成了「五
經」（《易經》《詩經》《書經》《禮經》《春
秋》）集注裡的《易經》《書經》《春秋》三部經
典的集注，故有「五經三注第，四世九儒家」的殊
榮。
八年前，在建陽城南蔡元定廣場，聳立起一尊蔡
元定石雕像。今年，是蔡元定逝世820周年。上個
周末的下午，赤日炎炎，熱風陣陣，我獨自一人，
前去瞻仰。到得公園，但見採用整塊優質花崗岩雕
刻而成的蔡元定石雕立圖元冠布袍，左手握書置於
胸前，右手握拳貼於後腰，目視前方，儀態安詳，
造型精美，氣定神閒。整座雕像由台階、基座、雕
像三部分組成，通高十一點六米。其中，三層基
座，高五點六米；像高六米，重二十六噸，以坐北
朝南尊放於基座之上、聳立在山水之間，其東側為
波光粼粼的崇陽溪，西側為車流滾滾的民主路。
在雕像一層基座西面，有一長方形、黑底金字豎
排版《蔡元定石雕像工程記》，其中有這樣一段文
字：「蔡元定乃建陽地方歷史名人，為緬懷其弘揚
中華文化、教化故里功績，2010年1月20日，建陽
市委員會下發《關於城市建設重點專案工作》，決
定在城南崇陽溪畔建蔡元定廣場，立蔡元定石雕
像」；在二層基座南北兩面，鑲有四幅大字石刻，
內容分別是：「紫陽羽翼」、「閩學干城」，「五
經三注」、「四世九儒」。身臨其境，觸景生情，
我的思緒如同崇陽溪水，緩緩流淌，久久不息……

紹興五年，蔡元定出生於南宋時期號稱「圖書之
府」的福建建陽麻沙鎮蔡氏書宦世家。其父蔡發，
字神與，號牧堂，係南宋理學家、天文學家、地理
學家。蔡元定天資聰穎，自幼就跟父親學習。史料
記載，蔡元定八歲能賦詩，十歲可日記數千言。元
定承父教精研三氏（程、邵、張）之學說，幼時能
深涵義理象數之學理，十九歲秉承父志，登建陽莒
口西山絕頂，構築書屋，忍饑吞野，刻意讀書，對
天文、地理、兵制、禮樂、度數無所不通，凡古書
奇辭奧句，學者不能分句，元定過目，即能梳理剖
析，無不暢達。用朱熹的話說：「人讀易書難，季
通讀難書易」。二十五歲那年，蔡元定前往武夷山
五夫向朱熹問易。朱扣其學識，見其談吐非凡，即
驚奇地說：「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
四方來學者，朱必讓元定考詢方能入學。朱、蔡二
人師友相稱，研究學問，著書講學，長達四十年，
在學術上，蔡元定成為朱熹的左肱右臂。他曾協助
朱熹著書立說。「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
傳》、《通鑒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
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宋史．蔡元定
傳》）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熹書集之中。
正所謂，以文會友。蔡元定與朱熹，情投意合，
亦師亦友。乾道六年（1169），蔡元定重上西山設
「疑難堂」，與朱熹在雲谷的「晦庵草堂」遙遙相
對。為了及時聯絡問學，故在兩山懸燈相望，夜間
相約為號，燈暗表明學有難處，翌日往來解難。元
定每到朱處，朱必留他數日，論學經常通宵達旦。
慶元三年（1197），權臣韓侂胄擅政，製造「偽學
之禁」，誣奏偽黨五十九人，朱熹被打成「偽學魁
首」，去職罷祠；誣蔡元定為朱熹的左右羽翼之
罪，貶為湖南道州編管。蔡元定得訊後，未向家人
告別，即往府治報到。三子蔡沈、學生邱崇相隨，
行至建陽考亭贏州橋頭，朱熹與從學者百餘人餞
行，許多人感傷而淚下，蔡元定卻泰然自若，不異
平常，賦詩抒懷：「執手笑相別，毋為兒女悲，輕
醇壯行色，扶搖動征衣，斷不負所學，此心天可
知。」
一路跋涉，千般磨難。到了湖南道州，由於奔波

勞累，加上氣候不適，蔡元定常年抱病，百方醫治
難愈，心想解易、春秋未竟，又有洪範之數，學者
久失其傳，唯元定獨心得之。只可惜，他的生命進
入「倒計時」，沒來得及形成論著。正所謂，知子
莫若父。蔡元定一番思考後，給三個兒子「分配任

務」。囑子成書、吩咐蔡沈：「淵宜紹吾易學，沉
宜演吾皇極數（洪範之數），而春秋則以屬沆。」
後來，蔡淵、蔡沆、蔡沈三兄弟，果然不負父親囑
託，遂了父親遺願。
慶元四年八月初九（1198年9月11日），蔡元
定病逝於湖南道州寓所。守臣上奏，旨許歸葬。隨
父在外的蔡沈，護送父親的靈柩，徒步三千里，跋
涉幾十天，才回到建陽。途中，贈以銀両者眾，蔡
沈一一跪謝，堅決不受。是年十一月初六，蔡沈葬
父於建陽莒口。蔡元定去世，使得朱熹如傷手足，
痛心疾首，三撰祭文以哭，親筆大書「有宋蔡季通
之墓」碑文，並編寫兩人數十年往返講論的書劄
《翁季錄》，以此紀念40年學術同趣、互為師友
之手足情。
公道自在人心。開熹三年（1207），誅侂胄，枉

者皆伸，朝廷對蔡元定平反昭雪，初贈迪功郎，寶
佑四年贈太子太傅諡文節。寶佑三年（1255），理
宗皇帝敕建「廬峰書院」和「西山精舍」，御書
「西山」、「廬峰」四個大字，由其孫宰相蔡杭分
別摹刻於建陽崇泰裡（莒口）鎮的西山和廬峰。
「廬峰書院」由蔡杭精心設計佈局，設尊道堂、思
敬堂、傳心堂。明嘉靖九年（1530），詔元定崇祀
啟聖祠。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聖祖仁皇帝頒
賜宋儒蔡元定「紫陽羽翼」金匾。
蔡元定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祿，窮研理學，
著作頗豐，尤其是在音律學方面有獨到見解。其音
律學專著——《律呂新書》——名揚古今。在建陽
麻沙水南村，有一條古樸典雅的老民居「蔡家
巷」，蔡氏大宗祠就坐落在這裡，宗祠裡的蔡元定
紀念館，默默傳頌着這位造詣精純、歷久彌新的歷
史名人。作為朱熹的高足與摯友，蔡元定對朱熹理
學的創建，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朱熹生前曾將
蔡元定與著名學者張栻相提並論，並給予高度評
價：「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
界得清新。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
嘯，絕妙兩無倫。」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宋代理
學家，有「紫陽先生」、「考亭先生」等雅號，稱
蔡元定為「紫陽羽翼」，是恰如其分、當之無愧
的。

話說在唐朝時粵人稱娼妓為
「老舉」，遂問土人，亦無人
知曉；吳昊在《塘西風月史》
援引《中國娼妓史》所描述的
廣東妓寨：「分兩目，曰老
舉，曰琵琶仔」；琵琶仔僅一
曲清歌，老舉則兩情歡洽可留
宿，故妓寨亦分兩種，酒局只
陪酒，大局即為可薦枕之妓
女；偶閱唐人《七里志》，始
知老妓稱為「都知」，分管諸
姬，聞說那就是「老舉」之由
來。
唐初有一位狀元，名叫孫

偓，他高中狀元之後，應邀到
妓院喝花酒，當中一位文士向
鴇母召喚某姓「舉人」，他甚
為疑惑，何以會在妓院召喚
「舉人」呢？當此一「舉人」
到了之後，他才明白，她為名
妓鄭舉舉，但已年老色衰，且
榮升為鴇母了；後來他到了廣
州，將此一妓女的別稱也帶到
廣州，估計後來廣州人將「舉
人」一詞轉化為「老舉」。
此外，另有一種說法，妓女
是一個不光彩的職業，客家話
將妓女說成「老妓嬤」，由於
客家話的「妓」、「舉」同
音，被翻譯為廣州音的時候唸
成「老舉」；由此之故，「老
妓」和「舉人」兩詞混在一
起，在廣東流傳至今塘西一
帶，俗稱以「老舉」一詞代替
妓女；戰前港英政府發給塘西
阿姑的營業執照，亦因而稱為
「老舉牌」。
塘西花月令人着迷的傳奇故

事，其中竟有賊婆娘的故事，
賊婆原為當年九江一帶著名賊
匪吳三鏡的壓寨夫人，殺人不
眨眼的大盜卻生得面貌瀟灑，
因此妻妾成群，其後匪幫伏

法，其中一位下堂小妾遂流落
於塘西，當時不少達官貴人聽
聞，都爭相揮箋召喚此名絕色
賊婆以一開眼界，或者聽她講
述賊幫的殺人越貨的故事，從
而為茶餘飯後增添談資。
而在塘西風月史當中，為阿
姑燒銀紙的傳聞版本甚多，其
中以銀紙煲綠豆沙，女主角的
妓女名叫花生桂，有傳聞那位
花生桂當時在塘西脂粉界中很
有名；有一次，有兩個恩客，
為了爭奪花生桂而用相約以銀
紙煲綠豆沙博紅顏一笑，最終
勝出那一位尋芳客燒了萬多元
銀紙去煲綠豆沙。
「銀紙煲綠豆沙」故事最早
載於已故的資深報人羅澧銘所
著《塘西花月痕》，根據他的
記載，故事女主角與紅牌阿姑
「花生桂」分別為兩個人，事
實如何，已沒有人可以證實；
他就是在 1928 年出版《骨
子》報的老闆，此報大賣省港
澳，成為同類香港風月指南報
的圭臬，有專題報道塘西動
態，為最早的風月版報刊；日
後《華星》、《花影》、《香
海花場》及《探海燈》等俱抄
襲此報。
羅澧銘後來在《星島晚報》

重寫《塘西風月痕》，亦一樣
大受歡迎，於是在1962年他
就索性出書一本，在大賺一筆
之餘，也好盡饗多年來捧場的
知音；初出版轟動一時，有人
甚至誇張到以之媲美蘭陵笑笑
生的《金瓶梅》；而書中的一
些情節，例如用銀紙煲綠豆
沙、以鑽戒贈乞丐等，日後也
成為不少塘西電視片集的題
材，變作風月場中的經典掌
故。

■葉 輝

且說塘西花月痕

世界盃賽還真熱鬧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關愚謙

■肖 薊

文藝腔

豆棚閒話

■青 絲

「紫陽羽翼」蔡元定

詩情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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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城誌

已讀即回
■星 池

近年本地舞台劇界的演出百花齊放，
縱然或偶有良莠不齊的創作，但各劇場
工作者也能從生活中提煉不同的想法及
角度。常規劇院有限，表演團體眾多，
而製作一個演出絕非易事，亦要顧及票
房，所以藉由公開讀劇向觀眾呈現劇本
這方法，如雨後春筍，各適其適。演員
們僅是把劇本演讀出來，而場地配合或
可加上簡約聲效及燈光，觀眾能有充足
的想像空間，一切從文本開始。因此，
尋找場地比較自由靈活，票價亦可定到
很低或免費入場。公開讀劇，有兩個方
向，一是劇團希望向觀眾介紹較難在本
地公演的劇本，可涵蓋世界各地的不同
主題，擴大觀眾視野；二是給予編劇發
表作品的平台，尤其是初次嘗試的新編
劇，令他們有機會接觸觀眾，在讀後座
談會，吸收意見，讓劇本及編劇本身得
以成長。
當中，由資深演員及導演陳永泉先生

創辦並擔任藝術總監的「普劇場」，除
致力製作兒童劇場及各種劇目之外，還
舉辦不同計劃及工作坊，拓展劇場藝

術，「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便是該團
為推動創作新劇本的風氣及提升創作水
平而舉行的計劃。該計劃的口號為「一
個好的劇作家不在於產值，而在於啟發
了多少心靈」，首兩屆對象為大專生或
新近畢業者，劇團會為入圍劇本舉辦公
開圍讀和專業指導，優異作品的選段更
會被搬上舞台，把文字化作畫面，讓編
劇與觀眾一起討論交流。到了第三屆，
更持開放態度，不再設門檻，讓所有港
人也可參與，培育更多有意創作的編
劇，令獲選劇本能夠公開演讀，得到養
分而生長。今年，該計劃已踏入第四
屆。
人們使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發出一

條訊息，當然期待得到回覆，可是最終
或只見對方已讀不回，或甚是不讀不
回。不過，公開讀劇，重視交流，所以
多會設有座談會，觀眾與表演團隊往往
比較靠近，既已讀劇，觀眾便會即場回
應，發表看法，使編劇或劇團能聽取意
見，有所裨益。已讀即回，實屬舉行公
開讀劇可貴之處。

■■建陽城南蔡元定石雕像建陽城南蔡元定石雕像。。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小說，發給朋友看讓提
意見，朋友支吾半天，最後才說裡面的人物
對話太文藝腔了。這令我很受打擊。那時我
們中毒都很深，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是文藝
青年，說話就像在背王家衛的電影裡的台
詞。被人不經意道破，我才發現文藝腔和青
春痘一樣，只要過了年齡，看起來就會很突
兀。而且最糟糕是，你都不知道別人之前忍
耐了多久。
文藝腔並不是白話文專屬的句式，北宋初

的西崑體，就是最早的文藝腔。一個人如果
從來沒有文藝過，是很無趣的。即使麥克阿
瑟這樣的赳赳武夫，給妻子寫信也會用旖旎
多情的句子「像一隻中彈的小鳥一樣從樹上
落到了深淵」，演示人的多面性。而菲茨傑
拉德在酗酒中寫下「在靈魂的漫漫深夜中，
每一天都是凌晨三點」，「我們就這樣揚帆
奮力推進，逆水行舟，而潮浪奔騰不歇，不
停地把我們推回過去」，也是一種戴着面具

的語言狂歡，想要顛覆現實的不如意。
就像過去的人喜歡在上裝口袋別鋼筆，文

藝腔也曾在1980年代風靡一時。誰能把簡
單的話說得雲山霧罩，就能於大眾群體中呈
現出強烈的異質性，令旁人莫測高深。作家
蘇叔陽為了嘲諷這種文風，戲寫道：「是
否？有鹹菜、稀粥充盈於你腹中，在今
晨？」又曰：「審美主體對於作為審美客體
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緣進行觀感產生生理上
並使之上升為精神上的愉悅感。」意思就是
吃過了嗎，聞花香很愉快。
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我們以前寫作文，也

常以「太陽公公當頭照，白雲阿姨把手招」
起首。到後來，瓊瑤劇「你不過失去了一條
腿，可紫菱失去的卻是愛情」，對我們的三
觀也形成了巨大衝擊。史迪芬．平克的《語
言本能》說，人的心智擁有許多不同模塊，
每個模塊都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語言
就是一種核心學習本能。集成在我們腦子裡

的文藝模塊，既是孕育小資主義的溫床，也
是滋養浪漫精神的搖籃。
但文藝腔畢竟是一種混沌無意義的藝術，

始終讓人活在形而上的層面。像薩特跟波伏
娃闡釋感情，說愛人分兩種，一種是必然
的，一種是偶然的，只要精神上與必然的愛
人契合，肉體就可以四處流浪，發展各種偶
然，讓生活增加點滋味。所以雙方同居一
生，都秉持這種文藝精神，薩特擁有情人無
數，波伏娃也與美國作家艾爾格倫維持了三
十多年的熱戀——文藝細胞豐富的人，常以
自己為中心構建一個宇宙，或許只有存在主
義者才能長期經受這樣的折騰。
日本民藝理論家柳宗悅說：「每天使用的

器具，不允許華麗、煩瑣、病態，而必須結
實耐用。」這也是治癒文藝腔的不二法門。
只需每天到市場上買菜做飯，與小販討價還
價，於這種語境下，文藝腔不亞於《射鵰英
雄傳》裡的歐陽鋒倒立着用手走路。

古典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