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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爺爺18歲到濟南，在這裡工作，定
居，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他幹了一輩子駕
駛工作，也給園林局開車，奔波於各大公
園，運送假山、盆景等。每次回家，他手裡
都會拎着幾尾大明湖的鯉魚，親自下廚，做
好後分給鄰居品嚐，我每次都吃不夠。老火
車站，留下他高大的身影，經常半夜裡去接
人，與站台上的老夥計「拉呱」，喊一聲
「二哥」，叫人淚花閃爍。

兒時，每到夏天，爺爺就帶着我去趵突泉
玩兒，拎着小桶、拿上拖鞋，來到泉邊，忍
不住甩掉鞋子，光着腳丫在石板上嬉鬧，白
色的水花打濕了花裙子，我笑得合不攏嘴。
若趕上下雨，那會更有趣，爺爺為我撐起小
紅傘，我在雨簾中跑啊跳啊，眼前霧着一層
仙氣，說不清是雨的暴動還是泉的特效。臨
走時，爺爺打上兩桶泉水，帶回去煮飯、泡
茶、生豆芽，要多愜意有多愜意。
上學後，每學期春遊，泉邊是學校的必選

之處。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這些外地
人從課本上看到的名勝，我們濟南孩子不用
「心嚮往之」，跟着老師就能遊覽個夠，大
飽眼福。所以，我們是被大自然寵壞的孩
子，那些名泉就像孩童的乳名，被我們刻在
心裡，經常從唇邊滾落出來：趵突泉、珍珠
泉、黑虎泉、杜康泉、瑪瑙泉……而與泉水
對話，成為我們的日常功課。傍晚放學回
家，剛拐進巷子就高喊一聲：「我回來
了！」這一聲也讓驚動了那些泉子，豎起耳
朵，很多都是無名泉，委身在旮旯角落裡，
一個人的成長中有它們的庇護，是多麼的幸
福啊。
到了周末，父親騎着大飛輪自行車，帶着

我在老街巷裡閒逛，剪子巷、館驛街、萬紫
巷、王府池子街，他摸得倍清兒，餓了就找
家包子舖，吃飽後再上路，天黑才回家。有
些時候，我和小夥伴坐公交去城區，先去逛
書店，出來後，一路相伴來到護城河邊，大
口吃着冰糕，訴說各自心事，迎面的輕風，
吹亂了我的長髮，柳枝在風中擺動身姿，將
一座城的翠色交付給整條河流，向下游傳遞
着的季節的耳語。直到晚霞紅天，我們才戀
戀不捨離開。
有水的地方就有快樂，這種快樂是永恒

的。爺爺的打拚、父親的經歷、我的成長，
都被這一城的泉水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並

深情祝福；父輩的江山、兒孫的夢想，都盛
在這滿城的榮光中，慢慢發酵，進駐到我們
的體內，融為一種精神的信仰。
公園裡有泉，市井裡有泉，街巷里弄，窗

台、樹下也有泉。活着，活着，這裡的人也
成了一眼泉。是怎樣的恩寵，讓上天隨手一
揮，恍若撒珍珠一樣，讓泉水在濟南落戶安
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道。作為人類，我
也無法想像，清澈甘甜的泉，是如何在大地
上扎根，努着勁兒地向上，再向上，把噴湧
視為朝拜大地的方式。但我明白，泉的生命
詞典中，沒有放棄、絕望、利益，輕輕翻
開，看到的是夢想、希望、堅持，還有像植
物生長一樣的緩慢、節制。這得益於我在不
同地方賞泉的感悟。
我喜歡在清晨出門，迎着清泉的問候。從

大明湖南門出來，對過就是曲水亭街。河畔
的店舖還未開張，很多人已經忙碌起來，灑
掃地面，清理垃圾。此時的老街，姍姍可
愛，不遠處的曲水亭，大白鵝，白瓦灰牆、
小橋流水，近處的長椅，都被彎曲的河流納
入懷裡，載入時光的長袖。油旋、甜沫、白
吉饃，路邊的早餐車，為這安靜老街增添煙
火氣。人流熙攘，市民悠閒踱步，起個大
早，趕過來拍照或寫生的都是外地人，支上
畫架，隔岸揮筆，不知不覺，自己也入了
景，讓路人屏息而視。曲水流觴，就這樣百
年流淌，在人們心裡蜿蜒，最終化為生活的
哲學：慢下來，才能獲得心靈的安寧。

有一次，偶遇小巷裡一家結婚的，尋着地
上貼着「喜」字的井蓋走去，容納一人而過
的巷子，圍得水洩不通。手機舉過頭頂拍
照，鑼鼓喧天，震碎了天空的瓦藍，也震醒
了泉子的酣夢。或許，只有在泉邊長大的姑
娘才有這樣的禮遇吧，街巷里弄的泉子，傾
城出動，馥郁成花，一路歡送，一路高歌，
這是何等的恩典？
我喜歡在午後出門，明府城裡聽故事，百

花洲畔尋故人。從曲水亭街出來就是明府
城，每到周末這裡都有免費的曲藝演出，快
書、相聲、梨花大鼓，看個痛快，恍若回到
曲山藝海舊時光。柳條晃動，再個晃動，幾
步就到了河邊，咿呀咿呀的曲調緊跟水波，
划開一道瘦長的花紋，拖沓而離開，向遠方
傳遞着這座城市的風雅與古韻。走進泉水人
家民俗館，「佑我後人」的牌匾，彷彿是歷

史的誨語，只有濟南人才能滲透其中的美
意。中規中矩的四合院，正屋、南屋，東西
廂房，陳列着過去人們生活的老物件。大到
斑駁黯淡的上海老鋼琴，小到剃頭挑子、貨
郎挑子、磨剪子戧菜刀的工具，還有「銘新
池」的匾額，瞬間復活一段老城記憶，也叫
人在穿越中找回鄉愁。時間流逝，不變的是
泉水的軌跡，它餵養着大地上的生靈，它的
教誨就是土地的道德，平等、自由、悲憫，
遠離索取，隨遇而安。佇足在此，我頓感精
神明亮。
踏泉而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大

地的孩子，割捨不下的泉水親緣，就是我們
賴以生存的根。人到不了的地方，泉水能抵
達。從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出發，「濼水
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湧上奮，水湧若
輪」，泉水開啟人生之旅。且不說杜甫、李
白、元好問、趙孟頫等大批文人名士的眷
顧，留下的詩篇在大地上織成錦繡，僅看易
安居士的泉水情緣就讓人心生感動，「水光
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一個
「親」字，迤邐出多少感恩，又澎湃着多少
浪漫？當我們仰望歷史的夜空，知道水星上
有座「環形山」是李清照，她走向世界，也
將泉水故事帶向浩渺宇宙。倘若泉水也有朋
友圈，月亮、星星、青草、荷花、柳葉等
等，都是它的好友，那麼，第一個點讚者一
定來自詞人李清照。
在今天，泉水文化節、國際冬泳節、明湖

龍舟賽，影響力與日俱增，其實，這也是泉
水的歡歌，與大地共舞，與人類同歌，展示
着「泉都」的宜居與生態的和諧。

踏泉而來，泉水奔騰。泉水是躍動的音
符，音符是觸摸到的心跳。看，它們以嬰孩
笑靨大狀之，舞動之，翻滾之，好個天真自
在！暮春，柳葉深綠，泉水比着肩地振臂高
呼；夏至，泉水浴場，五龍潭裡，游泳戲水
百姓樂哉；秋分，泉邊，金菊吐蕊，滿城流
水香；大雪，雪花擠滿大地，彷彿要把枯枝
壓破，泉水汩汩，奏響冬之律動……四季輪
迴，清泉不息，永葆初心，扎根大地：它遠
離快，遠離與一切與快有關的功利、博弈、
喧囂，它崇尚美，美就是向上、再向上，教
給人們進取、勤勉、知恩；它承載更大的夢
想與更遠的遠方，與泉水同悲同歌、廝守終
生的人，是幸福的。

超甲子的午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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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纖飲食
如每天只准吃白
飯、蒸水蛋、肉

粥、和少量去皮的肉類及去皮的魚
或雞，不能吃任何蔬果和全榖類，
你會怎樣？我現在就是這種狀態。
事源下周初要做腸胃內窺鏡，前
五天起要奉行低纖飲食，手術前一
天更要暫停固體食物。一般常識以
為多吃纖維才能排便，但原來大腸
檢驗前只可吃肉、白米和水蛋，其
中必有我說不清楚的醫學原因。
先來看看忌食的單子，頗嚇人：
所有新鮮蔬菜、瓜類及其乾製或醃
製品，如金針、木耳、雪菜、梅菜
等；所有根莖類，如芋頭、蓮藕、
馬蹄等；所有新鮮生果及其乾製
品，如杏脯、提子乾和椰絲，全穀
類及其製品如糙米、麥片、全麥麵
包和全麥餅乾，所有奶品類包括芝
士和乳酪，所有果仁和花生，所有
豆類及其製品包括豆卜，未去筋皮
的肉類及未去皮的魚或雞，所有煎
炸食品，和所有刺激性調味品如辣
椒、大蒜、薑、胡椒、豆瓣醬和豆
豉等。基本上是九成食物都碰不
得。

首先擔心的是無纖飲食下如何上
廁所。幸好至今的問題不大，腸臟
蠕動仍可以，關鍵是保持運動和多
喝點水，但如長期這樣，肯定不
成。跟着是想，中午那餐在外吃，
如何找到完全無菜無奶無豆無刺激
調味的東西？答案是比我想像中
難。原來要吃素容易，要找到只有
肉和白米的飯餐反而困難。比如豬
扒飯，多已配番茄和芝士，又如班
腩飯，班腩一定先炸過才用芡汁
燴，又不能吃，單是點餐已很頭
痛。結論是最好去粥店來碗豬肉粥
走皮蛋，但吃完還是很餓，只好當
減肥。另一選擇是吃白切雞配白飯
走汁走薑茸，自家去皮去肥膏。奇
怪的是，雖是吃肉，但因無味，感
覺上很清心寡欲。
另一發現是，這幾天的精神反而

好了，比起平日更不容易有瞌睡的
感覺，是否反證平時自己吃肉太
少，身體不夠優質蛋白質？又因為
知道什麼都不能吃，反而不會心思
思想吃果仁等零食，精神更集中。
不過這純是個人臆測，有問題還是
應請教醫生或營養師。

本山人可能要略
略比較詳細一點去

解釋本文標題的意義！
正確的意思是︰本山人與一群中
學同學選擇了每個曆月的第一個星
期二，大家相約一起，參加一個非
常簡單而又平平常常的午餐會；例
如，今天是8月7日，恰巧是8月份的第
一個星期二；所以，這篇文章見報
之日，也就是我們這一群同學，在
1949年至1955年這6年當中，大家
均曾在同一所中學讀書的！
那是一所中文中學，即6年學習
分為兩段，首段為初中部，同學由
初中一唸到高中三，高中三之後便
一同參加當時港府教育署的中文會
考！會考之後，便各依各自的讀書
計劃及志願或開始工作而各散東西
了。（註︰1955年時大家也差不多
是18歲了，由於日本侵華戰爭，有
些同學可能比同級的同學年齡大3
歲至5、6歲者也有之！)
總的而言，由 1955 年至 1995
年，這40年當中，我們共有三班同
學，大約合共135人，大家都走了
很多不同的道路，有些馬上工作、
有些繼續升學，有些留港、有些前
往外地繼續升學或工作，例如台
灣、英美等地方。
大約1959年之後，大部分能夠考
入大學的也開始畢業了（醫生或其
他學科需較長學習期者是例外）！
畢業之後，當然是工作了！當然也
有些繼續升讀高級學位的！大家在
不同領域工作了38年至60歲或43年
至65歲時，一般而言，大家均已開
始退休了！時維1987年或1992年之

後，幾乎大部分的同學都退休了。
有的依然留港，有的退休後卻移民
他去，而又有些在外國工作的卻又
退休而返回香港自己的老家！
留港的這一群校友，餘暇的日子

比較多，因為一般而言，退休年齡
均在 60 歲至 65 歲左右（亦即是
1987年至1992年之後），大家便想
起中學的同學，同時又發現留港的
起碼有三數十位，於是，其中一些
校友便發起，我們留港這一群，為
什麼不搞一個午餐會，大家可以每
月見一次，不但可以談風月，也可
談談老師丁衍鏞等，又可以遇上一
些在外地如美加的校友回港探親
時，邀請他們前來這個一月一次的
「超甲子午餐會」也是相當方便
的。但如有些校友來港日期不合
（即不是在該月內的第一個星期左
右），我們又可以在午餐時報告阿
乜誰校友將於該月中或月底來港的
話，我們又可以再組織多一次特別
的午餐會，讓來港的校友可以同時
會見十多位在60年前一同唸中學的
校友。
這個「超甲子午餐會」便因此而

由二十世紀九零年代開始一直伸延
至今天2018年8月7日，又有一次
聚會了。
當今天這篇文章見報之日，大家

又可以捧讀一番，懷想往昔快樂的
學生生活日子！本山人甚為樂意今
天擔任本午餐會東主，不知各位校
友肯不肯給我這個機會呢？（附
註︰假如大家唔賞面，則本山人便
硬着頭皮提請各位今天免收我的午
餐費啦！）

一代堪輿泰斗蔡伯勵大師
辭世，享年96歲，大師被譽

為富豪御用風水師，香港很多大型建設，例
如青馬大橋、新機場等等的啟用日期均經過
大師的測算，甚至香港電台每年的開年大日
子都由大師指導，很奇妙，即使本來天氣差
的，至開Show的時間總會天朗氣清，大師
的功力深厚，多才多德，可親可敬，對身邊
的人一視同仁，深受後輩愛戴。
大師常教導我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

積陰德，五讀書，六名，七相，八敬神，九
交貴人，十養生。還記得在七年前，老師快
迎接90歲，他在上環辦公室接受了《舊日的
足跡》訪問，大師非常謙虛說不要講我自己
太多，講下一些大圍事就最開心。大師透露
他是家中長子，前面有一位家姐，七位弟
弟、三位妹妹，16歲前心存排斥，「我當時
是學生身份都有疑惑，現代社會新生活父親
你還要做這些工作替人家擇日，看風水嗎？
其實我當時沒有深入的認識，後來發覺原來
此學問對人世有幫助，更是勤力學習，幫人
之外亦是一門專業。」
「我籍貫順德，先祖父輩好辛苦，半耕讀
的自學研究出來，天文曆法知識淵博，在清
朝末年已在廣州市真步堂發行第一部曆法
書，《七政經緯曆書》是以星球的運轉計算
出來的，後來才發展到有民間通勝的出現。
先輩深厚的功夫不可以在我手上失掉，自己
長大之時適逢日治時期，我小學畢業也讀過
中學，最主要跟隨父親大人讀文學，由於玄
學這一行較敏感，1952年移居香港，當年住
在騎樓房，靠人客上門擇日交租養妻活兒，

友好提議不如將蔡氏的通勝帶來香港，結果
在這兒發展起來。」
實在一直以來蔡老師都非常活躍，有問必

答，原來他亦有想過退休，「因朋友太多，
他們有事查詢，我總不能拒諸門外，我是服
務性行業，無得轉行，這也是我的養生之
道，最開心朋友多，互相尊重，我想人生要
看得開，不可事事上心，一切隨緣，得失不
要太執着，萬事順其自然。我不感到自己有
幾成功，只是有機會便服務人群，服務社
會，就是這麼多了。」到底人是否有好命與
否之分？例如李嘉誠先生，當年可有看穿他
將來是首富？「我們認識久矣，初時替他擇
一些日子，做一些工作，他的父母及太太的
山墓也是我去給予意見的，大家平日也有很
多交流，也算是朋友。他是一個很努力的好
命人，我想好命就是錢不用太多，要使用時
可以足夠應用的那算是好了，身體健康，兒
女孝順已經非常滿足了。」
看來蔡伯勵大師也是個十足好命人，兒孫

滿堂又孝順，正如千金蔡興華師傅所言，
「感謝各方長輩友
好對父親的愛戴，
我們11兄弟姊妹會
秉承父親大人的做
事待人方式去生
活。」我也相信蔡
氏大家庭會繼續發
揮大師可親可敬的
赤子情懷。蔡伯勵
大師往生淨土，我
們永遠懷念他。

才德兼備可親可敬的大師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在《澳門》雙月刊第124期中，
看到雪糕的專題報道，令我驚訝

和羨慕的，是澳門竟然還有「人力雪糕車」，而且
推着這部雪糕車日日販賣新鮮手工製雪糕的，竟然
是一位堅持繼承父業的64歲長者。
長者的名字叫黃有根，他父親當年就是由「三仔
爺」一起經營，靠着推車賣自製雪糕，養大了黃家
的八兄弟姐妹。黃有根繼承父業已有三十餘年，賣
的手工雪糕，報道說︰「口感綿滑、味道清甜，沒
有雪水味，吃起來也方便，貴在手工、風味和情懷。」
這樣包含「手工、風味和情懷」的雪糕，在香港
已經消失多少年了？港人吃到的雪糕，相信都是機
器製品吧？專題還報道了一家「禮記」，是由街邊
檔做起，然後開設「禮記冰室」和建立品牌，如今
看到的招牌已經成為「禮記雪糕專家」了。報道的
記者郭美琪說：「『禮記』一直沿用自家工場製造
雪糕，選用新鮮水果和食材為原材料，不加任何色
素和香料，店內除以雪糕三文治、香芋雪糕和紅豆
雪糕馳名，還有大塊的雪糕磚……供應。」
完全真材實料不加色素和香料的雪糕，在香港較
便宜的雪糕裡，恐怕是難以吃到的，我就買過不同
的雪糕回家細看材料，發現有些是註明使用香料
的。不是說使用香料就不好，只是說原汁原味的風
味就大減而已。
香港的租金昂貴，想開一家可以讓客人坐下來品

嚐手工製雪糕的店，相信是不可能的事，想找一家
真正吃冰的冰室，更是難上加難吧？記得讀小學
時，家住在離碼頭要好幾分鐘路程的山上，每次乘
船返家，上坡路走得累時 ，剛好有一家冰室開在
路旁，那時雪糕是吃不起的，只能花一毫子買杯冰
凍的糖水來解渴。如今，就像手工製雪糕那樣，那
杯舒服透頂的冰糖水都在市場消失了。

雪糕隨想隨想
國國

前兩晚，去紅館
欣賞許冠傑和譚詠

麟的《阿Sam & 阿Tam演唱會第
二部曲》首場，在後台遇唱片公司
高層，他問我會不會去看9月9日舉
行的紀念陳百強60歲生忌的《環球
高歌陳百強》演唱會？這一問，勾
起了我對這位故友的懷念。
不經不覺這位摯友離世已四分一
世紀，跟他像朋友多於藝人與傳媒
的關係，我們會一起去已拆卸的銅
鑼灣老正興吃大閘蟹、中環藝穗會
食法國餐、蘭桂坊的士高夜蒲，同
喜同悲，每個畫面仍歷歷在目。最
錐心是在瑪麗醫院跟他話別，見他
最後一面，那份悲傷沒因歲月而減
退。
還記得那個秋夜，在喧鬧的宴會
上，接到陳媽媽電話，要我趕去醫
院跟陳百強話別。深夜，醫院範圍
黑漆一片，風肆意吹打，心情像氣
溫般驟降，抵達他的病房時，他的
另外兩位好友周潤發、鍾楚紅已
在，我們和他的家人圍着昏迷已十
七個月的他，病房一片死寂，不知
誰說「時間到了」，醫護人員便小
心翼翼替他拔掉呼吸器。此時記者
已聞風擁至，我混混沌沌地隨着周
潤發、鍾楚紅從秘密通道離去，避
開傳媒。
在他昏迷期間，每星期都會長途
跋涉去探望他，奢望有奇蹟出現，
目睹他逐漸腫脹，心很痛，他那麼
愛美，怎忍受得了？他是出名的完
美主義者，對一切要求極高，我就
故意氣他，在他耳邊說：「還不快

快起來做運動修身，今季的新裝你
定穿不下。」可惜沒用。
才華橫溢，外貌俊朗，氣質不

凡，歌聲優美，他創作的經典金曲
《眼淚為你流》、《深愛着你》、
《幾分鐘的約會》、《有了你》、
《摘星》、《偏偏喜歡你》、《念
親恩》、《漣漪》、《凝望》、我
最喜歡的《今宵多珍重》等，至今
聽來仍歷久如新，2016年，他的忠
粉們成立「為你喝采陳百強歌迷
會」，並舉行成立大典，歌迷會邀
請了我和幾位他生前的好友，憶述
關於他的小故事。
時隔廿多年，提起過往與他的點

滴，還是忍不住哽咽。往看紀念演
唱會，聽別的歌手演繹他的作品，
不知會是什麼心情。

陳百強60歲生忌紀念演唱會

怎樣才能得到無限金錢，這
幾乎是每個人都花很多時間在

想的事情。然後想着往後過自由的生活！沒有
任何煩惱！但是否真的有了金錢，人就會感到
滿足？
每個人都從心底裡追求無憂無慮，但大部分

人都會覺得這份快樂得來不易，甚至要賺好多
好多錢先可以換來。然而事實是你不需要付出
任何代價亦不需要經過幾十年的修煉。
部分看清楚這個現實世界選擇放下的人，選
擇去少林寺、削髮為僧，甚至搬到森林裡隔絕
自己。目的只是希望可以覺醒，放下一切負面
情緒，覺醒後會發現此刻的自己困在一個監獄
裡，失去一切的自由就如佛祖所說的苦，或耶
穌所說的罪。其實這個監獄就是大腦創造出來
的，是它讓你受到一切苦澀。
當你明白到的那一刻，單單是察覺到這個事

實的瞬間，你已經打破這個監獄，因為你已經
覺醒了。
長輩經常說人生裡只有兩件事重要︰一，要

活得快樂。二，珍惜時間。活在這個監獄裡
面，你人生裡面最重要的兩個事情都不能控
制。開始有點懷疑是嗎？想一想自己曾經晚上
因為回憶起過往傷心的事而徹夜難眠，或者在
煩惱的時候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想要找回一
份寧靜，卻發現周遭很安靜，但腦內不斷出現
很多聲音讓你無法靜下來，連時間都沒有在運
行，因為已停留在你失意的那一刻，此刻你就
會發現你連自己的情緒及當下都不能控制。
大腦本身的功用是讓我們思考，用完之後就

該將它停止，然後專注在想要完成的事。不是
任由大腦去控制你看這個世界，例如把瑣碎事
或小失誤當成嚴重失敗，生活就一直圍繞着負
面情緒。明白到大腦不是等於你，代表你開始

覺醒，然後學習有意識地控制它。
以後每當遇到任何事情令你憤怒，你要提醒

自己，只是大腦私下將這件事連結成憤怒，然
後明白到這個憤怒出現的意義，是作為一個信
號去提醒你，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底線，需要
作出修正行動或和對方說你需要他遵守的規
則，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很快，你就會發現情
緒變成你的朋友，一直在身旁提示你需要讓事
情去作出改變。你也會發覺到大腦想偷偷地將
你時間偷走，譬如不斷重複昨天你上司罵了你
一頓，幻想明天與心儀對象吃飯發生尷尬的情
景，這些不堪的感受在此刻不斷重複，情緒把
時間放在無意義的事情。
習慣察覺情緒之後，你會發現人生的所有問

題只會變成一個情況，而你的情緒會無時無刻
提醒你「需要作出有意義的行動」，就是放
下。

你的大腦屬於你嗎？

泉生濟南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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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勵大師辭世，享
年96歲。 作者提供

■9月將舉行《環球高歌陳百
強》演唱會，到時一班歌手會
唱出他當年的經典金曲作紀
念。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