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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家村明亮的小巷裡出來，乘車約十幾分
鐘，剛好到達百萃源。一座彎彎的小橋橫架在
前面，等走近了才發現，鋪展在眼前的竟是一
條碧波悠悠的水蕩。只是在這裡，這條水蕩顯
得尤其循規蹈矩，不同於大江湖泊那樣繞山環
村，亦不同於一般山泉小溪那樣曲折蜿蜒，而
是寬窄有度，筆直如渠，恍若一條人工挖掘的
袖珍「運河」，滿滿一河的波濤，滾滾不息地
向前流去，長長兩岸蘆葦簇擁，綠意顯得更加
濃郁，更加深邃。
在這織水成網的地方，踏徑而去，迎面而來

的還有一個個草苫的涼棚，就像古時十里搭起
的亭台，讓人想起「雁啼雲背月，人語水邊
村」的暖意，又想起「送君千里，終有一別」
的壯別。然而在這裡，前來遠足的人往往都依
依不捨。一排黃色遊艇和橡膠筏靜靜地泊在岸
邊，幾間草房搭建在離河幾米遠的地方，這便
是水上漂流和觀光船隻管理處了。高摞的救生
衣一件件發下去，十幾個人一組依次登上遊
艇，飛速旋轉的螺旋槳排開綠綢一樣的水面，
兩岸景物便迅速向後而逝。
風在青翠的葦葉尖上輕輕撥動，清涼的水汽

在逆風的纏繞下，挾着水花兒撲人面頰。它們
流動的方向，就是魚蝦最為鮮美的地方。除了
蘆葦，還有菖蒲、香蒲、慈姑、梭魚草、水竹
芋等也在這裡搖曳青葱。這裡不僅出產魚蝦，
還盛產蔬菜、水果，還有家禽和植物的艷麗花
朵。遊艇一路穿梭而過，那些黑色、白色羽毛
的水鳥被槳聲驚起，在河面上空盤旋躑躅。在
這片廣闊的水域之上，藍天將白雲分割成一塊
塊冰川，正午濕熱的氣溫，在這藍天白雲的冰
川下變得涼爽不已。肥碩的魚兒從水下頻頻探
出身體，以尾拍打水着花兒在人面前撒歡，彷
彿是一出早有預謀的表演，恰到好處又十分偶
然。它們躍出水面的剎那，潑刺、潑刺的聲音
也相繼傳開，引得人驚喜不已。
除了這樣的河渠，隆起的田地上，一行行果

樹已安家落戶，在這果樹覆蓋的地方，與之一
同牧放的還有當地的土雞，這樣的養殖方式，
在科學上叫立體養殖，土地因家禽的糞便得以
肥沃，家禽則以覓食草籽、草蟲為生。青草叢
生的大田則用來牧放鵝鴨。我探頭朝樹林裡望
了一眼，看見紅羽、黑羽的雞們正在草叢中悠
閒散步。在這幽深的水上森林裡，牠們的世
界，靜寂無聲。面對突突而來的遊艇，這些散
養慣了的雞們一點兒也不害怕，依然站在草沒
雞腹的地方，晃動着雞冠尋找草叢中的美食。

除了牧養的雞鵝，河中的野生動物在這裡安然
生存。成對的野鴨與我們不期而遇，卻並不懼
我們的干擾，仍然安靜地浮於水上，毫不避人
地公開牠們的戀情。魚兒則和魚蟲、水草共
生。
對於水，它的生命是流動的。流水不腐便是

這個道理。百萃源，既有百樣葳蕤青葱的植
物，又有潺潺不竭的水源，好支撐它一年四季
的豐盈收成。很難想像，在這雨水不豐的北
方，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堪比江南的水鄉。這裡
氣候舒適，溫和宜人，既不延誤桃李開花，又
不耽擱鳥兒過冬，更不誤及有機農作物和瓜果
蔬菜的長成。百萃源的糧食和蔬菜，就是汲取
了當地深井裡的水分，才得以健康茁壯生長。
當燕子翻飛，白鷺起舞之時，這裡正現出一片
盎然生機。
有人說，到百萃源，就永遠不怕天空和環境

污染，不怕瓜果和蔬菜污染，此言不虛。這個
多立體式養殖基地，以生態種植、綠色養殖為
主，從田頭，到水源，實現全程科學管理和環
境養護，提倡環境教育和綠色出行，為開發生
態旅遊提供了基礎條件。同時與旅遊者、經營
者、當地居民等的協調合作，達成互信互利的
良性合作機制。他們的承諾，就是在糧食、蔬
菜和瓜果的種植過程中不使用一滴濃藥，一粒
化肥，用自己種植的大豆磨碎撒到地裡給蔬菜
供給營養，從源頭改良土壤，將無污染、無農
藥、最健康的蔬菜輸送出去，安全抵達每一個
市場和入口，安全抵達百姓的飯桌。

初夏時節，其他地方的瓜果還沒有落花，百
萃源早熟的西瓜就已經上市了。壘球大小的西
瓜，不是匍匐在地上，而是懸掛在瓜架上，用
草兜嬌慣地兜着。這種小小的西瓜，在這裡被
叫作「紅玉」，就連皮白個大的脆瓜，也擁有
了一個洋氣的雅稱：「伊麗沙白」。從初夏的
五月，一直到十月，瓜果都在笑意盈盈地迎送
賓客。那「十里相送」的涼亭，在這裡派上了
用場，石的桌凳，被往來的遊人團團圍坐。它
不是見證別離的長亭、短亭，而是專門為來往
遊客搭起的驛站，一邊緩解勞累，一邊釋放心
靈，以求一份安適從容的心態。
為方便人們遊覽，園區分別給以恰當的命

名，如「西瓜種植基地」、「荷文化長廊」等
等，深咖色木牌豎在田頭，用箭頭標出南北方
向的旱路水路。鄉村美，首先是文化美，鄉村
旅遊，需要的是文化引領。沐着月季的花香和
田園風光，收起沉迷於花容麗影的手機，從悠

然的河渠渡船而去，你可以去探望一眼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各種食材，掐一把地裡生長的新鮮
韮菜，聞一聞濃郁的韮之味，也能令資深美食
家為之陶醉，純正，且無蔬菜安全之憂。
在距百萃源農業生態基地不遠的地方，有個

著名的湖叫馬踏湖，位於桓台縣境東北部，湖
中有五賢祠、魯連井等十八處名勝古蹟，以
「北國江南、魚米之鄉」而著稱。百萃源，就
是利用了馬踏湖濕地生態環境的優勢，淨化河
道，引水入渠，將原本單一的濕地打造成清新
亮麗的農業生態基地，給我們展現了一幅農業
生態旅遊的宏偉藍圖，實現了生產生活方式轉
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展的鄉村振興之路。
一望無際的田野、寬闊清澈的河流，從視野的
盡頭匯入百萃源景區，彷彿進入與世隔絕的桃
花源，美麗幽靜的環境令人流連忘返。
第一次去百萃源，我就想到了馬踏湖，這裡

因出產金絲鴨蛋而久負盛名。清朝初年，有人
去南方經商，引進蓮藕在馬踏湖一帶種植，自
此，蓮藕的好處家喻戶曉，各種美食製作方法
陸續傳開，薑末涼拌白蓮藕，就是北方人家常
見的家常菜。有人甚至做得一手上好的蓮藕
粉、蓮子羹。當地人喜愛蓮藕，若家中貴客臨
門，取上好的蓮子羹沖沸待客，再多的寒暄，
也趕不上這一碗羹湯的深意。更可貴的，是它
口感甜潤，爽滑適口，是任何飲品所不及。
等把整個百萃源遊覽下來，再回到來時的小

路，站在彩虹般的廊橋高處，目光俯瞰前方的
時候，它眉清目秀的全貌，頓時把人震撼了。
視野的開闊，加強了風景的縱深感，從不同的
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好一幅鄉村振興
的秀美畫卷！這幅畫卷，是以提高農業綜合效
益和競爭力為導向，堅持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
標的。他們的當家人王繼俊說得好，只要我們
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走文化興盛之路、走共
同富裕之路，賦予鄉村振興高質量、持續發展
的深厚內涵，那麼我們打造品牌鄉村旅遊、建
設美麗鄉村的舉措，定會在廣袤的農村大地上
一路飛揚。

《明式家具珍賞》的爭議（下）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火

琴台琴台
客客聚聚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入院真的安全？
近年很多人反
映入醫院後的不

快經歷，一人因為狂咳入院，未
知什麼原因，便服了兩種不同的
抗生素，結果醫生總結是血壓問
題，影響心肺功能，以後要吃薄
血丸。病人的女兒不服，要爸爸
再去看私家醫院，私家醫生也不
明原因，只說薄血丸的劑量太重
了。
另一病人是肺積水發燒先看私
家醫院，但醫生很快告知做不了
什麼，叫病人轉到公立，入公立
後種菌多時，只是服抗生素。同
一病房的人晚晚咳，唉聲嘆氣，
結果病人自行簽紙出院，但回家
後卻抑鬱發惡夢，似傷及元氣，
害怕死亡。
不過其實不計這些醫療限制
（即無藥可用，或副作用嚴重、
或令病人更易接觸到不同的病菌
或病毒），在醫療的既定程序
下，醫療失誤的數字也不少。而
這不獨是醫療資源緊絀的香港要
面對的問題，就拿美國來說，今

年John Hopkins的研究公佈每年
約250,000人死於醫療事故，其
他報告則說高達440,000人。這
個數字還未計死於既定醫療程序
的人，而是已知的錯誤統計而
已，數字驚人。
難怪有醫生曾出書表明，若自

己有什麼事，一定離開醫院，寧
願環遊世界。我聽過一醫管局高
層說過，在醫院裡磨人地化驗找
原因，不如去找個好中醫支援
自己的身體功能。他這話不能公
開說，只和自己的親友說。
我認識一個朋友，媽媽功能衰

退，醫院說只能插喉餵食物，若
有緊急情況，鼓勵不搶救，希望
家人理解。女兒眼見過插喉的痛
苦，不願媽媽受苦，接了媽媽出
院，在家中用原始點（按摩、熱
敷、餵薑湯），媽媽不致太痛
苦，臨去前大小二便正常，在家
中安詳離去。我由衷佩服，要自
己去學習，或找到好的中醫或自
然療法醫師，並不容易。
祝願大家有這樣的福氣。

坊間傳說（包
括作者王世襄）

均認為香港「三聯書店」賺取了
不少版稅，其實純屬以訛傳訛。
就算在報給外國出版社的印刷成
本，也只是略加行政費用，也是
微不足道的。
這種國際合作出版模式很流
行，旨在減輕各自的印刷成本，
利潤並不大。
《明式家具珍賞》出版了幾種
外文版，並不是每一種文版都好
銷，每種外文版也不過是印二、
三千冊左右。其中法文版銷路並
不好，法國出版商堅決賴賬。我
與助手還趁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
展之餘，特地跑去這個出版商的
書倉去檢視，果然堆積了一批存
貨。不管怎樣，既已簽了合同便
要履行。後來我通過一位專門出
版藝術畫冊的另一位法國出版商
的薦引（我們與這個出版商合作
出版《中國歷代服飾研究》），
聘請了這位出版商的大律師父親
起訴壞賬的出版商。
據這位大律師說，他是第一次
接受一家華人出版社的訴訟案
件，加上與他女兒出版社的關
係，決予以特惠收費。雙方訂
明，如果打輸了，他不收錢；如
打贏了，他收欠款的百分之十
五，條件非常合理。結果這場官
司打贏了，香港「三聯書店」得
以收回成本。
以上是基於出版《明式家具珍
賞》前因後果及其經過實情，也
可以澄清坊間的一些不盡不實的
謠傳。
這本畫冊之所以成功出版，首

先當然這是王世襄老的精心傑
作，但是，在那個內地出版業相
對落後的年代，如果沒有王仿
子、蕭滋先生的慧眼接受出版，
沒有香港「三聯書店」不計成本
投下巨大的製作力量，沒有香港
「三聯書店」編輯部的努力（當
時的責任編輯黃天及設計師葉錦
榮為此花了不少心血），版權室
作為首要任務、積極向海外推銷
版權─以上因素缺少任何一
環，相信都會大打折扣的。
香港「三聯書店」除了出版

《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
研究》，還出版了大型畫冊《中
國歷代服飾研究》、《藏傳彿教
藝術》、《中國園林藝術》、
《中國博物館叢書》等等。
其中《中國園林藝術》（陳從
周編著）還是第一次打進東德市
場。一九八三年秋，我帶同德文
翻譯黃鳳祝博士，並由他開車，
從西柏林進入東柏林，在東德的
大劇院餐廳與東德的圖書進出口
公司總經理共進午餐，並簽了二
萬冊德文版的合同。
這個出版合作的印數，比起

《明式家具珍賞》的各種文版加
起來的總數還要多，也是香港出
版界的一大突破！
我任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主

管的十六年期間，參與策劃了十
五套文叢或文庫。值得一提的，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我曾赴
美國東岸紐約大學（NYU）攻讀
出版管理及雜誌學。返港後，我
為了擴大圖書市場，曾策劃出版
一套文化禮品。

（「我的出版生涯」之四）

台灣著名小說家瓊
瑤女士要重拍她的經

典電視劇《還珠格格》，將起用內地
多位已上位的花旦女神和小鮮肉等演
員，知道《還》劇要重拍消息的觀眾
和網民反應竟然是大呼︰「摧毀了經
典的回憶啊！」
的確，當年觀眾對《還》劇入戲之

深，筆墨也難以形容，女的改自己的
乳名為「小燕子」，稱呼自己的丈夫
或男朋友為「五阿哥」，戲中的皇子
永琪，可是一位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
五阿哥，對小燕子用情至深，捧在掌
心寵溺的癡漢，觸動觀眾心中最渴
望的愛情嘛！就如筆者家中的親大哥
從來不買任何劇集的VCD，但家中卻
有一整套《還珠格格》的VCD，筆者
跟大哥說︰「《還珠格格》再拍第三
集啊！」大哥說︰「又不是趙薇、林
心如她們演的。」大哥的回答令筆者
當時翻了白眼，無語。
重拍《還珠格格》，瓊瑤女士表示

是希望一部經典劇集，能以現代更新
的科技攝製手法，更流暢有力的劇集

節奏，重現在觀眾眼前︰「對演藝界
台前幕後的人來說，任何一部劇集或
者節目製作，都是有他們的期盼，
是一種未知之數的挑戰，至於受不受
歡眾歡迎，也不代表了對與錯，我從
來都敢於面對挑戰！」亦因為《還》
劇要重拍，最近有不少關於當年攝製
時的消息，一一被曝光；原來劇組當
年是屬意由吳奇隆來演「五阿哥」，
但因種種原因最後敲定人選是蘇有
朋，結果劇集爆紅，趙薇和林心如、
范冰冰、蘇有朋等等，都成為演藝圈
炙手可熱的演員。
所以有人問如果當年由吳奇隆演

「五阿哥」，吳奇隆的演藝之路就不
用等到《步步驚心》的「四爺」這轉
捩點了！？如果……答案是︰「誰知
道？」因為沒有「如果」。
也許在不少觀眾心中認為，經典是

不可以被取代，然而對製作人來說，
重拍經典是一項「巨大工程」般的挑
戰，不過時代不斷在變遷，就算
「勝」不過經典，總有持不同觀賞角
度的觀眾嘛！

《還珠格格》經典再現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當閣下正在閱讀文字的此時，已經進入了今年壬戌
月（即新曆的10月8日至11月6日），對於某個人而

言，這是一個堪稱「衰到貼地」的月份，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像
「衰神附身」一樣，處處不得令。他是誰呢？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若有關心天命運程書的讀者，應會知道，天命早已提過，今年是特

朗普犯太歲的年份，容易面對生命中的變化。理論上說，這種變化有
可能是好，也有可能是壞，但是綜合整體命格而言，自然是負面影響
要大得多。
在原本就「行衰運」的年份，加上流月運勢亦不得令，他自然是容

易「頭頭碰黑」。在政策方面，他會繼續作出錯誤的決策，受到國
內輿論的挑戰，甚或被彈劾，而中期選舉的結果也會對他不利。除此
之外，他亦可能會遭遇意外，例如是受傷或病痛等等。若想要對他進
行牽制和鬥爭，這個月份將是最好的時機。而即使錯過了這個月，也
無須過度擔心，皆因下個月將仍然是他的運弱期，報應終有時。
熟悉天命的讀者，大概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天命提起「報應」這件

事了。為何我會認定，報應總會發生在惡人身上呢？又或是說，為何
我如此篤信「報應」這件事本身呢？其實，天命所相信的報應，是屬
於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並不一定針對的是某個人，而說的是萬事萬
物。任何事情的因果，總會以某一種形式輪迴。
例如，人類對大自然做出的破壞，我們「餵」給大自然吃的塑料、

廢物、填充物等等，一場颱風過後，就原封不動地被「吐」回到地
面。當我們看到被粉飾得光鮮亮麗的惡人時，應當明白，總有一天他
會有報應。可以的話，只希望報應快些到來，皆因拖的時間愈長，幫
他承擔代價的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無奈的子子孫孫。

衰神附身，急轉直下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這陣子一直忙
東忙西，不過忙

碌是好事，一定有收穫的，所以
我不介意忙！不過朋友常常說，
你只有一隻眼，就不要那麼頻撲
了，小心出入啊！
也的確是，如今我只有一隻眼
的視力，視覺總是差少少，經常
因為看不到右邊的，所以不時跟
人家碰撞，還好我甚有禮貌，被
碰撞到的也不會發脾氣。但也不
是人人如此，有一次就被司機大
聲教訓，因為我看不到巴士差不
多到站，很遲才遞手，上了車他
便教訓我，說下次這樣遲，他是
停不到車的，因為當時他的語氣
很粗魯，全車望我，但我都毫
不猶豫地大聲道歉，我發覺這是
我的優點，就是不怕面懵，錯了
就認，這是一個優點，我的上司
訓練我的優點。
那是我剛入行的時候，轉到一
家曾經是很好的公司工作，我的
上司亦是我的世伯，他有一個習
慣，就算我做錯事，他一定會寫
張字條放在我枱面，很留面子地
在文字裡教訓我，或者責罵我，
最初仍很尷尬，覺得這麼大個人
還畀人斥責，但漸漸習慣了，就
知道他是在教我，這以後我也培
養出一種習慣，就是要更認真，
更仔細，每天上班前發覺有什麼
錯，便第一時間打電話向他認
錯，同事都笑我醒目，起碼不會
回到公司死得那麼慘，不會被上

司的上司發覺，畀自己人教訓好
過被「外人」鬧。從此我的面皮
愈來愈厚，往往人家也覺得我很
奇怪，怎麼被人罵也沒有反應，
還這麼大聲道歉。其實道歉也沒
有什麼大不了，做錯事就要認，
由年輕至今從來都這麼想，從來
都不怕道歉，特別是道歉了之
後，大家都舒服些，那是應該這
麼做的。當然錯了的，一定要記
錯在哪裡，否則如果經常認了
錯又繼續犯，那麼這就真是太賴
皮了！
我感謝這位上司，很多時候他

是在教我們做人，他常常身教，當
然那些每日在辦公室收到的字
條，也是重要的，我把他的字條
全部收集起來，上司已經走了很
多年，我一直掛念他，他的文字
很好，書法也很好，所以我把他
的字條收藏起來，久不久會拿出
來看，總覺得看他的文字就像
他在我們身邊，帶我們在人生
路上怎麼可以走一條正確的路，
做一個正
直的人。

我的上司

十一黃金周，我問新認識的一
位朋友，是否有出遊計劃？他說

假期是很長，但只能在周邊轉一轉了。「按揭買
了一套房子，要供樓，錢只能省用。」他解釋
說，是剛性需求，因為有了奔結婚去的女友。
作為貴州普安縣的一位90後公務員，他算是一位
標準的小鎮青年。
還有一位上海工作的80後朋友，是一位來自安

徽的小鎮青年。打拚十年之後，他去年在上海買
了房子，娶了妻子，最近還生了一個胖兒子。他
跟我吐槽，下班回到家看到兒子老婆，歲月靜好
琴瑟在御。每月還房貸的時候，才驚覺負重前行
的生活，竟然還要幾十年。
另外一位新認識的90後朋友，是就讀港大的博

士生。除了要如期完成論文，最頭疼的也是房
子。正住的宿舍，大的行李箱都不能完全打開
來。眼看就要畢業了，搬出宿舍之後去哪兒
住，還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大個仔了，不能再
住阿媽房了，租金又貴得離譜，在港島要找到
（月租）1萬塊的房子，不亞於大海撈針。」
心憂天下的杜甫曾感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一千多年過去了，這句話的
效力仍在。過去幾十年，香港在社會管理的方方
面面，一直都領先於內地，現在卻在住房問題上

陷入了與內地城市一樣的窘境。放眼神州，小鎮
青年和香港青年一樣，困頓於如何安居。
特首上周發佈施政報告，最吸睛的莫過於明日

大嶼計劃，在包括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填海1,700
公頃，所得土地可興建26萬至40萬個單位，供70
萬至100萬人居住。乍一聽，以我之淺見，以為
素來作風保守的特區政府，如此大手筆長遠解決
香港人的住房問題，除了環保團體之外，社會各
界必定翹首期待。不料居然仍有一大堆持不同意
見的聲音出來。粗粗看了看城中媒體，大致有三
類。其一，說此舉是國家工程，為了讓內地的剩
餘建築產能可以傾銷至香港；其二，是為了向發
展商和權貴送錢，將沉重的債務留給下一代。其
三更離譜，是為了解決新移民的住房。
坐井觀天的人，事事如此。相較於內地的生產

能力，香港建築市場容量有多大，恐怕不勞我列
舉數據，西瓜芝麻一目了然。給發展商和權貴送
錢？香港是完全市場化的自由經濟體，有完善的
監管程式，按照商業模式運作，蓋樓的企業蓋
樓，築路的商家負責築路，送錢一說從何談起？
明日大嶼計劃說得明明白白，工程期預計需時
13-14年，所費開支逐年分期，並非一次性支出。
細水長流的日子，又如何會有沉重的債務？
至於說為了給新移民安居。我真的很想問，在

香港，初相識的兩個人聊天，最常用的句子難道
不是你鄉下哪裡？香港又有多少人不是移民的後
代？如果不是一代一代的移民後代，和不斷補充
進來的各類型人才來到香港努力打拚，貢獻才智
和勞動力，香港又如何會有今天的發展成就？會
以一島之利，成為國際都市世界金融中心？更何
況，香港私樓交易、公屋申請，都有嚴格的制
度，新移民又如何能搶閘優先享有住房之便呢？
當然，批評監督政府是民主社會基本的糾錯機

制。香港的居住問題，不僅嚴重限制了香港本土
青年的發展空間，削弱了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也加劇了各類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盡早決策解
決住房問題，早已是社會各界的共識。政府既然
下決心推出一個一攬子解決問題的長遠計劃，以
專業人士雲集稱著的香港，在說明政府更好服務
社會方面，理應提出更多更具建設性的專業意見，
從而促使政府的方案更具前瞻性和更適合香港的
實際情況。而不是讓那些葉公好龍的人，用無價
值的反對口水，拖拽香港社會求完善的步伐。
人品作品在香港口碑俱佳的劉德華，最近為倡

議東大嶼發展填海配音錄了一段旁白，遭網絡暴
民謾罵。至少我不太相信，這些網路暴民是香港
青年所為。畢竟，起點和視野遠高於小鎮青年的香港
青年，應該很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和未來。

小鎮青年香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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