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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憨山大師晚年之作，「樹老心逾赤，楓凋葉更紅。」正是高僧內
心鬥志依然的表白。但人老了，力不從心，難免也有孤寂之感。「可憐
霜雪裡，獨有一枝松。」讀罷，我也難免有唏噓之感。為了向高僧致
意，我且繼續寫下四句：「松老果更赤，經霜楓越紅。猶幸古寺裡，高
僧若蒼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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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的詩句中，有許多是極有文采的，如大詩人所作，不像出家人，但
卻又處處禪機，充滿生機。試舉幾句如下：「青蓮開細葉，慧月朗高明。」
「沿堤多柳色，遶郭是桃花。」「樹遠疑天盡，江空見地浮。」「雲生如疋
練，山擁似蓮花。」「雲飛山色墮，雷動雨聲隨。」「踏去山光透，歸來月色
明。」許多詩句均可入畫，也可入心，讓人在優美的詩句中感受禪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九十三）

（編者按：上文寫到，在作者人生的前十七年
間，從沒有見過父親，直到開始在北京讀書生活
後才逐漸窺見到父親偉岸的身軀。）

父親的歷史——家族的精神財富
我於1932年出生在哈爾濱，但是由於時

間久遠，也缺少相關檔案記錄，只能大概估
計為9月份出生，具體生日日期至今不明。
在我剛剛出生不久，因要送一份文件到香
港，母親攜我來到香港，將剛滿10個月大
的我交給了姑母撫養，從此一別，我與母親
十七年未見。在十歲之前，我都與姑母家一
起生活，姑母為了保護我，不讓他人了解我
的身世，就對外宣稱我是撿來的孩子，連名
字也沒有正式確定。限於姑母家的經濟條
件，我一直沒有能夠上學讀書。在日軍進攻
香港後，姑母一家返鄉避難，將我託付給了
叔叔。叔叔帶我回到老家，投靠了一名叫劉
登的遠房親戚，當時他是廣東高要地區的一
支地方武裝的頭目，在當地有些勢力，能夠
保我一條性命。就這樣，我在老家輾轉避難
到抗戰結束。戰爭結束後，我回到香港，住
在戰前的居所。黨組織找到我後，將我送到
愛國學校培僑中學附小讀書。那年我已經是
14歲的年紀，才開始正式接受教育，也是
在那時，我才由班主任老師取名羅偉民，正
式有了自己的名字。

父親的影響——人生坎坷淡然看
解放戰爭結束後，在港的民主人士要北上

參加政協會議，討論建國事宜。在黨組織的
安排下，我與這些民主人士一同前往北京。
臨走前，姑母給了我一張父親與母親的合
影，這是我父母留在世上的唯一合影，也是
我對父親的唯一印象。來到北京後，父親從
前的戰友連貫叔叔安排我到華北中學讀書。
就在這時，我被告知母親還活着，她當時在
瀋陽被服廠工作。17年後，我終於重新見
到了母親，然而，可能是因為從小就未謀
面，再次相見時，我與母親竟陌生如路人。
短暫的見面後，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生活。
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懷着一腔報

國熱血，我自作主張參軍入伍。在經過航校
的學習後，被分配到南京的空軍部隊，做機
械維修工作。偶然機會，部隊組織到雨花台
緬懷革命烈士。在參觀過程中我才開始了解
到父親的點滴信息，才了解到父親在我一歲
的時候就已經為革命奉獻出自己年輕的生
命。獲知這些信息，我被父親的堅強勇敢，
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的英雄氣概所深深強烈
震撼。也更加堅定自己要做一名對國家有貢
獻的人的決心。之後，我被部隊調往西北地
區，繼續在空軍部隊中進行機械維修工作。
也是在這時，我遇到了未來的妻子，成家立
業。之後，我們全家又去武漢工作，正巧母
親也調往武漢工作，但即使在一個城市生
活，我與母親的交流接觸也不算多，倒是我
的妻子對母親的了解都比我更多。文革開始
後，母親被錯誤地打倒、批鬥，身體每況愈

下，不久就因病去世。因為母親的緣故，我
也被批鬥，強迫退伍，送回到廣州第二電機
廠，做了一名普通的維修工，就這樣一直到
文革結束。文革後，母親平反了，在廖承志
叔叔的過問下，單位也給我和妻子平了反。
當時我可以選擇回部隊，但是考慮到年歲已
經很大，便到了當時的廣東省委八辦工作，
在另外的崗位上繼續發揮自己的作用。
這些年來，我沒有在別人面前提及自己的

身世，也沒有讓家人炫耀父親的歷史，就連
我妻子的家人對這一切都不甚了解。因為我
一直覺得父親的歷史是家族的精神財富，而
不是炫耀的資本。我教育兒子不需要出人頭
地，只要他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不能因
為自己的行為，而使爺爺的名譽遭到損毀。
「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不解放，責

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父親在刑場上的
這句話，是我一生銘記在心的教誨。父親為
了革命、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拋頭顱灑熱
血，我個人在成長中經歷的一點點困難，一
點點挫折，與父親相比算不得什麼。父親的
經歷，時刻教育我、提醒我，要做一名合格
的共產黨員，要堅持為人民的解放、國家的
振興而努力工作。我現在已經年紀大了，沒
法為黨和國家繼續工作，我希望現在新一代
的年輕人能夠繼續努力，為我們國家的強
盛、為民族的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將與我
的父親一樣的革命先烈開創的事業繼續推進
下去，不辜負他們的奉獻與犧牲。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CIIE）日
前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隆重舉行。作為全球第一
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大型國家級展會，驚艷全球、
大放異彩。眾多國家元首政要、國際組織負責人
和大批商界領袖、專家學者出席盛會。國家主席
習近平開幕式主旨演講宣佈：「進博會不是中國
的獨唱，而是各國的大合唱……向着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目標不懈奮進，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
來！」
「進出口」是一個現代名詞，但中國古代早就

有進出口貿易。以史為鑒方能致遠。回顧一下中
國歷史上的進口業務，不無意義。
中國對外貿易萌生於秦漢時期，漢武帝開啟的
「絲綢之路」拉開進出口的帷幕。漢武帝還專門
設立一個「大鴻臚寺」，主管外貿事務。盛唐時
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對外貿易日趨繁忙，
朝廷還設立「市舶使」，並頒佈世界貿易史上第
一部進出口法規《市舶法》。曾任尚書左司郎中
和遷左補闕的翰林學士李肇在《唐國史補．獅子
國海舶》中稱：「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
南、廣州。至則本道奏板，郡邑為之喧鬧。有番
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
到宋代，中外貿易更加興盛，與我國通商的國

家達到五十多個，進出口商品也林林總總豐富多
彩。朝廷的「市舶司」擔當起「海關」的使命，
明州（寧波）、臨安（杭州）、廣州和泉州為當
時外貿「四大港口」。出口商品主要是絲綢、茶
葉和外銷瓷，換回的「洋貨」則有人參、香料、
珠寶、馬匹、毛皮、象牙等。當時開封、杭州的
達官貴人不難享用異國商品。
「走私」在國際貿易中屬於違法，古代稱其為

「漏舶」。漢武帝力挺對外貿易，也強調講規
矩。宋朝的「市舶司」出台的《漏舶法》，明確
規定「如不出引目，許人告，依漏舶法」，堪稱
世界上第一部「反走私法」。王安石變法時，朝
廷整頓外貿條令，宋神宗在熙寧七年（1074年）
詔令：浙閩沿海各口岸到達的南洋各國商舶，須
查驗是否有「公憑」，已抽買（徵稅）者憑「回
引」（納稅憑據）方可通行。對沒有「公憑」、
未課徵關稅者，不僅沒收貨物，還會被押至市舶

司查處。
明清時期，外交和外貿事務由「理藩院」負

責。雖然清廷閉關鎖國，卻未能中斷國際文化交
流和中外經貿活動。鴉片戰爭後，朝廷專門設置
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和兩廣總督兼管，負責上
海、寧波、廈門、福州和廣州的外貿事務，後來
還設置南洋通商大臣。咸豐十二年（1862年）又
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奕欣、桂良、文
祥為首任大臣。衙門設在北京東堂子胡同，設英
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和海防股，處理
海外各國的外交通商事務。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外務部成立，取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值得一提者：由於中國近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

地狀態，對外貿易喪失關稅自主權和海關行政
權，外貿業務長期被外國「洋行」壟斷，進出口
商品結構也處於不等價交換水平。鴉片戰爭後的
1843年清廷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協定稅則」，
實徵稅率大大降低；1902年更將進口貨實徵降至
3.2%，堪稱全球最低稅率。此舉刺激了外國商品
在華傾銷，也嚴重傷害了民族工商業發展。
由於「洋行」控制我國外貿，所有進出口結
匯、信貸、保險和航運均由外商一手包辦。外國
銀行不僅掌握全部外匯，還決定匯率。洋行還僱
用華人建立「買辦」制度，通過這些「買辦」結
成一條四通八達的商業網絡，為洋行推銷洋貨、
接納出口商品。這些背靠洋人喪權辱國的「買
辦」，賺足了同胞的血汗錢。
清末的進口物資中，就有毒害國民身心健康的
鴉片，由此引發了鴉片戰爭和民族英雄林則徐虎
門禁煙！其他「洋貨」還包括紡織品、西藥、化
工、煤油和鋼鐵、機械等；中國出口商品則以茶
葉、絲綢和大豆、桐油、豬鬃為主，凸顯了殖民
地性質的貿易特點，也造成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
不等價交換，吃虧的當然是中國，以致造成江南
一帶農村的破產。清末民初，「冒險家樂園」上
海成為開風氣之先的「東方巴黎」，進口商品充
斥上海灘，英國毛織品、法國化妝品、德國奔馳
汽車、美國電器、瑞士鐘錶和西裝領帶、玻璃絲
襪、金絲眼鏡以及洋煙洋酒、雀巢咖啡、可口可
樂、書刊雜誌等數不盡數，僅瑞士名錶就有歐米

茄、西馬、浪琴、米度等品牌，德國產掛鐘和唱
機、唱片都可在滬上買到，魯迅先生就為海嬰買
過一台德國留聲機，「四大家族」和達官貴人府
上更不乏琳琅滿目的洋品牌。
當時上海永安公司打出「統辦環球貨品發售，

輸出中華諸般土產」口號，銷售外國商品。永安
公司還根據市場行情，每年派人出國考察商情，
再通過外國洋行進口外國貨。永安甚至在英、美
兩國設立辦事處，直接與西方一些名牌廠商建立
購銷關係。滬上一些富貴之家和洋派人士無不以
享用洋貨為榮，一些富豪子女更是互相攀比、不
惜一擲萬金搶購奢侈品。當時上海戶外廣告已很
火爆，紐約、巴黎的新品廣告很快就出現在南京
路上，這些五顏六色宣傳「洋貨」的廣告，也成
了十里洋場耀眼標誌……
解放後，外國商品一度在中國銷聲匿跡，大城

市友誼商店才可「一見尊容」。改革開放後，根
據鄧小平指示，第一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於
1979年1月亮相內地，隨後索尼電視、豐田汽車
等「日貨」也進入中國……滄海桑田時過境遷，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包括頂級轎車、新
款飛機和瑞典宜家傢具、德國啤酒、法國紅酒、
澳洲保養品、新西蘭牛奶及種種特效藥品在內的
各國名牌雲集中國，進口商品超市遍佈中華大
地，家樂福、沃爾瑪、樂天、百盛、星巴克、卡
樂比等國際零售巨頭紛紛落戶神州，億萬中國消
費者通過電商能買到自己心儀的「洋貨」，真是
天翻地覆慨而慷！
首屆「進博會」震驚全球。儘管「中美貿易

戰」未停，眾多美國企業卻爭相與中國達成交易
和合作成果。11月6日中國國際進博會參展商聯
盟在滬成立，美國通用電氣和杜邦公司、強生公
司等還當選正、副主席單位，參加首屆進博會的
世界500強企業也紛紛簽約參加明年第二屆進博
會……「進博會」的圓滿成功，誕生一個令人欣
喜的合作共贏新模式，也滿足了國人多元生活之
需，此乃中國之幸，世界之福！

秀茂坪原名掃墓坪僅為傳聞，
蘇茅草長滿秀茂坪山頭，遂稱蘇
茅坪，新界九約竹枝詞云：「滘
西海隔打蠔墩，黃竹洋來日已
昏；借問行人何處宿，龍船灣泊
月如銀。春遊忽到蘇茅坪，睇見
牛頭角又生；西草灣前多石匠，
山歌嘹亮幾重山。魷魚灣起波中
錦，海面生涯莫浪下；大埗仔是
定行藏，嬌女牽情飾冶妝。」
由此可見，附近地區其時甚為

荒涼，此為七號墳場，原稱新九
龍七號墳場，1935年所建，據
1936年的報章所載，墳場就在九
龍牛奶房（即九龍維記牛奶有限
公司，今彩雲邨之所在地）對上
山地，東面接近晏打臣道（今安
達臣道），南面近大同罐頭工場
（即茶寮坳），西邊近九龍直通
西貢市之陸軍公路，北面靠近往
西貢之公路（清水灣道）；1941
年佔地約16英畝的擴建部分獲
批，位置為原墳場東面，以安達
臣道為西界線，約為今日順利邨
之所在地。
當局於1955年公告，七號墳
場限期在當年年底前遷葬骨骸，
逾期無人認領的骨骸將由當局火
化，將骨灰遷葬至沙嶺金塔墳
場；上世紀 60 年代，遷葬之
後，七號墳場荒塚纍纍，荒蕪一
片，當局強制安排不符徙置資格
的居民遷入臨時安置區，首批居
民來自洗衣街寮屋、何文田木屋
區、大坑西平民屋，以及白布街
木屋區，後來遷置的居民則包括
來自橫頭磡、老虎岩（今樂
富）、東頭村平房區（今東頭
邨）、觀塘、牛池灣、落山道、
鑽石山大觀新村及茜草灣等徙置

區，遂令此處漸漸形成人煙稠密
的徙置區，從而搭建木屋，甚至
建至山頂，居民依照原墳場的羊
腸小徑，將木屋分區為小村落，
名為新新村，和平村、聖母村、
新觀村等。
此處偏遠，出入市區皆要依靠

非法白牌車接載，供水設施短缺
及衛生惡劣，又缺乏公共電話設
備及教育設施，遷入初期，不時
看見離開山路不遠處白骨森森和
破舊的陪葬品，為人所詬病，多
數居民均在不情願下被強制遷
進；截至1963年9月，此處已住
有居民約6,000人，失業情況甚
為嚴重。
根據1966年本港報章所載，

當局將新新村及新觀村拆遷，安
排兩村約一千戶中的九成多居民
遷至咸田（今藍田）徙置區，餘
下居民卻因早年登記資料與當局
有出入而定為僭建戶，遂遭拒絕
徙置，更遭令限期自行拆遷，貧
民不斷與當局交涉，更與遷拆人
員發生衝突，當局遂延遲遷拆行
動；上世紀70年代落實開發原
址，從而興建順利邨，七號墳場
遂成為歷史名詞了。
茶寮坳又名西貢坳，在九龍東

北部，飛鵝山、大上托、平山及
沈雲山交匯點，茶寮坳北部原為
「新九龍七號墳場」，1972年徙
置事務處規劃在此興建「順利新
區」，後來計劃擱置，改建立公
營房屋，1978年至1980年期間
建成公共屋邨順利邨，其後順天
邨、順安邨、順緻苑相繼落成，
連同順利臨時房屋區，居民本稱
為「五順」，後來因順利臨時房
屋區清拆，遂改稱為「四順」。

■葉 輝

七號墳場與四順

素未謀面的父親（下）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羅偉民

■馬 佳

葵花朵朵向太陽

■嚴 巍豆棚閒話

■成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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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葵花，誰都知道它有一顆向陽心，
所以又叫它向日葵、向陽花、朝陽花、太陽
花。北京奧林匹克體育公園北園，種植了大
片向日葵。每年開花時節，遊人紛至沓來，
盡情欣賞向日葵花海的壯觀宏麗。我曾帶女
兒到此看花攝影，她東跑西顛，快樂無比。
北京西郊有一個叫怪村的農莊，也闢有大量
向日葵田，只是離城較遠，鮮為人知，來此
看花者不多。其他公園綠地宅院，零星栽種
的向日葵不少，但規模均不大。總體來說，
向日葵在各地隨處可見，與百姓關係十分密
切。而向日葵花永向太陽開放的特徵，更被
人廣為傳頌。
從發芽到花盤盛開時期，每當一輪紅日從

東方地平線上升起，葵花的臉盆總是迎着太
陽慢慢向西轉動，盡情吮吸着陽光的精華甘
露，不斷地壯大自己，直到日薄西山，才停
止轉動。夜間，葵花又悄悄地把臉兒擺回東
方，等待着第二天初升的旭陽。它日復一日
地、不辭辛勞地重複這一規定動作，養精蓄
銳、孕育果實，直到自己的圓臉上豐滿潤
澤，遍佈花籽。這時，它不再迎着朝陽轉動
臉盆，而是一直向着東方，直到被人類採
擷，化為香瓜子、葵花油……將一切奉獻出
來，終老無憾。

葵花向着太陽回轉的自然特性，被大家擬
人化，比喻為一種嚮往光明矢志不渝的美好
品格，加以推薦和弘揚，出現了「葵花朵朵
向太陽」這樣的理念。我們的老前輩，頗為
看重葵花忠誠向陽的品格，宋人劉克莊云：
「生長古牆陰，園荒草樹深。可曾霑雨露，
不改向陽心。」他把葵花在惡劣環境中生
存，仍不改「向陽心」的特質，表達得淋漓
透徹。明人蔣忠則說：「密葉護繁英，花開
夏已深。莫言顏色異，還是向陽心。」他也
把「向陽心」視為葵花的優點，予以讚賞。
在複雜的人類社會裡，葵花的向陽心常被賦
予不同的思想內涵，以抒發人們不同的志向
操守。宋人梅堯臣寫過一首《葵花》詩：
「此心生不背朝陽，肯信眾草能蘙之！真似
節旌思屬國，向來零落誰能持？」
這首七絕抓住葵花不背朝陽永向日的高風

亮節，以漢朝蘇武持節出使匈奴為例，讚揚
他在匈奴被扣，堅貞不降，寧可牧羊誓不變
節，直到十九年後匈奴與漢朝和好，才被遣
返回漢的忠貞不渝的愛國之心；又把眾草不
能遮蔽葵花的高潔、零落入泥不保晚節作為
反襯，進一步突現愛國者的傲然風骨、鶴立
孤標。在這裡，葵花的向陽心高標為愛國
心，全詩格調倏然提升。

不過，古代也有不少人出於忠君思想，把
葵花的向陽心異化為忠君心。在封建社會，
出於君臣道德，人們把君主比作太陽，把葵
花向太陽比作忠君思想。如宋人劉上安云：
「物性不可奪，葵藿傾太陽。為臣茲取節，
萬古有餘芳。」他視忠君為向陽，臣子服服
帖帖地匍匐於皇帝腳下，言聽計從，才能稱
之為有節操，才能萬古流芳。這種現在看來
十分陳腐的教義，當時卻是普遍流行的。這
就是歷史，當時任誰也難以完全改變。連唐
代詩聖杜甫也是如此，一方面呼喚「安得廣
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表達了
人本愛民思想；另一方面，又稱「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奪」，認為忠於君主即為「傾
太陽」，是不能變奪的規則，濃郁的封建忠
君思想躍然紙上。但對古人不宜苛求，畢竟
每個人都無法擺脫所生活時代的歷史局限。
杜甫忠君，仍不掩其憂國憂民的偉大世界文
化名人的不滅光輝。
葵花朵朵向太陽的精神，今天仍然要發揚

光大。但我們所稱的太陽，不是皇帝君主，
而是哺育我們成長的祖國和人民。精神上的
太陽，應是光明正義，應是科學真理。當人
類共同臣服於真理的太陽之時，真正的世界
大同，真正的和諧幸福，也就為期不遠了。

■■超市裡的進口商品超市裡的進口商品。。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明代高僧憨山德清（之十）

樹
老
心
逾
赤
，

楓
凋
葉
更
紅
。

可
憐
霜
雪
裡
，

獨
有
一
枝
松
。

明
代
高
僧
憨
山
德
清
詩
（
之
十
）

素
仲
配
畫

甲
午
秋
日

前天下班，路過街頭，看見有個農婦
在賣荸薺。柳條編織的小圓筐，精緻。
棗紅色的荸薺像疊羅漢似地擠在一起，
我禁不住買了幾斤。回家急不及待地洗
幾個，削去皮，潔白細嫩的果肉袒露無
遺，細細咀嚼，一陣冰涼涼、甜絲絲的
汁水便溢了出來，清脆可口，也喚醒了
我對童年往事的回憶。
荸薺一般在冬季開始收穫。初冬時
節，衰草連天，給人一種蕭條迷茫的感
覺。此時荸薺葉子已經乾了，軟軟的，
倒伏在地上。大人肩扛鐵耙，手執鐵
鍬，來到田裡，扯掉那層枯黃的稈，掀
起一坨泥巴，一個個荸薺就露出了真面
容，圓嘟嘟的身子，模樣嬌憨可愛。彎
腰探手將它摳上來，攤在手心冰冰涼
涼。有時嘴饞起來，將荸薺在水裡搓洗
幾下，揪去頂上尖尖的蒂兒，直接送入
嘴裡啃食，原始的清香直撲鼻翼。
荸薺又名馬蹄、地栗，素有「地下雪
梨」的美譽，是果蔬兩用佳品。生吃水
分十足，甘潤香脆，作蔬菜煮、炒、
燒、煨、炸皆可。將荸薺切片跟臘肉
炒，紅白映襯，其色奪目，臘味加鮮
味，其味爽口。沒葷就跟荷蘭豆、胡蘿
蔔聯姻，名曰「馬蹄三色素」，滋味婀

娜，清俊雅致。清水煮荸薺有種原始的
香，略含粉糯，味道更甜。小時候我們
將熟透的荸薺用竹籤穿了，冰糖葫蘆似
的，一口一個，咬得開心自在。張愛玲
在《半生緣》裡說到煮荸薺：「一邊聽
瓦缽裡荸薺咕嘟咕嘟地響，一邊剝熱荸
薺吃，幸福又溫暖。」
荸薺的甜，甜得清爽，脆，脆而不
硬。特別是酒肉之餘，嚼幾枚荸薺，須
臾，膈間就覺暢快無比。鄭逸梅先生在
他的《藝林散葉》中載：「魯迅喜啖風
乾荸薺。風乾荸薺精緻質密，甜脆細
嫩，入口美味久留，令人難以忘懷。」
去皮的荸薺瓷白細膩，人稱荸薺白。當
年迷倒郁達夫的大美人王映霞，就有
「荸薺白」的雅號。周作人在一首小詩
裡寫道：「小辮朝天紅線紮，分明一隻
小荸薺。」看起來寫的是孩子的天真爛
漫，透露的卻是荸薺的俏皮模樣。吃荸
薺，吃的是一種細緻與閒適。喜歡看美
女吃荸薺的樣子，沐浴着冬日暖陽，拿
小刀細細削去荸薺紫黑光潤的薄皮，露
出清潤果肉，切成薄片，盛在瓷碗中，
挑起一塊，小口慢食，一絲伶伶俐俐的
香甜遊走齒間，醉了眼，也醉了心。這
分明就是一幅畫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