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雨後，雲與月的博弈，並
不是單向的雲開月出，通常是
反反覆覆，有時要持續好一段
時間。二零一七年中秋夜，正
是雨歇風止，霧雲半掩。我突
發雅興，邀數友夜登港島太平
山，真切地領略了這番雲月交
錯的場景。

蜿蜒的山路
成了最好的看台
看一團倔強的光
被亂雲裹挾着
東奔西突

不見了一向的恬淡
這分明是頭困獸
在焦躁中遊走
欲以純潔和真誠
刺破墨黑的夜

夜的黑愈來愈重
烏雲不斷湧來
可憐的月徒勞着
只有山風輕輕拂過
全然不予理會

當然，雨後初晴，並不都是堆
雲成岫，月走雲藏。有時雨腳收
得乾淨，天氣晴得徹底，碧空新
洗，月色甚至比一般的晴日更加
清朗。若是遇上新月，更耐人尋
味。是日，雷雨新收，恰逢一年
秋分，正是晝夜各半、陰陽交割
之際，一彎新月出天際，漫天清
朗洗乾坤，好不讓人感動。

雷雨瀟瀟向晚收
碧空新洗月如鈎
清風一縷梳心過
半割陰陽正好秋

香江月色之美，當然不限於秋
季。只要天氣好，四季都可以賞
月。不過，夏季氣候濕熱，賞月
的興致通常不高。
春和冬，卻是賞月的好季節，

並不輸於秋天。某年春分之夜，
與同事加班甚晚，走出辦公樓，
但見皓月當空，了無睡意，索性
相約登高，把酒臨虛，融入無邊

月色。

闌夜無眠怪月明
但邀小酌到雲亭
俯身蒼翠山風靜
舉目煙波水瀲平
陳釀盈樽香四野
遐思如縷上三清
從來賞月中秋好
不覺春分也動情

香港的冬天不冷，卻清涼。冬
月漸圓，或閒坐林間小亭，或
徜徉海邊步道，月靜風輕，浮
想聯翩，自然也是睹月抒懷的
好時候。只不過，朔風之中，
冷月默然，總有些淒涼，不如
秋月爽朗，也不像春月般充滿
希望。
此時賞月，其意已不在月色，

而在內心感受。
二零一五年農曆冬月十五日，

正是這樣一個月圓之夜。我從辦
公室出來，獨自沿維港步行回
家。時交小雪大雪之間，寒潮南
下，氣溫驟降。我當時正處於人
生中一段艱難的日子，妻子生病
住院，工作壓力大，人際關係尷
尬，情緒落寞。不想一個人回空
蕩蕩的家，在路邊酒吧點了一杯
威士忌，倚欄獨酌。
但見冷月如盤，孤懸於天，彷

彿上帝的眼，冷峻，超然，充滿
慈悲。
想當年，海天徑頭，長洲島
上，同一輪圓月，不一樣的心
氣，那是怎樣一番情境！撫今追
昔，愴然而歎。

邊城燈火映嬋娟
一縷殘霞一縷煙
冬月何爭秋月朗
山風不拒海風鹹
孑身斜倚欄杆冷
孤盞獨斟老酒寒
夜色無邊誰與共
喟然一歎憶當年

秋月的曠達，春月的生機，
冬月的悲慼，無非是人的不同
心情，借由特定景候表達。香

港四季變化其實是不明顯的，
季節輪替在不知不覺中進行，
更多時候的月色並不具備典型
特徵，亦頗有韻致。比如元宵
節，時逢冬春交接，春已動，
而冬未盡。
漫步在港島中西區海濱長廊

上，海風涼涼的，月色一洩如
水。此時的月，不似中秋月那
般張揚，隱隱透出一份恬淡。
遊人不多，心下寂然而安，只
感覺空中那一輪月，靜靜地陪
伴着你。

抬頭月色嬌，兀覺是元宵
靜夜隨風冷，歸帆逐浪漂
但聞遊子曲，不見鳳凰簫
多少少年夢，一輪寒鏡銷

隨着歲月流逝，對香江月色的
感悟日積月累。然而，香江月色
縱然豐富多彩，但香港終究不是
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不是月光
下的田園詩和漁火晚唱。世人對
香港的突出印象，還是獅子山下
的拚搏精神，是一個經濟至上的
國際大都市。
夜空裡，飛機來回穿梭；維港

邊，喧囂徹夜不息。燈火暗淡了
星光，詩興離不了生計。這也是
香江月色諸多內涵的一部分吧。

應約登高赴廣寒
半空朗朗半空煙
鐵鷹次第嗡嗡過
殘斗孤零怯怯懸
一片清輝高冷下
三尺陋巷樂憂間
詩情任爾悠悠去
日子從來大過天

香江月色，於我，隱約有了生
命圖騰的意義。喜怒哀樂，都向
它傾訴。我想，春秋冬夏，世態
炎涼，千帆過盡，只要一顆詩心
不變，月色便長駐心間。

堪堪半世飛駒走
回望平生性若初
月色撩人心動處
四方同醉一輪孤

2018年年末，媒體傳來一條令我眼睛為之
一亮的消息：由中原傳媒北京分公司與魯迅博
物館合作開辦的魯迅書店，在北京魯迅博物館
院內正式開業。據魯迅書店經理石雲介紹，目
前在該書店的1,000餘冊藏書中，既有為書迷
所熟知的《吶喊》、《彷徨》等魯迅小說作
品，也有其雜文集《墳》、《野草》、《且介
亭雜文》等，還有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的魯
迅學術著述的代表作《中國小說史略》，多冊
藏書已有百年歷史……
得知這一消息，我在為之擊掌喝彩之餘，聯
想起三年前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致公黨中央常
務副主席蔣作君先生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
議上談及着力培育少年兒童創新能力、動手能
力、健康素質，着力教育少年兒童牢固樹立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題時，發出的感慨－
「現在的少年兒童『知道周迅的人多，知道魯
迅的人少；知道比爾的人多，知道保爾的人
少』。」心中隱隱生出一股五味雜陳的思緒。
雖然，我對周迅等文藝明星沒有偏見，但聯想
到在當下一些青少年心目中，「重周迅輕魯
迅」的現象，還是有點茫茫然、戚戚然的感
覺。
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對於五四運動以
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不但在中國，就是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
域，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蜚聲世界文
壇，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
領土的作家」。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
《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
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高度的評價：「魯
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
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
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
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
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
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

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先後6次提及魯
迅。如，「魯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後底層
民眾的處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
閏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
物。」「如果不愛人民，那就談不上為人民創
作。魯迅就對人民充滿了熱愛，表露他這一心

跡最有名的詩句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
甘為孺子牛』。」1999年4月16日，《光明
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讀點魯迅，我們可以少些膚淺，少些小家子
氣，少些庸俗和醜陋。讀點魯迅，我們才能逐
步地成熟，正視人生，直面社會，熱愛我們的
國家和人民。」「讀點魯迅，在你孤獨無助
時，那是一根神奇的拐杖；在你彷徨無奈時，
那是一盞不滅的明燈；在你空虛單調時，那是
一餐無價的精神食糧；在你沉沉入睡時，那是
你枕下的寶典！」很可惜，現如今作為「民族
英雄」、「文化方向」的魯迅，已漸行漸遠，
甚或離開了人們尤其是青少年的視線，自覺讀
點魯迅的人，堅持走近魯迅的人，不是與日俱
增，而是與日俱減，以致魯迅的「知名度」不
如周迅們高，「影響力」不及明星們大。這是
魯迅的不幸，這是文學的悲哀。可是，這能怪
孩子們麼？
有句成語叫做「耳濡目染」。耳朵與眼睛，

同屬感覺器官。但先得有「音」或「像」，後
才有「濡」和「染」。然而，時下的狀況是，
一方面，住房條件大為改善的城鄉居民中，有
藏書的家庭很少，有魯迅文集的更少；另一方
面，網路上諸如文藝明星、娛樂明星的新聞緋
聞，鋪天蓋地、連篇累牘，佔據了半壁江山。
只要你打開網站，諸如婚外戀、鬧離婚、生孩
子之類捕風捉影、添油加醋、胡編亂造的「星
聞」，充斥熒幕、充塞耳目，卻對魯迅毫無興
趣，難得一見魯迅的影子。
魯迅一生，以筆代戈，生命不息，戰鬥不

止，被譽為「民族魂」。他的文章和他的精
神，一直為世人所稱道。可是，近些年來，總
有那麼一些人，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勢，聲
色俱厲地向魯迅叫板，理直氣壯地潑魯迅污
水。一個直觀的表象是，讓「魯迅文章退出語
文教材」的呼聲，連綿不絕、此起彼伏。以致
對入選教材的魯迅文章，刪了又刪、改了又
改，無論是其「投槍」的鋒芒，抑或是其「匕
首」的風采，都被打了折扣。進入世紀以來，
曾經寫在旗幟上的魯迅，其「地位」似乎愈來
愈微妙。一個直觀的現象是，學者、家長對魯
迅淡出教材的惋惜情，與在中學生中流傳的順
口溜－「一怕周樹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寫
作文」－不說截然對立，也是鮮明反差。就
連一些中小學語文教師，也對魯迅的作品持有

偏見。五六年前，曾看到上海某重點大學附屬
中學一位語文特級教師的高論：「魯迅聞名於
他針砭時弊的文風，但他的作品表述方式比較
迂迴，文字較為艱澀，有些確實不適合中小學
生閱讀。」對此，本人實在不敢苟同。就算魯
迅表述「比較迂迴」，當老師的若能深入淺
出，化「艱澀」為「明暢」，為什麼不適合中
小學生閱讀呢？換句話說，假如每一篇文章，
從表述到內容，都十分的明瞭，學生一看便
懂，甚至像吃冰淇淋一樣，連看都不用看，只
需含在口裡就消而融之，冰冰涼涼、甜甜爽
爽，還要老師幹嘛呢？
我的中學時代，是「文革」後期在閩北山區
一所農村中學度過的。記憶猶新的是，那時教
材不規範、不完善，高度近視、高度敬業的語
文老師鄭洪通，經常會用他那帶着濃重莆仙
「鄉音」的普通話，振振有詞、津津有味地給
我們講課本之外的魯迅。比如，「運交華蓋欲
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
船載酒泛中流」、「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
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
雷」等魯迅詩句，就是從鄭老師那裡聽來的。
雖然，當時只是聽聽而已、似懂非懂，但慢慢
的，我對魯迅有了點朦朧印象。高中畢業應徵
入伍後，我用每月6元的津貼費購買的第一套
圖書，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出版的
「青年自學叢書」－《魯迅雜文選》（上下
冊），每當有點閒暇，便要讀上幾篇，從中得
到啟蒙、獲得營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
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運同國運相
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歷史表明，魯迅是一
面精神旗幟，這在實現振興中華中國夢的進程
中，顯得尤為重要。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侯興先生的話說：「魯迅精神必將進一步激
發全民族的覺醒與崛起，使這個古老的民族從
此更加振作起來，在強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
為一個『尚可以有為』的民族。」現在，北京
的魯迅書店開業了，倘若其他地方的國有書店
也能給魯迅作品開一個哪怕小小的「專櫃」，
不但是魯迅的幸運，而且是民族的佳音。

很多很多年前，看了豐子愷一幅漫
畫：一個女人端坐着，抱着一個孩
子；那孩子十分安詳，正埋首女人的
胸脯啜着奶。而那女人的頭已經炸掉
炸碎，背景有炸彈掉下。當年看了，
着實震撼。這有可能嗎？
一個已經沒有了頭，斷頭處發着

炸彈轟掉後的火光，而人仍然平靜
地坐着，這符合現實嗎？而漫畫的
題目就是《轟炸》，副題是《嘉興
所見》，時代應是抗戰時期。豐子
愷「所見」確是如此？姑勿論漫畫
所表達的是否真、是否假，畫中的
孩子卻無視悲慘的環境，一心無慮
地在啜着奶，無頭媽媽仍環抱着
他。這種慘情、悲情，完全表達在
既幻且真的畫面上。
豐子愷是反戰的，他所渴望的是

「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
光」，這幅漫畫，一個男人坐在石椅
旁的石凳，椅上有茶壺茶杯，身後是
靜靜的小屋，身前是一艘小船，天上
霞光乍現，整幅畫是何等和平。這正
是豐子愷所追慕的境界。
童年接觸到豐子愷的畫作，就愛上

了數十寒暑。周作人曾有惡評：「油

滑、膚淺」，我看了便大為不服氣，
那幅《轟炸》寥寥幾筆，便撼動人
心。豐子愷曾譯日本的經典《源氏物
語》，周作人又予攻擊，同為受日本
文化影響的同時代兩個人，竟有此爭
拗？原因留待專家去研究；我只說，
豐子愷的「純真」，是周作人萬萬不
及的。看豐子愷的畫作，看豐子愷的
文字，我都有這種感覺。
日前在書坊看到豐子愷一本獨特的

書：《小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這書乃是初次出版。
封底有云：「豐子愷先生愛孩子，經
常為他們讀書，他常常從《史記》、
《漢書》、《虞初新志》、《說苑》
等中國古代經典作品中擷取有關學習
態度、為人處世、治國平天下道理的
篇章，用白話文複述，再用鋼筆抄寫
在緣緣堂的信箋上，裝訂後讀給孩子
聽。」這部書就在這基礎上挑選、整
理而來。
除了將鋼筆字印製出來外，還有白

話文譯文，和故事的出處原文，裝訂
印刷俱佳，也可看出豐子愷畫作之外
的鋼筆字，「大氣溫潤、別有韻
味」，封底如是說。
書中有篇豐子愷的〈序〉。這

〈序〉當然不是原序，書是不可能再
有序了，因豐先生已作古多年。這篇
〈序．給小朋友講小故事〉，原是豐
子愷一九二九年六月寫的《幼兒故
事》，載《新女性》第4卷第6號，
編者取來，「做了刪節」，作為這書
的序言。其中有幾句是至理：
「世間的母親！你們對孩子講話的
時候，必須得親自走進孩子的世界中
去，講他們世界中的話，即你們對孩
子講話的時候必須自己完全變成孩
子。」
豐子愷有七個孩子。育養孩子，他

必定有深刻的體會。他不僅愛自己的
孩子，也愛天下的孩子。所以，他揀
選和編譯的故事，不僅適合他的孩子
看，也適合天下的孩子看。
這胸襟，相信周作人就沒有。

「歇後語」雖是中國語文的一種語言模式，但香
港教育當局從未將之納入中小學的中文課程內；就
算是耳熟能詳的「成語」－一種語言中簡短有力的
固定詞組，也從沒提供清晰定義，致令大部分人都
以為「成語」就是「四字詞」，二字的如矛盾、無
賴、掣肘，三字的如耳邊風、潑冷水、下馬威，或
四字以上的如飽暖思淫欲、行行出狀元、放長線釣
大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事不足，敗事有
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都不算「成
語」，情況既可笑又可憫。如沒有課外閱讀的習
慣，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對「歇後語」的概念也只僅
限於網絡興後從資訊分享或電視台一兩輯搞笑粵語
節目而有所聞。由於以上資訊只流於表面，不是正
統的學習，人們只感受到「歇後語」得意有趣的一
面，就別無他了，於是乎錯誤滿天飛，原句誤傳最
為普遍，如：老公撥扇－悽涼，誤把「撥」作「潑
水」的「潑」；老婆擔遮－陰公/蔭功，誤把「陰
功」作「陰公」或泰國香料「冬蔭功」的「蔭
功」。就連「歇後語」也有五花八門的誤寫，如：
「揭後語」、「竭後語」、「褐後語」、「偈後
語」和「謁後語」；讀音「hit3」則多不離因近形
而誤讀成的「揭/kit3」，這一切一切的亂象教人怎
去把粵語好好保育和傳承呢？
查「歇後語」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像有人出
了「謎面」，後半部就像要人猜「謎底」。只要稍
給點時間（稍「歇」），人們應可循謎面得到了線
索，從而把謎底「揭」示。「歇後語」是一種語言
藝術，參透其中，讀者可感受到廣東人舊時的生活
文化，且對粵俗的形成有一定的理解。由前半部的
線索探得答案所用的手法叫「正向思維」（For-
ward Thinking），如欲知「歇後語」是如何煉成的
就得用「逆向思維」（Backward Thinking）這種與
傳統背道而馳的思考方式，亦即由後半部逐步前
移，直至顯露出謎面為止。
「悽」，同「淒」，與「妻」諧音，以「妻」代換

「悽」便成了「悽涼」。舊時沒有風扇，更遑論空
調，要有涼快的感覺就只得拿起扇子扇涼，人們就想
到當夫家撥扇，妻子不就是有涼快的感覺嗎？就是這
樣，以下的一個歇後語就此形成：

老公撥扇－悽涼
對「陰功」一詞，「陰」與「蔭」、「功」與
「公」諧音，因而人們以「蔭公」代換了「陰
功」。「蔭」作動詞時有遮蔽的意思。要遮蔽就得
拿傘，廣東人叫「擔遮」。舊時的女人，出嫁從
夫，出行如遇上太陽高掛，又沒下人隨行，多會為
夫君打傘，盡表對夫關愛之情，這不就是老婆擔着
遮來為老公遮蔭嗎？就是這樣，以下另一個歇後語
就此形成：

老婆擔遮－陰功
接近上述思路的，還有以下一個：

老公荷包－膚淺（夫錢）
話說回來，不同地域對同一個狀態會有不同的理

解，因而同一個歇後語的謎底，會有不同版本的謎
面。比方，「悽涼」除有悲苦之意，還可以用來形容
環境孤寂、冷清，所以北方人就有以下一個道出孤清
環境的歇後語：

江邊水鴨－悽涼
當然從不同謎底出發也可到達相同的謎面，如：
水上扒龍船－岸上有人見（人在做，天在看）
水上扒龍船－岸上夾死仔（小童因岸上圍觀的人

太多而被夾死）
面對一些慘情，如：一家五口的唯一經濟支柱遇上

工業意外，父親再不能上班，子女們被迫輟學；又
如：一輛接載員工往機場上班的巴士途中失控，導致
數十人傷亡，數分鐘內造成了十多個破碎家庭，人們
會用「悽涼」和「陰功」來表達一己惋惜和哀痛之
情。「悽涼」的意思具體，「陰功」則予人一種神秘
詭異的感覺。
從字面看，「陰」指一些暗中操作，「功」指功
德，合起來就是暗中做的好事。沒錯，「陰功」就
是有這個意思。又有指這個「陰」指陰間，「陰
功」就是指人在陽間所作的德行，死後到陰間地府
會跟你算的功過。據說，算有功德者會很快輪迴做
人，否則要留在地獄好一段時間受着各式各樣的
苦。「功」與「德」通常連用，因而「陰功」亦稱
「陰德」。「騭」，讀「物質」的「質」，本義為
公馬；作動詞時解「安定」。與「陰」連用時的
「陰騭」則在意思上與「陰功」和「陰德」沒多大
分別。綜合而言，大家應怎也看不出「陰功」與
「悽涼」有何關係，那就有待筆者在緊接下來的一
篇交代好了。
對於一些窮一生努力也未能進身達官貴人的讀書

人，有人會用以下的一堆涉及前因後果、前世今生
的話語來撫慰一下他們失落的心靈：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命」是先天的；「運」雖是後天的，但與先天
有着密不可分的淵源，要通過人為去改變有相當難
度；「風水」指的是房屋或墳地的方位，一種能決
定吉凶禍福的元素，這個都不一定是人能所控制
的。為此，人可以做的就只有「積陰德、待回報；
讀好書、候機遇」了。
中國人傳統內斂，多認為：

有麝自然香，毋須東風揚
所以那些「真正」的大慈善家，做了好事、捐了
大款，多不留名，完全體現了「陰德」當中「陰」
的理念。西方人對此則有另一套思維，好像微軟創
辦人「蓋茨（Bill Gates）」就承諾死後把其畢生財
富全數捐予名下慈善基金會，其目的是欲借一己的
巨大影響力，向世人宣示：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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