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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話說海國天后古廟供奉林默三
姐妹，信仰在秀茂坪另有演繹，
廟宇在山中，民俗文化留下特殊
地位；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現任
住持黃錦漢的兄長黃錦洽在秀茂
坪山區養豬種菜，家中有由家鄉
請來的天后娘娘，此即海國天后
古廟之始；上世紀六十年代中，
黃錦漢由潮陽沙嶺村偷渡至本
港，投靠兄長，後入住秀茂坪，
經營大牌檔；未幾其兄回內地終
老，廟宇交由黃錦漢打理。
此廟初期在山谷中，後因地方

太小，搬到秀茂坪道山邊近大聖
村村口，漸不敷應用，加建廟前
平台及擴充後面經棚；此廟名字
的來歷，據黃錦漢解釋，因天后
管海而終日看海，遂命名海國天
后；以鐵皮與三合土蓋搭，懸空
而建，登上秀茂坪道梯級，穿過
玄關即為大堂，神龕供奉濟公、
觀音大士及地母娘娘。
大堂左側主神龕天后宮，奉有

三女神，天后娘娘、大媽（天后
之大家姐）與二媽（天后之二家
姐），為玻璃罩所隔，開有落地
大窗，讓天后遠眺維港；穿過一
條甬道直行，經客廳及廚房，登
上十來級鐵梯，左邊有經棚，上
行有近千平方呎的大房子；屋旁
出口有後花園，為化寶之處。
天后在廟祝黃錦漢身上經常展現

匪夷所思的能力，據他所言，成立
之初他並無打理，只想出外做生
意；但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天
后突然常附身，要他留在天后
廟；有一段時間，黑社會迫他借
出天后廟賣白粉，他不肯而遭誣
陷，上庭一刻天后突相告，法官最

後判他無罪，當庭釋放；據聞此等
神靈附身時都有些奇象，比如濟公
喝兩樽燒酒，三官老爺鋤地，地母
娘娘以腳掌外側走路。
為一年一度約會，余姓族人無

論手上的工作有多繁重，都堅持
相聚，向守護他們在危難中追尋
新生之神靈致敬；聖仁公媽乃汕
尾余氏家族及王姓村民由家鄉請
來的民間俗神，1961年春，余鎮
明、余昭追、余祖經、王錫如、
余長任、余水城和余祖土敢等七
人欲偷渡來港，出發前請來聖仁
公媽的香火到帆船，以祈平息風
浪，安全抵達香港，他們到港
後，最初居於牛池灣肥婆坑木屋
區，聖仁公媽的香火緊隨眾人，
安置到一戶人家，未幾轉到秀茂
坪大聖村建廟，初時只有香爐，
約至1967年，訂造拱頂雲石碑。
在2008年8月18日海國天后古

廟清拆，聖仁公媽廟亦遷徙，經
與港府協商，暫安置在順天村伯
公廟旁邊，聖仁公媽廟非常細小
簡單，約四呎高，全紅色，門口
長時間掛有一塊紅布以遮擋陽
光；廟內正中有一座三合土台，
上面安有一塊拱頂石碑，刻有
「聖仁公媽諸位」六字。
由於聖仁公媽乃地神，不可見

光，所以長時間以紅布遮擋石
碑；初期余姓族人每年都問杯一
次，以定農曆七月哪天做盂蘭勝
會，但因眾人請假困難，遂由負
責打理廟宇的余總明問杯，可否
選定日子，以便眾人預早請假拜
神，果然一問即為勝杯，自此他
們就定下每年農曆七月十二為聖
仁公媽紀念日。

■葉 輝

海國天后與聖仁公媽

櫻花爛漫黃泗浦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俞慧軍

■馬承鈞

告密的危害

■星 池

遊 蹤

■青 絲

梁祝六十春 天籟舉世聞

詩情畫意

曾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位老師說過一件
事：她班上有個小學生違反學校禁令，偷
偷帶了一塊巧克力到學校，另一個同學看
到後威脅說，如果不把巧克力「孝敬」他
一份，就舉報他偷帶零食。當事人不從，
果真被對方舉報。老師處置得很巧妙，把
涉事雙方都叫到自己辦公室，讓偷帶零食
的學生，當着舉報人的面把巧克力吃完。
這樣的處理結果，讓我衷心欽佩這位老

師的秉性正直及心思機敏，因為這對涉事
雙方的人格塑造，都有着重大的影響。若
是不加理會，偷帶零食的學生就意識不到
自己的錯誤，往後會繼續漠視規則；但若
是獎勵舉報者，又會助長他邀功希寵的心
思，放大其性格中的陰暗部分，令他告密
獲利的慾望一發難收，最後發育出扭曲的
人格。所以這位老師用特殊的處理方式，
明確表達自己不主張、不鼓勵告密的行
為。因為這種缺乏善意的行徑，具有極大
的破壞性，會瓦解人與人的互信基礎。最
關鍵是，這種早期的價值灌輸非常重要，

會伴隨着人一生的成長，懂得與他人自然
和諧相處，應當遵守的行為邊界在哪裡。
清末，杭州「胡慶余堂」的原料採購事
宜由經理余修初主持，他有一次採購的藥
材運回來，進店前查驗，副經理發現虎骨
裡被摻有豺骨，貨不對辦，為重大責任事
故。於是，副經理偷偷向老闆胡雪岩報
告，陳述余修初失察瀆職，沒有盡到監管
的責任。副經理以為，余修初必受重處，
經理的職位有可能將由自己取代。胡雪岩
接報後親自查驗貨物，發現確實被摻了
假，但余修初並沒有從中受賄獲利的行
為，純為工作失誤。但是，副經理發現了
紕漏，卻不是直接向頂頭上司余修初反
映，卻暗地向老闆報告，這種行為不但無
助於事情的解決，反而會造成疏隔與仇
恨，對經營環境產生傷害。於是胡雪岩一
方面銷毀被摻假的貨物，同時也把告密的
副經理炒了魷魚，以維護良性交流及正常
競爭的空間。
胡雪岩的做法，與現代心理學即頗有吻

合之處。
一個人若是慣以告密構陷人罪，就成為

了陰暗人性的俘虜，儘管做着毀善害能的
事，也毫無罪惡感。而好人受脅於小人，
就陷入了一種逆淘汰的負面循環。同時，
管理者覺得自己可以制衡操控一切，任由
告密行為滋長，時間久了，所聽到看到
的，就是告密者過濾掉的信息，剩下的有
效信息都被自動屏蔽掉了。這種情況下，
管理者往往會形成認知上的錯亂，忽視事
情的複雜性，導致重大誤判。
孔子告訴學生子張：「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意為背後告密的言論與譭謗，會像
水一樣慢慢滲透，積久產生作用，警惕這
些言論的危害，就是明哲之舉。告密是瓦
解人性美德的強腐蝕劑，由此導致的不信
任和戒惕，會破壞健康的人際關係和情感
互動。所以，能夠束縛住這種陰暗，也是
一種做人的尊嚴。

多點關懷
「是時候吃藥了！」兒子瞥一瞥掛鐘，
然後對母親說。窗外餘暉橫照，他無暇欣
賞美景，正趕去拉開抽屜，熟練地取出該
吃的藥丸。此時，母親已斟滿一杯水，待
兒子把黃色、白色及褐色三顆藥丸拿來，
便徐徐地吃下。「吃完藥，休息一會，很
快可以吃飯了！」兒子目睹母親返回睡
房，才安心前往廚房預備晚餐。
飯後，二人一直在觀看電視節目，時間
不知不覺地流逝，月已悄悄掛於天。
「是時候睡覺了！」母親說。
「你疲倦了嗎？」兒子瞧一瞧掛鐘，續
說：「嗯！我去拿藥！」
「其實，這齣電視劇頗悶，我寧願早點
睡！」母親笑說。
「聽聞此劇的評論確實不高。」兒子一
邊在抽屜中取出半顆藥，一邊微笑道，
「睏了便睡吧！醫生說，你要有充足的睡
眠。」須臾，他見到母親吃過藥，準備完
就寢，隨即清洗碗筷，做點家務。
在某個雲霧朦朧的上午，母親的病情忽
然壞了起來，不過根據兒子的經驗，只是
病情有點反覆，無須呼叫救護車送院，可
是須整天臥床休息。恰巧遇上親友甲到

訪，他每星期探望一次，僅逗留片刻。
「你的母親有準時吃藥嗎？」親友甲貌似
關心，不斷地問：「你知道她病了嗎？為
何你不好好照顧她？」半小時後，親友甲
一面憂心地離去。
兒子問母親餓不餓，見其輕輕搖首，於

是拿了半杯水給她喝，並淺笑道：「昨夜
睡得不好吧！多休息，很快會沒事！」兒
子見母親稍為安好，便回到客廳，疲憊地
坐在沙發。他不由得憶起剛才之事，親友
甲那些無心之失的說話，化作無數指責，
不斷地狠狠刺傷了他。一會兒後，兒子仰
視掛鐘，振作起來，陪伴母親吃點東西，
繼而吞下綠色的小藥丸。觀看母親沒有大
問題後，兒子靜靜離開睡房，隨即發現手
機剛才收到一條由親友乙通過應用程式發
來的訊息：「你的母親病情轉好了嗎？有
需要的話，隨時找我，我會支持你，知道
你已做得很好，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啊！」看罷，兒子不禁泛起一絲微笑。
翌日，母親已無大礙，坐在沙發看了一

會兒電視後，陪伴兒子一起到超級市場買
東西。患病者需要他人關心，照顧患病者
的親屬亦然，多點關懷，少些批評。

浮城誌

詩寫於1900年，李叔同已攜母妻及子遷居上
海三年了。
李叔同離開封建的大家庭，來到五光十色的
上海。在上海這個全新世界，他頗有如魚得水
之感。當年一位比他年長二十多年，亦師亦友
的徐耀廷先生畫了一幅山茶花。李叔同在畫上
題了此詩。
詩的第一句「瑟瑟寒風剪剪催，幾枝花發水
雲隈」，表達了李叔同借詠山茶花對不畏寒風
的山茶作出致意，第三、四句「淡妝寫出無雙
品，芳信傳來第二回」，對山茶的讚美更明
顯。最後兩句「本來桃李羞同調，故向百花頭
上開」，更言明了自己也不屑與桃李爭艷，要
盛開在百花之前的寒冬。
李叔同孤芳自賞的性格在詩中表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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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演奏《梁祝》已近百場。 新華社

櫻花爛漫的時節，我站在黃泗浦鑒真大
師第六次東渡日本成功的啟航地。黃泗浦
遺址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慶安村與
塘橋鎮灘里村交界處，古時為一個長江入
海口。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童明康說：
「黃泗浦遺址是海上絲綢之路發源地，地
位不容質疑，黃泗浦遺址不僅是張家港、
蘇州、江蘇的，更是全國的、世界的。」
春風中，邁步在以鑒真第六次東渡啟航

地而命名的「東渡苑」鵝卵石鋪陳的曲徑
通幽的小道上，尋覓魂繫扶桑的千年思
緒：叢叢綠樹、簇簇鮮花相擁的廊道上、
溪水邊、草叢中，處處覆蓋着中日友人千
年尋蹤的足跡。眼前這一株株、一片片櫻
花樹，是中日友好人士在這片鋪滿吉祥的
福地上栽下的友誼之樹，連結着鑒真大師
東渡皈依弘法的濟世情緣。
清新的空氣中瀰漫着誘人的花香，和煦

的陽光照耀着東渡苑這片奼紫嫣紅的福
地，思想之鳥的翼翅飛過千年屏障，穿越
歷史風雨，翱翔於東渡扶桑這一首首蘊藏
着一個個壯懷激烈、名垂千古的傳奇史詩
中。我躑躅於東渡苑每一處景點，東渡苑
一草一木都驛動着鑒真大師的風骨與神
韻。鑒真紀念館佔地2,400平方米，建築
面積1,070平方米。細步走近形儀端莊、
神態安詳的鑒真大師坐像前，我虔誠地與
拜謁的人們一起向這位世人敬仰的大師塑
像頂禮膜拜，耳畔彷彿傳來鑒真在失去心

愛的同伴榮睿、祥彥後義無反顧東渡扶桑
的宏音：「東渡未成，心願未了，豈能享
福求安！」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鑒真
紀念館，驀然回首，我發現綠樹掩映之中
的鑒真紀念館在明媚的春光裡愈加英姿勃
發，熠熠生輝。東渡苑的每一處都被春之
綠包圍：櫻花樹、桂花樹、松樹、柏樹和
春竹等。無論是哪一種綠色生命，呈現出
的都是未加修飾的原始狀態，枝杈自由伸
展，樹幹直插雲天，一陣清風吹過，樹冠
嘯聲一片。倘若鑒真大師在天之靈有知，
也會為第6次東渡成功的福地栽一株櫻花
樹抑或一棵翠柏。而春意闌珊之中的片片
綠葉，層層綠陰，彷彿正是人類追求的自
由與和平的永恒春光。我慢步走向東渡
橋，東渡橋東西兩側均豎有一碑亭，蒼松
翠柏，鬱鬱蒼蒼；春花爛漫，鳥語花香。
橋東堍南側一碑亭，正面刻有唐代日本友
人阿培仲麻呂在黃泗浦起航時創作的一首
詩：「萬里長空色紺青，舉頭一望起鄉
情。遙懷今夕春日野，三笠山巔皓月
升。」橋北面詩碑和亭，形制與南側相
同，正面刻有郭沫若先生為鑒真圓寂
1,200年紀念題詩：「鑒真盲目航東渡，
一片精誠照太清。捨己為人傳道藝，唐風
洋溢奈良城。」走過東渡橋，正前方是一
片開闊的草地。和草地相連的是蔚藍的江
灣，江水中是一艘仿古的鑒真東渡航船，
而江灣的對面是花團錦簇的綠樹、花草、

竹林、農舍。
從東渡橋往西拾級而下，便是經幢亭，

是鑒真第六次東渡啟航處，幢柱刻有「古
黃泗浦」四字。而經幢亭南側的數百株櫻
花樹，正蓓蕾初放，點點緋紅，若雲若
火，如霞似血，這使我聯想起此刻的日本
東京，正值櫻花爛漫的時節，翠玉似的櫻
葉，紅瑪瑙似的櫻花，美麗的島國，正傳
揚着中日友好千年的佳話。我對櫻花的原
始印象，便是學生時代聽老師朗讀魯迅的
《藤野先生》：「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
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
輕雲……」年歲漸長，方知日本是櫻花之
國，每年春天，東京雲霞處處，遊人如
織；在日本街頭，《櫻花》的古謠隨風飄
蕩：「櫻花啊，櫻花，花朵爛漫似雲霞，
花香四溢滿天涯……」櫻花樹，成為中日
友誼源遠流長的象徵。而鑒真大師百折不
撓、弘法濟民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恰如
櫻花一樣盛開在日本的奈良、上野、東
京……在世世代代的日本國民中萬古流
芳。3月29日，「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
新發現」在北京揭曉：江蘇省張家港黃泗
浦遺址名列其中。這也是江蘇省唯一被評
為「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遺
址。借此春風，在鑒真大師第6次東渡成
功的啟航地——張家港市，正翻開東渡文
化走進新時代的嶄新一頁，開啟東渡魂回
歸故里的歷史篇章。

豆棚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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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晚，第36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
《「我和我的祖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70華誕主題音樂會》拉開帷幕。創立於1959年
的「上海之春」音樂節迄今已走過整整60年，
它的輝煌震撼着每一位音樂發燒友。60年前第
一屆「上海之春」音樂節的最大亮點，是當時剛
剛誕生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60年後的今
天，年過八旬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三位主
創——何占豪、陳鋼和俞麗拿再次聯袂登台，
再現了這部經典！
浙江寧波是越劇搖籃，筆者從小在濃郁的越

劇氛圍中長大，對袁雪芬、范瑞娟、徐玉蘭、王
文娟等名角演繹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記憶猶
新，《梁祝》音樂也成我的最愛，如今更是我每
天必練的鋼琴曲！今天我一邊彈奏《梁祝》，一
邊想起它精彩紛呈的前世今生……
1958年，為慶祝新中國10周年華誕，上海市

擬在翌年推出「音樂舞蹈展演月」（即「上海之
春」的前身）。當時就讀於上海音樂學院的何占
豪與陳鋼，才26歲和24歲，他倆突發奇想，繞
開當時最吃香的政治題材，選擇流行浙江的越劇
曲調和名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創作小提琴協
奏曲《梁祝》。眾所周知，在當時此舉絕對需要
一種「反潮流」勇氣。而且學校已擬定曲目是
「突出政治」、緊跟形勢的《女民兵》和《大煉
鋼鐵》，這《梁祝》肯定不被看好。恰巧時任文
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錢俊銳來上音視察，聽說
有人想搞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他眼前一亮，
覺得用外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樂，是大膽創
新，符合毛澤東「百花齊放」指示，認為應予鼓
勵。這與慧眼識珠的上音黨委書記孟波想到一
塊，副院長丁善德也認為《梁祝》的主題是一個
民族對愛情與人性的盛大禮讚，有部長和副手首
肯，孟波當仁不讓，大筆一揮敲定了《梁祝》！
在領導力挺下，何占豪和陳鋼兩人全身心投
入創作，他們利用自身對越劇音樂的熟稔和譜曲
造詣，請學小提琴的女生俞麗拿配合，很快完成
全曲。1959年5月27日，三位年輕人在上海蘭
心大戲院首演《梁祝》，一鳴驚人、大獲成功，

眾多文藝名家讚為「壓軸之作」。隨後又在首都
人民大會堂亮相，更是好評如潮，被譽為：「中
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響音樂
民族化的創世紀！」
《梁祝》完美演繹了一個古老而淒美的愛情

傳說。它緊緊圍繞越劇框架，採用奏鳴曲結構，
以同窗三載、草橋結拜、十八相送、英台抗婚、
墳前化蝶為主線，勾勒出一個真情美麗、扼腕感
人的戀愛故事，深沉刻畫人們在悲痛、懊喪等巨
大精神壓力下迸發的執着追求真愛的勇氣，令人
對封建禮教無比憎恨，更加熱愛自由民主新社
會。源於江南水鄉的越劇唱腔優美，一開頭就如
聞天籟，真令人百聽不厭，堪稱「此曲只應天上
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周恩來也愛聽越劇。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

周總理請外國政要觀看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
台》，稱其為「中國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大受外賓歡迎。聽了何占豪、陳鋼的小提琴協奏
曲《梁祝》後，總理讚不絕口。每次陪外國元首
訪滬，在安排文藝節目時他都要請俞麗拿演奏小
提琴《梁祝》，外賓盛讚此乃中國傳統音樂與西
方傳統器樂完美結合的典範，這也為《梁祝》走
向國際造了勢，俞麗拿也因此榮獲中國首屆
「金唱片」獎。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波士頓一家電台專門播放和介紹小提琴協奏曲
《梁祝》，把它譯為「The Butterfly Lover」
（蝴蝶情侶），從此「蝴蝶」也成為中國文化一
張名片。至今《梁祝》在全球灌製的唱片發行量
已達300萬張，《梁祝》和《茉莉花》成為老外
最喜歡的中國樂曲。
《梁祝》如訴如泣的優美旋律和它背後哀婉

曲折的愛情故事，深深烙印在億萬國人心中，也
感動了整個世界。毋庸說，在中國現代音樂史
上，《梁祝》是一座閃光的豐碑。它的巨大成
功，說明一部作品要成為經典，被大眾熟悉、熱
愛，天時、地利、人和一個都不能少。正如上海
音樂學院新任院長廖昌永所言：「《梁祝》之所
以大獲成功，除了作品質量過硬，離不開60年
來不斷有國內外音樂家用不同方式演繹這部作

品，使其廣為流傳……」《梁祝》已經成為迄
今在全球上演率最高的中國小提琴協奏曲，再次
證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這一真諦！
筆者曾聆聽有「鋼琴公主」和「英中音樂大

使」之譽的香港80後鋼琴家黃子芳演奏其恩
師——著名鋼琴教育家邱天虎教授改編的鋼琴
協奏曲《梁祝》，演奏挑戰了鋼琴與交響樂配合
的難度，凸顯出中國情韻的震撼力，堪稱一場音
樂盛宴。在場一位老華僑激動地說：「我最愛聽
《梁祝》啦，它清新明快、哀婉抒情，令人深深
浸潤在梁山伯與祝英台的世界裡，感受他們同窗
共讀的快樂和生離死別的哀傷，動情之處讓我落
淚！」
在國際上，中國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國演

奏《梁祝》達上萬次，譽滿全球。法國藝術家理
查德．克萊德曼是聞名世界的鋼琴大師，曾多次
來華演出，他的鋼琴協奏曲《梁祝》大受歡迎。
我國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是首位奪得國際
小提琴最高獎——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小提
琴大賽」金獎的亞洲人，他演奏《梁祝》已近百
場，被譽為既能輕鬆掌握《梁祝》高難度音準、
又能完美展現濃郁的中國情懷的小提琴家。他演
奏的《梁祝》極富江南神韻，音色翩然似彩蝶，
委婉纏綿撼人心，連陳鋼、何占豪聽罷也淚濕雙
眼。前日，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名為「琴韻化
蝶」的小提琴鋼琴二重奏音樂會，呂思清與香港
「鋼琴女詩人」鄭慧聯袂演繹這一經典。香江之
濱又掀起一股「梁祝熱」，這股「熱」將隨着
《梁祝》的純美音符持久不息、波及世界……
正是——

梁祝問世六十春，
一部天籟舉世聞。
穿越時空中國範，
撼動多少金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