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園B9

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66月月151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責任編輯：張岳悅

趙素仲作品

話說大坑明渠簡稱大坑渠，在
銅鑼灣南部的大坑，源於畢拿山
及渣甸山一帶的溪流，向北流進
銅鑼灣海灣；此條水道即為大坑
地名來源，然而經歷城市發展及
填海工程，大部分水道於上世紀
60年代轉為暗渠，僅餘銅鑼灣道
至高士威道長約200米的一段屬人
工露天渠道，毗鄰銅鑼灣運動場
及皇仁書院；渠道上方有一條很
窄的橋，俗稱「桂河橋」。
此一明渠上游早於上世紀60年

代已覆蓋為浣紗街，僅餘大坑明
渠亦於2009年11月起，由渠務署
投資2,400萬港元改善計劃，包括
明渠覆蓋、擴闊行人通道及綠化
園境等；2013年8月工程完成，解
決大坑明渠所帶來氣味問題，亦
成為大坑的新地標火龍徑（Fire
Dragon Path），為大坑添置具有
特色的休閒空間；於中秋節舞火
龍為大坑傳統，且此項活動於
2011年獲得列為中國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成為標誌性文化活
動，新行人通道命名為火龍徑。
開埠早期的銅鑼灣道原為筲箕

灣道其中一段，對出乃銅鑼灣海
面，原為一條有水由山上流至山
下的溪流，匯合南面的畢拿山各
條支流，流進維多利亞港；由於
下游聚集不少洗衣工人清洗衣
物，溪流將石塊移走，放在一
旁，遂形成大坑；開埠初期大水
坑兩旁聚居過千名客家；住在大
坑村逾80年的老婦，早於二戰前
就在水坑旁賣糯米飯；在浣紗街
近光明台，上世紀40至50年代為
大水坑上游，有多個番衣氹水流
急速，上有瀑布飛瀉，村民乃至
附近洗衣工場在此洗衣；逢夏日

有不少村民到來游泳，常有泳客
遇溺死亡。
從1899年港府工務局報告可一

窺往昔情狀：大坑河道底部多年
來，為洗衣工人之用，他們建造
粗糙盛水缸，將河道的石塊移至
旁邊，水缸建在河道，污水由上
向下流，下層聚集污水，清水未
流到最底層，港府在河上的水堤
下建造水堤，以下設有一列建造
清洗池，水堤以上嚴禁清洗物
件，以確保清水可供應清洗池；
清洗池共20個，由石與磚組成，
再加水泥建造，去水亦有安排，
上世紀60年代港府築路，一直有
人在洗衣物，稱為浣紗街；初期
浣紗街仍有水溝，後密封成如今
模樣；皇仁書院旁後巷為一石橋
懸於大坑，自2011年渠務處作渠
務工程才圍封，大坑歷史憑證亦
消失。
附近有一廟宇，此為浣紗街附

近蓮花宮，大坑舞火龍歷史，源
於昔年銅鑼灣一帶乃沼澤地帶，
衛生條件欠佳，所以衍生舞火龍
活動；如今銅鑼灣煥然一新，但
舞火龍的習俗就流傳下來，成為
集體回憶及文化遺產；傳說在
1880年8月，有村民死於瘟疫，後
有村民在中秋節舞火龍及放鞭
炮，瘟疫從此消失，但曾停辦，
近年恢復；2003年SARS肆虐，
大坑亦曾特別舉行舞火龍以求消
災。
大坑原為傳統村落，有逾百年

歷史，如今維多利亞公園及皇仁
書院一帶土地俱為填海所得，昔
日海岸線沿今日銅鑼灣道，早年
從畢拿山流經大坑一帶，再流入
海港，大坑遂因而得名。

■葉 輝

大坑明渠與舞火龍

家有考生心惶惶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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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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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羅大佺

夢繞情牽天一閣

詩情畫意

情感是什麼？情感是心靈和心靈碰撞的
火花，情感是互敬互重的紐帶，情感是人
與人之間神交和仰慕的基礎，情感是日常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情感是一種健康的審
美情趣，情感是高尚的道德情操。
走在回家的路上，天上忽然下起大雨，

這時候有人伸來一把雨傘，有人遞過一個
斗笠，有人拉着你一起到一家屋簷下避
雨，此刻你內心深處應該湧起一種感激。
天黑了，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上，

離你要去目的地還遠呢，求到一戶人家，
人家慷慨借給你手電筒，送給你幾把麥
草、稻草，塞給你一盒火柴，讓你順順利
利地到達目的地，不至於半路上一不小心
跌倒絆倒或掉下懸崖，這時候你應該有一
顆感恩的心，而不是認為那是別人應該做
的。
生病了，躺在醫院，人們前來看望慰
問，有的提水果，有的給你一百或五十元
人民幣，有的什麼也沒有帶，只是來慰問

你幾句。無論哪種形式，都是感情的流
露，你應一視同仁，將他們的情義記在心
中，而不能區分彼此，認為誰輕誰重。
人到世間走一回，其實就是一個情感聚

集的過程。人們常說「緣分」，緣分就是
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的。試想，如果認識
一個人後，如果沒有好感，沒有友誼，你
還會把與他的認識叫做「緣分」嗎？人是
注重情感的高級動物，沒有情感的生活是
蒼白的生活，不珍惜情感的人生是不完美
的人生。珍惜情感是一種美德，是中華民
族的優良傳統。然而，曾幾何時，情感和
義氣又成為一對孿生兄弟，被綁架在「利
益」之上。
當拜金主義的浪潮襲來，很多人認為所

謂感情就是講究吃喝玩樂，所謂義氣就是
相互利用。有的人求你辦事時低三下四，
事成之後立即過河拆橋；有的人你幫了他
九十九件事情他很高興，最後一件沒有幫
他立刻翻臉不認人；有的人死纏爛打邀請

你去聚聚，飯後立即要你給他辦事，也不
管這件事情是否違規違紀；有的人無事不
登三寶殿，見面就是辦事情……我看這些
人不是講感情，重感情，而是感情的利用
者和勒索者，最起碼，是個利慾薰心的現
實主義者。這樣的人，寧可沒有朋友，也
不要與他交往，免得日後被他綁架和利
用。就像左宗棠說的「慎交友勤耕讀，篤
根本去浮華」。
古人言「滴水之恩」「投桃報李」，只

有珍重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人，才能依託滴
水的力量，匯入滔滔的江河；這些都是做
人的至理名言，也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珍惜
情感的槓桿。但珍惜情感，也有原則，那
就是要看對象，要看與誰相處，要看與誰
交往，珍惜情感，並不等於濫交朋友；濫
交朋友，是浪費情感。
珍惜情感，從小事做起；珍惜情感，從

親人、朋友、知己做起；珍惜情感，就是
珍惜自己。

來鴻

《洪武元年景德傳燈錄》大開本現深圳
深圳有收藏家早前發現明代完整的《洪
武元年景德傳燈錄》一書，《景德傳燈
錄》被稱之為中國佛教禪宗界的史書。此
次發現的《洪武元年景德傳燈錄》經深圳
千葉禪堂佛學研究專家張勤國等人鑒定，
《傳燈錄》古籍善本共計15冊30卷，36萬
餘字，原為宋景德元年（1004年）東吳釋
道原所撰寫，記錄了1,700餘高僧語錄，書
名取自：燈能照暗，禪宗祖祖相授，以法
傳人，猶如傳燈。
《洪武元年景德傳燈錄》一書，以禪
宗法師傳承禪法的世系次序為基本線
索，記述至法眼文益禪宗52世1,712人諸
佛的語錄，刊載了一批禪師的讚頌偈
詩、銘記箴歌，尤其是匯集了951位禪宗
人物有代表性的機語，充分表現出禪師
應機施教的特點，反映出各位禪師思維
個性和整體禪宗共性。
據考證，元延祐三年（1316年）《景
德傳燈錄》收入《大正藏》。而這本在
深圳發現的《洪武元年景德傳燈錄》首
頁有宋代文吏大臣楊億序，文中西來年

表起於南齊建元元年（479年），止於隋
義寧二年（618年），以敘說帝王世系為
主，間及達摩等人行歷，中有「舊本傳
燈云」語，比如我們熟悉的：莫道君行
早，更有早行人，語出《景德傳燈錄》
二卷；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語出《景
德傳燈錄》十二卷；眾盲摸象，各說異
端，語出《景德傳燈錄》二十四卷。
今次發現的《洪武元年景德傳燈錄》為

大開本，內頁
線裝木刻印
版，亞麻布外
盒包裝，製作
精美，品相完
整，顯現出明
代官造之特
點，這對研究
中國佛教史尤
其是禪宗學發
展有着重要的
學術價值。

李叔同多情、重情，經常為友人的離別
傷感動情，寫下不少的離別詩詞。此詞作
於1900年，是李叔同的第一首送別詞。
送別詞可以很傷感，也可以有勵志。此
詞配合李叔同當時的心境，傷感之情化不
開。將生離與死別相提，可見其悲戚之
情，一別可能是永別，重重地慨嘆人生無
常。
提到寫送別的詩詞，此為李叔同的第一
首，如果將此首與1914年寫的《送別》
一詞略作比較，不難看出，1914年的
《送別》不再只有傷感了，而如醇酒一樣
醉人，哀愁也變為淡淡的，思憶也變為沉
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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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之狀元廳。 作者提供

時間飛快。這不，春節過完，一晃眼就
到了五月，家裡立即進入戰備狀態，氣氛
頓時凝重起來，看似無聲，卻處處驚雷。
兒子抱負不小，一心要上重點大學。可

高考競爭的激烈和殘酷是有目共睹的，吾
兒平時成績只是中等，要打贏這場仗，得
全力以赴。
當老師宣佈，倒計時三十天的那一刻，

兒子說，他聽見自己的骨頭響了一聲。三
十天後，會是一個怎樣的結局？想想心裡
就發麻。
清晨五點半，吾兒的鬧鐘準時發出雄雞

的鳴叫。雞鳴如軍令，兒子旋即起床，快
速洗漱之後，開始「聞雞起舞」，先是背
半個小時英語單詞，讀一篇英語短文，然
後開始習題檢驗。把英語的「規定動作」
完成，休息十分鐘，立馬進入語文的「規
定動作」，開始背誦古詩詞，名篇佳句，
此時我這個「家奴」把早餐擺好，不敢貿
然打擾，在門外聽着，等一篇文章讀完，
趕快請吾兒上座，為身體補充能量。飯桌
上，還不能閒着，得動腦筋說幾個笑話，
逗兒子樂一樂，放鬆一下。
中午從學校回來快速吃完飯，吾兒立即

進入第三個「規定動作」的訓練——數
學。這可是吾兒的弱項，是重中之重，得
高度重視，強化訓練。但凡有不懂的，我
以姐夫的名義，命令小舅子前來救援。他
可是大學裡的數學老師，我讓他隨時待
命，吾兒有什麼需要，他這個當舅的立刻
無條件趕到家裡。吾兒於心不忍，說這像

什麼話，老舅有老舅的事情呀。我說：
「吾兒，現在你就是家裡的皇帝，高考一
過，你什麼就不是了，趁着現在的機會，
好好地頤指氣使吧，有什麼需要，儘管說
出來，我們可都是你的奴僕，絕對的忠心
耿耿，鞍前馬後唯命是從。」兒子笑說：
「如此這般，人倫何在？罪孽深重啊！」
一番貧嘴，看兒子輕鬆些，我這個老奴

也就踏實些。
吾兒喜歡籃球，超級愛看NBA球賽，如

今特殊時期，兒子忍痛割愛，暫時遺忘。
不過牆上有球星的彩照。如今東西部兩大
陣營的巔峰對決正如火如荼，其精彩程度
可想而知，偶有球友打來電話向他披露賽
事的精彩花絮，吾兒對牆上的球星扮個鬼
臉，跳跳做個投籃的動作，最終還是忍住
了。堅決不看賽事，「眼不見為淨」。他
說，再精彩的比賽還是要看結果的，我必
須先拿下自己的賽事。
吾兒能說出如此哲理的話，讓我刮目相

看。他超強的自制力，讓我佩服。為了高
考，愛看情感劇愛流眼淚的兒他媽，春節
過後就對不爭氣的自己下了通牒：「備考
期間不開電視。」話雖如此，心裡癢啊，
有幾次，她瞄着電視，意思吾兒在裡屋學
習，不影響的，是不是？
我冷冷地瞪她一眼，她立馬洩氣，心裡

愧疚起來，有些悲壯地進了廚房，使出渾
身解數為兒子忙活起來。
搞好後勤，是我們家長的主要任務。我

和吾兒他媽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我主採

購，她主做飯。為買到好食材，我騎着自
行車到鄉下去採購，土雞蛋土雞，山竹筍
山野菜，說實話，我恨不得把所有的好東
西都買回來，把所有的好營養都吃到兒子
肚子裡。
我煙癮夠大。可兒子這麼大的事，我必

須得付出，對自己狠一些。我命令自己把
煙戒了，至少在家裡絕對不能抽。看兒子
把自己關在屋裡，複習複習再複習，我這
個旁觀者，就先受不了，雜事不想幹，書
也看不進去，煙又不能抽，只能是站在窗
前發呆，耳朵卻異常靈敏，聽着兒子屋裡
的動靜。有天晚上，兒子屋裡很長時間沒
聲音，我躡手躡腳過去，兒子趴在桌上睡
着了，我心疼呀，眼淚都快出來了。我輕
拍吾兒肩膀說：「兒呀，到床上去睡
吧。」話音未落，兒子極不耐煩地吼一
句：「好多還沒看呢。」
如此沒大沒小，放平時，我早發火了，

可這不特殊時期嘛，一切得忍着、讓着。
我故作悲傷地說：「唉，這叫什麼世道，
兒子是老子，老子是兒子。」兒子大笑不
止，說老爸你太逗了，可以去演戲了。我
平時蠻嚴肅的一個人，不善開玩笑，為了
吾兒，居然也潛能激發，會討巧幽默了。
吾兒備考廢寢忘食，孜孜不倦，能讓他

開懷一笑，也算是盡力了吧。我不激憤不
抱怨，不燒香不拜佛，願這折磨人的時間
過得快一些，願皇天不負有心人，佑吾兒
考出好成績，考上他心儀的大學，吾和吾
兒他媽也就解放了。

古典瞬間

■《洪武元年景德傳燈
錄》內文。 作者提供

今年端午，寧波嘉賓雲集、好事連連：主題
「深化合作，互利共贏」的「中國－中東歐國
家博覽會暨國際消費品博覽會」閃亮登場；海峽
兩岸民間藝術交流展炫耀亮相；名為「迷戀寧波
．印象天一」的搖滾古箏音樂會則在天一閣博物
館悠揚奏響，為書香寧波再添魅力。
筆者迎着中國民樂與西方搖滾的和鳴，再次走
進天一閣。當古箏演奏家陳希垚用東方古樂擁抱
現代電聲，彈出悠遠的《高山流水》、《出水
蓮》和現代樂曲《我的祖國》、《中國夢》，古
老的天一閣也勃發生機！有人問我：「您第幾次
來天一閣？」我脫口道：「第N次！」真的，我
實在記不清多少次來天一閣了！
天一閣佇立寧波月湖之濱450多年，我結緣天
一閣也近一個甲子。當年我就讀的湖西小學與天
一閣近在咫尺，我家惠政巷距天一閣僅一路之
隔。放學後我常常背着書包走進天一閣，後花園
的石桌石凳成了我們寫作業的天堂，藏書樓前假
山小橋留下我們多少足跡與笑聲！那時不懂天一
閣深厚歷史淵源，卻知道它是寧波的文化地標、
甬人的心靈聖地！我家離甬遷豫前夕，我還悄悄
來向它作別……
一晃幾十載逝去。近年每逢赴甬開會、采風或
探親，我總會抽空拜訪天一閣，哪怕停留片刻也
好。前年暮春，去寧海出席中國旅遊節慶典，翌
日汽車送我到寧波櫟社機場搭當晚航班返鄭，忽
然下起雷雨，我請司機先去天一閣，豈料剛剛閉
館。我叩門說明來意，門衛老漢倒爽快，居然開
了門。雨中我匆匆繞藏書樓和前院後園轉了一
圈，總算圓了心願。
今天走近這片青磚灰瓦、綠植葳蕤的古院落，
覺得它極像一位從容淡定的先哲。大門口兩頭石
獅依然威嚴地守護這方淨土。兩側楹聯「天一遺
形源長垂遠，南雷深意藏久尤難」凸顯天一閣厚
重內涵。一邊聆聽古箏流淌出的《高山流水》，
一邊凝視藏書樓前范欽銅像，我心中升起無限感
動與敬重。明代甬人范欽（1506-1585)26歲中進
士，一生篤學好古，在陝、豫、粵、桂等地任職
時就廣搜圖書典籍；後晉陞兵部右侍郎（相當於
國防部副部長），55歲的他卻辭官返鄉，耗盡

家財建起這座聞名中外、藏書七萬卷的名樓。這
位鄉賢不經意間為中華民族留下一份彌足珍貴的
文化遺產！范欽本身就是大學者，著有《煙霞小
說》、《撫掌錄》、《奏議》、《古今諺》、
《草朝遺忠錄》、《明文臣爵謚》等。
天一閣不啻以左圖右史汗牛充棟名揚天下，建

築藝術也卓爾不群。明代硬山頂式木結構主樓高
達8.5米，底層面闊、進深各6間，寬23米。二
樓寬敞明亮，擺滿書櫥書架。天花板和樑柱繪有
行雲流水、人物造型和飛禽走獸。望着藏書樓上
「天一閣」三個大字，一名中學生問我此名來
歷？我指着樓前「天一池」道：「書最怕火，火
最怕水，《周易》裡說『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意謂『以水克火』。修這池塘不啻美化庭
院，更為『防患於未然』。」天一池為活水，直
通月湖，清澈的水中游弋着鮮紅的錦鯉，四周翠
竹密佈，小橋流水緊靠一座假山，還劈有山洞，
儼然蘇州園林，難怪去年它榮膺國家5A級旅遊
景區……此刻，我又憶起當年偕同學觀金魚、鑽
山洞的童趣來。
踏着鵝卵小徑，我邁向熟稔的北書庫、東明草

堂、范氏故居和狀元廳。北書庫也保存大量典
籍，瀰漫着一股幽幽書香氣，那是防蟲防腐的芸
香草味道。東明草堂前有塊石壁，上鐫一隻碩大
神獸——獬豸，牠象徵公平正義，能識別忠奸。
故居書房仍擺着一摞藍皮線裝書和文房四寶，還
有一架古琴，足見范欽乃精通琴棋書畫的一代名
士。天井還塑有三尊栩栩如生的石人，正在「曝
書」，將古籍置於通風處攤開晾曬，古風盎然！
想起乾隆皇帝《御制文源閣記》云：「吾國藏

書之家頗多，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
《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又想起2013
年10月「根深葉茂——天一閣館藏珍品展」在
香港開幕，98歲國學泰斗饒宗頤獲聘天一閣名
譽館長，饒老向甬城贈送「書藏古今，港通天
下」墨寶。今年3月，歷時五年、由寧波大學和
天一閣共同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天一
閣所藏文獻分類整理與研究」鑒定會在此舉行，
此番查清天一閣共藏古籍22,360種（158,840
冊），包括大量珍貴的善本、孤本、稿本和抄

本，還發現明代寧波進士徐時進採訪意大利傳教
士利瑪竇所著《歐羅巴國記》，表明寧波在我國
對外交流史上多有建樹，更證明甬城是文獻大
市、浙江乃文化大省。
佔地2.6萬平方米、瀕臨美麗月湖的天一閣，

作為展示寧波歷史文化窗口，是我國和亞洲現存
歷史最久藏書樓，並名列全球最古老三大家族圖
書館。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古籍重
點保護單位、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樓和國家5A
級人文旅遊勝地，今天天一閣更成為不忘初心、
傳承歷史、弘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精神
高地。遍佈甬城的天一街、天一社區、天一小
學、天一廣場等等地名，足見天一閣影響之深。
誠如大學者郭沫若所撰楹聯「好事流芳千古，良
書播惠九州」；甬籍大書法家沙孟海墨寶「建閣
閱四百載，藏書數第一家」等等。還有一幅「先
覺先知為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
流」，好眼熟，原來在曲阜孔廟見過。
天一閣與祖國共命運。當年范欽立下「書不出

閣」家規，百餘年後才對名儒黃宗羲開放，黃翻
閱全部藏書後撰下《天一藏書記》，天一閣自此
名揚天下。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軍染指天一
閣，藏書減至2,223部。1861年太平軍攻陷寧
波，歹人趁亂掠奪。抗戰時天一閣藏書首次出閣
避難。解放前夕周恩來下令保護天一閣，隨後國
家撥專款派專人修繕管理，大批古籍失而復得。
我想，歸根結底文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振興強

盛的基石。寧波這座「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如今能獲譽世界第三大港口城市、中國綜合發展
水平前15強、全國文明城市、中國院士之鄉等
等殊榮，得益於豐厚的文化積澱與歷史底蘊，天
一閣的軟實力亦不容小覷！雁翔詩云——

甬城地標天一閣，
浩若煙海盡書香。
縱觀古今中外事，
文化昌盛方自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