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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調查發現，近段時間的生蔬水果價
格居高不下，是有幕後「炒家」利用資金優
勢，在期貨交易環節進行炒作，推高了商品
的價格。還有資本在收購環節低價收進，大
量囤積，導致供應不暢，價格猛烈飆升，由
此攫取暴利。
民國史料筆記《慧因室雜綴》記有一事，

可與現實對讀，當資本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
界限，誰也無法保證不會成為犧牲品。清
末，朝廷開禁關外土地，允許百姓墾荒實
邊，大量關內移民湧入進行農業生產，黃豆
等高產作物得到推廣，巨大的收成量，又促
進了農產品的流通化，東三省很快就成為黃
豆貿易的集散地，每至收穫季節，就有國外
洋商前來收購。其後為了保障豆農的收入，
又推出了黃豆期貨交易——提前數月，買家
即可交付保證金，下價訂貨，屆時不論豆價
是漲是跌，都按照合同約定的價格交割——
此舉吸引了許多逐利的資本前來，想要通過
炒作黃豆掙錢。
浙江巡撫見炒黃豆是一個發財的好路子，

就找了幾個資本大鱷，大夥籌集資金，到哈
爾濱開了一家公司從事黃豆期貨貿易。由於
公司的股本雄厚，又能抬善炒，獲利頗豐，

很快就成為首屈一指的「炒家」。有一年秋
天，公司來了一個洋商，要定貨五十萬石黃
豆。當時黃豆的市價為每石五両銀子，洋商
卻出價至八両銀子，限期三個月交貨。公司
的主事者見差價豐厚，又忖度三個月後即使
出現價格波動，也不會高過八両銀子，是一
筆穩賺無賠的好生意，遂與洋商簽訂了合
約。
不料洋商訂貨以後，僱傭了幾十個人，每

天拿着洋傘、香皂、手巾等物品，分贈給沿
街的店戶。起初，店戶不知道對方用意，都
不敢收，對方卻笑着勸他們，且收下無妨，
反正都是些不值錢的小玩意，今年的豆價必
定會漲到十両銀子一石，你們肯定能賺不
少，到時我們再來收貨款，若豆價沒有漲至
這一價位，我們就分文不取。店戶見對方如
此篤定，以為洋人掌握了國際貿易的第一手
信息，黃豆即將漲價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於是不到十天，黃豆價格即將大漲的消息

就傳遍了東三省，凡是囤有黃豆的商家，都
停止了交易，準備等到漲價後賣高價。那些
手頭沒有現貨的炒家，也趕緊吃進，想要賺
一筆差價。這種全民參與的瘋狂投機熱情，
對黃豆的市場價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使得與洋商簽訂合約的公司，根本無法籌集
到五十萬石黃豆的貨源，即使開高價收購，
也沒人肯賣，所有人都認為價格還會往上猛
漲，賣早了準會吃虧。結果三個月後，洋商
運貨的輪船如約而至，公司卻無法交貨，洋
商以甲方違約導致自己產生巨大損失為由，
索賠一百萬両銀子。而且，洋商知道甲方公
司的幕後老闆是浙江巡撫，威脅如果不賠，
就向本國領事投訴，由領事與清廷交涉，屆
時甲方會吃不了兜着走。
浙江巡撫沒辦法，只能按照對方開出的價

碼賠償，但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希望分期
付款。然而，洋商一定要有實物抵押，無奈
之下，甲方被迫把巡撫的官印交給對方，作
為清償債務的保證，洋商才勉強應允。而在
這一事件當中，除了洋商，其餘參與炒作的
人，無不折本賠錢，灰頭土臉。
不論任何時代，資本的能量都是巨大而驚

人的，如果缺乏制約，無法與社會利益之間
達成平衡，就會弱肉強食，出現「大魚吃小
魚」的現象。而且資本邏輯一旦盛行，深入
社會人心，也會讓努力的人產生挫折感，陷
入虛無陷阱，覺得自己的奮鬥毫無價值，由
此形成惡性循環，推高社會運行的成本。

蘇東坡的家鄉四川眉山有一個東坡竹園。園不
大，景雅致，專為東坡鍾愛竹而建，在全國都不
多見，頗得外地朋友欽羨。
蘇東坡與竹，說來話長，就從這個園子蔓延開

去。
細數東坡與竹最深厚的淵源，莫過於園中立屏
上那首《於潛僧綠筠軒》。光看題目，不了解蘇
軾的人莫名所以。但一說詩的內容，很多人耳熟
能詳：「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
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
特別是「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更是口
口相傳，成了蘇東坡愛竹的代言詞。
竹能入列「梅蘭竹菊」四君子，可見古人多好

竹。王維「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鄭板橋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從「竹
林七賢」到白居易再到蘇東坡，無一不與竹有着
不解之緣。而真正能有「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
竹」這種境界的，非東坡莫屬。在處理精神與物
質的傾向性選擇上，蘇東坡顯然指向了前者。但
他並不因為竹之雅，就排除肉之俗，能二者得
兼，才是真實的蘇東坡。所以他又說：「不俗又
不瘦，竹筍燜豬肉」。「好竹連山覺筍香」，那
竹筍燒肉的美味，從宋朝飄到現在。
肉與竹，正代表了蘇東坡性格的本我。他的身

上既有大吃「東坡肉」的灑脫、率真，也有「風
來竹自嘯」的超然、安閒。
東坡故里，竹韻悠長。
多年前一次在北京學習期間，室友課餘組隊去
紫竹院公園遊覽，我因事未能同去。室友歸來，
眉飛色舞，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你沒去太可惜
了！」「咋的？看到熊貓了？」「比熊貓更難
得，好多竹子哦！」猛然想起室友乃山西人，很
少見到竹，我啞然失笑。
室友不知道，在我的家鄉東坡故里，隨處有

竹；在東坡的生活和詩文中，更是隨處有竹。
「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官舍有叢竹，
結根問因廳。」甚至到了黃州，「繞舍皆茂林修
竹」。竹儼然成了東坡生活裡不可缺失的夥伴，
「歲寒三友」見證了東坡的人生際遇。
蘇東坡的一生顛沛流離，但是他無論何時何地

都能灑脫逍遙，樂觀自在。蘇軾自出仕到病逝常
州，其間曾多次被貶謫。他在《自題金山畫像》
中寫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不
管是自嘲還是自我肯定，能做到在人生沉浮飄搖
中還如此地熱愛生活，無論何時都會發現生活之
美的，正是「千年英雄」蘇東坡的做派。
蘇東坡對竹十分偏愛，在他的詩作中，竹詩不

下百首。看東坡作品，在各個時期對竹子的態度
都不同。年輕時，「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
抒寫抱負；中年時，「疏疏簾外竹，瀏瀏竹間
雨」轉向閒適；老年時，「披衣坐小閣，散發臨
修竹」已達超脫……縱觀東坡寫竹之變，似乎看
到先生對人生的思考，對世事的感嘆。
唯一不變的，是蘇軾對「瘦竹如幽人」的眷眷

之情。
詩詞書畫樣樣精通的東坡，不僅愛竹而寫竹，

畫竹更是繼承與創新齊飛。
說起東坡畫竹，繞不開一個人，這便是蘇東坡

的表弟，宋朝的畫竹高手文同。蘇東坡與文同因
共同愛好墨竹，兩人常討論畫竹，感情甚篤。東
坡對於畫竹的理論，最為精闢的見解莫過於「畫
竹必先成竹於胸」。這既是東坡畫竹心得的高度
概括，也是成語「胸有成竹」的本源出處。蘇
軾、文同畫墨竹，光大了「湖州竹派」。後世畫
家，從元代趙孟頫、顧安到倪瓚、夏昶等，凡寫
墨竹，無不受到文同與蘇軾的影響。
蘇東坡不僅畫墨竹光大一派，更厲害的是畫朱

竹開創一派。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有天坐在公
堂，一時興起，隨手拿起毛筆蘸着硃砂，畫了一
幅朱竹。生機勃勃的竹子火紅熱烈，十分另類。
有人說：世間只有綠竹，哪來的朱竹？他便反
問：我們也用黑墨畫竹，世間哪有墨竹？據說由
於他的首創，後來文人畫中自成朱竹一脈。東坡
朱竹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代。在乾隆、金農、
吳昌碩以及後來的程十髮、啟功、朱紀瞻等筆
下，朱竹都在熠熠生輝。
蘇軾畫竹的技法，也是獨「竹」一幟。他反對

「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的畫法，作畫時
「從地一直起至頂」，不像常人一節節地畫竹
竿。宋書畫家米芾曾對他說這有違常理，他回答

道：「竹生時何嘗逐節生？」米芾竟無言以對。
他用別人常態的思維，貫之以自己的理念，非
「胸有成竹」者焉能為此！
竹石不分家，蘇軾善畫竹，也擅長畫石。蘇軾

把自己的作品與文同的比較後指出：「吾竹雖不
及，而石過之。」如今，蘇軾留存於世的《瀟湘
竹石圖》、《枯木竹石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
寶貴的精神遺產，具有永不磨滅的魅力。
詠竹，畫竹，用竹，一言以蔽之：一日不可無

此君。竹不僅融入了東坡的現實生活，更觀照了
東坡的精神境界。蘇東坡何以愛竹若此？「蕭然
風雪意，可折不可辱。」也許正是因為東坡有達
觀的氣概，率真若竹，不畏霜雪，挺拔若竹，翩
翩君子，坦蕩若竹，才會有見竹猶人之感吧。
時光越千年。作為蘇東坡的故鄉，如今的眉山

市「竹」意盎然：打「竹」百分，竹資源100餘
種，竹面積100餘萬畝，竹產值衝擊100億元；
做「竹」文章，柔的有「竹編」、軟的有「竹
紙」、硬的有「竹鋼」，「中國竹編藝術之
鄉」、「國際竹編之都」更是蜚聲中外。
竹韻東坡人未老，歸來仍是翩翩少年。如果先

生聽聞在新中國70華誕之際，家鄉竹在世界園
藝博覽會上大放異彩，「成竹於胸」的蘇軾，
「身與竹化」的蘇軾，該會提起他的硃砂筆，滿
懷豪情地揮灑一幅「無窮出清新」的竹海美景
吧？

話說香港八景指於 1940 年
前，港島八個美景，部分地點
跟新安八景重疊，八景傳由考
古學家陳公哲上世紀30年代挑
選而得名；「香港八景」為旗
山星火、仙橋霧鎖、鵝澗榕
陰、鴨洲帆影、赤柱朝曦、扶
林飛瀑、鯉門夜月、浪灣海
浴；早於本港開埠之前已廣為
人知；嘉慶初年，《新安縣
志》重新修纂，選出「新安八
景」，其中「鼇洋甘瀑」指瀑
布灣的瀑布，在1940年前亦曾
載為「香港八景」之一；當時
來往廣州經商的歐洲船隻，經
此處時大多都取食水。
香港開埠後為解決食水問題，

港府截取瀑布灣源頭，興建薄扶
林水塘，於1863年完成；自此之
後，瀑布遂失去昔日壯觀情景；
於香港保衛戰前，英軍亦在此處
修築防禦工事，最後並無使用；
上世紀70年代鄰近華富邨入伙後，
不少兒童都到瀑布灣的淺灘玩耍，
其後發生小童溺斃的意外，當局
封閉通往淺灘的道路，近年仍有
人在此溺斃，亦產生鬧鬼傳聞。
瀑布灣北部為高爾夫球場，

因開築通往鋼綫灣數碼港道而
關閉，早於香港開埠前經已廣
為人知。
盧吉道（Lugard Road）早名

四馬路，乃本港行人道路，在
港島太平山山頂薄扶林郊野公
園一帶，道路以棧道形式環山
而建，環繞着太平山山頂，路
面沿山體400米等高線修建，路
口在山頂纜車總站以西；盧吉
道建於1913年至1914年間，以
第14任港督盧吉命名，工程費

用達5萬港元，棧道路段要先在
峭壁鑿石立樁為橋柱，再在上
面建橋鋪路，為本港唯一棧
道；盧吉道居高臨下，可飽覽
太平山下西營盤及維多利亞港
西面入口的風景，亦以大霧聞
名，故有香港八景中的「仙橋
霧鎖」之稱。
盧吉道只有一段可容納行人

通過的道路，其中大部分為棧
道設計，可俯瞰及遠眺香港島
區、鯉魚門、維多利亞港和九
龍的景色。在盧吉道棧道西端
向下望有「龜石」，傳說每年
會向太平山爬升一寸，當它到
山頂時香港便會陸沉；東端則
有「豬頭石」。
太平山又名扯旗山、爐峰與

域多利山，坊間通稱山頂，古
名硬頭山，為本港島最高峰；
太平山指包括太平山主峰、爐
峰峽、歌賦山及奇力山的山嶺
地形；爐峰之名源於傳說古代
有一個紅香爐漂流至銅鑼灣一
帶，當地村民指此為天后顯
靈，故建成銅鑼灣天后廟，用
此香爐來上香奉祀，由於香爐
靈驗，村民就將拾獲紅香爐的
海灣稱為紅香爐港，後紅香爐
港泛指港島，至《清初海疆圖
說》與《海國聞見錄．輿圖》
以紅香爐山指代港島，作為紅
香爐港最高峰，太平山遂稱為
爐峰，港府採納爐峰峽作為扯
旗山與歌賦山之間的山峽官方
名稱，相傳在1809年赤鱲角海
戰後，橫行廣東沿海多年的海
盜張保仔戰敗向官軍投誠，漁
民相信從此可享太平，遂改稱
太平山。

■葉 輝

香港八景與新安八景

「炒糊」的黃豆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青 絲

■吳曉彬

豆棚閒話

染之意境■劉 芳

■翁秀美

蘇東坡與竹的不解之緣

家有鳥客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風翻四季，月度春
秋，我們看花聽鳥，賞月觀魚，由此帶來的
美的體驗妙不可言。且不論雲遊天際，霧湧
山巒，海水洶湧，松濤陣陣，單是那千變萬
化的色彩，便足以令人心曠神怡。是誰染得
花嬌艷，草青青，春水浩蕩；是誰在炎炎夏
日將清涼綠色肆意鋪張；濃墨重彩的秋，層
林盡染，果香四溢，油畫一般；當寒風蕭
瑟，花木凋零，一切歸零，山沉寂，水無
聲，那飄落的雪花，輕輕巧巧便染就了大幅
水墨般的世界。
大自然神奇的畫筆，塗抹皴染，有時工

筆，細細勾勒花與葉的細節姿態。有時寫
意，漫天的烏雲大開大合，隨風湧動。山，
以水為紙潑灑層層的綠，水，以天為心接納
了萬事萬物。令人駐足流連，心曠神怡，產
生自然入妙之感。
「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

百里之遠」。當色彩以一種形神兼具的靜態
呈現；當自然山水落筆於紙，墨色流淌處，
我們面對並欣賞的，是更高層次的藝術品，
濃淡自然、層次分明的黑白水墨，俊秀多
姿、色彩瑰麗的青綠山水。
花鳥的色彩，在徐渭的筆下，全為墨色渲

染，墨象生動，濃淡乾濕恰到好處，畫牡丹
「墨染嬌姿，氣度不凡」，畫殘菊敗荷水墨
淋漓，用筆放縱，古拙淡雅，別有風致。五

色之外，黑白灰染成的寫意，構成如此美妙
的寧靜淡遠境界。
與張大千齊名、有「南張北溥」之稱的畫

家溥心畬先生對畫作的染色有獨到之處，他
認為，染色最好要在十次以上。次數越多，
層次越多，就越有深度越有分量。「淡而後
才能雅，清而後才能逸。」他自己每次染時
用色很淡，一層層一次次往上加。否則顏色
都浮在紙面上，山澤枯槁，毫無生氣。實是
告誡後人做事須認真，不可急功近利。單看
這染的次數，便可知老先生對待繪畫用心之
深，恰如那廣袤的大自然，將不同顏色，放
置在不同位置，日染月染，又有柔風細雨，
於是有了深深淺淺，高高低低，千姿百態的
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當曾經的

自然色彩染了情感，進入文字，風一頁頁地
翻，翻過無數風煙，翻到眼前，於是，我們
看到，那不老的詩詞裡的色彩在歲月中是怎
樣的清秀雋永：初夏的午後，東坡先生說，
「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燃。」深秋時
節，王維寫下：「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
稀。」合書。閉目。明艷，蕭瑟，鮮艷的色
彩意象撲面而來，繼而形成審美的通感，有
淡淡和暖，裊裊清寒。
山水日月，鮮花原野，它們對人的熏陶厚

實無比，是任何一個天才演說家的千言萬語

所不能取代的。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曾經說
過，美麗的城郊，馥郁的山谷，凸凹起伏的
原野，薔薇色的春天和金黃色的秋天，難道
不是我們的教師嗎？郁達夫也曾說過，自然
景物以及山水，對於人生，對於藝術，都有
絕大的影響，絕大的威力。
這些斑斕的素雅的色彩，每時每刻都在緩

慢地微妙地轉換、融合、再生，賦予萬物無
限的生命力，生生不息。沉醉於彩虹掛在天
空的驚喜，這美麗的色彩來去匆匆，稍縱即
逝，卻彷彿是所有人夢想的起點。癡迷於夕
陽一點點染紅天際，擁抱大地，與清涼的黃
昏調和，成為淡淡的青色，漸暗，漸沉，黑
夜湧上來，將這青色擁抱，一同入眠。又於
流年暗換中，促人惜時奮進。
黃昏，散步，身邊小灌木浮着點點淡黃，

枝葉扶疏中若隱若現，晚風與花香一起攏過
來，沾染在髮上衣上，是「暗淡輕黃體性
柔」的桂花麼，行在樹旁，桂枝上飄過辛棄
疾的句子：大都一點宮黃，人間直恁芬芳。
怕是秋天風露，染教世界都香。
我們從大自然的懷抱中感受無限的情趣，

燦爛，寧靜，溫和，飽滿，每次相見，都如
初見，新鮮喜悅，不自覺地以心相應，以情
相和。願美妙的色彩牽絆匆匆的身影，無邊
的風景陶染浮華的心靈。在這塵世，一路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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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文同《墨竹圖》 網上圖片

春天的時候在陽台上栽了黃瓜、絲
瓜苗。灑水、看長勢，這是平常日子
裡最輕柔的慰藉。不久，黃瓜、絲瓜
都自帶光環地頂着花兒出場了。是摘
下來吃了還是讓它們自然到老？一直
猶豫不決地每天看幾回。某天，轉身
的一眼餘光，瞥見了窗台下的一個鳥
窩。這一發現比栽種來得更喜悅。
早上送兒子返校後趴在飄窗上看到
一枚蛋開始，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趴窗邊瞄一眼，連續五天每天一枚。
接下來一個星期看時依舊是五枚，聽
媽媽說一般鳥蛋都是單數。有時回家
得晚了，也忍不住把臉貼着窗玻璃好
奇地看下鳥窩。
我瞬間想起奧威爾的日記，每天看
雞窩，記着一枚、兩枚的雞蛋。簡單
的數字記錄，我此刻體會到了那種喜
悅的柔情。
在下蛋期間，鳥媽媽早出晚歸，孵
蛋時牠早晚都呆在窩裡不吃不喝的，
大約六七天就有小生命出來。每天早
上聽着鳥兒的叫聲醒來，曾笑侃問
他，你說牠是為新的一天希望而叫，
還是也在為新的一天怎麼過迷茫而叫

呢？這種笑侃也為我們新的一天有了
歡愉。
沒多久，小鳥兒都與這美麗的世界

見面了。我很好奇那破掉的殼去了哪
兒？開窗，鳥媽媽受驚會撲騰飛走，
一直立在旁邊的防盜窗上望着我。我
輕輕地告訴牠，我只是拍張照，不會
傷害你們的。說完，我自己都笑了。
進屋切了點肉，裝了點水，放在窩邊
上，希望我的善意能讓牠也心安。
鳥孩子長得很快，很快就能站在窩

邊嘰嘰喳喳了。鳥媽媽不時地在窩邊
打轉，我感受到了牠無言的愛護。我
看着躍躍欲飛的牠們，若有所思。牠
們背負的不光是鳥兒生活的重殼啊。
我每天給牠們備水、備食，是希望牠
們能在我家的每一天更強壯更心安。
讓牠們能無憂地與鳥媽媽守候最幸福
的一段小日子。
出差幾天回來，鳥兒們已沒了蹤

影。鳥媽媽完成了牠的使命，再也沒
回來。我不時地看望那空空的鳥窩，
靜靜地粘着一根羽毛。我會讓它一直
留在那裡，曾經新生的堅定與愛會鼓
舞着我生命中每一個無力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