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皮鴨不是烤鴨

中世紀歐洲生產力大發展
1054年到 15世

紀，曾經被人稱
為黑暗的中世紀，充滿了戰亂、飢
餓、瘟疫以及宗教狂熱，生產非常
落後，文化非常落後。但是經過考
古發現，情況並非如此。中世紀是
歐洲生產力大發展的世紀，並且為
文藝復興作出了物質基礎準備。
羅馬帝國的領土於公元117年到達
最大。313年，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
帝治下合法化。只是幾個世代後，基
督教就成為帝國的國教。羅馬帝國的
衰落，標誌着古典時代的終結和歐洲
中世紀的開始。395年，羅馬帝國一
分為二。隨即日耳曼蠻族部落開始入
侵西羅馬帝國，攻破了羅馬古城，放
火焚城而去。許多古羅馬皇宮和古老
建築物變成了一片廢墟。
日耳曼蠻族部落喜歡在歐洲的平原
上耕作，放棄了高度商業化的城市經
濟，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小城市莊園和
封建的小國。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
出現了不少封建領主的莊園。
羅馬帝國是奴隸制社會，使用奴隸
從事生產勞動。因此，奴隸主不會考
慮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所以
生產技術一直停滯不前，反正勞動力
便宜，增加奴隸的數目就可以了。羅
馬帝國崩潰後，奴隸制度也解體了，
所以古代的羅馬的文化也就消亡了，
古羅馬的多神宗教崩潰了，拉丁文也
不再使用了，古羅馬的古典著作被廢
棄了。後來阿拉伯人保存了這些典
籍，並且翻譯為阿拉伯文本，才在文
藝復興的年代被重新發現。
中世紀的莊園制度，實行自給自

足，各個小城邦自我封閉，不再進行
貿易，沒有商品流通，在這樣的狀況
下莊園主努力考慮怎樣製作各種生活
必需品，並且全力發展農業，大力促
進了生產技術的進步，歐洲出現了農
業和畜牧業大發展的局面。
莊園主第一個考慮就是發明重犁
獲建築海堤的技術，使得大量荒地
得到開發，沿海低窪的沼澤地，可
以種植農作物，耕地大幅度增加，

緊接着，他們發明了風車和水車，
利用新的能源；接着而來，耕地面
積的增加讓輪耕制度的普及有了基
礎，耕地與休耕地的輪流使用，一
方面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另一
方面也解決了土壤肥料稀缺的問
題。法國和意大利在奴隸制的時
代，僅得一半的可耕種的土地得到
開發，英國僅得五分之一的土地得
到開發。
廢除了奴隸制度之後，可以耕種的

土地大幅度增加了。當時在歐洲，人
口數量非常稀少，僅得1、2000萬
人。結果推動了經濟迅速發展和人口
的增加。以英國為例，1086 年到
1300年，GDP提高了十倍以上，人
口從110萬人增加到330萬人。法國
和意大利的生產力也大大提高了。他
們已經可以吃上白麵包、鹹豬肉、牛
奶、芝士、馬鈴薯，還可以喝上啤
酒。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還信奉了
基督教，有了自己的信仰和藝術需
求。興建教堂，需要很好的建築技
巧、繪畫技巧和雕塑技巧。他們覺得
需要尋找已經失去了的羅馬文化和古
希臘文化，進行文藝復興，解放思
想。歐洲出現了反對基督教的獨裁和
專權，反對教廷的贖罪金制度，反對
宗教法庭的浪潮。終於迎來了思想的
大解放，這對於科技的發明創造，產
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春秋和秦漢以來的文化一直得

到了保存和繼承。雖然匈奴和蒙古野
蠻的遊牧民族入侵中原，但最後這些
外族都被中華文化所同化了。中國的
封建文化能夠穩定地傳播下去，從來
沒有中斷過。但是到了明朝，歐洲的
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已經超越了中
國。到了清朝，歐洲的發明創造更加
大大超過了中國。有人說，康熙的時
候，中國國力最為鼎盛，看來，這個
說法站不住腳。
從清朝開始，中國的科技文化和生

產力，已經不如歐洲國家了。原因
是，從明朝開始，歐洲已經從封建主
義進化到資本主義時代了。

很少吃香港的片
皮鴨，一向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的「京

式片皮鴨」不叫「烤鴨」，是為區分
兩地，還是有根本的不同？
去到一間粵菜酒樓點了「京式片
皮鴨」。幾隻碩大的烤好的鴨端出
來，鴨子烤得油光華亮深棗紅色，
和烤鴨很相像。女經理開始片鴨，
拿刀的方式有點奇怪，片下來的鴨
片有小碗口大，一隻鴨大約片出不
到二十片。正宗北京烤鴨，要片出
一百零三片，片片連皮帶肉，這是
規矩，當年是要掛出牌子，以示店
不欺客。如今這條規矩早已經沒有
人知道，也做不到了，就是百年老
店的烤鴨也最多片出四五十片。
片皮鴨上桌了，用似薄餅又似春
卷皮卷裹，點上甜醬、葱絲，與烤
鴨吃法基本相同，只是鴨皮不酥難
以咬斷，每片只有皮沒有肉。留下
來的鴨肉要用來炒鴨絲，鴨骨用來
熬湯底做鴨腿湯飯？片過皮的鴨子
變得白乎乎的，堆了一箱，侍應見
我好奇地看，即說可以帶走的，二
十元。帶了一隻回家，好大好重，
鴨肉很多，馬上按照往常的做法自
熬鴨湯。在北京吃烤鴨，都會把鴨
骨架帶回家，配上薑葱酒下鍋，不

用久熬，不一會兒，一鍋濃湯的鴨
骨豆腐白菜就上桌，百飲不厭。這
次也如法炮製，卻久煮不爛，肉和
骨架不分離，湯汁也不變奶白，這
才醒悟：此鴨非彼鴨，片皮鴨真的
不是烤鴨。
首先鴨種不同。北京全聚德用的

鴨，是長在京西的俗稱「小白眼
鴨」，個大肉肥骨頭架子小，當年與
慈禧老佛爺同飲玉泉山泉水養大。全
聚德店開遍中國甚至全球，無論香港
還是巴黎紐約，製成半成品的京西
鴨，必由北京運去，絕不使用當地鴨。
其二，做法不同。除了開生、上糖
色、風乾、灌水等例牌，烤鴨必有一
道工序「吹氣」，即把氣灌進鴨皮
下，使皮肉分離，以前是用人口吹，
現在用機器，這樣烤出來的鴨子才會
皮酥肉嫩。烤製的方法也不同，烤鴨
要求吊爐、明火、果木炭，缺一不
可。單說「燎襠」一項，即把鴨子用
七尺檀木杆挑起，在明火苗上來回悠
蕩，這是烤鴨的技巧之一，沒有十年
學不成師傅。吃烤鴨時，凡是見到鴨
腿中間帶有黃白色，就是烤鴨的技
術不過關，不是師傅烤的。香港的
「片皮鴨」估計不會有這麼多講究，
是否像燒鵝燒鴨一樣的做法？沒進過
後廚，不敢妄斷。

其實身邊有些朋
友說到有關我的家
庭背景，其中一個

問題令到我有點尷尬，但這種尷尬
我又很樂意去說明，就是有關我們
一家人的居住地方。
其實在我完成大學課程之後，便

很快找到工作，立刻申請我的父母
及弟弟移民到加拿大。回想起來，
其實自己都很厲害，當時年紀小，
其實很多事情也不太懂得去做，但
因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跟家人距離很
遠的地方，跟家人見面的機會自然
少了，所以渴望有一天我們一家人
可以再次團聚，當有機會能夠申請
他們移民到加拿大居住，便是當時
我唯一目標，就算多麼困難，也努
力去解決。而這個目標經過一年多
的時間便達成，在此其實也要感謝
上天的安排。但亦因為這個居住的
地方不同，便產生了一些朋友的好
奇心。
雖然我部分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自然擁有加拿大國籍，也有一些是
美國國籍的，包括我的母親，她去
年便正式成為美國公民，而我父親
是加拿大公民，其實好像有點不對
勁，但因為他們各自選擇自己喜歡
居住的地方；所以，有時候朋友也
會問到為什麼我的父母會是不同國
籍？從而他們便會聯想到，會不會
是因為婚姻的問題？我便很快斬釘
截鐵地說：「只是因為他們喜歡居
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自覺地習慣了

及有了自己的朋友，所以不想遷移
到另外一個地方。」更加重要的
是，居住在美國的家姐，自從誕下
第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母親便到
了美國照顧她們，所以可以想像得
到，這個婆婆把孫兒由呱呱落地帶
到她們長大成人，怎會捨得跟她們
分開居住。而且我母親的唯一嗜
好，就是「打麻將」，難得由最初
人生路不熟，到現在有了很多朋
友，我們俗稱的「麻將腳」，對於
她來說，就是一個生活得非常開心
的地方。而我的父親，一向很嚮往
在加拿大這個地方居住，而且他自
己可以駕駛着車子到處看看，過着
優哉游哉的生活，亦都因為我另一
個姐姐也住在加拿大，雖然他們不
是住在同一個地方，但我心想，我
的父親也希望能夠陪伴我姐姐，大
家可以互相照應。
其實我樂見爸爸媽媽過着總算輕

鬆的生活，雖然兩人分開居住在北
美洲的東部，就是「加拿大多倫
多」及「美國紐約」，距離不算
遠，乘搭飛機的話只需要個多小時
便到達，如果駕車的話，大概十個
小時左右便可以了，所以我也感受
到他們非常享受現在所居住的地
方，能夠有這些空間去做一些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其實人到老年，我
相信也不會有太多奢求，安居樂業
已經是最好的選擇，當然我也渴望
有機會有一天可以跟他們長時間一
起生活。

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在自己個人的青
少年時期還未曾長

鬍鬚的階段，看到的男子如果有鬍鬚
的話，都是鼻子下面上唇上面留的八
字鬍。後來看電影時，才看到洋人喜
歡在下巴的下面留着鬍鬚。所以就認
為，鬍是指那八字鬍，鬚是指下巴下
面的鬚，鬍和鬚是有分別的。懂得看
京劇以後，裡面有鬚生一角，那掛在
臉上的道具，都凸顯下巴的鬚，是沒
有八字鬍的。
但後來查字典的結果，卻是鬍就
是指鬍子，而鬚除了指昆蟲的口毛
和觸鬚之外，意思就是鬍鬚，並沒
有和鬍子分別開來。當然我們說鬍
鬚的時候，是不管八字鬍或鬚的，
反正都是長在臉的鼻子以下的毛。
蘇軾在《浣溪沙》詞說：「雨腳半
收簷斷線，雪林初下瓦跳珠。歸來
冰顆亂黏鬚。」他指的應該是不包
括八字鬍的鬚吧？
不管鬍和鬚有無區別，反正現在
多數都通稱為鬍鬚了。而且現在看

外國的電影，留着鬍鬚的角色似乎
特別多。好像如今西方時興的，是
滿臉的鬍鬚吧？
最近看到一篇外電報道說，有個

中年人本來天天刮鬍子的，但自從
在美國的曼哈頓一家酒吧任職之
後，看見合夥人留着鬍鬚，也跟着
留起來，他說因為是經營酒吧生意
嘛，留鬍鬚會讓客人覺得自己有冷
酷壞孩子的感覺，所以就一直都留
着。酒吧以外，電影裡的角色留着
鬍鬚，也成了粉絲們的喜好。於是
報道說，愈來愈多人不刮鬍子了。
不刮就不刮，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不，報道說，這樣一來，刮鬍刀的生
意就大受影響，像刮鬍刀品牌的公
司，更要在賬目上減值好幾十億美
元。因為刮鬍刀和刀片的銷量都在銳
減，讓男性刮鬍刀的產品市場，已經
萎縮了一成以上。亞洲人的鬍子好像
長得比西方人慢，要留到滿臉鬍鬚需
要很長時間和耐心，所以，刮鬍刀的
生意，應該還好吧？

鬍鬚隨想

暑假期間，香港劇壇上演多
齣兒童劇，讓小孩子走進劇

場，接觸戲劇。香港大多數劇團製作的兒童劇
的表演方法都是很小孩化和卡通化的。即使劇
本的主題很嚴肅，但是為了適合幾歲的小孩觀
眾觀看，吸引他們有限的注意力，創作人總會
將角色變得傻傻、滑稽和卡通化。角色可能是
動物，也可能是植物，或是仙界、神話中的人
物。即使角色是真人，但很多時候都是以胡鬧
逗笑的方法演繹，令小小的觀眾一邊大笑，一
邊學習。
我上星期選看了普劇場的《進兒的故事》，

原因是它在芸芸的兒童劇中有其獨特之處。該
劇團向來上演的都並非一般的兒童劇，而是兒
童文學的作品。它以「世界兒童文學新視野」
為方向，發掘各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再以
戲劇的手法將這些文學作品呈現舞台之上，從
而誘導兒童觀眾思考嚴肅的議題。
《進兒的故事》是一個關於日本廣島的故
事，但原著並不是由日本人撰寫，而是出自英
國兒童文學作家David Holman的手筆。David
Holman的作品逾七十部，大多是兒童劇作，包
括舞台劇、廣播劇、電影和歌劇。他的創作被

翻譯為多種語言，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演出。
《進兒的故事》甫開場，進兒便已經說：這

是一個喜代子的故事。換句話說，觀眾是在看
進兒講述一個名叫喜代子的女孩的故事。此劇
與《茶館》的結構一樣，都是通過同一個空間
和人物但不同時間來說一個城市的遭遇和變
遷。前者描繪的，是北京在民初前後數十年政
局和民生的轉變；後者則是以喜代子的四個生
日為時軸，展現廣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四
年的民間情況。
既然背景是廣島，結局當然早已寫在歷史

上。觀眾帶領其子女進場，並不是要看劇本有
何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或被台上的角色引得哈
哈大笑，度過歡樂的個多小時的時光，而是藉
着創作團隊的設計，引領小孩子們直面一個城
市和其市民在戰爭中所受的浩劫，從而思考戰
爭對世界帶來的傷害和人類對和平的渴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樣一個嚴肅的題目並不太

適合小孩子觀看。事實上，今天的兒童在各方
面的成長發展已經比上一、二代的人成熟，可
以說他們比較早熟世故。因此，他們不再囿於
幼稚園式的學習思維，而是懂得在通過接觸不
同類型的藝術時，如成人般學習認識人性、分

辨善惡和思考人生。藝術工作者在將訊息傳給
他們時，亦是用上如跟成人溝通的方法和態
度。因此，雖然《進兒的故事》是以成年的年
輕演員扮演十來歲的初中生，但與一般繽紛歡
樂的兒童劇顯然不同。
在該劇的劇終時，一道強光照耀了整個廣

島，天空中出現了一大片蘑菇雲，本來在廣島
一所學校內努力地種植的人們、他們種植的櫻
桃樹和所有農作物、他們的房子和學校、他們
的未來和夢想、他們的生命……一切一切全都
滅亡。我很記得曾經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Lily姐（梁舜燕）對我說過的一番話。她說：
「我很痛恨戰爭，因為戰爭實在太殘酷，令人
什麼都失去。未經歷過戰爭的人千萬不要尚
武，輕易宣戰，因為會令很多人受苦。」也許
在開始時，大家都以為戰爭距離自己很遠，陽
光仍是明媚，大家仍是如常生活，卻不知道一
大片蘑菇雲正悄然而至，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
原來已經走上滅亡之路而自己卻渾然不知，那
才是真正叫人恐懼之處。
想在劇場內經歷這一場震撼，從而懂得珍惜此

劇的口號——和平與我們同在？這個星期六和日
到屯門大會堂去，《進兒的故事》在等您。

進兒和喜代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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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娟娟（娟娟、Ellen Liu），香港一代名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尚界響噹噹人物，祖籍湖
北，隨前夫從台北來港工作，偶然走上模特兒之

路。身高1米80，那些年代，不少模特兒不過1米70，時裝界如獲
至寶，瞬間與當紅文麗賢、許愛蓮（Christina Hui）、陳幗儀、許
珊、柴文意等平起平坐。
今天人類壽命增長，出生率下降，銀髮族巿場擴大及被尊重；如

若保養得宜，只要建立基本名氣，不少模特兒專業壽命隨時沒完沒
了，縱使過了，或接近50歲，例如上世紀80年代中旬登場一族的
Christy Turlington、 Cindy Crawford、 Naomi Campbell、 Kate
Moss、Claudia Schiffer或港版琦琦、馬詩慧等等仍成績斐然。可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走紅的一夥如非轉型成為時裝設計界，例如文麗
賢，珠寶界；陳幗儀，嫁人移民隱姓埋名；像許愛蓮衝出國際，上
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旬在巴黎及米蘭走紅，更成為早期007占士邦電
影極稀有亞洲面孔邦女郎，能有這種出路實在鳳毛麟角。又或者無
綫電視當年三大當家花旦汪明荃、李司棋及黃淑儀；黃淑儀在擔演
首部長篇電視劇《夢斷情天》之前，亦曾當過模特兒，港姐朱玲
玲、鄭文雅、高麗虹等等亦藉模特兒作跳板，轉型。
娟娟當完模特兒，曾經開過模特兒學校，也有幾名徒弟走紅。後

來再婚移居歐洲，過去十多廿年初居北京，然後定居上海，不少朋
友從香港到滬工作、旅遊，定必探
望，成了習慣，我們聚會有時。
剛剛聽到不幸消息；一直爽快開

朗、卻從來拒絕驗身的娟娟，數月
前發覺不適，住院發現患癌，迅速
惡化，難望治癒。
這幾天患處劇痛已需重藥壓抑，

給我們通訊，住在上海的香港朋友
說：生死有命，猶幸娟娟兒子從美
國飛到上海陪伴。從台北而香港，
在北京、上海社交界頗吃得開，娟
娟的妹妹劉莉莉（Lily）亦在醫院
守候。生命無常，在香港的朋友們
啊！可要珍惜、珍重。

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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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七隻白鷺在稻
面上飛，像七朵飛翔的
雲。牠們的翅膀優雅地
扇動，纖細的長腿自然

舒張，河對岸那片林子就是白鷺的家。
林間水岸，田野灘塗，流水紛飛了蕪

雜，卻能澄出一湖風月。任由鷺群纖絲翩
躚，曲韻繞樑，舞濕了白衣，兩岸蒹葭染
紅池城。七隻白鷺披着聖潔的蓑狀羽衣，
猶如高雅的公主，穿越青山翠竹，棲息樹
影深深，剪出漣漪圈圈。
白鷺屬鸛形目鷺科，棲息於沼澤、湖
泊、樹林，性喜群居。其渾身如雪，風情
如夢。夕照瀲灩瑟瑟動，一路驚起輕盈
飛，牠們如雲霧在晚風間裊裊而飄，仿若
一曲風露梵音——在山水中蕩漾。真可謂
淡中求雅，極富飄逸神韻。看白鷺佇立，
收羽翼、伸縮頸，長腿輕鬆如舞，支撐着
雪白身軀頻繁走動和短時翩飛，儼然一位
「雪衣公子立芳洲」。
白鷺深得歷代詩人青睞，杜甫造有「兩

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妙境，
李白書寫「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感
喟，杜牧胸藏「雪衣雪髮青玉嘴，群捕魚
兒溪影中」的慨嘆，張志和抒發「西塞山
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的深情，杜
范描繪「故園蒼莽淡煙霏，白鷺翩然下小
池」情狀，楊慎寫盡「白鷺忽飛來，點破
秧針綠」意趣。正是古人在紗處畫蒼嶺，
輕煙柔素處，但見白鷺墜霜落成詩。
富有靈性的白鷺，擅長「擇優而棲」。

當其所棲息的環境惡化，白鷺常會不辭而
別；而當環境得到改善，白鷺又會悄然飛
回。郭沫若曾這樣讚美白鷺：牠們在清水
田裡，一隻兩隻站着「釣」魚，整個的田
便是牠們的詩——一首韻在白鷺骨子裡的
詩。其嫻靜神情源自蕙質蘭心，其融雪之
貌再驗冉冉汀蘭，夕陽染盡三千頃，卻見

白鷺飛來無處停……
風清浪白鷺落苔，或鷺入叢林邀雲嵐，這

才是白鷺心曲的最佳註腳。沒有蒼山雪，沒
有洱海月，只有一白一影一雲煙，一字一句
一悠然。看白鷺掬月水在手，似其爪間之明
珠閃閃，只可遠觀不可近玩焉。一顰一笑，
明眸可視，伸手可觸，不由讓人跳出俗念，
念其傾心之美，堪比當空清輝更多。好一個
「白鷺懷情愫，薄霧柳含煙」的境界！
「寧靜以致遠，淡泊且悠長」，乃通過靜

謐與淡泊傳遞一種悠遠意境，而這一點正在
白鷺的無限內涵中：如果我們是白鷺，在風
中，在樹裡，安下隱秘的新居。這種靜謐氛
圍，恰似一幅無聲畫卷，此寧靜的傳達使得
人們心安氣暢。中國自古講求人與自然的和
諧共處，「天人合一」更是家喻戶曉，中國
禪宗思想便包含——禪在白鷺間的哲思。
禪是一座塔，白鷺在塔林裡浪跡，那空靈
的深邃並不用招手，很快讓你我坐下，聽
禪音繚繞。趙樸初先生有曰：禪是一面鏡，
牠洞徹人的心境；禪是一盞燈，牠照亮人的
心路。能夠參透「生存華屋外，零落歸丘
山」的人，不論有什麼煩惱，都能看得開。
即便身處艱難，也不覺苦，所謂「日日是好
日，處處沐清風」。當你擁有一顆禪心，便
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所謂「人到
無求品自高」。
少年的容顏，似乎能沉澱下整個塵世的

喧囂；翩飛的白鷺，沉浸在禪定的氛圍裡
輕輕舞蹈；純淨的孩子，在大象柔軟安靜
的守護下甜美睡去。目光觸及，既寥廓又
深情，令人頓生朝聖和感恩之心。所有吐
納在天地間的生命，恍若一一定格，於是
宏闊的寂靜之聲，白鷺禪開始輕柔地包裹
着世界。曾讀過台灣散文家林清玄的一首
禪詩：「白鷺立雪，愚人見鷺，聰者見
雪，智者見白。」短短四句，貌似直白，
卻多隱意之美。凝煉處，享有沉思氣；妙

解讀，需要顏色分。由「鷺」到「雪」比
擬，是第一層面；由「雪」到「白」（意
指潔淨、清雅）的推演，則是第二層次。
由鷺－雪－白的層層遞進，以自然之筆引
領心靈淡泊的審美意境出現，可謂妙機多
多。在這裡，高貴典雅的白鷺，確是「潔
白孤高生不同，頂絲清軟冷搖風」。
禪的境界，在乎心澄虛明；而後，向心而

覺、心隨境化、心識境遠。兒童有諸多想像
力，故快活無憂；禪者有無限的心應力，故
能剪除外在的誘惑、沉迷，從內心修煉，得
到快樂和寧靜。有首偈語說得好：「十方同
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即第
歸。」只要心空，卸下贅物，你就是成佛作
祖的高僧；倘若心不空，負累太多，即便日
日誦經拜佛，也是個俗人。
江蘇無錫南禪寺，很多有禪風古趣的人，

都非常喜歡那裡。遊來遊去，就是有一種寺
外禪的意味在空氣中飄浮。杜牧詩「多少樓
台煙雨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一定包含這
個南禪寺吧。在這裡，常常有臨摹得很好的
明清山水畫作來賣，上面題著「畫中無禪，
唯畫通禪；將謂將謂，不然不然」的妙妙禪
語。禪語因為在畫面中，顯得特別珍貴，於
是，贗品中因有這多真味，也讓不少人開
始癡迷了。這種與禪意的獨特擁抱，是心
靈虛空的；不在乎外在物的是古舊還是新
作，只是把禪意、幻想和夢境——做成一
幕心靈的清涼水簾。此間，心中禪意芬
芳，天上風輕雲淡，茫茫白鷺天光。
人為什麼會有煩惱？因為空不能空，隨波

逐流，心念不定；因為選擇太多，慾望太
雜，無從選擇。一切般若智慧，皆從自性而
生，有定性之力，而生其心性之花。回視白
鷺之美，是因牠們的心是空淨的。人啊！學
會讓腦子放空一些吧，有時甚至是少卻慾望
的白鷺——更自然、更偉大。人在紅塵中，
禪在白鷺間。人撣煩惱氣，先懂白鷺白。

禪在白鷺間

■香港一代名模劉娟娟，
現定居上海。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