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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稱，現代人因工作壓力大、長期
加班、習慣熬夜、煙酒刺激等諸多不良生
活習慣，導致脫髮年齡提前，很多未滿30
歲的人已經有了明顯脫髮的跡象。由此引
發了許多吐槽，如「我變強了，也變禿
了」；還有人計算須累積加班多少個小
時，才能攢夠植髮所需的錢；或者對悠閒
的古代生活心生嚮往，羨慕古人不會受到
禿頂的困擾……各式各樣的調侃，主旨都
是為了消解內心的恐慌和鬱悶。
實際上，禿頂與遺傳、年齡或毛囊受損

有關，古人也有脫髮謝頂的煩惱。《公羊
傳》裡就把禿頂與語障、聽障、視障、破
相、傳染病、駝背、無法生育，並列為八
大惡疾。而且這種帶有歧視性的世俗觀
念，貫穿了人類歷史，直到近代，很多影
視作品，禿頂也總是資本家腦滿腸肥、奸
詐狡猾的肖像特徵。所以古今之人，對待
禿頂脫髮這個問題，態度是一致的，就是
想方設法遮掩。
王莽是最早被記錄的禿子，以至於當

時民間有一句話嘲笑他「王莽禿，幘施
屋」。形同於現代人嘲笑禿頂人士「地
方支援中央」。到了唐宋，假髮就已經
很流行了，街頭時有遊方小販提着各式
用假髮編成的髻，叫賣兜售。《新唐
書》：「楊貴妃常以假髮為首飾，而好
服黃裙……時人為之語曰：『義髮拋河
裡，黃裙逐水流。』」楊玉環也有脫髮
的毛病，雖然不至於禿頂，但很影響美
感，所以她也須長期借助假髮修飾容
顏。很多名人也是禿頂。沈括的族弟沈
遼就曾發出「坐想故人應見憶，如今禿
髮不勝斑」的感傷。南宋詞人劉克莊自
慚形穢，「病夫髮禿顏蒼，不堪持向清
溪照」，為自己禿頂的衰老樣子深感羞
愧。陸游的《落謝職表》，說自己「齒
豁頭童」，即頭禿了，牙齒也掉光了，
感嘆歲月易逝，再無報國之期。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裡記錄了一事：

北宋初，同來自山西的王嗣宗和趙昌言參
加科考，表現都十分傑出，到了殿試環

節，兩人的成績也不分軒輊。宋太祖難以
取捨，就讓兩人當場徒手相搏，看誰勇武
有力，勝者為狀元。宋人流行戴帕頭，以
絲絹裁成方巾，紮緊四個角的長帶，就可
裹束頭髮。趙昌言是禿頂，帕頭繫不牢，
抱摔過程中帕頭被王嗣宗擊落在地。王嗣
宗很機警，立馬停手宣稱自己獲勝。宋太
祖大笑，遂以王嗣宗為狀元，趙昌言為榜
眼。僅因為禿頂就與狀元失之交臂，那種
無奈，相信所有脫髮的人都能夠感同身
受。
禿頭唯一的正面形象，是民間把象徵長

壽和福運的南極壽星，塑造成一個禿頂凸
額、白鬚持杖的和藹老人。另外，不久前
澳洲一個政客參加活動，抗議者對其不
滿，用雞蛋近距離攻擊他。但幸運的是，
該政客禿頭無髮，雞蛋直接從光溜溜的頭
皮上飛掠而過，無法形成摩擦導致破碎。
對於那些髮際線已經開始後移的人，這也
是不多的、可以用來安慰自己的「正面信
息」。

泱泱中華，地大物博。單是五老峰，就有好幾
座。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江西廬山五老峰、
山西永濟五老峰、福建廈門五老峰、湖南靖州五
老峰，以及黃山五老峰等。李白登過哪些五老峰
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對廬山五老峰，情結深深、
情愫綿綿。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是
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為「詩
仙」，與杜甫並稱為「李杜」。李白五歲，發蒙
讀書。《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
甲。」六甲，唐代的小學識字課本；長史，州之
次官。開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歲，已有詩
賦多首，並得到一些社會名流的推崇與獎掖，開
始從事社會干謁活動。李白喜遠遊。他曾經自
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開
元十二年（724年），二十四歲的李白離開故鄉踏
上遠遊的征途。次年，李白出蜀，「仗劍去國，
辭親遠遊」，沿長江而下，第一次登上廬山。
據廬山博物館資料顯示，李白從二十四歲開始

到五十七歲，一生中先後五次登臨廬山，寫了
《望廬山瀑布》等多首廬山詩。他的五老峰情
愫，在《登廬山五老峰》中，充分表達，流露無
遺。坐落在廬山東南的五老峰，因山頂被埡口所
斷，分成並列的、連體的五個山峰，遠遠看去，
極像席地而坐的五位老翁，因此而得名。五老峰
陡峭挺拔，雲遮霧繞，峰接霄漢，巒奇景秀。其
西北坡山勢較緩，遊人可循小道爬坡登山；而東
南面絕壁千仞，陡不可攀；前方，是一望無際、
煙波浩渺的鄱陽湖。因而，成為廬山的代名詞。
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從牯嶺乘坐旅遊觀光
車，經過「香山路口」、「廬山會址」、「吼虎
嶺」、「博物館」、「含鄱口」、「植物園」等
11個站，抵達「五老峰站」。當我馬不停蹄來到
巍然傲立的「五老峰」山門前時，一副對聯助燃
我攀登的急切心情：「山從天外立，人向畫中
行」。穿過方石柱支撐、琉璃瓦遮蓋的山門，出
現在眼前的是一條頗為陡峭、望不到頭的石級步
道。登山期間，少數年輕遊客，不知是為了尋求
刺激，或者是為了保存體力，拄着登山杖從身邊
超越而上。六十有六、體重超標的我，暗中鼓勵
自己：坡陡正好驗腳功，揮汗攀登樂融融。
五老峰，海拔1,436米。論高度，略低於大漢陽
峰；論雄奇，有過之而無不及。登臨山頂，頓生

一種雲遮霧繞、日近天低，茫茫一片、天地一體
的感覺。五座山峰，各有特色：第一峰下，有座
由怪石堆砌而成的「仙人橋」，若遇雲霧迷漫，
尤為引人入勝；第二峰上，有一供遊人避雨，等
待天晴再去遊覽的「待晴亭」；第三峰，最險
峻，在深不見底的懸崖絕壁上，有棵櫛風沐雨、
傲霜鬥雪的「廬山松」，雖不及黃山「迎客松」
高大，但它那彎曲的樹根，如同人的手指，緊緊
抓住凹凸不平的石面，深深扎入周邊的薄土，傲
然立身在岩石之上，令人心靈受到震撼；第四
峰，「個頭」最高，「氣質」最佳，峰頂雲松彎
曲如虯，下有獅子峰、金印峰、石艦峰、凌雲峰
和旗竿峰等五小峰。在四峰峰頂，遠眺鄱陽湖，
點點白帆、粼粼波光，盡收眼底。什麼叫湖光山
色，什麼叫心曠神怡，在這裡得到最好的詮釋。
第五峰，很開闊，且離「三疊泉」不遠，很多遊
客飽覽五老峰風光後，便從第五峰下行，前去欣
賞有「廬山第一奇觀」的景色。
《登廬山五老峰》一詩，作於何年，不得而

知。有人根據詩的內容推斷，認為當是安史之亂
爆發之後，李白和其妻宗氏一起來廬山遊覽，隱
居五老峰下時的作品。我國著名的唐詩研究和中
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專家詹瑛，在其《李白詩文
系年》一書中，把這首詩列在詩人唐玄宗開元十
四年（726）遊襄陽、上廬山時所作；也有人認為
這首詩作於開元十三年（725）。在我看來，此詩
作於何年，問題並不重要；出自李白之手，這才
最為重要。那天，在攀登遊覽過程中，我一邊賞
景，一邊觀察，發現迄今為止，五老峰上，沒有
一戶人家。在四峰，有一小店，店內掛着一塊牌
子：「廬山五老峰雲霧茶場四峰直銷點」。年近
五十、身材瘦小的店主，正在專心搓揉茶葉，以
便現做現賣現賺錢。看他一副忙碌模樣，我特意
上前問道：「你們在這裡做買賣，生活用水從哪
裡來？」對方抬起頭，指了指一側靠在牆上的扁
擔說：「我白天上山，傍晚回家。用水不多，都
是從山下挑上來的。」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要。可是，五老峰

上，除了天水——下雨——沒有其他任何水源。
真要在這裡「巢雲松」——常住下來，頭等困
難，無疑是水。「一個和尚挑水吃」。一介書生
的李白，手能不能提，肩能不能挑，暫且不論，
獨自住在五老峰上，沒有菜餚，沒有酒水，缺吃

少喝，忍飢挨餓，哪有足夠的氣力和精神，每天
到山下去挑水。況且，是在一千多年前，方圓幾
十里，人跡罕至，杳無人煙，山高林深，虎豹出
沒。1895年，英國傳教士李德立以極低的價格，
「租得」廬山東谷約4,500畝土地，用來開發「房
地產」。後來，他在《牯嶺開闢記》中寫道：
「山巔原為一片荒郊，豺狼野豕所出沒的地方。
間有一二燒野山者，寄居其間。」一百多年前，
廬山尚且有豺狼野豕出沒，一千多年前的廬山，
虎豹豺狼等，更是可想而知了。換了我，即便是
在白天遊客接踵而至，夜間可以看到遠處燈火的
今天，讓我孤家寡人在五老峰上過夜，實在也沒
有那個勇氣與膽量。而李白，卻希望在這裡「巢
雲松」，對五老峰的綿綿情愫，由此可見一斑。
遙想當年，才華橫溢、血氣方剛的李白，登上

五老峰後，用寫實與誇張兼而有之的藝術手法，
不單描寫了廬山五老峰的峭拔秀麗，而且全詩富
有藝術想像力——把五老峰比作「青天削出」的
「金芙蓉」，既形象生動，又意味深長。芙蓉
花，花大色麗。古往今來，被許多詩人寫進詩
裡。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南怨未開。」「芙蓉如面柳
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我欲因之夢寥廓，
芙蓉國裡盡朝暉。」何況還是「金芙蓉」呢。這
首詩既充分反映了李白對五老峰的熱愛，又折射
出李白志存高遠的出世思想。
那天，我在五老峰之上，遇見一位帶着兩個孩

子的女遊客，女孩席地而坐、男孩跪着吹着葫蘆
絲，一旁的媽媽悠然自得、喜上眉梢，引起我的
興趣和關注。幾句簡短交流，得知她來自素有
「火爐」之稱的山城重慶，獨自帶孩子來廬山旅
遊，五老峰是他們的最後一站。我有點好奇，也
有點費解：「五老峰是廬山最遠、最高、最難登
的景點，你帶着兩個孩子，怎麼也想到登五老
峰？」她微微一笑：「我們是衝着李白那首《登
廬山五老峰》而來的。」李白此詩的魅力，由此
可見一斑。是呀，山因文而揚名天下，文因山而
與世長存。李白這首詩既淋漓盡致讚美了廬山五
老峰，又含蓄表達了內心的特殊情愫。不愧是千
古留名的「詩仙」。

話說「雞地」為元朗市中心
東南一處地方，在青山公路元
朗段以南、鳳翔路以東、元朗
公路以西、下攸田村以北，現
以住宅為主；查實雞地之名，
源於此處曾為元朗墟買賣雞鴨
等家禽的市場；上世紀初，合
益公司建立元朗新墟之後，先
在現今谷亭街一帶，設立「大
谷亭」，可供村民買賣，糶穀
糴米，此所以就稱為「米
地」；「米地」商戶其後遭拆
遷，港府同時亦考慮到元朗需
要地方以供販賣雞鴨；及至上
世紀60年代之初期，村民就在
元朗墟以東的空地之上售賣家
禽；每逢墟期，村民將雞鴨運
到空地大棚販賣，一籠籠雞鴨
就置在地上，久而久之，遂稱
此處為「雞地」。
就在上世紀80年代起，此處

遂發展出一些學校，以及單棟
式洋樓為主之商住區域；及至
上世紀90年代初，墟市面積逐
漸縮小，只剩下位於YOHO
Midtown 旁邊之蔬菜批發市
場，家禽墟市更早已銷聲匿
跡；由於「雞地」之名純屬當
地居民約定俗成對家禽市場稱
呼，從而名字亦略為土俗，故
港府多年來亦並無採用「雞
地」之名作為此區之正式名
稱，然而，港府亦考慮到「雞
地」一帶家禽市場歷史，此所
以此處作新市鎮發展時，遂使
用港人常見對「雞」的雅稱
「鳳」字所取代，諸如當地道
路命名多以「鳳」字起頭，雞
地附近的居屋屋苑命名為「鳳
庭苑」，區議會選區則命名為
「鳳翔」分區，從港府官方分
區而言，此處現今已併入元朗
市一部分。

至於「雞地」此二字，目前
僅可見於港攸路南側、下攸田
村外的「雞地停車場」；「雞
地」之名雖不見於任何港府地
圖或者網絡地圖，而為有明確
定義的通俗地名，一直為元朗
居民所使用，因而成為元朗人
士的集體回憶。
查「凹頭」亦寫為「坳

頭」，而「凹」字按古時之讀
音，粵音讀為「坳」，此乃元
朗東面一個山坳，古時為元朗
與錦田的分界線，現為附近一
帶地名，「凹頭」由青山公路
分開南北，博愛醫院在北面，
朗善邨在南面；其東面為錦田
及錦田河，西面則為十八鄉。
石崗就在元朗東南面，大帽

山為北面，錦田與八鄉交錯，
城市規劃法定圖則編號為
YL-SK；然而，石崗實際範圍
並不明確。區內一帶主要分成
兩部分：以石崗為名的地點包
括西北部分的石崗軍營、石崗
新村、石崗菜園村；以及東南
部分沿荃錦公路近雷公田的石
崗軍營、石崗村。
由於曾為英軍軍營及軍事重

地，此區有九條街道遂以英格
蘭郡名為名稱；石崗機場佔用
石崗軍營大部分面積，也曾為
英國皇家空軍駐香港部隊及英
國皇家空軍第28中隊之軍用機
場；而在香港主權移交過後，
此機場由解放軍駐港部隊所使
用。
洲頭在元朗新田，在元朗東

北面、上水與米埔之間的地
區、落馬洲的東面，貼近港深
邊境的地區，背倚蒼鬱林木的
南中國鄉村；洲頭村為新界認
可的原居民鄉村，為新界五大
氏族之一的文氏聚居地。

■葉 輝

雞地．石崗．洲頭

禿頂的歲月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青 絲

■張桂輝

望■成志偉

豆棚閒話

■翁秀美

李白的廬山五老峰情愫

青青的白三葉
大自然千變萬化，晨曦暮色中，無數美

景只待我們去發現去關注去親近。一眼望
去，雨絲風片，煙波畫船，山重水複，柳
暗花明。當我們立於海邊，看到的是一眼
望不到邊的煙波浩渺；登上山頂，望見的
是一覽眾山小的巍峨壯觀，心中豪情頓
起；那如天際飛來的瀑布急下，說不盡的
奔騰而澎湃；綿延的草原將一汪綠色鋪
展，雪白的羊，鮮艷的花點綴其上，再美
的文字也無法描述。
「望」的甲骨文，好像一個人手搭涼棚

舉目向着高遠處，遠眺，遙看。眼前一望
無際，胸中境界闊大。
登高望遠，宜於秋日，或秋日黃昏，此

際景色正好。蘇軾說，一年好景，正是橙
黃橘綠時。李商隱傍晚登樂遊原，發出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嘆，這
裡，並不是一種頹廢的狀態，而是說明夕
陽如畫，正是因為臨近黃昏才出現，雖是
傍晚，美景依然令人讚歎。初唐王績的
《野望》詩，是在一個秋日的黃昏，縱目
遠望：「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看
山嶺樹林秋色滿，看牧人獵人晚歸家，一
派優美田園風光。劉禹錫愛秋日，一句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生發曠遠詩情，
那振翅之鶴，其精神氣勢直衝雲霄。
晴日當好，若有煙籠碧水，雲擁山腰，更

增如畫景致，而細雨霏霏之中，卻是妙境。
清王士楨在《遊攝山記》中寫道：「予意山
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煙雨。」確實
如此，三年前的一個秋日，去鎮江，登北固
樓，望山色蒼茫，碧水無際，當真滿眼風
光！忽有小雨斜飛，於高處遠望去，山水處
一片迷濛渺遠，美妙空靈。
登樓遠眺，無數瑰麗的方塊字紛至沓

來。古來飽學之士，登高望遠時，對眼前
景象，每每興起萬千愁緒閒情，揮之不
去。天地悠悠，日升月落，歲月浮沉變
幻，人生辛苦悲歡，齊齊湧上心頭。
於是，我們遠遠地望見了：王粲暮色裡

登樓，四望山川原野，土地肥沃，遂發思
鄉之情，又嘆懷才不遇。杜甫秋日客地登
高，見落木蕭蕭，長江滾滾。客居他鄉，
身體生活皆差，此蕭瑟秋景，令他百感交
集。千古詞人辛棄疾，秋來登建康賞心
亭，遙岑遠目，獻愁供恨，抒一腔英雄
氣，寄一片報國心，卻是欄杆拍遍，無人
會，登臨意。
遠望之時，目光所及，遠山近水，雲淡

天清，總有一些觸動到內心最柔軟最細膩
之處。望之，久之，便成癡，心頭的千般
牽掛，萬種深情，盡在一立，一望。「孤
帆遠影碧空盡」，送人者目送遠帆，望的
是一帆風順；「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

盡千帆皆不是」，盼歸者望遠人早歸，望
的也是一帆風順。望江之久，揮不去清
愁，但見天際水流，斜暉脈脈。望穿秋
水，指女子對心上人的盼望；望斷白雲，
則是遊子對父母的思念；而當父母年老時
遠離家鄉，亦如遊子一般，有了鄉愁。
「一眼望多遠哩」，是老父親掛在嘴邊

的話，他喜歡坐在陽台，瞇起眼睛望遠處
綿延的群山，說深圳山真多，頭一抬就是
山了。晚上頭一抬，無垠的夜空綴着星
星，如同在老家的院子裡搖着扇子閒話。
一瞬間的心靈回歸，有時只需要一種相似
的場景。老人望着遠處的山，山上的樹，
還有些許房屋，或許和老家的不一樣，卻
都是叫做山與房子。這山天天在眼前，家
鄉，就在山的那邊，見景思鄉，每天這樣
照例望一望，身體與心靈便和家鄉緊緊繫
在一起，暫且消了心頭悵惘，覺得不曾走
遠，哪天想家了，翻過遠處的山就是了。
我喜歡陪他一起閒望閒聊，將山那邊的前
塵往事搬到身邊細細研磨，這是父親一生
中最安逸的時刻——身體棒棒的，笑容圓
圓的。
望向遠方，是一種多麼自在舒適的感

覺！感謝大自然賜予我們數不清的「望」
的方向與場景，給予我們不一樣的精神的
慰藉與心靈的安頓。

在北京的街道或居民小區的草坪裡，經
常能看到一種不知名的小草，從初春到深
冬，始終保持着青青的顏色，年復一年，
生生不息，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那天，我在公園裡又見到這種小草，恰
好花匠師傅在附近修剪花木，我前去請
教。花匠說：這是白花三葉草，俗稱白三
葉。原產歐洲、北非和西亞。現在已廣泛
引進世界各地，是綠化大地的優良草種，
易存活，好管理，綠時長，用途廣，我國
栽種的地方和面積也越來越大。
白三葉，我終於知道了它的名字。仔細
端詳，只見它的莖細長而柔軟，匍匐於地
面，每株三片小葉，由倒V形的淡色斑線
相連接，巧妙地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雖
談不上美艷，卻特色鮮明、別有風韻，使
人過目難忘。它的花朵如小小繡球，呈白
色，所以它的學名叫白花三葉草。花匠
說，還有花朵是淡紫紅色的，叫做紅三
葉。無論白三葉還是紅三葉，都受到各國
綠化工程的歡迎，被廣泛採用。其中一類
白三葉，還是愛爾蘭的國花哩。
花匠的指點，使我又認識了一個新的植
物物種。眼前這種年年見、常常見的小
草，碧綠生青，可親可愛，更加熟悉，更
加貼近了。

白三葉之所以值得稱道，在於它的耐
寒、耐熱、耐旱、耐踩。幾乎是一年四
季，它都在草坪裡綠油油地茁長着，比柳
樹更早吐青，比冬青更晚泛黃。當冰霜封
凍時，白三葉還挺着它的三片綠葉，給穿
着棉襖的人們呈上滿眼青翠，以頑強的生
命力，留住了一縷春光，着實叫人佩服。
花匠告訴我，當氣溫降到攝氏零度以下
時，白三葉雖有部分老葉枯黃，主根上小
葉緊貼地面，停止了生長。但它臉不變色
心不跳，青青的色澤依然不變。草雖小，
卻有如此不凡的活力，實在難得。
花匠修剪完花木，在地頭略事休息，我

問他：這白三葉有點像豆苗吧？他笑笑回
答：您說得對，它就是豆科牧草，牲口可
愛吃了！原來，這四季長青的普通小草，
不光是人們冬日裡領略到綠蔭春色的觀賞
植物，還給牲畜帶來了豐盛營養的頓頓餐
食，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全身奉獻。這
種品格，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從白三葉身上，我看到了一種撼動人類

心靈的優秀品格和高尚精神。青青的白三
葉，一種普通平凡、卻堅強無私的小草，
它將融化在我的美好記憶裡，催我奮進，
勵我前行。
真誠地感謝你，青青的白三葉！

浮城誌 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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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天施學概鞠躬

金聲偕玉振，秋水淨塵埃。
鵬影搏雲起，鴻圖逐夢開。
中樞謀遠略，隔岸志高魁。
思量情無限，灣區曉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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