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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敦煌的緣分由來已久，如
今又結新緣。2019年8月19日，第
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獲
獎名單出爐，其中「正能量獎」頒
給了81歲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
錦詩。此獎由香港嘉華集團主席呂
志和設立，一年一度，設持續發
展、人類福祉、正能量三個獎項，
用以表彰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傑出
貢獻的各國人士。
看到這個消息，我想起一樁舊

事。2017年夏天，香港各界青年為
慶祝回歸二十周年舉辦了系列活
動。青年大講堂是其中之一，首場
講座6月6日在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
樓舉行，請到了金一南將軍和樊錦
詩院長。金將軍的演講照例激情澎
湃，樊院長卻是娓娓道來。祖籍杭
州、生於北平的樊錦詩以花季之年
遠赴敦煌工作，一待半個多世紀，
被譽為「敦煌的女兒」。她給青年
朋友們分享了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
煌石窟文化，以及自己的人生道路
和心路歷程。追古撫今，雲淡風輕
中蘊含了驚天動地，在場青年學生
無不動容。
大家深受觸動的，不只是絲綢之
路與莫高窟的故事，還有樊院長的
經歷。她說，當時去敦煌工作，也
沒想那麼多，組織分配的。這麼多
年，做了一些事情，但談到貢獻，
微不足道，反而是敦煌給了她一個
大舞台，成就了她的人生。辛苦，
只要是自己的興趣，就感覺不到
了。成功，怎麼衡量？錢雖然不
多，也夠用了，自己感覺人生過得
有價值，成為人類文化傳承的一部
分，很有意義。
無論是金將軍的激情澎湃，還是

樊院長的娓娓道來，都讓我感懷不
已。看着滿禮堂稚氣的面孔和渴求
的眼神，不禁想，他們的人生路
上，終會以怎樣的作為和精神與這
個世界互動？上一輩的期望和教
導，將以何種方式並在多大程度上
作用於他們的內心？我們這些青年
工作者，無非一撥一撥的擺渡者，
如何以一片真誠和熱心，把他們送
上健康成長的軌道？口占一絕，記
下當時心景：

半廂雞血半雞湯
苦口婆心布道場
但引香江絲路去
青春作伴赴敦煌

次日早晨，我去樊院長下榻的港
麗酒店為她送行，也感謝她為香港
青年作的精彩演講。她很平實地
說，傳播敦煌文化，已成為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只要有人願意聽，她
就願意講。
這話還真不是虛言。樊院長是6

月5日下午到香港。當晚，有一家
涉台青年團體舉辦年度聚會，主辦
方得知樊院長在港，很希望她能去
給大家講講敦煌文化。想到樊院長
已是79歲高齡，我心下很是忐忑，
又不忍一幫青年朋友失去機會，便
試探性地向她提起，她竟毫不猶豫
地答應了。到了現場，筵開幾十
席，鬧鬧嚷嚷。她半開玩笑地問
我：這個場合不適宜講這麼文化的
題目吧？我有些不自在，想做些解
釋，樊院長卻不受干擾，從容登
台，讓文化的涓涓細流滋潤周遭的
浮躁……
言談中，我聊到自己還沒有去過

敦煌，樊院長流露出一絲難以置信
的眼神。彷彿在說，年過半百的人
了，不到敦煌，還算文化人麼？我
連忙表示，早就想去了，爭取盡快
成行。她便很高興，連說歡迎歡
迎，屆時如果她在，一定親自給我
介紹，讓我收穫一個別人看不到的
莫高窟。
今年暑期，宿願終於得了。8月

14日傍晚，我和《香港商報》的幾
位朋友，駕車從青藏高原來到敦
煌。第二天一早，就急不可待地去
了莫高窟。樊院長不巧外出，承蒙
她的助理楊雪梅小姐聯繫，請了一
位頗有文化氣質的女士（在敦煌浸
淫久了，大概都有這樣的氣質吧）
給我們詳細講解，帶我們看了好幾
個特別的洞窟。我們一邊欣賞雕塑
壁畫，一邊品味歷史滄桑，上了一
堂難忘的現場教學課。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始建於十六

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千年興建，到
明代中期形成世界上規模最大、內

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現存洞
窟七百餘個，壁畫四萬多平方米，
彩塑兩千餘尊。在我們看到的有限
幾個洞窟中，印象最深刻的，當屬
第45窟的盛唐彩塑群。
唐代是莫高窟的全盛時期，這組

彩塑群至今完好地保存了一佛、二
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形神兼
備，宛若盛唐時期不同人物的寫
照。彩塑群生動地刻畫了佛陀與弟
子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佛陀的莊
嚴，弟子的謙恭，菩薩的柔媚，天
王的威嚴，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展
現。以佛陀為中心，左右大體對稱
排列，塑像神態各異，低眉垂目。
而當你於窟龕前跪拜或下蹲仰視
時，卻發現每身彩塑都慈祥地凝視
着你。你的心，會一下子靜下來。
另一個讓人難忘的洞窟，是俗稱
「藏經洞」的第17窟。它的難忘，
卻不是因為豐盈和美好，而是因為
空落和頹廢。當我們站在小小的洞
窟前，凝望着幾乎空無一物的石
室，彷彿看到了曾經堆放在這裡的
五萬卷震驚中外學術界的經文書
畫，也彷彿看到了二十世紀第一個
初夏的早晨，畏畏縮縮的王道士那
麻木而精明的眼神……
絕域陽關道，胡沙共塞塵。在詩

人筆下，敦煌，這座位於河西走廊
西頭的極邊之城，是何等蒼涼。然
而，遙想當年，金戈鐵馬，絲路綿
延，又何其蕩氣迴腸！
絲綢之路歷經漢唐宋元千年繁

盛，到朱明一朝逐漸衰落。莫高窟
也隨之進入五百年塵封，直到王道
士冒失地把它推到世人面前。可以
說，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沒有做
好接納這份文明寶藏的準備。

北風飄忽，蟬聲如琴，秋意漸深。一天，讀
到香港作家胡炎賢流涕寫下的《曰皆兄百日
祭》：「曰皆兄，你愛鄉好善，就以永定僑胞來
說，三百年來，除了子春叔在家鄉做了不少公益
外，誰還能比得上你呢？……」我忽然憶起故
鄉的「家風樓」——永盛樓。
永盛樓，是一座外表普通簡樸的土樓，方形
二層，三面水圳瀠繞，一面小溪潺湲，門前是幾
溜稻田，一棵楓樹的蔭影落映在腳下的伯公壇
上，顯得寂寞而冷清……
這些年，陸續有遷居馬來西亞的永盛樓後
裔，回到永盛樓尋根，看到它斑駁的黃牆，粗礪
的黑瓦，暗淡的窗欞，滄桑的石門，褪色的如意
結飾，心裡一定思緒萬千，或許只有那金黃的樓
名「永盛樓」以及門聯，能讓他們憶起先祖嘴裡
唸叨千遍的祖居祖地。
進入樓門，一切彷彿還是清朝乾隆年間胡從
軒建樓時的模樣，幾百年的時光似乎仍在淡淡的
陽光中徘徊。三堂兩落式結構，廳堂廂房，共
36間，逼仄而狹小。只有天井聳立的中廳，簷
角翹起，中門上書寫的藍色大字「大夫第」，以
及後廳堂懸掛的清代知縣吳梁贈匾「松柏堂」，
令悠遠的歷史拉回到這座古老質樸的土樓
裡……
有誰知道，上世紀二十年代，這座普普通通
的土樓，突然一下湧現了四位「錫礦大王」、百
萬富翁胡重益、胡曰皆等，還有一位民國中央參
政員、周恩來總理的好友胡桃皆。
永盛樓不是精緻華麗的土樓，它的最大價值
卻是綿延不絕的家風。馬來西亞怡保錫礦大王胡
曰皆家族的故事，讓人們看見了優秀家風的代代
相傳、流轉幾百年的美麗光環……
胡曰皆生於馬來西亞，一歲返回家鄉中川
村，八歲喪父，十八歲再渡南洋，追隨堂叔胡重
益學習礦業，成為著名的錫礦大王、慈善家。
1944年11月10日正午，堂叔胡重益病重回光，
子侄環侍在側，他舉目而視，徐徐而言：「我們
是鄉賢公的後代，一言一行當遵上祖遺訓，立身
模範成好人，成好人則有好報，方能保持家風不
墜。」言罷，陷入昏迷。三天後，訣別而去。
「成好人則有好報」，胡曰皆沉吟頷首，默
唸數遍，潸然淚下……中川古村落，地處閩粵
邊境，四周峰巒聳峙，一溪瀠回。這個人口不斷
遷徙中的僑村，是胡曰皆生命中的精神家園。胡
曰皆的上祖鄉賢公，原名胡貞一，是清代康熙年
間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學司訓（教育局長），善行
纍纍：為人贖子，贈金成婚，修橋造船，施粥賑

濟，三旌孝子……去世後，入祠永定縣城「鄉
賢祠」，事載《汀州府志》、《福建通志》。
胡曰皆不會忘記，他幼年就讀的廣文小學，
就是鄉賢公用儒租谷創辦的義學。鄉賢公孝友性
真，年耆力衰猶日持書卷閱讀不輟。鄉賢公教育
子孫說：「人心相差不遠，如暴徒欺辱我，不要
與他計較，他自會羞愧。」他用此法來消弭仇
怨，以德報怨。他左脅有傷痕，兒子詢問緣由，
他一言不語，擔心兒孫耿耿於懷，亦期待傷人者
能良心發現，自我悔悟。
在胡曰皆的生命歷程中，祖父、父母的言傳

身教，如溫暖的陽光，照亮了他的靈魂。他的祖
父胡經魁的三哥被太平軍綁架失蹤，胡經魁念着
三嫂無嗣，將胡曰皆的父親過繼三嫂。
父親胡根益，先是檳城裁縫，後為錫米商，

曠達重義，憐貧惜弱，臨終叮囑胡曰皆兄弟，
說：「人世若浮雲，變化不可測……」胡曰皆
腦海不斷閃現父親的往事，胡根益旅居馬來亞
時，先後與大溪人游源盛、大水坑人黃壽結為義
兄弟，相助相愛。他倆先後返國，胡根益還頻頻
寄錢相助，通信致候。母親去世前幾天，叮囑胡
曰皆說：「我與你父是窮苦家庭出身，深知窮家
苦家艱難，今只希望你們不要忘記貧窮親友，年
朝五節尤要接濟……」母親彌留之際，還囑咐
胡曰皆捐建中川小學圖書館。
胡曰皆永難忘懷幼年一幕：一天，洪水暴

漲，上游漂來的松木橫撞，啪啦一聲，柱斷橋
落，永濟橋上的一位婦女，應聲跌入溪中，杳然
無蹤……其兒子沿溪奔跑尋找，哭聲淒寒。童
年的胡曰皆暗想：將來如有能力，一定要為民建
橋。時光流轉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果然先後建
成中川湯子閣大橋、男女湯池、下洋大橋，接着
又建起中川衛生院、實行免費治療，中川小學圖
書館，重修天后宮，下洋華僑醫院……成為當
年對家鄉公益事業貢獻第一人。
胡曰皆的引路人是吡叻僑領胡重益。胡曰皆

追隨他身邊幾十年，聆聽教誨，如沐春風。胡重
益待人寬和，故在他錫礦裡謀生者，煙灶數百
家，蒙恩之人難計其數，被馬來亞政府封為「太
平局紳」。別人的經濟糾紛找他調解，他經常不
惜用自己的金錢，暗中補貼他人，排解紛爭。他
迎養古稀之年的二嫂到馬來亞，敬禮有加，奉之
若母……點點滴滴，如粒粒種子，播撒在胡曰
皆的心田。
堂兄胡桃皆對胡曰皆亦影響深遠：有一次，

周恩來要發電報，因受到某電台嚴重干擾無法發
報，他特地將重慶永安堂電台借給周恩來發報。

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對各黨派不偏不
倚，和周恩來等六位參政員聯合寫提案，刊在
《新華日報》上。
那年，胡曰皆只是弱冠，剛從馬來亞回來，

恰遇堂伯母去世。堂伯母兒孫均在南洋。胡曰皆
感恩念恩，二話沒說，披麻戴孝，代行孝子禮，
辦理喪事。在馬來西亞怡保有一條街，被政府命
名為「胡曰皆街」，這是為紀念他捐建客屬公
會、購贈甲必丹花園建教會醫院的標記。
永盛樓的家風還有對國家的大愛。抗戰時

期，胡曰皆擔任陳嘉庚「南僑籌賑會」吡叻州巴
打縣分會主席，因此被日本皇軍拘囚十八天，受
到日寇的灌水酷刑，經鄉僑營救才出獄。
永盛樓的家風，最讓人縈懷的是對傳統文化

的尊崇與傳揚。
馬來亞受英國統治時期，胡曰皆在一篇文章

中寫道：「華僑心裡多以英文為高尚，似乎不諳
英文將來似無出路，反將本國文化自相輕蔑，予
獨不以為然。」他利用回鄉空閒，悉心搜集公私
族譜，遴粹甄誤，自編家譜，傳承家族文化。他
用如椽之筆，寫下一篇篇詳實生動的史記文章，
故鄉的歷史、地理、人口、景致、風俗、經濟、
民情、僑況，在他筆尖下流淌，化為中川文化彌
足珍貴的書頁，在歷史風塵中定格。
中川村口石牌樓刻有「粽墨流馨」典故：清

乾隆年間，福建提學使紀曉嵐到汀州主考巡視，
讀到胡斐才著書《疏注四書撮言大全》，拍案叫
絕，鼓勵出版，而後，此書名聞四海，成為清代
士林參加科考「必讀之書」。1958年，胡曰皆
在中川小學興建「蓉芝亭」及紀念碑，紀念這位
受紀曉嵐賞識的族人。他說：「胡斐才公是我族
大文豪，建亭以永誌不忘也。」
可是，1961年迷茫的一個清晨，劫匪幾聲猙

獰的槍聲響過，一代錫礦大王、慈善家胡曰皆倒
斃於馬來西亞怡保家中。送葬隊伍在怡保匯成幾
千人的洪流，有州務大臣、市議員、僑領、名
流，亦有師生、鄉親、修女、醫生……生榮死
哀，轟動一時。
一個人靈魂的孕育、成長、成熟，都與故鄉

文化、土樓家風息息相關。時光默默流駛，永盛
樓的祖訓家風猶在蟬聲中迴響……

閱讀金庸小說，他筆下的武功
最難忘。尤其是將武與情的結合，
如「黯然銷魂掌」。這套掌法共有
十七招，厲害之至。這見於《神雕
俠侶》。
小說第三十四回，述楊過在絕

情谷斷腸崖和小龍女分手後，心中
繫念，漸漸形銷骨立，了無生趣。
江淹《別賦》開首所云「黯然銷魂
者，唯別而已矣」，正是他當時心
情的寫照，於是創出了這套武功
來。即是沒有了與小龍女之
「別」，便沒了這套掌法。招式的
名稱更是稀奇古怪，且看一二：徘
徊空谷、行屍走肉、廢寢忘食、孤
形隻影、飲氣吞聲、臉無人
色……
這些名目，全是思念小龍女之

來。老頑童周伯通求學，以他的聰
明才智，悟性之高，竟然「總是不
懂」。楊過嘆道：「十五年前，內
子和我分手，晚輩相思良苦，心有
所感，方有這套掌法之創。老前輩
無牽無掛，快樂逍遙，自是無法領
悟其中憂心如焚的滋味。」因此，
這套掌法因情而生，沒情便耍不出
來。
小說第三十九回，楊龍重逢，

歡悅無限。與金輪法王相鬥時，往
者「黯然銷魂」的摧敗強敵的威
勢，竟然使不出來。當面臨生死存
亡，要和小龍女永別之際，淒然出
手，竟一掌擊中法王。
武功與情結合，武功與心情結

合，由武功衍生出情，由情生出武
功，威力至大。這是金庸的獨特寫
法，也是他作品吸引之處。
「黯然銷魂掌」之外，還有一
套「情人劍法」。近日捧閱陳墨的
《金庸小說之武學》（南昌：百花
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得睹
這名稱。這是陳墨所說，是將「全
真劍法」和「玉女劍法」分由一對
情人使出，本是互尅，一同聯手，
兩者結合，竟是厲害無比的「情人
劍法」。這套劍法由楊過和小龍女
合演，大戰金輪法王，「一招招的
使將出來，金輪法王幾乎連招架都
有不及，別說還手。」然而，創製
「玉女劍法」的林朝英，本意是針
對情人王重陽，想不到與「全真劍
法」合使，威力無窮，大有立殺金
輪法王之效。誰知：
「……林朝英當年創製這路劍

法本為自娛抒懷，實無傷人斃敵之
意，其實心中又充滿柔情，是以劍
法雖然厲害，卻無一招旨在致敵死
命。這時楊龍二人逼得金輪法王手
忙腳亂，狼狽萬狀，要取他性命卻
不易。」
除此之外，《鴛鴦刀》中有

「夫妻刀法」，含情脈脈。陳墨
說：「我們可看出，金氏的武功，
是一種文藝的境界。」不錯，招式
名稱如「女貌郎才珠萬斛」、「天
教豔質為眷屬」、「清風引珮下瑤
台」、「明月照妝成金屋」……
詩化十足，威力十足。
金庸筆下的武功，十分有學

問，如《書劍恩仇錄》中的「庖丁
解牛掌」，即來自《莊子》。觀
此，金庸不懂武功，所寫武功，卻
引人入勝。陳墨此書，還可深入發
掘，將金庸各書所寫的鑽研、大書
一番。

書面語中的「扔」、「投」、「擲」，廣東人會
說「釘1-3」，寫作「掟」。此為「借字」；本字是
「釘」，因「打釘」與「投」的動作相仿。
筆者的小時候，小孩們都喜歡到海邊「掟石
仔」。就這個蠻好玩的玩兒，大家會遵守一個不用
說出口的規則——不把石「掟」向人。「掟石落
海」會「激起」浪花，那「掟石落屎坑」（「廁
所」俗稱「屎坑」）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
對「掟石落屎坑」的情況，廣東人創作了以下的
一個歇後語：

掟石落屎坑——激起公憤
所謂「激起公憤」，就是刺激起眾人共同的憤慨。
這個歇後語有多個其他的版本：

公共廁所裡丟石頭；掟石入公廁；轟炸公廁
廁所裡扔炸彈；廁所裡埋地雷；鞭炮塞進化糞池

舊日「屎坑」中的「糞」多不會「即時清」，
「糞」就無分彼此，所以可稱之為「公糞」，那
「掟石落屎坑」就是「激起公糞」了。由於
「糞」、「憤」諧音，有人就說成「激起公憤」
了。有人看到當中有個「公」字就想出「屎坑」應
指「公廁」，這是多此一舉、自作聰明了罷。
示例1：
A：如果宣布唔准帶手機番學校，估下會發生乜事？
B：咁即係「掟石落屎坑」，會「激起公憤」個喎！
C：以今日咁嘅時勢，搞罷課、拉人鏈都有知㗎！
有外省人會覺得，廣東人是否沒有好話題，否則
又怎會「屎坑」也拿來說一番，筆者可告訴大家這
是誤解而已。以上述的歇後語為例，「掟石」、
「激起」的意念來自：

一石激起千層浪

「公憤」的意念則來自：
人神共憤

原來看似粗鄙的，是這樣有深度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普遍艱苦，十二三歲的

小伙子如被定性為「讀書不成」，就要出來社會工
作。奈何學歷有限，「文便」，即用腦袋的工作，
固然當不了；唯有當「武便」，即用體力的工作。
對一個可能尚未發育的小伙子來說，密集的體力勞
動基本上是應付不來的，就算是較健壯的也未必能
擔當那「擔擔抬抬」的粗活。有人就用以下一個歇
後語來諷刺這類人：

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
亦即：

文不文，武不武
意思是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後指人無能，什麽
也幹不了。
示例2：
妻：個仔話晒都係中學畢業，你叫佢幫手填份表，佢都話
睇唔明；得閒就淨係識打機，奉旨唔去做下運動，你叫佢
搬少少嘢，佢都話冇力！
夫：正一「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睇嚟，我哋兩
老條命真係要長啲，唔係點照顧到佢呀！
至於此歇後語為何與「屎坑」和「關刀」有關，
這就要由以下的史料說起：
據《三國演義》中的描述，劉備的二弟關雲長（關羽），
俗稱「關公」或「關二哥」；他所用的兵器俗稱「關
刀」，比身高約兩米的他還要長。古代路上的「茅廁」
（「屎坑」），多為單「廁格」式，內裡空間有限可想而
知；由於不會有人經常來搞衛生，自是惡臭難忍。
如有人把「關刀」放置入「屎坑」內，相信會是
「聞」之覺臭，「舞」之則不夠空間，亦即：

聞唔得，舞唔得
「聞」、「舞」分別與「文」、「武」音同，所以
才有這個既貼切又抵死的歇後語。
話說回來，歇後語絕非全由前人留下，亦即人皆
可創作之，以下的一個是近年內地也與「廁所」有
關的作品：

廁所裡撐竿跳——過分
在廁所裡撐竿跳，那人就會「飛越」（過）內頭的
「糞便」（糞）。「過分」中的「分」與「糞」音
同，有人就把「過糞」寫成「過分」了。這個作品
看來「有板有眼」，可惜創作者並沒考慮到「廁
所」的空間是不足以進行這項體育活動的。
說到「過分」，筆者想起中國人有一種「道

義」，叫「不可盡」，即面對任何事情也不要做得
「太過分」，以下幾句令人發深省：

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常懷有寬恕的心）
盜亦有道（好賊有其風骨——不向老弱、貧困、傷殘者下
手；求財不求命；不刻意損毀被盜者家園）
罪不及父母妻兒（面對敵人、敵對者或仇家，也不會去危
害其無辜的至親）。

■黃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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