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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與柳州並稱「桂柳」。桂
柳地區在廣西的歷史、文化和經
濟版圖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
位。桂林山水甲天下，人們耳熟
能詳。對柳州，就陌生多了。
然而，柳州卻是大有來頭。這裡

曾是人類活動最早的地區之一，生
活於舊石器時代的「柳江人」，是
東亞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晚期智人。
柳州的建城史，則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111年。是年，漢武帝平南越，
在此設立譚中縣。柳州的現代工業
發韌於中華民國桂系統治時期，新
中國成立後因沿海工業內遷而迅速
壯大。2009 年，柳州成為繼北
京、上海後第三個汽車年產量超過
100萬輛的城市，也是人均生產汽
車最多的城市。
我曾兩度到訪柳州：2013年春

節與家人朋友自駕旅遊，2014年4
月隨「共和國之旅——桂港青年共
築中國夢」專列團開展交流活動。
兩次停留的時間都不長，對柳州的
浮光掠影，卻印象十分深刻。其
中，柳州的山水風貌和柳宗元的故
事，多年後仍時時浮現腦際。
柳州作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

山水之城，奇山異水，隨處可
見。溫家寶總理曾經為其題詞：
山青水秀地乾淨。整個城市地形
地貌呈「三江四合，抱城如壺」
之勢，故稱「壺城」。柳江水系
碧波如帶，飄逸在綠蔭城閣之
間。城南有馬鞍山，雨後登臨，
雲蒸霞蔚，勝景盡攬——

登頂馬鞍望柳州
沿河翠影上華樓
滿城春色誰爭艷
雨後江天一壺收

馬鞍山不遠處，便是著名的龍
潭公園。絕壁下湧出的泉水匯成
龍潭、雷潭，兩潭有地下河相
通。清澈的潭水蜿蜒如游龍般穿
園而過，流經鏡湖，終至蓮花山
下注入溶洞，了無蹤影。潭水常
年恒溫18-22℃，每逢隆冬季節，
水汽蒸騰繚繞，故有「雙潭煙

雨」、「龍雷勝境」之稱。
正是在這裡，我想到了柳宗

元。哪個柳宗元？對，就是那個
《獨釣寒江雪》的柳宗元，《小
石潭記》的柳宗元，《捕蛇者
說》的柳宗元，《黔之驢》的柳
宗元。他晚年擔任柳州刺史，曾
在此地為民禱雨，著有《雷塘禱
雨文》（龍潭古稱雷塘）傳世。
如今，古韻猶存的禱雨文碑亭、
祭台、雷塘廟掩映在綠樹叢中，
引人遐想。
柳州山水之勝，由此可見一

斑。然山水情狀，終究因人而
異。如此旖旎風光，在離人眼
裡，卻是另一番模樣。柳宗元有
一首題為《看山》的絕句，這樣
寫道：

海畔尖山似劍芒
秋來處處割愁腸
若為化得身千億
散向峰頭望故鄉

這首七絕，堪稱思鄉詞之絕唱：
水畔群山聳立恰似利劍鋒芒，瑟瑟
秋風中割不斷縷縷愁腸，真希望化
作億萬具肉身，站上每個山頭眺望
遙遠的故鄉。名曰「看山」，詩人
卻無心賞景，而是透過奇異的想
像，獨特的構思，把埋藏心底的抑
鬱之情，不可遏止地傾吐出來，讓
人倍覺淒惋。
身為一州之牧，緣何如此落

寞？這還得從柳宗元的人生經歷
說起。柳宗元出身官宦之家，21
歲即中進士，名動長安。不料，
32歲時捲入朝廷黨爭，失敗後被
貶永州，42歲再貶柳州。北人南
居，毀壞了柳宗元的身體，到了
柳州之後又不服水土，先是罹患
一種奇瘡，險些送了性命，後又
復得傷寒，治癒後身體更是衰
弱。加之屢遭貶謫，壯志難酬，
故鄉遠在天涯，同道者無緣再
聚，精神苦悶不已。於是，曠古
絕倫的一代文宗，感情世界豐富
而脆弱，見山山愁，見水水悲。
不過，柳宗元終究不是一個甘

於苟且因循的人。儘管身心交
瘁，他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留下眾口
交讚的政績。其中表表者，有解
放奴婢、鼓勵經商、復興文化、
打井取水等。他作過一首《種柳
戲題》，從中可以讀出詩人興利
除弊、遺惠後人的拳拳之心：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蔭當覆地，聳幹會參天
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這便是柳宗元的過人之處，他
把自己的文學理想和人生抱負，
跟柳州百姓的福祉聯繫在一起，
融入國計民生的大格局。與之相
比，號稱「五柳先生」的陶淵明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過
是自娛自樂，在境界上自然稍遜
一籌。有道是：

千古柳江遇柳公
一潭煙柳伴蒼松
此間三柳相逢處
不問南山五柳風

在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中，屢
次提及柳州之野盛產佳木，可以打
造上好棺材，故有「吃在廣州，穿
在蘇州，住在杭州，死在柳州」的
說法。柳宗元死於柳州刺史任上，
47歲便英年早逝。鄉親父老為表
敬重，特意訂購了一口柳州楠木棺
材，殮裝遺體千里迢迢運回老家山
西安葬。路上經過好幾個月時間，
可運抵時打開棺材重新殮裝下葬，
卻發現柳公的遺體依然完好無損，
面容栩栩如生……
柳州百姓沒有忘記這位才華橫

溢卻屢遭貶謫的天才，更未忘記
他在困頓之中仍為柳州人民興利
除弊、遺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
遺體運回了老家，柳州百姓便在
城東南的羅池畔修建了衣冠塚，
並建起一座羅池廟。北宋時，柳
宗元被追封文惠侯，羅池廟改稱
柳侯祠，四時香火不絕。

光祿第是「中國葡萄酒第一人」張弼士的故
居。我最不能忘懷的是，圍屋裡的二棵外國楊
桃樹，一棵是甜的，一棵是酸的。
秋陽一片片飄灑下來，天空如秋水般澄靜。我
感覺自己的思緒浮在秋光中散逸，夢幻而真實。
光祿第在秋光中顯得規模宏大、雄渾壯觀，瀰散
出一絲宮廷的氣息。廣東大埔縣西河鎮車龍村，
不過是汀江邊的一個小村落，但因為清末民初張
弼士的出現，這個客家小村變得熠熠生輝、名垂
史冊。沒有人能記得住張弼士是中國拖拉機廠、
玻璃廠、製磚廠、織布廠的創始人，但人們記住
了他曾是「中國華人首富」，近代在山東煙台創
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的「紅頂商人」，被寫
進了中國歷史課本。
這座光祿第是張弼士被慈禧太后、光緒皇帝
封為「光祿大夫」後興建的宅第。光祿大夫是
清代最高文官封銜，正一品。光祿第是典型的
客家圍龍屋，興建於 1905 年（清光緒 31
年），歷時七年竣工。它採用「三堂四橫一
圍」佈局，土木石水泥結構，共有18個廳堂、
13個天井、99間房子，左右設有花園、書齋，
樓後築有七級防洪牆，右側建有泊船碼頭，漳
溪河從樓旁蜿蜒流過，流進汀江、韓江……整
座建築是中西合璧、富麗堂皇的官府院第。
走進光祿第，明顯感到它的古色古香、恢弘
大氣。外大門上的「蔭遠流長」、正大門的
「光祿第」幾個塑字，都是清末重臣李鴻章所
題，顯示出張弼士與洋務派李鴻章的密切關
係。厚重的石門，清麗的古畫，高懸的宮燈，
灰黑的屋瓦，古雅的瓦當，寬敞的天井，清洌
的石柱，斑駁的漆色，鎏金的屏風，構築起光
祿第的軒昂大廈，成為張弼士衣錦還鄉的精神
家園。精美的繪雕，精巧的工藝，宏偉的建
築，讓它成為國家級文保單位。樑棟上，繪畫
中，有不少彩雕麒麟，我不知道張弼士的生命
裡，麒麟於他是否有隱秘的含義？
大廳的牆壁上，陳列着一張張珍貴的圖片資
料。隨着導遊張利華的講述，張弼士的傳奇故
事在我的腦海匯集，幻化出客家子弟走向南
洋、創業致富、實業報國、落葉歸根的腳
步……
據說，張弼士13歲到姑父家放牛。一次，他
在山上癡癡地看《三國演義》，邊看邊笑，把
放牛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牛溜到稻田邊，偷吃
起別人的禾苗……田主罵罵咧咧，牽牛來到姑
父家又哭又鬧。姑父氣得嘴唇發抖，罵他：
「活死佬！不，你連一個死人都比不上，死人

還能守住四塊棺材板，你連一頭牛都看不
住……」張弼士羞得臉紅耳赤，流着淚，說：
「好吧，我不如死人。可將來我發了財，看
你……」姑父一聽，冷笑道：「哼，發財？你
會發財，我的燈籠倒吊掛！」張弼士自編山歌
唱：「滿山竹子背蝦蝦，莫笑窮人戴笠麻，慢
得幾年天地轉，洋布傘子有得擎；滿山竹子筆
筆直，莫笑窮人無飯食……」
1858年，家鄉發生災荒，17歲的張弼士飄洋

過海來到印尼吧城，睡過街頭的屠桌板，受過
無數的冷眼、嘲笑與奚落。他當過米店、紙行
傭工，開過酒行、藥行，辦過墾殖、航運、礦
業公司，不到十年，成為億萬富商。當時，清
朝一年國庫收入才七千萬両白銀，而張弼士資
財達八千萬両，可謂富可敵國，而江南首富、
紅頂商人胡雪巖不過是三千萬両白銀。張弼士
生前三次回鄉，首次回鄉來見姑姑，只見姑父
真的將門前的燈籠倒掛，姑父臉上訕訕的。張
弼士感到很內疚，含淚對姑父說：「過去的事
就算了，我還要感謝姑父呢，若不是姑父一番
打落，或許沒我的今天呢？再說，村裡人都姓
饒，你把『饒』字燈籠倒掛，不是得罪全村人
嗎？」姑父一聽，心裡又感激又慚愧，連忙將
倒掛的燈籠反轉回來。
黃河百萬賑災，興辦粵漢鐵路，創辦中華學

校，他受到慈禧太后、光緒帝的多次接見，賜
封光祿大夫，授官新加坡總領事、馬來西亞檳
城首任領事等。而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以超凡
的膽識，響應國家「實業興邦」倡議，回到山
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以實現
「生為中華民族，當效力於中華民眾」的夙
願。1892年，他已經51歲，頭髮斑白，面容
清癯。此前，張弼士參加酒宴，法國領事無意
中透露一個商機：用煙台葡萄釀造美酒，味道
香醇，可與法國白蘭地相媲美……張弼士聽後
大為驚訝，將此事牢記心中。
那年，他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邀請，到煙
台商討興辦鐵路事宜，藉機對煙台全面考察，
最終決定投資300萬銀元建廠，請光緒帝老師
翁同龢題寫「張裕釀酒公司」。經過中外釀酒
師的多年摸索，終於釀製出色澤金黃透明、酒
質甘醇幽香的葡萄酒，風行全國，遠銷海外。
1912年孫中山參觀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題詞
「品重醴泉」；袁世凱任命他為參政院參政，
康有為下榻張裕酒廠亦寫詩相贈。
那是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

在舊金山舉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張弼士身

上。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送展的系列葡萄酒，一
舉榮獲4枚金質獎章，這是中國商品首次在國
際上獲得殊榮，消息傳開，唐人街沸騰了，中
國轟動了！原來，中國人也可以創造出馳名世
界的品牌！葡萄酒只屬於西洋的歷史被永遠改
寫，「張裕」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白宮接見張弼士，《紐約時
報》稱他為「中國洛克菲勒」。張弼士回到北
京，黎元洪總統在東交民巷的一家酒樓，為他
接風洗塵。曾經，張弼士為了抗議德國輪船不
准華人購買官艙票的規定，而自己創辦「裕昌
遠洋航運公司」，迫使德輪取消了歧視華人的
規定……這次，與其說是中國商品評獎的勝
利，不如說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狂歡。
徜徉光祿第，我的目光落在正廳上方鑲嵌的

「五知堂」時，我似乎尋覓到了張弼士成功的
秘密。五知堂是紀念其父親張蘭軒的堂號。私
塾先生張蘭軒，一次在山間小路拾到一包銀
子。他坐着銀子守到日落，才見失主慌張趕
來。失主給他酬金，說酬金無人知曉。張蘭軒
婉辭道：「拿你酬金，天知、地知、神知、鬼
知、我知，何謂無人知？」說完，踏着暮色，
哼起小曲，頭也不回地走了……父親五知的故
事，如一根良心的木鐸，震響於張弼士的心
靈。據說，張弼士到印尼一個紙行當夥計時，
紙行老闆在各個抽屜裡放着一疊錢，暗中窺探
張弼士的反應。不料，張弼士看見了，卻勸老
闆將錢放好，不要丟了。老闆欣慰地笑了，將
店裡財務交他管理，後來又將獨生女兒許配給
他，張弼士獲得了創業的第一桶金……
可是，1916年中秋節，張弼士病逝於印尼雅
加達。八口欞柩途經新加坡、香港等地，英
國、荷蘭政府下半旗致哀，欞柩由汕頭溯韓江
而上時，兩岸群眾設牲儀致奠。葉落歸根，他
從光祿第的碼頭出發，又回到了故鄉……
我還在咀嚼江澤民在張裕百年慶典題詞「滄

浪欲有詩味，醞釀才能芬芳」時，不覺已走到
光祿第後圍花園。圍後植着百年荔枝林，虯枝
蓊鬱；圍前植着百年楊桃林，亭亭如蓋。導遊
說：楊桃有二棵是馬來西亞引種的，一棵甜
的，一棵酸的。我心倏動，抬眼望，楊桃熟
了。

記得那年的一個秋夜，一班文青
在公園草地上，圍着一名兩鬢添白的
文士，在談文說藝。我說：
「魯迅的《秋夜》，我百看不

厭。另外，他的《孔乙己》，也喜歡
極了。我們如何才能達到他這境
界？」
真的是志向可嘉！
文士笑道：「很簡單呀，你們就

把魯迅當假想敵。看看這星空，看看
身歷的秋夜，寫吧，心中有個魯迅，
奮發前進吧！」
文士的答覆真有趣，但影響我很

大。少年學寫作，一下子怎能以魯迅
作假想敵？首先應從同儕做起，誰比
自己優勝的就把他作為「目標」，一
定要超過他！慚愧的是，學習時期，
始終不敢拿那些大師級作家作為假想
敵。因為如魚飲水，自己是什麼資
質，什麼材料，倒有自知之明。
日前的一個秋夜，在翻閱一部

書，一揭頁，幾十年來的夢想，登時
醒了，那頁寫道：
「成功的寫作需要強烈的競爭

感，不是跟別人，而是跟自己：你必
須堅韌地做到最好的自己。」
「競爭感」，就是與別個作者爭

勝；也即是心中有個「假想敵」，這
是對的。但，這非跟別個「假想敵」

競爭，而是「跟自己」。這寫得太絕
了，也言之有理。
說這話的人是安妮．赫爾（Anne
Hull）。這部書叫《深度報導寫作》
（康文炳著，台北：允晨文化，
2018年）。這是一位資深媒體人的
經驗之談，說的不是魯迅，也非談文
學寫作，但——
「『寫作』指涉的範圍很大，從
學術論文、報告、新聞、郵件、臉
書……，到散文、劇本、小說、詩
歌無所不包：雖然，同為寫作，但每
個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寫作規範和參
考架構，以及所謂的黃金準則。作為
本書要探討的媒體傳播內容書寫，
『報導寫作』也自成一格。」
這番話是不錯的。因為無論寫什

麼類型的「作」，全都以文字作為基
礎；文字好，就能制勝。這書除了以
媒體傳播為主外，對所謂「寫作力」
十分關注。所謂「寫作力」，作者的
論述包括多方面，但強調「寫作語
法」、「寫作要素」、「修辭」與
「改寫」的思考。我在授寫作課時，
針對現時中文水平的低落，常「曉以
大義」：可在結構方面推陳出新，以
達吸睛的效果。
這書有「人物特寫」專章，論述

得當。在新聞學上，人和事是必然說
及的兩種模式；而在文學方面，人和
事也是必然涉及的，一篇好的新聞
「人物特寫」，也是一篇好的文學
「人物特寫」。康文炳十分注重文字
的運用，如談用成語：
「文字失去生命力，正因為它已

經淪為老生常談。套用成語，就如同
走在每天上下班的路途，總是看不到
新的風景。」
新聞稿件要戒，文學稿件要戒。
魯迅的《秋夜》，「牆外有兩株樹，
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
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這
「陌生化」的措辭，就是文字的生命
力。
這書淺顯明白，值得一看。
秋夜展書讀，別有一番涼浸浸的

體會。

2018年5月，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母語與方言」之爭——
「粵語」是否香港人的「母語」？當其時，某立法會議員於
立法會上質詢特首在該課題上的立場，且高呼：

月是故鄉明，粵語好鬼勁
就其言論，筆者在《大公報》有以下的回應：

咁你話我知，粵語有幾勁？
老實說，人們在對粵語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是有必要向世人
展示其真正勁度的，不然一切盡是空話。近年，不少所謂
「粵語專家」一味鼓吹粵語是何等古雅，且認定這就是粵語
「美與勁」之所在；筆者認為「重點」並不在此，倒認為粵
語所蘊涵的意義才是「勁」的理據。
中國文化中，一個詞、一句話很多時可表達一至兩個意

義。今期筆者所舉出的一個與生物活動相關的粵語歇後語卻
能表達五個意義之多，足以說明「粵語」勁度相當乃非虛
言。
「田雞」，青蛙的較籠統說法，一般出沒於田間或有水源

的地方。廣東人叫田雞游泳時的「蹬腿/伸腿」動作做
「撐」，此字口語讀「jaang3」。由於「蹬」的動作涉及足
部，有人便以從「足」字部的近形字「」代之。雖然我們
大多沒見過田雞過河的情境，但是應想像到每隻田雞都是只
管自己游，不會理會其同伴的。就此情況，廣東人創作了以
下一個歇後語：

田雞過河——各有各撐/田雞過河——各有各
表面的意思是眾田雞過河時各自蹬自己的腿，但原來此話可
有多個比喻：其一、曲終人散；其二、人各有志；其三、各
不相顧/各走各的路（廣東話叫「各走各路」）/分道揚鑣；
其四、自顧不暇；其五、大難臨頭各自飛。
「二弦」，是一種流行於潮州的弓弦樂器，奏法與「二

胡」基本相同；在調試時，會發出「gee gee gu gee gee」的
聲音，與粵語中「自己顧自己」的發音相近，有人就創作了
與「田雞過河——各有各撐」相類的一個歇後語：

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此歇後語還有其他版本：

姐兒倆出閣——各顧各/黃牛過河——各顧各
兩姐妹同時出嫁，大家會有很多事兒要準備；黃牛不諳水
性，情況相當於自身難保。
在這五個多月的「社運」中，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他們

互稱「兄弟」，「不割席」是共同理念。然而，在過去一周
的「佔據理大」事件中，不少「兄弟」選擇用自己的方式
「離開」，情況儼如「田雞過河，各有各撐」。對「決定離
開」的人，部分「堅持留守」的人予以體諒，部分則心裡滿
不是味兒。從筆者的歷練所見，「各有各撐」的形成，好聽
點，叫「人之常情」；難聽點，叫「私心盡顯」——各人只
會為自身「利益」或「前途」打算。中國人有句老話：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莫說大家可能是受當前澎湃氣氛刺激下所撮合成的「兄
弟」，就算是關係親密的夫妻，大難當前，也會各自做出被
一般認為是背信棄義的行為；可若然雙方預計到在「各自逃
生」的情況下各人的存活率較大，此話的可取性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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