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清可品茶

又講防疫
武漢肺炎風
雲，不由得讓

我們想起2003年的沙士。
當年最深刻印象是未見過那麼
多西醫體系的醫護人員去看中
醫，因為他們眼見醫院完全束手
無策，唯有自己跑出去另找血
路。大家可以找一下報道，當年
幾份報章採訪過幾位醫得好且沒
有副作用的中醫，都是記者得知
醫護人員和一般市民因為知道住
院也康復不了，自己另找醫療途
徑，最後完全康復，在口耳相傳
下，愈來愈多人另尋方法。
大家篤信專業，但當專業界別
也手忙腳亂，大家自然另覓方
法。我還是一再強調，這時候會
有很多偏方出現，食療又好，有
中醫加持的也好，其實都要小心
求證。有重病，就要辨證，沒有
一條通方可以醫好全部人。每個
人即使是面對同一種的病毒，都
有不同的反應，所以不會用同一
方法解決。
但在預防階段，的確有些東西

可以自己做。注意保暖和清潔，
不要吃生冷食物（記得沙士時，
最恐怖是壯年人的死亡率高，那
時候中醫朋友已說過，自以為壯
年的人，飲食上比較任性，在此
類疫症流行時，很容易首當其
衝）。多做拉筋、敲膽經、按摩
心包經（請自行搜尋片段），保
持經絡暢通。
那天有朋友說過，自然療法醫

師跟她說，不要常常覺得孩子得
病是傳染得來的。意思大致上是
人的身體本身失衡，才容易受外
物外邪攻擊。看過一篇中醫的文
章，說身體本身有「寒」，才會
不找機會排掉，想排的時候，就
是我們以為的生病，其實身體只
是想清垃圾和迫你休息。想起自
己不沾西藥的孩子，從未在幼稚
園爆病毒時生病，反而是偶爾他
亂吃東西，或者玩得興起缺了睡
眠，就會自己病倒了。
這個時候，先管好自己的嘴巴
（戒口）、關節（保暖），早睡早
起，心態上也不要恐慌，就足夠了。

家鄉閩南泉
州市有一家茶
室，其茶聯這

樣寫道：
小天地，大場合，讓我一席；
論英雄，談古今，喝它幾杯。
此聯上下縱橫，談古論今，搔

到妙處！
福州南門外的茶亭懸掛一聯：
山好好，水好好，開門一笑無

煩惱；
來匆匆，去匆匆，飲茶幾杯各

西東。
此聯教人淡泊名利，陶冶情

操，令人回味。
昔日羊城馳名的茶樓陶陶居，曾
公開重金徵求以「陶」字分別為上
聯和下聯的開首，終於得茶聯：
陶潛喜飲，易牙喜烹，飲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無遺。
聯對用了四個名人：陶潛、易

牙、陶侃和夏禹；另有四個典故，
即陶潛喜飲，易牙喜烹，陶侃惜分
和夏禹惜寸，把「陶陶」分別嵌於
每句之首，巧妙地把茶樓飲茶技藝
和經營特色表露無遺。
茶與酒往往分不開。四川早年
有家兼營酒業的茶館，老闆請當
地才子撰寫了一副茶酒聯如下：
為名忙，為利忙，忙裡偷閒，

且喝一杯茶去；
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

再倒一杯酒來。
另外有一有趣的迴文字句，如

「趣言能適意，茶品可清心」，
也可倒過來讀，「心清可品茶，
意適能言趣。」

茶事相關的小說，早在唐代以
前多在神話志怪傳奇故事裡已多
所涉及。
唐以後出現描述茶事的小說，

煌煌大者如宋元明清的話本小
說、章回小說。
至於眾所皆知的《三國演

義》、《水滸傳》、《西遊
記》、《金瓶梅》、《紅樓
夢》、《聊齋誌異》、《三言二
拍》、《老殘遊記》等行文中，
茶香更是躍然紙上。
此外，還有茶事傳說、故事、

諺語、謎語、楹聯等。
如以茶為題材的戲劇也有不

少，最聞名的是老舍編的話劇
《茶館》，縷述北京茶館浮沉，
展示中國百年興衰史。
江西的「採茶戲」，受到民間

廣泛的歡迎。
此外，還有茶歌、茶舞、茶

樂。
畫家之中，鄭板橋與茶結緣最
深：「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
茶洗硯。」
鄭板橋能詩擅畫，喜品茗，懂

茶趣，他在一生中曾寫過許多茶
聯。在鎮江焦山別峰庵求學時，
就曾寫過茶聯：

汲來江水烹新茗，
買盡青山當畫紙。

將名茶好水，青山美景融入茶聯。
另有茶畫、書法，名家如閻立

本、錢選、文徽明、仇英、陳洪綬
等都創作過茶畫，蘇東坡、黃庭
堅、徐渭等都有茶的書法作品。

（「新春說茶」，之三）

到歐洲公幹，演藝圈朋友都愛自
行多逗留兩三天在當地，目的是要
逛逛當地著名的遊客區，尤其是法

國的廣場區域，他們像要找尋什麼寶物似的，但並
非Shopping，朋友自我陶醉地說︰「中國古典音樂太
美了！」
原來他們尋找的是在廣場街頭的古箏演奏者，是街

頭亮麗的風景線；古箏是聽起來最有文化底蘊和意境
的樂器之一，兩隻手的協調要求遠高於很多樂器，音
律似彈到人的心裡去，古老的天籟之音啊！曾幾何
時，筆者就曾聽過某位著名古箏演奏家演奏一曲《刀
劍如夢》，能體現「江湖」的快意恩仇，讓人沉醉在
古韻之中，有一種高山流水覓知音的感覺，很美很好
聽，更承載着歷史感、故事感，古箏古琴往往都是充
盈着濃郁悠長的華夏文化。
文化就是需要傳播和傳承，在廣場街頭讓更多外國

人感受中國古典音樂的經典，也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的
一種「軟實力」，近距離地接觸世界各國的普羅大
眾，詮釋了什麼是音樂無國界。
在世界各地的旅遊區，廣場經常有不少如古箏、古

琴、二胡、笛子等等的民間演奏高手在街頭演奏獻
藝，有人建議中國應資助或贊助他們，這樣更能更快
弘揚國家的文化；但這批街頭演奏者卻有自己的看
法︰「所謂有權利就有義務，跟團隊在音樂廳演奏，
必須遵守着各種規則，無可厚非的，你情我願的事
情，雖然在街頭的演奏者，一定被標籤為賣藝，無須
辯解，重要的是演奏者自己所要的是什麼價值觀？比
如有心批評演奏者在演奏時的姿勢動作有點浮誇，不
過大部分演奏者認為姿勢動作一向不是問題，重點是
當下演奏者的心境所產生的動作反應而已，故此世間
萬物是愛與被愛乃雙箭頭。」

古老的天籟之音
我用了這麼笨的方法

（親自上門找旅行社），
也有點驚險的經歷（在長

春市空置的商業中心樓層獨自遊走），成功
報名參加了長白山天池2天1夜旅行團，原來
這只是長白山天池行有趣的序幕。
接下來，我用我強而有力的步伐，和大家

分享一個獨特的經歷－看我如何且「戰」
且走－單人匹馬香港人獨「戰」55位內地
團友，走了長白山天池一個圈。
先說報團那天的晚上的第一「戰」，那是

我和旅行團導遊間的「戰」，那晚我意想不
到地接到旅行團導遊電話，在出發前接到導
遊電話令我驚訝萬分，原來她致電給我是叮
囑我明早集合時間，及告訴我如何從旅館到
集合地點，她溫柔細心的這一「戰」令我心
生一奇：內地旅遊團不是常坑人的嗎？但這
個導遊這麼有禮及有責任感，真奇！
第2天早上6點，我準時到集合地點，以為

第二「戰」快要開始（一定有人遲到，一定
會令人火冒三丈），但這「戰」卻讓我心生
二奇：55人竟然無一遲到，6點05分已開始
上旅遊車。上車過程人最容易碰撞，那是發
生激「戰」的高危點，但我心生三奇的是：
團友秩序良好，為何？原來團友集合期間，
導遊在每人手中塞一小紙條，上寫座位號
碼；奇怪在於，團友都默然無語按安排就
座，無一反抗。上車後，心生四奇：我被安
排在2號座，最近司機位置，出入方便，我
更和一個女孩子同坐，奇怪在於我為何會有
此優遇？這時導遊走過來對我們說：「我們

團就您們兩個單獨報名的客人，又都是女
的，妳們就互相照應吧！」接着對我說：
「妳是香港的客人，歡迎妳！妳有任何需要
請告訴我，祝妳旅途愉快！」原來「戰爭」
未始已鳴金收兵，而我則有這四奇在手，我
的心開始踏實了，而旅遊車也開動奔赴長白
山了！
車一開動，我和鄰座女孩子竟聊個不停，她

叫欣欣，老家大連，27歲，已婚，和丈夫現居
長春，丈夫是商人，工作太忙而讓她自個兒
出來旅遊散心。欣欣對我獨闖東北大地的原
因和經歷嘖嘖稱奇，她熱情向我介紹東北，
尤其長春的好去處，和長春好吃的東西，千
叮萬囑我一定要去這些好餐廳大吃大喝，盡顯
大連人豪邁本色。欣欣從未離開東北大地，對
香港更非常好奇，我一一詳細向她介紹香港情
況，及我的工作趣事等等。我們一見如故，這
一「戰」，看來又開不成了！
聊了不知多久，旅遊車停下來了，原來到了

長白山天池團第一個景點：延邊朝鮮族自治
州，我們到朝鮮族人居住的村落吃午飯和看表
演。這是一個風景怡人，整齊乾淨的村落，我
們首先到朝鮮族民居参觀，民居小，遊客多，
這絕對是一個瀕臨開「戰」點。我和欣欣兩人
一起隨着團友蜂擁進入民居，大家爭先恐後爭
取最佳位置聽戶主講解，我想：來了，來了，
「戰爭」終於無可避免地來了。
究竟「戰」況如何？我能以1（1個香港遊
客）抵擋55（55位內地遊客）嗎？我有否被
活「埋」於長白山下？呵呵呵，下星期三就
有分曉啦！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長白山之二

已經很多天沒
有出外，除了必

要的，也以最迅速的時間處理好
了便飛快地返家。或者是後知後
覺，除了有半盒口罩因為要常用
的，只餘下十幾個之外，至今都
沒有再買到口罩。很多朋友都說
幫我帶回來，泰國、日本、美
國、加拿大通通都說幫我搜購，
可是到現在還沒見一個，倒是另
外一位朋友10分鐘便幫我找到兩
盒。不過現在的口罩質素參差，
看着幾乎不敢用，這時候不能不
小心謹慎。口罩是很重要，人生
也很重要，怎麼又見那麼多心盲
眼盲的人，居然在這嚴峻的時
刻，可以放下手上的病人，去罷
工去要挾政府，置病人於不顧，
簡直豈有此理！
這段時間香港一片混亂，市民
為了口罩、消毒劑等個個地方去
瘋搶，不過除了搶這些，米、蔬
菜肉類、罐頭等等什麼都搶，香
港變成一個瘋狂世界！還有那一
批二批的「街頭垃圾」也趁機復
甦，走去堵路、走去抗議，不過
轉眼便被警方拘捕和驅散！散兵
游勇在盡地一煲，不過卻搞不出
什麼名堂。而事實上大家已冇心
看他們玩把戲，慢慢他們便會自
動消滅，不能再活着的了！
所以我連那些垃圾的新聞也不
看，不看垃圾搞事新聞，仍然有
不少疫症的垃圾新聞出現，且出
現了更多造謠消息、幸災樂禍的
言論，這些人真是死到臨頭也不

理，只為覺得過癮，就可以在任
何公開的平台造謠大放厥詞！更
甚的是醫護罷工，不要說他們有
幾重要，而是這個時候可以做出
這樣的行為，這些垃圾醫護就不
怕遭天譴？不要說良心了，就是
職業道德也沒有，是不是應該解
僱、炒魷，趕出醫院大門呢？按
捺不住的如我等躁底的，真的會
抽他們一大巴掌，就是溫和如我
的姐妹也氣得要送幾句三字經！
可惜除了我們氣憤難平，除了

一些有愛心有良心的醫護出來譴
責，卻未見有關部門的官員出來
大膽地狠狠地處理他們，任由他
們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任由他們
罷工！
猶幸我們仍有有良心的醫生護

士從私家醫院診所出來支援。他
們在私院相比之下可以輕鬆一
點，卻仍肯為病患者到公立醫院
前線去支援，我真相信他們那份
精神那份愛！

那份精神那份愛

武漢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已經超
過兩萬個，因此失去生命的人，
截至2月3日已經有426人。全國

各地確診的病人數量，還在大幅增加。每天上班
前，都會例行跟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通一個視
頻電話。大疫當前，人人心焦。這通電話就顯得
格外珍貴。雖然不在一起，時刻知曉彼此都安然
無恙，比什麼都重要。
昨天跟母親視頻電話時，她忍不住感嘆，幸虧

當年沒有逼你去學醫，要不然現在我肯定天天提
心吊膽，吃不下睡不着。
當年，見我總喜歡跑去鄰居的中藥房玩，父母

有認真建議我去唸醫科。藥房裡的望聞問切，和
散發着各類異香的藥材，讓我覺得很好奇。但相
較之下，我還是想去做記者。於是，毫不猶豫地
堅持唸了新聞系。
其實，這些年的體驗感覺做記者，並不比做醫

生，讓父母操的心少。2008年汶川地震，背着父
母，我跟報館申請到四川去採訪。那時候災情異
常嚴重，每天都餘震不斷。四川多山又多河道，
每天和同事在各重災區穿梭，所幸一路上都是有
驚無險。每天跟家裡打例行電話時，母親都會問

我有沒有去四川？每次，我都違背職業道德欺騙
她說，多危險啊，當然沒有去。直到有一天，有
鄰居在電視新聞中看到我正在採訪的畫面，跑去
告訴了他們。
母親非常焦急，馬上打電話給我。幸虧十多年

前技術還沒有那麼發達，不能打視頻電話。我正
在什邡一處倒塌嚴重的小學採訪，看到母親打來
電話，立即收拾情緒，語調輕鬆用「鄰居肯定看
走眼了」否定了她的憂慮，接着又故意說了一大
堆家常，來打消她的疑慮。母親雖然將信將疑，
見我推說還要去採訪一個會議，就掛了電話。
那一天我的狀況其實很糟糕。什邡洛水小學的

三層教學樓塌成了一層，很多正在上課的孩子都
喪生於此。傷痛欲絕的家長們，把孩子們生前的
照片，掛在了教學樓前的鐵欄杆上。我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看過去，72張照片上的每一個面孔，都
在朝我綻放笑容。
採訪完一位癱軟在廢墟上始終不肯離去的家長

後，在災區連日強抑的悲傷，終於爆發，我蹲在
一個牆角獨自大哭了很久。
母親的疑慮暫時搪塞過去了，可是父親並不好

騙。晚上他背着母親又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是不

是在四川？父親一向堅毅內斂，我也甚少跟他說
謊。稍稍思量了一下，便如實告訴他，我已經到
四川一個禮拜了，不過一切都還比較順利。父親
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你自己注意安全，另外你
也放心，我不會告訴媽媽。
還不等我出聲，電話裡突然出現了母親的聲

音：你還是去了四川。原來，父親跟我打電話的
時候，母親悄悄在隔壁房間，拿起了電話的分
機。
母親的聲音明顯帶着哭腔。
父母都經歷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們清

楚這麼大震級的地震，所帶來的摧毀能力。在電
話裡我跟他們千保證萬保證，他們看似稍稍放下
的心，其實一刻也沒有能放下。
他們放下手中的事情，開始從早到晚關注所有

關於地震的新聞報道，每天的例行電話變成了早
晚各一次。即便如此，母親還是陷入了巨大的焦
慮之中，父親也是。只是怕我分心，除了不斷提
醒我注意安全，他們極力控制着日趨緊張的情
緒。直到我結束了在四川所有的報道工作，準備
要離開了，電話那端，母親才輕輕說了一句，今
晚我跟你爸爸肯定都能好好睡一覺了。

父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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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月十五，是一年
中最「亮堂」的節日。夜
幕尚未完全拉上，趕早的
人家就已點燃聚在一起許
久早就按捺不住了的燈

火。一盞盞取材不同形狀迥異的燈，在閃爍
火焰的綻放中，像極了天上的繁星點點，將
年味在微風中左右搖曳，湧動成一種赤裸裸
的欣喜，也將那綠草紅花的春的思緒，在腦
海中一點點晃醒、蔓開。
在我老家，「放燈」是元宵節一項必不可

少的莊重儀式。就像端午節包糉子、中秋節
吃月餅、過年貼春聯，每年元宵節，「燈」
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標誌。找材料、製燈、放
燈，一整天全圍着燈在轉，在忙，在樂。
山村老家那邊的元宵燈，與市面上買到的

那些，大為不同。市場裡的燈，要麼是蠟燭
製作，要麼是電子設備，雖然造型別致，設
計巧妙，美觀大方，卻沒山村老家的燈來得
實惠實用。買來的燈，省時省事，缺少的，
恰是元宵節的那種氛圍。
老家那邊，元宵燈多是自己動手製作的。

農曆正月十四下午，或正月十五早晨，大人
們就扛起鐝頭鐵鍁，朝自己家的菜園趕。北
方的正月，溫度尚低，菜園裡空空如也，只
有冷風在追逐嬉鬧。這個季節，菜蔬還是年
前秋天的，都埋在地下。菜是主人埋藏在地
裡的，看上去一片荒蕪的菜園空蕩蕩的，外
人很難找準位置。有時，埋菜的人也弄不準
位置了，就試探着用腳去踩。經歷了一個冬
天的風吹雪掩，埋菜的位置，泥土依然比別
處鬆軟。用鐝頭刨開表層的凍土，用鐵鍁一
層層剷去表層的泥沙，試探着朝菜蔬尋去。
埋在地裡的蔬菜多是蘿蔔、胡蘿蔔、白菜
之類。力道拿捏不準，一不小心，鐵鍁就可
能把蘿蔔鏟出一道傷口，汁水和泥沙順着縫
隙糾纏在一起。用力大時，一個蘿蔔或胡蘿
蔔，可能會被削去一大塊，或攔腰截斷，露
出雪白的、橘黃的斷面和血一般紅艷、蛋黃
般鮮亮的細芯。這種情況不要緊，拿回家中
自有辦法處理。北方山區栽種最多的地瓜，
是做燈的常用材料。取來蘿蔔、胡蘿蔔後，
提個竹籃，去地瓜窖裡取地瓜，也得耗費一

定時間。
取地瓜得下地瓜窖。這一般是大人的活，

如果家中的小孩樂意，也可以一同前往。若
是小孩想下地瓜窖，就得帶個可以容得下小
孩身體的筐簍，還得帶上一根繩索。老家那
邊的地瓜窖，像人工打的水井，一般兩到三
米深，直徑一米半到兩米多。到了地瓜窖
處，掀開窖口的厚石板，一老一少守在窖口
等上十多分鐘。估摸着空氣交替得差不多
了，小孩早已按捺不住，哧溜一下鑽進筐
簍，等着被大人用繩索吊進地瓜窖。大人拽
緊繩索，一邊往下送筐簍一邊跟小孩對話。
「悶不悶？」「不悶！」「悶吧？」「不
悶！」一問一答幾句話工夫，小孩坐在筐簍
裡，已降到窖底。小家伙從筐簍裡哧溜鑽出
來，單選鍾意的地瓜往筐裡扔。不需太多，
十幾個就夠。然後，再一次邁進筐簍中坐
下，兩手緊緊抓住繫在筐簍上的繩索，像騰
雲駕霧一般，優哉游哉被拉出來。
挖蘿蔔、胡蘿蔔及去拿地瓜的活，我和妹妹
總是爭着搶着參與。取回這些原材料洗巴乾淨
晾乾。大概下午兩點多鐘，就開始做燈。胡
蘿蔔細短，適合切成一截截小圓柱體做單個
的小元宵燈。地瓜和蘿蔔個大，可以做兩連
燈、三連燈、四連燈甚至五連燈、六連燈。
單個小燈易做，只要把胡蘿蔔切成圓柱體

小段，用匕首把一頭的斷面挖出一個倒圓錐
體形狀的小坑，在小坑中央插上一根纏繞了
層棉花的黃草棒或細木棍當燈芯，把花生油
從燈芯頂端澆下，將小坑灌滿即可。連體燈
的製作，方法類似。只不過不能切段，而是
把一個蘿蔔或地瓜根據粗細和長短，先粗略
一削，削成一個類似長方體的形狀。選斷面
相對較寬的一側挖燈槽。先目測判斷一下大
體能挖幾個小坑，以及每個小坑的大小和深
淺，燈槽仍挖成倒圓錐體形狀，彼此之間不
能挖通，必須是連成一體的一個個獨立個
體。插燈芯和澆燈油的方法與單個燈一樣。
為了易燃，有時還會在燈芯頂端按放上小指
甲蓋大小的一小塊碎火紙。講求美觀的人
家，會把燈體仔細切削成各種形狀，雕刻上
各式各樣的紋路，把燈盞裝飾得別具一格，
與眾不同。

童年時過元宵節，村裡還有扔笤帚燈的習
俗。找一兩個刷鍋用的破笤帚，再給這些喝
慣了油漬略顯陳舊的笤帚倒上點煤油，趁着
夜幕將閉之時點燃。一群人試探着、爭搶着
將其往高處扔拋。熊熊燃燒的火球，在人群
的簇擁、追逐、歡呼聲中，一次次被拋起，
像一顆低飛的流星似的，劃過村莊的夜空，
留下一道又一道靚麗的色彩，久久不熄。
到夜幕降臨，便是上燈的最佳時機。聽大
人一聲招呼，小孩子們就興奮起來了。小心
翼翼端上製作好的元宵燈。躡手躡腳送到院
子中的供桌上，生怕驚擾到燈槽裡的花生
油。一盞一盞地端着，眼睛緊緊盯着燈槽，
唯恐晃出一點點。
大人是傳統的忠實繼承者，按照民俗的框
框，有板有眼做準備。供品、香、火紙，還
有一小掛爆竹。備齊這些，元宵燈就擺滿供
桌了。如果還沒擺好，他們也迅速加入進
來，很快把燈盞擺放整齊。爆竹響起，火紙
點燃，隨即開始點燈。由於燈芯較粗，微風
拂過，根本吹熄不了。敬了天地，磕了頭。
一家老小齊上陣。院落和房間門口兩側、石
碾旁、水井旁、雞鴨窩邊，都要各自放上一
盞燈。村頭的土地廟裡，也得送一盞過去。
敬完天地，大人會從供桌上端起一盞元宵燈

遞到孩子手中，讓他們端着燈盞在眼前照一
照。老輩人說，照一照，可以明目。這種燈火
通明的景象平日少見。小孩們樂意湊熱鬧，端
起燈盞有模有樣地在眼前晃一晃，端着它驅趕
着縮成配角的夜色，樂呵呵跑出院落，找小夥
伴們玩去。一個個小人兒這樣一跑，和各處送
燈的人群交織，燈火流淌如溪，元宵節就更加
熱鬧起來！村子裡民風質樸，十分懂得節儉。
敬過天地的元宵燈，以及送到土地廟和石碾旁
的燈盞及少數供品，會被有的人家次日一早撿
回去，做了豬羊的飼料。
每年正月十五晚上，村裡燈火通明，閃爍成
一片燈海。尤其那些綠色天然的燈盞，給平日
裡靜悄悄的山村夜晚，增添了無比熱鬧、喜
慶、歡快的元素。靜止的燈，奔走的燈，年年
依舊。那些流淌的火焰，在夜色中慢慢隱去，
只把溫暖的痕跡，呈獻給春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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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下的紅燈籠！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