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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上，香爐峰下，舊港督別墅
遺址旁邊，有一片紫荊樹林。走近林
子，可以看到一塊黑色石碑，碑上有
銘文：「丁酉仲夏，適逢香港回歸祖
國二十周年。七十位一九九七年七月
出生，來自祖國各地和海外華人中的
青年俊彥，採集家鄉水土，聚首太平
山頂，與香港各界青年共育紫荊。植
樹凡三十五株，呈心形排列，曰青年
同心林。寓意全球華人同根同心，共
祝香港繁榮穩定。」
銘文落款為四家機構：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青年工作部，香港各界青少年
活動委員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秘
書處。據說，香港郊野公園各種設施
無以數計，而由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有關機構共同落款，這裡是唯一的一
處。
這篇銘文出自我的手筆，記錄了一

場由中聯辦青年部發起、上述四家機
構共同組織的植樹活動—共育紫
荊。這場活動作為各界青年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其
創意之獨特，動員面之廣，過程之曲
折，組織工作之繁複，值得銘記。最
後得以落實，固然是各方共同努力的
結果，實在也是天意。內地三十一個
省市自治區，台灣香港澳門，海外華
人，一共三十五個單元，各自選出兩
名1997年7月出生的青年人，採集當
地標誌性水體和土壤，攜帶來港，共
育一片紫荊林。不少省市自治區還舉
行了取水取土儀式，在滿滿的儀式感
中傾注着特別的牽掛和祝福。
香港方面要啟動這樣一個項目，更

非易事。人員安排、水土檢疫，樹苗
選擇，事後維護，涉及多個政府部
門。特別是找一塊適合植樹的地方，
在寸土寸金的港島，可是費了大勁。
既不能佔用市區綠化地，又不能離市
區太遠，最好還要有象徵性。時任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負責與我
們對接，她對各方面情況的熟悉，她
的智慧、責任心和做事的韌勁兒，給
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共育紫荊」啟
動儀式，也成了許曉暉女士最後一次
以公職身份主禮的社會活動。第二
天，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曉暉沒有
加入新政府，準備赴美國深造。我很
遺憾失去一個好的合作夥伴，可更讓

人難以接受的是，一年後，年僅四十
四歲的她因病去世。天妒英才，我又
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這片名為「青年同心林」的小樹

林，誕生於2017年6月30日。當天
早晨，取自全國各地的三十五份土
壤，被分別傾倒在代表各自地區的紫
荊樹下，三十五份清水則被倒入一個
大水缸，再分取澆灌。排列成心形的
林子整體微微向東北方向傾斜，正對
北京。象徵着全國人民共建繁榮穩定
的香港，香港與內地同心同德，共同
融入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從此，太平山頂有了我一份特別的

念想。多次行山，都專程前往青年同
心林，並不厭其煩地向山友介紹林子
的來龍去脈。10月7日，適逢青年同
心林誕生一百日。我們青年部開展團
建活動，重返山頂，為同心林修枝培
土。時令已屆寒露，卻無半點寒意。
南國驕陽似火，林間清風徐徐，有幾
樹紫荊已是新蕊初開，或含苞待放。
登高遠眺，心曠神怡，詩興大發，戲
作《青年同心林百日記》。

南國迎寒露，驕陽三十度
咱們青年部，上山去看樹

坡陡彎急等閒了
歡聲笑語豈可少
還是大家講得好
青年工作不顯老

此樹山頂栽，高處絕塵埃
鮮蕊三兩朵，悠然向天開

新來好奇挨個數
但見幼株三十五
三十五對植樹人
各自家鄉取水土

沙土吐魯番，紅壤井岡山
雪融納木錯，波起渤海灣

千山萬水來香江
且把他鄉作故鄉
為賀特區二十歲
同齡正是好春光

長空雲舒捲，心近地不遠
共育紫荊林，同心獻慶典

回看慶典若當前

屈指匆匆已百天
遙想大江南北客
青春一片落雲巔

雲巔上的青春，為太平山鑲嵌了一
顆明珠，也裝點了七十個與特區政府
同齡青年的成人禮。想想，十年後，
而立之年的他們，在各自的人生軌跡
上，將怎樣追憶這段共聚香江的經
歷？二十年後、三十年後呢？僅從這
一點上講，青年同心林，其寓意就窩
心而綿長。
執筆之日是2020年3月25日，青
年同心林已誕生整整一千天了。在這
一千個日日夜夜裡，三十五株年輕的
紫荊樹，佇立太平山頂，沐浴朝暉夕
陰，見證着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方
興未艾的發展潮流，也遭遇了百年未
遇的超強颱風、震驚中外的修例風波
和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風風雨雨
中，香港正經歷蛻變，這座城市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充滿了喜怒哀樂。此時
此刻，更能體會到青年同心林的深刻
內涵和美好祝願。它並非自然得來，
而是凝結着方方面面的付出，反映了
社會各界的期許。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秘書長

梁毓偉，是這場植樹活動的具體負責
人之一，深知整個組織過程的甘苦。
而世間事，往往是越付出越在乎。他
對青年同心林的感情如此濃郁，以致
把隨後的新婚攝影也安排在這片林子
裡。不久前，梁毓偉的寶貝女兒出
生，也算是青年同心林結出的一枚碩
果。
同心林旁邊，是一片丘陵四合的開
闊地——舊港督別墅遺址。別墅1902
年建成時，被形容為「山頂最宏偉最
美觀的建築物」，現已片瓦不存，只
留下半山坡上的守衛室。這裡被闢為
山頂公園，綠草如茵，星花散落，一
群孩子在追逐打鬧。不遠處，綠樹掩
映中一座西式建築，名「耕雲草
廬」，亦有逾百年歷史，原為匯豐銀
行物業，上世紀七十年代售與日本政
府，用作駐港總領事官邸。遙想當年
港督在這裡宴飲派對的場景，車水馬
龍，士紳名媛，而今只餘古木野草，
與風聲鳥鳴相伴。時移事易，我輩復
來，一如孟浩然的感慨，漫上心頭：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

清晨，跨出「禁錮」已久的房門，我深深呼
吸幾口三月風，哇——這麼清爽、這麼新鮮、
這麼芳菲、這麼溫馨！不禁想起「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
卻無」名句來。恰好我在瓊島結識的甄女士發來
一條微信：「春暖花開，山河無恙」，這不啻是
對我的問候，更是對荊楚的深切懷念啊！她是武
漢人，談起江城總有說不完的話題，令我也想起
鄂省來。
荊楚大地鍾靈毓秀、物華天寶，自古人文薈

萃、勝蹟繁多，武漢的龜山、珞珈山、東湖磨山
就聞名遐邇。「一生好入名山遊」的詩仙李白也
酷愛湖北，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新婚
的李白就在湖北安陸住了十年。安陸距江城（即
武漢）百十公里，武漢也是詩仙常遊之地，並愛
上江城第一名勝——黃鶴樓。
瀕臨長江的黃鶴樓在武昌蛇山黃鵠磯，相傳
三國時蜀漢名相、河南羅山人費禕成仙後，曾騎
黃鶴返此樓小憩而得名。當年李白第一次登黃鶴
樓，就被其景象震撼，正詩興大發，卻見樓上有
同代詩人崔顥題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
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
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李白大驚，不敢掠
美，說了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
頭」，成了詩壇佳話，也讓崔顥《黃鶴樓》名滿
天下。
自此李白與黃鶴樓結下深交，寫了《望黃鶴

樓》、《醉後黃鶴樓》、《送黃鍾之鄱陽》、
《送二季之江東》、《送友人西飛帝王州》、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陪宋中丞武
昌夜飲懷古》等名篇，「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
五月落梅花」、「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
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更成名句。最著名的則
是那首「離別詩之冠」——《黃鶴樓送孟浩然
之廣陵》了：「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
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詩人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也是詩仙敬慕的
摯友，兩人情投意合交往甚密，李常以「吾愛孟
夫子，風流天下聞」讚之。此年三月，孟浩然離
江城到廣陵（今揚州）遠遊，李白在黃鶴樓為其
踐行，並賦詩相贈。該詩寫得精妙！它點明詩的
「四要素」——地點：黃鶴樓和揚州、時間：
「煙花三月」、景貌：「孤帆遠影」、心情：
「唯見長江天際流」。全詩描景抒情、情景交

融，絢麗斑駁的三月風光和一江春水的浩瀚無
邊，寥寥幾筆酣暢淋漓畫出一幅意境開闊、色彩
明快又依依不捨、情絲難斷的惜別場景，飄逸靈
動、別而不傷，一句「孤帆遠影碧空盡」更凸顯
兩位名士的純美友誼與深摯感情，讀來令人神繞
情牽無限遐想！
聯想起近日各地援鄂醫療隊陸續撤離武漢的

情景：警車開道、專車迎送，兩邊萬名交警和路
人肅立敬禮夾道歡送，沿途樓宇上的市民揮手致
敬高呼「謝謝」……車隊抵達各地，也受到英
雄凱旋般最高禮遇的夾道歡迎，此情此景怎一個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啊！
筆者忽又憶起大文豪蘇軾名詞《定風波．莫

聽穿林打葉聲》來。詞曰：「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
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
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
晴！」
恰好該詞也寫於湖北！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

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鄂省黃州（今黃岡），
第三年的三月七日，東坡在黃岡沙湖道上突遇暴
雨，攜雨具的小童走散了，渾身濕透的路人都很
狼狽，蘇軾卻覺得風狂雨驟無所謂，迎着漂泊大
雨竟然放開嗓門引吭高歌，覺得拄竹杖、穿草鞋
如騎快馬，人生不就這麼走過來的？雖然春寒料
峭，清涼的三月風吹醒他的酒意，反倒覺得很爽
快、挺愜意！雨過天晴後回望這一路，猶覺得風
雨或晴空都不失詩意嘞！一首隨意之作，展現出
詞人的曠達超脫和風流瀟灑，「莫聽」、「誰
怕」，更彰顯他身處逆境不畏強暴的倔強品性和
名士風範。
想想我們親歷的這個庚子新春，無論新冠病

毒如何猖獗無情，風雨同舟的中國人民不也咬緊
牙關挺過來了麼？在百折不撓的中華民族面前，
不管瘟神怎樣刁鑽毒辣、兇相畢露，也不管域外
反動勢力如何幸災樂禍、咒罵封鎖，任何狂風暴
雨都可戰勝、任何魑魅魍魎終將趴下！正所謂
「竹杖芒鞋輕勝馬」、「也無風雨也無
晴」……
開國領袖毛澤東與武漢也大有淵源。早在

1918年，他帶赴法勤工儉學湖南學子進京時就
目睹了大武漢的繁華喧囂。1927年，身為中共
農委書記的毛澤東曾派駐武漢，在武昌紅巷13
號和都府堤41號開展工作，還寫下名篇《菩薩
蠻．黃鶴樓》，詞中「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

線穿南北」、「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
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已成絕唱！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39次赴漢視察、開會

或休養。江城許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跡。主席愛
游泳，曾40多次在此暢遊長江。1956年6 月1
日第一次橫渡長江。是日上午，眾人簇擁毛登上
漢口王家港的「永康號」輪船，汽輪逆江而上到
達金口，主席下水。他興致勃勃，一路劈波斬
浪，一直游了15公里。這裡的天氣、水流乃至
風光太棒了，主席樂呵呵對陪同的李先念說：
「以後我每年都要來游長江！」在沌口上船後午
餐，廚師楊純清做了四菜一湯：清蒸鯿魚、燒草
魚塊、回鍋肉、炒青菜和榨菜肉絲湯。主席胃口
大好，還喝了一小杯茅台、吃了一小碗米飯，清
蒸鯿魚則成了光盤。
回賓館後秘書葉子龍對廚師說：「楊師傅

啊，主席特愛吃你做的鯿魚，剛才還作了一首詩
呢！」正說着毛走出書房，對老楊道：「楊師傅
哎，你做的鯿魚蠻不錯。古代文人把鯿魚叫武昌
魚，岑參有『秋來倍憶武昌魚，夢魂只在巴陵
道』、馬祖常有『攜幼歸來拜丘隴，南遊莫忘武
昌魚』，可見武昌魚有歷史嘍！」說罷展開手中
條幅：「這是我新寫的一首《水調歌頭．游
泳》，送給你要不要呀？不吃你做的武昌魚，我
寫不出哦！」楊大喜，雙手接過，再三道謝。隨
後主席又書一幅送給葉子龍。
在大風大浪裡搏擊波濤，是毛一生的至愛。

他每到武漢，必下榻東湖賓館梅嶺1號，那裡也
成了「湖北的中南海」。1974年10月4日，毛
就在這裡撥通北京專電，要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
一副總理和總參謀長。那天他還說：「天下的
水，只有武漢的好！」乃指奔騰不息的長江和萬
頃碧波的東湖。
蒙強大靠山和全國人民護佑，荊楚已日益向

好，險情漸行漸遠，直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這來之不易的階段性勝利，不是「神女
應無恙，當驚世界殊」麼？今天重吟《水調歌頭
．游泳》，仍覺氣勢非凡、催人振奮——毛澤
東「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
打，勝似閒庭信步」的強勢與灑脫，不正是國人
邁向「中國夢」真實寫照麼？三月風新來，神州
更無恙！

在書店看到一本十分醒目的
書，十六開，厚厚的，封面紅色
底，綠黃為花與葉，五個大黑字：
理想的讀本，另有一行小字：國文
1。
每次在書店看到這類書，都忍

不住拿起來看看，甚至不看也先買
了，回想進學院任教時，對學校自
選的國文課本，十分有興趣，拿來
細閱時，便覺失望；後來課本每次
修訂都會「走馬看花」，都認為不
理想，原因是很多選文，在我小學
時都已讀過了。朋友說，你這態度
要不得，怎可拿如今的青少年和你
們那時代相比？
想來也是。然而只要你在講台

上一站，和一眾青春的頭顱對一下
壘，便大感失望了，語文彆扭，
「高山滾鼓」不用說，知識之差，
也令人咋舌。這部《理想的讀本》
（台北：爐香文化事業公司，
2019年11月），編選和撰述者共
十人，都是文化教界中人，另有七
個推薦者，有名的如白先勇，和剛
剛逝世的楊牧；如此陣勢，當給人
「信心」。不說內容，先說這書的
讀者對象。財團董事長在〈序言〉
中表明，讀本有六冊，「以歷年來

高中六個學期的國文教學內容為基
礎，加以擴大、延伸、改進，希望
更能符合強化語文教育的目的與當
代年輕學生的需求。」即是：在高
中的課程裡，已有這些文章在。
《讀本》的選文，包括文言

文、白話文和新詩、舊詩詞，第一
冊凡十五篇。古文包括《禮記》、
《史記．鴻門宴》、陶潛《桃花源
記》、韓愈《師說》、歸有光《項
脊軒志》、徐霞客《遊黃山日
記》、《論語》、《孟子》等；白
話文魯迅《孔乙己》、蔣夢麟《西
潮．負笈西行》、漢寶德《一朵花
的啟示》；另如譯作《小王子》節
選，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不聞
鳥鳴》；古詩選有《詩經》、王維
《觀獵》；新詩有徐志摩《再別康
橋》、戴望舒《雨巷》、鄭愁予
《錯誤》等。
依個人的閱讀經驗，新詩三家

小學時已讀過，古文陶潛的《桃花
源記》，另如他的《歸去來兮》、
《五柳先生傳》也讀了；至於《孔
乙己》，另《藥》、《阿Q正
傳》也早已塞進腦子了。現時高中
一年級才讀，我始終覺得遲了。我
常想，若早些灌輸他們這些語文，
對當今青年人的語文水平、學問修
養，一定大大有幫助。
這譯本有一大特色，除課文註

解外，還有作者介紹，文章出處，
甚至深入分析選文，包括所用的語
言，如「庖丁解牛」，學子當有更
深入的認知。〈編輯後記〉中有段
話如此期待後生一輩：
「我們用文言文認識我們文化

之所由出；透過白話文認識、理解
當下與未來可能的世界。……每
個高中生在畢業之前，應該被要求
讀完幾本白話文創作或翻譯的書
籍。」
閱讀，是必須的。可惜，我只

看到第一本，其餘五本如何，那還
要進一步搜集，再好好評價一番。

「新冠肺炎」一月下旬殺到香港，不少企業停
工、學校全面停課，間接造就了不少「閒人」——
除購置必需品外，一家大小好大部分時間足不出
戶、無所事事。正所謂「吊頸都要唞下氣」，有人
便想到「跑到老遠」去做「行山」這個可能一生未
嘗參與的活動——在增強體質以抗肺炎的同時也可
紓緩一下備受抑壓的情緒。由於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全港大小山頭，尤其假日「旺過旺角」（超多
人）。
在空曠的環境下，行山人士大部分奉行「卸下口

罩，回歸自然」的信條。試想，如有肺炎帶菌
者——現形或隱形出現在人來人往的狹窄行山徑
上，「中招」（被感染）不無可能。正是：

條長路遠嚟行山，兜口兜面迫一餐；
撞正帶菌者同山，新冠肺炎多幾單。

X X X
遙長路遠山野間，行山徑上現人山；
待在家中本無事，明日中招恨難返。

「行山」這個一窩蜂的「忽然」行徑還帶來了一
個不堪入目的景象——漫山垃圾，當中還有如今望
而生畏的棄用口罩，不禁令人懷疑一向讓香港人引
以為傲的「公德心」和「自律性」丟到哪裡去了。
正是：

迢長路遠現山間，長龍排到轉晒彎；
垃圾口罩隨處丟，正一多得你唔少。

上述幾首打油詩出現了三個讀音相近，且意思同
為「山長水遠」的成語：

條長路遠；遙長路遠；迢長路遠
究竟當中有錯別字、全部成立，還是有部分相通
呢？在翻閱字典後，筆者發現不到此三詞的蹤影，
類似的則有：

長路漫漫；千里迢迢；千里迢遙；長路迢遠
明顯地，此三詞應演化自此；此類詞可視作「粵語
成語」。「迢」，正讀「條/tiu4」，指遙、遠。
據此，此三詞中只有「迢長路遠」（把「長路迢
遠」中四字重新排序）和「遙長路遠」（把「迢長
路遠」中的「迢」換成「遙」）才成立。然而在
Word的文檔中，其校對功能會在正寫「迢長路
遠」中的「迢」下方間上紅線，「遙長路遠」中的
「遙長路」下方間上藍線，顯示當中有誤。究其原
因，Word中的「粵語詞庫」所收錄的「粵語成
語」都是按網上最高出現頻率而選取的。文檔中
「本正作誤」，大抵是「迢」字較冷僻，早年又多
誤讀成「韶/siu4」，再加上一「條」長遠的路在
意思上合情合理，所以才令其同音詞「條長路遠」
成了網上「主流」。這個「主流」寫法終於在當紅
電影《無間道》（2002）的主題曲推出後出現了根
本性的改變，原因是填詞人林夕在曲中一句「要去
到極樂迢長路遠」用上「迢」這個「正字」。奈
何，人們普遍沒有他這個水平，於是有不少國內外
的「歌詞網頁」製作人把此「正字」竄改——較有
水平的改成「遙」，沒有水平的改成「條」，真個
是笑話一樁。話分兩頭，在「粵語」還沒有正規的
系統時，「條長路遠」還是可以作為「俗寫」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有好些「義」字當頭的電

影和電視劇，當中主角為朋友、兄弟或手足，赴湯
蹈火、義無反顧，口中常掛着：

為兄弟，兩脅插刀
有人認為「脅」（讀「協」）的本字是「脇」，查
此字只是「脅」的異體字，即兩者皆通。然而，在
字典中並無「兩脅插刀」，只有「兩肋插刀」。
「肋」，讀「勒」，與「脅」同義，指胸部的兩
側，泛指肋骨。據此，「兩肋插刀」較正宗，「兩
脅插刀」也可用。「兩肋插刀」指兩邊肋骨插上
刀，表示不怕死；比喻可承擔極大的犧牲。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各地政府多番呼籲民眾避免

前往擁擠的密閉空間。考慮到疫情嚴峻，不少新人
把婚禮日期更改，可是有小部分人本身或家中長輩
因怕麻煩、吉日已定，或之後難以騰出空當等原因
而堅持如期舉行。對一眾與一對新人「由細玩到
大」（自小認識）或曾在人生路途上「出生入死、
肝膽相照」的兄弟姊妹而言，出席無疑是一場博弈
感染的考驗，但卻展現出那「兩脅插刀」的兒女豪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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