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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在太空惟一可用肉眼
看到的自然景觀是科羅拉多大峽
谷。這個說法有些誇張，但當我
站在層疊凸兀的山石上，俯瞰大
峽谷，心中的震撼確是前所未有
的。直面大峽谷的雄渾氣勢，敬
畏感油然而生。
大峽谷是科羅拉多河的傑作。

科羅拉多，源於西班牙語，意為
「紅河」。大峽谷兩岸，山石多
呈暗紅色，風化的泥沙流入河
中，使河水隱隱泛紅。這條發源
於落基山的暗紅色巨龍，自東向
西穿過科羅拉多高原，最終由加
利福尼亞灣奔向浩瀚的太平洋。
科羅拉多定然是一條從心所欲

的大峽谷，蜿蜒曲折，開豁隨
意。谷口寬度6,000-28,000米，谷
底寬度 200-29,000 米，平均谷深
1,600餘米。從谷底到谷口，分布
着自寒武紀以來各個地質年代的
岩層，顏色深淺不一，如同樹木
的年輪，向人們展示了地質年代
變化的清晰脈絡，被稱為「活的
地質史教科書」。大峽谷綿延450
公里，谷中生活着 75 種哺乳動
物，50種兩棲和爬行動物，25種
魚類和超過300種鳥類。這是一個
多麼生機盎然的動物世界啊！
科羅拉多高原地理上被稱作桌

狀高地，又稱桌狀山，頂部開闊
平坦，周邊溝谷切割。大峽谷把
這種地形演繹得淋漓盡致：古老
的岩層經歲月鐫刻，嶙峋傲然，
深不見底的巨谷，托出無與倫比
的蒼勁和壯麗。岩層沐浴在清澈
的陽光中，色彩依光線的強弱變
幻，時而棕色，時而赤色，時而

深藍色，斑斕而詭秘。這時的大
峽谷，七彩紛呈，蒼茫迷幻，氣
勢磅礡，那獨絕的結構與着色，
只能是大自然的傑作，任何雕塑
家和書畫家都無法企及。

歲月深深地切割
一部地質史赫然呈現
我站在餘下的山樑上

離天很近

裸呈的年輪逼視着
刻畫出蒼涼而堅強的美麗

深谷中穿梭的雄鷹
把嗡嗡叫的直升機變得笨拙

陽光穿透近在咫尺的雲層
裝點出綿延起伏的斑駁

巉岩帶着若有若無的植被鋪展
在遙遠的天際融入雲海

山風吹涼了手和臉
心中充滿清爽的快意
一種久違的感覺迴盪

空曠而溫暖

科羅拉多河在高原上奔湧了億
萬年，切割出兩岸壁立、一水中
流的雄偉地貌，其氣魄，其神
韻，其景致，絕然於世。然而，
存在與發現，從來是兩回事。神
奇的大峽谷，直到1869年才由美
國炮兵少校約翰．鮑威爾帶領的
一支探險小分隊發現，並在他的
宣傳下而為世人所知。此後一個
半世紀裏，無數探險家追隨鮑威
爾的足跡，在大峽谷中探奇冒
險，挑戰險灘急流，詮釋所謂的
美國精神。大峽谷的發現，旋即

引來廣泛關注，獲得極高讚譽。
1890年，美國作家約翰繆爾遊歷
大峽谷，這樣寫道：不管你走過
多少路，看過多少名山大川，你
都會覺得大峽谷彷彿只能存在於
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星球。美國
總統西奧多．羅斯福1903年來此
遊覽，也曾感嘆地說：大峽谷使
我充滿了敬畏，它無可比擬，無
法形容，在這遼闊的世界上，絕
無僅有。為了保護大峽谷難得的
自然奇觀，美國國會1919年宣布
建立大峽谷國家公園。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也於1980年把大峽谷列
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看着峽谷兩岸，疊嶂層岩，昂

然騰躍，蜿蜒而去，不禁心馳神
往。夕陽尚在天邊盤旋，一彎新
月已冉冉升起，日月同框，天地
共情。心裏竟浮現出中國大西
北，浮現出那份同樣的蒼涼和豪
邁：敦煌萬里黃沙，祁連千仞雪
峰，張掖七彩丹霞，漢唐霸業，
邊塞詩篇……其實，無論東方還
是西方，山川日月蘊含的磅礡澎
湃，終究是由人賦予的。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經過文化的背書，
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石。
自古以來，山水便與詩人結下

了不解之緣。山水滋養詩人，成
就詩人；而山水之美，惟通過詩
人得以存續，沒有詩人，山水難
免寂寞。

莽莽蒼蒼一碧空
斜陽西掛月升東
飛霞七彩融天地
為有詩心萬物中

我很愛荷花。夏季，是荷花盛開怒放的最
佳時節。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枯坐室內的
日子終於鬆動後，儘管從隆冬一下子邁進揮
汗如雨的炎夏，畢竟可以重新走進自然，在
烈日下觀賞我心愛的荷花啦！辛苦卻快活，
勞累也舒坦，如脫籠之鵠，放飛暢達的快樂
心緒。
荷花，以其色澤艷麗、清新脫俗、無私奉
獻、品格聖潔、境界高遠而深受中華百姓喜
愛。宋代包恢（公元1182-1268年）有一首詠
蓮詩寫道：

暴之烈日無改色，生於濁水不受污。
疑如嬌媚弱女子，乃似剛正奇丈夫。
有色無香或無實，三種俱全為第一。
實裏中懷獨苦心，富貴花非君子匹。
此詩在格律上雖不夠嚴謹，但把荷花的優
點和寓意描寫得完整透闢。
荷花的習性，是天氣越熱開得越好。想要
看好花，就不能怕熱。六、七、八月的驕
陽，如蒸騰的烈焰，燒烤着華夏大地，不少
人躲進空調房，避暑納涼。這時，我必須挎
着數碼相機，從南到北穿越北京城，親臨荷
花集中的園林，才能實實在在看到和拍到荷
花仙子最新的美麗真容。
北京觀荷場所不少。北海有荷，蓮花池有
荷，龍潭湖有荷、紫竹院有荷，頤和園有
荷，植物園有荷……然而，數量最為碩大、
氣勢最為恢宏的，非圓明園莫屬。每年炎
夏，我總要冒着酷暑來圓明園多次，觀賞荷
花、拍攝荷花，在亭亭玉立的凌波仙子面
前，虔誠禮拜、精心記錄，把她們當年的新
貌永久地留在鏡頭裏。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花不同。每年
到圓明園，看着滿園荷花，好像跟往年差不
多，其實與以往絕不雷同。每年的荷花，都
是新的，就像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一樣。
圓明園的荷花有獨特之處，最突出的是水
域大、種植巨多。圓明園遺址總面積達5,300
畝，水域佔十分之四，有2,000畝以上。除了
福海湖中尚未種荷，其他大小湖塘均栽滿荷
花。長春園、綺春園、九州景區的各個水面
港汊，夏天幾乎全是荷蓮的天下，密密匝
匝、勾勾連連，在望不到邊的綠葉中，星星
點點的紅蓮白荷花朵，如寶石般鑲嵌其中，
給燥熱的人間帶來欣悅的清涼，美哉快哉！
靠近南門的綺春園和靠近西洋樓遺址區的

長春園湖面，幾乎全被荷蓮覆蓋，只留下幾
條水道，供遊船行駛。荷開盛季，從岸邊眺
望，只見幾艘畫舫在密荷間緩緩移動，看得
到船頂遮篷，看不到船身和遊客，頗有詩
意。長春園西南部水面，專門栽種了一些王
蓮，八月之後，王蓮陸續開花，大圓形葉面
飄浮水面，非常引人注目。綠色葉盤足可容
三歲小兒坐於此而不沉，蔚為奇觀。棧橋兩
側睡蓮綻放，朵兒雖小卻精緻靚麗，充滿勃
勃生機。整塘碧荷，與岸柳、綠樹、水邊草
花交相融合，在藍天、白雲、艷日輝映下，
閃亮燦爛、明媚絢麗，讓人恍若置身仙境，
心曠神怡、寵辱皆忘。雖裸露於火日之下，
竟感到有涼風拂來，清氣繞身，汗濕衣衫卻
通體舒泰，陶醉於這賞心悅目的難得享受之
中。
十來年前，我在圓明園多次觀賞到並蒂

蓮，至今難忘。可是這些年來園的時機不
對，再也沒有機會重見並蒂蓮，一直引為憾
事。我特地詢問了園裏工作人員和花工，工
作人員說他來園已七年，沒有見過並蒂蓮；
花工則說，去年發現過並蒂蓮，並保護起
來，沒想到保安員責任心不強，竟被人偷走
了。我聽後確很氣憤。並蒂蓮俗稱同心蓮、
雙頭蓮，在一根莖上長出兩朵花，結出兩個
蓮蓬，無法人工培育，完全依賴個別荷花基
因突變自然生成，概率在十萬分之一以下，
且花期僅幾天，極為珍貴罕見。2009年8月，
北海公園十年一遇並蒂蓮被盜，我聞之痛心
疾首，奮筆書就《為並蒂蓮志哀》一文，在
報紙上發表，期待引起愛荷人的共鳴，一起
呼籲並制止這種昧心自私行為。沒想到，時
隔十年，這樣的悲劇還在重演，不能不深長
思之。看來，要使不良社會風氣真正扭轉，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切不可掉以輕心。
前幾年赴圓明園觀荷，我曾經不走南門或
東門，而從園區西南角藻園門進去，沿西邊
石板路往北轉東步行。西區人跡罕至，野味
頗濃，一片碧綠生青，空氣清新濕潤。這一
區域的大小池塘，也都被荷花充填，景色幽
雅淨朗。漫步岸邊草叢，欣賞綠葉紅花，頓
覺神清氣爽、舒暢愉悅。足足走了近兩小
時，方到達園北中部「多稼如雲」遺址。一
座涼亭在望，亭旁就是圓明園荷花種植基
地。基地是一條條狹長的淺水溝，露天種植
着大量荷花苗。我以前總感到圓明園湖面荷

花數量是很多，但品種較為單調，大同小
異。這次到基地一看，大開眼界，才明白實
際上品種不少，集中在這裏栽培後，再移至
大湖小塘裏成長壯大，或盆栽後到遊人密集
處展示。這裏的花又多又美，我的相機快門
按個不停，把嬌妍奪目的美荷拍了個夠，收
穫真不小。
這次再訪荷花基地，我與孩子搭乘免費遊

覽車前往，十分鐘左右即到。正是下午三點
來鐘，麗日晴空下熱浪滾滾。我看到基地裏
有十來位花工在努力勞作，有的整枝，有的
灌水，有的清池，十分忙碌。汗水濕透了衣
衫，雙手不停地工作。我忽然悟到，這全園
的綠荷紅蓮，不就是以他們為代表的許多花
工們精心創作的魅力作品嗎？他們用自己的
心血，澆灌了全園的荷花，讓來自四面八
方、五洲四海的賓客，在這裏觀賞到蓮荷之
美，領略到中華之美、體味到人情之美，昇
華到靈魂之美。他們普通平凡，身影卻頗偉
岸；他們褲腿有泥，心靈依然乾淨；他們衣
衫汗濕，神情樂觀開朗。他們堅守自己的崗
位，不畏烈日驕陽，用誠實不懈的勞動，給
萬千遊人送來歡樂和笑聲。從他們身上，我
看到了勞動的偉力和美麗。望着花工們，我
感到身上似乎補充了新的能量，已覺疲勞的
雙腿輕快了一些，於是繼續向東南步行，在
綠荷紅花的海洋中流連徜徉，一個多小時
後，結束了又一次圓明園觀荷的難忘行程。
去年，圓明園珍藏的千年古蓮子，在荷花

基地精心培育後首開新花，轟動了北京城，
仰慕者紛至沓來。圓明園花匠還培育了一種
命名為「國慶紅」的荷花新品種。當十一國
慶節前各色荷花因季節原因陸續凋謝後，延
後了開花期的「國慶紅」，卻剛剛在園內爭
相競放。去年我專門帶了孩子在國慶期間前
去觀賞這一荷花新品種，果然在線法橋旁的
池塘裏，看到了紅艷艷的「國慶紅」新荷，
令人驚喜萬分，馬上拍下了她的雅姿。這個
季節還能在北京欣賞到欣欣向榮的美麗紅
荷，恐怕只有在圓明園線法橋了。

有學子問：「平生有什麼遺憾
事？」我一定不加思索回答：「未學
好書法，成書法大家。」這答案是真
的，從小就喜歡拿起毛筆摹摹寫寫，
小學五年級時，書法老師便當眾表揚
一番。可是，這老師並沒深切地教導
過我們。
那年，全港小學書法大賽，校內初

選我入了圍。老師規定，放學後，留
校學習備賽。我和另一位同學日日
「留堂」臨帖一小時。然而卻無一
「專家」指導，我們兩個小學雞，只
是臨呀摹呀，幸而不用破費買紙，臨
了也沒人「指正」。結果當然是，我
倆名落孫山。
自此之後，我便明白，學習如盲

人，沒盲公竹怎辦？後來看了羅爾綱
的《師門辱教記》，更深信此理。
日昨看了一部書《啟功教我學書

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5
年），頓為作者陳啟智慶幸找到一位
良師。啟功的書法，我一見就喜歡。
為何？我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
那筆法、行氣、字形，就是有股吸引
力。這「啟功體」，連我不喜歡看的
書，一見到他的題字，也就買了。陳
啟智自小喜歡寫字。1964年，他考上

北師大。在班上，已是個寫得一手
「好字」的學生。1969年文革時期，
在北郊清河農場參加收梨勞動。一天
收工回去，將草帽掛到窗戶上，正準
備洗臉，忽聽得有人說：「這個
『啟』和我名字的那個『啟』一個
樣。」陳啟智一回首，「看見說話的
是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先生，身材不
高，面龐方正，笑容可掬，正用手指
着草帽上我的名字」，陳啟智連忙上
前請教。此「老先生」正是中文系教
授、書法名家啟功。於是陳啟智和一
些同志就跟啟功學起書法來。那場
景：
「沒有桌椅，師生都盤腿坐在麥秸
墊子上；沒有毛筆，就用鋼筆或塑膠
筆；沒有寫字紙，我們就遵師囑去小
賣部買小學生用的方格本或橫條本；
沒有教材，全憑老師的言教和示
範。」
在此之前，陳啟智的書法已備受稱

譽，有「寫字先生」的綽號，「及至
跟老師習字，方知自身之淺薄。在老
師的書法面前，自己的字實在劣
弱」，「一文不值」，「而幫助我徹
底改變的能夠圓我成為書法家之夢
的」，「是中國書法泰斗啟功老
師。」
其後，他「登堂入室」，親赴啟功
「陋居」學習。1997年學有所成，預
備搞個書法展，親請恩師題展名。啟
功非常高興，並寫字恭賀：「筆冢墨
池，羲之獻之。八法之路，百代之
師。古為今用，念茲在茲。陳君啟
智，藝精學富。業廣惟勤，名實相
副。展覽成功，視此題句！」
這部書，縷述了陳啟智受業經過。

是羅爾綱之後，另一部受教記，值得
細覽。
2003年，啟功仙逝，享年93歲。在

90歲時，陳啟智書寫了一首賀壽詩
云：
九旬纔入老年關，壽越期頤若等閒；
曠度遠心無逆距，莊椿高古綻新顏。
啟功曠達逍遙快樂，是得享高壽的

主因。

上期提到，「眼啤啤/眼睥睥」中的「啤」與「睥」
只可界定為「借字」。對於粵語的「正字」，筆者一向
抱持的態度是如非有充分理據，否則不會像坊間的所謂
專家在不知情下也提出那些多為人云亦云的「粗疏」建
議。執筆時，筆者突然意識到當某人做了些為人所厭惡
的事情，如：在肺炎疫情下不戴口罩進入擠滿人的電
梯；「篤灰/篤背脊」（打小報告）；「撬長腳」（搶
兄弟的女友）；「劈腿」（一腳踏兩船）等等，看不過
眼的人或會直斥其非，又或投以一記「鄙視」的目光。
為此，那個最恰當的「眼啤啤/眼睥睥」眼神很有可能
是演化自「眼鄙鄙」的了。
十多年前，有電視台推出了一個以「最緊要正字」為
題材的資訊節目。由於節目中邀請了不少知名的「中文
人」作嘉賓主持，除令節目具一定公信力外，也間接地
加強了人們對「正字」的意識。實話實說，如是「書面
語」，奉行「正字」的意念並無妥協餘地；可如是「廣
東字」，則有待商榷。此話怎說？近年不少應沒作深究
的「中文人」硬推「粵語好古雅」的意念，於是乎引來
不少行內行外人士從字典中翻箱倒篋，找來不少只是在
形音義上略為接近的冷僻且艱澀的所謂「正字」。在筆
者的眼裏，以上舉動嚴重破壞了粵語的生態，「正常」
態度如下：

話知佢正字係乜，稀奇古怪唔要得；
話知佢有幾古雅，解錯傳錯笑甩牙。

換言之，如能好好保育以及精準傳承已是功德無量了。
與「眼厲厲/眼矋矋/眼」近義的還有「眼掘

掘」，此等目光除含怒意外還帶有監視的意味。
示例1：
經理成日響度「眼掘掘/掘住晒」，成班同事梗係「喐不得其
正」（不敢妄動）喇！
話說回來，人在生氣時會瞪着眼，廣東人會叫這種狀

態做「眼突突」。有人認為「眼掘掘」應寫作「眼倔
倔」，但筆者看不到這種目光含「倔強」的意味。書面
語中，「掘」有崛起、突起的意思，所以「眼掘掘」本
身就是正寫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華三院多次在其大型籌款電視

節目《歡樂滿東華》中邀請粵劇名伶新馬師曾（新馬
仔）獻唱其首本名曲《萬惡淫為首》，當中首兩句：

冷得我騰騰震，震到我入心
可謂膾炙人口，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怪不得內地知名
網站「百度百科」也誤把這首曲收錄為「騰騰震」一詞
的出處了。通過變韻母，「騰騰震」中的「騰/tang4」
讀成「吞1-4/tan4」。
書面語中，「騰騰」比喻盛、旺盛，如：熱氣騰騰；
怨氣騰騰；怒火騰騰；殺氣騰騰；惡死騰騰（異常兇
惡）。基於此，廣東人會用「震騰騰」來形容人因受冷
或受驚以致身體不停地、急劇地震動（輕微顫抖）。另
一個講法是「騰騰震」，這明顯是「震騰騰」的倒裝說
法。久而久之，人們也把「騰」看成「震」，於是乎便
把「手腳抖顫」說成了「手騰腳震」了。
廣東人會形容人驚惶失措，即驚恐慌亂、不知如何是
好或膽怯的樣子，做「騰雞」。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因
雞在「驚恐」時會「騰跳」，所以才有「騰雞」這個講
法。筆者可告訴大家這推論只是穿鑿附會，「騰雞」的
真身是：

「騰」震的膽小「鬼」
「鬼」乃通過音變成「雞」而已。
示例2：
小小事就「騰雞」成咁，點得嚟做大事呀？
新冠肺炎這隻詭異病毒，現時仍在全球蔓延。在強烈

自我保護的意識驅使下，身處海外的亞裔（主要為華
人）外出時幾乎「清一色」佩戴口罩。然而，這種個人
化且具人權性質的舉動除遭當地人口誅筆伐外，還偶有
在公眾場所、街頭巷尾出現華人被欺凌的狀況。隨着疫
情變得嚴峻，洋人亦開始普遍意識到佩戴口罩的重要
性，上述應不出現於文明國家的狀況才得以緩和。讀者
可從如下的打油詩，一窺洋人於「大流行」前後的意識
形態：

見戴口罩眼掘掘，唔知得罪你邊忽；
見戴口罩眼睥睥，前世欠咗你嘅咩。

× × ×
當日嚇我震騰騰，今日到你騰騰震；
當日咪話人怪雞，今日點解騰晒雞。

× × ×
嚇我手騰腳又震，真係有怨無路呻；
雖非係你本國人，也得融洽好氣氛。

× × ×
洋人為人戴口罩，華人為己戴口罩；
實情病毒人傳人，唔戴口罩人累人。

× × ×
話知領導定專家，立論須依邏輯化；
叫人唔使戴口罩，命丟誰來把數找。

■黃仲鳴

師門承教記

眼睥睥﹑眼掘掘/眼倔倔．震騰騰﹑騰騰震﹑手騰腳震．騰雞 西海岸詩話：大峽谷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江 鄰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成志偉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觀荷勝地圓明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圓明園古荷開花。 作者提供

■學功三十六年，寫成這部追思之
書。 作者提供

清
夏
麥
收
忙

遠
嶺
含
黛
天
際
橫
，

樹
叢
飛
翠
順
風
揚
。

平
原
盛
妝
迎
清
夏
，

雀
鬧
蟬
唱
喜
洋
洋
。

茫
茫
沃
野
翻
金
濤
，

滾
滾
麥
海
蕩
雲
黃
。

箭
穗
成
束
露
針
刺
，

稈
頂
秄
滿
散
甜
香
。

收
割
機
群
歡
聲
高
，

靈
若
游
鯨
跋
浪
航
。

張
口
狂
吞
麥
千
畝
，

擺
尾
速
鋪
氈
萬
丈
。

馬
咽
車
闐
起
浮
塵
，

急
載
喜
悅
往
返
忙
。

收
穫
幸
福
慶
豐
年
，

碩
果
穩
妥
進
糧
倉
。

疫
情
不
誤
農
墾
工
，

糧
足
防
瘟
有
保
障
。

艷
陽
高
懸
照
當
頭
，

晴
空
陽
光
正
輝
煌
。

■

李
潔
新

詩
詞
偶
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