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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境建築學，內容
非常豐富，不單只接觸
到景觀理論、生態學，
亦觸及建築學、城市規
劃、植物學、土壤學，
更離不開美學。對於我

來說，學習園林最大的樂趣，除了登山涉水
，遊逸林泉，豐富美感經驗之外，那就是可
以讀到許多有趣的，有時是圖文並茂的，有
時是文采飛揚、同時富啟發性的書本。讀這
些書本是美的享受，也可以擴闊視野，增益
思考。

中國園林，源遠流長，自成體系，其表
現的美學思想，以至造園方法，不單在古代
已經影響亞洲各國如日本、朝鮮，在中近代
也深刻地影響着歐洲英、法、德諸國。有西
方論者更以為，中國園林，是世界園林之
母。

下面介紹兩本中國古典園林的經典著
作。

明代計成著的《園冶》，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部論述園林建造理論的專著，也可以說
是人類史上第一部園林建造理論的專著。計
成本人，是個造園師，年少的時候，即以繪
畫聞名。他的造園理論，可以說是以畫入園
，這也是中國園林的一個傳統，唐代的王維
，明代的文徵明，既是畫家，也是著名的造
園家。計成最推崇的畫家是五代的荊浩、關
仝，最愛他們山水畫的意境。計成喜歡遊歷
，曾遊河北、湖北、湖南等地，搜羅奇山異
水。計成在中年時返回故鄉江蘇，定居在山
水秀麗的潤州。這時期計成開始涉足造園，
不久已聞名遐邇。

《園冶》分為三卷，卷一為〈興造論〉
與〈園說〉二章，可以說是造園的總綱。〈
園說〉又分為 「相地」、 「立基」、 「屋宇
」、 「裝折」各篇。卷二為〈欄杆〉，配有
「欄杆圖式」。卷三分〈門窗〉、〈牆垣〉

、〈鋪地〉、〈掇山〉、〈選石〉、〈借景
〉等章，可以說在設計、施工、物料方面，
都有涉及。

計成的造園思想，影響深遠的有兩個方
面，其一是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其二
是 「借景」的理論，所謂 「造園無格，必須
巧於因借，精在體宜」。

關於前者，可以說是中國傳統 「天人合
一」哲學在園林美學中的表現。 「雖由人作
，宛自天開」是中國古典風景式園林構建的
理論基石，這是試圖解決 「人作」與 「天成
」的矛盾，是追求自然天成的藝術境界，也
是中國造園風格標準。這一脈的美學思想，
發展到當代，就是 「本於自然又高於自然」

。建造園林，就是把第二自然，創造到我們
的跟前，這裏面涉及很多藝術手法。

至於 「借景」，可以說是中國造園的精
粹。掌握了 「借景」，就可以豐富景色和空
間的層次，同時把不同的景，聯繫起來，互
相呼應。

「巧於因借，精在體宜」是造園創作的
基本理念。 「因」是指依據，因人因地因時
而制宜之意，即從客觀實際出發，因勢因時
而為，不宜違反客觀規律。 「借」是借景，
也就是在造園中對客觀環境和自然景物的相
互利用和補充， 「互相借資」，構成更加豐
富的園林景觀。

借景是園冶造園理論的主要原則和特色
，也是造園的基本藝術手法。 「夫借景者，
林園之最要者也」。 「構園無格，借景有因
」，借景必須要有根據。借是一種為我所用
的主觀行為，也是對客觀景物進行俗與雅的
鑒別，以及或 「屏之」或 「收之」的選擇行
為。

「巧於因借」，巧不只是技術層面上的
「技巧」，同時更能體現藝術層面的完美性

，是主觀和客觀的高度統一。計成認為造園
藝術的 「巧」集中體現在 「合宜」，也就是
「度」的恰當把握。因借的巧，其具體內容

是 「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徑，頓置
婉轉，斯謂 『精而合宜』者也」。

《園冶》以駢文書寫，作者有時為了文
辭之美，會犧牲說理的嚴密，不過這也無關
乎宏旨了。本書版本很多，建築工業出版社
出版的《園冶註釋》陳植著、山東畫報出版
社《園冶圖說》趙農註、最近出版的中華雅
文化經典《園冶》都不錯。《園冶》有法文
和英文譯本，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影響。

另一本是李漁著的《閒情偶寄》。李漁
是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戲曲家，對於我來說
，他更像一個文藝復興人，一個文化的多面
手。《閒情偶寄》是一本他編寫的關於如何
生活、或者生活得更好的個人化百科全書。
他不單只是一個戲劇家，一位出色的喜劇編
劇，又是戲班的班主，並從事書籍印刷。

《閒情偶寄》之四〈居室部〉，談到建
築和園林，〈房舍〉第一，〈窗欄〉第二，
〈牆壁〉第三，〈聯壁〉第四，〈山石〉第
五，可以說間接或直接地跟園林有關。其中
〈窗欄〉一節，談到 「取景在借」， 「尺幅
窗」、 「無心畫」就更有趣了。

《閒情偶寄》之〈種植部〉，顧名思義
，是談論植物的文章，以木本第一為例，就
談了二十四款植物，例如玉蘭、冬青。他寫
植物，當然有客觀的資料，但更多的，是植
物給他帶來的感情和聯想。這對我們做植物

配置，具很大的參考價值。
李漁的《閒情偶寄》版本很多，我認為

最好的版本是《李漁全集》第三卷﹙浙江古
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另外山東畫報出
版社二○○三年出版的《閒情偶寄圖說》上
下冊，圖配文，也值得欣賞。本書亦有法文
譯本。

周維權教授在《園林、風景、建築》（
百花文藝出版社，二○○六年）一書中提出
，欣賞大自然，我們可以欣賞其 「生態景觀
」、 「空間景觀」和 「意象景觀」。其實欣
賞人文世界，又何嘗不可以參照呢？所謂人
化的自然和人的自然化，很可能就是錢幣的
兩面。我們去讀書，不也是讓我們更好地去
閱讀我們的大自然，閱讀周圍的環境嗎？

兩本中國古典園林著作
古兆奉

香港義工之
多之熱心，服務
於慈善機構，舉
世知名。有一種
義工，從來沒有
向慈善機構登記

，私下默默地無私奉獻。
截至去年即二○一五年年底，香

港人口達七百三十多萬之數。去年年
初，義工登記數字有一百二十五萬人
之眾。彈丸之地，竟有七分之一人當
義工，令人咋舌。香港義工工種繁多
，諸如功課輔導、照顧幼小、幫忙烹
飪、臨終關懷、支援殘障等等，不一
而足，為親友鄰里做 「肥皂義工」的
，小可則是首次遇到。自己製造肥皂
、義務送人肥皂，這種特殊的義工，
阿玲是個典型例子。

話說阿玲從小熱愛創作，看到坊
間不少清潔用品所添加的化學物質越
來越多，為此而皮膚過敏的親友與日
俱增，她便決定看書自學如何製造天
然肥皂，很快有了心得。她說水、俗
稱哥士的的氫氧化鈉、洗擦用的椰子
油、可起泡的棕櫚油、用以滋潤皮膚
的橄欖油、防敏感的紫草油，以及成
熟皮膚用的月見草油、幼嫩皮膚用的
乳木果脂等，另外可加蘆薈粉用以保
濕、精油如茶樹精油用以消炎等，這
些都是基本成分。肥皂造好後，在家
擺放，風乾約一個月即可使用。親友
，甚至初相識的人，皮膚敏感與否，
她都不吝嗇於給他們試用，分文不收
，目的是讓大家增加點自然療法的知
識，又可以滿足自己愛創作的欲望，
更且助人為樂。

幾年下來，阿玲對製造各種肥皂
已駕輕就熟，無一不盡其妙。親友試
過，都說 「一級棒」，奉勸阿玲不如
自己開店，或者在網上做其不須門市
的生意，更可以在一些店子或藥房掛
單出售。然而，阿玲都不為所動，說
一旦與金錢掛鈎，壓力隨之而來。受
惠者堅持付費，施惠者拒絕接收，無
功不受祿，大家只好請她吃飯，或 「
以物換物」，回贈以小禮物。

近年坊間出售標榜 「有機」、 「
天然」的肥皂漸多，價錢高昂，但再
貴價也有不少人趨之若鶩。一塊薄薄
的天然肥皂，一般兩英寸寬三英寸長
半英寸厚，動輒百多二百港元，也會
被認為是 「貴得其所」、 「物有所值
」，若稍為價廉，反而備受質疑，認
為是贋品。阿玲熟門熟道，說其實只
是起初配備工具才要花點錢，耐用工
具買齊後，手藝熟了，材料並不太貴
，平均每塊肥皂的成本不必十元。話
說回來，人家出售貨品，整條生產線
，人工、運輸等等，都是成本。但阿
玲說也用不着這麼貴，況且好些這類
貴價肥皂只簡單放些天然材料，與她
所造的材料十足的肥皂比較，有天壤
之別。

滿是化學劑的一般肥皂，所放添
加劑如抗氧化劑、防腐劑等一大堆，
多洗手，以為可以免除病菌，卻大有
機會落得個過敏的下場。小可也曾是
其中的受害者，每屆轉季之初，腳跟
必然龜裂，雙手每個關節都㿺㿭，嘴
唇乾至滲血，身癢難當，頻塗潤膚乳
也不管用。阿玲見狀，先是送小可天
然洗手肥皂，塗擦了一段日子，見效
了，又送沐浴肥皂、潤唇膏、家事肥
皂、洗髮肥皂、防敏感保濕液。用了
一段日子，情況大有改善。如今小可
外遊，若忘了帶阿玲的肥皂，只用了
一次其他肥皂，不到兩、三個小時，
立馬故態復萌，皮膚乾裂滲血！

阿玲造肥皂，越造越興奮，配方
漸有加強版，例如強力家事肥皂，去
油膩特強之類，滋潤皮膚也更上一層
樓。

有人想拜阿玲為師，阿玲也義不
容辭，當導師也照樣分文不收。阿玲
說她彷彿像醫生懸壺濟世，滿足感又
多了一重。

《聖經》中 「施比受更為有福」
這句話，阿玲是百分百領略到了。處
於世態炎涼的當今社會，越見阿玲的
義工行為可敬可佩，行善之後，心靈
愉悅，吃得香，睡得好，對自己也起
到了 「藝術治療」的作用呢。

海南漁民與《更路簿》
許 揚

「自大潭過東
海，用乾巽使到十
貳更時，使半轉回
乾巽巳亥，約有十
五更……」

「從瓊海潭門港去西沙群島，航
行指針使用單針（乾巽），行駛一百
二十海里，行駛到一半的航行針向轉
為縫針（乾巽和巳亥的中間線），大
概航行一百五十海里。」

若不是翻譯成現代漢語，今人已
不能理解如同天書一般的文字。這些
文字載於《更路簿》上，是中國海南
漁民千百年來闖蕩南海的指南書。

在沒有精確的航海圖示和衛星定
位系統的久遠年代，凡前往南海作業
的中國漁船都必備兩樣東西：一是羅
盤；二是《更路簿》。羅盤確定航行
方向；《更路簿》即是海南漁民在開
發和經營西、南、中沙群島的歷史見
證，由漁民用海南方言寫成，利用文
字和地圖的方式描繪出由海南島至西
、南、中沙等各島礁的航海手冊。

《更路簿》最早於元代出現，後
在明代流傳推廣，盛行於明末、清代
和民國時期，記錄了南海海域的一百
多處地名和重要的海洋資訊，包括航
行方向、時間、距離，途中島嶼、暗
礁，海域的海流速度、天氣變化等重
要規律。現被發現的《更路簿》有十
餘個版本的抄本。漁民們依據物品形
象賦予島礁富有特色的俗名，把環礁
稱為 「筐」，把安達礁稱為 「銀餅」
，把仙賓礁稱為 「魚鱗」，把司令礁
稱為 「目鏡鏟」，漁民共命名南海島
礁一百三十六個，其中東沙群島一個
，西沙群島三十八個，南沙群島九十
七個。

在帆船時代，每位掌舵的老船長
人手一本《更路簿》。三圈、貓注、
黃山馬峙、鳥仔峙、羅孔……地圖上
一個個島礁就是航海的坐標點。八十
九歲的潭門老船長盧業發說，每年立
冬之後，當南海上空颳起西北風，潭
門漁民就借着風力出海在西、南、中
沙的廣闊海域作業。《更路簿》一 「
更」為十海里，船長用羅盤按照記載
的角度方位，讓羅盤所對應的角度對
準子午線，讓船按此角度行駛，到達
島礁後再更換行船方向行駛到下一個
島礁。如此連接下去，整個南海就順
利地繞一個圈。

在潭門漁民彭正楷抄本《更路簿
》中，記載了十七條西沙捕魚線路、
二百多條南沙捕魚線路、二十九條從

南沙返回海南島的航線、七個海上交
通樞紐和漁業生產中心。這些線路和
生產中心，就是海南漁民經過千百年
探索，逐步固定下來的「最佳路線」。

一九五七年，二十二歲的蘇承芬
從父親手中接過《更路簿》和羅盤，
成為一名掌舵的船長。隨着衛星導航
系統、航海地圖和天氣預報體系整體
裝備了漁船，《更路簿》逐漸淡出，
「但現在漁船從西沙群島三塘（蓬勃

礁）到白峙仔（磐石嶼），再到南沙
群島雙峙（雙子礁），還是在走《更
路簿》上記載的線路。」蘇承芬說，
漁民骨子裏都有樸素的維護國家主權
意識。每次出海停靠島礁，蘇承芬便
找一小塊木板，用炭塊寫上 「中國領
土神聖不可侵犯」，插在島上。

「現存的十幾本《更路簿》已經
能夠充分反映，南海漁民的足跡遍布
海南島沿岸、西沙群島、南沙群島、
中沙群島等海域，幾乎覆蓋了整個南
海。」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說，從這
些線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
就已經成為中國漁民的傳統漁場，而
這些作業痕跡更能作為海南漁民經營
和開發南海的確鑿證據。

如今，老一輩航海人不斷故去，
加之隨着科技發展，《更路簿》的保
護工作迫在眉睫。

二○一六年海南大學法學院啟動
「海南《更路簿》搶救性發掘、整理

和研究」專案，原國家海洋局海洋發
展戰略研究所所長、國際海洋法法庭
法官高之國擔任組長。專案組成員以
田野調查的方式，對數十位《更路簿
》傳承人及研究者進行了採訪，並對
現存於世的《更路簿》進行了廣泛收
集和資料採集。

三沙市與國家文物局現合作建設
海下考古中心，未來將對《更路簿》
進行多媒體製作處理，並以三維立體
化的方式加以展示和呈現，讓更多人
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代先民的航海歷史
。該市擬將《更路簿》作為該市博物
館的 「鎮館之寶」，加以重點搜集和
保護。

海南省社科院研究員趙康太說，
隨着《更路簿》研究的不斷深入，不
同學科的專家可從政治學、法學、經
濟學、歷史學、地理學、地質學、水
文學、氣象學等學科開展全方位研究
，從而在南海航運史、南海捕撈史、
南海經略史、南海開發史、南海文化
史等領域得到拓展，一門新興的學科
─《更路簿》學或將產生。

消夏酸梅湯 李丹崖

聰明的人，總能根
據天氣的情況，遴選不
同吃食的讀物。譬如，
數九寒冬，你應該讀的
就是 「紅泥小火爐」，

而三伏天，你應該讀的當然不是火鍋，否則，
看上兩眼就額頭蹦汗。

仲夏，正是燠熱天氣，我在書房裏讀梁實
秋的《酸梅湯和糖葫蘆》，心境就格外清爽，
看他對信遠齋所製酸梅湯的描述，把那些文字
大聲讀出來，真是齒頰生香── 「他的酸梅湯
的成功秘訣，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
味濃而釅。上口冰涼，甜酸適度，含在嘴裏如
品純醪，捨不得下嚥。」

文人大多是吃貨，梁實秋專門向信遠齋的
師傅請教酸梅湯的做法，然而始終不得要領，
做出來的味道總不能和信遠齋的相比。梁實秋

問信遠齋的蕭掌櫃，酸梅湯還有別的製作技巧
不？蕭掌櫃笑着對梁先生說： 「請您過來喝，
別自己費事了。」

我能想到梁實秋先生趴在冰鎮桶前品咂酸
梅湯的場景，穿長衫的梁先生對着一杯味濃而
釅的酸梅湯喝得入神，他甚至想着用酸梅湯打
敗舶來品 「可口可樂」，然而始終未能如願。
這種不能批量化生產的酸梅湯反倒愈加顯出它
的珍貴來。

前不久，再去烏鎮。買了票，一門心思往
景區深處走，兩側的小橋流水都被我忽略了，
心裏裝着的是一杯烏鎮的酸梅湯。烏鎮不叫酸
梅湯，而是喊它 「烏梅汁」，烏，是因為烏鎮
的緣故，取其形象識別的切合度，汁，說的是
它的濃度和 「零添加」。加之用頗具民國氣息
的杯子裝起來，上面是手繪的旗袍名媛，儼然
有了穿越之感。

烏鎮的酸梅湯應該就是梁實秋在北京所飲
的那種 「味濃而釅」，氣味香甜，味道醇厚，
老闆說，他們都是煮出來的，不像別處，多用
酸梅湯粉加水來沖，只有一股工業氣息，飲畢
，胃部會反酸。

這話我信，烏鎮的大街小巷，尤其是沿河
的小店裏，多有兜售烏梅的商家，那些烏梅紫
黑的臉膛，顆粒飽滿地被碼在籃子裏，等待着
全國各地的遊客把它們帶走。我多次購買過這
裏的烏梅，買回去，從小店順捎一些冰水，洗
淨了，用冰水濾上兩遍，再吃，異常清爽可口
，是烏鎮消夏的必需品。

在我的故鄉皖北，消夏也喝酸梅湯，只不
過是飲品店裏冰鎮的那種，不知道是不是烏梅
煮出來的，我喜歡配一些豌豆糕來吃，味道也
不錯。然而，許多東西，都是初次吃過的地點
最難忘，我相信您也深有體會。

當今，國際旅遊有
多種形式，乘坐郵輪旅
遊就是其中之一。我們
雖乘飛機去過俄羅斯、
東南亞、歐洲，但乘郵
輪出遊，去日本、韓國

還是第一次。
對於乘郵輪旅行，我們多少有些顧忌，擔

心枯燥，也擔心暈船。行前去理髮，無巧不成
書，閒談中理髮員告訴我們，他剛陪父母乘郵
輪回來，玩得很盡興，郵輪很平穩，上面玩兒
的東西也很多，這無形中打消了我們的不少顧
慮。

我們乘的郵輪是十一萬噸級，十七層樓高
，載客近三千人。該船意大利建造，船東為美
國人，服務人員來自各國，已運營十幾年。我
們在天津登上郵輪，不覺耳目一新。船艙走廊
上百米，兩側為旅遊者客房。我們進入房間，
面積稍遜於正常酒店，但窗明几淨，休息、洗
浴設施一應俱全，特別有一不小的涼台，可走
出觀賞海上美景。我們曾乘船遊覽過三峽，船

體很小，住房更窄，而這次所乘郵輪不知比那
時要舒適多少。

郵輪生活從早上教授太極拳開始。那是在
郵輪中部的中庭廣場，可容納上百人，我們去
得較晚，已擠不進去，只能站在四周船廊上。
教師是一位專家級人士，身着合體的白色中式
衣衫，教得不緊不慢，有板有眼，很是專業。
學者有老有少，但都十分認真。學太極後，接
着是舞蹈時段，主要跳現代舞的士高，一位西
方人邊教邊跳，舞者蜂擁而至，跳得興奮盡
情。

船上有多個餐廳，供應中餐、西餐，還有
海鮮火鍋、韓式燒烤，隨時均可享用。一次登
岸歸來，遊客吃飯集中，中餐廳排隊等候，我
們就去了西餐廳。坐下後一問方知，既可點西
餐，也可點中餐，那天我們吃了中式餛飩、意
大利粉、日本牛柳。事後通過廚藝演示會了解
到，郵輪主管餐食的行政總監是印度人，經理
是意大利人，廚師長是中國人，三人出面為大
家展示了各種廚藝，之後又帶領大家參觀了船
上的偌大廚房，並耐心地與遊客一一合影。

郵輪上的休息娛樂設施就更多。每層甲板
都有游泳池，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露天游泳池
，游泳間還可躺在卧床上看電影。健身房很大
，各種設施齊全，我們去時喜愛運動的遊客已
經爆滿。劇場設在船頭，很大，可容納上千人
，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歌舞、雜技演出，我
們看過兩次，由英國演員出演，技藝精湛，歡
快氣氛甚濃。此外，還有首飾店、服裝店、點
心吧、畫廊、美容、圖書館等設施，遊客可根
據自己的愛好自由選擇。

最為心儀的是，登上甲板，眺望無垠的大
海，感受海上情趣。不過最初幾天，天色陰沉
，海上灰蒙蒙，令人不禁有些失望。但後來終
於放晴，陽光普照，海水也變成藍色，人們高
興得不肯離開甲板，不少人忙着攝影，女性換
上最鮮艷的衣服，作出各種姿勢，顯示她們的
青春靚麗，並攝影留念。

郵輪出遊六天，登岸遊覽了長崎和濟州島
，雖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所有遊客，特別
是年邁的老人，在船上過得輕鬆、隨意、自在
，收穫不少，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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