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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張文著書
《粵曲詞中詞》，
翻閱至第四集時，
作者筆鋒一轉，以
「曲詞錯讀尋常見

」為題，指出行內
人士及曲藝愛好者，錯讀或錯唱曲詞的現
象十分普遍，用了十八篇文逐一點出，加
以剖釋。我是粵曲門外漢，喜看曲詞，這
十八篇在我看來是四集之中精彩而吸引，
一口氣讀完。

做了幾十年報人，錯字問題一直存在
，難以完全杜絕，報社編輯記者一代接一
代，新人不絕，錯字常有發生，相信永遠
不能徹底消除，何況漢字博大精深。記者
新聞稿的錯字，到編輯手，由編輯斧正；
編輯的錯字，由編輯主任或執行總編輯更
改；最後把關是總編輯，總編輯對一字一
句仍有疑問，最後找《辭海》《辭源》解
決。曲詞與新聞寫作同樣有錯字問題，作
者列舉的例子報人用得上。

作者張文精於曲藝，醉心鑽研粵曲唱
詞，因此十八篇文不是一般以字論字，以
錯說錯，他從劇目的曲詞點出對錯，以古
詩詞及經典文獻引證，讀者從一字之間，
兼得梨園逸事，增加閱讀興趣。作者舉
「睇」字為例，由陳嘉慧編撰的《梨園

歸夢南山隱》，有人唱此曲時， 「凝睇
眼前人，歲月添霜鬢」中，將首句的 「
睇」字改成 「望」字，變為 「凝望眼前
人」的唱法。認為不對。 「睇」與 「望
」同屬仄聲，字意沒有分別，作者相信
改動的原因，有人認為 「睇」是俚俗，
是廣東話，非文學修辭，才生改動，這
是認知的錯誤。

「睇」是俚語嗎？ 「睇」的原字作 「
𧡨」，一六三三年明朝末年初刻的《玉堂
字彙》，及一九三三年出版由孔仲南著的
《廣東俗語考》都有記載。 「𧡨」與 「睇
」同音，形容斜視、流盼。

作者引唐詩人王勃《滕王閣序》中，
「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的獨唱

詞，以 「窮睇」形容放眼天地。屈原《楚
辭．九歌．山鬼》，也出現 「既含睇兮又
宜笑，子慕予兮福善窈窕」，以 「既含睇
兮」描寫眼含秋波。王勃與屈原兩大文學
家，在作品中先後出現 「睇」字。白居易
長二百句的《長恨歌》，內有 「含情凝睇

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王勃、屈原
、白居易皆以 「睇」字見諸作品，作者的
結論 「睇」字不是俚俗，是流行二千多年
的文字，《梨園歸夢南山隱》的唱曲者擅
將原作的 「凝睇」改作 「凝望」，作者認
定無必要。

現今廣東話流行的 「睇電視」、 「睇
波」、 「睇劇集」、 「睇你風騷到幾時」
，不少人視為俗語，上不到文學作品，不
入大雅之堂，也有報社編輯見 「睇」字即
改，甚至是香港人、廣東人也以為俚俗，
更不要說外地人了，作者為二千年古字說
項，助讀者 「睇通睇透」。

再說 「教」字，唱卡拉OK《分飛燕
》曲詞末句 「莫教人為你，怨孤單」，友
人卡拉OK聚會，各人將曲中的 「教」字
唱成 「較」音，作者認為：不確。文中引
用二○○五年四月及九月，電台由張學友
主唱的勵志新歌，詞中有 「見證時代，互
信互愛，敢教日月換新天」，按字面唱成
「較」音。一般人朗誦時以平仄音律唸為
「蛟」音，很少出錯。

為人熟悉的王昌齡《出塞》詩： 「秦
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
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這 「教」
字，若作名詞，教授、教育、宗教，陰去
聲讀 「較」，作動詞用時，圈聲唸陰平讀
「蛟」， 「不教胡馬渡陰山」應唸 「蛟」

音，意思是使得或令到，假如飛將軍李廣
在世，又何惧匈奴入侵。

作者舉例《林沖之柳亭餞別》中， 「
弱絮臨風難抵受，豈教花落葬荒坵」，《
碧血寫春秋之驚變》中的 「一字讀來一字
血，任教頑石也點頭」，皆唸 「較」。作

者從曲詞入手，談字的正用與誤用，吳偉
鋒撰粵曲《山河情淚》，內有 「傷心一個
揚州夢，回頭頓覺恨也重重」，此中的 「
個」，為 「覺」之誤，杜牧詩正是 「十年
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覺」
字在戲曲中的唱用，既是一夢，在此就不
讀 「角」，應讀睡覺的 「較」， 「傷心一
較揚州夢」， 「較」音是入睡時的「睡較」
， 「瞓醒覺」， 「睡一覺」都讀 「較」。

早年流行的《秦淮冷月葬花魁》，蔡
衍棻撰，尹飛燕唱， 「枕上覺來悲萬縷」
，有人唱 「角」音，作者認為因為在枕上
，人在夢鄉，唱成 「較」更為合適。但楊
石渠曲，李少芳唱的《夢斷櫻花廿四橋》
，曲詞 「幽夢覺來春雨細」，因已夢醒，
唱 「角」比較合理。

以作者論析來看，廣東話 「瞓醒覺未
？」也不算俚俗。

粵曲《半生緣》中 「心花開遍你盡見
，還酹一杯敬灝天」，男角將 「酹」唱作
「劣」被質疑唱錯，應作 「賴」音，舉

例蘇東坡《赤壁懷古》尾句 「人生如夢
，一尊還酹江月。」酹讀 「賴」，已在
一千七百年，見於曹操的《祭橋玄文》
。現今廣東人祭祖先，長輩教導兒孫：
「向祖先酹酒啦！」廣東話的 「酹酒」

，也不是俗語。
《粵曲詞中詞》作者張文，共以四集

記敘及論述粵曲曲詞，專長粵劇曲藝，長
期鑽研，累積大量人與事的資料，豐富鑒
賞經驗，融入個人的文學修養，著成內容
豐滿的作品，尤以 「曲詞錯讀尋常見」十
八篇對於常用文字的報人引發共鳴，可讀
性強。記者編輯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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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曲錯字錯唱
張 茅

香港的煲湯，
是出了名的好味，
從清澈的湯身、透
底的質感、醇厚的
香氣，到足量的底
料。之前不大懂，

為何有朋友經常專門來香港喝湯。一種
付出，幾處閒適。喝健康湯，愉悅的不
僅是味蕾，更潤澤了五臟六腑。

記得曾經寫過一篇香港長壽的秘辛
，其中一個是離不開香港的食材放心和
喜飲湯水，用以保健。在香港大大小小
的餐館喝湯若干年，喝到底，最鍾情的
，莫過於利苑。吃過深圳北京上海的利
苑，大抵不會出錯的。但對於利苑天南
海北的多家連鎖分店來講，我的首選，
唯屬灣仔北海中心的利苑味道正宗。不
僅限於湯，菜品也佳。飲遍港島不解饞
，唯覺利苑湯為上。利苑湯的出品，大
多湯身清澈、質感透底，就像鋼筆畫，
不需要過多贅述，寥寥幾筆，追憶江南
的清新澄澈、清可見底。喝湯，就是喝
它的純淨清淨素淨。

利苑的湯，是湯料分離的，雖然很
多酒樓也這樣做，但考驗廚師的時刻到
來了。很多酒樓的湯料，不知各位食客有
沒有細細端詳品味過，或者面目全非，或
者凌亂無序，或者味同嚼蠟。湯好味還
不夠，湯料能夠不碎且吃起來仍然保持
鮮美，的確是考究基本功。這要求對每
味食材深入細節的研究之後，掌握不同
的時間放料之外，還要提前細膩的準備
好各種食材的清洗、浸泡、刀工等等。

這考的是整個廚師班底的配合，別
小看貌似簡單的一碗清湯，蘊含了怎樣
大量的心思、品位和智慧。大繁至簡，
繁雜的製作工序，才能打造一流的出品
。一股腦將材料倒進鍋裏，大燴菜式的
烹煮，出品會靜靜地告訴美食家，這逃
不過老饕的明察秋毫。總之，魔鬼在細
節中。烹小鮮如治大國，何況湯當屬大
鮮。

湯雖味美，不可錯飲。之前跟中醫
師父接觸過一位來自香港的鼻咽癌病患
。本身久病已虛寒，陽不足，陰過盛，

仍然每天請他的工人足量煲湯，花膠、
海參、燕窩、花旗參，和豬瘦肉一併煲
湯，幾乎都是滋陰聖品，目的是為了抵
禦病魔。藥不可錯用，湯不可誤飲。了
解自己的體質狀況，再進行湯料配伍，
是喝湯前的必備常識。如果只是胡亂為
了美味，抑或所謂的保健，先弄清楚，
是不是弄反了、吃錯了。

還接觸過一位至陰寒體質，香港如
此潮熱的夏天裏，他睡覺要用電熱毯。
結果一問，已經喝了幾年的花旗參、菊
花泡水，雪上加霜的節奏。喝錯湯水，
不如不喝。記得香港同事和我講，餐無
湯不可食，不喝湯的一餐，就會飆痘痘
長暗瘡。這樣的陰虛火旺體質，可以適
當多喝滋陰的湯。如果陽氣不足的，應
當多喝補氣的湯品，比如雞湯，最好不
過的，再加上適量黃芪。

從常理上來看，南方潮熱的天氣，
特別是廣東地區潮濕，配上去濕的湯料
，加上化濕的補陽原料，能夠起到很好
的保健功效。此外，香港幾乎沒有冬天
，一年四季在外面活動多，缺失了 「冬
藏」的藏精效果。從後天之藏精來看，
五臟六腑水谷之精氣，可以通過藏冬來
補充。香港乃至廣東地區缺失的藏精環
節，通過煲湯滋陰補氣追加。

很多地區，特別是北方，湯是用來
吃飽飯後 「灌縫兒」的，而香港乃至廣
東地區是先喝湯，後吃飯。這樣可以有
飽腹感，香港的肥胖比例不高，可能與
之有一定相關。而且中醫上講，湯是盪
，空腹飲湯，食療效果甚佳。香港的飲
食文化處處帶着保健的意識，鑄就了世
界人均最長壽的地位。湯料放什麼，如
何配伍，才能相應的滋陰補氣？需要對
自身體質有着明確的把握之後，再對症
下湯料方為上策。

為人父母者不知醫不可謂之慈，為
人子女這不知醫不可謂之孝。藥食同源
，略知一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疼
痛、大病。至少，可以避免胡亂喝湯喝
出來的 「病從口入」。

遍飲天下湯，吾獨愛利苑。與君分
享之，對的才健康。

乾隆四十一年（
一七七六年），第一
部《四庫全書》繕寫
完成。這一年，一座
綠色宮殿，在紫禁城
由黃色琉璃和朱紅門

牆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像一隻有着
碧綠羽毛的鳳凰，棲落在遍地盛開的黃花中
。它以冷色為主的油漆彩畫顯得尤其特立獨
行，顯示出藏書樓靜穆深邃的精神品質。它
，就是文淵閣。

文淵閣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看到寧波范
氏家族的天一閣受到啟發而建成的。它面闊
六間，這在紫禁城內也是絕無僅有的，因為
紫禁城內的宮殿，開間全為單數。這是取 「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表明它以水壓
火、保護藏書的意圖，而這樣的開間數裏，
也暗含着它與 「天一閣」的聯繫。

文淵閣從外面看是兩層，裏面實為三層
。下層中央明間設寶座，是經筵賜茶的地方
，《四庫全書》主要藏在上下層的中間三間
及中層的全層，其餘地方放置《四庫全書考
證》和《古今圖書集成》。如今文淵閣《四
庫全書》已去了台灣，空留那些金絲楠木書

櫃，在空空樓閣裏發着幽黯的光。這些製作
精緻的書櫃，依舊照原樣擺放着，如今已成
文物。

當年，中國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永
樂大典》（收錄在《四庫全書》內）、《古
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全部在文淵
閣裏貯齊。文淵閣也因此成為清宮最大的藏
書處。這座貌似低調的樓閣，承載了一個帝
國的光榮與夢想。那些在大火和災變中消失
的紙頁，又隨新王朝的建立而再生。一個王
朝，不僅是在現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也
要通過紙頁和文字來建立。這是因為文字始
終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文字的載體──紙，
雖有脆弱的一面，在火災、蟲蛀乃至戰爭面
前常常不堪一擊，但紙從本質上來說又是強
悍的，因為紙源於木（樹），木的特質，則
在於它的生長性。也就是說，紙張與文字可
以消泯，但消泯的一切都將附着在紙頁上
再生，我們的文明，也因此而生生不息。
於是，在宋代 「四大部書」、明代《永樂
大典》之後，清朝又開始了全新的修纂事
業，猶如兌現一個古老的諾言。而《古今
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這類超大型書籍
的最終完成，則無疑是為王朝的強盛而準備

的盛大典禮。
乾隆編《四庫全書》，歷史上毀譽參半

。為了編《四庫全書》，就要搜集天下古籍
，再按照統一體例校勘編訂，對於 「禁書」
，則要統一銷毀，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
七七四年）開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一座字紙
爐，不分晝夜地銷毀從民間搜來 「禁書」，
總量達六七萬卷之巨。因此章太炎說，乾隆
修了一部《四庫全書》，也燒了一部《四庫
全書》。沒燒的古籍，也進行了刪削、挖改
，使得被編入《四庫全書》的古書不復原貌
。魯迅對此痛切地寫道： 「乾隆朝的纂修《
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
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
古人的文章」，甚至認為： 「清人纂修《四
庫全書》而古書亡」。

但總的來說，《四庫全書》是一項偉大
的文化工程，它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紀念碑品
質—博大沉雄，穿透古今。乾隆相信， 「
知識就是力量」，因此他無比看重這套書的
編修，《四庫全書》總纂修紀曉嵐說他：

巨目鴻綱，皆由欽定，每乙夜親觀，釐
定魯魚，典學之勤，實為自古帝王所未有。

（七）

飲湯有講究
馬 超

愛的橡皮擦
王 其

假如我或我
的至愛失憶了，
該怎麼辦？這是
我最近在看內地
綜藝節目《忘不
了餐廳》不斷思

考的問題。這檔節目由黃渤等三位明星
，與三名廚師及五名有輕度認知障礙的
老人侍應一同組成 「忘不了家族」，在
深圳共同經營一間可能會上錯菜的中餐
廳。比起娛樂，該節目的價值是科普和
反思，看後讓我不禁檢視自己，是否能
耐下心來回頭看看自己的長輩，理解他
們年邁卻仍然關切自己的心，為他們仍
然健康而慶幸，為他們漸漸遺忘而警覺
，在他們因為或多或少的忘事時，少一
些煩躁，多一些關心，多陪他們吃頓飯
，多等他們一小會，多教他們一次手機
軟件，多一次不怕麻煩。

《忘不了餐廳》的主角無疑是這五
位特殊的老人，他們沒有被患病壓垮，
仍爆發出耀眼的生命力。在多種類型的
認知障礙症中，最常見為 「阿茲海默症
」。節目中，胡公英奶奶曾是一名教師
，二○○九年被確診為輕度阿茲海默症
，在患病的十年裏，疾病沒有成為人生
的絆腳石，還讓她在積極的社會活動中
學會了英語、畫畫、跳舞，甚至重新回
到了老年大學教書。在鏡頭前，她始終

保持着淡淡的微笑。她一句 「忘掉年齡
、忘掉疾病，我還是有用的」實在戳心
，令人動容。在餐廳營業的第一天，她
穿上亮紫色的綢緞旗袍，還佩戴了一串
珍珠項鏈，優雅知性。她沒有因患病降
低過對自己的要求，在為客人點菜的過
程中，由於錯把菜品編號06寫成了09而
上錯菜。儘管店長黃渤採取了積極的解
釋和補救，這依舊使她陷入深深的自責
。其實這樣的錯誤，普通人都可能會犯
，但胡公英奶奶卻認真得可愛。可能就
是這樣的認真，幫助胡公英坦然地面對
十年的病痛折磨，也從病魔手中贏回了
屬於自己的尊嚴和自由。

雖然也有人評價節目立意是好的，
但綜藝裏呈現的阿茲海默症病情是前期
輕度的，真正進入病況不可能正常交流
甚至工作的。 「忘不了」是阿茲海默症
的反面，忘記確是一件殘忍的事情。軀
殼還在，記憶已死。親人變成最熟悉的
陌生人。不難想像，記憶會消退，病症
會加重，陪伴會變得難得而辛苦。阿茲
海默症就像腦海中的橡皮擦，擦掉的不
僅是記憶，還有親友的愛。然而我始終
相信，家人就像鉛筆，即使被擦得再乾
淨，仍會一直孜孜不倦在白紙上書寫，
總會留下痕跡。

願每一位老人都能被溫柔以待，因
為那就是今後的我們。

故宮故宮
建築建築

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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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飲食
男女男女

香港香港
隨筆隨筆

人與事人與事
HKHK 從小滿說到西環米展

祝 之

小 滿 （grain
buds）剛過，夏季
的第二個節氣，表
示夏熟作物的籽粒
開始灌漿飽滿，但
還未成熟。有趣的

是，二十四節氣中，有小暑有大暑，有小雪
也有大雪，有小滿卻沒有大滿。有說這好比
中國人謙遜，一無所有未免有所遺憾，但求
小滿足，小滿是安，安就是福。不奢望大滿
，挺有意思。

小滿時期，南方地區的農耕，正進行水
稻的追肥、耘禾。小滿告知農民，這時是麥
穗初齊，是收穫前奏。由小滿、水稻，令人
想起現正在西環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舉行的「米展」，詳細談及香港的
糧食政策、食米進口貿易、批發零售、農業
、飲食業的前世今生。該資源中心面積不大
，卻能擺上不少展品，不少文字解說印在從
天花吊下來的布幕，靈活處理，觀感舒適。

米業在香港，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轉變，
當中與米相關的舊用具展品，讓人看後感觸
良多。戰後的香港，一窮二白，人們能吃飽
肚子殊不簡單。上世紀六十年代，筆者是小
學生。印象中，有時路過米舖，但見像堆得
小山丘高的白米，盛滿在八桶十桶的木桶內
。白米之上給插上了一條類似划艇用的划板
，板上寫有何種米、何種價錢。那時港人吃
的外國米，多由泰國而來，舊名暹羅，暹羅
米；也有來自香港新界的元朗米。多桶米的
後面或旁邊，多是半身埋在桌前的米舖老闆
。多桶米的後面，放置了多個像疊羅漢疊到
天花搬高的麻包袋，一個疊上一個，橫放於
店內深處，幾及天花。店後面是米倉。展品
中也有用以秤米輕重的秤砣。店內尚有一至

兩隻黑白間條的貓。存米糧的地方，沒有
老鼠不容易，貓的存在大有必要，這貓昂
首挺胸到處走，很有 「我是大眾食糧的守
護大使」氣焰。店內有秤米用的秤和秤砣
。古代秤砣名叫 「權」，秤桿叫 「衡」，
「權」與 「衡」合起來是 「權衡」，是國家

法定的計量用具，之所要秤，是買賣雙方公
平交易的一個重要模式。

當時有些米舖獨沽一味只賣米，有些是
雜貨舖，柴米油鹽都賣，及後雜貨店的貨品
種類越來越多，醬料、糖、醋、罐頭、雞蛋
、鹹蛋、皮蛋、冬菇、髮菜等等，都是廣東
人的主要食糧。至於白米，那時的本地米多
是元朗米，外國米如美國米、日本米、澳洲
米尚未引入，外國米多是泰國米，更早期的

泰國米舊稱是暹羅米。那時候香港經濟未起
飛，一般家庭發薪之日便是買糧之時， 「餐
搵餐食餐餐清」、 「手停口停」。廣東俗語
的出糧日，即是發工資日，那天有薪水可領
。打工仔，出了力，從老闆那兒拿出了錢，
打工仔就拿這些錢去買糧食。出糧日，名副
其實那日去買糧，去糴米，一家人才有吃的
。到米舖或雜貨舖糴米，都是散裝米，袋中
錢多一些就糴多一些米，錢不夠就糴少點米

，經過秤米的關卡， 「權衡輕重」，公平交
易。回家後把糴得的米倒進家中的米缸，米
缸外面有大張紅紙，紙上寫着 「常滿」。這
反映那時代的人的米缸並不是常常有米，寫
着 「常滿」，寓意常有米，讓家人有飽飯吃
。如今，左鄰右里碰頭，若是接近吃飯鐘點
，便以互問 「食咗飯未」作招呼慣常用語。
現代年輕人不知情況，有的以為 「這種問法
好煩，人家吃飯與否與你何干？」卻不知道
昔時中國人常餓肚子，這種問候，是 「但願
大家不餓肚子」的美好祝願。二十節氣中的
小滿，與 「米展」的展品，相關含義甚遠。

「米展」中一種用麻包袋裝着名叫 「金
嘜」的泰國米，今天似乎難以見到。雖然如
今街市仍有散裝米賣，但多數人都到超市買
用膠袋包裝好的米，大中小包都有，供顧客
選擇購買。

◀泰國上等白米，被置於秤和秤砣之間
，正等待 「權衡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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