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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人人盡說
吉利話， 「平安大
吉」 、 「恭喜發財
」 ……中國人的新
年充滿祥和，對未
來與人生無限憧憬
，代表中華民族 「
和」 與 「同」 的傳
統思想。

家家謝灶過年，少不了買一條
鯉魚回來供神，鯉魚肥大，象徵 「
大利」 ， 「鯉」 與 「利」 諧音，先
人選擇鯉魚，不作他想，很是聰明
大智。我們以鯉寓利，不止是金錢
財富，還包含順利之意，打工、創
業、營商的人都祈求 「順利」 ，先
人留下 「水利」 一詞，河道治理，
利及民生，做水利工程的人也崇拜
鯉魚。 「謝灶」 這一日，以鯉魚供
奉灶君老爺。

家裏老人說，如今謝灶改用鯪
魚， 「壓年」 也用鯪魚代替了。鯉
魚難買，走幾處街市，魚檔不賣鯉
魚，問原因，魚販說沒有來貨，據
說珠三角一帶越來越少人願意養，
村人轉養價錢高的魚類。

老人家說，酒樓飯店也不賣鯉
魚了。從前有 「春鯿秋鯉」 之說，
香港人吃時令，入秋鯉魚肥，雌鯉
多卵，雄鯉長精，魚鱗下面含油脂
因此不去鱗。入秋開始，煲仔菜登
場，薑葱煀鯉魚煲風行數十年，九
龍廟街的飯店與食檔，夜市各式煲
仔菜上枱，菜式名稱以大字寫在牆
上，各式煲仔菜少說有三十多種，
獨不見薑葱煀鯉魚煲，好生奇怪，
這菜式似是被淘汰了。

沒有鯉魚供應，謝灶缺不得的
，改用鯪魚還是可以，但缺了一個
「鯉」 字。老人家說，沒關係，鯪

魚的 「鯪」 與 「靈」 同音，靈活、
精靈、靈驗都好意頭，望個孫年年
精乖靈利。

住在市區與居於新界鄉村有些
習俗不一樣的，新界居民可以原汁
原味傳承過節習俗，市區的人家未

必完全做到，居住環境使一些事情
改變，農曆十二月十四至二十日拜
祭灶君，求主管廚房的灶君老爺為
來年帶來全家富貴健康，豐衣足食
是家庭大事。謝灶這一習俗，新界
便有別於市區。

市區的住宅狹窄，廚房這僅能
轉身之地可以擺放什麼？安置灶君
神位，大抵只有新界村屋人家，村
屋廚房靠天井旁邊自成一角，設有
灶頭，空間闊大，灶君神位安放灶
頭牆上。市區有多少戶人家可以安
置灶君老爺，也許百家沒有一家，
家中廚房裝配主體是兩個煤氣爐的
平台，旁邊置水盤，平台上面裝吊
櫃，下面也是櫃，再配置洗衣機及
雪櫃，尚能餘下小小空間很不錯了
，再騰不出地方安置灶君神位，有
了神位，還需每日上香，還要小心
防火。住劏房更不要想，居住環境
所不容。

家中僅有長者知道農曆十二月
十四至二十日謝灶拜灶君，老人家
說，家裏沒有灶神位，不方便點香
燭，還是要吃好一些，像過個節，
讓後輩知道什麼日子。

由社會文化及其他因素漸變的
現象，由老人家傳承，老人家接受
傳統文化教養，熟悉習俗的內涵，
知道應做什麼，認真地做，謝灶用
活鯉魚，這條活鯉魚祭過灶君，不
是用來吃的，須恭敬地送到河邊放

生，彷彿帶一點禪意。拜祭時用一
片紅紙蓋着魚的眼，為什麼？老人
家也說不上總有意思的。祖先認為
鯉魚是神物，一條鯉魚能活到百歲
，便轉化為龍，大坑區每年中秋節
舞火龍，看到幾條鯉魚燈如影隨形
，繞在火龍身邊，必有因由，辛棄
疾詩句 「一夜魚龍舞」 ，魚與龍不
可分，在傳統文化中，鯉魚與龍皆
有吉祥寓意，民間春節張貼年畫 「
鯉魚跳龍門」 視為好意頭。許多故
事由歷史讀得來，新一代閱讀新科
技書籍，少接觸中國文化，家中長
者應多說點故事。

新界村人，貼揮春是開心忙碌
喜事，家人齊動手，將舊的除去，
貼上新的，在門口張貼大字對聯
，大門上貼門神或 「神荼鬱壘」
，天階貼 「天官賜福」 ，然後是
客廳，睡房門、廚房各處張貼出
入平安、老少安康、迎春接福，財
源廣進。村中祠堂、門前一對春聯
更為重要，字體要靚，寓意光宗耀
祖。

相對地，市內住宅的揮春漸少
，受單位面積局限不能多貼，門外
裝置了鐵閘貼不上對聯，雖然受居
住環境局限，未如新界村民隨心所
欲，然貼揮春的習俗家家仍視為春
節不可缺的一件大事。

每一代人不忘初心，這是五千
年歷史的延續，何等重要。

一夜魚龍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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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為時不過三年，隨着
蘇聯解體，東西方力量對比發生
變化，佩雷斯的立場開始變化。
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難得的歷
史新機遇到來，應該牢牢抓住，
力爭使作為中東問題核心的巴以
衝突得到解決。他說服了時任總
理伊扎克．拉賓，於一九九三年
一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同主要政
治對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舉行秘密談判
。由於談判雙方均有了改善關係的需要
，當年九月就達成並簽署具有歷史意義
的 「奧斯陸協議」 。根據這一協議，雙
方相互承認，結束敵對狀態。五個月後
，以色列同鄰國約旦也簽署類似的和平
條約。

戰爭持續近半個世紀的中東地區，
開始顯露和平的曙光。為此，佩雷斯同
拉賓與阿拉法特一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佩雷斯興奮地說，適時而動，他的 「
鷹派」 面具從此甩掉。在同年出版的《
新中東》一書中，他甚至還說，隨着二
十一世紀的來臨， 「戰爭不再有任何用
處」，「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征服
貧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苦難」 。他一
時顯然有點過於樂觀，而未預想到，巴
以和平協議簽署，在雙方大多數人歡迎
的同時，也遭到少數堅持強硬立場的人
反對。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以色列
極端分子殘忍地將協議的另一位推動者
和簽署者拉賓總理殺害。好在佩雷斯並
未因此被嚇倒。他接過拉賓手中的權柄
，繼續推動巴以和平進程，顯示出他對

實現中東和平的信心和決心。
佩雷斯主政期間的另一大

夢想是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事
業，加速以色列實現現代化。
以色列面積只有一點四九萬平
方公里，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是
沙漠，既缺少耕地，也缺少水
源，其他資源也相當匱乏。從
這樣一個現實出發，他大力倡

導治理沙漠和開發荒漠地區，發展海水
淡化、節水滴灌、無土栽培等工程。農
業很快發展起來，解決了國人的吃飯問
題。同時，避開資源匱乏的短板，利用
豐厚的人才資源，他倡導優先發展低消
耗、高產出的產業，加快高科技項目的
研發和應用，促使以色列以驚人的速度
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進入二十一世紀，佩雷斯敏銳地抓
住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站立在新的歷
史高度、以新的更加寬闊的視角觀察和
處理發展問題。二○○二年，他出版《
新創世記》，探索使以色列和中東地區
「走向新的未來的道路」 。他認為， 「
我們正處於歷史的轉型時期」 ，強國之
道已不再是以前的 「利用肌肉」 搶佔土
地、掠奪資源、發動戰爭，而是要更多
地 「依靠頭腦」 ，進行科技創新和人工
智力的開發。他指出，隨着蘇聯解體和
東歐劇變，逾百萬猶太人正在移民以色
列，其中有大批具有專業技能的科技人
才，這筆巨大的無形資源需要開發和利
用。（ 「西蒙．佩雷斯孜孜追夢之人生
」 之四，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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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時度勢 人間要有善意
台灣的選舉結果已

然出爐，國民黨大敗的
原因，從專家的分析報
道中，相信大家都已得
知。這樣的選舉結果，
你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是歷史學
家許倬雲的作品《現代
文明的批判》，因為許

倬雲在分析現代西方文明的困境中，對
西方民主制度有不少批判。

他在書中的結語說： 「……民主
制度下，所有官員都經過票選，這些
官員們經過媒體的渲染，在選舉過程
中巧言令色，以博取選票，但他們其
實並沒有真正的執政能力。我僑居美
國，這幾十年來，從選舉制度選出的
各級官員，跟着媒體影響力的擴大，
愈來愈顯示民選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
制度。」

看看台灣這次選舉的結果，熟悉台

灣那些立委的人都知道，有不少都是靠
護黨才獲提名，一點法律知識也沒有的
大有人在。但在民進黨全力支持下，反
而當選，難怪許倬雲也感慨地說： 「台
灣的 『立法院』 ，甚至常有拳打、足踢
、拉頭髮、搶擴音器、佔領主席台等種
種的暴行。立法和行政之間，難以協商
，導致政務接近癱瘓。」

這就是立法的依據不足，只要法律
條文對執政黨有利，便強行通過，這樣
的 「立法院」 ，能不打打鬧鬧嗎？其實
去年底的香港區議員選舉，不也是顯示
出，沒有真才實學的人，在媒體的渲染
下竟然當選了嗎？

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國早就有文字
陳述。《禮記．禮運》： 「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 許倬雲也以翻譯的白話文
來指出， 「這個原則，相當程度必須由
國家機器掌握若干財富的分配權，才可

能達到。」
但為何西方民主國家未能達到？許

倬雲認為， 「有些佔有優勢的人士，手
上累積的財富，遠大於他應有的一份。
這些成功人士，卻會以保障人權自由的
理由，反對國家機器干預。」

這些大財主，認為公民有發展的自
由，但卻不願意負起社會責任。奈何？

許倬雲認為現代文明已走向秋天，
民主政治制度必須思考如何避免權錢交
織的選舉等等弊端，才致走向寒冬。他
發現難處不小，但他在書中最後一句話
是： 「我相信：只要世上有善意，人間
就會是天堂！」

但從台灣這次選舉來看，不是有網
軍利用網絡來抹黑對手嗎？為了贏取選
舉勝利，善，根本不在考慮之內，這就
是照搬西方民主最後的手段了。

再看香港那些暴徒，口口聲聲爭取
「民主自由」 ，但暴力中只有惡意而已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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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去荃灣南豐紗廠欣賞 「賽馬會
藝壇新勢力」 壓軸節目《我們之間》。五個
本地藝文機構，以陳慧短篇小說《香草織》
為藍本，借助戲劇、音樂和裝置作品等，重
溫香港經濟起飛年代紗廠女工的辛勞，並思
考時代與個體的微妙關聯。

在四十分鐘一氣呵成的《白薑花》裏，
進行連串翻騰、高空攀爬和跳躍等高難度動
作，突出身體的力量感與節奏，巧用周遭環
境拓展表演空間，模糊台上與台下的距離。
作品節奏快慢交替，既有如水的溫情，也有
迅疾如電的暢快淋漓。道具中的長白布條，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說得淺白些，它們象徵
當年紗廠女工的勞作成果；再細看，也可喻
為一個地方去往另一地方的途徑，或是個體
之間的扭結與纏繞。是聯結，也是固限或隔
阻，意涵微妙。

在紗廠三樓平台演出的《我們的媽她們
的媽》，則是全女班表演。七位女演員排成

一字，身着特殊布料製成的衣裝，不斷重複
「旋轉」 動作。旋轉時快時慢， 「飛快」 、
「快」 、 「慢」 與 「極慢」 等速度交替出現
，在 「相同」 之中穿插 「不同」 。舞者的身
體象徵線碌，觀者由此想及數十年前此地曾
是怎樣喧鬧奔忙景象。時代遷變，物是人非
，唯餘記憶。就像陳慧在《香草織》中，借
女主角之口，記下的荃灣印象： 「我在這裏
悠轉一生，不經意地，看着它自卑微至可望
不可即的輝煌。」

觀看表演時，有一群銀髮族觀者在導賞
員的帶領下，於舞者之間穿行，在平台上觀
看藝術家創作的壁畫。我想，他們應是曾見
過荃灣當年紗廠繁忙、大廈 「如春筍一樣拔
長出來」 的那些人吧。誰又能想到，彷彿已
沉於時間長河的記憶，經由如今青年一代藝
術創作者的找尋，重又回到你我之間。

近年香港不少舊建築翻新，改以文化與
藝術空間，舉辦演出、展覽，匯聚手作及文

創店舖，為本地創作人提供展示與表達的平
台。中環的大館和元創方，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JCCAC，土瓜灣的牛棚藝術村，以及今
次《我們之間》演出的南豐紗廠，都是例證
。去年底，我參與創辦的藝術普及平台 「藝
術解毒」 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合作，在牛棚藝
術村合辦展覽導賞，邀請藝術評論人介紹香
港藝術家聯展《借景》，並與一班藝文愛好
者前往尖沙咀海傍，欣賞環境舞蹈表演《逶
迤》。《借景》與《逶迤》雖呈現方法不同
，講述的卻都是香港故事與香港記憶，既關
乎當下，亦回望往昔。我從來不贊成將香港
視作 「文化沙漠」 ，近年愈來愈多的本地藝
術家以城市為靈感，糅合不同界別敘事，記
敘、直陳、鋪排，愈見信心及勇氣。

反觀自己，此前去香港文化中心或香港
藝術館，每每因為內地或海外知名藝團與藝
術家訪港而欣喜不已，卻甚少關注本地青年
藝術家與藝文機構的創作。今次《我們之間

》以及此前牛棚藝術村的新鮮聲音，漸漸讓
我拋開 「本地薑不夠辣」 的成見。我想，香
港藝文的發展，不單要看是否能請到柏林愛
樂這樣的國際名團訪港，還要看本地藝術家
是否樂意不斷嘗試新鮮。在我與你，彼處與
此處，過去與當下之間，不應有太多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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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蕩漾，楊柳依依。野鴨
成群，棲息在水中的金屬橫欄上
。暖陽溫煦如江南。其他建築不
多，只有岸邊修繕不久的望海樓
寶塔高高矗立，雕樑畫棟，吸引
了諸多遊客流連拍照。違規游泳
的，擺攤賣小物件的，在岸邊石
櫈石桌上擺開棋局的，在金屬網
保護中圍着乒乓桌來來往往、玩
得熱火朝天的，這些都是謀生或休閒的
本地 「土著」 。中外遊客坐着三輪黃包
車駛過，車夫滔滔不絕地講述着真真假
假的傳奇故事。北京什剎海公園一派生
氣勃勃。

我來此遊賞是忙裏偷閒。出差北京
，趁着訪談工作進行的間隙，按照百度
地圖的指點，坐地鐵、坐公交、步行，
跌跌撞撞一路找去。百度地圖對標誌分
明的大街大路比較適用，要從北京蜘蛛
網似的小胡同裏 「殺出一條血路」 ，着
實不易。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一向辨
識地圖無能，只能聽語音提示。系統又
不時滯後，往往等我走過去了才聽到電
子音通知轉彎。

找什剎海公園就是如此。在羊房胡
同、鴉兒胡同、柳蔭街之類充滿詩意，
卻也充滿迷惑的路名中間掙扎了一番，
最後還是問了在路邊曬太陽，牙齒都掉
得差不多的老人才找到目的地。也才知
道原來這是個開放性公園，周圍的居民
從各條小徑自由進入，我們這些外來遊
客要找大門就困難了。不過，也因此見
識了一些保留完好或修繕一新的四合院
建築，體驗了路邊停着遮蓋塑料布的小
車擋住一半道路，高處晾着曬衣桿，居
民遛狗、閒聊、大聲吵吵的原生態小胡

同生活。錯有錯着，因禍得福。
資料上說，什剎海是北京著

名的歷史文化旅遊景區，位於西
城區，水域面積三十三萬六千平
方米，與中南海水域一脈相連，
是內城唯一一處具有開闊水面的
開放型景區，也是北京城內面積
最大、風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歷
史街區。什剎海包括前海、後海

和西海（即積水潭），與包括 「中海」
、 「南海」 在內的 「前三海」 相呼應，
俗稱 「後三海」 。什剎海也寫作 「十剎
海」 ，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稱。
十三世紀，元大都始建，全城自北向南
的中軸線緊靠積水潭選定，大都城四面
的城牆就是按照積水潭東南岸的距離而
建的。蒙古語中用 「海子」 稱呼大水面
，所以叫什剎海，而非什剎湖。什剎海
是元、明、清三代城市規劃和水系的核
心。清代起就成為遊樂消夏之所，為燕
京勝景之一。

前人曾以 「西湖春，秦淮夏，洞庭
秋」 來讚美什剎海的神韻。說實話，我
所見到的後海一帶比不上西湖的精緻秀
麗，也沒有太湖煙波浩渺的雄偉，勝在
原汁原味，煙火氣十足。特別是後海北
沿一帶，我迷路的所在，大量典型的胡
同和四合院值得品味遊賞。後海南沿則
矗立着不少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
比如，原醇親王府後來一半闢為宋慶齡
故居，另一半則成為宗教事務委員會。
一路上古剎、鐘樓、鼓樓，處處有景致
，處處有來歷，也難怪中外遊客蜂擁而
至了。更妙的是，一走出什剎海景區就
到了地鐵站，乘上又可以去遊覽天安門
、天壇等市中心的景點了。

徜徉什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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