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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春節假期已近尾聲，人們
開始踏上了新的征途，香港年初五
是開工日，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新
的希望。中國人的農曆春節，既是
新一年的開端，也很講究儀式感，
縱然時代不同，儀式感各有定義，
但蘊含的都是對故土的眷戀和對新
一年的期許。

不論是內地還是香港，團圓都
是主旋律，平日未能見面的親人，
在這一個年節，找到了團聚的理
由，過程中，人們吃團年飯，利
是，港人會到車公廟等場所祈福，
這些都是充滿年味的儀式感。

新春過節，慶祝團圓、許下心
願，都是兩地相同的文化習俗，但
相比較內地長輩派小輩利是這一
點，香港的職場，老闆會給員工派
利是，已婚同事也會派利是，取吉
祥如意好兆頭。

以往，新年的儀式感體現在實
打實的生活場景當中，但到了網絡
手機新時代，年輕人的過節儀式
感，更多地在虛擬網絡世界完成，
諸如網上派發微信紅包、在線約三

五好友打遊戲。
誠然，現在不少過節儀式感都

可以通過一部手機完成，但傳統過
節方式的種種習俗，是世代流傳下
來的儀式感，雖說有的已經隨着人
們生活的改變而被淡忘，不過新年
的儀式感還是要體現在真切的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層面，如此才更有年
味。

不僅如此，現在不少居港外國
人也在追尋傳統年味的儀式感，他
們包餃子、吃臘味，逛街市學砍
價，看舞龍聽戲曲，一同感受中國
年的無限魅力。

人之所以追求春節的儀式感，
因為這背後體現的是一種傳承和濃
濃故土情。連外國人都開始喜歡上
中國年的儀式感了，我們更應該珍
惜年味帶來的感動和祥和。

過節儀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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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
儉難。人如此，魚亦如此。

家住隔壁的李太，春節前與友
人結伴歐遊，離港共二十天，她最放
心不下的是家中魚缸所養的一條龍吐
珠，雖委託女兒代為照看，但還是擔
心粗枝大葉的她會忘了定期給魚缸換
水。臨行前，李太特意將專供龍吐珠
進食的魚飼料分成若干小袋，方便女
兒依時投餵。

香港俗稱的龍吐珠，又名亞洲
龍魚，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的熱帶和亞
熱帶地區，因其體形長而有鬚，胸鰭
似龍爪，形似中國神話中的龍，故稱
為龍魚。外形華麗的龍吐珠，是近年
在華人社群深受歡迎的高級觀賞魚，
被愛魚者視為能帶來好運和財富。

根據產地和顏色，龍吐珠又分
為金龍、紅龍和青龍。李太所養龍吐
珠，是一條金頭過背的金龍魚，鱗槓
之金色槓緣一直延伸至背部，品相極
佳。在燈光下金光閃閃，珠鱗片片，
外形富貴，深得李太歡心。

遠遊歸來，李太看見魚缸中的
龍吐珠展花式泳姿，更游至缸邊與人

對視，搖動魚尾頻頻 「示好」 ，李太
的臉上一下子樂開了花。然而，好景
不常，當晚，李太就發現龍吐珠對從
前愛吃的魚飼料視若無睹，不聞不
問。到了第二天，牠依然無心進食。
心急的李太致電女兒，方知在這二十
天裏，女兒想着春節期間加加菜，到
街市買來餵魚用的小活蝦，讓龍吐珠
一飽口福。沒想到龍吐珠一試難忘，
再試尋味，覺今是而昨非，最後演變
成不見小活蝦就不張嘴進食。

李太本想改改龍吐珠的 「驕
氣」 ，讓牠先捱餓，以為待其餓了，
或回心轉意，重吃原先的魚飼料。沒
想到這條龍吐珠很是倔強，寧願捱餓
也不願將就。眼見 「絕食」 多日的龍
吐珠鱗光漸黯，李太終是 「心軟的
神」 ，只能投其所好，為牠投餵美味
鮮活的小河蝦。這一局，龍吐珠勝。

龍魚的倔強

龍運垂祉，光耀神州。甲辰龍年
到，中國國家博物館近日精選二百餘
件（套）館藏文物，推出 「龍肇新元
──甲辰龍年新春文化展」 ，春節期
間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前
往參觀。有着 「中華第一龍」
美譽的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的
玉龍（附圖，作者攝）更是在
展覽中 「C位」 亮相。

華夏之地，深藏美玉。紅
山玉器很早就有傳世品在世間
流傳，這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它

也是已知紅山玉龍中體形最大的一
件。此玉龍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是該館鎮館之寶之一，也是禁止出境
展覽的絕世國寶之一。

這件C形碧玉龍，相
信不少讀者都在電視或
是網絡上見過。它的
「老家」 在內蒙古赤峰

市翁牛特旗。一九七一
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
三星他拉村（地名普查
後改為賽沁塔拉），被
當地村民在挖樹坑時意

外發現，最初還當是廢鐵，後來鏽跡
脫落，一件玉器漸漸露出真容。一九
八五年，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著名
考古學家蘇秉琦對其進行鑒定後認
為，這是一件紅山文化時期的玉器。

玉龍由墨綠色岫岩玉雕琢而成，
高二十六厘米，重一千克，周身光
潔，雕琢精美。龍身捲曲呈英文字母
「C」 的形狀，因此被命名為C形玉
龍。從首部特徵來看，龍首短小，吻
部前伸且上翹，嘴巴緊閉，鼻端截平
呈橢圓形，以對稱的兩個圓洞作為鼻
孔，梭形細目，捲尾有力，軀體捲曲

若鈎。專家給出的點評是， 「雖無
角、無肢、無爪，卻極富動感。」

在玉龍的背部有一個對穿單孔，
如果以繩懸掛，龍的首尾恰好處於同
一水平線上，由此可見，孔的位置是
經過周密計算的。

中華第一龍


電子書的插圖
都說如今是讀圖時代，生活中的

圖像確實比以前多了不少，這和攝影
器械普及有關，也和網絡社交的需求
有關。有圖未必有真相，在朋友圈卻
更能吸睛。比起文字，圖更直觀又更
隱晦，言內之旨、言外之意，收納其
中，任君解讀，好比一塊浸過水的海
綿，乍看形貌如常，拿手一捏，水就
不斷滲出。

圖書中的插圖卻似乎逆時代潮流
而行，變得越來越少。在書籍史上，
插圖的使用歷史悠久。據考，宋元話
本小說已有插圖。插圖或置於正文之

前，或嵌入文中，各有其趣。箇中佳
者，甚至脫離文本而成為獨立的藝術
品，如上海畫家戴敦邦先生的《水滸
傳》《紅樓夢》等名著插圖，場景生
動，人物富有神韻，耐人賞玩。做過
蘇州圖書館館長的近代書法家蔣吟秋
說他拿到書刊後， 「必先觀封面及插
圖，次觀目錄，又次觀編輯餘談、編
輯瑣言或編輯室燈下等等，又次觀小
品補白，又次觀雜作，又次觀短篇，
末乃及長篇。」 插畫是居於他閱讀次
序C位的。

我倒沒有看書先看圖的習慣。不

過，淘書時遇到插圖精美的舊版書，
剁手的概率會大大增加。如果把閱讀
比作一次園林漫步的話，插圖於我而
言如路邊的椅櫈，提供了個歇腳的地
方。據說，人的左右半腦各司文與
圖，那麼，目光從文字轉到圖上，腦
的運用也隨之轉變，這自然是一種積
極的休息。如果讀小說，插圖中的人
物和場景或與讀文字時的想像並不一
致，但若畫得精美，便會融入對故事
的理解，形成新的更豐富的圖景，留
下深刻記憶。如果讀的是散文，好的
插圖更能深化對文意之理解，增加審

美愉悅。
中年如我輩雖非網絡原住民，卻

已漸漸適應電子閱讀。比起紙面，手
機或平板電腦的熒幕清晰度更高，版
式設計更靈活。如能接續圖書插畫的
傳統，在電子書裏插入繪畫佳作，當
能增加閱讀趣味，獲得雙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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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二月十日，農
曆甲辰年正月初一，龍年到來。
中國龍是民間想像的產物。龍角
似鹿、頭似駝（一說似馬）、眼
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據說這種複合形象融合了諸多動
物的美德：鹿的祥和溫柔，駝的
堅忍，兔的機動，蛇的城府，蜃
的神秘，魚的財富，鷹對機會的
把握，虎的威嚴、獨立，有朝
氣，牛的忠誠等。比起威風凜凜
的老虎，龍兼具變化多端，高深
莫測的特質。

神話中龍居江河湖海，又
能呼風喚雨，等於掌握了農業社

會的命脈。難怪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
為至高無上的存在，常與皇權、神權相提
並論。

比起其餘十一種動物生肖，龍純屬臆
造，沒有現實生活中的原型，不但有不接
地氣之虞，而且歷來多的是傳說，正所謂
「譽之所至，謗亦隨之」 ，是個 「爭議
性」 較高的圖騰。

哪怕龍有陰晴不定、喜怒無常的屬
性，想像中的龍的力量、法道、神通，千
萬年來依舊讓人艷羨不已。龍年出生的寶
寶人數一般多於其他年份，和羊年的出生
人數比更是反差較大。

這種以生肖年的 「象徵意義」 為標準
備孕、生育，厚此薄彼的做法顯然缺乏科
學證據，但人們的迷信想法、迷信行為又
何止這一宗。所可慮者，是囿於約定俗成
的偏見，日常給自己諸多心理暗示。能因
此積極進取還罷了，儘管也有盲目自信、
志大才疏的風險，更糟糕的是整日畏畏縮
縮，自我設限，總覺得自己的生肖不給力
而放棄奮鬥。

新年新氣象，無論何種生肖，願大家
都奮勇向前，做最好的自己。

四大名著如並蒂之花，
常被列在一起評說。它們之
間也不乏有趣的夢幻聯動。
前三部均取材自諸多民間傳
說、故事、史料，汲取了大
量民間的藝術養分。

《水滸》第九十回，燕
青與李逵到東京看燈，在勾
欄聽評書： 「正說《三國
志》，說到關雲長刮骨療
毒。」 當然，此處《三國
志》既非《三國演義》（成
書比《水滸》晚），也非正
史，而是民間話本，可視作
《三國演義》的底本。

再如，朱仝 「面如重
棗」 ，號 「美髯公」 ；關勝
更是關公嫡派子孫；呂方使
用方天畫戟，號稱 「小溫
侯」 ；晁蓋誇吳用： 「果然
賽過諸葛亮。」 考慮到羅貫
中參與了兩部書的寫作，當

中未免有些文人的小小狡黠。亦說明藝術
源自民間，經歷了集體智慧的不斷互相滋
養。

《紅樓》是文人獨立創作。書中不少
情節，顯示了水滸故事、西遊故事的普
及。寶釵生日，賈母叫寶釵點戲，她先點
了一折《西遊記》，後又點了一出《魯智
深醉鬧五臺山》。這些熱熱鬧鬧的戲，深
討賈母歡喜。

第三十回，寶玉奚落寶釵，黛玉在旁
得意，寶釵心中有怒氣。當黛玉問她剛才
看的什麼戲，寶釵便答話： 「我看的是李
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 寶玉說：
「這叫《負荊請罪》。」 寶釵笑道： 「原
來這叫作《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
才知道 『負荊請罪』 ，我不知道什麼是
『負荊請罪』 。」 寶、黛頓時羞紅了臉。

而西遊元素更多。賈珍請寶玉看戲，
就有《孫行者大鬧天宮》。李紈與鳳姐的
丫頭平兒開玩笑： 「我成日家和人說笑，
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他……有
個鳳丫頭，就有個你。」

情節最繁複的，是賈母在元宵家宴上
講孫行者的笑話。取笑伶俐嘴乖的媳婦，
是吃了猴兒尿，打趣了王熙鳳，也安撫了
其他不善言辭的媳婦。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如何樂天知命
出世與悲觀，有時候只是一線之

差。南朝梁人劉峻曾寫下《辨命
論》，文中援引不少歷史人物，說明
賢人如顏淵、子路等都未能有所善終
或善報，而楚穆王、柳下跖等奸險的
人作惡多端，卻長壽而終。劉峻想說
明的是：人的生死禍福，取決於命定
而非人為。

於是，劉峻寫道： 「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
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
而不喜，死而不慼。」 也就是說，有
德行的人遵守正道，樂於順應天意，
安於自身的境遇，明白人對天意的無

可奈何，理解其不會因人力而有所
變，過去的無法重來，到來的無法拒
絕，不因活着而欣喜，也不因死去而
悲傷。

有人認同劉峻，認為他的道理豁
達、出世，但也有人批評此說，指出
當中的悲觀意識，甚至犬儒。我想，
這認知的落差還是來自於如何註釋
「無可奈何」 與 「樂天知命」 。

處之泰然，不等同於無所作為。
莊子在《人間世》便說： 「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換言
之， 「安之若命」 乃是我們領悟到生
命的各種無可奈何，且非人力所能抗

拒或掌控之時的一種選擇，也是一種
德行的主動實踐。

「樂天知命」 之說，讓我想到英
國 科 學 家 詹 姆 斯 ． 洛 夫 洛 克
（James Lovelock）的 「蓋亞假
說」 。此說假設 「蓋亞」 是一名大自
然的監管者，按照其原則控制地球的
溫度、海水鹽度、氧氣等等來維持生
態的整體運作。

在這運作之下，不單是你，或
我，或任何個人都變得不重要，而是
整個人類群體也不重要，因為它只是
巨大生態系統中的一顆齒輪，甚至是
一顆阻礙了系統好好運作的齒輪。

「蓋亞假說」 指出，人類可能會
因為生態與氣候的變化而煩惱，甚至
視之為 「問題」 ，但對於蓋亞來說，
這不過是祂需要管理的日常運作。那
麼，這是一種無可奈何嗎？可能吧，
但洛夫洛克的假說不會叫停我們去保
護環境的意識，卻是教導我們以 「蓋
亞」 的視角，無私的愛護大自然。這
也是我所理解的樂天知命。

人日快樂
農曆大年初七是人日，人日快

樂！新正頭，重彩頭，祝讀者鴻運當
頭，輪候公屋和計劃置業者盡快上
樓，打工仔不用為上班壓力發愁，長
者開心滿足得無欲無求。

為什麼正月初七是人日？許多人
以為跟十二生肖有關，非也。有說將
正月首八天與人、畜、物連繫排列是
始於漢代的東方朔，他定的排列次序
為初一是雞，初二是狗，初三是豬，
初四是羊，初五是牛，初六是馬，初
七是人，初八是穀。東方朔按每日的
天氣占卜該物類的來年情況，可見古

人活於務農社會對耕作畜牧的重視。
其實人生不一定每日天色常藍，陰晴
雨雪都是上天的恩賜，故此不必因正
月的天氣而迷信憂慮。後來民間逐漸
將人類興旺的預示日初七解釋為代表
人類生日，這無疑更正面積極，增添
農曆新年的意義。

慶祝生日，可以大排筵席、高朋
滿座；相反，低調地簡簡單單唱唱生
日歌，靜靜的為自己許個願也行。現
在人們常唱的生日歌，旋律是兩位美
國教師帕蒂．希爾和米爾德麗德．珍
．希爾於一八九三年合作寫成的，本

來是幼稚園學生所唱的歌，用來互相
問好，至於誰為此曲填上恭賀生日的
歌詞，就不得而知了。這歌傳頌千
里，有不同語言的版本，英文版
《Happy Birthday to You》 更 是
「健力士世界紀錄」 最著名的英語歌
三甲之一。二○一五年美國洛杉磯聯
邦法院裁定這歌的版權屬公共領域的
作品，可供免費採用，人們亦終於可
以合法地盡情高唱生日歌了。

生日無論會否慶祝，其實不重
要，因為生日最期盼的是可以快樂。
什麼是快樂、怎樣才會快樂，各人的

準則不同，可以實際得如德國哲學家
康德所說： 「快樂是我們的需求得到
了滿足」 ，也可以抽象得如《莊子．
至樂》中所言： 「至樂無樂」 。然而
筆者相信，懂得感恩的人，才可以感
受真正的滿足喜樂。就讓我們一起在
人日思考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情，透
過回憶生活的甜美點滴，學習快樂。



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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