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十點從喀什出發，驅車
經疏勒、烏帕爾進入阿克陶地
界，目的地是帕米爾高原克州冰
川公園旅遊區及白沙湖、白沙
山、喀拉庫勒湖等，這是南疆最
有魅力的旅遊路線之一，不僅風
景這邊獨好，還可以尋覓《西遊
記》描述的 「八百流沙界，三千

弱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 的流沙河，追
蹤唐僧師徒的足跡。這天是周五，我們去程途中遇
上長長的車龍，隨團的年輕記者立即在社交媒體平
台直播 「在新疆帕米爾高原遇上堵車」 。

阿克陶縣屬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面積為
兩萬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相當於二十二個香港，
但人口只有約二十三萬人。從奧依塔克向西南數十
公里，便是與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布倫口，繼續向西
南可達紅其拉甫口岸，口岸的西北面便是與阿富汗
交界的瓦罕走廊。歷史上，瓦罕走廊是古絲綢之路
的一部分，是古代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
斯文明和歐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陸路通道。據
記載，唐僧玄奘和元代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
羅都曾走過瓦罕走廊。 「9．11」 事件之後，
小布什發動反恐戰爭，追殺本拉登，瓦罕走
廊更成為全球矚目的戰略要地。

可惜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來到海拔三
千六百米的喀拉庫勒湖一遊。這是一處冰雪
融化形成的高原湖泊，面積四點五九平方公
里，略小於本港的萬宜水庫。此湖位於天山
和崑崙山兩大山脈之間，中巴友誼公路穿湖
而過，距離海拔四千多米的慕士塔格冰川公
園只有大約半小時車程。站在湖邊，可以眺
望海拔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慕士塔格峰主峰

和連綿不斷的雪山。如鏡的湖面倒映冰山雪峰，年
復一年，訴說歲月靜好。古代東西方的商人、外交
使節、僧侶、士兵在這裏歇腳休憩，掬起清澈的冰
川水解渴，洗滌長途跋涉的勞累，準備繼續走向遠
方。《文明的地圖》作者張信剛教授形容這些人在
不同歷史時段 「用他們的腳描製並且丈量了 『文明
的地圖』 」 。近年喀拉庫勒湖附近又熱鬧起來，統
計數字顯示，去年有十五萬遊客來到喀拉庫勒湖，
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北行大約半小時車程，我們來到白沙湖，這裏
有 「帕米爾高原明珠」 之稱，據傳白沙湖就是《西
遊記》沙和尚被貶到人間落腳的流沙河，冬天枯水
期，河底的白沙被風吹起，歷千百年而堆積成湖邊
一座座白沙山。據介紹，白沙湖水面是鳥的天堂、
水下是魚的樂園，頗有杜詩 「渚清沙白鳥飛回」 的
意境。遺憾的是，我們還未來得及仔細欣賞品味白
沙湖白沙山的美妙，正在觀景走廊準備拍大合照，
突然天色轉灰，陣陣狂風呼嘯而來，隨團記者的航

拍無人機被吹跑差點掉進湖裏，氣溫驟降，有穿短
袖的年輕人冷得把自己抱成一團。兩年前的夏天，
我在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也遇上氣溫急降十幾攝氏度
的情況，這次有備而來穿上風褸，但還是頂不住，
大家立即回到車上。

晚上八點多返回喀什，意猶未盡，尤其是與瓦
罕走廊 「擦身而過」 ，感到有些遺憾。新疆太大太
美太多故事，我三年兩次遊新疆，總覺得時間不夠
看不夠。陪同我們的縣委宣傳部部長木尼拉說，歡
迎下次再來。木尼拉是維吾爾族幹部，原來在鳥魯
木齊任職，自願要求到南疆的基層工作，我和她互
加微信，說好下次再來阿克陶時找她。

其實，新疆的魅力遠不止天山南北的壯美大
美，更在於她的歷史悠久和燦爛的民族宗教文化。
在烏魯木齊的自治區博物館和喀什博物館，有大量
關於新疆歷史的考古文物和珍貴歷史資料，自古以
來，這裏就是東西方文化交匯融合的地方，與中原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源遠流長。我們此行在烏

魯木齊參觀木卡姆藝術劇院，在喀什參觀新
疆民族樂器村，以及逛巴扎、在民宿欣賞舞
蹈表演，對新疆的人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疆是個好地方。張信剛教授九度入疆
尋尋覓覓，仍意猶未盡。香港年輕一代應該
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祖國大好河山之
餘，對了解我們國家、了解五千年中華文化
的多元一體大有幫助。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我覺得，去一趟新疆，猶如行萬
里路。 （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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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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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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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陶匆匆一遊意未盡

在德國，垃圾分類的標
準之嚴格之細緻，有時候甚至
有種強迫症的極致感。畢竟，
德國是立志於要把環保、資源
回收利用做到極致的國家，也
便可以理解了。

首先，除了街邊的小型
垃圾桶，絕大部分的小區垃圾

桶或者垃圾房，都是上鎖的。每個社區對自己的生
活垃圾負責，垃圾分類不達標的，市政垃圾處理機
構是可以拒絕派垃圾車來收垃圾的。

怎樣才算達標呢？
先簡單說一下垃圾分類的基本制度。正常情況

下，一般的社區垃圾站有四個顏色的垃圾桶──黑
色桶：殘餘垃圾，無法回收的垃圾；棕色桶：食
物、蔬果肉類等有機垃圾；黃色桶：各種包裝盒包
裝袋；藍色桶：紙質類垃圾。有時候還有第五個甚
至第六個──專門回收玻璃容器的分類箱，或者收

取舊衣服的捐贈箱。
看起來還是蠻簡單的，然而操作起來有時候讓

人有些犯迷糊。比如，沾了油的披薩盒子既不能按
照材質扔進 「紙類垃圾桶」 ，也不能按照類別扔進
「包裝垃圾桶」 ，而是要扔進 「殘餘垃圾桶」 。
因為沾染了油脂的紙盒已經屬於無法回收的垃
圾，所有扔進 「紙類垃圾桶」 的紙質垃圾必須是
乾淨的。

「包裝垃圾桶」 的要求相對沒這麼嚴格──所
有的包裝盒包裝袋，比如牛奶盒子或者零食袋子
等，並不需要清洗乾淨，只需要保證 「無殘留」 。
有的廠商怕人們不清楚這個包裝袋的垃圾分類，還
會特意在包裝上註明應該扔進哪一類垃圾。

還有一道 「垃圾分類必考題」 ，據說能不能回
答這個問題代表這個人懂不懂垃圾分類── 「超市
收據小票或者火車票應該扔到什麼垃圾？」

這些票據雖然是紙，但是它屬於 「熱敏紙」 ，
含有化學塗層，如果扔在紙質垃圾會污染所有的回

收系統。所以正確答案是：收據小票火車票應該扔
到無法回收的 「殘餘垃圾桶」 。

聽起來是不是感覺信息量已經很大了，要能百
分之百做對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在最大歸
類的回收品上，德國自有 「撒手鐧」 ──那便是所
有的飲料瓶啤酒瓶等都實行押金制。

購買飲料時每個瓶子會收取二十五歐分的押
金，幾乎所有超市都有自動退押金的回收機器，只
需要把瓶子投進去，便自動會收到相應金額的該超
市代金券。這樣的機制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塑料瓶玻
璃瓶和易拉罐的回收。

除了日常垃圾分類，還有一些特殊的垃圾需要
特殊處理。比如電池、電燈泡、電器等等，需要送
去電器店或者日用品商店裏專用的電池收集箱和電
器回收站；大型的傢具也不能隨便扔在垃圾站，而
是需要送去專門的大型垃圾中心。

德國人在扔垃圾方面，的確是相當認真的。正
如同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樣，嚴謹，且細緻。

垃圾分類

動人的絲路情韻
七月十九日晚上，天文台

預告午夜後會懸掛八號風球，
我和老伴不願放棄欣賞來自遙
遠的天山腳下新疆民族音樂的
機會，不懼颱風來襲，帶着雨
具前去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觀
賞千里迢迢來到香江的新疆藝
術劇院民族樂團與香港愛樂民

樂團合作演出的《美麗新疆．絲路情韻》音樂
會，節目精彩，令人一新耳目。

這是 「中華文化節2025」 的一個重要表演項
目。新疆與香港兩個樂團合作，陣容鼎盛，演出
的節目多姿多彩，包括《絲綢之路》、《星星峽
隨想曲》、《博爾塔拉風光》、《夢回克孜
爾》、《樓蘭意象》、《戈壁晨曲》等，都是極
富民族風格的作品，通過獨特的藝術形式，展現
了新疆獨有的音樂魅力。

新疆藝術劇院民族樂團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最具民族代表性、最完整的民族樂團，擁有一批
卓有成就的音樂藝術家，多年來以其豐富多彩的
形式，演奏了大量極富濃郁民族風格的作品，同
時也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展現了新疆獨有的音樂
魅力。

新疆樂手用於表演的民族樂器甚多，這些樂
器名稱很特別，包括 「艾捷克」 、 「薩塔爾」 、
「熱瓦普」 、 「彈撥爾」 、 「都塔爾」 、 「手
鼓」 和 「馬頭琴」 等，當中有的樂器筆者不僅從
未見過，甚至聞所未聞。這些民族樂器發出的音
韻各具特點，都十分悅耳動聽。

新疆藝術劇院民族樂團曾參加二○一二年
「CCTV全國民族器樂大賽」 ，榮獲 「傳統樂器
組合」 金獎， 「組合類．冠軍之夜」 銀獎，開闢
了新疆民族器樂在央視獲獎的先例。其後與中央
民族樂團合作排演大型民族音樂會《美麗新
疆》，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和世紀劇院成功上演，
並成功在全國進行了巡演。樂團曾先後出訪英
國、法國、德國、俄羅斯、丹麥、瑞典、埃及、
日本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演出，廣受讚譽。

這次香港邀請到這個享負盛名的新疆民族樂
團來合作演出。整場演出兩個多小時，掌聲不
斷，演出結束，全場響起 「安哥」 聲中，樂團徇
眾要求，再演奏一首旋律優美的《我們新疆好地
方》，演畢，多位樂手走下台，與觀眾互相握手
問好，匯成一片歡樂的海洋，情景十分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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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楹聯
雲 德

（
北
京
篇
）

楹聯者，誠如李漁所言： 「詩之縮本，文
之精華」 也，屬於中華民族獨一無二的文學樣
式。楹聯雖惜字如金，卻因其對仗工整、合仄
押韻，且言簡而意賅，能夠把漢語的博大精深
與細微奧妙之處恰切而又精準地表達出來，故
而，千百年來頗受世人歡迎。

楹聯既可陽春白雪，亦能下里巴人，既為
文人墨客所喜愛，也受普通百姓所追捧。它或
莊或諧、或雅或俗，或語出驚人、或機鋒暗
藏，能於方寸之間承載千年智慧，可在尋常之
處蘊藏萬般妙趣，無可爭辯地歸入傳統文化不
可或缺的精髓部分。

古人從發萌伊始，演練諸如 「雲對雨、雪
對風，花對樹、鳥對蟲，山清對水秀、柳綠對
桃紅」 之類的詞彙對仗，就是必修的功課，這
既與漢字的單音節結構有關，也與對仗便於聯
想與記憶、容易激發幼童的學習興趣密不可
分。楹聯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遠古辟邪的桃符。
五代時期，後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題下 「新年納
餘慶，嘉節號長春」 的吉語，被認為是中國歷
史上最早出現的對聯。自宋代以往，楹聯逐漸
從宮廷走向民間，變成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
發展到明清時期，楹聯創作達到鼎盛。文人墨
客熱衷於撰寫楹聯，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流
之久遠的精品力作。

中國楹聯的種類繁多，春可聯、壽也聯，
喜可聯、喪也聯，酒可聯、茶也聯，景可聯、
情也聯，借古喻今可聯、感物寄懷也聯，私人
可聯、行業也聯，宅庭院落可聯、亭台樓閣也
聯，簡直是無所不能作對成聯。

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那些以抒情言
志、睹物懷人來寄託家國情懷的楹聯。就勵志
而言，比如像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
作舟」 ，一語道破學習真諦； 「寶劍鋒從磨礪
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飽含哲理；更有像明
代東林領袖顧憲成為書院所題的 「風聲雨聲讀
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心」 ，至今仍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就緬懷
先賢而言，比如像清人趙藩為武侯祠撰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
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借懷
念諸葛孔明，勸誡後人要審時度勢；西湖岳王
廟懸掛的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
臣」 ，雖不着一字，卻滿懷激情地表達了對岳
飛的敬仰和對秦檜的痛恨。

就描摹勝跡而言，像清人孫髯翁為昆明大
觀樓所撰一百八十字長聯，因其最長為世人所
熟知；而同時代的竇垿為岳陽樓所撰的長聯雖
在字數上稍遜一籌，但卻因其時空交織的宏大
歷史視野、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機杼獨出的
創新風格而聞名於世，被譽為 「楹聯中的史
詩」 。聯曰： 「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
范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
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
人，使我愴然涕下；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
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
城東道巖疆。瀦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
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 上聯串起前朝歷史
掌故，以杜甫《登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
坤日夜浮」 的千古名句起興，以范仲淹的 「憂
樂」 精神貫穿，讚滕子京修樓的功德，溯呂洞
賓三醉此樓之仙蹤，化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
之悲壯，盡情抒寫歷史的滄桑巨變。下聯以地
理形勝鋪陳，先描繪洞庭湖連接湘江與長江三
峽的水系脈絡，再點出巴陵山與岳州城的分布
格局，以瀦、流、峙、鎮四個動詞概括湖、
江、山、城的動態關係，結尾借陶淵明 「此中
有真意」 來反扣 「先憂後樂」 的高尚襟懷。用
典狀物渾然天成，雖縱貫千年，橫跨千里，卻
無堆砌之感；上下聯一氣呵成，雖大膽採用散
文化長句和詰問句式，突破了傳統對聯四六駢
文窠臼，卻給楹聯帶來強烈的節奏與氣勢。

另一類影響較大的是寫景狀物聯，雖為即
景生情的創作，卻因其意境優美而廣為流傳。

景觀方面，比如濟南大明湖懸掛的那幅： 「四
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不僅數字
對比鮮明，而且畫面優美，成了泉城最佳的形
象名片。比如蘇州拙政園的 「蟬噪林愈靜，鳥
鳴山更幽」 ，用聽覺反襯營造空間意境，精彩
展現出文學與建築的互文關係。還有武漢黃鶴
樓那幅 「欄杆外滾滾波濤，任千古英雄，挽不
住大江東去；窗戶間堂堂日月，盡四時憑眺，
幾曾見黃鶴西來？」 透過樓台勝景與洶湧江水
的客觀描繪，發滄海桑田的心靈感嘆，每每觀
之，總不免讓人感慨萬端。借物抒情方面，類
似於： 「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
琴」 ，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 「窗含
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等，既對仗工
整，又詩情畫意、意境高遠，既精準顯示了漢
語的對稱美，又傳遞出強烈的抑揚頓挫的節奏
感。

另有不少流行的名聯是諷喻性楹聯，或單
刀直入、或正話反說，或借古喻今，直抒胸臆
表達自己的不滿與憤怒。比如，紀曉嵐諷借孟
浩然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之句，以
「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疏」 ，戲謔那些雖醫
術不精、卻自吹自擂的庸醫，罵人卻不帶髒

字。更有那幅 「一二三
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禮
義廉」 的名對，上聯缺
八以諧音 「忘八」 ，下
聯缺 「恥」 ，藉以咒罵
某些無恥之徒。其幽默
與辛辣處，皆可令人拍
案叫絕。

最後，還有一些趣
味性的對聯因其妙趣橫

生而廣為傳播。比如，過去理髮店常見這樣的
楹聯： 「雖為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 ，一
語雙關描繪出修剪髮梢的行業特徵，又暗喻自
身技藝的高超。還有藥舖懸掛的 「但願世間人
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 的對聯，坦陳醫者仁
心，比當下鋪天蓋地醫藥廣告尤見人間溫情。

現代社會，由於生活節奏的加快和文化氛
圍的變遷，楹聯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已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漸漸變得陌生起來。然
而，在國家大力倡導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當
下，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楹聯在新
春佳節、旅遊景點和婚喪嫁娶等場合依然還普
遍使用着，且頗具生命活力。

楹聯寫作需要對漢字的音、形、義和典籍
中的詩詞、掌故、修辭等有深刻的理解，需要
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高超的文字駕馭功力，一副
名作佳構往往濃縮了詩詞、典故、音韻和書法
之美，堪稱古典文學的微型教科書。但凡對傳
統文化感興趣的人們，皆不妨珍視這份文化傳
承的活化石，充分運用對聯創作中對仗嚴格與
平仄規範的標尺來錘煉漢字的妙趣，讓賦予漢
語特有節奏感、韻律美和表現力的楹聯，在新
的時代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
黃鶴樓。 新華社

◀位於新疆阿克陶縣的喀拉庫勒湖。
作者供圖

▲《美麗新疆．絲路情韻》音樂會。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