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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餅盒垃圾
湯群（墨爾本）

（接上期）一個半世紀前發

生在新金山的衝突也不例外，當

華人淘金者抵達澳洲後，發現現實

遠比想像中殘酷。他們面對的，不

僅是艱苦的淘金工作，還有語言障礙、

文化差異和種族歧視。當地的白人礦工

常對華人懷有很強的敵意，認為他們的

勞作方式是掠奪式的，搶走了他們的的

工作和金子。這些歧視有時甚至演變為

暴力事件，如1854年的“白礦工暴動”

（Lambing Flat Riots）。普遍的反華

情緒導致多項歧視性政策出臺，維多利

亞州的人頭稅只是制度化種族主義的一

項。這迫使華人淘金者改去遙遠的小鎮

羅布登陸。這是一個無奈的選擇，選擇

了殖民各個區法律自治的漏洞。

從羅布出發，華人淘金者們又踏上

了一條艱難崎嶇的陸路旅程，而到了金

礦何嘗不是有更大的挑戰在等著他們。

有人一直在講述華人淘金者那個時期在

這次自駕游，為

的是去看心心念念的

土著岩畫。從達爾文

沿36號公路一路向東

開車3小時，便進入

北領地的卡卡杜公園。這是澳大利亞最大

的國家公園，佔地兩萬平方公里。公園裡

山脈，平原，濕地，瀑布，河流眾多的地

貌遍佈各處，看不過來，我們單撿著名的

岩畫。

下午入住后，放下行李，回車直奔烏

比爾。聽人說夕陽直照石崖，璀璨奪目，

金輝一片，非同尋常，是整個卡卡杜最壯

麗的景觀。天色雖晚，地標不可錯過，我

們不顧疲倦驅車前往，打算去看夕陽怎麼

下山，怎麼投射在岩壁上……

卡卡杜國家公園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保護區，也是世界上

少數幾個同時被列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

的地方之一。公園及其周邊地區被認為是

澳洲最早的人類居住地，澳洲原住民文化

的起源。這一地區的考古發現揭示了原住

民在此地的持續居住歷史。時間跨度六萬

年。據說原住民是通過東南亞的路橋或沿

海路線到達澳洲大陸的。岩畫就是例證。

岩畫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其中一

些竟超過兩萬年。所以遊覽，研究，學校

的教學活動，都選擇此地。遊客很多。

移步換景，光爬山，就已經很享受

了。至於風侵雨蝕後殘留的石刻，對於

我，不過就是獵奇罷了。但當看見一群一

群的小學生拿著手機東拍西拍，一組組大

人都帶著崇敬的目光聽土著導遊講解，我

仍覺得這裡很有看頭……你要問我如何遊

覽呢？大概只能說走馬觀花。當然，如

果我是考古學家，遊記作家，攝影網紅，

我一定會興趣昂然地認真聽仔細記。但此

刻，我只是隨意亂走，一面點頭說，漂

亮，很漂亮……

山很難爬，又沒有修路，更無護欄，

估計是維持自然原貌。爬山徒步之人必須

隨時喝水維持體能，於是崖石兩側每隔百

米就有個大木桶，供人丟廢棄的空瓶子。

在澳洲，旅遊景點如果沒有廁所是可以

的，沒有垃圾桶絕對不行。不知怎的，我

突發奇想，衝著那木桶跑過去。“你神經

病啊，你。”丈夫在後面喊

“寫文章需要觀察生活！去看看他們

都是喝什麼牌子的（飲料）。”

木桶里易開罐，塑膠瓶，玻璃瓶，

各種飲料，瓶瓶罐罐可真不少。我往裡

一看，便忽然愣住了，一個大紅鐵盒駭

然躺在一堆垃圾中間，上面亮光光，金閃

閃，四個大字。我“

呀！”了一聲

“怎麼啦？”丈

夫驚道。

“快來，你看，

你看，這裡有一個‘美心月餅’的盒子。

這空盒子，我猜，一定是咱們中國人扔

的！”

“那怎麼了。遊客這麼多，有個把中

國人扔垃圾也不奇怪啊！”

但說不出為什麼，我就是覺得親切，

就是覺得快樂，遊覽的感覺也不同了，眼

前的夕陽更加明媚生動，竟像是朝陽，我

不停碎碎念：

“這個扔月餅盒的人是誰呢？他們是

旅行路過這兒呢，還是長年住在北領地？

他們的月餅是直接帶來的，還是在當地華

人店裡買的？這麼偏僻的地方有亞超嗎，

他們是幾個人？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想吃

Chinese food了。”

我不禁想起自己對月餅的特殊感情。

一般來說，女孩子都愛甜食，尤其是在物

質匱乏的80年代初。但我和妹妹卻是例

外。那時，老爸是醫院內科主任，每周都出

門診。病人康復後常常要登門致謝。由於不

允許送紅包，他們便送土特產，逢年過節他

們前來探望時手裡總拿著花花綠綠的禮盒，

春節帶的是槽子糕，中秋就是月餅。

每到中秋，我們家的月餅堆成小山，

甚至吃到國慶節也吃不完。說實話，那段

時間我對這些月餅簡直厭惡透了。我甚至

開玩笑說想拿它們來墊床。後來，隨著

健康飲食理念的普及，人們開始改送其它

禮物，再後來是購物卡，最後乾脆直接送

錢。而老爸也年邁退休，不再看病人。

那時的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墨爾本

的月餅竟要賣到三十多塊澳元一盒，成了

奢侈品。離開中國近三十年，因為忙碌，

因為沒有氛圍，我很少過中國節;因為怕

胖，更因為貴，幾乎不再碰月餅。

然而此刻，在卡卡杜公園的垃圾桶

前，我又累又餓，卻忽然切切地懷念起月

餅的好味來。

我以為自己移民已久，飲食習慣變

了。我以為自己已經非常國際化化。我以

為沒被地域歧視過，自己看待所有人也都

一樣，老外老中老印老艾Aboriginal，都

一樣。我以為自己早已是“不分紅白黑同

住地球村”了。然而，深陷高崖危石的視

覺衝擊的海洋中，猛然，看到一個隨人漂

流至此的普通月餅盒，還是會心頭一熱。

我這才真實地感受到自己對同胞的敏感，

對族人的依戀。這種懷鄉之情是多麼的自

（接上期）愚以為洪水猛獸其本義

即指蛇也！蛇的負面形象還有牛鬼蛇神、

蛇鼠一窩、杯弓蛇影等成語故事，外國也

有《伊索寓言》里農夫與蛇的故事等等，

都將蛇視為恐怖分子。然在人類歷史長河

中賦於蛇的形象卻是十分複雜矛盾的，愛

恨交加，正反兩極互為糾纏、分化。複雜

矛盾者如伊甸園中的蛇。正面歌頌者如華

夏始祖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媧，大禹治水的

禹，禹之古義亦是一條巨蛇，應是上古以

蛇為圖騰的氏族部落首領。還有古希臘神

話中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杖纏著的靈

蛇，能救死扶傷拯救人類，亦號為“阿斯

克勒庇俄斯之杖”。以及被請進與十二生

肖地支第六位座席“巳”相對應的土豪蛇

爺，代表智慧的化身。

或許正是坐在生肖第六把交椅“巳”

上的土豪蛇爺，讓某些專家學者誤以為

既然巳年的生肖是蛇，那麼巳即甲骨文“

蛇”。這裡混淆了概念。天干地支，十二

生肖，與甲骨文等古文字是三個不同的範

疇。

先說天干地支：是一套中國古代特有

的用來紀年、月、日、時的符號系統。郭

沫若先生早年開山之作《甲骨文字研究》

中有篇論文《釋干支》，可參。

天干有十個：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

地支有十二個：子、醜、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個天干與十二個地支按順序兩兩組

合，形成從甲子開始，乙醜、丙寅……直

到癸亥結束的六十個干支的循環組合。俗

稱“周甲”，“六十一甲子”。

次說十二生肖：是中國古代用十二

種動物代表年份屬相的系統（完整定型於

東漢，詳王充《論𧗽·物勢篇》）。與十

二地支對應形成：子鼠，醜牛，寅虎，卯

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𤠣，酉

雞，戌狗，亥豬十二生肖。生肖每十二

年一迴圈，因此在“六十一甲子”的干支

紀年中會迴圈五次，即每種生肖屬相都會

出現五次，比如生肖鼠的子年就有甲子、

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以此類推，凡

屬相牛的都是醜年，凡屬相虎的都是寅

年……同樣出現五次。屬相蛇的巳年有：

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若能

將“巳”釋讀成“蛇”，那麼“子”是否

可以釋讀為“鼠”？“醜”釋讀為“牛”

？“寅”釋讀為“虎”？……等等？顯然

不行。子、醜、寅、巳等地支僅是生肖屬

相的標誌符號，並不含與之相對應的生肖

屬相本義。

另外，將甲骨文巳誤釋為蛇的，還可

能是中了《說文》釋“巳”的圈套。《說

文》“巳”條：“巳也，四月陽氣巳出，

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它，

象形”。這短句有兩層意思：一層將巳釋

為已經的已，用四月已經春風吹，冷氣

消，萬象更新，滿眼色彩斑斕，來說明春

景已經到來的已經。第二層，許慎只說“

故巳為它，象形”。意思不明，讓人摸不

著頭腦。到了一千六百多年後的清·段玉

裁撰《說文段注》時對“巳”作了詳細說

明：“巳也，《律書》曰，巳者，言萬物

巳盡也，……巳不可象也，故以蛇象之，

蛇長而冤曲垂尾，其字象蛇”。也就是

說，巳意思為已盡的已，但已盡的已看不

見摸不著（“巳不可象也”），恰好蛇在

四月春暖花開時已經甦醒，就用蛇長而冤

曲垂尾的形狀來表示巳字，象形。巳釋為

已經的已，乃通假義，其形乃“子”之省

形偽變，非蛇的象形字。（詳上文徐中舒

先生釋甲骨文巳、子和劉釗、馮克堅《甲

骨文常用字字典》p125）。許叔重、段玉

裁兩位經學大師他們均未見過甲骨文，所

以不明白甲骨文“巳”字的本來面目和含

義，也不知巳字如何從甲骨文演變為小篆

的過程、緣由。吾輩不可苛求之，亦無資

格苛求之。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以來，至今已

120多年，經先行者“甲骨四堂”篳路藍

縷，開啟“山林”，以及于省吾、徐中

舒、容庚、商承祚、陳夢家、胡厚宣、唐

蘭、張政烺、裘錫圭等著名學者和一批後

起之秀宵衣旰食地研究釋讀，目前已辨認

出一千五百字左右，包括巳字在內，並編

進甲骨文字典，成不刍之論。因此我們不

宜再將甲骨文“巳”釋為蛇了。

乙巳新春試筆，行文至此。最後祝讀

者朋友蛇年吉祥，巳巳如意！祝願祖國河

山陽氣出，陰氣藏，萬物見，成文章！祝

願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繁榮昌盛！

（草稿於乙巳年上元）

巳巳如意是個諧音梗
八閩潘聖釗一一兼談甲骨文的子、巳、蟲、它

￭卡卡杜國家公園充滿古老的土著文化。

然而然，是多麼容易被喚醒啊！

浪漫的小鎮，不浪漫的故事 張仲衡

僅限於宗族，而是形成更具影響力的政治

團體，與當地政府溝通爭取權益。可能會

在法律上爭取到較公平的待遇。或許華人

淘金者不必在遙遠的羅布登陸，在荒蠻的

曠野步行400公里。

對此我只是設想或者空談。那時的華

人能從大清統治下闖南洋來澳洲，已是相

當大的勇氣和膽略，再要求他們有先進思

想和好的政治理念太過強求，何況近兩百

年後的我們又有多少進步呢！我們敢說自

己的腦袋裡裝的東西比當年的淘金者高貴

嗎？很多人不仍然背著一口井來海外嗎。

文明的衝突不僅體現在國家或民族之間

的較量，更深刻地體現在個人與所處環境

的微妙互動中。當個人置身於一個異質文

明環境時，這種衝突往往表現為認知、行

巨大的逆境中堅韌不拔、足智多謀和追求

機遇的故事，講述華人淘金者的遺產被視

為多元文化和堅忍的見證。但少有正視文

化差異，正視社會融入，法律責任，擴展

多元化技能，思考長遠一點的發展規劃。

我看著那門匾上“壯志凌雲”四個大字，

想不出其具體含義。華人淘金者的初衷是

發財後回鄉，光宗耀祖。要在最短的時間

里獲取最大的利益，賺到的錢全部寄回家

鄉，夜以繼日不計後果的勞作也讓自己陷

入社會的另一面。以當時澳洲的法律肯定

沒有現在健全，但立法也需要一個過程。

維多利亞時期的淘金法、移民法對華人存

在極大的歧視，華人淘金者當時若能在經

濟利益、社會融入、法律等方面進行更多

的思考和改進，建立有凝聚力的社團，不

為、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挑戰。我

旅行時，特別關注和願意體驗不同社

會環境。不久前去了西部非洲，回來

后我很慶幸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

環境里，有公平的機制，有健全的法律保

護。作為個人在與環境的互動中，既需要

保持文化的自信更要有自我覺悟。

羅布海岸邊的“羅布之路”門闕的不

遠處有一個紀念碑，是一塊巨大的岩石，

上面鑲嵌著中英文銅牌。中文寫著：“從

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八年之間，有一萬六

千五百名中國人在這個地方登陸，並且步

行三百英里去維多利亞的金礦尋找金。”

後面的字看不清楚了。紀念碑的正對面有

一所精緻的房子，曾經是羅布海關，現在

是羅布紀念館。當時的羅布居民只有200

人左右，卻設有一個海關，足見這個小鎮

的重要性了。假如誰有興趣去羅布小鎮，

建議多轉一轉，可能你會發現多一些早期

華人淘金者的蛛絲馬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