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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期間，有一位叫庾信的大詩人，才華過人，天資非凡，無論詩文，無
論辭賦，都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北史．文苑傳序》說： 「江左宮商發達，
貴於清綺；河北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將南方文學的文
采和北方文學的氣骨合二而一的第一人。生於公元513年，卒於公元581年的他
，其代表作為《哀江南賦》，為世所公認的南北朝辭賦的壓卷之作。當我們讀他
這篇《賦序》的開頭六句時， 「日暮途窮，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
士不還，寒風蕭瑟。」無不被那歷史的滄桑感，故國的懷舊感，身世的悲愴感，
思鄉的依戀感所打動。

他這篇不朽之作，作於公元578年歲末，已經是他的晚年作品。不過，庾信
早年，文風綺麗輕艷，浮華悱惻，與徐陵齊名，時人稱為 「徐庾體」。後來，庾
信經歷了侯景之亂，險幾喪命；江陵之亂，家人散失。飽嘗戰爭之災難，亂世之
痛苦，流落北國，有家難歸。據《北史．庾信傳》： 「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
之士，各奔歸其本國，陳氏乃表請庾信、王褒等十餘人。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
等，如信與褒，俱惜而不遣。」羈旅他鄉，飄萍生涯，寄食籬下，落魄無依的晚
景，對詩人來講，這些所經歷的挫折困頓，所遭遇的顛沛流離，蓄積之於心扉，
蘊藏之於胸臆，才使得他臨終之前，在文學上達到一個出神入化的境界。

唐代大詩人杜甫用詩歌來評價這位前輩：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
橫」，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一個 「老更成」，一個 「暮年」
都在說明詩人庾信的晚年創作，達到了一種昇華的境界。看來，生命的傍晚，燒
紅的晚霞，成就了他文學史的輝煌一頁。

人是要老的，這是不用說的。但不能怕老，尤其不能老而怯步，老而止步，

老而邁不動步。試看晚霞之精美絕倫，試看晚霞之堅持到底，老而彌堅，老而彌
健，追求成熟之美，才是晚年的人生哲學，這恐怕也是大詩人庾信的一生信條。

一天之中，晚霞是最為絢麗奪目的時刻；同樣，一生之中，晚年也是最為成
熟完美的歲月。

朝霞比晚霞燦爛明亮，晚霞比朝霞深沉渾厚。朝霞來得快，去得也快，接着
便是旭日東升，普天同照。然而，太陽開始西墜，那變化無窮，繽紛萬狀，色彩
奇艷，婀娜多姿的霞光雲氣，便瀰漫了大半個天空。那就是一天之中色彩最豐富
的畫面，晚霞之美，令人動情，教人心醉。晚霞燒紅了的天，渲染得人間萬物，
大地風景，無不反射出耀眼的光亮，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夕陽紅了。所以說，晚霞
是漸漸展示出來的精彩，可以充分領略，是慢慢表現出來的美麗，可以駐足欣賞
。甚至當月牙露臉，當星星眨眼，那黃昏的地平線上，還可見到一抹殘紅，給你
以無限遐思。這就是說，一個人，哪怕到了生命的晚年，鶴髮童顏，精神矍鑠，
那種氣質的美，那種心靈的美，那種智慧的美，那種思想閃光的美，和這滿天晚
霞一樣，也會給這個世界，留下充實豐碩的溫馨，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

為什麼晚霞之值得讚美，晚年之值得珍惜呢？因為我們大家，都走過了很長
很長的路，都經歷了許多許多的事，在跌打滾爬的過程中摸索到一點經驗，在成
功失敗的教訓中獲得了些許覺悟，遂知道對國家、民族來講，什麼是最可寶貴的
？對家人、親人、朋友、同志來講，什麼是彌足珍視的？雖然每個人的天空裡，
都有晚霞，雖然每個人心目中的晚霞，不盡相同，但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這個
偉大時代，那無數生動的畫面，對我們這些華齡朋友而言，便是值得堅守的共同
財富了。

晚霞之美晚霞之美 □李國文□李國文
耶胡達‧阿米亥出生於維爾茨堡，

父母是德國籍猶太人，於 1936 年移民
到耶路撒冷；雖然他的母語是德語，但
移民前他是在一所猶太學校接受的教育
。阿米亥曾在二戰中英軍的以色列步兵
旅服役，他也參加了 1948 年的以色列
獨立戰爭，以及隨後在 1956 和 1973 年
發生的軍事衝突。1955 年他出版了第
一部希伯來語詩集，從那時起，他陸續
出版了多冊詩集，短篇小說集，劇本和
一部小說。他曾在耶路撒冷當過老師。
1971 年秋，他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的客座詩人。現在，他以同樣流暢的希
伯來語和英語寫作。

阿米亥是用現代希伯來語寫作卻對
無法閱讀一個字希伯來語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三位詩人之一；另兩位是T
‧卡爾米和丹‧帕基斯。像帕基斯一樣，阿米亥生於歐洲，他用於寫作的語
言與他童年時所說的語言不同，這是一種被米歇爾‧漢伯格爾恰如其分地形
容為 「歷史的異數」的語言。最近，他還嘗試在特德‧休斯的幫助下把自己
的作品譯為英文，這是他向安東尼‧魯道夫宣稱的 「英語是一種我真正喜愛
的語言，比別的語言（希伯來語除外）都更吸引我。」的一種戲劇化體現。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把阿米亥看作是一位歐洲詩人並沒有錯，儘管他彷彿正
試圖以他的第二門非母語贏得名聲。實際上，他早期作品的精神，與他的德
國背景和他精通的猶太文化有着同等的共通之處。雖然他絕不像保羅‧策蘭
那樣難懂，並且在 「英語」詩歌中他變得越來越淺顯了，但他的精簡的隱喻
性的句子仍與策蘭差別不大，阿米亥在《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歌》中最出色
的一首詩裡紀念了策蘭在塞納河的死亡。與策蘭相似，儘管不那麽極端，阿
米亥懷疑文字敗壞了沉默，這無疑是他專注於短篇抒情詩的原因。然而，與
策蘭不同，阿米亥更像是那些追隨布萊希特的德國詩人，他沒有讓懷疑主義
干擾他的清晰度和他 「低眉」交流的能力。最終，在他十分精巧的文字背後
，是他的簡明，使他在人們心中存留得最為長久。

「在我做的事當中」，阿米亥在一首早期的詩作（《在我的噩夢中》）
中寫道， 「分離是不可避免的。」他衆多的愛情詩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它
們中最出色的，與《在我的噩夢中》非常相像，以無可避免的生死別離作為
主題。阿米亥主要是一位輓歌詩人，他確信 「不屬於身體的不會留下記憶。
」（《再會》）他如此強烈地意識到 「血肉之軀所要承受的衝擊」，以致於
他懷疑：

甚至牛頓也是在
痛苦與痛苦的
間歇中，發現
他發現的一切。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間隙中阿米亥有了自己的發現，這些發現不完全是痛
苦的，正如這首談及牛頓的詩所闡明的那樣：

寫於夜裡：
使我們絕望的絕望
變成希望。
（《心是腐敗的主管》）
如果阿米亥不能保有這份希望──顯然他不能──那是因為，寫下的

文字像《塔木德經》裡的文字一樣，受到如此徹底的理解上的分歧的損害，
以致於它變得固有地矛盾和不穩定。現實，正如《倘若以苦澀的嘴唇》所暗
指的那樣，不會因為我們喜歡在它上面進行各種建築而改變；作為人類，就
是要在 「即將來臨的夜晚」裡發現陌生人和甜美詞語的存在，並且永遠受到
改變的支配：

書上說我們應該恐懼，
書上還說我們應當改變。
像詞語，
在過去在未來
很多人或獨個兒。

在那首非常出色的《至於世界》中，也同樣出現了對變與不變的矛盾的
敏感度，在此詩中，當阿米亥面對來自於真實世界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時，他
只能說（ 「像蘇格拉底的一位門徒」）： 「你的確是對的」。但他真正相信
的是甚至不那麽寬慰人的自知的無知，無論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正如
聖經典故裡表明的──這可能使他失衡，並因此感到欠缺：

對牆上的字迹，
我總是無知……
只知風聲的
呼嘯
當某種命運經過我
去別的地方。 （上）

耶胡達·阿米亥的詩
（英）約翰·皮林 鄧寧立譯

客船開進重慶忠縣石寶鎮段長江水域的時候，
我們的視線幾乎被長江北岸的壯美景觀──既是石
又是山與既似亭又似塔的結合體──給吸引住了。

當然，我們的視線不是什麼鐵線，那塊石也不
是什麼磁石，而是據說是女媧煉石補天後遺下的一
塊石；石是一座山，是聳峙江濱、狀似印章、名曰
玉皇玉印的一座山；山是一塊石，據說石上原有一
洞，洞口小如酒杯口，每天都有白米從洞口流出來
，足供廟裡和尚食用，因此當地百姓都管它叫 「石
寶」……

三個比喻中，數玉印山最為形象。印章一般呈
長方體狀，該山與之何只相似，簡直更是碩大無朋
。多麼罕見呵！

玉印山堪稱為天然的觀景台。該山四周都是懸
崖峭壁。登上頂部，附近風光即可一覽無遺：山色
水光，江天寥廓；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優美的
風光自然吸引着眾多的遊客。由於遊客太多，地勢
太險，於是四周臨崖處都築有矮垣，頂部中央廟宇
的前後都留有空地，尤其廟前那幅空地更為開闊。
這樣既擴大遊客的遊覽範圍，又提高遊客的遊覽興
致，更讓遊客領略到 「爽氣西來」， 「大江東去」
的境界。真可謂別出心裁。

好一派明媚的風光呵！
秋高氣爽，居高臨下，哪個沒有 「大地在我腳

下」、 「長江在我腳下」之感？哪個不是躊躇滿志
？這邊廂江面上閃爍着波光，但見遊客北來南往，
熙熙攘攘；輪船東下西上，浩浩蕩蕩。從一掠而過
的汽笛聲中，人們不是可以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持
續高速發展的步伐嗎？好一幅 「秋江夕渡圖」呵！
那邊廂空氣中瀰漫着花香，但見長江兩岸重巒疊嶂
，竹木葱蘢；那鷗鷺成群結隊，忽而翺翔天上，忽
而嬉戲江中；那空中的是裊裊炊煙與江上的陣陣笑
聲，相映成趣，更為這幅天然圖畫增添幾分神韻
……微風輕拂，面對這片錦繡江山，遊客何只有登
眺之快，簡直更有飄飄欲仙之感！

玉印山堪稱為真正的平頂山。 「遙看絕頂平如
截」，該山頂平如台，東西長、南北窄，面積約有
一千二百平方米。中央那座廟宇座東看西，藉以表
明香客嚮往佛國聖地的心跡，因為傳說中西天是佛
祖居住的地方，又稱極樂世界。廟宇分前、中、後
三殿，介乎前、中殿之間的漢磚壁上拼砌有女媧煉
石補天圖像，中殿塑有玉皇坐像，而在後殿背後的
小院中，則塑有一尊下蹲着的作睥睨狀的小和尚像
。看看那個被他鑿得大如碗口的再也流不出米來的
洞口，再看看他那副無可奈何的模樣，大家都忍俊
不禁，會心地笑了起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
果當時不是貪小便宜，搞小動作，那末他今天就不
必望 「米」興嘆了。 「貪」字變成 「貧」字，這不
正是對貪婪者的辛辣諷刺嗎？

廟裡那些相應於神話故事中、民間傳說中人物
的雕塑，固然惟妙惟肖、亦莊亦諧，可是論整體的
吸引力，廟宇始終不及那座倚崖而建的亭塔，因為
若僅着眼於布局與結構，則前者與一般廟宇相去無
幾，算不上美輪美奐，只屬於階梯級的主體建築；
倒是後者卓爾不群，堪稱為殿堂級的附屬建築。二
者反差如此強烈，完全出乎遊客的意料。

「亭塔」？那是一座怎麼樣的建築呀？
該建築係純木結構，共有九層，隱含九重天之

意。登塔憑窗觀景，即給人以一層樓閣一重天之感
。在山頂平視，第九層完全獨立，其狀如亭；在山
門前仰望，第一至八層緊貼崖壁，連同第九層，整
體造型似塔。不僅如此，而且整體 「秉寶塔之奇偉
，兼涼亭之清幽」。為區分其他塔類建築起見，我
們不妨稱之為 「亭塔」，如何？

亭塔第一至八層每層四角三面，第二
至九層向江主面的板壁上都開有圓窗，數
量由三至一個不等。這種形式如一、規格
如一的圓窗重疊地連續地出現在崇樓傑閣
之上，其膽魄之大，是我國古代風景建築
中的絕唱。亭塔立足於山腳下，昂首於山
頭頂，跟一九五六年增建於山頂平台上、
位置稍後於亭塔的三層四角攢尖頂的魁星
閣，幾乎渾為一體。二者均為紅牆綠瓦，
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顯得多麼明快啊！
二者均有飛檐翹角，寓動於靜，使亭塔在
恬靜中顯得更有生機。在雲淡風輕的烘托
下，那流暢柔和的輪廓線顯得更加舒展飄
逸。遠遠望去，那輕快活潑的造型，宛如
一群驚起的蒼鷹，紛紛展翅，顯得動感十
足……

啊！堪稱巨構的亭塔呀，你那獨特的
造型跟周圍獨特的地勢、幽美的環境完美地結合在
一起，構成了一幅多麼優美的圖畫啊！你既征服了
遊客的眼睛，又折服了遊客的心靈，難怪那麼多人
付之吟詠，那麼多人寫以丹青。你將永遠留存在遊
客的記憶之中。

上得塔來，只見層層出檐頗深。據說如此既可
美化塔身，又可保護板壁等構件，使之免遭大自然
的剝蝕。真是渾厚中不失嚴密。 「梯」迴路轉，只
見遊客紛至沓來，摩肩接踵。據說每逢 「黃金周」
或廟會，人流洪峰湧至，各層幾乎人滿為患。雖然
塔裡沒有電扇、電燈，可是遊客一路攀登，卻從不
覺得悶熱、幽暗。這固然與空間寬敞不無關係，關
鍵還在於圓窗的開設。圓窗不設窗扇，一則有利於
塔裡的通風，二則有利於塔裡的採光，三則有利於
遊客順便憑窗覽勝，真可謂 「多景懸窗牖」矣。雖
然亭塔高達三、四十米，屬於純木結構，可是置身
其間，絲毫也沒有岌岌可危、搖搖欲墜的感覺。這
固然由於亭塔的面積自下而上依次逐漸縮小，可以
減輕塔身自重。可是，真正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究竟是什麼？

請教身邊的導遊，我們終於解開了心中的疑團
。原來亭塔倚崖處鑿有孔眼，孔眼插入木檁的一端
，木石相扣，極大地增強亭塔整體的穩定性；木檁
的另一端則與木柱銜接，以柱承檁，以枋串柱，所
有銜接處都用卯眼榫頭的方法進行拼合……如此互
相扶持、互相制約，層層連結，從而形成了一個層
數極多、安全系數極高的穿斗式構架。在這樣一個
精細、嚴密、穩固的體系中，雖然上下裡外沒用任
何鐵釘，可是經歷了二百多年，偌多銜接處至今仍
然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實在令人讚嘆不已。

繼續拾級而上，遊客可便捷地到達各層，感受
那 「鳥飛平地上，人語半天中」的意境，並可經第
九層直達玉印山頂。

好一朵古建藝苑中的奇葩呵！
單是作為獨立的多層的以上下出入為主要用途

的樓梯間，亭塔早就應該列為 「稀世奇珍」；在我
國現存的穿斗式木結構古建築中，若論規模之宏大
、歷史之悠久，則亭塔也早就應該獨佔鰲頭，何況
該類建築既有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又有極高的科
學參考價值……

亭塔與廟宇相得益彰。不是嗎？廟宇自明代萬
曆某年建成以來，香客、遊客紛紛來此祈求風調雨
順、欣賞水光山色。尤其是亭塔建成以來，附近水
上交通更繁忙，進香、觀光的陣容更鼎盛，石寶寨
一躍成為朝拜的聖地、遊覽的勝地。可是文劫開始
，廟宇裡的塑像被砸毀殆盡，燒香拜佛被斥為非法
活動，當時廟宇門前冷落，石寶寨一派蕭森，儘管

亭塔安然無恙。不是嗎？亭塔始建於清代康熙某年
。亭塔建成以來，人們可以便捷、舒適地上山下山
。這設施豈是沿崖壁修鑿的棧道或磴道所能比擬的
？更何況該設施還確保人們 「雨天不濕腳，晴日可
遮頭」哩。真是功德無量。可是，廟宇建成之後，
亭塔建成之前，人們只能是腳蹬鑿崖壁而成的僅能
容足的石穴，手援紮貫於崖壁的鐵鏈，貼身附崖地
進行上山下山……簡直是一步一驚心！每逢廟會，
更是險象環生，傷亡慘重……總之，是這兩座舉足
輕重的古建築，共同裝點長江三峽西邊的旖旎風
光。

石寶寨？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名稱呀？
乍聽起來，人們總以為它是座山寨，因為寨字

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安營紮寨……的確，石寶寨得名
自農民起義。這裡四周如削，易守難攻。據載，明
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曾據此為寨，憑藉天險，抗擊
官兵……寨以石名，久而久之， 「石寶寨」這名越
叫越響，簡直是名聞遐邇，人們反而不在意 「石寶
流米」這則民間傳說，真是約定俗成。現在，廣義
的石寶寨包括牌坊、山門、亭塔、魁星閣和廟宇，
它們各自獨立，互相聯繫；而狹義的石寶寨則只是
亭塔而已， 「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奇巧中不失
穩重，拙樸外具有典雅。作為石寶寨唯一的標誌性
建築，亭塔鶴立雞群，以致不少遊客還以為石寶寨
就是亭塔，亭塔就是石寶寨……

其實，分得清也罷，分不清也罷，反正亭塔是
上下玉印山的必經之路。穿行其間，遊客一定能夠
領略到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神奇絕妙，尤其能夠感
受到我國穿斗式木結構建築藝術的魅力，而這股魅
力將不斷迸發出炎黃苗裔的自豪感……

總之，以亭塔為代表的石寶寨，不愧為舉世矚
目的古建明星，難怪被中外遊客譽為 「江上明珠」
，被列入 「世界八大奇異古建築」，難怪在接受訪
問時，旅伴姜君才思敏捷，在讚之為 「濱江寶石」
之餘，更隨即吟出 「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好一
個雋永的迴環句呵！在匆忙的遊程中，在短暫的時
間裡，構想出如此言簡意賅的 「急就章」，談何容
易！姜君的文學造詣當然贏得全體旅伴的喝彩，因
為他既道出我們的共同心聲，又給石寶寨以中肯的
評價，堪稱超凡脫俗。 「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
我們深信，作為鑲嵌在長江三峽風光帶上的一枚玲
瓏寶石，在大力發展旅遊業陽光的照耀下，石寶寨
必將折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輻射出更加強勁的魅
力，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前來遊覽、考察。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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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
□蔡瑞北

（一）
也許 是前世的約定
命運才讓你我 相遇在
夏日黃昏的海傍
而我 卻讀不懂你的眼神
因那顆星太閃
那寂寞太深

（二）
是誰 用藍色憂鬱
在人生紙箋上畫出命運之紋
為何沒有你的歲月
落魄漫長
而有你的日子 卻總是有淚
此刻的你 是守在

杏花落盡的江南 還是
早已化作白雲
飄泊在遙遠的他鄉

（三）
夏夢漸遠
堤岸上響起你沉穩的跫音
如同太息聲聲
敲打着我心靈台階
空茫中
海鳥和着拍岸濤聲 奏起
千帆遠去的旋律
幻成一句動人心魄的回響
這初夏
是你我生命中的一道永恆！

夏夢．濤聲
□舒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