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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年是鄉村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套 「文
化組合」 。

從 「臘八」 到 「二月二」 ，之間有好幾
個傳統節日，諸如臘八、小年、除夕、春
節、元宵、老天倉、龍抬頭，還有臘月二十
五 「掃房土」 、正月初五 「破五」 等民俗，
它們以春節為中心，前呼後擁，囊括了年味
慢熱、高潮、冷卻的全過程，是一年中節日
最扎堆的時間段，讓人過足了節癮。

這些個節日、民俗，都是有講究的，比
如 「破五」 ，簡單說，就是不到正月初五，
院子、屋子裏留下的污穢不能清掃； 「老天
倉」 官名 「填倉節」 ，象徵着新年五穀豐
登。小時候正月二十五清晨，我在被窩裏被
鞭炮震醒了，什麼日子，咋還放鞭炮？母親
說，是倉王爺的生日，俗稱 「老天倉」 ，母
親又說，中午要蒸米飯、燉肉。於是，就牢
牢記住了這個節日。年味一年淡過一年，但

這套 「節日組合」 不會改變，無論個數、順
序、內容、象徵，這可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千
年積累。

在鄉村，沒人會把吃喝與文化相聯繫，
但鄉村的年飯確是典型的飲食文化。年飯，
是一個家庭一年中最豪華、最奢侈的 「頂級
大餐」 ，沒有之一。如今，雖然尋常日子的
餐桌，就賽過了往昔的過年，但年飯的重要
性無可替代──吃喝不愁了，菜餚本身不再
是重點，人們更看重那種全家圍坐的儀式
感，那一桌飯菜，是用團圓燉熟的，用親情
煮熟的，是用節日的歡樂炒熟的。這是物質
向精神的傾斜，稱得上是文化的進步。除了
除夕的年飯，上面列舉的其他年節，哪天該
燉肉，哪天吃餃子，哪天要吃炸貨，哪天吃
湯圓，也都有習俗框着，是不能亂來的。如
此，怎能說過年的吃喝不是一種飲食文化
呢？

最具儀式感的當屬春節的拜年了。一句
「過年好」 ，說了幾千年了，聽上去直白，
卻是最好的人際關係黏合劑。拜年又彷彿使
春節成為 「奧運休戰日」 ，有隔閡的、有矛
盾的鄉親，春節這天在街頭相遇，捐棄前
嫌，謙恭地道一聲： 「過年好！」 讓人心裏
熱乎乎的，裂痕也就彌合了。人的親疏遠
近，也在這一天 「水落石出」 ，散居在村莊
的同族，在這一天同時感受到相同血液的流
淌，顯得格外親切，對小孩子，更是一次絕
佳的家族血緣教育。正月裏的走親戚，更將
這種親情文化進一步拓展和鞏固。拜年走
親，無疑是溫習親情、倫理、孝道、鄉誼的
高級文化活動。

正月裏扭秧歌，則是鄉村最直觀的文化
活動。這種率性、樸拙的藝術形式，在鄉村
根深蒂固，多數人都有這方面的藝術細胞。
秧歌場呈圓形，那是鄉村的年開出的最早的

花環，更似一個嶄新的年輪。大秧歌扭起
來，跳起來，彰顯着鄉村的粗獷、野性之
美。除了吹吹打打，蹦蹦跳跳，聰明的秧歌
手還編創了 「拉旱車」 、 「騎驢」 等具有戲
劇衝突的節目，依我看，若干年後，這是能
擔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再偏僻的鄉村，也有時尚的「城裏人」出
入，過年了，哪個村莊沒有遊子還鄉，有的
住三五天、或者十天半月，有的只為趕一頓年
夜飯，或者在大年初一專程來拜年，他們反
哺給鄉村外面世界的新鮮文化，同時又重溫
了鄉村記憶，帶走了淳樸的鄉情、闖蕩四方
的勇氣。這也應是城鄉文化交流的一種吧。

而今提倡慢生活，這彷彿是現代社會催
生的一種新文化，殊不知，年前年後，是鄉
村歷時最長的農閒期，人們心安理得、心平
氣和地休閒，這是最原生態的慢生活，由來
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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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紐約
時報》書評周刊編
者向作家秀．芒克
．基德問道： 「什
麼書你一直放在廚
房裏？」 她答道：
「我把詩集和烹調
書放在廚房裏。我
每天早晨喝咖啡時

都要讀一首詩。這是一天最重要的一
餐。」

一邊飲咖啡，一邊讀詩，好一幅
怡然自得的畫面。每日以咖啡之香和
詩之美開始，該是生活的一大樂趣。
不過，不知如今世上究竟有多少人會
有此嗜好，每天匆匆忙忙去上班的
人，連喝咖啡也匆匆猝猝，哪顧得上
讀詩吟詞，至於周末、假日的早晨，
又會有多少人邊喝咖啡邊讀詩呢，對
此也要打上問號。還有我這些退休
者，由飲料伴着詩詞開始一天生活的
人，恐怕也不會多吧。

可我相信，在我們炎黃子孫中，
會有不少人一邊飲茶一邊吟詩。最近
我在互聯網上便讀到一首佚名中文小
詩： 「我喝一口茶，讀一首詩。我讀
一首詩，喝一口茶。茶和詩的味道是
那麼芬芳，詩和茶的味道是那麼迷
人。」 這顯然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承
繼：一盞清茶，一首好詩，品茗讀
詩，修身養性。白居易詩云： 「或飲
一甌茗，或吟兩句詩」 ，許多古代詩
人都是茶興復詩心，一甌還一吟，不
飲茶何以賦詩？不讀詩又何以解茶？
品飲清茶，更覺詩味，解悟詩味，更
覺茶清，茶與詩可謂絕配也。

我們深感幸運的是，古人給我們
留下了豐富多彩的飲茶詩，僅蘇軾一
人就作有八十餘首。這個一生屢遭貶
謫、顛沛流離的宋朝大詩人，正是有
了詩和茶才活得格外放達、灑脫，
「談笑於生死之際」 。他是個地地道
道的嗜茶者，唐朝詩人盧仝在飲茶詩
裏號稱要喝 「七碗茶」 ，東坡先生回
應說： 「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
七碗茶。」 他知茶史、茶功，愛煎
茶、品茶、續茶經，甚至愛種茶，
「東坡」 荒地上就有他種植的茶樹。
他譽茶葉為 「靈品」 ， 「仙山靈
草」 ，稱茶為 「玉醴」 ， 「自古珍

泉」 ，更視之為 「乳」 ，說茶是 「乳
水」 ， 「乳花」 ， 「茶乳」 ， 「雪
乳」 。他認為茶助詩思，戰睡魔，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 ，活到老，
喝到老，就會 「未覺衰年侵」 。他寫
了一首又一首飲茶詩，怕人笑話，便
先發制笑： 「戲作小詩君莫笑，從來
佳茗似佳人。」

茶有詩，咖啡也有詩。女作家基
德每天早餐飲咖啡時讀了些什麼詩，
她沒有說，我在互聯網上則看到不只
一人推薦 「跟你早晨咖啡相配的詩
歌」 。如有人介紹十首 「咖啡詩」 ，
其中有艾倫．金斯堡的《美國》，說
一杯咖啡的熱能與這位 「垮掉的一
代」 代言人的豪放詩歌相得益彰；西
爾維亞．普拉斯的《女拉撒路》，說
一杯滾燙的咖啡使你的心隨着女詩人
的悲慘命運激烈跳盪；多蘿西．帕克
的《情歌》，說愛喝咖啡的人會與這
個 「才女」 、諷刺詩人心心相印，高
唱情歌示愛。

美國人尤其不能忘的應是他們的
「蘇軾」 ──沃爾特．惠特曼。蘇軾
與茶緊緊相連，惠特曼則與咖啡密不
可分。美國最有名的咖啡杯就是 「沃
爾特．惠特曼咖啡杯」 ，上有這個白
鬍子老人的畫像和詩句，如： 「當我
活着時，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
它的奴隸。」 「把你的臉永遠朝向陽
光，陰影將落在你的背後。」 我還在

網上見多篇文章寫咖啡與惠特曼，如
《沃爾特．惠特曼在咖啡店》，《早
晨咖啡與惠特曼詩》，《咖啡甜點與
沃爾特．惠特曼》，等等。

咖啡店人人可去，不用預訂，隨
處可坐，可一邊喝咖啡一邊看報、讀
詩，可向鄰座微笑，可與友人談哲
學，與親人談日常生活，或默默觀察
四周的陌生人，可願待多久就待多
久，實在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地方。美
國讀者們覺得，咖啡店與惠特曼在精
神上相符，尤其是他的名詩《我自己
的歌》，既說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觀，
也概括了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肯定
自己的咖啡店精神。他寫道： 「我讚
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擔的你
也將承擔，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
也同樣屬於你」 ， 「信條和學派暫且
不論……不論我從善從惡，我允許隨
意發表意見，順乎自然，保持原始的
活力。」

執筆至此，自問為何撰此短文？
我尋思，無非是希望在這個電子化、
圖像化時代多一些讀書吟詩的人，讓
我們多一點跟蘇軾們、惠特曼們坐在
一起的時間，讓我們的生活多一點詩
意和情趣。詩可以與遠方連在一起，
更可以近在眼前，與茶和咖啡連在一
起，讓我們在努力學習、辛勤工作之
餘，能在詩味與茶香或咖啡香中享受
美好的人生。

詩與茶和咖啡

▲《蘇軾詩集》（左）與沃爾特．惠特曼詩集。 資料圖片

北方的冬天，是肅殺、
蕭條的，又是清醒、頑強
的，更孕育着春天和希望。

冬天來臨，無論城市還
是鄉村的柳樹、楊樹、槐
樹、法桐樹、銀杏樹等樹木
的樹葉被陣陣朔風，紛紛揚
揚地吹落。那樹葉分明像飛
舞的五彩蝴蝶，爭先恐後地
棲息大地。冬季的樹木，脫掉所有葉
片，守護生命，停止生長；像一排排
健美運動員，自信地站在街口、公
園、景區和山岡地頭，裸露着強健的
體魄和結實的肌肉。

天，更高遠；視野，更開闊；空
氣，更清新；樹，更精神。

冬天的田野空曠，沒有任何負擔
和累贅，也沒了繁花似錦的豐腴和臃
腫……空曠讓人視野更加開闊，纖瘦
讓人凝眸深思，單調讓人更加灑
脫……

冬天，世間萬物平等，擁有相同
的環境和權利。草兒匍匐在地，野兔
逃得無影無蹤，唯有樹還原地站立
着。田野裏、溝壑邊、大道旁，樹的
影子隨處可見。寒風來了，它搖搖
頭，晃晃身子，讓沒有定性的風悄然
跑過；雪來了，它微笑着和雪花擁
抱，然後抖一抖身體，鄙夷地看着它
們從身旁緩緩滑落或者消失。

冬天裏執著站立的樹，那是曠野
裏最美的風景。

冬季的樹展示不同的形象和風
采，給人不同的情趣與感受。樹幹和
樹枝形態各異，或直或曲，或粗或
細，或側或卧，或仰或俯，或盼或
思，或醉或舞……有的直立伸展，透
幾分莊重威嚴；有的自然彎曲，顯得
溫柔婉約；有的側身凝視，露幾分驚
愕神秘；有的凌空低垂，懸幾滴飄逸
閒適。冬季的樹徹底卸下榮華富貴的
外裝，風中雪後更為生動、更有韻
味，真實地淋漓盡致，真正地灑脫自
由。

根深蒂固的樹木，那是大地最忠
誠的子孫！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
寒，大寒……一九，二九，三九，四

九，五九……
寒風越來越急，寒雪越來

越大。只有樹木真愛着腳下的
大地，不飛，不動，走不了，
也不願走。樹不挪動半步，把
根深扎大地，它堅信腳下這片
屬於自己的泥土，給自己挺直
脊樑的信心和力量。夢想在覆
蓋中孕育，在休憩中生長。

大地的養分沿着樹的經絡往上傳
遞，從樹根到樹幹，從樹幹到樹枝，
一直到每一個伸向空中的每一個細小
的樹枝、樹梢。樹深感腳下大地的踏
實與牢靠，依然挺直腰桿。冬日的寒
風有些囂張，甚至肆無忌憚。一陣陣
寒風從樹間颳過，樹只是輕輕搖晃一
下身體，不屈服寧折不彎腰地站立，
柔韌的樹枝被搖來擺去，任陽光和雲
霧在枝條間跳躍與律動……

冬天的樹木，與大地同甘共苦，
生死相依。

那是一棵北方的銀杏樹，直立於
天地之間，孤獨地站立在山岡上，於
凜冽的寒風中，緊握着北風的手，站
立着。兩隻不怕冷的喜鵲飛來，在樹
枝與樹枝之間飛來飛去，丈量樹與樹
的距離，感受樹枝與樹枝的親密。牠
們的叫聲使這片空曠生動起來，像村
上開放的兩朵孤獨的花兒。不一會，
直到牠們一前一後飛離遠去，只留下
飄渺的身影。

一棵樹如此，另一棵樹也是如
此，所有的樹在寒冬裏凝望着真實的
自己和姐妹兄弟。各種樹木、灌木集
結、混生在一起，無論什麼品種和名
字，都是同一血脈，遙遙相望，互相
鼓勵着、安慰着，堅信寒流過去、春
風會來，相信枝會更壯，幹會更粗，
葉會更密。因而耐心等待，靜心堅
持，期待生命的勃發，靜候春天的消
息。

無論白天黑夜，俯視空曠、板結
的土地，仰望藍天與白雲，相信冬天
必定過去，靜心堅守自己的家園，側
耳傾聽風雨聲和時令的胎音。

過冬的樹，在冬季裏休養生息，
為五彩紛呈的春季積蓄青春勃發的信
心和勇氣。

樹，冬季最美的風景




























《誰動了我的午餐》

如是我見
厲彥林

文化經緯
陳 安

市井萬象

中國青年女
藝術家鄭婧靜榮
獲 「第一百六十
屆法國巴黎國際
藝術沙龍展」 藝
術沙龍獎。這次
的獲獎作品《誰
動了我的午餐》

描繪的是在作者創造出的真假難辨的
世界中，一場自然與科技的思想博
弈。《誰動了我的午餐──北極》描
繪了在酷寒的北極，一隻北極熊的
「覓食」 場景。與之相對應的《誰動
了我的午餐──赤道》，描繪的是在
酷熱赤道，一隻河馬緩緩從水中浮
出。

香港中通社

 


































小時候，我們在這店尋寶，現
在，我們在城市中尋見這店，如獲
至寶。

時地人
梁貝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