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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美食 湘湖傳奇
杭州的蕭山機

場，離杭州市中心
約半個小時車程，
在蕭山的西側，有
一片翠綠群山、浩
渺碧水，這就是湘
湖。湘湖像個大葫
蘆，各稱南北兩
湖，收腰之處，有

條跨湖橋。朋友邀在跨湖橋湖邊吃午
飯，享絕世美景，嘗湖江美食，聽湘湖
的故事，令人久久不能忘懷。只嘆以前
多次到過杭州，卻不識蕭山湘湖，今得
驚鴻一瞥，從此魂牽夢縈，但願湘湖是
我家。

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在此
水域繁衍生息，開展了燦爛的文明旅
程，尤其是在下孫遺址出土八千年前的
獨木舟，比河姆渡文化足足早了千年。

九百多年前的北宋，蕭山縣令楊時
築湘湖，當時湖水面積曾是西湖的三點
五倍，灌溉農田近八十七平方公里，使
農民免受旱災，湖中產多種魚鮮，蒓菜
更是江南名物。

自古江南多才子，蕭山湘湖承載了
無數文人墨客的傳奇，包括歷史人物如
勾踐、范蠡、西施、李白、白居易等。
相傳湘湖是西施入吳前 「曾經換舞衣」
之地，吳國越國之爭，留下傳世歷史故
事，而唐代詩詞之路，乃從秀美的湘湖
起步。

湘湖曾遭劫難，一九四九年開國初
期，因糧食需求被填湖墾種，加上湖區
磚瓦廠林立，曾經浩瀚的湘湖幾乎消
失。二○○三年，蕭山政府開展了長達
二十年的湘湖保護與開發工程，分三期
進行並順利完成，湖體連通了錢塘江和
三江口，湖面面積與西湖相約，歷史上
寬闊的大美湘湖，從此得以重生。

今天的湘湖，美名天下揚，湖區種
滿了香樟、桂花和銀杏樹，森林覆蓋率
達百分之九十五，獲得了中國百強旅遊
景區、浙江生態景區等榮譽。景區包括
跨湖橋遺址博物館、下孫文化村、杭州
極地海洋公園等，並建有多家大酒店和
湖景民宿，非常值得一遊。

午宴設在湘湖邊跨湖樓，湖光山色
襯人間美食。先嘗精美六小碟，熱菜是
當地湖江鮮：堂灼江蝦、紅燒錢塘江米
魚、野生鱸魚兩吃（骨熬濃湯、陳皮蒸
魚肉）、六月黃湖蟹、清蒸野生江鰻、
清蒸本塘野生甲魚、火腿蒸小水鴨配米
飯、土豬肉燒毛筍、鹽水花蠶豆、石鍋

臭乾、鹹肉蛋餃蒸豆瓣、蟶子筍乾燒絲
瓜、清炒時令莧菜。烹調並無花巧，吃
的是鮮上鮮，如此美景美食，怪不得養
出西施這般佳人，更明白范蠡為何辭官
歸湖，夫復何求。

跨湖樓主人是傳奇故事，他的名字
叫章金順。金順出生窮苦，一九八三
年，十五歲的他去了杭州樓外樓學習廚
藝。一九八五年回到蕭山望湖旅館做廚
師，兩年後承包了跨湖橋頭的小吃店當
起了小老闆。初時只做早餐，晚上睡在
店裏，早上四點半做到八點左右就收
檔，後來改為小飯店，賺的是辛勞的血
汗錢，事業總算起步了。

一九八八年金順到城區開了第一家
小飯店，卻遇上上海甲肝疫情，使飯店
遭遇重創。金順不甘失敗，他買了幾輛
自行車放在店裏，凡是來店吃飯的客
人，都可以免費借自行車去辦事，辦完
事再還回來。這一招方便了客人，帶旺
了生意，讓飯店渡過了難關。跟着又再
遇上兩次大疫情，SARS和新冠，也遇到
過兩次大的火災，幾乎一夜化為灰燼，
雖然損失慘重，但金順始終保持初心，
努力前行。

一九九二年金順有了自己的品牌，
西苑飯莊開業，後升級為西苑大酒店，
金順正式有了自己產權的酒店。二○○
○年再開設蕭山第一個自助餐式茶樓，
成為蕭山網紅地，二○○九年將西苑升
級為跨湖樓品牌。

二○○五年，蕭山政府決定開發湘
湖還湖於民，為了支持政府，更出於對
湘湖的愛護，金順是第一個站出來同意

拆遷的住戶，他在自己的酒店裏訂出
方案，給員工兩三天帶薪假回家處理拆
遷問題，凡是在規定時間內搬遷的，一
律獎勵二千元，前後花了五十萬帶頭支
持拆遷，引起轟動。

二○一六年起，金順將部分股權配
給公司的高層，並逐漸延伸到中層員
工，他承諾，凡是第一次入股，賺了算
自己的，虧損由他承擔，大家相互交叉
持股，相互監督，讓員工與企業共同成
長。

在這樣的管理模式下，金順在湘湖
陸續開設了跨湖樓、湘湖悅章、古越人
家、湘湖大院、湘湖小隱等店。二○○
九年，成立了跨湖樓酒店集團，每一位
員工都像愛護眼睛一樣，珍惜跨湖樓這
個品牌。

跨湖樓酒店集團先後取得了國家五
鑽級酒家示範店、中華餐飲名店、浙江
省五星級餐館等多項榮譽，成為湘湖餐
飲文化的代表。外賣生意更讓金順正式
觸電觸網，成立自己品牌的科技公司，
開展線上配送業務。

二○一八年，蕭山與貴州從江扶貧
結對，金順投資了一家慈善扶貧酒店，
成為浙江首家東西部協作慈善扶貧餐
館，把從江縣的特色美食和民族風情帶
到了杭州，通過消費扶貧、持續扶貧等
方式發展貴州從江。

今年是章金順入行四十年，負載着
飲食行業的艱辛與喜樂，他身經百戰，
不忘初心，繼續前行。歡迎到湘湖走
走， 「神奇小子」 金順在跨湖樓等着大
家到來。

五 月 香
港，天氣已有
些悶熱。那天
從愉景灣坐船
前往中環，天
氣晴朗，為了
更好地拍海
景，我選擇坐

到船上的二樓。那艘船，一樓是
冷氣艙，二樓是開間，後甲板是
開放的。隨着船隻破浪前行，身
後兩排白浪人字形展開，海風
「呼呼」 地往臉上吹來，一股涼
意撲面而至。藍天白雲，有幾隻
海鳥在白浪上掠過，海水隨着風
的節奏輕輕搖曳，波光粼粼，彷
彿是藍天大海在隨風起舞。

八年前，我搬到愉景灣，選
擇此地作為退休居所。我喜歡愉
景灣，首先是這裏依山面海，空
氣清新。舉目望去，滿島翠綠。
每天早、晚餐後，我通常會順着
大馬路走向南邊的大白灣海灘。
馬路兩旁綠樹成蔭，路邊綠草灌
木叢生，一簇簇鮮花，爭芳吐
艷。我一邊漫步，一邊大口呼吸
着由海風吹來的新鮮空氣，輕風
拂面，頓覺神清氣爽。

到了海邊，憑欄觀海，海風
拂面吹來，帶來一股清涼。若是
夏天，你頓覺涼風習習；每到冬
天則可領悟寒風凜冽。當你坐在
碼頭的台階上，海風徐徐吹拂，
蔚藍色的大海一望無際，鋪展在
眼前。洶湧的浪花夾着海風湧
來，輕輕地拍着沙灘，捲起一陣
陣白色浪花。在大白灣沙灘上，
孩子在開心地叫着追逐嬉戲，一
對情侶正坐在沙灘椅上悄悄私
語，幾葉風帆把大海裝點得多
彩。海浪的呼嘯聲，海風的飛舞
拂動，彷彿是一首美妙的交響
曲。

每至海邊，我總喜歡站立在
那裏，享受着海風的吹拂。在我
印象中最美的風，是西班牙卡達
凱斯小鎮海邊的風。這座小鎮坐
落於一處陡峭的懸崖之上，面對
着湛藍的地中海，一幢幢白牆紅
頂的小屋，被茂密的橄欖樹林環

抱。這裏可是西班牙最美的海
岸之一，特別是在夏季，陽光明
媚，沙灘寬闊，海濱聳立着不少
奇石怪岩，成為不少著名畫家手
中的絕美畫卷。望着卡達凱斯的
海岸，我想起白居易的詩： 「煙
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
玉片，截斷碧雲根。」

遠處的白色巨浪湧來，撞擊
在幾十米高的懸崖壁上，發出巨
大的轟鳴聲。白色浪花飛濺成
霧，隨着海風吹在臉上，濕潤涼
爽，溫柔地撫摸着臉頰，帶來一
絲絲鹹濕的水氣。著名畫家梵
高、畢加索都曾畫過這裏的海。
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在這裏度過
的藝術大師達利，曾經盛讚這個
小鎮是 「西班牙最美的村莊」 。

在高雄海邊品風，亦別具一
格。旗津山上有座磚木結構的八
角形巴洛克式的白色建築，這就
是聞名台灣的旗津燈塔。燈塔塔
身為八角形，至頂部轉為圓筒
狀，白色的陽台可供遊人觀海。
塔上的燈室外面裝着玻璃，圓頂
上有風向儀，上面書寫有漢字
的，東、西、南、北，此種造型
極為少見。燈塔的塔身塗為白
色，頂部漆成黑色，高達十一
米。遠遠望去，燈塔以其一閃一
滅的孤單身影屹立在海邊，成為
高雄的地標。登上燈塔的陽台，
放眼望去，近可看見高雄市區景
觀，遠可俯瞰對面西子灣景區。
當時已是冬至，凜冽的寒風像刀
子一樣劃過臉龐，穿透衣物帶來
刺骨的寒冷。

說到香港，很多人第一時間
想起的，可能是維港兩岸的秀美
風光，也可能是從太平山頂俯瞰
的萬家燈火，又或是霓虹閃爍的
旺角、高樓林立的中環。其實，
香港還有另外一面，一座由山海
環抱的魅力之城，那是大自然的
恩賜。我覺得，香港最美的是海
風。海風，那就是海的聲音，撲
面而來的海風中蘊含着大海的浩
瀚與深邃。它吹過的地方，留下
長長的漪漣，如同歲月的長河，
無邊無際。

海邊的風

聞 敲 門
聲，開門處不
禁驚訝。即將
九十的張真，
坐着輪椅，送
來一碗櫻桃。
他已經是第二
次來，上午我

們不在家，他撲了空。 「我是張
真，送櫻桃給你們嘗鮮。」 我後
悔上午曬了太陽，誤了朋友。

我們一家和張真、玉蓉一
家，雖然不是一家，卻勝似一
家。中學時，玉蓉和我妻曾是一
個年級的同學，在北京師大女附
中讀書。其後雖然分開過，他們
到中東地區國家，我們在亞洲地
區國家，但搬到潘家園小區後，

我們又住在一起，同一棟樓。
我們和他們經常見面。他們

有個漂亮的女兒，眉清目秀，誰
看誰喜歡。我曾見過幾次。一次
她拿着一瓶酒，來到我家，說送
給我喝。她知道我喜酒，我感謝
她，接受下來。

天有不測風雲，意外的事情
發生了。經幾次診斷，他們的女
兒不幸患了癌症。就這麼一個女
兒，剛成家不久，誰能想到。但
他們沒有聲張，辦完後事，默默
地嚥下苦水。連我們也是後來才
知道的。

現在，張真又失去老伴，孤
苦伶仃一人，還想着我們，情誼
之可貴，我不能不在心裏說：
「幾隻櫻桃何其重？」

西漢彩繪立射俑

人生在線
延 靜

繽紛華夏
方曉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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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人與事
黃秀蓮

五月四號，那麼饒富意義的日子，台灣
散文家張曉風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之邀
來港演講，雪泥鴻爪，可堪一記。

近來我常夜半醒來，不能入寐，想起一
周後就親炙名家風采，若事先毫無準備就入
座，未免不夠敬重，於是上網重溫她的資
料。怎知映入眼簾竟然是她夫婿林治平先生
剛剛去世的消息，吃了一驚，文學的回憶驀
地湧上心間。那新郎無限痴情地站在教堂
《地毯的那一端》等候，那妻子說他日離開
這世界，彌留那刻口裏最後的聲音是丈夫的
名字……夫妻恩愛，暮年喪偶，打擊至大，
孑然一身穿過 「死蔭的幽谷」 怎生消受？

她的健康和心情如何？演講能否如期舉
行？主辦單位極之體貼，完全以她的健康為
重。曉風個人意願加上家庭會議一致贊同
下，決定放下傷痛，履約而來，這場演講印
記了她溫柔而堅毅的承擔。

我在八十年代參加文學營，初遇曉風，
她與席慕容擔任導師。到了二○一七年余光
中教授的喪禮再次見她，她一手借力於四輪
小行李箱的手把，一手拄着枴杖，臉上掛了
一顆大淚珠，那情景很難忘。在余教授謝世
後半年，曉風特意去了南京和常州一趟，南

京有他們的母校崔八巷小學，還有余教授讀
過的青年會中學。常州與蘇州之間，是小光
中隨媽媽坐船走難時，帆撞橋洞，他幾乎命
喪於此。這些詩人成長的痕跡她不辭路遠去
尋覓，拄着枴杖，一步一腳印，然後才動筆
撰寫悼文，深情而敬慎，天下間竟有這麼難
得的人！

主辦單位為她洗塵，我有幸叨陪末席，
在酒樓等候時，我時不時向門口張望，她終
於出現，原來助理陪同來港，這讓人放心多
了。她穿得簡單而優雅，一身黑衣黑長裙，
還戴了珍珠項鏈，打扮比平時講究，走路則
借助手把和枴杖來撐持。但見她神情平靜，
不算憔悴，昨天已為教會演講一場了。我們
珍惜相逢，各自攜帶她的著作央她簽名。她
因陋就簡，連桌子也不用，就把膝蓋上的皮
包當作書桌，簽名動作相當伶俐，看來她很
慣於適應場地，習以高效率高生產了。務實
勤快，難怪能一面認真教書，一面悉心持
家，一面寫作不輟，一面關心時務，面面兼
到了。

廣東小菜色香味俱全，席上大家都殷勤
招待，她胃口不錯。我問她能否安睡，她說
可以，此行讓她暫時離開悲哀的氛圍，跳往

新環境，又忙碌於演講、受訪等工作，未嘗
不能紓解悲懷。

翌晨演講，在拔萃女書院舉行，離地鐵
出口僅兩分鐘路程，安排十分細心。怎知道
大雨傾盆，紅雨信號高掛，西貢及將軍澳儼
然澤國，演講主要對象是中學生，有些學校
專程租了旅遊車接送，但是雨勢太大沒有出
發。禮堂本應坐滿一千二百人，結果仍有三
分之二學生冒雨參加，失之交臂者可在網上
一睹這位 「散文詩人」 的風采。

演講題目非常特別，甚至有點費解，叫
「無限續杯和有限一杯」 。她首先說一家咖
啡店以無限供應為招徠，既然任飲，朋友便
連續飲下多杯，豈料不一會兒突然心跳劇
烈，要立刻送院。然則所謂無限續杯，究其
實是頗為有限的。這番話猶如文章的起興，
起興已耐人深思了。接着她說了多個人物故
事，用 「講古仔」 來說明道理是高明的，因
為道理已在真人真事中，輕輕點染，道理自
然透出。

故事有趣又發人深省，值得舉述一二。
張大千十五歲時遭土匪囚禁，限一百天內交
贖金，當時盜賊如毛，只怕贖金在途中又會
遇劫，則百日後性命不保。張大千卻在這有

限的一百天，跟同樣被擄的老進士學寫詩，
結果日後他懂得在畫上題詩。艾德華．威爾
森幼年父母離異，釣魚時竟又發生意外，一
目失明，生理缺憾的局限，只能看清細小的
東西，結果他選擇螞蟻為研究對象，成為世
界級的專家。一連串故事的主角，都能夠在
有限處境裏珍惜有限，再而創出成就。

曉風演講風格跟文章相似，平實道來，
內容扎實，立意高遠，有所寄託。問答時段
的對話尤其深刻，不止當下獲得滿場掌聲，
而且句句都充滿啟迪，與會者受益不淺。這
些感人故事會埋在心底，將來總會在有限一
杯的困境中發揮出來。

曉風新作《八二華年》，說八十二歲是
女子妙齡，正是人生有限一杯的境況，我請
她為這本書簽名。喪夫幾天後即趕來演講，
這一趟來得哀愁，又遇上豪雨，皆叫人分外
感動。《我還有一片風景要完成》裏，她
說： 「我是那畫中人，站在固定的時間和空
間裏……我不能走開，我有一片風景要完
成。」 人世的淒風苦雨，香港的大雨淋漓，
張曉風剛巧碰上。她踐約來完成風景，自己
也走進煙雨迷濛的畫圖，定格為畫中人畫中
景了。

張
曉
風
在
風
雨
中

幾隻櫻桃何其重

▲湘湖一景。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 「秦漢
文明」 系列展覽開幕，展出包括漢
代古船 「絲路一號」 、杜虎符、鎏
金銅蠶在內的約一千五百件文物，
通過 「大歷史+小專題」 的方式，
全景展現秦漢文明源起、發展、貢
獻，系統講述秦漢時期從政治一統
逐步實現國家、思想、文化認同的
歷史進程。

新華社

▲清蒸野生江鰻。

▲六月黃。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