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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事
潘 然

高郵之夢（下）

到高郵才知道高郵
出名的並非只有魚湯餃
麵，我們來一趟不容
易，索性點了一桌子，
有高郵獅子頭、大淖的
雙黃鹹鴨蛋、燙乾絲、
炒河蝦、蒲包肉、五丁
包、油條塞肉、軟兜長

魚。老闆看我們點了那麼多菜，也高
興，話也多起來，句句不離汪曾祺先
生。汪曾祺先生好飲酒，倒霉那些日
子，回鄉哪敢叫一桌子菜？就是一碗魚
湯餃麵，四両老酒，自飲自樂。這我可
以證明，汪曾祺先生曾在文章中寫到餃
麵就酒，越喝越有。想起還有兩位大文
豪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一位是李國
文，一位是陸文夫。李國文先生曾笑談
邊吃麵條邊喝燒酒，也講了汪曾祺先生
這句名言： 「麵條就酒，越喝越有。」
人非草木，苦中作樂。

汪曾祺祖上也闊過，高郵老人差不
多都知道汪家之闊。汪曾祺的爺爺是
「拔貢」 ，在高郵也有不小的名氣，
「拔貢」 高於鄉間的 「秀才」 ，他爺人

好，面善，字也寫得好，畫也畫得好，
最拿手的是畫觀音佛，有人求，必送。
據說家中有兩三千畝地，還開着兩家藥
舖，一家布店， 「闊」 得可以，極好做
善事，但對自己甚摳，節儉到什麼地步
呢？下酒菜只有一枚鹹鴨蛋，且還要喝
兩頓酒。老爺子真夠持家的，門上也掛
着一副老竹刻成的對子：幾百年人家無
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原來汪
曾祺讀書有基因。汪曾祺好學是出名
的，記性也好，悟性也高，感性也靈，
還有一點實在是勤快，老了老了都不
「偷懶」 ，一天還要寫一千字。

沿着曲徑通幽的小巷，七拐八彎，
終於來到大淖眼前，那一片水靈靈的天
地，但總覺得不太像汪曾祺筆下的大
淖，汪先生對故鄉感情極深。 「大淖是
大片水，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這
是兩條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條狹長
的沙洲。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春初
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
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
夏天，茅草、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
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

大淖美，波瀾不驚，文質彬彬，溫
文爾雅。再想不出有什麼俊話俏語來形
容大淖之美。沿着大淖的沙堤一直往前
走，河道中有駁船、漁船，遠處有蘆
葦。越走越遠，越感到大淖不大，大淖
景深不遠不廣，方知大淖的美是 「故鄉
美」 ，大淖的神韻就在當年住在大淖邊
上的一群群受苦人，大淖人。汪先生故
鄉人美、心靈美，帶來情美、水美、大
淖美。

汪曾祺十九歲就遠離了高郵，他寫
的高郵是他十九歲之前的高郵，在他的
記憶中，高郵實在是美，美不勝收。四
十多年後再回故鄉，看人人親，看水水
美。汪先生曾寫下一首歸鄉有感詩：
「晨興尋舊郭，散步看新河。錠舶垂金
菊，機船載糞過。水邊開菜圃，岸上曬
蘿蔔。小魚堪飯飽，積雨未傷禾。」 故
人歸家，四十年未見，足見汪曾祺的家
鄉情。讓我一下子想起那家餃麵館中的
那幅字，如果說半真半假，倒真是有一
種暖暖的真情：幾生修得來高郵。高郵
美是汪曾祺的夢，我們追念的是汪曾祺
的故鄉情，故鄉人，故鄉夢。

何處山林

和倩明女士約
在初秋的午後。初
次打交道，她為人
爽朗，說話行事靈
敏風趣，是律政佳
人的骨子。她遞給
我一餅福鼎白茶，
是陳年的老白茶，

溫和的木香和沉香氣息的雪松醇輕入
鼻間，一縷幽幽的麝香氣息淡淡縈
繞，還有一點柏木杉木的乾香。撥開
茶紙，茶葉 「如韃靼騎兵的馬靴般皺
縮」 ，恍惚之間，似見山間深谷處幾
隻大小牦牛參差錯落搖頭擺尾，頗有
閒適之氣。

倩明在上海長大，外公是福建
人，外婆是上海人，所以她既喜歡工
夫茶又喜歡花茶。在她的記憶裏，每
每去外婆家，哪怕大熱天她也可以聞
到茉莉花茶的茶香。讓她真正在香港
萌生經營茶室的還是她爸爸。少時的
周末，一有機會爸媽就會帶她去杭州
喝虎跑泉水泡出來的龍井茶。 「綠
芽＋片火前春」 ，茶葉在玻璃杯中上
下飛舞翻滾，茶色慢慢顯現，從茶道
到茶湯都讓幼小的她着迷。

江南人有時是慵懶的，亦是勤勉
的，有時是柔和的，也是重情的。落
日平台，春風啜茗， 「食罷一覺睡，
起來兩碗茶」 ，我們這些生活在長江
中下游的人，沉溺於山水，自得於那
盞魚眼湯。 「金渠體淨，隻輪慢碾，
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了二分酒
病。味濃香永」 。黃庭堅寫道， 「醉
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
里，歸來對影」 。江南的煙雨流雲，
似在天上，又似在茶碗裏，在我們心
中是獨一份的。

面前的倩明沒有拿牡丹鎏金竹柄
團扇，也沒有穿着鵝黃交領紵絲衫，
卻有一縷江南茶室主人的真誠清淡，
讓我有種他鄉遇故知之感。她和我講
起她向楊智深老師學茶的二三事。我
們沒約在茶室，言語間我已然嚮往素
瓷靜夜，芳香清閒，水氣氤氳間看她
擺桌茶道。

楊智深，字穆如，香港著名茶學
師，也是粵劇和電影編劇。疫情期

間，倩明關張了每月燈油火蠟十幾萬
的舖，去找楊老師求教。楊老師師者
仁心，一對一地開始教她，以陸羽
《茶經》為宗旨慢慢開講，又因材施
教地教她控制水流。他讓她把紙巾捲
成一顆顆小球來觀察水流，又讓她把
帕子沒入水中浸濕練習手甩帕子，以
此控制工夫茶中 「點兵」 步驟手腕的
力度。

工夫茶斟茶要求低、快、勻、
淨。斟茶時壺嘴不應碰到茶杯但盡量
低些，避免茶湯易冷、沖出泡沫或濺
出杯外不雅觀。茶湯循環往復倒入茶
杯，此稱 「關公巡城」 ，再將壺中殘
餘的茶湯循環均勻地滴到每隻茶杯
中，此稱 「韓信點兵」 ，從而使每杯
的茶湯量及濃度均勻。

老師是個嚴謹整潔之人，擺放茶
具的時候要求他們每個茶具無論大小
中心都需在一條線上，還讓學茶的學
生們每人帶一隻袖珍熨斗細細熨燙
桌布從桌面垂覆下來的折痕。二○
二二年六月，穆如老師仙遊而去，
學生們無從言表，在追悼會上默默揣
着熨斗在追悼儀式前認真熨燙， 「老
師教的」 。簡單的溫情，難言的悲
傷。

午後的陽光照射着竹林，山中之
水湧起歡欣的泡沫，松籟回響在我們
的茶爐之中，沉醉在平凡瑣碎的事物
之美中。若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喝茶，
則會有顧渚園主人的遺風了。 「朝隨
鳥俱散，暮與雲同宿」 ，中國茶裏，
其實有一種優雅的清貧。陸羽《茶
經》裏寫，茶適合 「精行儉德」 之
人。陸游推崇 「桑苧家風」 ，實際也
在褒揚這種勤儉樸素、守身自重的品
格。在富商巨賈雲集、衣香鬢影交錯
的香港，還有老師和學生，有茶人茶
舍在講 「精行儉德」 。

目前，倩明的茶室主要作為會客
室，她自己打掃的時候才發現門口有
雀來築巢。不禁讓人想到，禪宗裏許
多重要的問答，都在給庭院除草、給
蕪菁刮皮和燒水沏茶的過程中進行。
道家為審美理想打下基礎，禪宗為這
個理想付諸實踐。我似乎看到，倩明
正從茶道走向茶禪。

應緣她是別茶人

諾貝爾獎博物館二三事

五年前的一
月八日，這個欄目
開欄。

對於一個以
「爬格子」 為生的
人，半輩子都在苦
心志，費心費腦，
其實應該有一些勞
筋骨的事兒，方可

體腦平衡。但人真是很奇怪的，有些
人寫寫寫既是生計也是快樂，在心腦
不同的頻道去寫，感受是不一樣的。
專欄的寫作，梳理心緒、記錄生活，
筆法不拘，並不覺辛苦，反而促使自
己多留意多觀察多思考，也是一種交
流和傾談，小小的獲得感幸福感──
就這麼堅持了五年，開心喜樂。

翻看過去的篇幅，當時的處境和
心境歷歷在目。時光如此倉促，步履
如此匆匆，很多事情一閃而過，很多
思緒靈光一現。剛剛過去的新年第一
周，我們在哪裏？做了些什麼？去年
一年，我們在哪裏？做了些什麼？再
前兩年，我們在哪裏？做了些什麼？
五年前，我們在哪裏？做了些什麼？
一般的記憶裏，上一周都已模糊不
清，更何況去年？前年？五年前？很
慶幸有這一塊小地方，能夠記錄下
來，讓未來的記憶不至於空白。歲月
不應僅僅在面容上留痕，人活一世，
總該給自己留下些回味。絕不能容顏
滄桑、內心蒼白。

前幾天手機摔壞了，索性將之前
壞掉的拿去一起修，三個手機，換屏
換主板共花了兩千七。覺得挺值的！
因為手機上有一個時段一個時段的照
片，特別是在香港期間的照片，隨手
拍的海面、叮叮車、半山的野花、街
角的塗鴉，臨別時好友相送小聚場
景……還有一家人在異國他鄉團聚的
照片、回故鄉老城的照片……金錢換
不來這些相聚，時光也換不來親人的
團圓。我們只能一邊努力創造新的團
聚，一邊盡力留住每一次團聚的記
憶。

閒時聽蔣勳說《紅樓夢》。蔣勳
講了不少我們讀紅樓時未曾留意的細
節，蠻有意思。比如林黛玉在教香菱
寫詩時，吩咐她讀詩先讀王摩詰，
「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

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 。
「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的詩作了底
子，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靈
運）、阮（籍）、庾（信）、鮑
（照）等人的詩一看……不用一年的
功夫，不愁是個詩翁了！」 黛玉在王
維的詩上面畫了不少紅圈，是她自己
認為的佳作，囑香菱 「有一首念一
首」 。在香菱初有所悟時，又推薦陶
淵明的詩，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
煙」 ， 「比那個（ 『渡頭餘落日，墟
里上孤煙』 ）更淡」 。王維的五言律
詩多半是他經歷了安史之亂，行走於
輞川時的心境領悟。蔣勳認為，在生
命經過一個巨大的打擊之後，他只是
要講最真實的話，才會真正的豁達。
林黛玉喜歡王維和魏晉詩歌，符合她
的身世和品性。這裏邊，何嘗不寄託
着曹雪芹自己對生命的感悟呢？

人未必一定非要 「行到水窮
處」 ，方能 「坐看雲起時」 。人生也
未必非要走到窮途末路，才驀然發現
別有洞天。陶淵明其實就恰恰相反。
他最後一次出仕，是在 「家貧，耕植
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生生所資，未見其術」 的困境下去當
官謀生。他二十九歲出山做官，四十
一歲辭官歸隱，其間四次辭官，動盪
於仕與耕之間十餘年，心情始終是掙
扎矛盾的，既想為官一展宏圖，可在
出仕後仍然眷念田園， 「目倦川途
異，心念山澤居」 。最後一次出仕任
彭澤縣令短短八十餘天後，再次辭
去，徹底歸隱山林直至終老。我們能

從《歸去來兮辭》一觀他歸隱後的心
境，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
安」 。他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舒適區，
那份輕鬆自在放達舒朗溢於言表。心
靈的舒適是不懼怕物質貧瘠的。江上
清風，山間明月，有聲有色，巴適得
很！

都市少有具象的山林，公園自是
不算的。我們把思緒放在離房子車子
票子位子遠些的地方，去讀書品詩觀
古。

我總覺得中國古詩詞是世界上最
好的詩歌，沒有之一。其中的對仗或
許是獨一無二的妙緻吧。我們在很多
相對的東西中，看到大觀世界四季風
花。春天的喜悅與秋天的凋零；
「一」 的短暫與 「千」 的長久；日的
光明與夜的黑暗；山的陽剛與水的柔
軟。

從中我們也看到了生命的起承轉
合，生命的節奏感結構感。有舒朗有
繁密，有快板有慢板，有春秋有日
夜，有 「一」 有 「千」 ，有重彩有留
白。生命本身也有山林有詩畫，有生
命自己的美學。都市山林，也一定有
我的故鄉。

閨密Chloe好事將近，十月份去
上海時她特意將男友Thomas介紹給
我認識，那是一個陽光帥氣的男生，
與Chloe很般配。我請廣州的畫家周
老師專門畫了一幅《春風富貴》作為
祝福賀禮，善良單純的人，一定會好
的。

位於瑞典斯德
哥爾摩的諾貝爾博
物館，展覽由一個
個的櫃位組成，展
出不同獲獎者的科
研成果和生平故
事。天花板上一條
滑道徐徐劃過，逐

一展示出各位科學家的頭像。
展品包括諾貝爾發明的雷管，部

分科學家用過的笛子、圍棋、手風
琴、登山鞋，以至洗衣液容器等。科
學家們大都生性活潑，興趣廣泛，登
山，踢球，下棋，唱歌，練琴，都是
激發他們思考和探索的源泉。科學是
深奧的，但是想不到，那些發明竟然
源自生活。

經濟學博弈論的Game Theory，
他的靈感在下圍棋時產生；醫學家
Tasuku Honjo，他人生的座右銘借
鑒於中國漢代光武帝的 「有志竟成」
這四個字；另有一位經濟學家，他的
理論源自於在洗衣店洗衣服時與一位
顧客聊天。

來過諾貝爾博物館的中國人，大
都對屠呦呦專櫃和莫言專櫃印象深
刻。二○一五年，屠呦呦因在青蒿素
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獲諾貝爾醫學
獎，專櫃裏展出了她的中文研究手
稿。莫言是二〇一二年的文學獎獲獎
者，他的中文版專著《蛙》《紅高粱
家族》以及其他十五本著作整整齊齊
地陳列在那裏。

科學家們善於思考，他們在不起
眼的生活中發現定律，產生想法，進

而執着地追求，探索出有益的物質。
物理、化學、生物醫學，這些領域的
評選指標是杠杠的，產品造福人類，
也符合諾貝爾的心意，評選結果沒有
爭議。

諾貝爾獎的誕生推動了科學的發
展，獲獎者的思維和發明推進着人類
進步，滿足社會各領域的需求，給民
眾帶來好處。唯有先進武器的發明，
徹底顛覆了諾貝爾旨在用以制止戰爭
的初衷。另，人們對諾貝爾和平獎的
評選，也因標準各異產生爭議。

最受爭議的是一九七三年的和平
獎，頒給美國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
壽，旨在鼓勵他們為持續和平提供動
力。然而結果引起極大反對聲，甚
至導致評獎委員會的兩名委員辭
職，最後連基辛格和黎德壽兩位當
事人也婉拒到奧斯陸領獎。館內還
有一個細節，當年曾經有人提議把和
平獎頒給希特勒，連希特勒自己都說
提名是對他的諷刺。可不是，太諷刺
了。

諾貝爾是一位科學家也是一位劇
作家，他的發明專利高達三百五十五
項，包括炸藥的發明。一輩子沒有結
婚生子，他把所得獎金全部投入獎勵
基金。除了和平獎和經濟學獎是後人
添加的，所有獎項都由他親自創建。

參觀結束走出展館，一個女孩塞
來一張配有我們照片的 「斯德歌爾莫
街頭新聞」 。她 「快閃」 地拍下我們
走出大門時的鏡頭，並做成看似新聞
的 「報道」 。與她莞兒一笑，我誇她
會玩，會幽默，會給人帶來快樂。

市井萬象

蠟梅綻放

君子玉言
小 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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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西
湖邊錢王祠內蠟梅
迎寒綻放，吸引不
少市民遊客前來打
卡拍照。

新華社

▶位於瑞典斯
德哥爾摩的諾
貝爾博物館外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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