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仁由己
豆棚閒話

初夏時節，薔薇開放了，月季
開放了，玫瑰開放了，香樟開放
了，金銀花也開放了……在諸多
芳香型的花卉之中，我最偏愛的
是金銀花。在路旁、在庭院、在
籬牆，大片大片的金銀花開得是
密密匝匝，鬧鬧猛猛的。它那黃
如金，白似銀的花朵把我們的生
活裝點得富貴吉祥，喜氣洋洋。
您再聞聞，它那花香雖是濃郁卻
不衝人，它不僅香得清新親切，
富有情趣，而且香得清涼醒腦，
爽快宜人。金銀花用它的激情，
裝點着每個如期而至的初夏，裝
點着一個個香馥馥的生活。
我自小就喜歡金銀花，它跟生

活貼得很近。我小的時候，每到
夏天，都要長痱子，這就得用花
露水來塗抹。傍晚時分，洗完
澡，把花露水搽在身上，是涼爽
爽的，清香香的。就兩三天的工
夫，痱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這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就有金銀花。
在夏日，花露水是每家每戶必備
的祛痱良藥，尤其是有孩子的家
庭。要是感冒發燒了，就得用銀
翹片，這藥的主要成分也有金銀
花。這「銀」就是金銀花，
「翹」便是連翹。這兩種中藥均
有消炎解毒的功效。銀翹片貨真
價實，療效顯著，備受百姓的青
睞。尤在藥價虛高不下的當今，
這真是百姓治病的良藥、恩藥。
我在青少年時代就愛喝茶，也

愛用金銀花來泡茶，這是有淵源
的。早年間，我在昆明當兵的時
候，當年只有16歲。剛去的頭兩
年，總是水土不服，到了夏天，
老愛上火。老同志便教我用金銀
花泡茶。此花我們單位的大院多
的是，隨手摘摘，往杯裏一放，
沖上開水，兩天喝下來，嘴唇也
不乾燥了，喉嚨也不腫痛了，還
真靈。金銀花泡茶有股淡淡的清
香，不苦也不澀，更沒有任何異

味。湯汁呈淡綠色，或是微黃
色，清澈澈的，能見杯底。再
者，任你水溫多高，隨你沖泡幾
次，花朵的顏色仍是黃歸黃，白
是白，始終如一，初衷不改。用
金銀花泡茶，我喜歡往杯中放點
糖，這使得清香更為彰顯，口味
也更好。這茶不僅不花錢，還兼
保健和治療功效，一舉多得。
金銀花又叫銀花、雙花、忍

冬、二寶花，它是忍冬科忍冬屬
的常綠攀援灌木。我國的佛教界
對金銀花尊崇有加，佛教徒喜歡
把金銀花叫做忍冬，因葉經冬不
衰，保持常綠，這是生命力旺盛
的標誌。加之忍冬的「忍」與佛
教宣導的「忍辱負重，以求正
果」的思想吻合，是故，忍冬在
佛教界備受推崇。為表達對理想
的追求，佛教徒則借忍冬的圖案
來表達思想。我在西寧的塔爾
寺，大同的雲崗石窟，洛陽的龍
門石窟，就見過好些用忍冬裝飾
的壁畫或石刻。這些圖案雖不言
不語，但它弘揚了一種不屈的精
神，給人啟迪，令人起敬。
我有個忘年交的文友，他住在

我們這個古城的老城區。此翁愛
花，亦諳花道。他家有個近百平
米的庭院，院中種的全是花草。
令人稱奇的是株金銀花，主幹已
有胳膊粗細，將近百年。從不見
他澆水施肥，給予特別的人工呵
護。這花卻長得出奇地枝繁葉
茂，生機勃勃，且是負勢而上，
攀到房頂，覆蓋小院。每到開花
的時節，無數的花朵，繁繁密
密，競相開放。在此時刻，終日
是香滿小院，香滿小巷，令人心
醉。據《本草綱目》記載，金銀
花具有「久服輕身，延年益壽」
的功效。此翁是大行「久服」之
道，卅年堅持，從不間斷，雖已
八十掛零，仍是步履矯健。於
此，金銀花真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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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時讀雨果的《悲慘世界》，主角冉阿
讓走投無路，遇到好心的米里哀主教，請
他到家裏吃飯又留宿了一晚。然而，心態
扭曲的冉阿讓卻偷走了主教家的幾件銀
器。不久他被警察抓住，帶回來讓主教指
證。主教再一次展示了寬容之心，聲稱銀
器是自己送給冉阿讓的，令他得以脫罪獲
釋。冉阿讓受到感化，從此洗心革面，成
為一個好人。
小說片段向讀者展示了一個人性崇高及

自我救贖的故事，其中也隱藏着一個古老
的哲學問題——對他人苦難的同情，是人
類團結的有力推動因素，但一個人不管怎
樣寬容大度，也無法預知自己的行為的後
果。世間不乏以怨報德的例子。如果想讓
社會更公平正義，犯錯之人就應當受到懲
罰，才會更好地吸取教訓，寬恕未必是最
好的方式。那該如何理解寬容的意義呢？
其後年歲漸長，我才發現自己思維的狹

隘。就如哈維爾所說：「我們堅持一件事

情，並不是因為這樣做了會有效果，而是
堅信這樣做是對的。」寬容是一種道德之
善，人們憑藉這種「為仁由己」的信念處
事，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而不是為了別
人或達成某個結果。
《清稗類鈔》裏有一個與冉阿讓非常相
似的故事：清代有富翁心地仁慈溫厚，有
一年除夕夜，他到客廳與家人一起吃團年
飯，兩個婢女手持燈籠在前面引路，剛走
到庭院，他抬頭看到院子裏的一株樹上隱
藏有人，顯然是小偷想要偷東西。
富翁停下腳步，不露聲色地吩咐婢女把

酒菜擺到庭院裏來，他想要一個人獨酌。
一切準備停當，他遣散下人，然後出聲招
呼躲在樹上的小偷，請下來陪我喝一杯，
我不會送你去見官的。小偷從樹上下來告
罪。富翁一看，原來是一牆之隔的鄰居。
富翁問他，你這是差多少錢？鄰居哭訴自
己遇到年荒，一家老小沒錢過年，所以才
動了偷東西的貪念。

富翁嘆息說，我不能周濟鄰居，才導致
這樣的事情發生，是我失察之過。這裏有
酒有菜，你先吃飽，我再給你30両銀子，
除了過年所需的花費，剩下可作為做小生
意的本錢，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遇到
別人可不會饒恕你。
鄰居吃飽後，富翁把銀子和剩下的酒菜
一起打包交給他，讓他依舊翻牆回家，以
免被人看到，又安慰他，絕不會讓第二人
知道這事。鄰居此後也履行允諾，重新做
人，奉養老母到百年後出家為僧，苦心虔
修，做到了杭州靈隱寺的方丈。後來他收
到富翁的死訊，千里歸來奔喪，把富翁當
年對自己的寬容之舉道出，其他人才知道
這件事。
寬容是一種真誠的慈悲，需要一定的品
德修養和對生命的體恤，才能做到寬宥他
人的過失。雖然寬容未必都能帶來正向的
結果，但這種「因善求善」的品德更容易
喚起親社會的行為，促進人際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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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開香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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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山河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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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潤，
環野透霓虹。
燕子飛時荷颭水，
青蛙歌處柳搖風。
斜倚日和融。
橫石坐，
獨釣一蓑翁。
竿落魚隨漁利轉，
情牽詩伴我心同。
煙雨任西東。

公元二零二一年五月四日

勞動節前夕，去了一趟界嶺。兩地之間
交界的山嶺，簡稱界嶺。我所說的界嶺，
乃分鄉鎮界嶺村，是夷陵與遠安的分水
嶺，也是夷陵的北大門。它就像一條紐
帶，聯結着市區和縣鄉；更像一座橋樑，
貫穿於丘陵並山地。過了棠埡水庫，界嶺
清純恬美的容顏就直撲眼簾。別的不說，
單是森林跟植被就彷彿童話中的花園，令
人流連忘返。風格式樣顏色統一的民居整
齊地佇立公路兩旁，如夾道歡迎貴客的禮
兵，彬彬有禮，威武灑脫。這似乎已成了
不變的規律，路修到哪兒，哪兒就會雨後
春筍般冒出一棟又一棟的房子。原本荒涼
孤寂的公路，儼然成了一個熱鬧的小集
鎮。西南邊陲的傣家人多起竹樓傍水而
居，本土人家則喜擇路而鄰，方便的同時
更多是在捕捉商機。我從記事起直至現
在，曾無數次走進界嶺，唯有路邊的古木
令我難忘。古木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猶
如患難與共的手足和朝夕相處的情侶。歲
月流逝，波光明滅，燕子來了又去，花兒
開了又謝，古木的年輪在年復年中增加，
枝幹的內涵在日新月異間豐富。古木就像
是界嶺的歷史見證人，承載着村落的過去
與現在，演繹着山鄉的輝煌未來。
昔日的界嶺，有限的耕地輸送不了更多

的經濟來源，人們在無奈中期盼幸運之神
的青睞。位置偏遠，資源有限，又無特
產，一度滯緩了村域經濟的發展。但它有
綠水青山，清風徐來，古木頷首低眉，訴
說着心底的憧憬。此去經年，界嶺褪去了
羞澀和呆板，在時代大潮中採擷涅槃的祥
雲。特有的自然環境和水土條件，孕育了
走進千家萬戶的生態大米，猶如一根綴有
珍珠的銀絲，連接着一個又一個幸福人
家。人們在咀嚼回味生活的甜蜜滋味時，
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到界嶺。那是古木在庇
佑，在彈奏，在傳揚，在裝點，在繡眉。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界嶺的大米走進了

千家萬戶，更把鄉親們的勤勞與祝願帶給
了外面的世界。綠毯似的森林微笑着，柔
軟的眼神傳遞出親切和溫暖。一個聲音悠
悠地升起來，怯怯的卻又堅定地說，光有
大米還不夠，餐桌上還得有伴兒。不久，
食用菌栽培應運而生，步伐一天比一天堅
實穩重。古木又有了新的首肯，長勢喜
人，充滿了勃勃生機，很快成了村裏的支
柱產業，讓鄉親們喜笑顏開。魚肉之後，
呼喚的是蛋白質。食用菌正好滿足人們的
現實之需，一躍成為餐桌上的新寵。土地
的堅實與厚重，在生長優質大米、栽培優
質蛋白食用菌的同時，讓鄉親們收穫了真

正的自信和無盡的財富。這不能不說是德
高望重的古木賦予了界嶺的肥沃與富饒。
生態風來滿眼春。界嶺的春天，總是那麼
溫潤，那麼笑容可掬。
古木的臂彎裏，還有充滿了傳奇色彩的

筆峰洞與凝聚了文化傳統神韻的圓通寺。
筆峰洞我未曾目睹，未曾感受其魅力，只
聽說若整體感知，須個把時辰。這倒勾起
了我的好奇。有機會，我定會暢遊全境，
親眼目睹她的傳奇與綽約。平日裏為生計
所累，疏有閒暇。曰勤勞亦可，或曰勞碌
亦未嘗不可。朋友圈裏見慣了遊山玩水
的，我卻足不出戶，與時尚似乎格格不
入。別的不太奢望，周邊的須抓住時機走
一走。我出生長大在鄉村，見慣了山林石
洞，只是沒見過這般通體裹滿了傳奇的筆
峰洞。倘再不行動，真乃孤陋寡聞了。下
次去，先吸足界嶺的新鮮空氣，在綠茵如
蓋的森林中徜徉，攝取來自大地的營養，
做個自由的村中人。累了，喝幾口井水，
吃一碗米飯。隨後，翻山越嶺，穿過筆峰
洞，憑弔圓通寺。
那時，古木臂上的界嶺，彷彿分鄉眉尖

上的美人痣，召喚着南來北往的客人。笑
容定格，界嶺的古木也許真的會煥發嶄新
的枝葉。

正在央視熱播的電視劇《絕密使命》，重現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央紅色交通線」那段隱密的
歷史風雲，讓觀眾熱血賁張。站在青溪交通站碼
頭，我思緒萬千，往事如雲浮現……
由在上海的黨中央通往中央蘇區的紅色交通
線，在全國所有交通線中，時間最長、作用最
大、保密最好，被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毛
澤東稱讚它「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
饒衛華，是廣東大埔西河鎮漳北村人，戴着琺
瑯眼鏡，穿着西裝革履，長得虎頭虎臉。這位擔
任過省港大罷工領導人鄧中夏秘書、學習於莫斯
科東方大學的傳奇人物，這位參與組建東北抗日
義勇軍、在南京監獄吃過老鼠的堅強戰士，在晚
年回憶道：1929年底，周恩來提出設立獨立交通
網的設想。1930年春，閩西特委盧肇西受紅四軍
前委書記毛澤東委派，抵達上海。周恩來親自接
見盧肇西，指示其開闢「永定交通大站」。10
月，中央交通局開闢了一條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
的地下交通線，綿延數千里，線路為：上海—香
港大新公司—汕頭中法藥房、華富電料行—潮州
交通旅社—大埔茶陽「同天飯店」—青溪沙崗頭
「永豐客棧」，經多寶坑、洋門、黨坪，進入福
建永定桃坑伯公凹、古木督永昌樓，到達閩西特
委所在地虎崗，再經上杭、長汀，最後到達江西
瑞金。吳德峰為交通局長，下設總站、大站、中
站、小站。饒衛華擔任香港「華南交通總站」站
長，第一批交通員有肖桂昌（中山人）、黃華、
曾浪波、洪勝、盧偉良、王福田（山東人，原法
國參戰華工）等。
饒衛華通過九龍南方局的秘密電台，與上海黨
中央保持通訊聯繫。中央派到蘇區的同志，上海
起程前，將人員情況、香港住館、接頭暗語電告
饒衛華。如果情況正常，到了香港，坐輪船到汕
頭，轉乘火車到潮州，再乘韓江小輪船到大埔茶
陽。然後，小木船靠攏過來，由交通員引到木船
上，再逆流上行到青溪。選擇黃昏，木船才靠
岸，人員在松林裏隱蔽下來。青溪交通站站長蔡
雨青派人來引路，代挑行李。在永豐客棧吃過
飯，趁夜出發，行走30多里山路，到達桃坑稍
事休息。再走幾十里山路，天放亮了，到達永定
縣城，經過金砂、合溪二天路程，來到虎崗。安
心休息幾天，再派武裝護送，行幾天路，到達江
西瑞金中央蘇區……
通過中央紅色交通線，將周恩來、劉少奇、鄧
小平、博古、李德、張聞天、瞿秋白、葉劍英、

王稼祥、左權等200多位領導，以及參加省港罷
工、廣州起義、南洋被驅逐的同志輸送到蘇區。
交通員還將蘇區募集的金銀、首飾、鈔票帶到香
港、上海購買食鹽、藥品、布匹、醫療器械、通
訊器材等，帶回宣傳書刊。
當時，交通員攜帶的文件，大多用藥水密寫在

字畫、手絹、線裝書的反面，或者寫在襯衫、布
條上，穿在身上或藏在熱水瓶、棉被、扁擔裏，
微型照片放入筆桿內……
說起交通員用生命維護紅色交通線的故事，饒

衛華時而喉頭哽咽，時而淚花閃閃：那年，盧偉
良受託付從閩西帶500塊光洋給廣東省委。為了
隱蔽安全，他將光洋分別纏在兩個手臂上，外面
再穿上衣服。由於天氣炎熱，手臂磨破，等他來
到香港，發現衣服與血肉黏連一起，血跡斑斑。
毛澤東報告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親筆信，到達總
站後，饒衛華親自送達上海。交通員用生命與鮮
血，把忠誠與使命，寫在一個個平凡而縝密的細
節深處……
一天，大埔偵探長穿便衣到青溪搞偵察，被秘

密交通隊員捉到山上。為了保護交通線，隊員們
命令他寫二封信：一封以到汕頭的口氣寫；另一
封以到香港的口氣告訴妻子，說自己不願做偵探
工作，出南洋謀生了。探長害怕，就寫了信。交
通員將信分別拿到汕頭、香港去寄。不久，敵人
發現探長失蹤，先是滿腹狐疑，後見二封親筆
信，就以為探長去了南洋……
秘密交通線也並非一帆風順。1931年秋，韓江

碧綠如練，陽光飄落江面，點點波光似碎銀閃
爍。幾聲汽笛鳴響，岸叢棲憩的麻雀撲愣愣飛
起。饒衛華站在火船舷邊，目光眺望着閩西蘇
區……他溯江而上，「九一八」事變的消息讓他
心潮澎湃，不覺握緊了拳頭。他和肖桂昌乘着木
船，來到青溪松林裏隱蔽。當晚，民團突然騷
擾，青溪站長蔡雨青外出。二人商議，饒衛華在
木船上等了一星期仍無消息，只好原路返回……
中越首度聯手拍攝的電影《香港脫險》，講述

了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入獄，饒衛華
聘請英國律師營救出獄的歷史故事，引起轟動。
饒衛華與胡志明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那是
1928年的一天，原是蘇聯顧問鮑羅廷秘書的胡志
明，被李濟深驅逐流落香港。饒衛華坐着電車，
發現有一個「特務」在緊盯自己。他心裏一驚，
但很快鎮定下來。他想甩開這個特務的跟蹤，立
即跳下電車。不料，這個人也跟着跳下車，目不

轉睛地盯着饒衛華。饒衛華馬上轉乘另一輛車，
這個人也跟着上這輛車。饒衛華瞪了他一眼，這
個人卻慢慢挪到饒衛華身邊坐下來，目光溫和。
「您好！我是越南人，下午可以約您喝茶
嗎？」這個人小聲說。饒衛華看着這個眼窩深
陷、瘦弱精明的年輕人，感到他不像「特務」，
就答應了他。
「我是越南同志，在廣州經常見過你。」饒衛

華剛一在茶樓坐定，這個人坦率道。饒衛華凝視
着他，腦中搜索一遍，實在想不起他是誰。這個
人望着饒衛華茫然的目光，誠懇地說：「我是與
胡志明在一起的，正在尋找黨組織，希望你能幫
我。」饒衛華搖搖頭，說：「我不知道黨組織的
情況。」這個人的眼神黯淡下去，但很快寫下一
個地址遞給饒衛華：「希望組織聯繫我。」饒衛
華接過紙條，握手告別。饒衛華立即向廣東省委
書記李富春報告情況。黨組織派人去調查，確定
胡志明住在那個地址。饒衛華才去聯絡，使胡志
明接上了香港的黨組織關係。後來，饒衛華應邀
參加在九龍宋王臺海邊舉行的「越南共產黨一
大」……
饒衛華不會忘記肖桂昌給他講述的故事：那

次，肖桂昌帶「伍豪」進入永定伯公凹站。伍豪
經常參加群眾集會，認識他的人很多。他化裝成
一位牧師，留着大鬍子，戴着黑帽黑眼鏡，穿着
黑衣，有人查問，就說去長汀福音醫院。伯公
凹，山道陡峭，一山踩二省，凹上有一座小小的
伯公廟。廟裏搖曳着一盞明亮的煤油燈。
伍豪看到伯公廟，小聲問：「它供奉什麼
神？」肖桂昌微笑道：「土地伯公，客家人的守
護神。看到伯公燈，就知道到家了。」肖桂昌走
前去，為伯公燈添了點油。伍豪心中一動，捻着
大鬍子，頷首道：「伯公燈就是老百姓的希望
啊！伯公凹，伯公燈，我記住了！」
交通員鄒端仁的妻子賴三妹為伍豪燒熱水泡

腳，並宰殺家中唯一的母鴨招待。伍豪臨走時留
給賴三妹三塊銀元，貼補家用。當她得知這個化
名「伍豪」的人就是周恩來後，便將這三塊銀元
珍藏起來，變成珍貴的傳家寶。
歷史的風煙已隨澄碧的汀江水蜿蜒流逝。中央
紅色交通線像畫在山河上的二個問號，留給後人
無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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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頌
這是充滿激情的
嶄新紀元
勞動與創造
從未像此刻豪情沖天
光榮與夢想
從未像此刻光輝燦爛
大國工匠意氣風發
億萬國民奮勇直前！

粵港澳人青春萌
香江兩岸生機再現

在鮮艷的紅旗下
我們驅散瘟神亂黨
愛國愛港宏圖大展
東方明珠再現異彩
紫荊花開春色滿園

一曲曲凱歌
報道港島平安
一聲聲祝福
抒發心中誓言
看明日港島
將重抖龍虎威風
看未來香江
必是恒久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