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是冬日詩意的開幕
立冬，是冬天的第一個節氣。古人曾這
樣描述立冬時節的大地，「落水荷塘滿眼
枯，西風漸作北風呼。黃楊倔強尤一色，
白樺優柔以半疏。」進入立冬節氣，朔風
漸起，草木凋零，蟄蟲休眠，萬物活動趨
向休止。
立冬，是冬藏溫馨的呼喚。
「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立冬時節，

放緩奔波的腳步，卸下一年的疲憊，全家
一起洗菜剁餡兒擀皮兒包餃子，當我們通
過美食街和網購吃遍了全國的美食之後，
會突然發現，和家人一起做出的食物，才
是最可口的舌尖盛宴。晚飯後，攜幼扶老
一起散步話家常，閒繞籬頭看菊花，享受
立冬的清冷帶給我們的清爽和愜意。
立冬，是冬天詩意的開端。
飄雪的冬天，我們可以帶着孩子漫步雪
中，循着那陣暗香襲來，去找尋公園一角
的數枝臘梅，引導他們領略零落成泥碾作

塵，唯有香如故的厚重，感受梅花香自苦
寒來的付出；可以在晚來天欲雪時，邀上
三五好友，圍着那紅泥小火爐，吃一頓熱
騰騰的火鍋，盡感友誼之溫馨。
立冬，是心間剪不斷的希望。
「細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葉半青黃。
小春此去無多日，何處梅花一綻香。」冬
天總是凋敝的象徵，但是當萬物休養時，
我們的內心仍可以飽含一份希望，銀裝素
裹的冬天已來，欣欣向榮的春天必定也不
遠了。
「門盡冷霜能醒骨，窗臨殘照好讀

書。」在萬籟俱寂的冬天，趁機潛下心
來，閱讀想看已久的書籍，梳理下腦海裏
縈繞多日的思索，待到來年萬物復甦的春
天，等候我們的一定是一個更好的自己。
明朝大學士宋濂冬日讀書的故事感人肺
腑，「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如今的我們雖然不必如此辛

苦，但是讀書的精神需要我們延續下去。
「昨夜清霜冷絮裯，紛紛紅葉滿階頭。
園林盡掃西風去，惟有黃花不負秋。」萬
物皆可凋零，但我們的心中可以永遠保留
一片紅色，我們的眼睛可以看迎風盛放的
菊花、臘梅，對着冬天招招手，向她道一
句歡迎，給她一個詩意的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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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間，就內地城鎮而言，還
沒有自來水。人們的生活用水，
得到水井去提。那時，每每早中
晚三個時段，家家戶戶的大人、
孩子聯袂而來，手提小水桶，肩
挑大水桶，全是打水人。
我雖是個男孩，那時，年齡雖
小，但頗懂事理，能夠主動分擔
家務。每逢提水，我常自告奮
勇。遇到費水的汰衣，得先把木
盆搬到井台。於是父母汰衣，我
便一桶桶地提水。汰淨一批衣
服，少說也得20桶水。因為力氣
小，一桶水常常沿着井壁，七碰
八撞地提上來，也只剩下了半
桶。一雙細嫩的小手，常被桶繩
勒出兩道又深又紅的印痕，有時
還能磨出血泡。汰完衣服，常常
累得腰酸腿痛，苦不堪言。
後來每逢汰衣，我常跟我的二
姐結伴，到渡江橋的古運河，既
省力又爽手。古運河在我們家的
北面，僅有五六分鐘的路程。父
母洗好衣服，我們便挎起竹籃。
籃裏滿是麻花樣蜷曲的衣服，沉
甸甸的，隨着腳步的起伏，竹籃
顫顫地發出吱吱的聲響。這是生
活的樂章，雖說有點苦澀，卻也
充滿了執着與美好的渴望。這致
使我童年時代就深知生活不易，
也堅定了幸福靠打拚的信念。
來到河邊，捲起褲腿，趟到河

中。隨手將衣服甩開、搓搓、擰
乾，那肥皂沫就像螃蟹吐出的泡
沫，全被擰了出來。再次甩開，
再搓，再擰，直到汰淨。每逢大
件衣物，諸如床單、被裏、外套
之類物件，我們便在河邊的石頭
上搓揉，有時直接用捶衣棒捶
打。那捶衣棒通常是用榆木、棗
木、槐木之類硬重雜木製成的，

沉而結實，捶起來有力。在一陣
陣劈劈啪啪的聲響中，水花四
濺。待衣物汰淨，得兩人對擰，
方能擰乾。
每次汰衣，為省時間，我們都

抄近道。但需經過一個叫萬元橋
的農莊。那時，村人幾乎家家都
要養狗，既用於看家護院，也為
了熱鬧，不然又怎能稱為鄉村
呢？早年間，村人的這些大狗小
狗，全都散養着，野性十足。平
日裏，這些狗整天東奔西跑的，
還專愛成群結隊地站在路旁，一
呼百應地對來往路人亂叫狂吠，
很是嚇人。有一年的夏天傍晚，
汰衣歸來，一隻齊腰高的花狗，
冷不防地竄出來，對我二姐的小
腿就是一口，咬得鮮血如注，真
是嚇人。後來據農莊老人們講，
要治狗傷，尤其狂犬病，須用肇
事之狗的脊毛燒成的灰，敷於傷
處，方能無恙。據說，這還是民
間古法、偏方，頗為靈驗。二姐
的狗傷雖是治好了，只是我們幼
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
的陰影。真是「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草繩」。以後汰衣，為安全
起見，或是與鄰人結伴，浩浩蕩
蕩，喊喊吵吵，以壯聲威；人少
之際，只能悄然繞道。為了防
身，打那以後，汰衣之行，捶衣
棒我是從不離手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們小區

通了自來水，但僅有一個集體供
水站，只能緩解吃水問題。到了
七十年代初，自來水便普及到千
家萬戶。這下可方便了，只要擰
開水龍頭，那清澈的流水嘩嘩直
瀉，無論是洗衣做飯，輕鬆省
力，不知方便了多少人，也省卻
了多少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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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雙版納大佛爺

尋找父親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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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寫了大半輩子的文章，名氣雖
不大，但準備出一本書，並且印上父母親的
照片，以作為對雙親永久的紀念與感恩。
母親的照片很快找到了，但父親的照片卻

沒翻到一張。父親30多年前就去世了，在我
的印象中，父親有多張照片。有父親與叔叔
在奶奶「圓墳」地頭上的照片，那時的父親
穿着陳舊而潔淨的中山裝，一排黑鈕扣謹嚴
地扣着，瘦削的臉上難以掩飾讀書人儒雅的
氣度，或者說是舊時代教師的書卷氣息。讀
小學時，一次無意中從老式床頭的抽屜裏，
翻到了父親的青年照片，一下子驚呆了：父
親臉孔方正俊朗，濃眉大眼，體格粗壯，完
全顛覆了父親中年時清文弱的形象，正與
長輩們描述的爺爺高岸英武的形象相似。但
那時自己還太年少，根本沒有保存老照片的
意識。
現在，我想尋找一張父親的老照片，插入

書中，作為永遠的懷念。開始靠回憶來生活
了，我知道這是進入中年以後的特徵。看見
熟悉的老人，一個個相繼辭世。我對「風燭
殘年」、「日薄西山」這些空洞的詞語開始
有敏銳的感覺。以前，總有老人感嘆道：現
在是黃土埋半截的人了，住山較多住屋較少
了。我對此左耳進右耳出。30多年時光，倥
傯而過。當年的翩翩少年已變成了頭髮蒼白
的中年。有一次，走入一條小巷，迎面走來
不怯生的小孩，跑過來拉着我的衣角嫣笑。

我撫着她紅樸樸的臉，莞爾道：「小朋友，
你真可愛！」後面的年輕媽媽教小孩道：
「快叫公公！」剎那，我一驚，心想：不知
不覺，自己都成了公公輩的人啦。年紀大
了，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就深點了：生命是脆
弱的，人生是短暫的，歷史的風塵將會漸漸
湮滅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但真正有意義的人
生，不就是與歷史風塵的抗爭中保存一些有
溫情的珍品，以人類高貴的靈魂超越時空的
銹蝕而獲得永恒嗎？雕刻的意義如此，留存
珍品亦然。
我問母親：有阿爸的照片嗎？母親淡然

說：「以前抽屜裏有好幾張，搬來搬去，也
不知哪裏去了；還有毛主席的像章一大袋，
也不知被誰拿去了。房間也借給幾個人住
過……」我又給哥哥打電話：阿爸的照片還
有保存嗎？哥哥不假思索道：沒了，早沒
了。以前牆壁上掛的阿太、阿婆的照片都燒
了。我一聽，眼裏溢出深深的失望……我只
好寄希望於大姐了。大姐說：「以前留了一
張奶奶逝世時的照片，不知放哪了，再找找
看。」
母親提醒我說：「你爸與朋友不知有沒有

工作或開會合照。」我想，過幾天得空，去
找找父親的朋友海叔。不料，一打聽海叔前
星期剛在老家去世了，連用過的床等物品全
部焚燒了。在我的記憶中，家鄉老人去世
了，就把用過的東西全部燒毀，人們對遺物

有一種恐懼的心理。多麼不可思議的風俗
啊，為什麼不保留幾件重要的物品來緬懷先
人呢？這是不可再生的家庭文化啊！想起陋
習，心裏憤懣，卻感到身陷陋習囹圄的煢煢
孤獨。我又找到與父親當年一塊搞土改的曾
叔叔，希望能有他們開會的合影，也是失望
而回。
不久，大姐送來一張奶奶去世時全家在靈

堂裏的合照，照片已經發黃，可是坐着的父
親是正患着重病的父親，頭髮蓬亂，幾縷髮
絲垂落額前，瘦得顴骨突出，尤其是雙眉緊
蹙，滿臉愁容，已不能代表父親正常狀態下
的儒雅沉靜氣質了。把它放入書中，意義不
大。
聽說有位高明的人相修復師能夠在電腦上

復原相片，我花了高價提出要求讓他修復。
可是，我對着幾張電腦修復照片，左瞧右
看，總覺得父親的眼神不對，與記憶中的父
親神態判若兩人。這時才知道：電腦縱然高
明，但父親的神態是復原不回的。
我想到老家有位畫相師，他對父親的神情

容貌是清楚的。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憑借記
憶，描出父親的神情氣度，畫出父親真實的
形象來。其實外形胖點瘦點是無關緊要的，
關鍵是神態要像自己的父親。我不敢抱太大
的希望。心想：偌大的家庭，竟然沒有保留
父親的一張珍貴照片，家鄉的某些風俗習慣
不應該改變嗎？

俗話說入鄉隨俗。西雙版納傣族是一個全民
信仰佛教的民族，「佛寺是學校，佛爺是老師，
經書是課本。」在西雙版納，從城區鄉村到茶山
茶園，佛塔佛像隨處可見。因此，我們到景洪上
茶山前的第一個正式活動，是前往景洪勐泐大佛
寺拜訪西雙版納的大佛爺（佛教界大長老）。
在前往拜訪大佛爺前，陪同人員專門向我們
詳細介紹了西雙版納的佛教信仰。西雙版納的傣
族、布朗族和部分佤族信仰的佛教是小乘佛教
（上座部佛教），也稱南傳佛教。公元1至2世
紀之間，印度佛教中分裂出主張「普度眾生」的
大乘教派，將原來只求自我解脫的原始佛教和部
派佛教稱為小乘教派。小乘佛教後來傳至斯里蘭
卡，繼而傳到中南半島和中國雲南省。西雙版納
傣族早期信奉原始宗教（多神教），主要有祭寨
神寨鬼，祭勐神勐鬼（祖先）。還有就是在農事
和狩獵等生產活動中的一系列祭祀活動，幾乎遍
及生活的每個角落。明朝隆慶三年（1569
年），緬甸金蓮公主嫁與西雙版納第十九代車里
宣慰使（傣王）時，緬甸國王派僧團隨來傳播小
乘佛教。到明朝中葉以後，小乘佛教成為傣族的
主要信仰，並在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後，形
成了獨具特色的西雙版納佛教文化。傣族信仰佛
教具有全民性，幾乎村村有寺、家家奉佛，佛教
文化滲透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社會的政
治、經濟、文化有深刻、巨大的影響。按過去

傳統，傣族男性在一生中必須要過一段寺廟中的
宗教生活，男孩的啟蒙教育從當小沙彌開始。傣
家人認為，男孩只有當過和尚的人才被看作是受
過教化的人，才有結婚成家的權利。沒有當過和
尚的人，被視為未開化的人，在當地低人一等，
沒有社會地位。因此傣族男子到入學年齡時必須
進寺廟當沙彌，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現在出
家習俗已有了很大改變，兒童首先必須接受6年
制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才能剃度出家當沙彌。
西雙版納的佛教節日很多，宗教活動頻繁。在傣
族新年潑水節期間，要進行浴佛、堆沙、聽佛爺
講經等奉佛活動，男女老少相互潑水，祈求四季
平安、六時吉祥；在傣曆9月15關門節至12月
15開門節的3個月淨居期內，要舉行多次佛會，
信眾敬佛供僧。此外幾乎每月還有種種祭佛參僧
活動。
2008年12月18日下午，我們來到景洪市城郊
南蓮山上的勐泐大佛寺。這座大佛寺是在古代傣
王王家寺院「景飄佛寺」的原址上恢復重建的。
「景飄佛寺」是傣王撥龍為紀念病故的王妃南紗
維扁而修建的，因王妃一生信奉佛法。佛寺始建
於明代，一直是西雙版納的標誌性建築和重要佛
教活動場所，不幸於清朝咸豐年間（約1848
年）在戰爭中被毀。2005年5月，大佛寺才開始
奠基重建，並定名為勐泐大佛寺，因景洪古稱勐
泐。我們去時，大佛寺還在大面積施工，只剛建
成大殿和大佛爺的佛堂（方丈室）。據說施工中
曾挖掘出大量的銀幣、銀盒、佛教法事用品等。
我們要拜訪的大佛爺祜巴龍莊勐，俗名叫岩
仔龍莊，1960年6月出生於西雙版納勐海縣傣
家。 1973年在緬甸當沙彌後叫帕龍莊，1980年
受比丘戒後稱都龍莊。1993年，33歲的都龍莊
擔任西雙版納佛教協會會長、西雙版納總佛寺住
持。西雙版納的佛寺分為四個等級，最低一級是
各村寨佛寺，最高一級就是景洪總佛寺，統轄全
西雙版納的576所佛寺。2004年1月都龍莊晉陞
為「祜巴」龍莊勐。「祜巴」是傣族佛教僧階的
長老或導師。只有願意終生為僧，且佛學造詣高
深，對戒律能身體力行，深受群眾崇信者，才能
晉陞此級。祜巴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威望，可
以成為一個地區的僧王。

我們到達大佛爺佛堂時，大佛爺祜巴龍莊勐
已在門口迎候。我一見面就用傣語問候大佛爺，
大佛爺感到很吃驚。進佛堂喝茶時我才告訴他，
我1966年在老撾查爾平原參加抗美戰爭期間學
過老撾語（老撾語同傣語屬同一語系），是在老
撾佛教協會中央學的，老師是老撾佛教協會中央
主席馬哈坎丹大長老（僧王）。大佛爺對馬哈坎
丹大長老表示肅然起敬，說這位大長老學識高
深，在南傳佛教界很有影響。因為我的老師，我
和大佛爺的距離一下拉近，交談更歡。大佛爺專
門給我唸誦吉祥經，我也給大佛爺誦了一段馬哈
坎丹大長老教的祈福經。大佛爺十分喜樂，給我
送了一餅大佛寺重建開光的普洱茶。拜訪結束
後，大佛爺侍者帶我們參觀了大殿，並安排我在
大殿旁邊栽種了一株沉香樹。
說來我和祜巴龍莊勐大佛爺還真是緣分非

淺。2009年，我和大佛爺同時擔任第十一屆全
國政協委員，每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大會
期間，都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休息廳不期而遇。
在世界佛教論壇等重要佛事活動中，也幾乎每次
都能相見交流。2016年2月，祜巴龍莊勐更獲殊
榮，升座為帕松列龍莊勐。帕松列為西雙版納佛
教界最高領袖，相當於僧王。祜巴龍莊勐是新中
國建國以來首位晉陞「帕松列」的高僧。我在與
大佛爺初次相會十年後的2018年12月，專程到
景洪總佛寺拜會帕松列龍莊勐大佛爺，大佛爺熱
情相邀到他私密佛堂，為我誦經祈福。相見後我
去看那十年前栽的沉香木，陪同私下告訴我，我
種沉香木的那片樹林十年間已經幾次清理，許多
人種的樹已枯死或被移栽，只有我種的沉香木因
有大佛爺的特別關照，一直茁壯成長。到地方一
看，果然那沉香樹已長得又粗又高，直指雲霄，
獨豎一幟。我趕緊在這參天香木下連連默唸阿彌
陀佛。緣，分，緣分，不能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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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良心茶遊記

月亮的鐮刀
徒有閃光的鋒利
始終無法收割
霜雪的孤寂

星星的中性筆
天生的柔弱脾氣
怎麼也不願修改
漸漸跑題的涼意

田間的稻草人
絲毫沒有睡意
恰似落魄的書生
期待着狐妹的迷離

留守鳥

窩的溫暖
早就老掉牙的傳說
任憑世間繁華
依然充滿誘惑
毅然地放棄
遠遁南國的歡樂

天是高遠的天
坡是荒涼的坡
唯有一對翅膀
仍然扇動着執着
守住一顆初心
擁有一個故我

初冬夜（外一首）

詩詞偶拾 ◆ 鄧榮河

◆2008年12月18日，大佛爺贈送開光茶予作
者。 作者供圖

◆

二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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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十
二
月
，
作
者
在
大
佛

寺
栽
種
了
沉
香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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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以來，銀杏樹葉日漸金黃，北京市
東五環外的一片銀杏林沐浴陽光，小朋友
林中嬉戲。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