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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路峰

初夏的雨
◆良 心

徐霞客在雞足山
雲南茶馬古道之行是徐霞客晚年西南萬里
「遐征」最重要的一段，也是一代遊聖一生旅
行考察的終點。徐霞客走完了「萬里遐征」，
走出了屬於自己的詩和遠方。特別是雲南大理
的雞足山，是徐霞客一生中考察時間最久、住
山時間最長、題詠詩詞最多、一生唯一為之修
過山志的名山。雞足山也是徐霞客一生品茗、
記錄茶事最多的地方。他在雞足山首次完整記
錄了大理「注茶為玩」的「三道茶」：「初清
茶，中鹽茶，次蜜茶」。
雞足山位於大理賓川縣境內，因山勢「前列
三峰，後拖一嶺，儼然雞足」而得名。雞足山
是中國漢傳藏傳佛教交匯地和佛教禪宗發源
地。據佛經記載，佛陀的著名弟子迦葉受佛祖
委託，持佛祖所賜之傳法袈裟，於雞足山深入
滅盡定，等待彌勒出世，將法衣傳與彌勒。迦
葉入定的雞足山遂被尊為「禪宗祖庭」、「迦
葉道場」。 元、明兩代，雞足山形成了以迦葉
殿為主的36寺72庵，常駐僧尼達數千人的宏大
規模。
1636年9月19日，徐霞客自家鄉江陰出發，

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也是最壯烈的一次
「萬里遐征」。伴徐霞客同行的是江陰迎福寺
的靜聞和尚。靜聞在迎福寺禪誦達20年，用自
己指血在白絹上寫下8萬餘字的一部《法華
經》，並決心要親自護送至雞足山悉檀寺供奉
於迦葉道場。他們的計劃是取道浙江、江西、
湖南、廣西、貴州，最後到雲南，最終目的地
是雞足山。
不料徐霞客一行客船夜泊湘江新塘站時遭群

盜打劫，強盜洗劫財物後還放火燒船。徐霞客
跌入江中躲過一難。靜聞冒死保護佛經和徐霞
客手稿，身受重傷。湘江劫難之後，徐霞客一
行身無分文，在湖南、廣西又籌資未得，「萬
里遐征」陷入困境。身負重傷的靜聞在南寧崇
善寺病重不治，與世長辭。靜聞臨終遺囑徐霞
客將其手抄血經帶到雞足山供奉，並將其骨灰
帶至雞足山埋葬，以了其生前未了之願。徐霞
客在壺關（今廣西崇左）聽到靜聞死訊，悲傷
至極，徹夜不眠。他趕抵南寧崇善寺，歷盡曲
折艱辛取得靜聞遺骨，繼續奔赴雞足山。經貴
州輾轉三個多月，才於1638年12月22日抵達雞
足山。徐霞客將靜聞血經供奉於悉檀寺迦葉道
場，並在雞足山山腰將靜聞遺骨下葬入塔。他
為靜聞立下碑文，並作了《哭靜聞禪侶》七律
組詩六首，字字泣血。
徐霞客來到雞足山後，就住在山中的悉檀寺。

悉檀寺係麗江土知府（土司）木增向朝廷奏准在
雞足山捐銀修建的寺院，並邀請有高僧住持寺
院。在明朝末年，該寺院規模宏大。木增是個
文化人，喜文好友，徐霞客多位好友和木增都
是文友，木增也非常欽佩徐霞客的文采。在木
增安排下，徐霞客在雞足山遊覽了許多寺院和
景區。雞足山絕頂天柱峰景色絕妙，東可觀日
出，西能望蒼洱，南可睹祥雲，北能眺玉龍，
人稱「絕頂四觀」。徐霞客衝風冒雪登臨天柱
峰，站在枋嚴塔上，詩興奔湧，即興寫下雞足
山《絕頂四觀》詩五首，意境高雅清麗，想像
神奇周密，在歷代名人詠讚雞足山詩篇中實為
上乘之作。徐霞客還在遊記中大發感慨：「東
日、西海、南雲、北雪，四之中，海內得其一，
已為奇絕，而天柱峰一頂一萃天下之四觀，此不
特首雞山，實首海內矣！」
徐霞客在悉檀寺待了一個月後，便被木增邀

請到麗江見面。徐霞客遊完麗江後，轉往大理
和滇西騰沖、保山等地考察遊覽了半年多。
1639年8月23日（中秋時節），因木增土司邀
請徐霞客編寫《雞足山志》，徐霞客又返回雞
足山，再次入住悉檀寺。徐霞客第二次登上雞
足山後，不僅為木增土司編寫了流傳千古的
《雞足山志》，同時又寫出了《溯江紀源》、
《滇中花木記》、《法王緣起》、《滇遊日
記》等多本著作。徐霞客還在雞足山煮芋頭青
菜過了大年（1640年春節）。但由於徐霞客一
路都靠雙腳旅行，完全是萬里之行始於足下，
致使他雙腿浮腫久治不癒。他在雲南山林中遊

歷期間還患上了過敏性蕁麻疹、腰脊髓病變等
多種頑疾。徐霞客開始還希望在雞足山把病治
好，1640年春節過後繼續西行進入緬甸考察。
麗江土司木增善意地勸阻了他。果然不久徐霞
客身體狀況就更差，特別是雙腳磨爛嚴重，用
他自己的話說是「兩足俱廢，心力交瘁」。
但衝破他心理最後一道防線的是，跟隨他多
年的顧姓家僕竟偷了銀錢逃回江陰老家去了。
徐霞客晚年的「萬里遐征」，出發時有4人，除
和徐霞客相伴的靜聞和尚，還有顧姓家僕與隨
從王二。王二跟隨僅10多天，就在浙江富陽不
辭而別。顧姓家僕一路鞍前馬後，任勞任怨，
忠心耿耿，甚至幾次為主人出生入死，但3年之
後還是在雞足山拋下生病的主人，甚至捲走財
物，逃回家鄉。身患重病，僕人逃亡，獨處異
鄉，舉目無親，徐霞客開始思歸心切。但他自
身已無力還鄉，只得請寺院主持向木增土司轉
達了回鄉念頭。重情重義的木增土司聞訊立即
選派8個精壯的納西族小伙，用當地竹榻做成的
滑竿抬着徐霞客踏上歸途。木增土司還派多名
挑伕，負責挑運他贈送徐霞客的許多物品和徐
霞客自己的書籍日記。他們一路爬山涉水，歷
時5個多月，才把徐霞客護送到湖北省黃岡的長
江岸邊。然後由當地官員安排徐霞客乘船返回
老家江陰。木增土司對徐霞客的深情厚誼，譜
寫了一段民族和諧的樂章，為華夏大地增添了
一曲千古絕唱。
徐霞客返回老家江陰後，心情一度好轉，對
逃回家的顧姓家僕不僅沒有責罰，還讓他在編
撰遊記時對一些細節進行回憶補充。但徐霞客
病情始終沒有再好轉，臥床幾個月後，年僅54
歲的一代「遊聖」，便於1641年正月二十七日
不幸與世長辭。雲南，雞足山，也就成了徐霞
客人生旅程的終點。雞足山應該是徐霞客雲南
茶馬古道旅行的真正起點和終點，是《徐霞客
遊記》的擱筆止足之處和終了篇章之地。
雞足山在雲嶺高原的千山萬嶺之中，海拔並

不是最高的，但在徐霞客一生行旅的地圖中卻
是海拔最高。它是徐霞客以雙足丈量人生之旅
的最後的高峰，也是他一生事業華麗謝幕的最
高舞台。

來鴻

詩詞偶拾

一根挺立的竹子
從幼嫩小筍
到傲立雲間的綠竹
層層包裹
只為蓄積
破土而出
就為拔節
無論枝丫如何旁欲斜出
無論葉片如何隨風搖曳
大杆只有一種朝上的方向
電閃雷鳴嚇不倒
狂風大雨它不怕
自然界每一次獸性的發作
都是它生長的磨礪
一個人
正如一根竹子
總是一邊經歷
一邊成長

一根挺立的竹子（外一首）

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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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桂珍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中國珍果甚多。」
曹操有25個兒子，曹丕是曹操次子，最為人們

熟悉的是他命曹植七步成詩，戲曲編劇每每把他
當作奸人，曹植受迫害。其實，宮廷鬥爭，爭權
奪利直到今日仍然存在。曹丕除了具有才智外，
同樣能寫詩作賦。我最欣賞是他在《典論．論
文》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是對人
性何等深刻的見解，直到今日，「文人相輕」依
然一樣。
作為魏文帝，曹丕這篇《詔群臣》讓我們一睹
王者風範，如何對食物和對民生的關注。
文中有列出各地不同食物的不同特性，其中令

我最感特別的是「南方有龍眼荔枝……，以荔枝
賜將吏，噞之則知其味薄矣。」當時的荔枝、龍
眼大抵經歷長途運輸而變得不鮮，但魏文帝賜與
群臣，讓大家親嘗亦德政也。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葡萄說。當其朱夏涉
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
䣺，脆而不酢（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
煩解渴。……」果然是懂得吃的皇帝。賦中提及
葡萄釀酒，未知那時有元肉乾未呢？

——曹丕（魏晉）

八 詔群臣

曹 丕 詔 群 臣
真 定 御 梨 ， 大 若 拳 ， 甘 若 蜜 。
南 方 有 龍 眼 荔 枝 。

戊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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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

進入夏雨季節，經歷了無數個
暗淡與晴朗的日子，心情也變得
擁擠不堪。於是默默等待一場夏
雨的降臨，等待一個不再有紛擾
的清新世界，一個沒有塵土的靚
麗心情，我在山野田園一角，遙
想心靈深處最美麗的鄉土樂園。
有什麼能夠比得上紅花綠柳的

鄉村充滿古典而又溫情脈脈的情
調呢？有什麼能讓我的思緒回到
少年時代如夢如癡的歲月呢？我
想，在這天地間，那就是只有雨
了。
雨，是滋潤大地山川、花草樹

木的精靈。明麗的初夏雨，說來
就來，沾衣濕褲，走在小街上還
有三角梅的濃香。
炙日下，一顆盼雨的心最容易

變得透明而焦慮，一個心神疲倦
的人，站立在驕陽下，最期待的
是來一場涼爽的雨。被炙熱烘烤
的身心，在清涼舒爽的雨中，是
多麼的愜意呀！雨的清涼漸次透
過肌膚與骨骼，隨着涼爽的清新
空氣，沁人心肺，流進腑底，美
啊！
初夏的雨，是對山鄉田野、村

舍草木最溫柔的洗滌，它輕輕地
淋浴着老村小巷、田園莊稼、農
家小院，山鄉變得更加清新美
麗。初夏的雨，便有了那些臨窗
伏案聆聽，抒寫大自然寧靜和諧
絮語的人；初夏的雨，便有了那
些頭戴斗笠，身披蓑衣，揮舞着
手中的田鏟鋤頭，耕耘山田土地
的農民兄弟；還有那些行走在鄉
間的旅行者，他們在雨中常懷鄉
愁；還有那錯落在鄉村農家院落
濃濃熱熱的炊煙，給鄉民帶來生
生不息的驚喜。你看，那撐着雨
傘漫步在古村小道的山妹子，踏
着輕盈的腳步款款而來；端莊大
方的鄰家大嫂，古村青石板道
上，她們的腳步濺響水聲，很細
微，雨花在腳下舞動着初夏的色
彩；村頭香樟樹下的遠房表弟吹

響葫蘆絲，令在雨中的我，不得
不陶醉於這靚麗的雨中。
在雨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鄉親們忘記所有的煩惱，洗滌
沾染灰塵的身子，悠閒地坐在小
院燈火下，傾聽雨聲、心聲，與
最親近的家人共進晚餐，竊盼私
語，國事、家事、悲喜事，娓娓
侃談，尋找那種久已迷失的親情
依戀和溫暖。
遠處，一位豆蔻年華的少女，

走進夏天熱鬧的鄉野中，我在心
裏勾畫着她的容顏，圓潤但清新
的雨滴，絲絲滋潤着她滿目的憂
愁，使許多希望與理想紛紛破土
發芽，像瓜苗一樣，像豆蔓一
樣，牽出鬚蔓，開出小黃花、小
白花，長出信念，結出青的、長
條的果實，房簷下、棚架上掛出
溫暖，變成柴米油鹽的日子，變
成田埂上孫女與老夢老的告別，
此去遠方城裏打工的鄉妹子，滿
目是五月泥土的香和麥黃時節的
香。
過去下雨時，我喜歡讀書，坐

在朝南的木窗裏，聞着房簷下的
南瓜花香，翻開唐詩宋詞，似乎
就聽到古典琴聲，悠揚婉轉。沙
沙而來的雨聲托起我的身體輕輕
飄飄，穿越遠古，讓我的靈魂似
乎飛臨了某個朝代，俯瞰那迷迷
茫茫的煙雨樓台，目送一位猶抱
琵琶半遮面的紅衣女子，在落葉
中消跑。
在雨中，我也抱着琵琶，帶着

一首詩與歌的旋律，彈撥着裝滿
鄉愁的心弦，過去的歲月紛紛倒
流甚至定格，靜靜地走進故鄉的
青草地；踏着嘩啦啦的小溪流
水，走過悠悠的歲月。
傍晚，坐在昏黃燈下，聽着玻

璃窗口上的雨水與夏風的交響，
手敲鍵盤，移動鼠標，把心底藏
着的秘密，如雨絲般流淌出來，
飛向遠方，成為油墨芬芳的字
花。

◆徐霞客曾住在雞足山中的悉檀寺。 作者供圖

◆文 房豆棚閒話

坦克履帶轟鳴聲中斷了街道上原來川流
不息的人流，炮彈爆炸聲震動着本來靜悄悄
的田野。俄烏衝突是二十一世紀迄今最劇
烈的一場戰鬥，它吸引着全球目光。媒體
大幅介紹俄羅斯和烏克蘭恩怨情仇，兩國
都曾屬於沙皇俄國，也是蘇聯時期加盟共
和國，現在則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以一句
世俗的話來形容這兩個斯拉夫人國家間的關
係，那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蘇聯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
國際紅色經典，孵化出包括切．格瓦拉等
各國年輕的革命生命；中國央視、深圳市
委宣傳部和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還根據同
名小說，投資和製作了一部20集的電視
劇。小說作者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和
主人翁保爾．柯察金都來自烏克蘭，兩人
主要的經歷也都在烏克蘭，奧斯特洛夫斯
基則後來在莫斯科定居。
米哈依爾．肖洛霍夫歷時14年完成的

《靜靜的頓河》描寫的頓河哥薩克，便是
一個生活在南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族群；那
裏現在也成了俄烏戰場和前沿。小說主人
公格里高利在1912至1922年的第一次世
界大戰和當地內戰期間，徘徊於生活的十
字路口，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妻子與情
人之間。小說描述小人物在亂世面對的現

實，反映了哥薩克經歷流血和痛苦建立紅
色政權的歷史。經歷和創作造就了作者的
成就，肖洛霍夫因巨著《靜靜的頓河》而
獲得196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而若然存
在虛無主義歷史觀，那也為蘇聯接下來的
歷史留下了伏筆。
埃里希．馮．曼施泰因則是德國傑出的

軍事家。二戰期間，他是希特勒侵略戰爭
的主要制定和實施者之一。據稱在法西斯
德國敗局已定的1944年3月，曼施泰因與
希特勒意見不合而被解職；懷疑論者或許
揣測德國人是為戰後留下一個有經驗的軍
事將領，而讓曼施泰因靠邊站。的確，他
後來當了戰犯，坐過牢；出獄後被當時西
德阿登納政府聘為顧問組建國防軍。
曼施泰因著有《失去的勝利》一書，評
述他二戰的經歷。曼施泰因在執行「巴巴
羅薩」計劃兩個月後，在進攻列寧格勒的
征途上被調往東線，到俄南和烏克蘭與蘇
軍作戰，今天的俄烏衝突就發生在那昔日
的戰場。
曼施泰因蓄意隱瞞當時法西斯軍隊的暴

行，記敘德軍侵佔一貧如洗的烏克蘭鄉村
期間，偶爾發現一個漂亮的農莊，村民是
被布爾什維克從莫斯科驅逐到那裏落戶的
富裕猶太人。寓意德軍並沒有殺光猶太

人，還從猶太人中間尋找同盟者。雖是扭
曲歷史，卻也能解釋為什麼烏克蘭現在仍
生活着一些猶太人，而且還是極端反俄的
猶太人。
曼施泰因調到烏東前，德國法西斯已成

功發動了基輔戰役，圍殲大量蘇軍，戰火
波及烏克蘭全境。蘇聯衛國戰爭歌曲《敖
德薩人米什卡》至今仍為俄羅斯和許多烏
克蘭人熟知。敖德薩是瀕臨黑海的港口城
市，目前仍在烏軍手上。米什卡在俄語中
則是熊的意思，是俄羅斯男孩常用的名
字。歌詞描寫一名敖德薩男孩夢想長大後
成為水兵。他的家鄉被納粹攻陷後，紅軍
撤離他的故鄉；後來蘇聯近衛軍又奪回敖
德薩，再次走過那裏美麗的街道。而在今
天許多觀察家的眼裏，敖德薩會是俄羅斯
不會放棄的目標。
文學是經過處理、能傳達信息的工具。

字裏行間可細緻入微地述說歷史淵源和古
今戰場，淋漓盡致地描繪出斯拉夫民族的
勇敢和剛強，還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差異：
入世的中國哲學重視人心背向和累積人力
資源，即所謂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東斯拉
夫則較看重領土的爭奪，因而戰火不斷；
盎格魯-撒克遜人亦如此。

初夏桑葚滿枝頭
◆管淑平浮城誌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
食桑葚。」每每讀到《詩經．氓》的這幾
句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一群雀鳥在圍
繞着一樹桑葚，牠們嘰嘰喳喳在桑樹間蹦
來跳去，一片歡歌笑語。夏天，彷彿就是
被這樣的熱鬧悄悄地吸引過來的！
我的家鄉同樣種有桑樹。樹並不高，通
常成團成簇。春天，葉子大大方方生長，
鬱鬱葱葱，像是一團團綠色的小球，擠成
一堆。初夏，果實顯露出來，那是一種黑
中泛紫的小果，還帶着細長的毛茸茸的
刺。我起初並不知道它的名字。看到樹上
結出黑色的果實，腦海中不免聯想到童話
故事裏的反派角色，因而對它敬而遠之。
農村經常在春天採摘桑葉用來餵蠶。那
小小的蠶大口大口地吃着，享受着美食帶
來的幸福和滿足。長到一定階段，人們也
會把牠們直接放在桑樹上，讓這群「吃
貨」吃個夠。等到蠶結蛹，破繭而出時，

人們便可以收穫滿滿的絲線。沒想到桑樹
盡然與這美麗的東西有緣，我漸漸地改變
了對桑樹的刻板印象。
我們當地種植的是毛桑樹，結出的果子

也帶着野性。口感並不好，味道也是一種
酸澀感。通常，成熟的桑葚，不是在樹上
被雀鳥啄食，就是採摘下來餵食雞鴨。如
若不是養蠶所需，矮小的桑樹肯定會直接
被當作柴火，在灶台的煙火氣息裏結束作
為一棵樹的使命。因而，樸素低調的桑
樹，似乎總不受待見。
而當我前往北方唸大學，學了中醫才打

開眼界。這種不起眼的酸酸甜甜的果實，
其實暗藏天地。不論是桑葉，還是桑皮，
抑或是桑葚都可以納入藥材。正如醫書裏
所言，是「桑之精華所結也」。據《本草
綱目》記載：「金末大荒，民皆食桑葚，
獲活者不計勝數。」可見，在貧苦動盪的
年代，桑葚更是能飽腹救命。因此，不能

以相貌的樸素而否定氣質的不俗。
我們的大學校園裏也種有桑樹，不論是

形態還是高度都要遠勝於家鄉的毛桑樹。
樹幹挺拔，枝繁葉茂，在路邊遠觀，一棵
樹就像一把大傘，直直地站立，撐起一片
綠蔭。不論是枝條上，還是樹丫間，桑葚
密密麻麻地掛滿了。風起，搖曳，彷彿是
一樹搖動的水晶。那桑葚黑黝黝的，若仔
細看，又隱約帶着一種紫紅色，愈發誘
人。不禁採摘幾顆，嘗之，酸甜夾雜，像
極了未成熟的櫻桃的味道。儘管，我喜歡
那種酸甜充斥的味道，可還是不敢多吃，
倘若一不小心，不一會兒工夫就會弄得滿
手烏黑——那全是拜桑葚的汁水所賜。
夏天胃口不佳，若是嘗一些酸甜可口的
桑葚，一來可以中和味覺，其次桑葚能夠
潤腸通便，直接或間接地起到助消化的作
用，因此就不用擔心肚中「擁塞」的情況
了！

蘭與石

那蘭長着柔軟的葉
細長細長地
自由向外伸展
幾朵小花
如蜻蜓般落在枝莖
攜帶細微的香氣
或濃或淡的墨色
超凡脫俗的風韻
恰如其分地證明
她若成長
絕處也能逢生
一塊奇特的岩石
有着堅硬的質地
將一腔氣度化作柔情
與她惺惺相惜
彷彿向天下昭示
蘭花不是花
是我眼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