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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雨

豆棚閒話

初秋，彷彿是被一場歡快的雨聲悄悄喚醒
的。雨珠，滴滴答答，像是一首輕音樂，節
奏明快，旋律悠長。風起，涼意陣陣，這種
久違了的感覺，在一夜之間，新秋微雨後。
初秋的雨，是絲絲入扣的，直達人的心靈
深處。它悄悄地飄灑在大地上，悠閒而愜
意。是的，被暑熱籠罩了一整季的夏天的人
們，需要一個緩衝的時間，秋雨恰如其分。
初秋的雨，不像夏雨那樣豪邁而粗獷。夏
天的雨，性格是熱烈的，時而狂風暴雨，時
而淋淋瀝瀝。初秋的雨，是輕柔的，如同母
親溫柔的手，輕輕地撫摸着我們的臉頰。
我喜歡初秋的雨，這雨遠離了夏天的燥
熱，又未及冬天的寒冷，給人一種涼潤的感
覺。雨水灑在大地上，濕潤了草木，洗淨了
塵埃，為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站在露天的
田野上，看着雨水滋潤的草木，心生欣喜。
初秋的雨，並不總是像細碎的絲絲雨絲，
有時候也會變成雨簾一般的豪雨，嘩嘩啦
啦，將秋天的韻律拉得很長。雨後，天晴，
夕陽透過雲縫灑在地面上，湖水映着斜陽，
搖曳着波光粼粼。走在湖邊，空氣是潮潤
的，青石板上的雨水還未變乾，腳步踩在上

面，咯吱作響。
初秋的雨，是以微涼叩開秋天的門扉的。

雨水，落在臉上，清涼而舒爽，彷彿將夏天
的疲憊一掃而空。初秋的雨，洗淨了空氣中
的塵埃，讓人感覺到一陣清新，連呼吸也變
得暢快。
初秋的雨，是秋天的歌唱。雨水，在屋簷

上敲打，留下了清脆的聲響；落在花草的葉
子，成了一種別樣的問候，花朵在搖曳，玉
樹在哼唱；落在平展展的湖面，濺起了一圈
圈漣漪。閉上眼睛，傾聽着雨滴的聲音，彷
彿可以與大自然保持着一致的節奏。
初秋的雨，給人以平靜。聽着雨點敲擊着

窗戶，看着雨水從窗玻璃上一顆顆的滾落，
心情也是輕鬆的。撐把傘，在雨中散步，那
滴滴的雨水落在傘上、臉上，也同樣是一種
洗滌，洗淨了思緒中的雜念。雨中的安穩，
給人一種專注和思考的空間。在雨裏，我們
可以整理思緒，回憶過去，展望未來。
初秋的雨，有着一種特殊的魅力，讓人不

禁沉醉其中，似乎，每一滴雨都是一次初相
遇，而每一次與雨水的邂逅，都會讓人心頭
生柔軟。

人心不足蛇吞象
◆良 心

月光之城獨克宗（上）
世人之所以稱香格里拉為「心中的日月」，是
因為香格里拉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而香格里拉
還藏有一個神秘的月光城「獨克宗」古城。上世
紀三十年代，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
《消失的地平線》中，有一段文字據說描寫的就
是「獨克宗古城」：「昨夜有夢，遙遠且古老。
夢見莊嚴宗寺、虔誠僧侶、質樸村民，夢見千山
飛雪間燈火通明的古老村落，夢見遠道而來的馬
幫於此休整，馬蹄輕脆，鈴鐺輕響。」一個民風
淳樸、僧侶經幡、商家雲集、熙熙攘攘、千山飛
雪的高原神奇之地躍然紙上。
獨克宗古城就在今香格里拉市政府所在的建塘
鎮。「建塘」就是過去的中甸，藏語為結塘，通
譯作「建塘」，意為「另一塊壩子」，也有說意
為雪山包圍的盆地。明代以納西語稱「主地」，
意為「酋長之地」，漢譯音為「中甸」，其後歷
代沿用。由於「建塘」四周群山環繞，中間地勢
平坦，似八瓣蓮花花蕊之心，因而此地自古便成
為周圍藏民的聚居區。歷史上，這裏一直是滇、
川、藏三角地帶的交通和商易中心，是雪域藏鄉
和滇域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雲南藏區
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地，既有過兵戎相爭
的硝煙，又有過「茶馬互市」的喧嘩。作為滇藏
茶馬古道在滇川藏三角地帶的咽喉，頻繁的茶馬
貿易和大量的馬幫為獨克宗帶來了輝煌的歲月。
唐朝時代，滇西北（包括中甸地區）為吐蕃王
朝所屬之地。公元七世紀初吐蕃佔領建塘地區，
接着又攻下今大理洱海一帶（南詔國地），南詔
王閣羅鳳歸附吐蕃。吐蕃為加強對金沙江兩岸的
統治，在今麗江市玉龍縣巨甸鎮北的金沙江上架
設了鐵橋。這座鐵橋是世界上建造最早、跨越最
大的鐵索橋。可見吐蕃當時就有了世界領先的建
橋技術。可惜在歷史的幾度嬗變中鐵橋早已蕩然

無存。吐蕃在鐵橋地區設置神川都督府，在神川
都督下設鐵橋十六城（州），管轄範圍就包括今
滇川藏三角地區。吐蕃憑藉鐵橋之險，以中甸為
前沿據點，經營並控制南詔達七十年之久。公元
794年，唐朝拉攏南詔，冊封了南詔王。受唐朝
冊封的南詔王異牟尋攻佔吐蕃鐵橋十六城，並摧
毀了鐵橋。吐蕃勢力被迫退出滇西北地區。
在當年吐蕃神川都督府的鐵橋十六城中，吐蕃

把鐵橋東西兩城作為戰略要地，以保證跨金沙江
的交通樞紐。鐵橋東城就建在鐵橋東岸的建塘大
龜山上。據記載，吐蕃在建塘大龜山圍着山頂建
立官寨，壘石為城。據《中甸縣志》載：「東城
坐落山頂，東南面臨懸崖，西為緩坡，地勢開
闊，城堡為藏式碉房建築布局，順山崖建房併砌
築石牆，呈防守之勢，左方山丫口有大道順山腰
連接鐵橋。」此城堡即獨克宗古城。鐵橋西城位
於東城對面，在今麗江玉龍縣塔城鄉塔城關（古
神川都督府關隘）。東西二城皆由吐蕃重兵駐
紮。當年南詔王斬斷鐵橋後，保留了鐵橋西城，
為南詔鐵橋節度駐地。
「獨克宗」古城依大龜山的山勢而建。龜山是
建塘的制高點，登頂掃視周圍，四面都是連綿不
絕的雪山冰峰，氣勢威武雄壯，俯瞰建塘草甸盡
收眼底。山中有清澈透亮的泉水，是建塘人的水
源。山上曾有高僧修行。古城建築布局猶如八瓣
蓮花。傳說「獨克宗」古城是按照佛經中的香巴
拉理想國建成的。「香巴拉」是藏語的音譯，又
譯為「香格里拉」。在藏傳佛教世界裏有一片藏
傳佛教徒嚮往追求的淨土「香巴拉」。香巴拉共
有七代法王，他們掌管着960萬個城邦組成的幸
福王國：這裏花常開，水常清，莊稼總是在等着
收割，甜蜜的果子總是掛在枝頭；這裏遍地是黃
金，滿山是寶石，隨意撿上一塊都很珍貴，當然
這裏不用錢，因為錢沒有用；這裏的人用意念支
配外界的一切，覺得冷，衣衫就會自動增厚，熱
了又會自然減薄；想吃什麼，美食就會飛到面
前，飽了，食品便會自動離去。香巴拉人的壽命
以千年來計算，想活多久就可以活多久，只有活
膩了，感到長壽之苦，想嘗嘗死的味道，才會快
快活活地死去。傳說當時之所以在大龜山建城
堡，正是緣於有活佛發現大龜山猶如藏傳佛教奠

基人蓮花生大師坐在蓮花上一般。故古城建設布
局形似八瓣蓮花，形成因自然變化的空間。
宋代，中甸地區由雲南大理國佔領。元朝滅了

大理國，將中甸劃為朝廷宣政院直轄地。明代中
甸屬明朝麗江軍民府，由麗江木氏土司管轄。木
氏土司在大龜山「獨克宗」寨堡基礎上擴建「香
各瓦」寨，藏語意為石山寨。後又在建塘母親河
奶子河畔的一個山坡上建「大年玉瓦」寨，藏語
名為「尼旺宗」，因地形緣故，每天太陽一升起
會最先會照到尼旺宗，故尼旺宗又名「日光
城」。月光城（獨克宗）在南面，日光城（尼旺
宗）在北面。兩城遙相呼應，構成中甸歷史上著
名的「日月城」。之後隨着軍事目的降低、經濟
目的提高，「獨克宗」（月光城）因靠南最先接
待從麗江過來的大批馬幫，成為滇藏茶馬古道進
入西藏等藏族地區的第一站和馬幫的重要活動中
心。後來更逐漸發展成為滇藏茶馬古道上的重要
驛站和商業重鎮，而「尼旺宗」（日光城）則慢
慢被廢棄。現今「日光城」寨堡已毀，原址上建
了一座白塔。
清初麗江土知府木氏土司投降吳三桂，吳三桂

將中甸割贈達賴喇嘛。達賴在建塘設喇嘛營官，
中甸始盛行黃教。清朝鎮壓吳三桂後仍將中甸劃
歸麗江土府。清朝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
年），西藏達賴喇嘛請求互市於金沙江，清廷允
准在中甸（建塘）立市，獨克宗從此正式成為滇
藏貿易和茶馬互市的中心，為滇、川、藏茶馬互
市之通衢。清雍正、乾隆年間，中甸境內礦業興
旺，四方商賈雲集，獨克宗古城一派興旺。抗日
戰爭時期，日寇佔領緬甸，切斷滇緬交通，大批
援華物資只能越過喜馬拉雅山從拉薩經滇西北運
抵昆明，中甸縣城建塘（獨克宗）又成為滇、藏
和印度貿易的中轉站，海外援華抗戰戰略物資的
重要陸路通道。俄羅斯人顧．彼得曾在他的著作
《被遺忘的王國》中寫到中國抗戰時的西南馬幫
運輸：據估計，抗日戰爭期間所有進入中國的路
線被阻時，這場「馬幫運輸」曾動用了八千匹騾
子和兩萬頭犛牛。

◆管淑平
浮城誌

日前讀報時看到一條新聞標
題為「調查：逾半邊青做不當
工作『搵快錢』」。心想違法
「搵快錢」的又豈止邊緣青年
呢？隨便翻閱報章，大家會發
現映入眼簾的標題很多都是跟
偷竊、搶劫、走私、詐騙、盜
賊相關，總之大多牽涉金錢財
物，包括：「警一周破19宗騙
案 涉款 5,470 萬拘 31 人」、
「騙徒扮仔入屋搶15萬元婆婆
痛失亡夫殮葬費」、「呃64萬
元防疫援助『80後樓神』囚17
月」、「提供『傀儡』戶口洗
黑錢 109 人被捕涉款 5,900
萬」、「首4月盜竊案逾7千
宗 年增近四成」、「詐騙短訊
滿天飛 研推登記制堵漏」等
等。由此可見「偷呃拐騙」的
個案多如牛毛。
貪慾，是罪惡出現的重要原

因，很多罪案都源自於人類的
貪念。亦可以說罪案跟貪念是
掛鈎的，二者有着因果關係：
因為貪，所以違法，古今中外
皆是如此，無他，錢可通神
也，金錢是解決問題最直接兼
最快捷的方法，正如那句膾炙
人口的諺語所說：「錢非萬
能，但是沒錢便萬萬不能！」
在利益誘惑面前，視錢財如糞
土的能有幾人？
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貪念

與慾望根本是無止境的，所
以，教育和法律就顯得非常重
要，從小灌輸孩子貪心會帶來
惡果的意識和培養他們守法的
觀念，讓他們明白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從思想上杜絕犯法
念頭。可惜樹大始終有枯枝，
因為貪心而鋌而走險的人還是
不少，治安就是被這些害群之

馬搞砸。
我國偉大教育家孔子說的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論語．里仁》）毫無疑問
是一番至理名言，亦是我最鍾
愛的《論語》金句。我經常向
學生們介紹此名言，說孔聖人
在近三千年前就洞悉了人類貪
婪是與生俱來的本性，並苦口
婆心地教育他的弟子們不要用
不合法、不正當的手段去獲得
富貴。道理淺白易懂，問題是
知易行難啊，我叫學生們捫心
自問：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自
己有信心抵抗誘惑嗎？今天我
尚能經得起考驗，但當日後陷
入財困時又能把持得住嗎？自
己有沒有足夠的定力去堅守道
德底線？
除了靠教育，執法力量也是

必須的，好像特區政府運輸署
之前曾高調地公布打擊違規使
用「二元乘車優惠」措施，明
顯是要震懾那些想以身試法的
人。
近日，反詐騙犯罪電影《孤

注一擲》掀起熱潮，並成為市
民茶餘飯後談論的對象。該片
取材自約一萬宗真實詐騙案
例，上映僅僅13天便累積了逾
26億元人民幣票房，單日票房
連續15天破億元，可謂叫好又
叫座。該片着重刻畫電信網絡
詐騙、跨境網上賭博以及網絡
貸款，各主人公都是因為貪心
所以一步步誤入歧途：因為貪
而被騙，再因為貪而騙其他
人。《孤注一擲》表達的核心
訊息也跟本文的宗旨不謀而
合：貪念導致罪案發生。一個
「貪」字，認真害人不淺啊！

良心茶遊記 ◆周軒諾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晉代的陸機，字士衡，其詩名重當時。後人
輯有《陸士衡集》。這裏選錄陸氏的一首詩，
可以反映他的飲食觀點。詩中所謂「宴安消靈
根」有註釋家引《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
水上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靈根」是
指身體，太多的「膏粱」（酒肉）傷害身體，
反而多吃像葵（藜）等粗糙食物對身體無傷
害。
我想起兩件往事，其一是童年在廣州生活，

那是六十多年前。鄰居有一對年老夫婦，經營
小生意，每日中午的飯餸必定是梅菜蒸黃豆。
童年的我對此印象極為深刻。另一件上世紀八
十年代初，我曾深入廣西山區採訪種植羅漢果
及田七，那是還未開放的農村，三數個小孩手
捧粗飯碗看熱鬧，只見他們的飯面上一個是放
了數粒粗鹽，另一個放了一小撮鹹菜，還有一
個只是吃白飯，但他們身體頗為強壯，臉上泛
出可愛的陽光紅。
今日且來一餐「梅菜蒸黃豆」可好。梅菜浸

透揸乾水，用油、糖攪勻，黃豆浸軟，在飯面
同蒸即可。

——陸機（南北朝）

十五 君子有所思行

陸 機 君 子 有 所 思 行
善 哉 膏 粱 士 ， 營 生 奧 且 博 。
宴 安 消 靈 根 ， 酖 毒 不 可 恪 。
無 以 肉 食 資 ， 取 笑 葵 與 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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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城日光城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月光城月光城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牟河壩，一個小小的山村
在這個炎熱的夏天
滿懷疲憊的我
忽然把您想念……

此時滿山的野花
應該是露珠滴翠
瘋長的野草
樹枝一樣伸向藍天
地裏的苞谷
已經聞得見清香
田裏粒粒飽滿的水稻
正在開始變成金黃
山林裏，不知名的鳥兒
叫得是那麼的歡暢
小溪裏的流水
匯聚到寬闊的牟河裏碧波蕩漾
那座磨坊呢
已經不見蹤跡
那扇石磨呢
依然只會出現在夢裏……

承載着兒時記憶的牟河壩呀
您可知道一個遊子
在把您聲聲地呼喚
您可知道一個遊子
在把您細細地懷想

您可記得
兒時的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在林中放牛
您可記得
村口的水井冒出的泉水是那麼的甘甜清亮
您可記得
村裏滿臉皺紋的老人
笑起來是那麼的樸實慈祥
您可記得
上學路上，一個火籠子
把山村孩子冰冷的小手烘得暖烘烘的
您可記得
雨水順着茅草搭成的屋簷不停地滴答流淌
您可記得，風裏雨裏
村裏的農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田裏栽秧
您可記得，稻田薅草時
村裏人唱起的山歌是那麼高亢激昂
您可記得，一陣風兒吹來
樹葉和竹葉一起「嘩嘩」作響
您可記得
春天裏孩子們的風箏飛遍了漫山遍野

牟河壩，我憶念的小山村

您可記得
夏天裏知了躲在樹上聲聲叫熱
您可記得
秋天裏汗水伴着稻穗一起飛舞
您可記得
冬天裏屋簷上掛滿了凌條雪霜
您可記得，晨霧中，
婦人們在河邊的石板上邊洗衣服邊拉家常
您可記得，黃昏裏
母親喚兒回家的聲音是那麼的悠長……

牟河壩，一個小小的村莊
您像一葉長長的小舟
滿載着我們對童年的懷想

我們曾經在雪地裏布下陷阱
捕捉到的紅嗄嗄鳥兒彷彿火焰一樣
我們曾在上學的小石橋放上冰塊
小表弟不慎掉進溪裏後
童年的頑皮讓長輩們久久地悶聲不響
共同小學校教室裏
朗朗的讀書聲至今在耳邊迴盪
操場壩裏稚嫩的歌聲卻那麼悠揚
收到公社中學校錄取通知書時是那麼的興奮
八元錢的學費卻愁白了父母的雙鬢
公社中學校裏
牟河壩的孩子讀書是比其他孩子還要用功
優良的成績卻阻止不住
城郊孩子對山裏娃的霸凌
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回到村莊
牟河壩，您用您寬厚的手臂和溫暖的懷抱
把那滿含淚花的孩子緊緊摟在懷裏
牟河壩，您的土壤是那麼的貧瘠
卻滋生出對命運的不屈，對困難的頑強
當您的孩子逃離似的離您而去
牟河壩，您的心裏是否充滿不捨和憂傷……

今天，當父母的靈魂已經遠去
離開您的孩子已是滿懷疲憊
但對您的思念
卻像綠葉對大地的深情一樣
牟河壩，您可知道
一個遊子在把您深深地懷想……

想您屋頂飄起的炊煙
想您已經無人居住的農舍
想您那村莊裏僅存的一點點茅草房
想您那好久沒有走過的石橋

想您那白鶴群居群飛的青岡林
想您那在水草裏竄來竄去的游魚
想您那拖着枷擔在田裏行走的老牛
想您那農家院裏見人就汪汪直叫的小狗
想您那已經長滿苔蘚的水井
想您那潺潺的河水
想您那甜甜的高粱稈
想您那長在泥沙地裏的花生
想您那肚皮爆裂的紅甘蔗
想您那紫色的紅桑椹
想您那長在淺水草裏
肚皮白花花的鮮嫩高筍
想您那一個個帶着野味的玩笑
想您那一串串土裏土氣的乳名
想您那一方有事八方幫忙的民風
想您那令人難忘的壩壩電影
想您那逐漸荒蕪的土地
想您那沒人去割的野草
想您那墳塋上長滿艾草的老支書
想您那只剩下老弱病殘的村莊……
牟河壩，您可知道
一個遊子在外面把您細細地懷想

您的土地上埋葬着祖先的靈骨
您的田地上澆灌着幾代農人的汗水
您的山林裏記下了童年的快樂
您的河流記下了山裏孩子對山外世界的嚮往
牟河壩，一個普普通通的小村莊
一個遊子對您的懷想卻是那麼的強烈

今天，那污染的企業已經搬走
空氣變得像從前那樣的新鮮
老屋的窗欞已不被地礦的爆破聲
震動得「咯咯」作響
山林裏的鳥兒飛了回來
乾涸的河流恢復到了從前的模樣
而我是住在城市的鋼筋水泥樓房裏
颳風不怕捲走屋頂的茅草
下雨不怕滴漏的雨水打濕被子
不愁火柴點不然灶膛裏的柴禾
也不愁青黃不接的糧米饑荒
但我對您的思念
卻像綠葉思念着大地一樣
更像離家的孩子
想念着自己的親娘

牟河壩，一個小小的村莊
我對您的眷念和敬意
是一首永遠也唱不完的歌
是一篇永遠也寫不完的抒情文章

詩詞偶拾
◆羅大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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