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克宗古城在香格里拉市區建塘鎮的中心，
分為古城老街和龜山公園兩個核心部分。經過多
年的開發、打造，特別是2014年大火後的重
建，獨克宗老街上，商舖、酒吧和客棧分列兩
旁，舊屋變大宅。昔日為馬幫服務的皮匠舖和牛
棚馬廄，都隨着歷史的長河消失了。古城成了香
格里拉市最大的購物城，商品琳琅滿目，特別是
民族服裝、藏族工藝品、藏式木器、藏香、藏
刀、木碗、藏式銀製品、藏藥材、迪慶山珍等特
產，最受遊客歡迎。
夜晚最熱鬧的地方是古城中心的四方街和龜
山腳的月光廣場。在四方街和月光廣場每天晚上
都有篝火舞會。古城當地各族民眾和來自各地的
遊客、朝聖者一起，跳起獨具特色的藏族傳統廣
場舞鍋莊舞。豪放的藏族舞蹈極其張揚，歡樂的
情緒帶動着場內外所有的人。這是古城最有特色
的生活場景，也是古城永遠吉祥的寫照。
但是，獨克宗古城之所以被很多人嚮往，是
因為她不僅有着歷史的印跡、藏鄉的風情，還因
為她是一個可以被人夢想和追尋的地方。這裏有
濃濃的藏域風情，密密的佛國虔心。當然，最讓
人興奮，最打動人的，依然是那些新房子背後的
老屋故事和陳年的舊夢。古城裏最吸引人的是老
房子、老石板路和它們記錄的老故事。四通八達
的石板路見證了古城的滄桑歷史。
一進古城，踏上用粗拙的條石鋪成的街巷，

年代感撲面而來。古城的道路蜿蜒起伏，因為古
城是依山而建，看起來路面起伏不平，那是一些
歲月久遠的舊石頭就着自然地勢鋪成的。大火毀
了老建築，但老石頭鋪成的地面卻保留了下來。
現在，仍然可以在石路上看到深深的馬蹄印，那
是當年的馬幫給時間留下的信物了。沿着滄桑的
石板路走向古城的深處，一排排、一片片藏式老
房子，更讓人感受到古城特別的歷史文化氛圍。
看着那鱗次櫛比接連不斷的古老住宅，石板小道

和地道的煙火生活，感覺獨克宗似乎依舊靜靜地
躺在那裏譜寫歲月的千年……
獨克宗古城於1,300多年前在「雪山包圍的盆

地」建塘壩子上崛起。到清康熙年間中甸（今香
格里拉縣）建立茶馬互市，獨克宗開始繁盛一
時。經過清雍正到民國期間的數次大規模擴建修
繕，逐漸形成了這座神奇的古城。但是在上世紀
末，獨克宗還是一個荒草萋萋，瓦礫落寞的地
方，殘破的土牆，無人問津的小徑，本來就狹窄
的街道還被沿街搭建的牲口圈佔了一半，到了夜
晚整個古城便是一片漆黑。古城真正發生變化還
是在2001年中甸更名香格里拉以後，香格里拉
的影響力帶動了獨克宗古城的發展。許多外地人
千里迢迢來到古城，走進老街，開起各種店舖、
客棧、酒吧、咖啡店，甚至安家。他們希望這裏
找回寧靜，建築他們孤獨的夢想。獨克宗古城裏
的第一間酒吧是「牛棚酒吧」，是真正開在原先
藏民牛棚裏的，只經過簡單的改造。古城藏民的
住宅一般是兩層樓，上層高下層低的格局，上層
是人居，下層是牛棚。當年的「牛棚酒吧」就在
皮匠坡，很原始，把原來藏房牛圈裏的糞便清理
乾淨，放了些簡陋的家什物件和一張桌球枱，就
開始接納着黃髮碧眼的人，接納着州長和明星，
也接納着當地連漢話也講不清楚的原住民。牛棚
曾經迎來無數的關注和讚譽，包括國外的知名媒
體。極為可惜的是，2014年的古城大火，使
「牛棚酒吧」徹底成為了過去式，而今那塊地方
已經改建成一幢大房子了。當年的老闆也消失在
了雲南。而今許多人走到皮匠坡，就會懷念「牛
棚酒吧」，「牛棚」雖然已成往事，但許多朋友
依然深深覺得「牛棚」是自己記憶裏的地標，或
者是獨克宗新時代中一個缺失了的標本，他更加
純粹，記錄着一些人夢想的起飛與破滅。獨克宗
的新生活每天都在繼續。不斷地有新人前來，後
輩熬成前輩。老朋友們離開，可能是因為他們的
夢醒了，又或許開始了新的夢想，在別處。其實
每個時期的獨克宗，都會讓去過的人有種不能釋
懷的感覺，是因為它的一個歷史斷面是去過的人
們所親歷的。許多迷上獨克宗的人都認為，第一
眼愛上獨克宗而留下來的那個外鄉人，他是英
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獨克宗。
獨克宗古城是一座浴火重生的千年古城。藏

區有俗話說，彩虹只有經歷苦難才能看到。雖然
遭受了一場大火的獨克宗看起來與過去已有不
同，但作為一個隱藏在雪山中的神秘王國，依然
蘊藏着濃郁的文化底蘊，她的魅力已經被歲月鑄
造成永恒！古城內的舊房子已經比較難看到，現
在的都是在原址翻修或者新建的，但依然是典型
的藏式土掌房為主的特色民居，還有一些帶有濃
郁藏族風情的木楞房。在獨克宗的小街上，還能
讓人找到完全不同的感受。無論是古老的建築風
格，還是壯麗的自然景觀，都令人心馳神往。來
到獨克宗古城，你將會被它獨特的魅力所吸引，
彷彿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中。
古城裏不少人家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傳統。藏
式早餐，以糌粑為主，再配上酥油茶。中餐吃藏
包子，烤琵琶肉。晚餐要隆重，有犛牛肉乾巴，
有用乾菜、蔬菜、馬鈴薯、豆腐和各種野生菌煮
的藏式火鍋。還有家釀的青稞酒。老人們每天早
上都要在自家屋頂的煨桑台上，把松枝、五穀燒
給遠處的神明，祈求保佑。每到初一、十五，就
上大龜山上的大佛寺燒香。小小古城裏雜居着藏
族、納西族和漢族等20多個民族，古城其實就
是一個多民族生活實景博物館。各民族兄弟姐妹
共飲一井水，千百年來，各自保持着本民族的信
仰與生活習俗，圍繞着大龜山，和和睦睦地把生
活講成故事，又把故事過成生活，而今被四面八
方的遊客們品讀、欣賞着。
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是這座被稱為「白色

月光下的城堡」的古城最顯幽幻、神秘的時候。
一輪明月爬上古城上空。月光如水般傾瀉在古城
街面的土木老屋和石板路上。街面上帶有民族特
色的建築在月光下熠熠生輝，「月光城」果真籠
罩在一片皎潔的月光之下。朦朧中，老街顯現着
若有若無的輪廓，被行人腳踩步踏磨得光滑如鏡
的石頭路面，在月光和街燈照耀下，泛着清幽的
藍光。街巷邊有許多小客棧，門口懸掛着的大紅
燈籠，在夜色中給旅人送出溫暖的邀請。走在古
城的夜街上，感受着藏族文化與心靈的撞擊，靈
魂深處的魂牽夢繞被眼前的祥和、寧靜、神秘、
美麗、醉人所感染。高原古城宛若仙境、迷濛如
夢的美麗與純淨，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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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滿
豆棚閒話

夜市裏有小販設攤玩套圈遊戲，有小孩
套中了一個瓷塑小豬撲滿，卻不知道有什
麼用途。看了不禁啞然失笑，如今電子支
付大行其道，許多小孩已很少接觸到現
金，更遑論養成積攢零錢的習慣了。每個
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些被悄然取
代的舊事物在時間的水流沖刷下，有時候
一不留神，就找不到存留的痕跡。
過去為了培養小孩不胡亂花錢、勤儉節
約的品格，很多家庭都會有一至數個積蓄
零錢的撲滿，家裏兄弟姊妹每人一個，各
自料理保管。撲滿的材質極為多樣，陶
瓷、金屬、竹木、塑料，不一而足，造型
也是各具特色。撲滿上方有一投放硬幣和
零鈔的狹長細孔，等到空間被塞滿，打破
把錢取出來，數目常讓人驚喜。同時也可
以促使人們降低物慾，在可花可不花的情
況下，把錢投入撲滿拿不出來，就可避免
心思無定的反悔，減少支出無益之費。
撲滿的歷史，與銅錢的使用時間一樣
長。北宋時，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至
黃州，為了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計，朋友
教他一個方法：把每天的家庭開支固定為

150錢，務必精打細算，用剩下來的錢投
到一個大竹筒裏攢起來，遇到有客人來
訪，就有了招待賓客的預算。古代的生產
力水平低下，細水長流的儲蓄美德，以備
不時之需的憂患意識，是貫穿始終的。
我幼年時有過一個用鐵皮製成的母雞造

型撲滿，寓意攢錢就像母雞下蛋，只要持
之以恒，必能積少成多。撲滿除了投幣入
口，腹部也有一個可打開的小門，無須打
破，即可隨時把錢取出來。但這個事先預
留的「後門」，也成為了我儲蓄的最大阻
礙——昔日物資貧困，每當承受不住消費
的誘惑，意志力出現鬆懈，我的想法和行
為就會形成一道巨大的裂縫，及時行樂的
念頭會把原有的良好願望打散，消耗掉。
成年後我才明白，用撲滿培養節儉的意

識，既是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
也是在以延遲享樂訓練塑造人的品格。人
只有懂得怎樣把對物慾的注意力轉移到自
身之外，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才越高。蘇軾
一生仕途坎坷，卻能把儒家固窮的精神、
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結
合到一起，就是這一理論的最好範本。

我是香港《文匯報》培養的作
家，我常常對文友們這麼說。
我是一名從農村裏走出來的文

學作者，但發表文學作品的機會並
不多。當農民的時候要幹農活，寫
出的稿件投出去後不是石沉大海，
就是渺無音訊。被洪雅林場黨委破
格錄用後，因忙於工作，文學作品
寫得不多，只是零零星星的在國家
和省市報刊雜誌發表了一些。後來
把發表了的作品湊集起來，勉強出
版了一本散文集。
和香港《文匯報》的結緣，始

於2016年6月。那時候因家庭遭
遇了不測，正處於人生的低谷。那
年4月29日，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
走了，我寫了一篇懷念他的文章
〈陳忠實題字〉，投給內地的報刊
雜誌後，遲遲沒有刊登出來。抱着
試一試的心態投給香港《文匯
報》，一個星期就刊登了。記得那
天是6月14日，文章發表在當天的
副刊「文匯園」版面。沒想到這麼
快就發表了。我的心裏充滿歡喜，
從此也和香港《文匯報》結下了不
解之緣。
香港《文匯報》副刊的「文匯

園」欄目豐富多彩，既有「良心茶
遊記」、「詩語背後」、「詩情畫
意」、「字裏行間」、「施詞度墨
香」等固定專欄，也有可以靈活處
理作者來稿的「豆棚閒話」、「生
活點滴」、「來鴻」、「詩詞偶
拾」等欄目，只要稿件質量好，都
能登上它的大雅之堂。每次讀到
「文匯園」時，心裏充滿了愉悅。
除了「文匯園」外，「采風」、
「讀書人」、「專題」、「養生
坊」、「愛漫遊」等副刊版面也辦
得有滋有味，百看不厭。
更重要的，是編輯們的工作態

度和負責精神。他們認真、細心、

負責，對每一篇來稿，都會認真對
待，發現了錯誤，及時糾正。對作
品，只認質量不認人。寫得特別好
的作品，時間和機緣巧合了，第二
天就能見報。如果不能用，也會跟
你講明是什麼原因，讓你口服心
服。記得我的散文〈想起當年說行
人〉和詩歌〈聚會〉投寄過去後，
因前者寫的是當年幫農民賣東西的
鄉村中介人，香港讀者沒有這種生
活經歷，當然會讀不懂；詩歌〈聚
會〉準備刊發的時候，正是疫情最
嚴重的時候，政府號召居家隔離，
不出來聚會，沒有發表當然是對
的。這些，都說明報社對作品的質
量是嚴格把關的。成為香港《文匯
報》作者後，偶然還會收到編輯寄
來的報社製作的紀念品，如紀念郵
票冊等。有時候因為工作忙，一段
時間沒有投稿，編輯還會主動打來
電話，問問這段時間是不是很忙，
都好久沒有給報社投稿了……點
點滴滴，體現了報社對作者的人文
關懷。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和香港

《文匯報》結緣七年多了。七年
來，我在香港《文匯報》發表了一
百多篇文學稿件。這對一位作者來
說，是很大的激勵，也是很大的動
力。七年光陰不尋常，正是有了香
港《文匯報》這樣的編輯團隊，才
有了我們這些作者的成長！七年
來，我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螢火
蟲之約》、散文集《童年的酸鼻子
樹》，一些作品集還正在出版之
中，榮獲了一些國家和省級文學獎
項，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這些成
績和榮譽的取得，都和香港《文匯
報》的關心和扶持是分不開的。
香港《文匯報》歷史悠久，質

量上乘，在她誕生75周年之際，
衷心祝願這份世界名報愈辦愈好！

◆羅大佺

七年光陰不尋常
◆良 心

月光之城獨克宗（下）

一湖搖曳蓮紅

◆青 絲

浮城誌

來鴻

長天猶如一匹壯闊的藍緞，飄拂向大地
的盡頭，那兒是一涯清波，無垠蓮花。這
兒就是虎林的月牙湖。
立秋的前一天，我們來到這裏，觀賞獨
具特色的夏日蓮花——「虎林蓮」。湖面
波瀾不驚，遠岸樹木森茂，近處蓮花靜
植，一座朱亭隱在山崖一角，我們的船緩
緩而行，風兒閃爍着太陽的金澤、折射着
湖水的清澄，迎面而來又從我們的身邊簌
簌流過。
一隻鷗鳥凌空從我們的船首倏然掠過，

在湛藍的天際劃過一道弧線瞬間消失在遠
方。我被這個景色深深的陶醉，對這片水
域的歷史產生了探尋之意。
為我們開船的這位師傅五十多歲，是土

生土長的虎林人，用他自豪的話說，我是
北大荒十萬轉業官兵的第二代，也叫「荒
二代」！
他方闊的臉被太陽曬成紫銅色，穿一件

已經洗得有些發白的軍黃襯衣，端坐在駕
駛台前，雙目明亮瞭望水面，一邊開船一
邊講述。
月牙湖，原來沒有這麼美麗的名字。它

只是黑龍江省虎林市東北方這片水域大小
不等30多個水泡子之一，它的面積為360
多公頃，平均寬度250米，水深1.5米，
東端有支流與烏蘇里江相貫通。1987年9
月國家批准這裏為「草地類自然保護
區」。不知哪位民間高人，登高俯瞰湖水
中央，大呼一聲「月牙湖」，從此就有了
這個詩意的名字。
船室內寬敞，兩邊窗下各置四桌八椅，

坐在那兒，四處景色一收眼底。
藍天、白雲、鷗鳥、山崗、樹木、蘆
草，在湖面上投射着的生動影像，微風乍
起它們立刻搖曳生輝，迅而變成夢幻般的
碎影。魚兒在水中逐波，不時躍出水面，
牠們亮如黑豆的眼睛，對我們充滿了好奇
和友善的問詢……
船從寬闊的湖面駛入一條狹長的水道，

立刻被兩邊連綿的蓮花簇擁徐行。
我想起南朝蕭繹在《採蓮賦》中的名

句：「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這是
對蓮花之美極致的讚美。
當地的文聯主席賡勇是一位在鄉鎮做過

領導，又有文化情結的年輕幹部，他見我
矚望這不盡蓮花，便給我講了一個關於蓮
花的傳說和現實的故事。
久遠的年代，這裏是一片淒冷的水域，
上無鳥翔，下無魚躍。一天，一位天女下
凡經過，為了改變這裏的荒涼，遂拔下頭
上的金簪，在這毫無生息的水域一揮，灑
下萬道金光，留下盎然生機，岸芷町藍，
魚蝦翔集，蓮花搖曳，人民安居……
這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
蓮花多生南國水鄉，而在北國這個高寒

之地亦有蓮花盛開綻放，清香四溢，這是
一代代虎林人改造自然的結果。
據考證月牙湖的蓮花大約是在唐朝中

期，隨傳播佛教的高僧跋涉千里經渤海國
輾轉這裏，高僧把那袋蓮花種子，撒播在
這片廣闊的湖面，經過一年的冬夢在春水
潺湲時長出新牙，逐漸繁衍這一片野生蓮
花塘。

但生物的生長要經過遷徙後對新環境、
新氣候的適應，在那些無窮盡的歲月裏，
蓮花歷經東北的風霜雨雪，高寒凜冽，生
生死死任其「天命」，到了二十世紀中
期，亭亭的蓮花開始萎靡。
虎林人以「天人合一」的感悟和心靈智

慧，對於這片蓮花進行重構，植物學家針
對氣候、水質、病蟲害等問題，培養引進
耐寒品種的蓮花種子；清除水域藻荇確保
蓮花生長水面；採取生物防治和化學防治
相結合控制病蟲害，為蓮花的再度盛開嫁
入科技因素，形成了新的生物依存鏈條，
把傳說中的美好幻想，打造成獨有虎林地
域特點的抗高寒蓮花品種——「虎林
蓮」。
每年7月底8月初，月牙湖上這高緯度

的蓮花盛開一望無涯嫵媚動人，一派生機
一片活力，成為旅遊業的重要資源，吸引
了全國各地的遊人從四面八方而來，當地
政府以蓮花為媒，每年舉辦盛大的「蓮花
節」，招攬全國合作夥伴做大「蓮花」經
濟，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詩人
讚曰：「北國驕子虎林蓮，高寒秀色別有
天。風吹荷香千里外，不似江南勝江
南。」
虎林獲得了「中國野生荷花之鄉」的美

名，還被上海健力士評為「面積最大的寒
帶地區野生荷花聚生地」。
陽光如金，照在湖面。我們的船輕推蓮

花而行，蓮花和船相依相擁。無垠蓮花好
似一片縹緲的朝霞，落在碧澄的湖水之上
閃爍着粼粼波光。我的心不由得醉了。

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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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波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張載，字孟陽，魏晉朝代人。從明人輯錄的
《張孟陽集》中錄有此詩。
詩中所列出的農產品，令人發思古幽情外，也想
到在約二千年前的食物是何等質優。那時除了沒有
農藥，沒有空氣污染外，一切都是天然的，有機
的，純淨的。你看當年產於今日河南洛陽市南的大
谷（又名大谷泉）石榴，「膚如凝脂，汁如清瀨」，
是張騫自西域傳入中國的名種。還有甘蔗、柿子、
柑桔……都「殊美絕快」，令人「渴者所思」。
「大谷石榴」今日未能品嘗，但香港進口水果
極多，來自世界各地。每年夏天，水果檔有外國
來的「神石榴」，很大的果實，說不定是張騫當
年帶返中原栽種的名種。吃法可以像外國人，用
來為沙律調色調味，倒也不錯。
江南都蔗我未能品嘗，但廣州郊區農村的青皮

蔗卻令我又愛又恨。那年到農村勞動，工作是剝
蔗莢，從清晨一直剝到黃昏，蔗田還是望不到盡
頭，兩手被蔗莢刮得許多裂痕。收工後，與同伴
一起各自拿起三四尺長的蔗，大口大口地咬着，
咀嚼後肆意地吐出蔗渣，狂放的大笑着，當年17
歲的青春原來是留待今日71歲的回憶。

——張載（南北朝）

十六 大谷石榴

張 載 大 谷 石 榴
大谷石榴，木滋之最。膚如凝脂，汁如清瀨。
江南都蔗，張掖豐柿。三巴黃甘，瓜州素柰。
凡此數品，殊美絕快。

戊戌夏
素仲配畫

註：「柰」是果木名，林檎的一種，也稱花紅、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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