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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泰山

豆棚閒話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我要向大
家介紹的名勝正是五嶽之巔——泰山。泰
山，是與恒山、嵩山、華山、衡山並列的五
嶽之一，更是擁有着「五嶽之首」、「天下
第一山」之稱。它位於山東省中部，隸屬於
泰安市。
我第一次登泰山是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父親在山東工作，趁着暑假，一家人到
泰山遊玩，媽媽還特意做了泰山的遊覽攻
略。記得那天我和家人乘坐大巴經過泰山腳
下的登山口天外村，12根龍柱排列在大道兩
旁，彰顯着磅礴氣勢。車在盤旋曲折、繞山
而行的道路上往中天門駛去，每經過一個轉
彎好像隨時會被甩出去。我緊緊抓着爸爸的
衣服，既害怕又期待。
車到了中天門，中天門峻嶺闊谷，是泰山
登山東、西兩路的交匯點，此處為登山半
程，上下必經之地。我們坐上纜車，外面眾
山拱立、林茂泉飛的景色都一覽無餘。
下了纜車，我們到達南天門。南天門海拔
1,460米，門為樓閣式建築，石砌拱形門
洞，山於此為最危聳，上即絕頂。

在我們向山頂進發的途中，多處都漸漸起
了薄薄的雲霧，泰山的全貌無法一覽眼底
了，從天街的石門望過去，只看見白茫茫的
天空，有種騰雲駕霧的感覺。這裏與城市高
樓大厦的壓迫感截然不同，彷彿身處仙境。
我興奮地到處張望，雀躍得一蹦一跳。
中午時分，我們終於登上了泰山極頂——

玉皇頂。我們站在泰山的標誌五嶽獨尊碑
處，欣賞着泰山的美景，放眼望去，淡淡的
雲霧彌漫在泰山周圍，為這幅壯麗的景象添
上了一分仙氣。江山如畫，美不勝收，難怪
文人墨客都這麼喜歡泰山。穿過東天門的盤
道峭壁上刻着章蘊題的一首詩——《登玉皇
頂》：「八十誰云老，高峰尚可攀；身臨玉
皇頂，脚下萬重山。」登山時他已經80多
歲，還能寫出如此老當益壯、充滿激情的詩
句，可見其暮年依舊充滿豪情壯志，值得後
人學習。
人生總有一次登上泰山，領略其巍峨的氣

勢，感受它那奇、美、險交織而成的雄偉的
圖畫。五嶽山川，巍巍聳立，那是祖國不屈
的脊樑！

每當想起鄉下那片青青茶山，總讓人思緒萬千。靈山多秀
色！廣福茶山，一片墨綠，層層茶樹組成的階梯漫山遍野，
為茶山披了一件墨色的橫條紋絨毛大衣。那山並不巍峨雄
壯，但滿山的茶樹也足夠震撼人心！
茶山山腳有淙淙的河水，從山腳爬了一小段路，只見一座
無比壯觀的石橋橫亘山腰。那石橋毫無沉悶之感，石頭青蒼
的顏色似乎昭示着它久遠的年代，使它有了古色古香的韻
味，顯得穩健從容。寧靜古樸的姿態，引人無限遐想。沒想
到「別有經行所，迥跨重巒側」，鄉下茶山還有石橋相伴，
真是個意外的驚喜！登上石橋，長滿了青草的橋面上，兩條
鐵軌依稀可見，當地人說這是以前運煤的鐵軌。現在山上改
種了茶樹，軌道沒用了，但石橋作為兩座茶山的連接者，繼
續方便着人們在兩座山之間往返。
雨後的古樸石橋與青青茶山，相得益彰，誰見了都會醉了
眼，醉了心，誰能分清是石橋陪伴着茶山，還是茶山陪伴了
石橋？站在石橋上迎風眺望，山腳的小河變成晶瑩的玉帶纏
繞山間，與周圍的茶樹、村居、房頂上飄出的裊裊炊煙組成
了一幅動人的「茶山村居圖」。越過石橋，繼續往上就是茶
樹種植基地。我第一次與茶樹近距離接觸，充滿好奇。茶樹
是墨綠的，但抽出的新葉是嫩綠的，這些新葉從老葉中間小
心翼翼地探出頭來，像一個個好奇地望着陌生人的娃娃。
「茶是怎麼採的？」我問旁邊採茶的小妹。
姑娘很熱情，說：「像這樣，用拇指、食指配合中指，夾
住新梢要採的部位向上着力。」
瞬息間，只見一朵小小的芽葉隨即落在了掌心。採茶聲韻
律感十足，變成了茶樹叢中演奏的春之歌。採茶妹待芽葉裝
了滿滿一手掌後放入茶籃，又快速進行下一輪採摘，所有動
作一氣呵成。
「我可以試試嗎？」看着手癢，我充滿期待地問。
「當然！」姑娘爽快地答應着。
連續幾個慢動作下來，我也就採了一小撮，而且手指還有
點熱乎乎的麻，乾脆改用指甲掐。小妹趕忙阻止了我，「可
不能用指甲掐，這會影響綠茶的品質。」
接着，採茶妹告訴我不能採傷芽葉、採碎葉片。仔細觀察

我採的茶葉，有的葉片果然碎了。看來，採茶還真是個技術
活，也是個耐心活，只知道修身養性的人喝茶很有講究，沒
想到採茶也這麼講究。
「你們採茶真是又快又好呀！」看着採茶妹被染綠的雙手
在茶樹叢中不停穿梭，我不禁感嘆。
只見她笑瞇瞇地回答我：「熟能生巧嘛！收茶有嚴格的質
量要求。」是啊，採得好收入才高，但付出的艱辛肯定也更
多！
想起採茶的辛苦和滿山的茶樹，我不禁感慨：生活中的甜
大都是由眾多的苦磨礪而成的，就像喝茶，先苦後甘！只要
辛勤耕耘，定會不負青山不負茶！

◆雨 凡

不負青山不負茶
◆良 心

世界最大轉經筒

螢火蟲，鄉村美麗的夢

就在大佛寺內朝聖者們的禮佛進入高潮，大經
堂內經聲和雅、梵音遠聞的時刻，大佛寺外許多
信眾都在輕輕地搖動着一個個精巧的轉經筒，嘴
中喃喃誦唸着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
大佛寺旁邊，世界最大的轉經筒吉祥勝利幢，在
眾人的推動下轉動起來，發出了車輪滾滾一樣
「轟轟隆隆」的聲響，震撼了整座龜山，更震撼
着人的靈魂！
轉經是藏傳佛教的一種宗教活動，圍繞着特定
路線行走、祈禱。藏傳佛教的轉經筒，又叫「瑪
尼輪」、「瑪尼」經筒，原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
的祈福方式，藏傳佛教吸收並創新發展。藏傳佛
教認為，持頌佛經真言越多，越表對佛的虔誠，
可得脫輪迴之苦。因此信徒除口誦真言「六字大
明咒」等外，還製作「瑪尼」經筒，把「六字大
明咒」等經卷裝於經筒內，用手搖轉，每搖轉一
次就相當於吟唸誦經文一遍；一直搖動，表示反
覆唸誦着成百倍千倍的「六字大明咒」。
轉經筒一般分為兩類：一種是手搖式的，另一
種是固定在寺廟裏的輪架上的。近些年來，轉經
筒也隨着時代而現代化，有電動轉經輪和太陽能
轉經輪。手搖轉經筒質地有金、銀、銅等，也分
大中小幾種。這種可以拿在手中的轉經筒主體呈
圓柱形，中間有軸以便轉動。不僅圓筒上刻有六
字真言，圓筒中同樣裝着經咒。在藏區，特別是
西藏，從城鎮到山村，從野外到寺廟裏，幾乎到
處都能看到一個個手搖各色轉經筒的藏民。手搖
轉經握住轉經筒時，大拇指一定要平放，與其餘
四指握在一起。大拇指絕對不能衝上握着握柄，
如用這個姿勢搖轉經筒就好像是說用腳指着佛菩
薩一樣。搖轉經筒的時候要沉穩，要緩緩地、平
穩地轉，不要很急、很快地轉。轉經筒不是轉得
越快越好，清淨業障不能心急，愛着急的人嗔恨
心也容易重。從轉經的姿勢和節奏可以看到人的
內心。
大的轉經筒一般都集中在寺院周圍。在西藏的
寺廟裏都有各種大型的轉經筒。如拉薩布達拉宮
的西牆外，有一排轉經筒。拉薩大昭寺裏，圍繞
寺內有一圈轉經筒。這些轉經筒都飽經滄桑、閱
歷豐富。寺廟裏大的轉經筒也是圓柱形，一般高
近1米，直徑40餘厘米，有銅製和木製兩種。銅
製的轉經筒外形仍為銅的本色。木製的轉經筒則
多為紅色，筒外包有綢緞、牛羊皮等，並刻着六
字真言和鳥獸圖案，筒裏則裝滿了經文。轉動這
些轉經筒得靠手推，一般輕輕一推即可轉動。也

有一些地方的轉經筒非常大，高度可達數米，直
徑可達兩米，筒中可容納全部大藏經，要想轉動
它，必須眾人協力方可。拉薩大昭寺正門的左
側，有兩個巨大的轉經筒，相當沉重，有個高大
的穿着猩紅色僧衣的喇嘛在用力地轉動它們。轉
經的時候一定要順時針轉，每次一定要轉滿至少
3圈，或者9圈，一定要單數。同時心中還要不
斷默唸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無論是手搖式的、還是寺廟裏固定式的，轉經
筒的結構大同小異。它裏面裝有藏文經卷，因為
在奴隸制時代，藏民大多不識字，所以把經文裝
在轉經筒裏，每轉一圈，相當於誦經一遍。轉經
筒有一個能轉動的軸，每當轉動到一定圈數時，
就要更新，這樣藏民就能知道自己唸誦經文的遍
數。轉經筒中裝的和轉經時唸誦的藏傳佛教六字
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據佛家闡釋為觀音菩
薩的微妙心印。雖然只是簡短的六字咒語，但卻
包括了所有深奧的佛理，集中了全部佛法的精
髓，是諸佛慈悲和智慧的音聲顯現，常誦有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之功德。能夠清除貪、瞋、癡、傲
慢、嫉妒以及吝嗇這六種煩惱，了業障，得清
淨，斷無明，開智慧，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多
少個世紀以來，無數的大小轉經筒始終伴隨着神
奇的六字大明咒，在那些虔誠信徒散發着酥油馨
香的手指撥動下，不知疲倦地旋轉飛舞着，傳遞
着他們與佛菩薩間美妙的溝通。
龜山頂上的轉經筒吉祥勝幢，藏語稱「吉
參」，有勝利、發展的意思，是2002年為了紀念
中甸縣更名香格里拉而建的。吉祥勝幢總重約60
噸，高21米，大約有5層樓高，筒身為純銅打
造，外鍍真金，雄偉壯觀，據稱為世界上最大最
重的鎦金純銅轉經筒，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筒壁上端用浮雕篆刻着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
世音菩薩和地藏王菩薩四大菩薩，下端刻着佛家
的八寶：法螺、法輪、寶傘、白蓋、蓮花、寶
瓶、金魚、盤長。筒內還藏有經咒、無字真言等
共124萬條和多種佛寶約達16噸。轉經筒的筒頂
為比筒身直徑明顯大的圓形「傘蓋」，輪座為巨
大的滾珠軸承，軸承外圍為直徑約十公分的不銹
鋼管彎成的大環，轉經者可抓握大環，或推或拉
順時針轉動經筒。大環上還有挽成圈的布條帶，
用於多人拉動經輪轉動。要轉動這個巨大經筒，
需十多人同時着力。據說吉祥勝幢轉經筒的奇妙
之處在於，每順轉一周，就相當於默唸佛號124
萬聲。

大經筒立龜山，獨克宗金燦燦。吉祥勝幢大氣
磅礡，金碧輝煌，已成為藏區重要的轉經聖地和
朝聖之地。站在吉祥勝幢轉經筒前，才能體會到
信仰的偉大，如果沒有信仰的支撐，沒有內心深
處對佛祖的無限崇敬和膜拜，誰能造出這樣壯觀
的勝跡？怎麼會讓這麼多朝聖者趨之若騖，千里
迢迢來此虔誠朝拜？吉祥勝幢轉動起來，陣陣厚
重的轟隆聲似從遠古傳來，深深的佛殿中傳來喇
嘛們鏗鏘悅耳的誦經聲，還有那些手搖轉經筒口
中喃喃唸誦六字真言的信眾們一張張虔誠的面
孔，都深深地觸及來自滾滾紅塵中芸芸眾生的靈
魂，感染着周圍每一個靈魂隨着這些聲音飄
逸……在神聖不可侵犯的氛圍下，仰望周身金色
的轉經筒和頭頂的藍天白雲，眼前色彩各異的經
幡晃動，心中演繹出一幅幅純潔殊勝的畫卷……
夜幕降臨的時候，龜山頂上的燈光齊齊地射向

了高高聳立的吉祥勝幢，高大的轉經筒被燈光照
得通體明亮，在夜色中緩緩轉動，燦爛的金色變
幻着光影，反射着耀人眼目的光輝。剎那間的工
夫，金色的光芒變成了照耀四方的明燈，照亮着
前往彼岸淨土的路。看着那些從全國、全世界來
這裏轉經的人都那麼虔誠，感覺他們都特別神
聖，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身不由己會加入他們的
行列，同他們一起誦着經轉，一起為自己及親朋
好友祈福，祈求四季安康，六時吉祥，歲歲如
意，年年興旺。此時此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
神奇般被拉近……
轉經筒上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快速在

面前閃過，恍惚之中形成了一個個菩提再現的畫
面。心中頓然湧出《金剛經》中的經句：「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彼岸淨土其實就在每一個人
心中。佛家說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天下諸般事物
不過在一念之間。來到大佛寺大經堂內，來到吉
祥勝幢轉經筒前，內心為這裏的佛國勝景所感
動，更為那一份虔誠那一份膜拜所感動；不僅能
體味到人生豁達的妙處，更能體會到信仰支撐下
的豐滿人生。此念一生，即達彼岸淨土也。

◆王語淇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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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鄉村的夜晚，螢火蟲點綴着美麗的夜空。
望着那飛來飛去的小精靈，童年的我覺得很奇怪，蟲兒是
地上爬的，居然也能飛到天上？而且還閃着亮光。
媽媽告訴我，那不是蟲兒，那是在尋找好朋友的小仙姑，
那亮光，是她提着的小燈籠。
望着草叢裏的點點亮光，奶奶說，孫兒，你一個人走黑路
時不用害怕，那就是陪伴你的朋友「亮亮」。
媽媽講的是傳說，奶奶說的是生活。傳說也好，生活也

罷，螢火蟲就是童年的歲月裏，鄉村美麗的夢。
聽奶奶和媽媽講傳說故事的日子是美好的，可那美好的日
子很快被一波又一波的打工潮所淹沒。爸爸走了，媽媽走
了，村裏年輕力壯的鄉親都走了，他們到不熟悉的遠方去
了，去實現莊稼人夢寐以求的淘金夢。他們的遠去，不僅帶
走了我們童年的快樂，還帶走了鄉村美麗的螢火蟲。
大人們打工去後，村裏的笑聲少了，剩下的爺爺奶奶只能
靠農藥化肥來春播秋收。農藥化肥代替不了勞動中的歡聲笑
語，打工寄回來的金錢代替不了一家人在一起的溫馨親情，
荒蕪的村莊是那麼的孤寂，螢火蟲也離我們漸漸遠去。
每當夕陽西下，望着天邊的那一道霞光，留守在村裏的爺

爺奶奶們總是眼含淚水，凝望着遠方，盼望外出打工的親人
早日歸來。
我也和村裏的爺爺奶奶一起盼呀盼呀，盼望爸爸早日歸
來，我們幸福地團聚，盼望媽媽早日歸來，再給我講那螢火
蟲的故事。奶奶已經年邁，應該頤養天年，可她每天還在為
田地裏的活計勞碌奔波。妹妹還很年幼，年幼的妹妹總是問
我，爸爸媽媽什麼時候才能回家？為了哄妹妹開心，我每天
去捉來螢火蟲讓妹妹玩耍，並說螢火蟲是能幫你達成心願的
小仙姑，當你許下一千個心願，爸爸媽媽就回家了。
妹妹相信了，每天對着螢火蟲許下希望爸爸媽媽回家的心
願。妹妹的一千個心願還未許滿，我卻得到了爸爸不幸離
世，媽媽悄然失蹤的消息。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擊碎了我

的期盼，擊碎了我的夢幻。螢火蟲，您不是能帶給我們美好
憧憬的小仙姑嗎？為什麼您帶給我的是噩夢？當親情不在，
當美夢失落，當我心裏的苦水無處傾訴，我的脾氣變得咆哮
無常，像一頭自己都無法控制的怪獸。
冷靜下來，我也細細地思考。天真無邪的妹妹是無辜的，
年老多病的奶奶是無辜的，鄉村美麗的螢火蟲也是無辜的，
我心中淤積的怒火該向誰發洩呢？是命運，是生活，是命運
在捉弄人，是生活不公平。於是我這隻溫順可愛的小斑鳩，
變成了一隻齜牙咧嘴的大狼狗，誰看我不順眼，我就看誰不
順眼。誰要惹着我，我就咬誰一口。我要向命運挑戰，我要
向生活討回不公。生活中遇到一點不如意的事情，我就要把
心中的怒火盡情地發洩出來。只有當黃昏來臨，螢火蟲翩翩
起舞的時候，我才又變回昔日的我，因為我知道妹妹需要螢
火蟲的呵護，我也需要螢火蟲的精神安慰。
今天，當我們的夏令營來到向陽村尋找螢火蟲，卻沒有看
到螢火蟲的時候，大家都感到失落；我的心裏雖有遺憾，但
沒有失落，因為生態遭到破壞，環境遭到污染，看不到螢火
蟲，那是人類自己造的孽。
向陽村沒有螢火蟲，我的腦海裏卻出現了在藥王谷，在三
瓢水，追着光，靠近光，成為光，散發光的畫面。螢火仙
姑，感謝您成為我的光芒，指引我有朝一日像您一樣發出光
亮。
螢火仙姑，奶奶老了，無法為這個家遮風擋雨，倘若我的
媽媽還在人世，求求您把我的心願帶給她吧，讓她早一點回
家吧。沒掙到錢不要緊，日子苦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們
一家人能夠在一起，那就是溫馨，那就是幸福。
打工可以掙到很多錢，但掙不到的，是快樂；打工可以掙
到很多錢，但掙不到的，是親情。我不要打工，我不要金
錢，我只要媽媽，我只要媽媽！我、妹妹和奶奶，都需要媽
媽！媽媽，您在哪兒呢？
螢火仙姑，您能幫我把這個心願帶給媽媽嗎……

◆羅大佺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
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
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
吳均是南朝梁史學家及文學家，吳興故鄣人。家世寒微，

甚為好學，很有才華，很得當時皇帝的讚賞。吳均有作品
《山水雜詩》，他的作品雖多，但多已遺失。留下一些頗有
特色的描寫山居詩作如：「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
蕩，任意東西。」又如：「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
重，清川萬轉。」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吳均：
「其為小說，變卓然可觀，唐宋文人都引為典據。」吳均即
使是寫飲食文字，也充滿浪漫，把江南名菜蓴菜羹描畫得如
此美麗：「氣馨若蘭，色美如艾。」
蓴菜是西湖名菜，乾隆皇三下江南也必以蓴羹進餐，可惜

我三到西湖也未能一嘗。晉朝張翰思念「蓴菜魚羹」，不惜
辭官，因而引出了「蓴鱸之思」的成語。今日我們身處香
港，雖未能品嘗蓴菜，但鱸魚卻有，我們可棄蓴菜，改用西
洋菜也挺不錯，甚至用大魚頭拆肉也很好，反正是把魚煮熟
拆肉，無論配以西洋菜，或是豆腐燴煮，都是一款美味的魚
羹。魚先用薑葱油鹽蒸熟後拆肉，便沒有腥味了。

──吳均（南北朝）

二十 食移（節選）

吳 均 食 移 （ 節 選 ）
千 里 蓴 羹 ， 萬 丈 名 膾 。
氣 馨 若 蘭 ， 色 美 如 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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