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我們受教育，總是被教導要敏銳精煉，知覺精
細，反應快，如此才具備成大事的基本素質。然而到了
近年，社會文化又提倡「鈍感力」，主張人們養成樸實
不敏的性格，不要那麼鋒芒畢露，什麼都往心裏去，不
妨表現遲鈍一點，降低自我防衛性，遭遇挫折和困難時
就能更為從容，不會反應過激，泰然接受人生的不確定
性。「鈍感力」的概念，在提供了一種全新生活觀的同
時，其語義也被上升到了一個哲學的高度。
「鈍感力」一詞源於日本作家渡邊淳一的著作《鈍感
力》，與過去流行的「難得糊塗」其實一脈相承，是在
主張一種中庸之道。其源頭，都來自於人的內心渴望與
實際獲得、以及社會界定之間的一種人性糾纏。各歷史
時期的智者都認為，花費大量時間和資源想去尋獲內心
的平靜安穩，方法是錯誤的——幸福不是被找到，而是
須由自己營造出來。所以不同的名詞概念背後，本質上
都是殊途同歸，試圖為人們提供一種更輕鬆面對挑戰和
困難的技巧，努力實現更有人情味的生活。
但「鈍感力」更符合現代情境下的敘事。英國學者彼
得．圖爾欽近年提出一個「精英過剩」概念：「一個社
會產生了過多的超級富豪和高學歷人士，而沒有足夠的
精英職位來滿足他們的抱負。」很多現代人都必須面對
人生沒有達到自己期望值的失落感。「鈍感力」對於所
有自感被忽視、沒受到應有尊重的人來說，是一種有效
的社會療法。因為一個人不能強迫社會和他人都看到自
身的價值，只能控制怎樣看待自我，以及自己對群體和
世界的看法。思維適當鈍一點，反應慢一點，對待負面
評價如東風過耳，可助人培養健康自尊，取得內心平衡
並獲得成長，對個人幸福感的提升大有裨益。
美國恐怖奇幻小說作家克拉克．阿什頓．史密斯早年
給雜誌社投稿，編輯出於個人偏見不喜歡他的作品，常
找借口讓他修改或者直接拒用。史密斯自小身體羸弱，
又羞澀內向，受同齡人欺負霸凌，使他養成了坦然接受
自己的局限性，面對挑戰也始終保持平和心態的克制自
我。正是這種有益的「鈍感力」，令他對拒稿一直看得
很開，堅持寫作。後來著名奇幻小說作家洛夫克拉夫特
看不下去，為史密斯出頭呼籲，史密斯的一系列小說才
得以發表。史密斯由此成為「《詭麗幻譚》三傑」之
一，雜誌也收穫了眾多的新讀者，上演了一個互相成就
的故事。
現代人適當培養「鈍感力」，有助於尋求安靜的自
我，不在負面情緒上投入過多時間和注意力進行防衛。
同時也學會深刻地看待世事，懂得用耐心關懷的眼光去
包容他人。「鈍感力」雖然不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但自
我越是寧靜的人，往往也越容易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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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麵成宴

豆棚閒話

有人邀請一撥老朋友假座某歷史文化街區麵館吃個麵，祝個
壽，我有幸在邀請之列，於是偕妻子安步當車來到了汩汩清流
的古運河畔，入得麵館就座，作揖相會的都是平時交好的老
友，共度金色老年節，不亦快哉。
與老友們握手寒暄之餘，一眼望見大圓桌已經擺起了吃麵的

排場，薑絲、辣菜、蘑菇、八寶醬、燜肉、排骨、脆鱔、雪菜
肉絲……洋洋灑灑都是吃麵的伴侶，這些吃麵伴侶或是佐菜或
是澆頭都很到位，體現了江南人飲食的精緻。我猜度今天的一
碗麵因有偌多佐菜和澆頭必定異常出色。在江南，一碗麵的高
下，一是看湯水。二是看佐菜和澆頭，二者皆備，這碗麵是不
會差到哪裏去的。於是眾賓客都翹首等待主角——一碗麵的大
駕光臨。
一邊等待，一邊拉着家常，家常的主題便是江南的麵食，說

起了蘇州的麵、無錫的麵、常州的麵，說蘇州麵的代表無疑是
燜肉和爆魚澆頭、豪華的是楓鎮大麵和三蝦麵、禿黃油麵，無
錫麵的代表應是老式麵，一碗寬湯的老式麵諸味齊備，等同於
一鍋煲湯，常州的雞湯銀絲麵細滑豐潤而享譽滬寧沿線。我還
補充說，杭州奎元館的蝦爆鱔麵亦足以傲視江左，還有嘉興、
湖州城鎮的現炒澆頭過橋麵也在江南很有色彩……就在我們閒
聊江南諸色麵點時，服務員竟然川流不息端來了一道又一道菜
餚，有水晶蝦仁、清炒蟹粉、炒蹄筋、銀魚炒蛋，居然還有一
人一盅的元盅雞和排骨哩。眾人忍不住問道：「麵呢？」怎麼
一大桌熱炒上得滿滿當當，竟然主角麵條仍「半抱琵琶猶遮
面」遲不登場？
作東者笑着關照我們說：「吃吧，吃吧，先吃起來，好好品

嘗各種菜餚，然後讓麵條適時趕到。」正說着，麵條風風火火
趕到了，竟然一人只一小碗，湯好、麵健，居然同時大駕光臨

亮相的還有麵之王者——兩面黃（乾煎麵）。我不禁讚嘆道：
「好哇，說是吃一碗麵。竟然擴張為一桌色彩繽紛的宴席
哩。」
於是眾說僉同：「真是難得一見的麵宴呀！」
作東者笑道：「我們只關照麵的澆頭盡可能豐富點，不料到

竟至演化為一席麵宴哩，也好呀，江南的風格嘛，可儉可豐，
儉者回歸到一碗麵，豐者擴張成一桌宴。」
我不得不佩服江南人可儉可豐的智慧，這樣的智慧乃飲食文
化的體現，只一碗麵而已，真的千姿百態，最簡單一碗陽春麵
也受到江南人的尊崇，製作絕不苟且，而且冠以「陽春」這樣
的美名。記得當年「大串聯」到過許多的地方，吃過各種麵
條，卻是左右不如家鄉的一碗陽春麵好吃，當然這也是鄉情使
然。時至今日，陽春麵已經悄然隱身，代之以各式各樣的高檔
麵條，有的海鮮麵之類，居然要數百元一碗。我想，麵條尊貴
若此，倒不如擴展成眼前那麼琳琅滿目的麵宴。其實所謂的麵
宴，也是逐步發展起來的，聽說一碗蘇式麵的澆頭可達600餘
種，上了「健力士」和「非遺」。
時下吃麵，不整上幾樣澆頭便覺寒酸。我家偶爾全家上麵館
吃麵就已然有了縮小的麵宴格局，總是叫上幾樣澆頭，有的是
現成的，也有是現炒的，這一碗麵條就顯得分外有滋有味，此
所以江南麵館林立，吃麵者趨之若鶩。記得父親跟我說過，他
年輕時節曾數度呼朋引類專門乘火車從蘇州趕到無錫吃一碗老
式麵，吃一碗老式麵等於吃了半桌湯湯水水的菜餚，好吃實
惠。推而廣之，其實任何小吃都能拓展成宴席。憶念起30餘年
前去瀋陽參訪，主人在包子館設下餃子宴待客，菜餚自然豐盛
不提，便是各種形狀和餡心的餃子也是讓人眼花繚亂，真是：
一席餃子宴，回味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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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佛教城堡

立冬：冬日將至寒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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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像是一本書籍的序言，節奏明快，風格簡約，緩緩地
譜寫開了專屬於冬天的格調。
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

蜃。」立冬，充滿詩意。古時的人們，對事物總寄託着美好的
想像，而在此節氣中，善利萬物而不爭的水也換了脾性，已經
開始能結成冰，厚德載物的土地開始上凍，三候當中「雉入大
水為蜃」中的「雉」即指野雞一類鳥禽，「蜃」為大蛤。進入
了立冬，鳥雀南遷，因此並不多見，然而在湖畔或者海邊卻可
以看到外殼與野雞的線條及顏色相似的大蛤。所以古人認為
「雉」到立冬後便幻化成大蛤了。
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裏曾這樣解釋立冬：「立，建始
也；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意思是說秋季作物全部收曬完
畢，收藏入庫，動物也已藏起來準備冬眠。因此立冬不僅僅代
表冬天的來臨，也表示萬物即將收藏，提醒人們要規避寒冷。
進入了立冬，一切也宛若脫胎換骨了一般，變得清靜，變得
安恬。之前秋雕的感觸也隨着立冬的開始，一點點變淡，一點
點地沉下去，靜下去。此時，捧書閒讀，或者潑墨文字，或者

靜思伴飲茶，都是不錯的選擇。也可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
想，帶着一顆簡單的心，走進青石街，漫步古巷弄，感知一草
一木的呼吸，聆聽大自然的心跳。草兒還在結着種子，風輕輕
地搖着它的葉子，葉兒上已悄悄爬上了一層淺淺的霜花……初
冬呀初冬，像是一首首明朗朗的小詩，把人們心海裏最明媚的
樣子描摹了出來，不驕不躁，安穩妥帖。
有很多人不太喜歡冬天，因為冬天太冷，草木零落，物候呈
現出來的是一種單調的面貌。然而，冬天也是美的，不單單是
在文化的多彩上，也體現在美食的差異上。南方的甘蔗，北方
的水餃、蘆花魚、赤根菜……各種屬於冬天的美味，在這個季
節也成了一道道活招牌，熱熱鬧鬧地勾引着人們的味蕾。人們
的臉龐泛着燦爛，嘴角掛着微笑，心裏也停留着一個個有暖陽
相伴的日子，暖暖地、久久地熨帖着溫熱的心靈。
物候進入了冬天，也預示着一年即將走到頭，但冬天並不僅
僅代表的是結束，更代表着一種開始。生命還在湧動，走過的
痕跡已去，在不遠處閃閃發亮的是來年的希冀，此時此刻的我
們也要朝着心中期待的樣子不斷努力。

獨克宗龜山大佛寺是藏傳佛教噶舉派（白教）
的寺廟。獨克宗所在的香格里拉，也就是以前的
中甸，全民信教，藏傳佛教是主體宗教。在香格
里拉地區，歷史上藏傳佛教的寧瑪派（紅教）和
噶舉派一度興盛，但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現
在以格魯派（黃教）為尊的局面。因而現今香格
里拉最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是格魯派的松贊林
寺。
松贊林寺，又名「歸化寺」，是雲南省規模最
大的藏傳佛教寺廟，也是雲南四川一帶的黃教中
心，在藏區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譽為「小布
達拉宮」。松贊林寺歷史悠久，有着許多神秘的
傳說。相傳在清朝初年，康藏地區災害連年不
斷，糧食七年絕收，僧侶不守清規，眾生墮入苦
海。在西藏掌教的格魯派大活佛、五世達賴喇嘛
占卜問卦，得知只有在康藏地區建立寺廟，傳揚
佛法，廣行善事，才能解除厄運。建寺前，五世
達賴占卜選址，得到讖示：「林木深幽現清泉，
天將金鶩嬉其間。」五世達賴尋遍中甸的山水，
果然在現松贊林寺所在之地發現一泓清泉，春夏
不溢，秋冬不涸，四圍茂林修竹，真乃天設佳
境。清泉中常見一對金鶩遊蕩水中，再看山勢，
見瑞兆土山有萬馬歸槽之勢，前有碧海（拉姆央
措湖）瀠洄，銀波浩蕩，後有團山依枕，迭嶂如
眠，左有龍山圍繞，右有虎嶺蹲盤，螺髻成堆，
雁培樹影，又乃佛址聖境。原來這一帶就是唐代
吐蕃在此建軍事城寨「日光城」的舊址，果然是
風水寶地。
五世達賴奏請清政府敕准，於康熙十八年

（1679 年）破土建寺，歷時三年於 1681 年竣
工。五世達賴親賜寺名為「噶丹．松贊林寺」。
「噶丹」表示傳承黃教祖師宗喀巴首建之噶丹
寺；「松贊林寺」意為「天界三神遊憩之地」。
雍正二年（1724年），中甸縣劃歸雲南行省，
清朝雍正皇帝賜漢名「歸化寺」。歷史上松贊林
寺曾多次擴建修繕，特別是七世達賴喇嘛掌教時
期。七世達賴喇嘛因西藏政壇鬥爭，年幼時曾隨
母親避禍到松贊林寺，在寺中得到當地百姓牛奶
哺育。七世達賴在恢復權位後，一直力挺松贊林
寺，使松贊林寺進入極盛時期，成為滇西北乃至
康藏地區最雄偉、壯觀的十三林大寺之一。
從康熙皇帝和五世達賴開始弘揚黃教之後，清
朝政府和西藏喇嘛在迪慶地區大興格魯派，大力
支持中甸的格魯派寺院松贊林寺。乾隆皇帝曾頒

諭旨：「千方百計大力弘揚黃教。」並且每年賜
給松贊林寺大量皇糧、茶葉、酥油、鹽巴和布匹
等物資。因此在清代，松贊林寺是迪慶最強大的
地方勢力。迪慶藏區的政教合一制度以松贊林寺
為首。新中國成立以前，松贊林寺僧官汪學鼎把
持操縱着迪慶地區僧俗的最高政權組織「吹雲會
議」，擁有行政、軍事、經濟及宗教等重大事務
的決定權。松贊林寺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兵馬
2,500餘騎，並可隨時調動當地壯丁。同時，松
贊林寺在當地擁有最強的經濟實力。松贊林寺是
當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擁有土地20多萬畝。
還從事商業活動，僅從事貿易的騾馬就多達
2,000多匹。此外，松贊林寺每年還從信眾那裏
獲得佔其年收入12%左右的布施或攤派。據中甸
縣志記載，松贊林寺最盛時期僧侶多達1,300餘
人。據有關統計，現今松贊林寺尚有僧侶900多
人。
松贊林寺位於香格里拉市區以北五公里處，背
靠佛屏山，前臨拉姆央措湖，整個建築群坐北向
南，佔地約500畝，是一座古鎮規模的古堡群建
築。松贊林寺全寺建築基本仿照布達拉宮的造型
布局。整個建築群依佛屏山而建，自南向北，依
山勢層疊而上，逐層升高，層層疊疊布局如城
堡，周圍有橢圓形的城垣。最高處海拔3,300多
米，整體建築在山腰，錯落有序，氣勢磅礡。扎
倉、吉康兩大主寺建於最高點，矗立高阜中央。
最上層共有三個大殿並立，面對大殿從左到右分
別是宗喀巴大殿、扎倉大殿、釋迦牟尼殿，分別
代表僧、法、佛，中間最大的扎倉大殿也是佛教
學院，是僧人學習修行的地方。不同於漢地寺廟
把供奉釋迦牟尼的大雄寶殿做為主殿，藏傳佛教
寺廟是把僧人學法的大殿做為主殿，更強調人的
修行和弘法比參拜佛祖更重要。三大殿下面是錯
落分布的八大「康參」，似八瓣蓮花簇擁拱衛着
中央三大殿，猶如眾星拱月，襯托出主殿的高大
雄偉。康參是由來自不同地域喇嘛組合而成的僧
團活動中心，也是不同地域的藏民來朝拜時的接
待中心。圍繞八大康參，密密麻麻又錯落有致地
分布着300餘棟僧舍。
松贊林寺的建築風格集藏族建築藝術之大成。
三大殿與周圍建築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金碧輝煌的
金頂，金頂紅磚，建築群充滿異域風情和濃厚宗
教風格。主寺鍍金銅瓦，金頂法輪耀日，殿宇屋
角獸吻飛簷，又具漢式寺廟建築風格，燦爛輝

煌。底層大經堂莊嚴華貴，有108根柱楹，代表
佛家吉祥數。堂內可容納16,000多名僧侶同時跏
坐唸經。壁畫色彩鮮艷，筆法細膩，以描述史跡
典故，弘揚佛教教義為主。正殿前座供奉有佛祖
和五世達賴銅像，其後排列法佛高僧的佛體靈
塔。左右兩壁為藏經的「萬卷經櫥」。中間有柱
康8間，主要為諸神殿、護法殿、堪布室、靜
室、膳室等。上層為精舍佛堂，供奉有五世達賴
和七世達賴供奉的名貴佛像，貝葉經卷、唐卡、
法器以及達賴、班禪的法座，是寺內活佛高僧誦
經議事之所。
松贊林寺被譽為「藏族藝術博物館」，各大寺

內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技藝精湛絕倫，上千平
方米藏傳佛教壁畫，色彩艷麗，畫面生動，技法
高妙。寺內收藏歷代文物經典極為豐富，有建寺
以來，歷代皇帝、朝廷要員的旨諭和布施的宮緞
宮瓷，歷世達賴所賜各型鍍金佛像，五彩金汁唐
卡，一些藏文經典中的善本、珍本以及歷世達
賴、班禪所供奉的貝葉經；特別是3尊高3丈6
尺的銅佛以及一具青銅飛來寶鼎名馳遐邇。最為
珍貴的有五世達賴、七世達賴時期的八尊包金釋
迦牟尼佛像，各種精美的黃金及鎏金或銀質香
爐、萬年燈等。
整座寺院建築群均為土木結構，建築多為碉樓

式平頂房（也稱土掌房），其中的扎倉、吉康和
八大康參等主要建築平面建築呈「回」字形空
間，縱橫排列柱網，外圍一圈為二三層樓房，中
部屋頂突起，空間直貫上下，形成無窗採光的建
築特色。外觀建築格局為藏族民居風格，自成一
體，是典型的不勻稱類別。以白色為主調的大小
建築循山順勢，錯落重疊，密如鱗櫛。輪廓體現
出一種昂首向上的梯形，使整個建築顯得穩重勻
稱且端莊凝重，巍峨壯觀，氣勢磅礡，更具凜然
不可犯的威嚴氣派，給人以堅如磐石固若金湯之
感，自然激發起虔誠拜佛者的敬畏情緒。
登上松贊林寺最高處，大風吹動着鍍金的飾

物，發出清脆的金屬碰撞聲，呼吸着高原純淨的
空氣，感受着高原強烈的紫外線照射，深切感受
着神聖的藏族文化特有的氣質。每一個來到這座
神秘城堡的人，都深切地感受到，虔誠與信仰依
然在這裏延續，被傳承！

◆管淑平

生活點滴
◆吳翼民

來鴻

良心茶遊記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每周二、六刊出

黃河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信這首王之渙
的《登鸛雀樓》大家都耳熟能詳吧！這
首詩描繪了北國河山的磅礴氣勢和壯麗
景象，意境深遠。說到這，大家肯定知
道我今天要分享的名勝古蹟是黃河了
吧！
上幼兒園時我便知道黃河很有名，是
名勝。但知道黃河是「古蹟」卻是初中
才知道。古時候的成就和榮譽幾乎都是
黃河所賜予的，夏商周三代皆是圍繞着
黃河建都，中華民族的歷史文明在此萌
芽發展，黃河養育了我們的中華兒女，
是名副其實的母親河。
如今人們依舊將黃河視為母親河，但
「母親河」的意義，早已超脫遠古，不
再僅僅是因為黃河流域優越的生態環
境，也不再僅僅是因為她孕育了我們的
古文明。
1938年9月，日本攻佔武漢，詩人光
未然帶領隊伍轉移的途中目睹了黃河船
夫們與狂風惡浪搏鬥的情景，聆聽了高
亢悠揚的船工號子，在過後的1939年1
月，光未然創作了朗誦詩——《黃
河頌》，並在這年的聯歡會上朗誦，冼

星海聽後非常興奮。3月，冼星海抱病寫
作六天完成了《黃河大合唱》，以中華
民族的發源地黃河為背景，熱情地歌頌
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保衛祖國的必勝
信念。
這因黃河而發的信念，是堅韌的，是
激昂的，是對祖國的情，是對祖國的
愛！從唐代的「笳悲馬嘶亂，爭渡黃河
水」，到宋代的「三萬里河東入海，五
千仞兵上摩天」，再到今天新中國的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
在咆哮！」中華兒女從不曾屈服，當日
本大街上有人企圖將歷史的黑說成白，
將白說成黑時，一位華人女子單槍匹
馬，從人群中出現制止；當中華文化被
海外奢侈品牌挪用的時候，海外中華留
學生穿着中華傳統服飾在品牌店門口大
喊「禁止文化挪用」！如此事件，數不
勝數。不曾服輸，正是因為我們團結一
致！
「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江

海。」領略祖國風光帶來的精神，是永
世流傳的，是永不被泯滅的；而我於祖
國的情和愛，也是如此！賞，國之風
光；頌，國之美好；想，國之未來！

◆吳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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