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午後的街頭，一下子熱鬧了起來，來
了許多綠化隊的師傅。他們扛着竹梯，提着
油鋸、手鋸，拿着砍刀，一路走來；他們步
履鏗鏘，意氣風發，就像古代出征的將士。
轉眼間，他們身手敏捷地爬到高高的樹上，
給樹木修枝。我們這一帶市區的行道樹，均
是法國梧桐（懸鈴木），它們長得高大偉
岸，枝繁葉茂。年年歲歲，它們用連綿的濃
蔭，打造了一個個清涼的盛夏，營造了一個
個人文般的關愛。現如今，它們已脫下厚厚
的「夏裝」，路旁滿是它們不時扔下的片片
黃葉。它們要謝幕了，要深情告別了；它們
也累了，理該休眠了；它們要做一個又香又
甜的長夢。
這個冬天，並不寒冷，燦爛的陽光把人們
的身心照得暖洋洋的，也把人們的臉膛曬得
紅彤彤的，跟微醺一樣。您再觀瞧，工人師
傅們使用着油鋸、手鋸，麻利地修剪着樹
枝。隨着鋸條飛快地運轉，陣陣木屑如細
雨、如白雪般飄落。霎時，股股樹木的清香

在飄蕩，飄蕩得很遠，很遠，並是沁人心脾
地飄蕩。這氣味比任何品牌的香水、潤膚霜
的香味還要芳香，還要動人。它是有溫度
的，有生命的，有思想的。這氣息讓人想到
很多，很遠……
一時間，一群放學的孩子們被這火熱的勞
動場景所吸引，他們紛紛圍攏過來，他們在
觀看工人師傅做「功課」，這也許會給他們
許多啟發與聯想。
其實，樹木跟人一樣，會生病，會衰老，
也會鬧情緒；要將那些病枝、枯枝、殘枝，
統統鋸掉。另外樹木有時還會「出格」，過
度任性，把枝條肆無忌憚地伸向路燈和電
線；甚者，把枝條挑逗似地捅進沿街人家的
窗戶，這通通也都在修剪的範圍。修枝是治
病，是淘汰；有時也在重申一種鐵的紀律。
我喜歡看人修枝，人們心情開朗，有說有
笑。這是一項愉快的勞動，詩意的勞動。工
人師傅們像設計師，在剪裁；像畫家，在取
捨；更像人事經理，在量材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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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用紙摺玩具是小孩比較喜歡的，除
摺紙船外，還可以摺紙扇、紙飛機、紙鴨、紙槍等等。
那個年代，生活在山區的孩子玩具不多，小學老師多數
是當地的居民。出過遠門的長輩說，大海很遼闊，一望無
際，水鹹的，遠看呈藍色。還說我們村裏那條小溪的水先
流到小河，然後流到大河，最後也會流入大海。
小學語文課本中有文章介紹大海是這樣的：湛藍的大海

無邊無際，海面上捲起滔滔巨浪，有正在遠行的巨輪、飛
翔的海鷗……這對於山區的孩子來說，是一知半解。
因為書中提到了大海與船，老師便教我們用紙來摺船。
用紙摺玩具，既可以讓小孩充分發揮想像力，又可以豐富
孩子們的課餘生活。
既簡單又經典的那款紙摺船，相信很多人曾經摺過，它
是童年美好的回憶。
我會用比較厚的書封面或牛皮紙剪成與書差不多大小，
先將長邊對摺，再左右對摺、展開，把對摺邊的兩個角向
中間摺痕摺、逆時針水平旋轉90度，然後把兩個底邊分別
在正反面向上摺，壓平後，很像一頂帽子，再從底部撐開
摺紙，壓平，把開口的一個角向上摺，和頂角重合，翻過
來，再把另一個開口的角向上摺，同樣和頂角重合，從底
部撐開，壓平，然後抓住兩個角，慢慢拉開，整理一下底
部和船形，簡單的摺紙船就完成了。
老師教我們摺紙船後，幾個小孩聚在一起摺更有氣氛，
小孩子們會進行比賽，看誰摺得快且好。
我把摺好的紙船放在村裏的小溪中，小紙船隨着流水往
下飄着，心裏想着：「小船飄向小河、大河，最後到達大
海，帶着我的願望飄向遠方。」
有一次，為了摺更加好的紙船，我把家裏的牛皮紙偷偷
地剪了一塊，帶到學校。過了一段時間，父親要用牛皮紙
來包裹東西，發現缺了一角，父親非常生氣，我被他臭罵
了一頓。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來到香港工作生活，與海為鄰。當
我看到無邊無際湛藍的大海，捲起滔滔海浪時，我又想起
了小時候把紙摺的船放到小溪裏，讓它飄向大海的情景，
那時候我是多麼嚮往着大海呀。
當我看到巨輪在大海裏就像一片樹葉那樣渺小，大海的
懷抱是那麼寬廣，我在想小時候摺的紙船真的能飄到這浩
瀚的大海裏嗎？
小時候常常聽到前輩說「宰相肚裏能撐船」，當時的認

知沒有那麼深刻，我有點糊塗了，一個人的肚子那麼小，
能放得下那麼大的船嗎？長大後才明白，一個能成大事的
人應具有寬宏大量。
摺紙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給我的童年帶來了無

窮的樂趣。

◆張武昌

童年的摺紙船
◆良 心

茶馬古道鍋莊舞

放牛的時光

茶馬古道上流傳這樣的話：天上有多少星
辰，奔子欄鍋莊就有多少調；地上有多少塵
埃，奔子欄鍋莊就有多少詞；犛牛身上有多少
毛，奔子欄鍋莊就有多少舞步。有人形容，在
奔子欄，不論男女老少，只要能走路的人，個
個會跳、愛跳鍋莊舞。
奔子欄儘管文化多元融合，但是藏民俗文化
的積澱深厚而且特色鮮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奔子欄鍋莊更是享譽中外。奔子欄盛行鍋
莊舞之風，在全國各藏區十分罕見。鍋莊原本
為藏區帳篷內的火塘，藏區寒冷，人們生活中
很多時候都是圍繞火塘，煮飯、燒水、聊天、
娛樂。因而鍋莊舞，起初是圍着火塘而舞的意
思。鍋莊舞早期與西藏奴隸社會的宗教、盟誓
等活動有關，後來逐步演變成為歌舞結合、載
歌載舞的圓圈歌舞形式。鍋莊舞蹈動作最顯著
的特點是弓腰，這就是因為鍋莊舞與原始宗教
的關係密不可分，弓腰最能表現對神靈的崇
敬，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模式。現在的鍋莊是
流行於牧區、半農半牧區的一種載歌載舞形
式，多在節日喜慶、勞動之餘和宗教儀式上演
唱，參加者相互拉手扶肩，邊唱邊舞。鍋莊的
名稱、曲調與動作風格因地區而異。按地域和
藝術表現形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很多門類，其中
西藏昌都鍋莊、青海玉樹鍋莊、四川嘉絨鍋
莊、雲南迪慶鍋莊最為出名。2006年雲南西藏
青海三地的鍋莊，同時被國務院批准列為第一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跳鍋莊時通常情況下都是男女對半，圍圈挽
手，輪班唱歌，以歌配舞並伴甩袖等動作，應
節踏步，即所謂「男女紛沓，連臂踏歌」。除
受本教影響的地區外，跳鍋莊時一般都是按順
時針方向繞圈而舞。鍋莊按照表演場合可分為
大鍋莊、中鍋莊和小鍋莊三類：大鍋莊，每逢
盛大宗教祭祀活動時表演；中鍋莊，通常在民
俗傳統節日上表演；小鍋莊，則常在親朋好友
喜慶之際表演，內容可根據當時當地的情景即
興編演，舞步飄逸，兼有諧趣嬉戲的風格。現
在年輕人跳的鍋莊屬於「新式鍋莊」，有音樂
伴奏，已不需要自己唱歌。在空曠的草地上，
藏族牧民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插着一根木棍，
木棍頂端擺放着一個喇叭，地上放着一台在牧
區草場上常見的簡易太陽能發電機。這樣，從
高高的木棍頂端喇叭裏傳來的音樂就響徹草

地。鍋莊對於牧場上的人而言，既是一個重要
的「社交」活動機會，也是親友間表達親情的
方式。同時，年輕人也利用這個時刻以盛裝的
方式展示自己。
奔子欄鍋莊是迪慶藏族鍋莊的典型代表，距
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包含着豐富的藏族文
化內涵。奔子欄鍋莊最突出的特點是從內容到
其表現形式都已超出了一般歌舞藝術的範疇，
它的各種程式及內容已擴展到了這一地區獨特
的禮儀程序乃至涵蓋了全部的文化內容。形式
完整多樣，地域特色鮮明，民族風格濃郁，有
深厚的群眾基礎，其中蘊含着友愛、團結等傳
統的人文精神。其重要價值在於以傳統歌舞的
形式保留和傳承了本民族歷史文化和習俗禮
儀，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歷史淵源和聰明才智。
「上身飛升、下身墜地」是奔子欄鍋莊老藝
人代代相傳的訣竅。舞蹈動作的明顯特徵是幅
度較大，舞者下身墜地，上身飄逸，穩健豪
放，變化多樣。只有奔子欄土生土長，完全融
入奔子欄文化中的人，才能地道地跳出奔子欄
鍋莊的韻味。奔子欄鍋莊的曲調低沉典雅、渾
厚豪邁、凝煉深沉，與其他藏區的鍋莊相比
較，拖腔多而長，猶如巨浪起伏。舞蹈亦擺脫
了許多地方傳統的弓腰習慣，步伐鏗鏘有力，
動作舒展、灑脫、大方，舞步豪放、穩健、莊
重，舞動長袖猶如雄鷹展翅。舞蹈始而平穩緩
慢，時而熱情激烈，輕快、活潑與豪放相濟。
臨近結束時動作小巧迅速，變化較快，歌舞都
在歡樂熱烈的氣氛中結束。
鍋莊服飾是鍋莊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奔
子欄藏族男子跳鍋莊舞時，頭戴金邊帽，上身
內穿右襟高領金邊長袖白衫，外穿不同材料製
作的楚巴，其袖左穿右袒，表示對長輩及客人
的尊重。腰繫彩色毛織或絲織腰帶，腳穿長筒
藏靴。相較於其他藏區，奔子欄男子很少有多
餘的佩飾，充分體現了奔子欄藏族自由、平
等、灑脫的天性。奔子欄藏族女子跳鍋莊舞
時，頭部髮辮繞頭部成圈後，用七彩絲線纏於
髮辮外層，再用紅布包裹髮辮於頭上，老年人
不包頭布。上身內着長袖白繭綢衫衣，外衣為
綢緞團花緞面寬口長袖，外罩錦鍛或氆氌製的
坎肩。腰繫七彩腰帶，多為紅、綠色。下身穿
白色棉質百褶裙，裙長到腳踝處，裙子中部用
紅、黃、黑等顏色線狀裝飾一圈，百褶裙用帶

子繫於腰，足穿高筒藏靴或皮靴。看奔子欄鍋
莊，最顯著的視覺焦點就是那些裙子和楚巴像
大海的浪花一般鋪開……
鍋莊舞從一種民間自娛性歌舞發展成一門代

表地方民族的表演藝術。奔子欄鍋莊以其傳承
的完整性、形式的多樣性、表演的程式性，在
整個迪慶鍋莊舞大家庭中獨樹一幟，令人驚嘆
又着迷。改革開放後，奔子欄鍋莊舞走出國門
到國外表演，獲得外國觀眾高度讚揚。奔子欄
鍋莊作為藏區典型的藏族民間歌舞，於1999年
應日本文化廳的邀請參加第四屆國際民間藝術
節。奔子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鍋莊舞
代表性傳承人徐桂蓮赴日演出，這位當年已60
歲高齡的藏族女性的舞姿轟動日本。
2018年9月，奔子欄鎮被中國民間文藝協會

命名為「中國藏族鍋莊舞文化之鄉」。2018年
10月11日，奔子欄舉行首屆鍋莊文化藝術節，
藝術節的重頭戲是以奔子欄鍋莊歌舞文化為主
的大型文藝表演《祈福》。全場演出在以奔子
欄特色為基調的半實景舞台場景中進行，舞台
背景為立體感十足的神山實景造型，側幕以奔
子欄獨特的土掌房景致作裝飾，呈現一幅神山
與民居緊密融合的畫面。由120位當地藏族男
女以原生態的鍋莊歌舞，結合奔子欄人民信
仰、生存、勞作、愛情等場景，一氣呵成，氣
勢宏大，風格濃郁，手法新穎，以恰到好處的
對比手法表現出奔子欄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
突出展現奔子欄文化的創造力、吸引力及生命
力，帶領觀眾走進奔子欄藏族人民豐富多彩的
生活習俗和絢麗多彩的歌舞文化，讓大家充分
感受到帶有奔子欄神秘氣息的文化詩卷，展現
茶馬古道重鎮奔子欄在新時代的新面貌。身着
藏族華美盛裝的男女老少，在無伴奏多聲部天
籟般的歌聲裏，在大小圓圈的豐富多彩的舞步
中，時而激昂，鍋莊舞中的男人壯如山，時而
舒緩，鍋莊舞裏的女人美如水！觀眾在此起彼
伏的美妙歌舞中沉醉，因和諧曼妙的舞蹈裏洋
溢出對生活充滿着的幸福容顏而感動不已……

◆徐永清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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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工作的地方離家鄉並不遠，但夢中，仍然會出現童年
時在鄉村放牛的情景。
大約六七歲的時候，我家和別家共養一頭老水牛。春

耕時大家共用這頭牛來耕田犁地，平時就按人口多少來
確定養牛時長，俗稱「轉轉戶」。我家有四口人，輪一
次就要養20天。輪到我家時，放牛便是我光榮的任務。
一開始我還不會放牛，就跟着村裏的一位「祖祖」去
放。祖祖不但會放牛，還會講故事。他牽着牛找到一處
青草茂盛的地方，牛不緊不慢地吃草，祖祖不緊不慢地
講故事：
「從前有一家兩兄弟，父母都不在了，哥哥嫂嫂就要
分家，把還沒有成家的弟弟分出去。弟弟每天起早貪黑
地幹活，但地裏種不出糧食，日子過不下去了。一天，
弟弟又在挖地，『光鐺』一聲，鋤頭挖到一塊藍色的石
頭，他覺得這塊石頭很特別，就帶回去了。晚上弟弟做
了一個夢，一位神秘的老人對他說：『小伙子，你挖到
的這塊石頭是乾海石，放在田裏田就乾，放在河裏河就
乾，放在湖裏湖就乾……』」
「回來吃草，別吃秧苗！」祖祖拽了一下牛繩。
「哎，剛才我講到哪裏了呢？」偷嘴的老牛回頭吃草
了，祖祖就回頭問我。於是，我就要把祖祖講過的故事
複述一下，祖祖接着講新的情節，然後牛又趁我們不注
意時去偷吃秧苗，我又會因此複述很多情節……
放牛的下午，祖祖只能講一兩個故事。有時候，祖祖
講到興頭上，就會再開一個頭，講到某處精彩的地方，
他就說：「天黑了，牛也飽了，明天再講吧。」這很像
說書人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在那個書籍匱乏的年代，在偏僻的小山村，我一邊放

牛一邊聽着祖祖講故事，感覺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
祖祖去世好多年了，但他講過的故事，我還記得很

多。那頭老牛咀嚼出的青草香味和偷吃秧苗時的眼神，
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裏。

八九歲時，我可以獨立放牛了。那天我牽着牛，看牠
靜靜地啃着草，突然萌生出想騎牛背的念頭。我曾在黑
白電視裏見過俠客騎馬疾馳，那樣子帥極了。騎馬的夢
想難以實現，騎牛的機會擺在眼前。我把牛牽到坡下，
爬到坡上，手扶牛背，腳在坡上一蹬，往牛背上一跨，
就騎上去了。
夢想雖然打了折扣，但還算滿足。牛卻不滿意了，提
腳頓足，搖頭晃腦，幾下就把我摔了下來。我摔在土坡
上，牛用牠的大腦袋頂着我的肚子，一雙大眼睛瞪着
我。我無力反抗，想到天天牽牠出來吃草，為這點小事
就要頂撞我，太讓人寒心了。還好，牛兒打了個響鼻，
就頭鬆開了。此後，我再也不敢騎牛背了。
放牛的第二次歷險是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夕陽紅通
通，圓滾滾的，當牛肚子也和夕陽一樣圓滾滾時，我們
就優哉游哉地往家裏走。下山的路旁有一塊大岩石，我
習慣性地看了一眼，卻嚇出一身冷汗。一條烏青色的大
蛇正盤在大石下的縫隙裏，頭朝着外面。我和牛如果過
去，就要和蛇擦身而過，誰知道牠會不會咬我一口呢？
我頭皮發麻，無計可施，不敢再動一步。天就要黑了，
家長也不知道我去哪兒放牛，恐怕很難找到這兒來。我
不能大聲呼救，人沒喊來把蛇激怒了怎辦？我也不敢用
石頭或木棍去打蛇，當時還沒有這個勇氣。
最後，我勇敢地從蛇的面前通過。因為我猜測，說不
定這條蛇早在我上山時就在這兒了，只是我沒看見而
已，既然過得去，就能回得來。我屏住呼吸，裝作沒看
見蛇的樣子，其實目光一刻也不敢離開蛇，同時也擔心
牛會不會屏住呼吸，散發的熱氣會不會驚動冷血的蛇。
幸運的是，我和牛都平安無事地走過了那塊大石頭。

過了那塊大石頭，我們一路飛奔，趕快往家裏趕去。
如今鄉村裏耕田的水牛早已被機械代替，現在的孩子
再也沒有放牛的經歷了，但我童年時候的放牛時光，是
永遠也不會忘卻的。

◆文 剛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張九齡是大家熟悉的唐代詩人，卻原來他是
廣東韶州曲江人，是唐代唯一由嶺南書生進身
的宰相，可說是我們嶺南人的驕傲。下次有機
會到廣東韶關市北郊羅源洞山麓，可到張九齡
墓前憑弔。
張九齡在歷史上被評為有遠見的著名政治
家、文學家、詩人。為官廉潔、賢明、直言敢
諫，雖被李林甫排擠出朝，但其忠直風度卻讓
唐玄宗念念不忘。
正因為張九齡有如蘭芳一般的芳潔，故而從
這首詩中不難看到詩人託物言志，以秋蘭自
比，感嘆世人唯利是圖。張九齡貴為大官，但
對飲食也是清淡，以蔬菜為主。詩中有「甘非
蔗有漿」，令我想起一個竹蔗湯「竹蔗茅根馬
蹄湯」是廣東人愛煲的，除竹蔗茅根馬蹄外，
可加入紅蘿蔔、粟米、蜜棗、陳皮，慢火煲三
小時，湯味清甜，此湯能潤肺除燥。記得孩子
小時候，遇上乾燥季節，嘴唇乾裂，只需飲此
湯一大碗，數小時後嘴唇即感滋潤功效，比搽
潤唇膏還快見效。

——張九齡（唐代）

二十四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

張九齡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
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其一）

場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
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芳。
旨異菁為蓄，甘非蔗有漿。
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戊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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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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