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竹林寺一年中最為盛大的宗教節日是一年
一度的格冬節。格冬節，既是藏傳佛教密宗諸
神及護法亮相人間的盛大法會，又是藏族民眾
朝佛觀光、慶賀耕牧豐產、祈求來年幸福吉祥
的聚會。這天寺院會舉辦盛大的跳神活動，是
人神共舞的盛大節日，因此也俗稱跳神節。東
竹林寺的格冬節（跳神節）也是「僧值節」，
通俗來說，就是僧人們的「年會」。在每年藏
曆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舉行。
格冬節一般歷時三日，頭兩天寺院舉行盛大
的誦經法會，驅邪除惡祈福眾生。最後一天為
跳神儀式，即表演「羌姆」面具舞，場面最為
熱烈。「羌姆」在藏語裏是跳或舞的意思，也
有意思為「跳神」。它是藏傳佛教各派僧眾在
自己寺院範圍內表演的宗教舞蹈，集誦經、音
樂、舞蹈三位於一體，儀式隆重，場面壯觀，
氣勢宏大，是一場集宗教性和藝術性為一體的
視覺盛宴。據說，羌姆是從印度到西藏弘揚佛
法的印度高僧蓮花生大士創建的。他在吐蕃原
有的宗教舞蹈、祭祀禮儀等基礎上，融合佛
教、苯教和藏區傳統歌舞，創造了一種以「驅
鬼鎮邪」為主旨的宗教舞蹈。這種全新的宗教
儀式舞蹈，在興建桑耶寺的奠基儀式上首演獲
得成功。到了十五世紀，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
人宗喀巴大師又對原始「羌姆」進行了改編和
完善，讓羌姆成為格魯派祈願法會的儀式之
一。在祭祀禮儀中的羌姆舞，採用頭戴各種神
祇面具，吸收大量藏族民間舞蹈成分而編排的
程式性舞段，成為宗教本身和藏民用來驅鬼求
神、造福來世、宣揚佛法天命、解說因果關係
和表演佛經故事等祭祀活動中的宗教舞蹈。這
種祭祀舞蹈，被後來藏傳佛教各教派所採用。
格冬節跳神儀式是東竹林寺一年中最隆重的
宗教活動。當天周圍四鄉八村信眾紛紛趕來寺
院，各方僧俗人士雲集，場面蔚為壯觀。寺院
廣場上桑煙繚繞，嗩吶、長號、莽筒、鼓鈸高
架於寺院屋頂上。表演一開始，在洪亮而莊嚴
的樂曲之中，擔任跳神表演的喇嘛們按照身份
高低順序出場，表示各種神靈已降臨人間。他
們身穿彩服，手持法器或兵器，有些頭戴牛、
馬、鹿、狗、老虎和猴子等動物面具，有些則
頭戴骷髏、魔鬼等各種神靈面具，裝扮成各路
神鬼陰差。在震撼人心的祭祀樂曲伴奏下，這

些所謂的「鳥冠虎帶」的諸神，隨着法樂起轉
騰挪。他們繞着場子邊走邊跳，沒有言語，也
沒有更多的舞姿，只是重複着一個簡單的動
作。一邊接受信徒們的伏地膜拜，一邊列隊環
繞寺院表演場地，手舞足蹈地旋轉前進。
喇嘛們圍着廣場空地跳了幾十分鐘後，一位
年長的活佛從廟裏走出來，面朝大殿坐在迴廊
正中間的木榻之上。大殿樓頂上兩隻長長的大
法號吹響，粗獷雄渾，充分表現出宗教神聖不
可侵犯的威嚴。緊接着架在大殿對面照壁兩側
的巨大長號震聲齊鳴，低沉威嚴之下，原來鬧
哄哄的場子立刻安靜下來。演出正式開始，一
組接着一組的具有專題宗教內容的神祇舞蹈連
續登場，如突出顯示神靈無上威力的「法神
舞」、「凶神舞」、「金剛神舞」，表現地獄
中小精靈們相互玩耍、嬉戲的「骷髏舞」，為
人間帶來福祿的「鹿神舞」，宣揚樂善好施、
長命富貴的「壽星舞」、「仙鶴舞」，以及表
演佛經中「捨身飼虎」、「因果報應」等佛經
故事的舞段，令人目不暇接。演出過程中只有
表演沒有歌唱，氣氛凝重。為了活躍氣氛，在
連續的節目間隙，時而還插入由喇嘛們進行摔
跤、角鬥等表演兼比賽的活動來娛樂民眾。
盤膝坐在二樓蓮花寶座上的活佛，一副安
詳、冷峻的表情。在他清朗的眉宇間，肅穆的
面容裏，似乎看得見一種至大至深的心境，不
由得令人在內心深處產生一種敬畏。坐在下面
的信眾個個神情肅穆，已完全融進了喇嘛們所
表演的故事之中。他們在用一顆顆虔誠的心去
理解和感受千百年來的宗教傳說。宗教的傳播
猶如一縷光芒，始終照耀着芸芸眾生那些空靈
的魂靈。藏傳佛教徒修行一生的功課，便是如
何理解和面對死亡。「跳神」不僅意求消災除
厄，也揭示着藏地生與死的本相。年復一年不
停上演的羌姆舞，是藏族人對死亡的預演。
羌姆舞表演的是人死後到下一輪迴之間的
「中陰」發生的事。「中陰」，也就是通常說
的「靈魂」，即人死後還沒有轉變成另一個生
命以前的這一段。據南懷瑾老師講，有兩種人
沒有中陰身，一是至善，一是至惡。至善的
人，一死馬上上天，中間沒有停留；至惡的
人，一死就下地獄去了，也沒有中陰身。普通
的人，善惡兼半，就會經過中陰身的階段。據

稱在中陰身七七四十九天後，會有六道光環出
現，接引死者。這段時間，如果有正信及有效
的超度，或有觀想及定力的得道者為死者啟示
光明，可以加速進入光明大道，脫離中陰身。
這期間最忌諱的是：沒有正信的人胡亂指引，
使其更加迷茫；不斷燒香或燒死者生前迷執愛
慾的食物及東西，令死者又一次眷戀塵世，使
死者進入鬼道，永難自拔！
戴上面具，表演者就變身為「神」。平日裏

在唐卡和壁畫上供人瞻仰的神明，在跳神法會
上融入人群，親切地帶來庇佑與加持。信眾們
通過面具結識各路鬼神，等到他們轉世的時候
也不至於驚慌失措，錯失接引的機會而墮入三
惡道。許多民族將死亡視為生命的終點，然而
在雪域高原深處的香巴拉秘境，人們卻年復一
年觀看被視為「彼岸教育」的羌姆舞，通過它
了解什麼是死亡，以及死亡是一種怎樣的景
象。在人世間熟悉了羌姆舞，來到彼岸世界，
便不會懼怕各方神祇鬼怪。猶如彼此對照的鏡
子，直視死的存在，更能感悟生的意義，窺見
出世間的場景，便更能洞悉要在世間如何生
活。跳神儀式從日出前一直到午後，悠長的嗩
吶與鼓聲像恭迎的禮樂，信眾手捻佛珠，低聲
誦經。儀式結束前，僧侶們將寺院珍藏的巨幅
唐卡展開。這幅寬5.2米、高8.5米的巨幅唐
卡，是用五彩綢緞堆繡而成的護法神像，被稱
為「閻羅王唐卡」。據說是十二世達賴贈與寺
院的珍貴禮物，極其難見，只有在每年格冬節
跳神儀式的最後才向信眾展示。閻羅王唐卡一
展開，成千上萬的信眾潮水般湧向前去，波浪
起伏般五體投地跪拜，帶來無與倫比的震撼！
東竹林寺格冬節跳神，是藏傳佛教諸神及護

法亮相人間的莊嚴法會，也是僧俗交互的盛大
狂歡。彼岸世界的智慧、香巴拉的秘密，都藏
在神明的舞蹈裏。仰望天空，湛藍的天空飄飛
過幾片白雲。沒有天空便不會有雲。只有在深
博遼闊的天空下，才會有將人心「涅槃」的淨
土。佛說：這是最後一片淨土。眾生皆有佛
性，立地修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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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伴步，心隨風舞

豆棚閒話

凜冽的寒風呼嘯颳着，我在公園裏慢慢走了一會，耳朵被凍
得癢癢的，手腳也感覺不靈活了。嚴冬的天氣，着實讓人感受
到一種特別的味道，連呼吸的氣息也有強烈的反應。
一場雨後，氣溫又降了不少，霧霾沒了，天也藍了，太陽也
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心情也隨之舒展起來。在公園裏漫步，儘
管天有點冷，可是五顏六色的花草樹木讓人心裏暖暖的。
南方冬天的氣候相對暖和，公園裏有許多樹形優美、開粉紅
色和白色花的雞蛋花樹，它在秋冬落葉時樹冠露出禿枝，枝條
分布的形狀有如鹿角，故又名「鹿角樹」。公園裏有些雞蛋花
樹枝上還滿掛綠葉，也有一些光禿禿的樹枝上長出了青翠欲滴
的嫩芽，在陽光下泛着迷人的嬌艷，溢滿了沁人心脾的香味，
彷彿置身於春暖花開的春天，心裏暖融融的。
雞蛋花喜溫暖、濕潤、陽光充足的生長環境，夏秋兩季是雞
蛋花生長、開花旺盛時期。它的花朵芳香悅目，花色千變萬
化，以白色、黃色、桃紅為主色而衍生不同的組合。
公園裏還有一棵正開着花的耳果相思樹，它黃色細小的花與
綠葉非常相襯，也讓人養眼。有點小弧形的葉子像一把鐮刀，
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特別有範，讓人心動。
還有冬日的陽光透過稀疏殘枝，投下淡淡的光影，美得讓人
心醉，逐漸變紅的楓葉在金黃色的夕陽下也格外醒目。
公園裏那一排高大的常綠榕樹，成了鳥兒棲息的好地方。早
上鳥兒成群結隊地飛來飛去尋找食物，成了一道悅目的風景
線。踏着絢爛的斜陽，駐足觀賞鳥聚鳥散，諦聽鳥的歌唱，靜
享大自然的美好饋贈，也不負美好時光。那三棵高大的芒果樹
也不甘示弱，綠色的葉子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在金黃色的夕陽
光下，那種光斑幻化出的美麗風景，使人陶醉，遐想無限。芒
果樹下擺放着一排長椅，椅子上坐滿了老人家，時不時發出幾
陣開朗的笑聲。
冬天雖然有點冷，但很多人喜歡晨運，在公園裏晨運的大部
分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早早起來運動，舒展筋骨之餘兼充分
吸收新鮮空氣。枯黃的草坪顯得有點荒涼，鍛煉身體的人們站
在其中擺動着身軀，做出各種優美動作，呈現出另類的美。
公園裏的水杉以及大王棕秀頎挺拔，直衝藍天，碧綠的針葉
與陽光共舞，與藍天牽手。婆娑的身影，把滿地的枯黃也給激
活了，成了一幅幅充滿寫意的畫，承載着未來和希望。那一棵
棵掛滿紅花的串錢柳，紅綠相間的搭配，再輔以蛋黃色的夕
陽，點化出幅幅妙不可言的圖畫。這絢爛的色彩，惟妙惟肖的
搭配，足以讓你沉迷其間，忘記凜冽的寒風，忘記季節。不是
嗎？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靈感。
冬陽下，漫步在公園裏，美就在我們身邊，邂逅之美，時時
都有。光禿禿的落葉喬木與常綠樹木並存，讓我們更了解大自
然的脈絡，讓我們欣賞到鳥、人類與大自然花草樹木和諧共處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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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美
◆良 心

羌姆舞表演輪迴

藝海回川

◆諸紀紅浮城誌

來鴻

胡一川藝術館，靜靜坐落中川古村一隅，與中川文化
館、僑史館、文虎館珠聯璧合，如一曲獻給鄉村振興的
歌，一片回泊故鄉的湛藍的海……
歸來了。這位藝術大師的石雕像，安放於中川小學台階

前，頭微微後仰，目光敏銳，凝視稻田，堅毅而沉靜的臉
龐似乎仍在思索：中川溪水奔流向海洋……
拾級而上，走進藝術館，胡一川生平室、圖書室、版畫

室、油畫室，如一朵朵浪花翻捲，讓我驚訝藝術大師靈魂
世界的浪漫與自信……
生平室牆上，他與徐悲鴻院長的合影，引人注目。解放

初，有些美院畫家瞧不起延安畫家，認為他們畫的是「土
油畫」。胡一川畫了大型革命歷史油畫《開鐐》，徐悲鴻
一瞅，驚訝得兩眼放光：原來要評胡一川副教授的，馬上
定為正教授。《開鐐》上世紀五十年代被編入中學《美
術》課本。
牆上，一張草紙包裹的一綹黑髮，映襯出烏亮的光澤。

這是胡一川隨身攜帶幾十年的母親的頭髮。他用這種奇特
的方式，傳達對母親刻骨的愛與懷念，不斷汲取藝術的靈
感。1943年延安農曆新年，美術部舉行了一個心愛物展
覽會。他把母親的頭髮拿出來展覽。留髮紀念，他用這種
浪漫抵抗生活的粗礪。多年之後，胡一川彌留之際，囑咐
身旁的子女，每人剪一縷頭髮去留作永久紀念……
他的天真爛漫，時常讓我訝異。行軍途中，他是唯一長

髮飄飄，揹着吉他，唱着法國馬賽曲的畫家。鏗鏘的琴
聲，激情的歌聲，聽者無不喝彩。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合
影時，大家都往毛主席身邊擠靠。他卻不隨人流，靜靜地
站在最後一排靠門的位置。幾十年後，家人問為何？他
說：「這是毛主席跟我握手的位置，我要站此拍照紀
念。」家人笑。
我蹀躞胡一川版畫室，每張版畫，每幅照片，每個註
釋，背後都蘊藏着動人的故事、神奇的秘密。
魯迅先生是中國「新興木刻之父」，最早倡導用版畫快

速反映現實，為抗戰服務。胡一川立刻響應。杭州「一八
藝社」木刻作品，在上海虹口展出，魯迅前來觀看，捐出
15塊大洋。胡一川懊悔太激動，沒有請教魯迅對木刻創
作的意見。
不過，他沒有料到，魯迅專門寫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

會小引》，發表於1931年6月左聯機關報《文藝新聞》，
對中國新興木刻搖旗吶喊：「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
的作家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
榛莽中露出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小引」的配
圖就是胡一川的《征輪》，這是我國見於報刊的最早版畫
「新芽」。
魯迅在上海「野風畫會」上，介紹外國版畫的講座，讓

他打開了美術之海。胡一川向海而生，他版畫中「簡單有
力粗獷」的藝術特徵，折射出珂勒惠支、梅斐爾德等畫家
的影子……
他回去創作出《到前線去》，成為胡一川「藝術反映時

代」的代表作。簡樸的畫面構圖，栩栩的藝術形象，鼓舞
了眾多中華兒女：握緊拳頭，大聲吶喊，到前線去，為保
衛祖國而戰！這幅作品，被製成紀念郵票發行，收入我國

高中教科書《美術》超過半個世紀，影響了幾代學生、數
億讀者。
孫焱教授講述的故事，撥動着我的心弦：2001年他拿
到美國大學《造型藝術概論》，發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裏面介紹了胡一川和代表作《到前線去》。這本書是對世
界美術史上的藝術大師和經典作品的選用介紹。胡一川作
品的下一頁是畢加索的《少女肖像》。胡一川代表着中國
畫家，成為唯一入選這部教科書的現代畫家。
為何選用胡一川的作品？撥開層層迷霧，我從翻譯介紹
裏找到了謎底：「中國對德國的表現主義版畫崇尚，木刻
版畫由此開始。胡一川22歲創作的《到前線去》，運用
粗獷的表現手法和暴露式的、戲劇性的表現主義方法……
給人一種大膽、果斷和強烈、深刻的印象。」是的，《到
前線去》融入了德國的表現主義，美國人發現了它，所以
不惜突破政治禁區。
胡一川喜歡大海。大海意味着包容互鑒。他在日記裏，
有腳下的泥土，有心中的大海：「向中外古今優秀作品借
鑒是萬分必要的，但不要硬搬，因為模仿得再像也是人家
的。」 他像故鄉的一滴蛟潭水，穿江過河，奔流向海。
海的這邊是故鄉是中國，海的那邊是南洋是歐美……從他
將原名胡以撰改為「一川」開始，就瞧見他這條溪河，要
奔向大江、海洋。
走進胡一川油畫室，一幅幅色彩艷麗、雄渾粗獷的作
品，撲入我的眼簾。潺潺的小溪，彎彎的石橋，船形的土
樓，浣衣的婦女，這是《我的故鄉》的畫面。他曾說：
「我要畫一幅油畫，讓故鄉揚名海內外。」他的油畫底部
都有「小凳子」的標記。原來，這是「一川」兩字的上下
疊合，多麼浪漫藝術的符號！
那幅《鐵窗下》的油畫溫馨動人：狹窄的牢房，裸露的
牆磚，生銹的窗欞，一位光腳戴着鐐銬的老人，坐在冰冷
的土台，拿着一塊木板，教一位小孩認字。窗外，一隻小
鳥在天空自由飛翔……這是胡一川依據牢友鄧中夏的原型
而創造的藝術境界。
有一年，給父母掃墓，胡一川在墳地，流着淚向親人朗
誦自己的小詩：蛟潭的水啊，奔流向海洋；赤子的心啊，
懷念着家鄉……
胡一川逝世時，骨灰撒在南海伶仃洋上。這是他的遺
囑，宛如清麗小詩：故鄉蛟潭水的精靈，唱着歌，奔向了
浩淼的大海。
歸來了。今天，他把浪漫、優雅、執着、自信化成一羽
藝海，回饋故鄉的深情……

◆胡賽標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李隆基，也是人們很熟悉的唐明皇，唐玄宗。
李隆基留給後世許多戲劇素材，老百姓對他與楊
貴妃的故事，對他在位前期任用賢相，國家穩
定，被歷史稱為開元之始，可惜晚年倚任奸臣，
釀成安史之亂，令極盛的唐朝走向衰弱。
此詩是描寫端午節，唐明皇在三殿大宴群臣，

食粽子的情形。詩前有一序，序言中所指的粽
子：「新筒裹練，香蘆角黍。」據記載此粽為九
子粽，是用香蘆葉裹製的。
我們在端午節也包粽，但不是用蘆葉，只用竹
葉，但那竹葉的香氣亦足以解暑。包粽子大多離
不開鹹蛋黃、五花肉為主。但我的粽子有所不
同。棄鹹蛋黃，取鹹雞蛋做蛋黃。做法是將雞蛋
的蛋白取出，用做蛋糕，將雞蛋黃用碟承載，碟
上先鋪一層幼鹽，雞蛋黃上再放一層幼鹽，如此
放在冰箱任由其吹至乾硬（約需時20日）。五
花腩肉也要與別不同，切件後抹乾水分，用鹽、
糖、生抽、蠔油撈醃，也任由其在冰箱風乾，約
15日即可。用此方法包好粽子後，五花肉夠味
夠乾，雞蛋黃半融在糯米上，真是又香又滑。你
下年端午不妨試試。

──李隆基（唐代）

二十五 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節選）

端 午 三 殿 宴 群 臣 探 得 神 字 （ 節 選 ）
五 月 符 天 數 ， 五 音 調 夏 鈞 。
四 時 花 競 巧 ， 九 子 粽 爭 新 。

戊戌夏
素仲配畫

註：畫中「隆」字誤寫「龍」字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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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拉松與寫作，我是50歲後才熱衷上
的。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亮起跑線，我已
站在村頭，準備踏上自己的馬拉松賽道。
我身着樸素的運動裝，內心卻早已如同燃
燒的火焰，躍躍欲試。我深知，每一次的
起跑，都是對昨日的告別；每一次的呼
吸，都是對今朝的擁抱。在不知不覺中，
長跑已成為我生活的另一種「筆墨」，我
以步伐為筆，書寫愜意文章。
道路曲折蜿蜒，但前行的決心從未改
變。腳下的感覺千變萬化，時而如同柳絮
輕舞，文字似乎也在空氣中自由飄揚；時
而如同負重致遠，每一步都如同在字句間
反覆打磨。然而，正是這些跌宕起伏，構
成了寫作與奔跑的獨特韻律。
接近中途，體力雖逐漸消耗，心靈卻愈
發豐盈。路邊的風景、擦身而過的跑友、
觀眾的吶喊與鼓勵，這些元素如同文章中
的情節與角色，短暫而鮮明，為整個故事
注入了豐富的色彩和深度。
終於，遠方的終點線映入眼簾。它明亮

而堅實，如同完成一篇佳作後的滿足和驕
傲。我加快步伐，奮力衝向終點，內心的
喜悅與自豪如泉水般湧動。寫作如此，奔
跑亦如此，每一次的堅持和努力，都是為
了那一剎的掌聲與肯定。
跨過終點線的那一刻，回望來時的路，
那些汗水、那些掙扎，都化作了腳下的堅
實與心中的故事。寫作與馬拉松，一動一
靜，一文一武，卻在無聲無息中相互映
襯、相互成就。
如今的我，既要做文字的駕馭者，也要
做跑道的征服者。我以奔跑的雙腳丈量世
界，以流淌的筆墨描繪生活的絢爛。無需
華麗的辭藻修飾，只需真摯的情感和堅定
的步伐。因為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我已
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旋律與節奏。
夜幕低垂，當我坐到書桌前，準備開始
新的創作時，指尖輕觸電腦鍵盤，彷彿又
踏上了那條被清晨第一縷陽光照亮的起跑
線。我知道新的篇章即將展開，新的征程
已在腳下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