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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春味一捲之

豆棚閒話

春天到了，南方地區有吃春卷的習俗，
如同北方人吃餃子一樣普遍。
做春卷，首先要製作春卷皮。小時候見
過母親製作春卷皮的過程。見她將麵粉加
些許鹽，和水攪拌，揉成筋道極好的麵
團。再手抓這塊麵團，在加熱的平底鍋中
一按一揉，一張薄如蟬翼的春卷皮就貼在
鍋底，稍加熱，揭起，一張成熟的春卷皮
就算製成了。現在，會做春卷皮的人家越
來越少。但有專門製作的，在街頭巷尾現
做現賣。那天在菜市場的入口處，看見一
婦女正手抓麵團製作春卷皮，一按一揉一
揭的間隙，筋道十足的麵團在她的手中上
下翻飛抖動，讓人眼花繚亂，煞是好看。
春卷皮可以在外面買，但餡還是自己做
的才地道。春天，草木萌發，山野多的是
各種野菜和新鮮的蔬菜，是做春卷餡的最
佳食材。春筍、蘿蔔、豆腐乾等切成絲，
薺菜、馬蘭頭、韭菜等剁成末，和在一起
加上調料攪拌均勻，一份滿含春天味道的
餡就製成了。餡料隨各人的口味喜好可隨
意「革新」，好滿足永遠想嘗新的嘴。

包春卷時，將春卷皮攤放在桌面，放上
一小份做好的餡，捲成扁筒狀，兩頭包
摺，用稀麵糊封口，一個個玲瓏可愛的春
卷就完工了。將春卷投入翻滾的油鍋裏炸
成金黃色，那皮薄酥脆、餡軟香熱的春卷
就可大飽口福了。
據說，春卷的歷史很悠久。晉時稱「五

辛盤」，因內有五種辛葷的蔬菜；唐時名
「春盤」；元時謂「春餅」，並開始油
炸；至清代，才有「春卷」之稱。可見春
日食春卷的民俗風情由來之久。還有一個
傳說，說宋時有一書生，為了科舉整日埋
首苦讀，常常廢寢忘食。他的娘子就想了
個辦法，烙出一張張薄餅，將菜餚置在餅
中，捲成筒狀，既當飯又當菜，方便書生
食用。由此，才有了後來的春卷。
在一些地方，把吃春卷稱為「咬春」，

這真是個富有詩意的說法。春天到了，不
妨去返青的山野採幾把野菜，和家人一起
包一包春卷，它捲起的不僅是美味，還有
融融的親情。一隻春卷在口，滿腹春天的
氣息。

每逢春節，總能聽到關於「年味淡了」的感慨。的
確，當享用美食、添置新衣的歡喜成為日常，「人與
人」相聚被「人與網」互動所取代，「年」正向一個
普通「節假」趨近，不同之處或許也就是諸如拜年、
放鞭炮、貼揮春等這些傳統習俗了。
身邊許多親友和我一樣，對在香港過年似乎天然帶

了一層濾鏡，總以為港人更熱衷於過「洋節」，比起
內地更難有多少「年味」。可當你真的走在香港街
頭，看到原先賣聖誕樹的商家擺上了紅燈籠、福字貼
和各式利是封，市民朋友手裏抱着寓意美好的年花，
社交媒體展示着一場場精彩活動預告，便不好再堅持
那個刻板印象了。正因此，在香港過的第一個
「年」，我竟心生許多期許。
貫穿春節假期的大型花車巡遊、車公廟風車祈福、

維港煙花盛宴、大埔林村許願節、沙田新年賽馬和賀
歲盃足球賽，確實做到了讓廣大市民和中外遊客們倍
感驚喜。目不暇接的表演、摩肩接踵的人群、喜氣洋
洋的氛圍令人覺得熱鬧非凡、生機無限，可以說，好
活動伴隨着好兆頭，好兆頭預示着好運氣，好運氣帶
來了好心態，新的一年充滿了新的希望。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單是活動盛景，還有很多值得回

味的細節。花車巡遊中，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和歐美勁
歌熱舞相得益彰；夜幕中數字8、蝴蝶、笑臉、愛
心、元寶等煙花造型把觀賞氣氛推向高點；馬場觀眾
區由外國人扮演的財神爺引來觀眾競相合影留念等
等。中西文化元素在此時此地的交融輝映，更凸顯出
香港這一國際化大都市的獨特地位和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在「講好中國故事」中的關鍵作用。
在越來越多國人把出行作為「新年俗」的今天，借

力傳統節日活動，發揮自身差異化優勢，用人氣帶來
景氣，已然成為讓當地文旅經濟「熱辣滾燙」的新秘
鑰。對於香港來說，除了農曆春節，更可以用好全年
豐富的中西節日慶典資源，在做好做優配套服務的基
礎上，推出更多「網紅式」「打卡式」「展會式」旅
遊項目，滿足廣大遊客特別是年輕遊客平民化、多樣
化、深度化旅行需求，實現「旺丁又旺財」，用「詩
與遠方」和「人間煙火」揭開促進發展、惠及市民的
幸福篇章。
今後，當再次談及「香港年味」這一話題時，我一

定會強烈推薦親友們來港親身體驗一番，感受在農曆
春節、中西薈萃、盛事美食、優質服務、宜人氣候加
持之下，東方之珠的非凡魅力。

◆ 振 遠

香港的年味
◆良 心

太子十三峰之神聖

家鄉的「牟河」

梅里雪山的核心是太子十三峰。相傳能見到太子
十三峰全貌的人，會得到神山賜予的幸運。橫亘連
綿的太子十三峰，形態各異，每一座都有獨屬於自
己的美感和故事。 最雄偉的肯定非主峰卡瓦格博峰
莫屬，最妖嬈的當然是緬茨姆神女峰。「緬茨姆」
的藏文意思為「大海神女」，所以被稱為「神女
峰」。相傳卡瓦格博和緬茨姆是一對情侶，有關他
們的愛情故事傳聞紛紜，有不少不同的版本。
有個傳說與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有關。相傳大唐
年間，藏王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時途經美麗的梅
里雪山，因留戀於此處的絕美風景而化身山神卡瓦
格博永遠矗立在此，文成公主則化身為緬茨姆神女
峰，與卡瓦格博相依成為亘古的風景。當地有一個
比較威猛的傳說是，威猛強悍、倜儻風流的卡瓦格
博隨千佛之子格薩爾大王出征惡羅海國（今印度一
帶），惡羅海國王出於緩兵之計，假意將美麗無
比、艷若雲霞的緬茨姆許配給卡瓦格博。不料卡瓦
格博與神女一見鍾情，互相傾心，竟海誓山盟永不
分離。天地無雙的威猛與絕世罕見的嬌容化為一
體，成了風雨與共的生死伴侶。卡瓦格博因緬茨姆
的幫助很快征服了惡羅海國。後來夫妻雙雙又被格
薩爾王派到梅里河谷地帶來統領邊地。在德欽的取
登貢寺和歸巴頂寺等寺院中，都將卡瓦格博威猛神
像供奉在神壇之上，他身騎白馬，手持長劍，威風
凜凜，儼然是一位統領邊地、福蔭雪域的保護神。
還有一個與十三峰中多個峰都有關聯的傳說。相
傳很久很久以前，喜馬拉雅王太子卡瓦格博奉父王
喜馬拉雅之命外出巡遊。卡瓦格博身穿白色戰袍，
頭戴銀盔，腳踏白色長靴，腰挎銀色寶劍，騎着雪
白的高頭駿馬，辭別他的珠穆朗瑪等五位姐姐，帶
着三大衛士吉瓦林安、包烏杜吉和沾迪吾修，離開
喜馬拉雅，來到梅里雪山地域。王子從老遠就聽到
了一位姑娘的優美歌聲。他循聲找去，發現有位美
女站在高高的山頂上，山頂的左邊是清清的瀾滄江
水，右邊是怒江之源，美女一面觀賞美麗的景色，
一面盡情地歌唱。這位美女叫緬茨姆，她留着烏黑
發亮的長髮，有一雙明亮而動人的眼睛，身着潔白
紗裙，亭亭玉立，如花似玉。卡瓦格博被緬茨姆的
美貌一下子就迷住了。他本來要去崑崙山拜會他的
叔父，但見到了美麗的緬茨姆，他再也無心去更為
遙遠的崑崙山了。而美麗的緬茨姆也愛上了王太

子。兩人一見鍾情，再也不想分離。卡瓦格博的3
個衛士也成了現今太子十三峰中拱衛卡瓦格博主峰
的三座峰。
卡瓦格博峰雄踞在橫斷山脈腹地，處於太子十三
峰C位，海拔6,740米，是雲南第一高峰，也是怒
山山脈主峰，以其巍峨壯麗、神秘莫測而聞名於
世。在藏文經典中稱「卡瓦格博」為「絨贊卡瓦格
博」。「絨」意為河谷地帶；「贊」為很厲害的
神，也有強大、險峻之意；「卡瓦」藏語意為
「雪」，「格博」是潔白的意思。連起來意思即為
「河谷地帶險峻雄偉的聖神潔白的雪山」。
卡瓦格博峰範圍有40平方公里。頂峰是非常完美

的金字塔形，其山尖冷峻直指藍天，一年四季變幻
着不同的風景。夏秋多雨季節，卡瓦格博雪峰時常
處於雲霧繚繞之中，往往不現身影。密不透風的原
始森林，路邊有黑黝黝的怪石。雲霧深處如同一個
千古夢境，顯出驚人的神秘和美麗。不時又撥開雲
霧顯露崢嶸。秋末到春初的季節，卡瓦格博峰大多
處於朗朗晴空之下。藍天坦蕩如海。透過密密麻
麻、五顏六色的經幡遠眺卡瓦格博，聳立在眼前的
雪峰，冰清玉潔，沉靜端莊，恰如處子。清晨陽光
掠過山谷，升起騰騰的霧氣，在卡瓦格博的腰間形
成玉帶雲，彷彿是向來客獻上的潔白哈達，所以這
種景觀叫做「卡瓦格博獻哈達」。日落時的晚霞也
同樣震撼人心，雲蒸霞蔚下的卡瓦格博不再高傲孤
冷，而是充滿了浪漫的氛圍。
緬茨姆神女峰海拔 6,054 米，峰頂海拔高達

6,054.6米，範圍30平方公里，積雪終年不化，是除
了主峰卡瓦格博以外最上鏡的一座山峰，也是許多
人最喜愛的美女峰。線條優美的神女峰亭亭玉立於
卡瓦格博峰南側，氣質如蘭，婀娜多姿。從不同的
側面看，神女峰的體態很不相同。從東面觀之，峰
頂極似一尖削的金字塔。從南面觀之，則像一位端
坐的貴婦人，氣質高貴。從遠處望神女峰，又很像
觀音菩薩懷抱嬰兒，將溫柔、雋秀、莊重、優雅全
部融匯在濃濃母愛中。還有傳說神女緬茨姆是梅里
雪山藥王的侄女。在梅里雪山對面的飛來寺裏，藏
民供奉有緬茨姆神像，是一位騎着野鹿的俏麗女
性。也許是女神更偏愛鮮花的緣故吧，大自然將更
多的鮮花裝扮於神女峰腳下，皚皚雪峰之下就是成
片成片的高山杜鵑灌叢，開花之時鋪地似錦，更使

雪峰分外妖嬈。
太子十三峰群星璀璨，峰峰拔萃。但真正讓全世
界都認識到梅里太子十三峰，特別是卡瓦格博主
峰，是1991年發生在卡瓦格博峰下的一場滅頂之
災。1991年1月3日，中日聯合登山隊17位隊員攀
登卡瓦格博峰，在距離峰頂垂直高度僅有270米時
突然烏雲蓋頂，狂風暴雪。登山隊在下撤至3號營
地後又在當夜遭遇巨大雪崩。多日搶救無果後，一
架高空偵察機拍攝到3號營地的山體上，竟有30萬
噸以上的冰雪堆積物，至此確認登山隊11名日本隊
員和6名中國隊員已全體被雪崩掩埋，長眠於卡瓦
格博峰下。這次悲劇成為舉世震驚的世界登山史上
第二大山難，亞洲第一大山難。出於對死難者的感
情，雲南省為日本登山隊保留了5年的卡瓦格博峰
首登權。在首登權期限最後一年的1996年，日本登
山隊不顧當地藏民阻攔再次攀登卡瓦格博峰。但當
登山隊到達1991年遇難隊友到過的6,250米海拔高
度時，又突然接到將有巨大暴風雪的氣象預警。登
山隊只得迅速撤營，並就此宣布：「永遠放棄攀登
梅里雪山。」2001年，雲南省迪慶州德欽縣通過人
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許攀登卡瓦格博神山，也禁止
遊客進入危險區域。
卡瓦格博峰的高聳挺拔和崇高神聖，千百年都吸

引着無數的中外遊客和登山達人。人類登上海拔
8,000米以上高度的歷史已經有50多年。在半個多
世紀中，登山家們一座連一座地征服了世界上十多
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然而，海拔僅6,740米
的卡瓦格博峰卻至今仍是人類未能征服的「處女
峰」。1902年至今，人類十多次攀登卡瓦格博峰都
以失敗而告終。許多專業的登山者全副武裝的高昂
着頭而來，下山時無不低垂着頭默默離去，而最後
的登山者們，卻再也沒有下來。卡瓦格博峰一直是
無數登山者的夢想遙望之地和無法抵達的遺憾之
地。中日聯合登山隊的悲劇最後一次證明卡瓦格博
峰的神聖不容挑戰。由於官方已經明令禁止攀登這
座神山，卡瓦格博頂峰的風光將永遠是一個謎。雲
霧纏綿的卡瓦格博，更加讓人魂牽夢縈。

◆方 華浮城誌

來鴻

家鄉洪雅有條小河，名叫「牟河」。它的源頭來自青衣
江流域，是崇山峻嶺中的一條小溪。小溪緩緩流來，時而
窄時而寬，時而深時而淺，溪水碧綠，清澈透底。小溪流
過的地方誕生了一串美麗的名字：陽山沖、方井坎、洞子
礅、斜橋子……
小溪流到我們村裏，人們在一個寬闊地帶把它加寬挖

深，兩邊築成河堤，栽上白蠟樹，成為一條寬闊的河流。
家鄉人沿河而居，因牟姓居多，人們把那條河取名「牟
河」，把那個地方叫作「牟河坎」，後來我搞文學創作
時，嫌「坎」字不雅，改「坎」為「壩」，從此「牟河
壩」成為筆下的美景，常常出現在我的文學作品中。家鄉
的牟河一年四季流水悠悠，從不枯竭。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洪雅總崗山水庫還沒建成的時候，乾旱之年天不下
雨，人們就用木製的手搖車、腳踩車，一節連一節地把牟
河水車到田間地裏，灌溉莊稼，確保收成。
家鄉人在牟河邊挖了口井，用以飲用，人稱「牟河
井」。在河邊搭上礅子、鋪上石板，於是家鄉的清晨，朦
朧的晨曦中，挑水聲、洗衣聲、笑語聲就在牟河井邊響
起，人聲伴隨着鳥鳴，不斷飄向遠方。家鄉的河流又寬又
長，一年四季碧波蕩漾。酷暑季節，我們牽着牛兒到河裏
洗澡，自己也跳到河裏嬉戲。河堤上有棵高高的白蠟樹，
歪歪斜斜的，我們光着屁股爬上樹去，閉上眼睛，雙手一
揚，猛地跳進河裏，濺起一陣陣歡樂的漩渦。玩夠了，牽
着牛兒上岸，牛兒在堤壩上「噗嗤」「噗嗤」地啃着青
草，我們歡快地打着水漂。牟河的上游是洞子礅橋，橋下
河流兩邊長長的淤泥田裏，長滿了密密麻麻的油草和高
筍。濃密的高筍叢裏不時有小鳥飛進飛出，藏滿了兒時的
夢想。小河的下游是石谷坎磨坊，裏面有兩扇又圓又厚的
石磨，一架水沖打米機，閘門一開，咕嚕咕嚕的磨麵聲，
噠噠噠噠的打米聲，是兒時最愛聆聽的旋律。河水漲滿
時，石磨和打米機可以同時使用，河水不多時，只能使用
其中一件。有時石磨和打米機轉着轉着，忽然停下不轉
了，帶子也滑落下來。原來是河水不夠，無法沖轉。前來
打米磨麵的人們只好把玉米、稻穀放在磨房裏，等河水漲
滿時再來。磨房是集體的，收來的工錢要上交。大哥曾經

當過磨房的看管員。有次石磨的齒輪鈍了，為了多掙工
分，20來歲的大哥和另一個中年人把4個人才能抬下來的
石磨抬下來維修，從此年輕的大哥傷了氣血，得了肺癆，
早早地離開了人世。大哥去世後，每次從河邊走過，聽到
咕嚕咕嚕的石磨聲，我總覺得那是大哥在天之靈嚶嚶地哭
訴。
生產隊沒在河裏養魚，牟河裏每年卻有捕不完的魚。鯽
魚、鯉魚、草魚、鰱魚乃至烏龜王八，要有盡有。深秋過
後，生產隊放乾河水，組織社員下河捕魚。男人們將褲腿
和衣袖挽得高高的，在腰間拴個芭籠，手裏拿個底部有個
洞口的背兜，在生產隊統一安排下下河捕捉。野生的魚也
是集體財產，生產隊捕捉後，才允許各家的婦女兒童下河
捕捉來帶回家。儘管這樣，仍有不少漏網之魚。三姐是捕
魚的能手，兒時的我就在岸邊觀察，看到了就揮着小手要
她去捉。有一次，三姐的小背兜罩住了一條大鰱魚，雙手
伸進去捉住，並用手指扣住了魚的腮幫，可拿出水面後由
於力氣不夠，一不小心讓魚滑脫了她的小手，跳到灘邊，
被另一個男孩捉住。我們說是我們的，男孩說是他的，雙
方僵持不下。前來叫我們回家吃飯的母親聽說此事後，要
我們算了，別跟人家爭了。當我們準備離開時，那男孩忽
然把魚給了我們……
不知不覺中我們漸漸長大，離開了家鄉。2010年左右回
到老家牟河壩，但見高樓林立，村莊變化很大，但家鄉的
磨房沒了，「牟河」被一位兒時夥伴承包，改作了良田，
不遠處的硝礦炮聲隆隆，家鄉的天空飄過一片濃郁的黑
煙，心裏不由得生出了許多嘆息。
前幾天回到牟河壩，許多多年前外出打工回來的兒時夥
伴已經變老，許多陌生的小孩叫不出名來。但硝礦早已遷
走，天空中鳥兒在飛，山林裏一片葱綠，牟河不僅恢復了
往日的模樣，而且河流正在加寬挖深，河堤兩岸正在打造
休閒散步的綠化道。於是一幅溪流潺潺、河水流淌，兩邊
稻田飄香、青山黛色，兩岸綠樹濃蔭、燕語呢喃，天空白
雲朵朵、河裏魚兒躍波的山水畫，立刻在腦海裏呈現出
來。這是家鄉的福，也是我們這些在外工作遊子的福。我
想。

◆ 羅大佺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提起吃粥，最出名的當然是說「何
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盧梭在《懺悔
錄》中也提到有一位高貴的公主當知
道農民沒麵包時，說「讓他吃布莉歐
好了」（布莉歐是西方經典蛋糕）。
可見古今中外，高高在上，也是今日
所說的「離地」的人都一樣地不食人
間煙火。
粥，是中國人的至愛，北方叫稀
飯，花式不多。南方的粥多姿多彩，
特別是珠三角一帶，魚米之鄉，吃粥
有悠久的文化。詩人把吃粥說茗粥，
大大提升了吃粥的優雅。
粥，富有富吃，窮有窮吃。貴氣的

有燕窩粥、鷓鴣粥，平民的有明火白
粥、冷飯粥、潮州粥。廣州人吃粥最
講究，及第粥、腰肝粥、魚片粥、牛
肉粥、艇仔粥、生菜鯪魚球粥、滑雞
粥……數之不盡。

——儲光羲（唐代）

二十八 吃茗粥作

儲 光 羲 吃 茗 粥 作
當 晝 暑 氣 盛 ， 鳥 雀 靜 不 飛 。
淹 留 膳 茶 粥 ， 共 我 飯 蕨 薇 。

戊戌秋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卡瓦格博太子和神女峰卡瓦格博太子和神女峰。。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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