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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田園詩

豆棚閒話

春至四月，田園裏一片生機盎然。看，那
青青的麥苗，彷彿是大地的新衣，隨風搖
曳，綠波蕩漾。我漫步在田間小道上，心中
滿是歡喜。陽光灑下，溫暖而柔和，將每一
寸土地都照得亮堂堂的。空氣中瀰漫着泥土
的芬芳，還有淡淡的花香，那是野花在角落
裏偷偷綻放，為田園增添了幾分色彩。
腳下的泥土柔軟而濕潤，彷彿在訴說着春

天的故事。我輕輕踩上去，感覺一股力量從
腳下升起，直達心底，那是大地也是生命的
力量。不遠處，幾位農人正在田間勞作。他
們或蹲或站，或鋤或鏟，動作熟練而有力。
他們的臉上洋溢着滿足和喜悅，那是對勞動
成果的期待，也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我走在田園裏，感受着春天的氣息，聆聽

着大自然的聲音。這裏的一切都是那麼和
諧，那麼美好。我想，這就是我心中的田園

詩吧。小時候，爺爺常常帶着我來到這片田
園。他教我如何耕種，如何收割，還告訴我
許多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他說，這片土地
是祖祖輩輩辛勤耕耘的結果，我們要好好珍
惜它，愛護它。
站在這片田園裏，心中充滿了感慨。這不
僅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段歷史，一種文
化，一份情感。它讓我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
魅力，也讓我們明白了勞動的價值和意義。
四月田園詩，不僅僅是對春天的讚美，更
是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讓我
們在這片田園裏，用心去感受春天的氣息，
用愛去呵護這片土地。時光荏苒，歲月如
梭。但無論時光如何流轉，這片田園都將永
遠保持着它的魅力和生機。它就像一首永不
褪色的詩，訴說着春天的故事，也訴說着我
們心中那份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冬天也好，夏天也罷，約上三五知
己，泡上一壺茶，相互傾訴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難題，以及感
情方面產生的問題，一吐為快，疏解壓力。做生意的人經常是
一邊喝酒一邊談，當喝到六七成時，借酒力抬價、殺價，等喝
完酒，生意也基本上談成了。文化圈則通過品茗去交流感情，
討論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以及談論名人的花邊新聞。
平淡的一壺茶，彷彿穿過歲月的四季，把茶葉的精華與水的
靈感、茶的精魂與人的智慧，融織在一起，就像人生的起伏，
以及成長的歷程一樣。泡茶的時候，仔細觀察壺中的茶葉與水
顏色的變化，只見茶葉在熱水中不斷起伏、漂動，水的顏色逐
漸變濃，釋放出迷人的茶香。
當一個人獨自行走在小路上的時候，心裏總有一絲莫名惆

悵，感覺前路茫茫。特別是日常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便會覺得
自己是這個世界的棄兒，受傷的心亟需安撫，給予一抹溫暖的
情。此刻若有朋友一起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泡上一壺茶，和盤托
出心中的不快，便能及時得到心靈的慰藉。
工作之餘，找幾個人泡茶，一邊喝茶，一邊吹牛皮，也是一
種放鬆解壓的方法。
茶帶有寧靜的本質，也具有提神醒腦的作用。茶具的選擇也
帶有學問，大多數茶具是易碎品，當專心、靜下心來泡茶時，
在沖泡過程中細心地觀察茶葉與水的變化，你也能領悟到人生
的品味。沖泡茶葉時釋放出的淡淡茶香，讓你心曠神怡，再慢
慢品味帶香的茶水，心情就會愉快。生活中的為人處事也是一
樣，在品茶中能得到更多的感悟。
能否泡出稱心如意的好茶，茶葉量最為關鍵，茶水的濃淡也
因人而異。喜歡喝茶的人坐在一起，話題自然也多。
一杯好喝的茶來自於完美的濃度與茶香。所以茶葉量、水

量、浸泡時間均需要認真把持。大家不妨多嘗試調整，總結經
驗，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口感與濃度。
若時間充裕，可再配上一隻茶海，茶海是用來承裝在茶壺中
沖泡好的茶，再分別倒至朋友品茗的杯中，以免茶葉在茶壺中
浸泡時間過長而影響茶的甘醇風味。
夜色靜幽，月光透過窗欞，照射在客廳的茶几上。取來一隻
透明玻璃茶壺，裝入適量茶葉，倒上煮沸的開水。靜靜地看着
壺裏的茶葉，透明的茶壺裏呈現翻轉的世界，氤氳的茶香在室
內裊裊升騰。細想在人生的歷程中，收穫有大小，成功有先
後，孤獨的夢也有長短，只要我們能抓住時間的節點，看準一
切苦難的突破口。讓苦難成為人生的背影，讓坎坷成為歷史，
邁步過去，走向高峰。留下的，就是自信心和向上的動力。
茶裏有人生，茶裏有故事。端起茶杯，喝着茶，閉眼沉思，
人生的歷程，就如一泡茶，有翻來覆去到平靜如初的過程。睜
開眼再看看遙遠的天空，心也不再是孤獨的世界，不再是絕望
的世界。月亮顯得特別的明亮，還有那無數閃耀的星星。漸漸
地，我在泡茶的過程中明白了生活的真諦，懂得了人生的意
義。放鬆緊張的心，朝着目標前行，五彩繽紛的世界就會呈現
在眼前。

◆ 張武昌

泡上一壺茶
◆ 良 心

轉經路上長壽村

松樹風骨

在曲登閣取了打開聖地之門的無形鑰匙，就
可以踏上梅里雪山的外轉經之路，向着雲嶺鄉
方向走去。雲嶺鄉地處德欽縣城西南部，雲嶺
山脈斷裂褶皺帶及梅里雪山山脈下的瀾滄江峽
谷，東靠白馬雪山與奔子欄鎮毗鄰，南連燕門
鄉，西靠梅里雪山東麓，北接升平鎮和佛山
鄉。雲嶺鄉地質結構複雜，為山高箐深的地
形。最高點是西部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
峰，海拔6,740米。最低點在瀾滄江邊，海拔
僅1,945.1米。
體力較好的徒步者大轉山，一般的行程是9

天左右，體壯藏民則只需5天。由於雲嶺鄉和
梅里雪山的地形複雜，溝壑眾多，加上山區天
氣無常，道路多變，古時梅里雪山地區的茶馬
古道就隨着山勢和氣候不斷變化。因此不同季
節、不同鄉村轉山的具體線路會有交叉不同。
近年來更因為山區各地爭相發展旅遊，開發了
不少新路線，打造了不少新景點，自然也編出
了不少新故事。因此有關梅里雪山外轉經的起
始點及取鑰匙地方和故事等，都有許多不同版
本。但外轉的大致路線是從德欽縣城出發，順
時針依次經過德欽雲嶺鄉查里桶村（南大
門）、多克拉埡口（西藏）、察瓦龍（西
藏）、說拉埡口（西藏），再回到德欽梅里石
（北大門）。
第一天大多是在德欽縣城養足精神，備足裝
備食品，然後經查里通村到外轉經的起點永久
村或永支村。查里桶村隸屬於雲嶺鄉，是梅里
雪山轉山的重要節點和驛站。從德欽縣城坐車
到瀾滄江邊的德貢大橋，下車過橋有一座白
塔。經白塔沿着江邊往北走，大約2個小時可
抵達永久村。中間會經過一個叫「真興塘」的
地方，據說真興塘是卡瓦格博神放馬的地方。
這裏一座小廟的臨江圍牆下，有一青色岩石，
傳說是藏有開啟勝樂宮殿大門的鑰匙，岩石被
轉山人頂禮而變得油光可鑒。永久村在瀾滄江
的西岸，海拔約2,600米，是建在很高的山坡
上的藏族村落，整個村子被核桃樹所簇擁，村
口路邊滿是成片的曼陀羅花。這裏就是梅里聖
山外轉的起點。
從永久村沿着土路一直往南，緩慢上坡，約
2小時來到外轉經路上第一個小埡口——多拉
埡口。多拉埡口海拔 3,220 米，埡口掛滿經
幡，被稱為是卡瓦格博的雨傘。從埡口俯瞰大
峽谷，景色壯觀。翻過埡口後一路下坡到達永

支村。永支村也是雲嶺鄉的一個自然村，有一
百多戶人家，大部分都是土著藏民。山上還有
個小村，村民都是傈僳族人。現今從德欽也可
以坐車沿鄉村公路直接去永支村，雖然路面較
窄，比較顛簸，但風光很美。路的左面是高聳
入雲的大山，右面的懸崖下面就是奔騰的瀾滄
江。到了羊咱吊橋後，換騎馬到永支村，還需
約2個小時。這一帶是聯合國專家考察「三江
並流」德欽地區的核心地段，東臨瀾滄江，西
連怒江，多格拉山和孔雀山等山脈在兩江之
間，形成南北縱橫的分水嶺。
永支村村口東面，左邊為太子雪山山脈末

端，右邊為孔雀山山脈末端，形成了永支村的
「東大門」。永支村連接迪慶州德欽縣和怒江
州貢山縣，與相鄰的永久村，都是卡瓦格博外
傳經路上古老的起點。以前從永久村出發外轉
經的比較多。近年來西藏那邊過來的轉經者越
來越多地從永支村出發，於是轉山的遊客也跟
着從永支啟程。現在的永支村可以說是卡瓦格
博的門戶，也是遊客和信徒在梅里雪山東大門
落腳的第一站。轉山的人進入永支村之前要在
山外位於瀾滄江邊河谷的支信塘小寺廟取得轉
山鑰匙，隨後開啟東大門，正式踏上朝聖之
路。所有朝聖者都要在永支村借宿一宿，然後
在村中泡溫泉淨身（進行轉山前的聖浴），第
二天再啟程轉山。永支村村民祖輩以種植小麥
和粟米為主，同時放牧犛牛。近年來永支人又
多了一項創收的營生，就是替卡瓦格博外轉經
和穿越兩江的旅行者提供嚮導與馬幫服務。
永支村海拔僅2,000米，四面環山，只有一

條道通向外面的世界，鄰村都在10公里以遠
的山外。但這裏不僅有雪山冰川、急澗險灘，
還有原始森林、草甸湖泊。永支村有三條河滋
潤着秀美的村寨。由於水多，遠遠近近的植物
都很茂盛，一年四季都變換着深深淺淺的綠。
永支河從東大門流入瀾滄江，沿河原本有瑪尼
石刻，因無人保護快消失了。村裏至今流傳着
這樣的傳說：卡瓦格博騎着白色戰馬帶領他的
部下選擇在優美僻靜的永支村安營紮寨，然後
在東大門永支河谷留下了聖跡，當地藏民將永
支村尊稱為卡瓦格博的養馬驛站。孔雀山高達
4,000多米，上面有永支村村民賴以生存的肥
美牧場。騎馬上孔雀山，沿途的高山飛瀑、急
澗險灘、雪山峽谷、草甸小溪、各類花木，給
人賞心悅目的愉快。立於高高的孔雀山之巔，

茫茫群山俱在腳下，頓感宇宙盡在心中。連綿
起伏的山峰，猶如長龍騰越，又似波浪湧動。
山脊如筋骨隆起，莽莽蒼蒼。藍天和青山相
連，群山環繞成了一個丘陵的世界。永支村是
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靜謐之境，是一個人間天
堂。聯合國專家吉姆．桑塞爾在永支村考察後
大為動情，連聲讚美道：「好一個璞玉渾金的
村莊。」
早晨推開居室的小窗子，無與倫比的景致便
映入眼簾：兩座大山之間，太陽金紅的微光在
閃爍，一抹胭脂紅塗在遠遠的白馬雪山尖上，
朦朧的霧氣，柔柔的陽光，蒼翠的古樹，裊裊
的炊煙，古樸的藏式房舍，好一幅和諧靜謐的
家園圖景。迷離的嵐氣蕩在村莊的上空，晨光
撲在村口古樸的轉經房上。村裏的藏族百歲老
人們，手搖着轉經筒，圍着轉經房慢慢轉悠。
一圈又一圈，嘴裏唸誦着經文。他們額頭上的
皺紋或聚攏，或疏散，全都透露着佛一般的微
笑和安詳，笑成彎月亮的眼睛分外慈祥。每
天，他們都以不變的定式到村口的轉經房轉經
誦佛，然後，相挨着坐在轉經房前的空地上，
曬夠清晨的太陽，再慢悠悠回家，讓平靜的歲
月緩緩流淌……他們一輩子守着屬於自己的藍
天和白雲，小麥和粟米，雞鴨和牛馬，守着屬
於自己的緩慢卻不乏情趣的日月。用大山給予
的曠達和平靜，等待着播種，等待着收穫。
融在暖暖的晨光裏，用心與這些長壽老人作
無聲的交流。細讀着他們額上歲月滄桑刻鑿的
皺紋，感悟着他們恬靜滿足的心態。農事操勞
讓他們身強體壯，多皺的笑臉上，還閃耀着在
當今虛偽和冷漠世界裏尋找不到的親切和善
良。不由得想起現代許多人疲於生計的繁忙，
名利的抑鬱，羈旅風塵，困頓市囂，欲聞一串
咯咯雞叫聲尚可不得。心中不禁一陣陣的潸
然……
嗚呼，永支村裏人之高壽，究其根本，是他
們的心境平和。因為，有了平和的心才會有平
和的景，才能在呵護他人也呵護自己的氛圍
中，永葆生命曼妙的風景……

◆謝春芳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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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管淑平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唐代的賀遂（複姓）員外，有藥園一座。唐代詩人李
華有《賀遂員外小山池》一文，描述賀遂員外喜歡在藥
園中宴客，並食用園中蔬菜藥品。王維當時也是座上
客，品嘗了新鮮的蔬菜後寫下的詩句。菰米是一種野
米，在宋朝前有許多人種植，唐代更盛行。詩人李白愛
吃的雕胡飯就是用菰米來煮。南宋後菰米鮮見，故我們
今天很難吃到了。
詩人另一款食物露葵，是一種多年生宿根性水生蔬

菜，食用部分只採用沾沒在水中尚未展開的新葉。查資
料說露葵嫩葉可作羹湯。並指出露葵也就是葵菜。看來
除了蔗漿外，王維詩中的用料今日已難找到。好吧，就
來試一試蔗漿米飯。這天，徒步走到港島荷李活道的鮮
榨蔗汁店，買到蔗汁再走入嘉咸街，買鮮冬菇。煲蔗漿
飯，嘗試以意大利飯的烹調方法來煮。將蔗漿用清水三
分之一稀釋，把珍珠米及鮮冬菇倒入鍋中，不加任何調
味及配搭，只用蔗汁煮，米粒索乾蔗汁後，再次加入蔗
汁，如此反覆數次，試試米粒已熟，即蓋焗十分鐘後可
食。味道怎樣？純天然的甜香，鮮冬菇也滑香。吃着，
忽然想起一位習書法的朋友，每天孜孜不倦地臨王羲之
十七帖，不悶嗎？原來感受是每天與王羲之在交流，樂
在其中。此刻，我也有了與王維交流的感覺。

──王維 之三（唐代）

三十一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王 維 春 過 賀 遂 員 外 藥 園
蔗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
頗識灌園意，於陵不自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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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英台近．奉題英賢孤山訪梅小影

雪痕消，春意嫩，依約隔幽徑。人面花光，花面兩
相映。可堪玉指拈香，山眉蹙黛，問誰肯、一枝持
贈。

事難憑。老矣羞憶當年，怳然那時影。羨煞芳蹤，
不復舊遊興。卻愁逝水難回，風華不再，忍還作、傷
心題詠。

一寸金．春夜遣懷

孤酌無聊，漫衍風流幻遙夕。記舉樽邀月，貂裘換
酒，花光煙景，春宵一刻。曾許千金值。空遷念、良
遊勝日。銷魂處、頰染桃紅，寄與城南舊芳陌。

迅羽流塵，前痕何在，歡蹤怕尋索。悵逝波難挽，
迭回冷夢，情懷投老，終歸岑寂。晴雨風霜旅，都應
是、百年過客。傷心對、翠蠟重燃，短榻眠未得。

揚州慢．觀京劇搜孤救孤有感用白石韻

捐子存孤，殺身成義，死生苦慕孫程。證千秋不
朽，共翠柏長青。記端午、榴紅照戶，杜鵑啼血，幬
帳麾兵。賸依稀、前跡難尋，遺恨高城。

亂塵過影，向深宵、殘夢頻驚。怕誤付洪喬，音書
寄了，猶自關情。五十素絃彈罷，幽窗動、錦瑟留
聲。信無邊新綠，春風吹又還生。

倚聲六闋

念奴嬌．聽駱玉笙京韻大鼓劍閣聞鈴

少年遊藝，嘆花光煙景，前塵難忘。曾記聞鈴空巷陌，
爭說歌王金嗓。詞彩移情，音聲奪淚，妙韻邀真賞。片雲
遮月，耳邊時幻悠颺。

滄海幾變桑田，風遷俗換，人事俱成往。聽取淒涼如泣
訴，都在低迴謳唱。盛世絲簧，承平檀板，一曲空遺響。
晚窗驚雨，引杯重憶天吭。

探芳信．江南詩詞曲社成立賦賀依夢窗

夢魂繞。憶十年前蹤，琴川重到。過仲雍祠畔，泥痕認
鴻爪。雨香雲淡鶯聲裏，爭說江南好。尚湖邊、柳外斜
曛，景殊人俏。

杯酒喚長嘯。共倡雅揚風，重開炊竈。舊雨新盟，鷗侶
盡同調。月明樓上依殘笛，險韻重推敲。悵歸來，記取憑
欄遠眺。

水龍吟．惠山酌泉與連珠紉霞立中同題同調和夢窗

十年久別江南，夢邊重向梁溪住。尋芳勝日，夙盟今
約，相偕鷗侶。猶記前時，杜鵑聲裏，拜秦郎墓。正香紅
炫目，潺湲在耳，劫塵外，成吟聚。

遙念風痕塵跡，試分茶、拈題同賦。松風亭畔，空留雅
韻，詞人何處。九曲蓮池，惠泉依舊，歲華難駐。共先生
舉盞，騷壇一脈，享千秋譽。

南方的大多城市，一年四季，樹木幾乎都是常青的，
有的樹木還能開出各種小巧、絢爛的花朵，甚至有的花
草還是一座城市的「代言人」。而在北方，則是另外一
種迥乎不同的景致：秋天過後，樹葉紛紛落完，就只剩
下光禿禿的擎在半空的枝丫；寒冬來臨，幾乎就更為單
調了，一眼望去，全是一派棱角分明的樹枝。
不過，寒冬中也不是沒有綠色，至少，松樹就是常青
的，這是為數不多的綠。不懼霜雪，不畏嚴寒，一年四
季都是筆直聳立模樣，如一位英姿颯爽的戰士，挺拔、
瀟灑。松葉，是細長的針形，密密的，又如同一顆顆小
刺，向着四周生長。松樹的皮，很粗糙，有的還會斷
裂，看上去像是經受了一場巨大的變故，遍體鱗傷。
它們肩並肩地屹立在街道兩旁，無疑是秋、冬、春三
季中最亮眼的樹木。其他的樹木與花草全都畏畏縮縮地
躲了起來，小小的種子與芽兒也都窩在泥土的溫床中，
不肯受苦，不願出來。

雪後，松針上，掛了一串串晶瑩剔透的霧凇，那霧
凇，將松針的綠輕輕地覆蓋，但又未全然蓋住，從冰晶
的縫隙，還能見到那一髻兒執着的綠呢。雪花皚皚中，
一樹樹的霧凇，有一種冬天原生態的浪漫。終於，等來
了春天，冰河解凍，一些沒有骨氣的草木這才敢扭扭捏
捏地睜開眼，看看春天的陽光，嗅嗅春天裏帶着香的
風。松樹，卻很淡然，依舊是一片高聳、葳蕤的綠。
我覺得，松樹像是一位閱歷豐富的老者，不知走過多
少光陰，但從它高大、粗挺的身軀，就可約略推出，它
是年長的。一棵松樹，不會向人們索取點什麼。一點陽
光，一點雨露，一點棲身的土壤，松樹就能帶着滿足生
長。我養過的一些綠植，身子嬌貴得很，稍微多澆一點
兒水，或者曬了點兒太陽，沒幾天，像漏了氣的氣球，
蔫了。我們應該從這些默默無聞的松樹上學到點什麼，
諸如面對霜雪與苦寒時的不屈，諸如於窮山僻壤處也絕
不放棄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