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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花的絢爛詩篇

豆棚閒話

春日裏，父親耕完了幾處土地，母親也攏好了一方菜
畦。父母耕種，順應四時，我也趁着春光明媚，隨手拿
出幾本書細細翻看，耕種起自己的心田。
賈平凹的《自在獨行》為我種下了好讀書的種子。也
是從讀書開始，講述他如何在孤獨裏看自己，看世界。
在文章《紡車聲聲》中，他寫到，母親紡線時「嗡兒，
嗡兒」的聲音催促着他，在油燈旁、月光下陪他夜讀，
為他種下了「發狠讀書」的種子，令他不敢動搖，更不
敢懈怠，於是就有了後來，他以書為樂的場景。在賈平
凹看來，讀書之好，不止能「果腹」，還能「納涼」。
他在文章《讀詩能耐熱》中就寫道：「讀詩能耐熱……
慢讀即可安靈，靈魂安妥，酷暑便是清涼世界。」我不
由竊喜，竟意外從中得了防暑新法「慢讀詩」，於是開
始盤算酷暑之時一試。
汪曾祺的《人間食事》為我種下養心性的種子。在作

品集裏，從瓜果到寫到佳餚，從茶事寫到飯事，字字句
句不離生活本味，一點點餵養着我的內心。在文章《葡
萄月令》中，汪曾祺寫全景描述了葡萄十個月的種、
長、收、藏，一氣呵成。他的雙眼緊盯葡萄微小的變
化，守得住時間，也守得住最值得期待的味道。汪曾祺

寫吃，卻不只寫吃。《麵茶》裏以麵茶引入，而多講麵
茶鍋。「麵茶鍋裏煮元宵——渾蛋」，只煮麵茶就是
「糊塗」，兩則故事充滿趣味又富有哲理，發人深省。
汪曾祺筆下的食與事養胃又養心，十分值得細嚼慢嚥。
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則為我種下了力量的種子。
與書同名的文章中，余光中老先生所述美國的雨聲、日
本的雨聲，聲聲都能聽到對故鄉的惦念。雨落在樹上、
瓦上、雨傘上，奏響的，卻是記憶的彼端思鄉的音樂。
他熱愛祖國，情感細膩浪漫，因此不允許任何人對祖國
有所輕慢，這在文章《萬里長城》的開端，就有令人震
撼的描述。見圖片上的「洋策士」褻瀆長城，他竟一掃
斯文開口啐罵，出口的粗話像滾滾春雷，立刻驚醒了我
心中深藏的感情。彼時的他身居美國，他寄信未成只能
「雨中獨行」的場景，更是把我置於一位落寞遊子的身
影之後，心中不由踽踽焉、慼慼焉。
一個人，如果愛讀書，便如同田園茂盛，欣欣向榮。
人生短暫，世事紛雜，倒不如有書在側，紓困解惑、拋
卻雜念。
讀書如春耕，不如在這春日裏，播種下讀書的種子，
定會在未來有心的收穫！

春天的天像小孩的臉，說變就變，連日的高溫天氣，
讓人一下子彷彿進入了「夏天」，濕熱的天氣讓市民感
到不適。然而高溫天氣並不會持續太久，迎來一場雨
後，氣溫也隨之下降。天晴的時候，燦爛的陽光照耀在
鄉村的大地上，顯得格外明媚。滿山遍野的翠綠，煥發
出勃勃生機。風兒輕拍，白雲輕吻，田野裏長出了迷人
的小草、野菜。
田野裏有很多薺菜、益母草、蒲公英、馬齒莧、苦齋
菜、血皮菜等，許多野菜都很好吃。春天的野菜人見人
愛，剛長出來的野菜，既鮮美又嬌嫩，吃起來爽口味
美。摘回家裏，無論是涼拌，還是熱炒，都帶有一股特
別誘人的香味。在鄉村裏，炒盤新鮮的野菜招待客人，
能讓人回味無窮。
我向大家介紹特別粗生的血皮菜，它有兩種：紅血皮
及白血皮，又名觀音莧、補血菜等。紅血皮菜因為植株
煮熟後會流出紫紅色的汁液，所以又叫做「紅菜」，血
皮菜屬菊科植物，一年四季都能採收，鮮用或曬乾均
可。藥用價值很高，有清熱、消腫、止血、生血等功
效，一般在春秋兩季進行插枝繁殖。因血皮菜性味微甘
辛平，具有活血止血、解毒消腫的功效，用雞蛋炒血皮
菜能補血、補氣、消炎、解毒，還具有治痛經、咳血、
支氣管炎、中暑、痢疾和外用創傷止血等功效。
童年時期我經常在家鄉的小溪旁、田埂上採摘血皮
菜，它在春天生長得特別旺。那個年代農村交通不便，
村民的身體有小毛病時通常會自己使用中草藥進行食
療，咳嗽的時候也會用香油、血皮菜炒雞蛋。香油具有
通氣、理肺的功效，不僅可以減輕咳嗽的症狀，還可減
少各種物質對肺部的損傷，雞蛋可入脾經、胃經。中醫
認為，脾經和肺經同屬太陰經，因此，雞蛋也具有補肺
養血的功效。
居住在農村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很多野菜就是中草藥，
不同的吃法具有不同的效果。益母草也是農村裏常見
的，在每年夏季它生長茂盛而花未全開時，割取地上部
分，曬乾即可入藥。益母草性涼，味辛苦，具有活血、
祛瘀、調經、消水的功效。用於治療婦女月經不調、胎
漏難產、胞衣不下、產後血暈、瘀血腹痛等症狀，因其
為婦科良藥，善調女人經產諸症，故稱為「益母草」。
益母草對女性雖有莫大的好處，但也有副作用。超量服
用益母草容易中毒，甚至導致死亡，主要是因益母草裏
有麻痹中樞神經的成分，要小心食用。我時不時會採摘
新鮮的益母草用開水煮，然後喝湯水。用益母草來煮雞
蛋，可以有效地補充氣血，尤其是對女性產後恢復非常
有用，可有效幫助產婦促進乳汁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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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人的野菜香
◆良 心

山谷中海市蜃樓

讀書如春耕

實際上，阿丙村就藏在梅里雪山西側滇藏分界
線多克拉埡口下面的深山峽谷之中，一翻過多克
拉埡口就進入了阿丙村的地界。阿丙村只是西藏
東南角落裏的一個偏僻小山村。外界知道這個村
大多是因為梅里雪山外轉經，這是梅里雪山外轉
經路上，從起點出發之後第一個遇見的村子。連
續幾天在山林間穿梭，風餐露宿，以枯葉為席，
與高山流水為伴。從曲那塘到阿丙村的路，又實
在遙遠，尤其從海拔3,740米的辛克拉埡口到海
拔2,200米的阿丙村，下山路雖不陡峭，卻異常
的漫長。連續上下山身體極度疲憊，猛然見到寧
靜山谷裏的一個村落，彷彿又回到了人間仙境一
般。所有的山友都會禁不住兩眼放光，狂喜不
已，許多人還會激動得流淚。正值秋天，阿丙村
裏房前屋後都是金燦燦的苞榖地。半坡上開闢的
農田在陽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黃，房屋頂上也有一
片片黃澄澄的色彩。第一眼看到這個小村，恍惚
看到了神仙的居所，又感覺彷彿是眾山群峰間的
海市蜃樓。
阿丙村地處滇藏兩地交界處的梅里雪山西坡
下，天氣好時可以看到梅里雪山西坡，景色極為
漂亮。據村裏寺廟的和尚說，小村已有400年歷
史。阿丙村地勢險要，格局緊湊，三面是斷崖。
出村向北，村口是一個谷口，前方山崖高聳入
雲，山路緊貼陡峭的山壁，山腳下有條小河流進
一道深不可測的峽谷，令人感覺阿丙村如同一座
堅固但卻獨立的古堡。過去從阿丙村走出山谷到
怒江邊都需走一整天，進出村只能靠梅里雪山朝
聖者和馬幫踩踏出的羊腸山道，一邊是不時有落
石墜下的懸崖，一邊是落差巨大的滾滾怒江。因
此，阿丙村過去十分貧窮落後。封閉落後造成愚
昧迷信。據聞阿丙村過去曾有下蠱的風俗，吃了
村中某家的飯，會患難治的怪病，甚至莫名其妙
地暴病身亡，故有「餓死不吃阿丙飯」的傳說。
儘管現在下蠱已幾乎絕跡，但聽講故事也不免心
有餘悸。
種蠱是一種通過使用毒物、咒語和符咒等手
段，對人或動物進行操縱或傷害的行為。巫蠱傳
說自殷商以前就已經出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種蠱往往被用於惡意報復或詛咒，被視為一種邪
門歪道的魔法。歷朝歷代都把養蠱列為重罪，要
處以重刑和酷刑。早在秦朝，養蠱就被列為十惡
不赦之罪，犯者將受到極刑。但是蠱在民間信仰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些部族、少數民族或
某些山區地帶，種蠱被當作一種獨特的文化現
象。在他們的傳說和現實中，種蠱的應用範圍極
其廣泛，涉及諸多領域。有些地區種蠱被用於治
療一些疑難雜症。因此，雖然現代社會已嚴禁養
蠱種蠱，但對蠱的研究和探索，仍在進行之中。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國家加強對西
南邊疆發展，尤其是川滇藏三江並流地區的交通
和水利建設，阿丙村所在周邊地區的交通等基礎
設施越來越便利。阿丙村到察瓦龍鄉政府已通汽
車。與此同時，國家對阿丙村所在藏區加大扶貧
力度，阿丙村成為國家水利部的扶持點。 走進
村莊，一棟棟民居，都是典型的藏族建築風格。
整個村落有着傳統藏族房屋五色斑斕的特點。據
介紹，全村有70多戶（也有說50多戶）人家，
都是藏族。但在村口玩耍的孩子，看他們的服飾
與漢族的孩子沒什麼區別。孩子們的普通話還說
得蠻好，應該是接受了雙語教育。村裏有一所小
學校， 有雙語幼兒園，還有一個小小的街市。
交通條件及有關設施的改善，帶來梅里雪山的
旅遊大發展。從世界各國和全國各地來梅里雪山
轉山朝聖和旅遊觀光的人越來越多。阿丙村是梅
里雪山外轉經線上的必經之地和重要驛站，每年
來梅里雪山的轉山信眾和山友都會選擇在村裏落
腳休整。家庭旅館在阿丙村發展得紅紅火火。村
裏幾乎家家都蓋起了嶄新的藏式樓房，做起了旅
館生意。 除食宿服務外，交通運輸和導遊服務
的收入更為可觀。由於山路遙遠又艱險，體力極
度透支的轉山人或驢友，到了阿丙村大多不想再
繼續徒步往前。這就為阿丙村人帶來新的一大生
計。阿丙村的交通運輸服務主要在兩條線，一是
從阿丙村到鄉政府察瓦龍及更遠的雲南怒江州丙
中洛的汽車運送，二是從阿丙村到曲那塘的摩托
車運輸。
從阿丙村繼續前行到察瓦龍的外轉山路約30
公里，是由雲南入藏的茶馬古道中的一段，過去
徒步至少要9小時，現在可坐汽車，只需3小
時，因此許多轉山人會選擇從阿丙村包汽車或摩
托車直接到察瓦龍。另一條為阿丙村人掙錢的運
輸線是「阿丙村至曲那塘」的轉山路。走這條
路，要翻過兩座山，包括海拔3,740米的辛克拉
埡口；上下漫長的「只能看見天的坡」和碎石滿
地的「變態坡」；穿越濃密的原始森林。過去靠

人走馬馱，徒步要8至10小時，現在可以坐阿丙
村人的摩托車來往，單程3小時。坐摩托車走這
條路，行車高難高危，好似高空走鋼絲。車手不
僅要膽大心細，而且要具備豐富的經驗和精巧的
技術，操作不當，會連人帶車墜落深不見底的山
崖。
據村中「摩托老大」扎西尼瑪介紹，村裏敢騎
着摩托載人走曲那塘的車手沒幾個。全程行車3
個小時，途中至少必須停下4次休整。一是車手
要停車抽根煙，紓緩一下緊繃的神經。二是剎車
過於頻繁，為了避免油碟剎過熱不能正常運作，
需要停下降溫。最後在快到終點的埡口要停車祈
禱，求神保佑一切順利。不是親身經歷，難以想
像可以在這樣的路面上載着人和行李飛馳。一路
險象環生，驚悚場面不斷。會經常聽到被飛車甩
在身後的徒步轉山人驚呼：「抱緊他的腰，腳踩
好踏板，不要落地。」人車一體，才容易掌握重
心。扎西尼瑪當過兵，身材精瘦，身手敏捷反應
快，處事冷靜。他和弟弟搭伴，每次運人要編
隊，至少3輛車同時出發。尼瑪走在最前面開
路，3輛摩托保持着恰當的距離，相互照應。每
每遇到險處，尼瑪都會巧妙地指導化解。
阿丙村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寧靜而祥和。村
民的生活雖然不很富裕，但個個善良樂天，熱情
好客。夜間住在村民家的屋頂，溫度很適宜，不
用搭帳篷直接露營。燒了一壺普洱茶，仰面對着
夜空的雲朵展開想像……月亮亮得晃眼。早晨爬
到對面掛滿經幡的小山上等待第一縷光線直射村
莊。村裏每戶男主人都已起來邊唸經邊點火爬上
屋頂，點燃一把松枝煨桑，家家屋頂上空都是煙
霧瀰漫。出村時看到一個上學的男孩，書包帶掛
在頭上，外套前日本鹹蛋超人的卡通形象尤其引
人注目。隨着越來越多徒步者的來到，外面的世
界開始對這裏產生很大的衝擊。這裏的孩子們未
來會受到越來越好的教育，但他們還會像廟裏唸
經的那些老人一樣，甘願平平凡凡地在這個世外
桃源裏生活一輩子嗎？

◆雲 憬

浮城誌

◆阿丙村 作者供圖

來鴻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王維當日遊感化寺所見的山櫻，與今日的山櫻是
否一樣？但肯定他所見的山櫻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
所見一樣，白居易有詩詠山櫻：「亦知官舍非吾
宅，且掘山櫻滿院栽。」山櫻每年一月至四月開
花，是櫻花的一種。想不到唐代的櫻花竟在日本發
揚光大，成為今時日本的代表。山櫻美麗，但只能
觀賞，當年遊感化寺就如今天我們上大嶼山寶蓮
寺，一定要吃一次齋宴的。且看王維在感化寺吃了
什麼？野蕨，今日無法品嘗。菰米飯也沒有，大抵
今日可吃的只有「嘉蔬綠筍莖」了。
王維所說的綠筍莖應是指青綠竹筍吧。記得1999
年春遊杭州，去罷靈隱寺，在菜館吃了一碟油燜嫩
筍，好吃得不得了。此後在杭州四天，餐餐必點此
菜。在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每逢打風，家家戶
戶必備罐頭油燜筍、豆豉鯪魚。在香港，我們吃不
到新鮮竹筍，但可吃乾曬筍乾，味道也不錯。把筍
乾浸透，用滾水燙過，洗淨後連五花腩同燜兩小
時，下南乳汁調味。此菜要在中年前階段吃，晚年
無福消受了。五花腩肥，筍乾耐嚼，故而無福消
受。

──王維之四（唐代）

三十二 遊感化寺（節選）

王 維 遊 感 化 寺 （ 節 選 ）
繞 籬 生 野 蕨 ， 空 館 發 山 櫻 。
香 飯 青 菰 米 ， 嘉 蔬 綠 筍 莖 。

戊戌秋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段小華 漁歌子．龍進溪
來往游魚見二三，片蘭團石聚煙嵐。風動竹，水拖藍，

聽溪似與古人談。
浣溪紗．過鹿門訪孟襄陽故居

三徑荒涼曉共昏，渡頭漁笛遠相聞。鹿門深處有煙村。
客裏新愁非故意，眼前秋蝶是春魂。可憐少個種花人。

生查子．秋日芙蓉詩社諸子招遊關山林間閒步得靈芝用遠字
兵馬息紛爭，旗幟猶招展。無事漫尋詩，詩在芙蓉苑。
秋氣晚來佳，莫笑人來晚。採得紫芝歸，回首關山遠。

菩薩蠻．戊戌臘月初五夜宿梁化梅園
東君一去無消息，梅花今夜誰憐惜。山月小眉低，臨池

素影移。
繞階尋舊句，卻被閒愁顧。雪意隔銀河，惱人何太多。

夜行船．屏前看五羊花街適逢除夕立春
人逐東風花市去。燈光裏、看春如許。人面花容，爭相

比擬，又過一行春侶。
九十韶華從此度。問多少、惜花心緒。伴得春歸，更憑

杯酒，祝取好春長駐。

小梅窗詞十闋
清平樂

時光一束，借汝江南綠。萬葉千枝猶靜穆，相待鶯
兒出谷。

微風暗動春幡，薄雲高護嬋娟。幾縷閒愁消盡，舉
頭重見清圓。

蝶戀花
一夕潮回寒替暖。芳草迷離，蝶影交加亂。鵜鴂不

知春步遠，雨中猶自頻呼喚。
垂柳千絲縈渚岸。似剪春風，難把愁思斷。目接高

樓雲宛轉，惜花人在誰家院。
攤破浣溪沙．初夏隨東遨過白雲山鳴春谷

誰把紅英散滿塘，雨餘攜手踏斜陽。荷葉半垂圓露
瀉，燕飛忙。

遠樹清蟬聲嘒嘒，春歸何處意茫茫。選取南枝和月
抱，夢芬芳。

長相思．冬夜讀曉夢杉落羽詞有得
愛春穠，怯春穠，待到春穠夢轉空。落英隨水東。
候秋風，送秋風，一片相思何處逢。煙青雁羽紅。

行香子．秋日象山南田島小住

小楫來時，夢裏瑤津，正紅黃橘稻繽紛。憑闌眺遠，對影傾樽。有晉時風，秦時月，此時雲。
明霞散綺，殘荷團露，踏晴苔、我亦留痕。笑呼鷗鷺，同過煙村。看一回山，一回海，一回人。

◆周燕婷詩詞偶拾

「月季只應天上物，四時榮謝色常同。」
月季，又稱月月紅，被稱為「花中皇后」。
四月，正是月季的「主場」。我在小區裏遇
見了一場月季花的盛放，它們彷彿是春天的
信使，用繽紛的色彩，為大地織就了一篇篇
生動的詩行。
「一尖已剝胭脂筆，四破猶包翡翠茸。」
不同的月季花有不同的風姿。在小區的小徑
上，月季花們爭奇鬥艷，它們那嬌嫩的花
瓣，在春風的輕撫下輕輕搖曳，宛如綵帶在
空中飄舞。空氣中瀰漫着它們淡淡的芬芳，
吸引着蜜蜂和蝴蝶，它們在花間忙碌，共同
編織着一曲春天的樂章。
月季花的綻放，就像是一幅幅生動的畫
卷，把大地裝扮得絢麗多彩。粉色的花瓣，
宛如少女的臉頰，帶着一絲羞澀的紅暈；淡
黃色的花蕊，像是清晨的陽光，溫暖而明
媚。每一朵月季花都是大自然的傑作，它們
用自己的美麗，講述着生命的活力和希望。

在這如詩如畫的花海中，我彷彿走進了童
話般的世界。孩子們騎着自行車，肆意地追
逐同伴，他們的笑聲清脆，如同春天的音
符，躍動在每一個角落。長椅上的老人，靜
靜地欣賞着月季花的美麗，享受歲月靜好。
突然，兩位老人手牽着手走了過來。他們

漫步在花間，駐足欣賞着盛放的月季花，他
們的身影在月季花的映照下顯得格外溫馨。
月季花的香氣，為這份浪漫增添了一抹甜
蜜。兩位老人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情意，
這份情意穿透時間的阻隔，在他們深深的皺
紋裏留下了痕跡。
「只道花無十日紅，此花無日不春風。」
四月月季花開，就像一首悠揚的樂章，奏響
了春天的旋律。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季節，讓
我們與月季花一同綻放，感受生命的美好，
享受春天的歡樂。讓我們用心去聆聽、欣
賞和感受，讓這片美麗的月季花海，在我們
心間開出最絢爛多姿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