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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韻裏的夏至

豆棚閒話

時光荏苒，節氣如歌，當小滿的喜悅逐漸
沉澱，夏至的熱情悄然綻放。夏至，一個承
載着古人智慧與情感的節氣，它不僅標誌着
白晝最長的一天，更是大自然最為絢爛的畫
卷徐徐展開之時。此刻，我坐在書房，翻閱
着那些流傳千年的詩詞，試圖捕捉古人心中
的夏至之美，讓這份跨越時空的情感，在心
中生根發芽。
「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洪爐中。」
王轂的《苦熱行》將夏至的炎熱描繪得栩栩
如生。烈日高懸，無情地炙烤着大地，彷彿
整個世界都被置於一座巨大的洪爐之中。在
這酷熱難耐的時節，萬物似乎都在承受着難
以言喻的煎熬。然而，正是這樣的酷熱，也
孕育着無盡的生命力和活力。夏至雖熱，但
正是這熱烈的陽光，為萬物提供了生長的動
力，使它們更加茁壯、更加生機勃勃。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
唐代詩人高駢的《山亭夏日》則展現了夏至
時節的另一番景象。綠樹成蔭，陽光透過葉
間的縫隙灑下斑駁的光影，樓台和它的影子
映在寧靜的池塘裏，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當

微風輕輕吹過，水面泛起漣漪，樓台的倒影
也隨之搖曳，如詩如畫。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宋代楊萬里的《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以
簡潔而生動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夏日清晨的
美景。荷塘之上，碧綠的蓮葉與紅艷的荷花
交相輝映，晨光熹微，露珠閃爍，彷彿整個
世界都被這份清新與活力所喚醒。
古詩詞裏的夏至還蘊含着許多深刻的哲理
和情感。「夏至一陰生，稍稍夕漏遲。」白
居易則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夏至這一節氣
背後蘊含的哲理。儘管此時白晝最長，但自
夏至開始，陰氣已悄悄滋生，夜晚的降臨也
變得緩慢。這不僅是自然界陰陽轉換的體
現，更寓意着人生無常、物極必反的道理，
提醒人們在享受盛夏的同時，也要懂得珍惜
與平衡。
古詩詞裏的夏至，不僅是一幅幅生動的畫
面，更是一首首流淌着古人智慧與情感的樂
章。且借夏至詩詞韻，盡享人間盛夏時。願
我們的心境如詩句裏的夏至般明亮，願每一
個人間夏至都充滿陽光和希望。

歐洲盃、美洲盃、奧運會接踵而至，將為球迷提供一場跨
時兩個月的視覺饕餮盛宴。然而賽事尚未開始，就有大數據
平台提前潑冷水，稱收視率可能會大幅下降。因為洲際足球
賽的影響力沒有世界盃那麼大，許多只是喜歡湊一下熱鬧的
「臨時球迷」會提不起興趣。加上網絡時代，萬物都須與手
機爭奪注意力，根據國際機構的調研數據，當今世界上已有
四成16到24歲的年輕人，對足球不再感興趣。於是，作為核
心球迷群體的中年男性，很自然會引發懷疑：這些人還有沒
有激情，能不能熬夜，以維持收視率？
我覺得這完全是多慮了，足球猶如人生一樣，既為人類提

供了大量的失望，同時又上演了許多能把人們從平凡乏味生
活中超脫出來的奇跡，對於許多已長時間停留在同一個波譜
上的中年人來說，尤為需要這種激情時刻。因為競技體育的
殘酷性以及魅力所在，是需要失敗一方的挫折感來襯托勝利
者的成功，擁躉也由此獲得情感上的滿足。無數經受過生活
暴擊的中年人，於現實日常中就像一個稻草人，已經無悲無
喜，很少公開表達自己的愛與憎，就是憑着慣性和本能在生
活。
藉足球比賽釋放壓抑的情感，猶如途經隧道時看到的一抹
光亮，極具俘獲力，沒有人會捨棄這樣一段時光。畢竟人需
要偶爾的瘋狂，來使平庸的生活更容易忍受。所以，中年球
迷即使沒法每天通宵熬夜看直播，也會與同好一道交流信
息，互談心得。那些因為浮生奔忙、不知不覺已經疏遠的老
朋友，也有了重聚的由頭，找個時間約個地點一起看場球，
喝杯啤酒，讓乾癟麻木的心靈重新被浸潤，再次對未來充滿
激情。
足球最像人生的地方，是勝利者得到全部，不管這樣的結
果是不是勝利者應得的。球場上經常有表現更好的球隊，全
場圍着對手進攻，卻運氣不佳，最後被對方憑藉一次反擊就
進球取勝了。由於人類的思考和行為預期，都是建立在相信
的基礎之上——人們相信正義，相信做個好人，相信努力付
出會獲得相應的回報——那些看起來很不公正的結果，會給
球隊和球迷帶來巨大的心理打擊，聯想到自己的人生，不也
是勤奮努力，卻經常一無所獲嗎？也因為此，2022年世界盃
阿根廷奪冠，全球無數球迷表現得比阿根廷人還要激動，根
源就是由足球影射到了人生，獲得了一種內心價值的宣洩：
一切唯結果是論的足球場，冥冥之中還是有正義，做好人還
是值得，能夠等來功德圓滿的一刻。
至於越來越多年輕人對足球不感興趣，我覺得也無須擔
心，當他們有了更多的人生閱歷，發現足球是能替代自己表
達心聲的最佳介質，會轉投入足球懷抱的。作為過來人，我
們不也是這樣一路走來的嗎？

◆青 絲

足球如人生
◆良 心

怒江美麗公路（下）
怒江從雅魯藏布大峽谷向東南，進入雲南西
北部橫斷山縱谷區三江並流地帶後，奔流在高
黎貢山、碧羅雪山、擔當力卡山、雲嶺山脈等
一座座大山的世界中，特別是深切流經高黎貢
山和碧羅雪山兩座高大雪山。怒江一路匯集冰
山雪水，在雄奇壯美的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的
雙向夾擊下，洶湧澎湃，晝夜不停地在雲南西
北部撞擊、深切出一條山高谷深、奇峰秀嶺的
巨大峽谷，這就是與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及美國
科羅拉多大峽谷並稱為世界三大峽谷之一的怒
江大峽谷。 廣義上的怒江大峽谷長達上千公
里。一般所說的怒江大峽谷呈南北走向，從西
藏林芝察隅縣的察瓦龍鄉到雲南怒江州的六
庫，全長316公里，東側是碧羅雪山，西側有
高黎貢山，兩山夾峙下，怒江深深下陷到了峽
谷之底，時而溫柔舒緩，時而濁浪滔天。高低
差5,000多米，汛期呈U型，旱期呈V型。險
要處，高黎貢山與溝谷落差高達5,000多米。
而碧羅雪山與溝谷落差也可達到4,000多米。
兩岸多危崖，有「水無不怒古，山有欲飛峰」
之稱，每年以1.6倍於黃河的水量，像駿馬般
奔騰向南。怒江州境內的怒江大峽谷平均深度
為 2,000 米，最深處在貢山丙中洛一帶，達
3,500米。美麗公路始終在怒江峽谷中穿行，
沿着怒江上行，經瀘水、福貢到貢山丙中洛，
進入西藏察瓦龍，可以一路直達西藏察隅，進
入雪域高原。從瀘水的六庫往上，怒江邊的美
麗公路便越來越細窄彎曲，怒江像一把利劍劈
開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迎面撲來。左邊靠碧羅
雪山，右邊傍高黎貢山。 置身在大峽谷中，怒
江的奔騰怒吼和兩山的雄奇險峻相互襯托，令
人震撼，能夠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種來自大自
然的磅礡力量。 高黎貢山像一條巨龍從青藏高
原飛來，自北向南橫臥在著名的橫斷山系西
側，東面是奔騰咆哮的怒江大峽谷。高黎貢山
為怒江與緬甸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嶺。山地北連
青藏高原，南接中印半島。山的主體部分南北
走向，山脈中段為中國和緬甸的界山。主峰嘎
娃嘎普峰海拔5,128米。峰頂雪線以上5條現代
低緯度海洋懸冰川，壯美異常。有條長約
3,000米的現代懸冰川，冰舌前緣下伸到海拔
4,000米處。雪線以下分布着大面積的原始森

林，高山湖泊較多，為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的
核心部分。嘎娃嘎普峰因獨龍語而得名，意為
「高大的雪山」。居住在此峰東面的怒族和西
南面的獨龍族，均把此山視為自己始祖的發祥
地而膜拜，藏族同胞則把嘎娃嘎普峰列為神山
「更念其布」來崇拜。高黎貢山地域內分布有
漢族、傣族、傈僳族、景頗族、怒族、獨龍
族、阿昌族、回族、白族、苗族、佤族、彝
族、藏族、德昂族14種世居民族。高黎貢山的
「高黎貢」為景頗語，意思是「高黎家支的
山」，高黎家族為景頗族分支，山因此得名。
經過文物考古專家的實地考察證明，高黎貢山
地區是人類的起源地和上古人類活動地之一。
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有西北的氐羌、東南的
百越等原始族群進入到高黎貢山地區。他們與
當地土著民族相互融合，逐漸形成了多民族分
布的現狀。
碧羅雪山又名「怒山山脈」，是喜瑪拉雅山
的餘脈，橫斷山系的主要山脈之一。碧羅，白
族語意為「風過的山」，因山頂風大而得名。
傈僳族語名「瓦巴過」，意為「與外地交界的
雪山」。碧羅雪山在雲南省西北部，貫穿怒江
州全境，是怒江州貢山縣與迪慶州德欽縣交界
線，在怒江州境內綿延142公里，海拔超過
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其中最高峰老窩山
是這些雪山中最美的地方，海拔4,500米。碧
羅雪山也是怒江和瀾滄江的分水嶺，與瀾滄江
的相對高差達3,200米。 在怒江這片山的世界
裏，一座座山包容了我們民族的歷史與現實、
精神與內涵，可以見證、透視出中華民族前進
的軌跡。每當冬春季節，碧羅雪山冰雪覆蓋，
似盤繞於高原之上的銀色長龍，與同為銀裝素
裹的高黎貢山交相輝映，二龍競舞。
美麗公路隨怒江經過的高山峽谷，為怒江大

峽谷的主要地段，高差4,740多米。沿着怒江
從南至北，美麗公路連接了怒江州瀘水、福
貢、貢山三個縣（市），串聯起怒江大峽谷內
的秘境之地，串聯起周邊熱門旅遊資源和特色
村寨。從瀘水至丙中洛，美麗公路與滔滔怒江
會進行三次切換：瀘水至碧福大橋，公路在怒
江西側；之後到貢山，公路在怒江東側；貢山
到丙中洛，公路又切回西側。在與怒江並行的

怒江美麗公路上自駕，沿途風光旖旎，山水景
觀堪稱一絕。這裏擁有「三江並流」世界自然
遺產、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享有「自
然地貌博物館、生物物種基因庫、人類文明處
女地、民族文化大觀園」等美譽。
美麗公路最美的風景都在「路」上。無數風

光在沿線鋪開，全程美景一個接一個，讓人不
忍瞌睡。穿行在怒江大峽谷中的美麗公路上，
高大巍峨的雪山以守護的姿態屹立在兩邊；怒
江用磅礡的氣勢在旁邊奔騰流淌。既能直接感
受到穿山越谷的壯美雄渾，也有「一眼天堂、
一眼地獄」的極致體驗。其間的陡峭山崖、急
流險灘、飛瀑奇石、茂盛森林、壯麗雪山，還
有代表性的景點老虎跳、石月亮、老窩山、飛
來石、江中松、獨龍江、丙中洛，它們和奔騰
不息的怒江水，組成一幅幅波瀾壯闊的山水畫
卷。駕車其中，不時還會穿行在雲霧中，如臨
仙境。細看間又會發現，在那深邃的峽谷間，
還散落着安靜祥和的田園村落，點點粉色不經
意洩露了出來，那是藏在險峻下的一抹溫柔。
若是天氣回暖，各色鮮花競相盛開，將道路裝
扮得更加美麗，更完美呈現出一幅幅「路在江
邊走、車在畫中行、人在景中遊」的意境。
美麗公路穿越的怒江大峽谷，不僅擁有壯美

的自然風光，更是戶外運動愛好者的天堂。在
這裏，可以挑戰險峻的峽谷徒步，感受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也可以嘗試刺激的漂流，讓清澈
的江水沖刷掉所有的煩惱。此外，攀岩、騎
行、露營等多種戶外運動項目，都能成為一場
與大自然親密溝通的方式。近年來去美麗公路
自駕外，到美麗公路沿線的怒江大峽谷騎行、
攀岩和溯溪露營的人也越來越多。山是怒江的
靈魂，水是怒江的生命。在怒江大峽谷中，峽
谷，直映藍天；大江，奔騰洶湧；兩岸，峰巒
疊嶂；美麗公路，看不到頭。壯美的山河畫卷
在這裏顯現，空靈的自然之歌在這裏唱響，獨
特的人文魅力在這裏演繹。

◆袁家莉浮城誌

師生園地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次研學活動，令我
有機會走進祖國內地，看大好河山，看人情風俗，看科
技發展，看歷史變遷，開闊了我的視野和世界觀，如果
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收穫，我想說：「眼睛更通亮，世
界更遼闊。」
4月2日一大早，我來到招商局金陵船廠。還沒有下大
巴車，就聽見招商局的「大朋友」向我們介紹起造船現
場的「龐然大物」：起重機、吊車、船塢、滾裝船……
一連串陌生的名詞，在耐心的講解下，轉化成現場那視
野所及的壯觀。這是我第一次把「工業」「製造」和現
實聯繫在一起，在香港，很難見到這些吧。
下車後，我看到船舶兩側已經拼裝完成的一個又一個

組件。聽金陵船廠的副廠長徐煉先生說，造船的效率高
低、質量好壞，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這些組件的建
造和最後的拼裝，是不是有高度精湛的工藝。這個能力
越高，船舶的最終質量就越高，就會越容易贏得信任、
佔有市場。他還說，現在招商局在這個製造領域，效能
已經超越了歐美，像這樣的貨櫃船，只要30多天就可以
造成一艘。不知道為什麼，對這些原本非常陌生的我，
聽到了這樣的介紹，內心裏湧動着難以言表的高興和自
豪。或許，這就是現實之中作為中國人的那份驕傲，這
比任何教科書都要生動。
當我踏上一艘即將交付的船舶時，新簇簇的味道像是

散發着一種獨特的氣場，令我心情激動。我如同一名船
員，站在甲板上，長江之水的一望無際，讓我一下子想
起杜甫的詩句：「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的詩，講的
是一份報國的壯志和情懷，而此時此刻，我看到的是，
中國人自己建造的這艘船舶，凝聚着高端的技術和中國
智慧，匯聚成中國力量，這大概就是這次研學活動出發
前，趙陽主席給我們做集中培訓時，所講到的「實業報
國」的情懷吧。
那天，在船上，我還學到了各種機械知識，粗淺地了
解造船技術。金陵船廠還特意把那艘船的總監理——一

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請到船上，讓他用英文解答我們提
出的各種問題。這樣的安排，很細心周到，我感到心裏
暖暖的。
在揚州，除了金陵船廠，我還去了中國大運河博物
館。在歷史課本上，京杭大運河是一個歷史坐標，關於
它的建造、基本的意義，因為要考試，我基本上爛熟於
心。但是，這次來到中國大運河博物館，我對於「航
運」改變人類的生活、社會的經濟，甚至改寫地區歷史
進程，有了更系統、更全面的認識。招商局以航運起
家，能夠跨越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時代，顯然一代
又一代掌門人是對於航運的歷史規律，有着深刻的把
握。中國大運河博物館的體驗，也讓我對「博覽」這個
詞，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博覽，既要看，也要想。想過
之後，還要有行動，這才是博覽的根本目的。
「早起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喝茶文化已
經是傳承了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可謂北京市民的精神依
靠。當初尹盛喜先生成立了老舍茶館，希望通過開設茶
館傳承開獨一無二的京味！那天晚上，我們到茶館「飲
上幾杯」。茶館古樸的環境、木製的傢具，以及細瓷蓋
碗、牆上懸掛着的各式宮燈，都散發着獨一無二的韻
味，京味無聲無息地混入了空氣，我們呼吸時，它在我
們身體生生不息地循環着，慢慢滲透在我們的血脈中。
可時代變遷，年輕一代是否還會傳承這種京味呢？如果
不是這次經歷，我大概很難有機會知曉這一份獨特的京
味、獨特的神韻。在我看來，那小小的茶館，承載着北
京人的煙火；那小小的茶碗，杯壁上刻印着的是北京人
的點滴；而那飄香又質樸的茶葉，濃縮的是他們的人文
精神。我相信文化展現生活，而生活傳遞文化。
文化傳承最好辦法就是不要遺忘過去，中華文化深遠
廣博，它無聲無息、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一切。我們也
要抱着對未來的憧憬，大步大步前行，看祖國，愛祖
國，為祖國，用年輕人的熱誠和智慧，擁抱發展無限的
未來。

◆陳濬哲
中華基金中學三年級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杜甫在科舉中未能高中，仕途失意，生活陷
入艱難。終於體會到世態炎涼。這首詩寫於他
四十多歲那年患瘧疾已三月有多，探訪一位不
算深交的年輕朋友王倚，王倚自己家境也不富
裕，但見杜甫滿臉病容，連忙打發人賒米、買
酒、買肉，讓杜甫吃好一些，補充體能。杜甫
深受感動，寫下這首《病後遇過王倚飲贈
歌》。全詩頗長，在此節錄其中四句，可窺當
時長安的飲食文化，也可體會到杜甫對友情的
感觸及為此而流下熱淚。
長安的飲食習慣杜甫很熟悉了，畢竟已經住
了十年，但今日這頓由王倚殷情款待的也就不
一樣了。冬菹也就是醃菜，酸且綠，會不會是
今日我們在菜市場看到的雪菜？雪菜很惹味，
切碎加入肉片滾湯，再下粉絲，即成一款快捷
可口的湯水。倘患小病，用雪菜肉絲泡一碗米
粉，也是戒口的一餐。
「金城土酥」究竟是本地生產的酥餅，還是
另一個說法，土酥就是蘿蔔呢？不去深究了。

——杜甫之二（唐代）

三十六 病後遇過王倚飲贈歌

杜 甫 病 後 遇 過 王 倚 飲 贈 歌
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餚膳。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

戊戌秋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怒江峽谷最美公路怒江峽谷最美公路。。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眼睛更通亮 世界更遼闊
——「華夏博覽看今朝」港生內地研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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