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東坡，一個曠世奇才的名字。千百年來猶如一顆亮眼的星
星，閃耀在浩瀚的星空。他那優秀的文學作品、精湛的書畫藝
術，他那遠大的政治抱負，以及廉政思想和從政實踐，已經被
黎民百姓世代傳頌。他命運多舛，仕途不暢，但政治和文化的
影響早已跨越時空。這樣一位世界千年英雄和文化巨人，對他
的影響卻來自於樸實的家教家風。
蘇東坡的曾祖父叫蘇杲，孝順父母、仁愛鄉鄰是他的形象。
他善於理財和操持家業，但對財富觀念的見解卻與眾不同。他
認為財富猶如雙刃劍，多了會帶來災難，勤儉節約的同時，幫
助別人卻毫不吝嗇。後蜀滅亡時，很多官員賣掉宅業田產，去
討好新朝。在難得的低價收購機會面前，他卻不為所動。直到
去世時家裏的田地還不到200畝，房子破舊了也沒有花錢修
繕。有人問他為啥不為孩子着想？他說，孩子有出息，人人都
喜愛，孩子沒出息，留下財富也無用。
蘇東坡的祖父叫蘇序，是曾祖父九個兒子中唯一長大的獨
苗。曾祖父沒有對他溺愛，留給他的遺產，只有200畝薄田和
幾間破敗的房屋。蘇序沒有怨言，依然秉承父性，把仗義疏財
當作一種傳統的美德。有時候自己不吃也要給要飯之人飯吃，
有時候為了幫助別人，自己和家人還得挨凍受餓。好種小米的
蘇序，經常把稻穀拿去與別人交換，當他把這些小米一袋一袋
儲藏進大倉庫時，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要做什麼大買賣。有一
年蜀中大旱，眉州顆粒無收，蘇序搭起棚子，打開倉庫，把小
米熬成粥飯遞給一位位飢腸轆轆的饑民。一碗碗熱氣騰騰的小
米粥，映照出蘇序一顆善良而又良苦的用心。原來他儲藏小米
不是囤積居奇，是為了饑荒之年用來幫助災民。家庭富裕後蘇
序也不花錢買馬，有人問他出行為什麼不騎馬？他意味深長地
回答，長者都在路上行走，我騎在馬上會感到臉紅。
蘇東坡的父親叫蘇洵，是宋代一位大器晚成的典型。二十七
歲開始發奮讀書，憑着努力成為了一代文章宗師。「蘇老泉，
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成為美談。志存高遠、位卑憂國造
就了一代英雄。
蘇洵不僅發奮讀書還潛心教子，「奮厲有當世志」成為多少年

輕人的座右銘。蘇洵不僅和兒子一起讀書，一起討論國家大事，
晚年還以九品官員的卑微身份上書宰相韓琦，反對好大喜功，反
對加重百姓的負擔。位卑憂國，這在當時需要多大的勇氣。
蘇東坡的母親程夫人是位相夫教子的楷模，十八歲嫁到蘇家
後孝敬公婆勤勞儉樸。丈夫遊山玩水荒廢時光，她勸其發奮，
丈夫進京趕考，她輔導兒子學業挑起家庭重務。有一次在租賃
的綢緞莊發現一個地洞，洞中有一個甕罈可能埋藏着金銀寶
物。程夫人立即令人挑土填塞，不准下人挖掘，說地下的的東
西是非分之財，不能竊為己有。程夫人給家中小孩奴婢定下規
矩，不許獵殺雀鳥，不許捕殺生靈。她說，如果鳥兒不敢親近
人類，那人類一定比蛇鼠之類更加可怕可惡。於是幾年之內蘇
家的庭院長滿了花草樹木，鳥兒在裏面唱着歌兒安下家，蝴蝶
在裏面展開翅膀跳着舞……
向上是一首詩，向善是一首歌。清廉是一灣綠水，為民是一
幅山水畫。家風家教是春風細雨，也是一片富有營養的土壤。
蘇東坡在這樣的環境中熏陶長大，家教家風沁潤其心，他還傳
承發揚，沒有理由不優秀，沒有理由不偉大。

「行萬里路」的意義
——「華夏博覽看今朝」港生內地研學活動稿

豆棚閒話

短短十天，我學到了十個月的知識。一直以來，我們的學習
被固定在「讀萬卷書」的學習模式，認為坐在書桌前死背爛讀
就能擁有大智慧。直到親身參加這次「博覽華夏看今朝」研學
活動後，我才知道：除了「讀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
作為一個修讀歷史的學生，我經常在課本上看到許多歷史建

築和文物。例如紫禁城，歷史課本介紹得不可謂不詳盡，但我
從沒親身體驗過紫禁城的宏偉，直到這次踏入紫禁城，當那紅
牆碧瓦躍入眼簾，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它的威嚴。從進午門開
始，我感受到古代皇帝生活的氣派，上下五千年中華歷史之輝
煌。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分別為皇帝處理政事、休息和宴
請百官的場地。殿頂金碧輝煌，朱紅色使建築增添喜慶和富貴
的感覺。只可惜，這次留在故宮參觀的時間，還是太短了，看
不夠，想不盡。如果能再多給半天的時間研學就更好了。
俗話說：不到長城非好漢。我以為長城的陡峭，不過是詩詞

裏的文學誇張和照片裏的網紅造作，但實地參觀後，我發現走
了兩個箭台後大腿就痛得不行，更無法想像古代士兵扛着那麼
重的兵器和鎧甲是怎麼跑上去的。好不容易爬到高處，巍峨壯
麗的山峰與山上的樹木構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雖然書本上有
對各種建築詳細介紹，但那參與感還是要親臨其境才能夠真的
品味出來。這個春天，天空一碧萬里，在烽火台上遠眺，山谷
中清流縈繞，翠峯重疊，花木茂盛，山鳥爭鳴，這綺麗的風
景，真的讓我畢生難忘。
除了親身體驗書本上的知識，我還學到了不少課本以外的知

識。比如，北方人和南方人的飲食習慣之不同。在整趟旅程
中，我觀察到有幾個團友用的碟子盛菜，跟其他團友用碗盛菜
不同。後來發現，盛菜方式不同是源自南北的文化差異。在最
初，南北方吃飯的骨頭魚刺之類都是扔桌子上的。只是，北方

傳統是吃饅頭，把菜放在饅頭上非常不方便，所以需要一個菜
碟用來放菜。而南方人一直以米飯為主食的，所以菜自然而然
地放在碗裏也不影響，北方的菜碟傳到南方後，又開發了裝
「廚餘」這一新功能，原本放在桌子上的廚餘便有了一個閒置
的碟子來盛載。這些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的習慣，卻有着深遠的
文化演變，讓我大開眼界。
除了增長見識，我還在活動中提升了自己的溝通能力。一直
以來，性格內向的我都是個不善於溝通的人，經常在說話時不
知不覺得罪人。而這次活動，整整十天的行程，我在「獨立生
活」中，摸索了許多和他人交流的注意事項，也於交流的過程
中了解到他們的想法。同時，我是一個比較孤僻的人。對我來
說，這十天的旅程就如在昏暗的街道上亮起了十分鐘的光。雖
然時間不長，但足夠讓我看清楚他們的臉龐，讓我擁有了這十
天的美好回憶。老師和團友們的照顧也是非常到位，我亦非常
感謝他們。在這趟旅程裏，我也體驗到了不少新事物，例如乘
坐臥鋪火車還有磁懸浮列車等。這些新事物的體驗也使我對國
家的發展有更多的認識，為我人生的篇章增加不少內容。
毛主席曾經說過：「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
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習主席也說
過：「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們作為青年
人，擔負國家未來的重任，又有招商局如此用心讓我們深入認識
祖國，我們就應該不辜負他們的希望，為前途奮鬥，不應把眼光
局限小小的海濱城市裏，更應多認識國家和了解世界的發展。我
在這次活動中學到的不止是知識，更有對這個社會和國家的認
識。我們只有抱着不斷求知並去實踐的態度，才能有更光明的未
來，我們的民族也必定會有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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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州應該是全國最狹長的一個地州，南北
長達300多公里，東西最窄則僅20多公里。怒
江州的旅遊線路相對簡單，怒江縱谷貫穿南北
和沿江的美麗公路形成主線，西南端的片馬和
西北端的獨龍江為支線，東部的蘭坪因偏靠大
理被旅行者劃入大理深度遊的線路中。從瀘水
市區所在的六庫鎮北上到最北的丙中洛，300
多公里美麗公路沿途，值得停留的景點或分散
或密集。剛出六庫的一段景點非常密集，尤其
是從六庫去邊城片馬的路上，要翻過高黎貢
山，攀越風雪丫口，自然風光和歷史人文的景
區比較集中。
從瀘水市出發北上走美麗公路旅行，多數人
會先去瀘水的英雄邊城片馬鎮看看。在中緬邊
境的片馬鎮上，片馬人民抗英勝利紀念碑高聳
入雲，神聖莊嚴。鎮上還有記錄中美聯合抗日
歷史的駝峰航線紀念館。片馬鎮凸出在瀘水市
西部的中緬邊境，西、南、北三面與緬甸接
壤，國境線長達64.4公里。東部毗鄰瀘水的魯
掌鎮。從瀘水城區至片馬約90公里，瀘水市
區在怒江西側，六庫鎮在怒江的南邊，從怒江
大道往南走，跨過南壩怒江大橋，就走上怒江
東側北行的G219國道（美麗公路）。經小沙
壩服務區往北大約4公里就到了怒江躍進橋。
躍進橋是怒江州境內第一座橫跨怒江的鋼索柔
性汽車吊橋，建成於1958年，因時值「大躍
進」年代，故稱躍進撟。穿過躍進橋來到怒江
西岸，就進入了高黎貢山東坡的魯掌鎮地界。
魯掌鎮位於瀘水西北部，是進入怒江大峽谷
的南大門和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的第一站。
「魯掌」為彝語， 「魯」 意思為龍，「掌」
意思為糧，「魯掌」意思是「龍王恩賜糧食的
地方」。據有關記載，魯掌彝族是一支從外面
遷徙而來的部落，在魯掌繁衍生息已有四百年
的歷史。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怒江大峽谷南
部，明清時期在現瀘水市境內曾設有五邑：怒
江東的老窩、六庫；怒江西的登埂、魯掌和卯
照。明朝中葉至清朝，此五邑皆有世襲土司駐
守。登埂土司最大，轄三千戶；魯掌土司最
小，官名魯掌千戶（千總、把總）。明朝晚
期，巍山（蒙化府）茶氏遷居此地，世襲魯掌
千戶職。老窩、六庫、登埂、卯照四土司皆白
族，惟魯掌土司茶氏乃彝族。明清至民國初，
五邑隔江而治，登埂、魯掌、卯照土司隸屬永
昌府（今保山市），六庫、老窩土司隸屬大理
府雲龍州（今大理州雲龍縣）。五邑土司官守
土有責，力雖不及，仍然傾力英勇抗擊侵略
者。清末，五司率眾共赴邊境片馬，抗擊英軍
入侵。日軍佔領緬北後，沿密支那—片

馬—魯掌線路侵入。怒江西岸的魯掌土司率
部防衛，阻擊先遣日軍一隊，史稱「魯掌阻擊
戰」。魯掌千戶土司衙署，遭入侵日軍焚燬而
不存。怒江西岸淪陷後，諸土司隨主力固守六
庫上下游怒江東岸。
民國以後至新中國成立，魯掌長期做為瀘水
地區的行政治所，是原瀘水縣的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1913年（民國二年），登埂、魯掌
等五邑合併為瀘水行政委員會，專員公署先駐
六庫，次年即遷駐魯掌。新中國成立後，於
1951年置瀘水縣，直至2004年，魯掌鎮一直是
瀘水縣城。魯掌地處十分偏僻，是雲南省最後
一個通車的縣城。2004年，雲南省終於以「魯
掌地形陡峭狹窄，限制城市發展和對農村的輻
射帶動作用」為由，將瀘水縣城由魯掌鎮搬遷
到怒江邊六庫鎮的賴茂新區。雖然現在縣城已
經搬走了多年，但魯掌鎮仍然是周邊一個比較
大的集鎮，鎮上保留着許多老縣城的痕跡。
經躍進橋進入怒江西岸的第一個村莊是魯掌
鎮的登埂村，這是怒江著名的天然溫泉村，被
稱為「登埂澡塘」。魯掌鎮地處高黎貢山區，
地勢西高東低，境內最高峰為聽命山，海拔
3,896米；最低點就是怒江邊的這個登埂村，海
拔僅993米。在高黎貢山區，分布着大大小小
90多座形似鐵鍋的新生代火山，地熱資源十分
豐富。在眾多火山之間，又分布有許多溫泉，
熱浪蒸騰。火山地熱並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
的奇觀。溫泉中有不少特色溫泉，登埂溫泉更
是兼具高黎貢山和怒江相結合的特色。登埂溫
泉群的泉眼沿着怒江西岸自然分布，在200米
長的範圍內，水量較集中的有6至7處，水溫
50℃至72℃，熱水總流出量達到1,000立方米/
日。因此地大小泉眼密布，故被當地人賦予
「峽谷十六湯」和「登埂十八塘」等雅號。
在登埂澡塘，有一個古老的傳說。相傳古時
登埂河邊有兩位一母同胞的傈僳族姐妹，姐姐
名叫阿芝，妹妹叫阿麻。姐妹倆從小父母雙
亡，靠自己靈巧的雙手織花布維持生計。姐妹
倆不但手巧，人也長得美，唱起歌來連森林中
的小鳥也會停駐枝頭傾聽。村寨的頭人看中了
姐妹倆，可是姐妹倆不願嫁給頭人。頭人惱羞
成怒，把姐妹倆關起來，威逼利誘，甚至嚴刑
拷打。頭人的僕人同情兩姐妹，悄悄地把她們
放出了牢房。阿芝和阿麻姐妹倆被迫逃入深山
老林，靠吃野果活命。狠毒的頭人還是不放過
她們，派許多部下上山搜捕。兩姐妹被發現後
走投無路，雙雙縱身跳下了懸崖。姐妹倆死
後，身軀化成了高黎貢山的山脈，身軀墜落的
地方湧出了汩汩的溫泉。當地人認為這些溫泉

是姐妹倆的熱血幻化而成。傳說蘊含着深厚的
文化意義和民族精神，展現了傈僳族人民對自
由、愛情和正義的追求。為了紀念兩姐妹，附
近四鄉八村的人紛紛用這裏的溫泉水洗浴，他
們相信用這裏的溫泉水洗澡，可以洗去身上的
疾病和晦氣。來這裏洗溫泉的人們一邊洗一邊
唱懷念姐妹倆的歌，祈求保佑來年身體健康，
如意吉祥。
登埂溫泉慢慢成為附近群眾「闊時節」期間

傳統沐浴和聚會的場所。闊時節相當於漢族的
春節，時間大約在農曆十二月初五至次年的正
月初十。傈僳族人認為這幾天在溫泉裏洗過澡
一年都不會生病，所以就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
「春浴」。用聖潔的溫泉水洗去一年的污穢，
期待新年裏一切吉祥，慢慢地就形成了登埂著
名的澡塘會。從明朝永曆年間開始，官方正式
資助舉辦登埂澡塘會，至今已有400年的歷
史。通過幾百年來的發展，登埂澡塘會的活動
內容越來越豐富，除沐浴外，還有野營、民歌
比賽、弩弓、打鞦韆比賽和「上刀山下火海」
等文體活動，也有一些商品交易。這些活動不
僅豐富了澡塘會的內容，也使登埂澡塘會成了
怒江傈僳族的重要傳統節日盛會和文化活動的
大舞台。
現今的登埂澡塘會已成為怒江兩岸傈僳族一

年一度的盛大聚會和狂歡節。不僅是瀘水傈僳
族的傳統節日，也是保存和延續傈僳族傳統文
化的一種重要形式。登埂溫泉洗浴場也已舊貌
變新顏。從怒江邊的高處往下看，十二個心
形、水滴形、方形、半月形、梯形的澡塘由高
到低排列在緊挨山腳與江邊的地方，熱氣氤
氳，溫泉水流淌騰起的熱霧，洋溢出熱情奔放
的氣氛。除了澡塘盛會，登埂澡塘也以其獨特
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人文風情吸引着越來越多
的遊客前來參觀。
木棉花開怒江紅，冰清玉潔山水綠。春季的

怒江碧藍如玉，兩岸紅紅火火的攀枝花（木棉
花）熱烈綻放，將怒江大峽谷裝扮得格外美
麗。來到怒江，不如當一回傈僳族人，在山水
間共享自然饋贈，洗去一身疲憊。特別是早
晨，溫泉溫度高，熱氣冒得多，人在溫泉池
中，時隱時現，朦朦朧朧，猶如身處仙境一
般。無論你是尋求放鬆身心，還是想了解體驗
不同的民族文化，登埂澡塘都會讓你留下難忘
的回憶和美好的體驗。

◆管淑平

◆朱子家
聖類斯中學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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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城誌

◆怒江登埂澡塘。 作者供圖

七月的陽光如碎金般一瀉千里，將整
個世界鍍上了一層明媚的金黃，就在這
熾熱難耐之際，一陣清脆而悠長的「知
了」聲，穿透了燥熱的空氣，自院外那
棵歷經滄桑的老梧桐樹上傳來。這突如
其來的蟬鳴，喚醒了沉睡已久的夏天。
記憶中，兒時的夏日總是與蟬鳴緊密
相連。那時的我們，對午後的睏倦毫無
感覺，滿心都是對外面世界的嚮往。農
村老屋後方的那片小樹林，成了我們探
險的樂園。我們拿着自製的網兜，小心
翼翼地爬上樹幹，只為捕捉那一隻隻振
翅高歌的小傢伙。那些蟬，懶懶地趴在
樹上，一動不動。我們趁其不備，迅速
下網，待玩心散去，再將其放回森林。
一晃二十餘年過去，我從那個無憂無
慮的孩子成長為肩負責任的青年。城市

的喧囂逐漸掩蓋了自然的聲音，蟬鳴也
變得稀疏而珍貴。然而，在我心中，卻
渴望能聽到盛大的蟬鳴。因為，在我看
來，蟬鳴不僅僅是夏日的標誌，更是生
命不屈不撓、奮力向上的象徵。
於是，每當伏天到來，我總會尋一處

靜謐之地，閉目聆聽那來自樹梢的「知
了」聲，或高亢激昂，或低回婉轉，交
織成一首首生命的讚歌。有人覺得盛夏
燥熱，蟬鳴聒噪，於是心頭也變得浮
躁。但細聽蟬鳴，能夠從中聽出諸多樂
趣，而且無形中也會培養我們的定力。
此刻，我再次置身於這盛夏的蟬鳴
之中，心中充滿了感激與敬畏。感謝
蟬兒們用牠們那獨特的歌聲，為我們
帶來了夏日的清涼與生機；敬畏牠們
那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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