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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得生活一點雅趣

豆棚閒話

生活忙忙碌碌，心靈如負枷鎖。於是，
給生活培養一點雅趣總是好的，諸如，以
書為伴，以茶會友，以花為鑒，以墨傳
情，以樂洗心，以旅觀世。
讀書是我獲取知識，感受世界的方式。

每翻開一頁書籍，文字便如清風拂面，帶
我穿越古今，橫跨中外。無論是歷史的厚
重還是文學的細膩，書籍總能讓我的心靈
得到滋養。
喝茶是靜心養性的絕佳時刻。一杯好
茶，需要細細品味，如同生活，不急不
躁，才能品出真味。在茶香裊裊中，我的
思緒開始飄渺，彷彿與古人對飲，心靈得
到暫時的解脫。
養花讓我學會了耐心。每一種花卉都有
獨特的生長習性，關注它們從泥土中萌發
到綻放美麗的過程，既是對生命奧秘的探
索，也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花開花落，

無不在告誡我，珍惜眼前，感懷歲月。
練習書法是我修身養性的方式之一。一
支筆，一紙宣，揮灑之間，墨香沁人心
脾。書法不僅是藝術的展現，更是情感的
寄託，每一筆一畫都蘊含着我對美的追求
與嚮往。
欣賞音樂是我沉靜心靈的良藥。無論是
悠揚的古典樂曲，還是輕快的現代旋律，
音樂總能夠觸動我的心弦，讓我在音符中
感受到生活的律動與和諧。
旅遊是我拓展視野、體驗生活的途徑。

每到一處，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和風
俗，這些經歷如同鏡子，讓我反觀自身，
更加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生活中的這些雅趣，如同星辰點綴夜
空，令平淡的生活煥發光彩。它們充實了
我的精神世界，讓我在繁忙之餘，依然能
保持一顆平和與熱愛的心。

無意刷到一個視頻：有旅遊博主在斯里蘭卡街拍，
人來車往的大馬路上，一輛三輪嘟嘟車駛過鏡頭畫
面，車棚上面一句手寫的英文「Life is short，make
it sweet（生命短暫，讓它甜蜜）」，令我陷入了短
暫的沉思。平時常有人對周邊一些經濟較為落後國家
的人民，卻總是保持着樂觀開朗的心態極為不解，會
疑惑地問：這些人的生活水平明明不如我們，要什麼
沒什麼，為何幸福感卻比我們高得多？我想這一幕就
是最好的答案。用孟浩然的一句詩詮釋，就是「深得
坐忘心」。
《莊子》有一個關於「坐忘」的哲理故事：顏回找

老師孔子談論學習方法，孔子幾次讓他忘掉仁義禮
樂，顏回由此悟出「坐忘」是摒除心智上的羈絆，與
大道融為一體。因為很多人是「見卵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鴞炙」，看到蛋就想到了雞，看見彈丸便想到烤
鴞肉，忽略了人與世界是一種動態而又複雜微妙的關
係，思維方向歪了，自然也不可能獲得學識上的精
進。用現代話語歸納就是別想得太多，這樣才有動力
去接納新的東西，帶來新的感受認識，如果不懂得為
腦子減負，盤算得太多，反而會成為身心上的累贅，
形成對立。
比利時藝術家托馬斯．勒魯伊的作品向以諷刺犀利

聞名，他2015年在巴黎展出一尊青銅雕塑，軀體具
有古希臘雕塑人物般的優美流暢曲線，卻被搭配了一
個與軀幹完全不成比例的碩大頭顱，以至於身體無法
直立，面部神情顯得極度悲傷痛苦。雕塑被命名為
「大腦不足以維生」，諷刺現代人接納的信息太多，
想得太多，卻不懂得減負，導致軀體無法支撐畸形發
展的腦袋，不堪重負被壓彎了腰。這個雕塑的寓意，
很精準地抓住了當前技術進步社會效應下，人類的許
多思維行為方式正在被悄然改變重塑的本質——全球
化之後，人們的衣食住行與外界產生了實質性的聯
繫，形成了經濟、生活、信息各方面的系統化。每個
人被裹在這個系統化模式裏，如果不能拋棄掉冗餘的
垃圾，忘掉該忘的，反而追着時代潮流去過分索取，
日積月累，就會出現抑鬱、焦慮等形式的心理痛苦。
反觀那些經濟較為落後國家的人，正是得益於想得
少，容易接納當下的生活，把心安定下來，於是生活
也比外人想像得更具有可塑性，便於建立起正向的滿
足感和幸福感。這並非不思進取的宿命態度，而是知
道個體的能力與條件隨人不同，不去為夠不到的生活
胡思亂想，是由自己去構建幸福。雖然經濟物質條件
仍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線上，但營造出來的生活滿意
度、積極情緒、社會聯結感，甚至眼裏看到的人生風
景，都經常遠遠超出其他地方的人。那句「生命短
暫，讓它甜蜜」，即真誠表達出了對現有生活的感激
之情。

◆青 絲

深得坐忘心
◆良 心

徐霞客邊關望月

父親十周年祭

在高黎貢山百花嶺和南北齋公房周圍的古道行
走，沿線都可以看到各個時期的道路遺蹟、古渡
橋樑、郵驛站點、關隘哨卡、戰場遺址、宗教廟
堂和相關的碑刻題記等歷史遺蹟。因為歷史上這
一地區是南方絲綢之路永昌道的重要路線和出境
的險要關隘。
蜀身毒道從四川出發後分為多條線路向南，其中
西線的靈關道和中線的五尺道到雲南大理會合後被
稱為永昌道。古永昌就是現今的保山（更具體說是
現保山市隆陽區），永昌道即是今保山境內的路
段，也是蜀身毒道國內段的最後一段。商旅馬幫在
永昌道上行走，不僅要穿越毒瘴遍地的怒江大峽
谷，還要翻越平均海拔3,500多米的高黎貢山，因此
永昌道也是蜀身毒道全線最艱險的路段。而從當年
永昌攀越高黎貢山到中緬邊境騰沖的永騰驛道又是
永昌道上最後、也是最艱險的一段。據記載，永騰
驛道最早開闢於漢晉時期。永騰驛道從古永昌下到
怒江大峽谷，渡過怒江，再往上翻越高黎貢山到達
西邊的騰沖。由於地形複雜，氣候無常，路線多變
多條，不同時期的主線不同，根據有關歷史記載和
專家研究，永騰古道路線走向主要分三條。
第一條古道就是經過北齋公房的一條，被稱為
「北齋公房古道」。這是翻越高黎貢山最早的古
道，形成的時間應該在西漢以前。北齋公房古道
為翻越高黎貢山古道的北線，要經過海拔3,150米
的高黎貢山北齋公房埡口，是早期蜀身毒道從永
昌前往騰沖的主要通道。漢晉時期改設為官營驛
道。唐代中期，南詔王閣羅鳳「西開尋傳，南通
驃國」時，曾組織軍民對這條道路進行過大規模
擴修鋪築，作為大軍西出騰沖及緬北地區的行軍
通道之一，並在沿途海拔最高的高黎貢山北齋公
房埡口，建騰雲寺救助行人。宋元後，雖然官道
的交通重心逐漸南移，但隨着大理雲龍鹽井的開
發，古道又相繼成為官商馬幫從雲龍經永昌北部
和怒江南部，向騰沖及德宏各地運輸食鹽的主要
通道，民間俗稱「挑鹽路」。
今保山市隆陽區芒寬鄉的勐古村，歷史上是永騰
驛道北線（北齋公房古道）的重要渡口。勐古渡的
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自漢晉以來，一直是連
接保山與騰沖等地的重要通道。勐古渡所在的勐古
村東西臨怒江流水，北與今怒江州瀘水交界。這裏
地勢險要，位置獨特，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素有
「飛地勐古」之稱。勐古渡不僅是一個重要的交通
樞紐，還是怒江東岸的中國遠征軍一處重要防禦陣
地。在滇西抗戰的濺血歲月裏，紛飛的戰火也曾瀰
漫勐古。中國遠征軍在勐古渡構築碉堡群防禦體
系，狙擊重創試圖從高黎貢山大塘子沿江掃蕩的日

軍。勐古村至今還有一個堅固結實的碉堡，據說是
當年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部。
勐古渡所在的芒寬不僅有秀麗的風光，而且有很

多美麗的傳說。有個叫「霞客望月」的地方，流傳
的是旅行家徐霞客的故事。明朝時期，兵部尚書王
驥率領朝廷大軍進入永昌府之上江（今芒寬）一
帶，追擊叛軍至高黎貢山半山腰時，不見叛軍蹤
影，但見一座高大石壁，彷彿一座雄偉壯觀的城
池，於是稱之為「鬼城」或「石城」。明崇禎十二
年（公元1639年），時年已52歲的徐霞客從保山遊
歷到芒寬境內，曾在中台寺滄海老和尚帶領下，遊
覽了「不可不謂險之極也」的「鬼城」。當晚徐霞
客趁着酒興到村外散步。腳下芳草萋萋，耳旁蟋蟀
高歌，後有山崗樹木，前有怒江流水，但見一輪明
月從對面東山峰谷之間升起，皎潔明亮，清輝朗
朗。想到一月後就是中秋佳節團圓之日，徐霞客不
禁思浮聯翩，心旌搖蕩，在此久久望月，不忍離
去。後人為追尋徐霞客足跡，思慕徐霞客蹤影，經
常在此小憩，並將此處美其名曰「霞客望月」。
第二條古道是從潞江壩上去的一條古道。這是翻

越高黎貢山古道的南線，位居高黎貢山南部。潞江
壩位於怒江大峽谷末端，橫斷山脈滇西縱谷兩端，
由怒江河谷的一組沖積扇和高黎貢山、碧羅雪山山
麓低海拔台地構成，總面積2,014平方公里。波濤
洶湧的怒江從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劈開高黎貢山和
碧羅雪山（怒山山脈）之間的夾縫，形成了世界著
名的「東方大峽谷」。當江水沖出怒江州的地域
後，兩側的山峰似乎懼怕了這種自然的力量，不經
意間往後移動了幾公里，天地驟然變得寬闊起來，
江水也變得溫柔起來。大面積的田園從江邊一直延
伸到山坡上，層層疊疊，草木青葱，花果飄香。生
活在這裏的傣族人民覺得「怒」不是他們的性格，
就把這段怒江的「怒」改成了「潞」。潞江兩岸寬
闊的土地按照傣族習慣的叫法被稱為「潞江壩」。
由於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像牆壁一般擋住了來自印
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氣流，使潞江壩成為一個天然的
溫室，光照充足，終年無霜，是全中國少有的幾個
典型的亞熱帶乾熱河谷之一。
潞江壩是著名的大榕樹之鄉。在潞江壩最受人
尊重的植物是榕樹。傳說潞江壩過去有條惡龍，
不斷地噴火，把壩子變得乾熱無比。為了拯救百
姓，兩個傣族青年刀龍和刀罕不惜犧牲生命，殺
死了惡龍。後來，在他們死的地方，長出了榕
樹，流出了清泉。為了紀念他們，當地百姓就廣
種榕樹，形成了潞江壩奇特的一道景觀。
冥冥之中「潞」卻決定了潞江壩幾千年來的歷
史：水——怒江，滋養了兩岸的芸芸眾生；

路——南方絲綢古道，貫穿東西，成就了南方絲
綢之路的輝煌。古道從潞江壩攀上高黎貢山南部
的山頂，山頂上曾設分水嶺關，也築門洞城堡，
城門洞海拔約2,561米。因為古道經過的城門洞和
大風口兩地，海拔均在2,500米以上，為古道最高
控制點，故此道被稱為「城門洞古道」或「大風
口古道」。城門洞古道自東向西，東起永昌古
城，向西南分南北兩路過怒江。
這條古道的形成有史籍記載，最早應形成於漢晉

時期，為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的主要行軍線路。當
時因戰略需要，官方曾於海拔最高的高黎貢山分水
嶺埡口建諸葛城，作為西出騰沖、南控龍陵的主要
通行關隘。之後，因古道途經的潞江壩氣候炎熱，
瘴癘肆虐，較少有人從此路通行。元初朝廷征緬定
邊，考慮到該線路沿途地勢較北、中兩線平緩且里
程較短，乃將其作為大軍西征的主要通道，並在之
後將其列為雲南通緬驛道的主要線路進行擴修，沿
途設置蒲縹、橄欖寨等幾大驛站予以管控。
明初平滇，官方仍以此路為永昌、騰沖間的官營

驛道予以經營，除原有的蒲縹、橄欖寨等幾大驛站
外，又沿途增設蒿子鋪、蒲蠻哨、城門洞分水關和
騰越廳前鋪等路政軍事設施，並在橄欖寨前架設龍
川江鐵索橋以利通行。明初，由於保護永曆帝西逃
騰越的南明將領李定國在該路南線的高黎貢山磨盤
石與吳三桂大軍激戰，雙方死傷上萬人，致使古道
沿線屍骨塞路，疾病蔓延，被行人馬幫視為畏途，
不得不改路前往騰沖。明朝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
年），徐霞客神遊滇西騰越，曾兩次往返翻越高黎
貢山古道。《徐霞客遊記》之《越高黎貢山日記》
記載翔實，380多年後，沿路仍可找到《徐霞客遊
記》中提到的那些地名。
至清道光年間，由永昌府責成騰越商會捐款修築

的惠人鐵索橋建成後，又將驛道改從道街往西北至
惠人橋過江。抗戰期間，日軍佔領騰沖後曾沿古道
在高黎貢山東坡設陣地控制潞江壩，並與惠人橋東
岸中國守軍形成隔江對峙之勢。1944年5月中國遠
征軍反攻滇西時，先後有第6軍新39師等部從惠人
橋等地過江攻擊日軍。先後在高黎貢山東坡的橄欖
寨等地將日軍擊潰，並迅速南下截斷敵退路，為大
軍順利圍殲騰沖城守敵打下了基礎。1952年保騰公
路建成通車，永騰古道南線才最終被廢棄，這條古
道前後沿用時間達1,700多年。

◆管淑平
浮城誌

◆◆潞江壩亞洲第一大榕樹潞江壩亞洲第一大榕樹。。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來鴻

父親是一位農民，也是一位鄉村文化人，一晃離開我們
十年了，想起父親，我常常想起牟河壩那幾間低矮的茅草
房，想起那個雖然貧窮但很溫馨的家。
父親羅開通，1927年農曆九月二十九出生於丹稜縣仁興

鄉文武村，當地人又叫小羅山。年幼時為躲避國民黨抓壯
丁，隨爺爺奶奶搬遷到洪雅牟河壩。童年喪父，少年喪
母，因家貧寒，只讀了3年私塾。後拜一位道士為師，走
南闖北，歷練社會風風雨雨，不斷學習，把自己磨練成一
位鄉村文化人。婚喪嫁娶，紅白喜事，鄉里鄉親要向父親
討個黃道吉日；小病小痛，也喜歡向父親討個符咒；有時
候為種莊稼，還請父親幫掐算天氣。父親還寫得一手好
字，腦子裏也裝了許多民間故事。這在那個年代的鄉村，
也是了不起的事情。新中國建立後，父親收刀檢卦，專心
務農，擔任過生產隊保管員等。
父親24歲才和母親結婚，這在那個年代，已算大齡青

年。結婚時，爺爺奶奶均已不在人世。母親當時也是一位
受傷之人，給馬河山一位姓李的大戶人家當了10多年童養
媳，後來那人參加了工作，開始嫌棄母親。嫌棄也在常理
之中，光明正大離婚即可，偏偏那人害怕受到輿論的譴
責，採取了冷暴力，讓母親善良的心靈備受摧殘，不得
已，母親只好自己提出離婚。與父親結婚時，沒有文化的
母親什麼彩禮都沒要，只要了父親一句承諾：「以後要對
我好，別打我！」父親一生恪守這個承諾，從沒動手打過
母親一次，而且相濡以沫，恩恩愛愛一輩子。
父親和母親一共養育了七個子女。老五夭不到3歲因病
夭折，大哥30歲時因肺癆不幸去世。「肺癆」當地人又叫
「傷力病」，說是幹體力重活傷了元氣得的病。大哥從小
很乖，很懂事，得知生產隊年終決算家裏年年「倒找」
時，才讀完小學四年級的大哥主動退學回家務農，自從大
哥回家務農掙工分後，家裏不再「倒找」還能有幾十元錢
進賬。大哥的去世讓父親非常傷痛，從此不讓我幹「抬石
頭」之類的重活。
我是父母的第六個孩子，父親40歲時才生下我，生下我

那年，父親把茅草房擴建了一下。父親從小愛我，克服各
種困難讓我讀完初中，這在姐妹兄弟中，也算是最高學歷
了。偏偏從小愛好文學的我不安心務農，勞動之餘喜歡讀
書創作。後來被縣文化館臨時聘用，參加民間文學三套集
成搜集整理工作。那時候已經實現土地責任制，60歲的父
親把田地的農活一肩扛起，為的是讓我在外面專心工作，
爭取一個跳出農門的機會。
後來我被洪雅林場黨委破格錄用，參加了工作，從此離

開了老家，離開了牟河壩，成為生產隊裏第一個吃皇糧的
人。那時父親已經66歲，他心裏是高興的。因為工作的需
要，我先後輾轉到北京、天全、江西工作，雖然父親的年
齡愈來愈大，他唯一的兒子離他愈來愈遠了，可他還是支
持的。當我從江西省林業廳調回雅安職業技術學院時，他
的臉上是抑制不住的興奮，因為我離家愈來愈近了。

父親很珍惜這個家，也很愛他的子女。三年困難時
期，為了生活，大姐被母親悄悄抱養出去，父親從此一
直充滿歉疚。二姐沒有上過學，父親總是滿懷遺憾。三
姐個性強，脾氣倔，父親也很少對她發火。妹妹從小乖
巧懂事，父親十分疼愛。在家裏，父親很少打罵我們，
總是教育我們要大讓小，姊妹之間鬧了矛盾也不許用髒
話罵人。出門在外要多幫助老人，多做好事。空閒時
間，父親愛給我們講故事，故事裏包含着樸素的人生哲
理。每次去村裏吃酒宴，他總是用一片青菜葉或芭蕉葉
把蛋鼓元、敦子肉、酥肉等肉食包回家，與家人一起分
享。我工作的地方，父親一處都沒去過。每次進城趕
集，他就愛到縣城人民路旁我兩室一廳的家裏去坐坐。
說說話，吃頓飯就走，有時飯沒吃也走，留也留不住。
後來父親患了白內障，發現時已是晚期，年紀大了不能
做手術。可是每次進城，他還是要摸索着到我家。雖然
從不在我的家裏住過一夜，可我的家，成了他的精神支
柱。記得我在江西工作時，有次剛回到洪雅家裏，聽見
門響，開門一看，原來是雙目失明的父親由老母親攙扶
着來了。父親說，我還以為沒人在家呢，準備敲敲門就
走，沒想到你回來了。那一刻，父親的眼裏迸出了驚
喜。我的眼睛卻有點濕潤了。
父親的晚年是孤獨的。我參加工作時，姐姐妹妹已經出
嫁。含辛茹苦養大的兒女，沒有一個在他身邊。但有母親
的陪伴，父親也過得快樂。我在家鄉工作的時候，也時常
抽空回去看望他們，每年他的生日，我和姐姐妹妹也帶着
家人，回去給他慶賀，茅草屋裏又飄出了歡聲笑語。父親
最後一次生病住院的時候，我的兩位老領導，兩位正縣長
級幹部，還親自去醫院看望了他。我想，這些應該是父親
最大的幸福。
生活中不僅有鮮花彩虹，也有狂風冷雨。誰也沒有想

到，當我歷經波折回到四川雅安時，當時唯一的兒子病
了。兒子的病給了我沉重的打擊，也影響了回家看望父親
的頻率。2014年8月28日下午6時， 87歲的父親離開了我
們，在他離去3個多月後，兒子也離我們而去。當我們送
兒子回鄉下老家入土為安時，是對老母親隱瞞了消息的。
可老母親見到姐姐妹妹時，第一句話就說，我昨晚夢見你
們父親回來了，還帶了一個小孩。一生熱愛家人的父親，
你是把你的孫子接到你的身邊了嗎？父親走後的那一年，
我接連失去了大兒子、母親，以及岳父、岳母，歷經了人
生最大的傷痛。好在雨後天晴，跑了5年醫院後，如今小
兒子也5歲多了，聰明、健康、活潑、可愛，帶給我們不
少慰藉。父親放心，無論生活多難，兒子一定把您的小孫
子撫養成人。
父親走後，很少入我夢境。我想，那是他怕影響兒子的
工作，不願打攪罷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
忘。陰陽兩隔的父親，今生是不能再和您相聚了，每每想
起這些，我就止不住淚水肆流，長歌當哭。

◆羅大佺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李適，即唐德宗。唐代京都風俗，在中和
節（即農曆二月初一）上巳，重陽等節日到
曲江邊遊樂筵宴。曲江，在今陝西西安市東
南，秦時為宜春苑，漢時為樂游原，河水水
流曲折，故名曲江。是長安市節日的遊宴勝
地。這年的重陽節，唐德宗也在此遊宴，並
賦六韻詩以寄歡欣之情。
唐德宗在此詩序言中說：「朕在位僅將十

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故此詩中
「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並」，並欣喜「朝
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之句。
唐代重陽節如此熱鬧，今日的重陽節又有
什麼好吃的？菊花最好配蛇羹，但並非人人
愛吃蛇，有些人聞蛇色變。我則改為以雞絲
代替蛇肉。重陽節祭祖先，將已拜祭完的雞
隻去皮去骨，撕成小條備用。以上湯煮已浸
發的冬菇絲、木耳絲、紅蘿蔔絲，埋玻璃芡
（即不用生抽、蠔油，取其色澤清雅），最
後加入已撕好的雞肉，即成雞絲木耳羹，可
灑下少許菊花瓣以應重九節令。

——李適（唐代）

四十 重陽日賜宴曲江亭賦六韻詩用清字

李適 重陽日賜宴曲江亭賦六韻詩用清字
時 此 萬 機 暇 ， 適 與 佳 節 並 。
曲 池 潔 寒 流 ， 芳 菊 舒 金 英 。
朝 野 慶 年 豐 ， 高 會 多 歡 聲 。

戊戌夏
素仲配畫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