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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碼

敦煌莫高窟裏的萬神殿

豆棚閒話

有學者說，莫高窟曾經是四種文明交融碰撞之地，哪四種呢？
它們分別是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還有古代中國的中
原文化相遇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產生化學反應，成就了敦煌
莫高窟裏的藝術創造。 在莫高窟第285號洞窟，就有這不同文明
碰撞後的例證，它被譽為「萬神殿」。 據考證，這個洞窟大約建
於公元538年至539年，是最早有文字題記的洞窟，明確記錄了建
造時間和贊助者的身份。
建造這個洞窟的贊助者是東陽王元榮，他曾是北魏的皇族成

員，相當於皇子。 被北魏的皇帝派遣至敦煌，成為當地的最高行
政長官。元榮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王公貴
族和普通百姓都將佛教信仰視為一種主流且時髦的生活方式和信
仰方式。
東陽王來到敦煌後，作為當地顯赫的政治和貴族人物，他必然

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莫高窟建造一個他們心目中最完美的
洞窟。這就是為什麼他建造了285號窟，並稱之為「萬神殿」。
雖然佛教本身是無神論，但傳入中原後，它融合了許多對神祇的
信仰，這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顯著變化。
東陽王作為王族，經常接待來自中原和其他國家的使節，因此

他的資訊和認知遠高於普通民眾。在今天的285號洞窟中，我們
可以看到來自古印度的婆羅門、歐洲的阿波羅太陽神以及來自古
印度的眾多佛教形象。同時，還有來自中原道家的雷神和中華文
明起源的伏羲、女媧的形象。這個洞窟匯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各
種崇高和崇敬的神的形象，這些形象是用當時最珍貴的天青石等
寶石製成的顏料繪製而成的。當你走進這個洞窟，你會被其色彩
斑斕和絢麗所吸引，滿壁繪畫，天青色、紅色、白色、黃色等色
彩交相呼應，繪有日、月和不同的星辰，學者們發現有來自古印
度、古希臘及中原的不同諸天神祇、毗瑟紐天、帝釋天、太陽
神、王母娘娘、雷公電母、中國《 山海經》記載的神獸等，一個

佛教的洞窟上繪製不同世界神靈，所以被稱為萬神之殿。
在建造這個洞窟時，東陽王並非孤軍奮戰。據說洞窟中有眾多
供養人的形象，可能是數百上千人。當時建造洞窟的形式類似於
眾籌，大家共同出資，歷時長久才完成這個洞窟。東陽王作為敦
煌最高統治者，擁有豐富的資源和財富，打造一個心中理想的佛
國世界應該是他當時的理想，這讓莫高窟第285窟成為一個了不
起的藝術寶庫，至今被細心呵護在敦煌莫高窟裏，已經永久不對
遊客開放。東陽王在敦煌還做了另一件事，他受到一位出家人的
啟發，因為當時紙張非常珍貴，經文難以獲得，於是他組織了許
多人開始抄寫經文。敦煌抄經後來成為歷史上非常珍貴的文獻。
在抄寫經文的過程中，他組織的抄寫活動流傳了下來。據說，他
的女兒也是抄經隊伍中的一員，這背後還有更多的故事。
東陽王去世後，他的兒子本應繼承他在敦煌的地位，但他的女
婿卻心懷不滿，設計謀殺了元榮的兒子，企圖成為敦煌的頭號統
治者。然而中原的朝廷認為這是犯上作亂，於是派遣一位官員來
到敦煌，設計除
掉了東陽王的女
婿，東陽王家族
在敦煌的統治就
此結束。雖然這
結局看似悲慘，
但東陽王和他的
家族創造的這個
無與倫比、至今
仍被視為國寶的
285號窟，一直
完整保存至今，
流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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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號窟複製窟。 作者供圖
牛肉火鍋味悠長

兒時，牛肉火鍋對我的誘惑，是
難以抗拒的。每逢冬天，母親經常
一大早去市場買新鮮的牛骨和牛
肉，張羅一頓牛肉火鍋。先用牛骨
熬製湯底，熬足幾個小時。熬得香
氣四溢，從鍋蓋慢慢鑽出來，我和
弟弟總迫不及待掀開鍋蓋要盛湯來
喝。「別着急，很燙嘴。」母親邊
說邊用筷子夾起盤中薄切的牛肉片
放在笊籬上面，放入湯中開始煮。
不到幾秒功夫，牛肉熟了，母親撈
起來放在我們的碗裏，再盛上湯。
我夾了一塊，蘸上醬料吃一口，再
喝一口湯。牛骨湯的醇香味、牛肉
的鮮嫩味和醬料的辣味融合在一
起，舌尖的味蕾幾度淪陷。我和弟
弟顧不上燙嘴，一塊接一塊往嘴裏
塞。母親笑着看着我們，動作嫺熟
地往鍋裏添加牛肉繼續煮。火鍋裏
升騰起的熱氣瀰漫在整個房間，我
們吃着熱騰騰的牛肉火鍋，天南海
北地聊着，別提有多幸福。
上大學後，母親總擔心我在外吃
不飽，也想着讓我外地的舍友們嘗
嘗潮汕美食。有時便從家鄉寄來牛
肉，讓我煮牛肉火鍋和舍友們一起

吃。寢室裏，我和舍友圍坐在桌
前，邊吃邊聊天。現在想來，那牛
肉火鍋裏縈繞着母親對於出門在外
的孩子深深的愛和期許。
後來，我畢業留在了外地工作。
每次回老家，母親總會提前準備好
食材，張羅一頓牛肉火鍋等我回
去。母親老了，她的雙手因歲月的
磨礪而顯得有些皺紋，卻靈活地一
手抓着笊籬，一手拿着筷子，熟練
地煮着牛肉。「多吃點，補補身
體。」母親邊說邊將熟透的牛肉放
到我的碗裏，我邊吃邊豎起大拇
指誇讚母親的好手藝，母親樂得合
不攏嘴。窗外寒風凜冽，屋內熱氣
騰騰。這一刻，生活中所有的壓力
和煩惱都煙消雲散，只需靜靜享受
和家人團聚的快樂時光。
一鍋熱氣騰騰的火鍋，是味蕾的
狂歡，是幸福的滋味。也許我們缺
的不是一頓牛肉火鍋，更多的是一
種生活的盼頭，家的溫馨。又到了
寒風刺骨的冬天，我給母親打了通
電話：「媽，過兩天我要回家吃一
頓牛肉火鍋。」電話那頭的母親喜
不自禁：「隨時等你回來。」

●李 朔浮城誌

●范詩銀詩詞偶拾

踏莎行．冬望

周褐秦灰，漢巾唐鎧。轉蓬旋過英雄
在。冰戈隊後凍雙鈎，腰懸多少天靈蓋。

汗血金樽，琵琶暮靄。居延海畔燕然
塞。征鴻何又振呼飛，獨孤卒子斜陽外。

踏莎行．冬思

岸柳垂澄，庭梧奪寂。辭鶯別鳳鑲青
碧。薄雲愜愜了無痕，雁行鶴對蹤難覓。

無際繁英，連聲霹靂。花香草膩成追
憶。白霜白羽白龍堆，鳴刀鳴隼鳴金鏑。

踏莎行．冬晚

宇廣添星，宵深誤月。松蕤縈鬱層層
雪。寒光滴點露盈眸，冷桐挑辟吟鞭鐵。

巷韻沉消，簾蘇傳爇。翩然燈火稀疏
葉。絲絲剩杪自搖搖，涼雲一片長天闊。

冬 韻 九 歌

踏莎行．冬曉

鵲帶霓來，葉隨霾去。飛埃奔水曾相
遇。前生招手後生逢，逢時未負今生許。

破斧無言，褰裳有句。塬頭漢子河邊
女。約它三萬六千天，紫薇紅了芭蕉綠。

踏莎行．冬原

敷粉荒江，披銀崗樹。飄飄野雪茫茫
路。春時沙蚌夏時鷹，秋雲樓楫冬蒿浦。

世或相容，天曾眷顧。往生凍水輪迴
霧。素巾斑玉碎冰花，冰花題著寒陽賦。

踏莎行．冬心

導往三魂，管通七魄。殷殷還做凡常
客。長安十里捲煙虹，槐淞柏骨興亡冊。

放縱長纓，徘徊錦瑟。霰鋪雨灑滄桑
陌。拳拳依舊少年心，遙眸攀拓班郎勒。

踏莎行．冬月

鵲剪初眉，穹方靜水。誰堪嵌入橫霄
美。木蘭默許露花開，松花爭把流珠佩。

快矣新生，翩然枯碎。悲余欣滿皆應
醉。紅塵青塚解襟懷，天河滴盡人間淚。

踏莎行．冬邊

地捲白茅，陣旋黃麂。皂雕迎日摶風
起。塹壕盤錯戰旗翻，纏綿睫雪丁零涕。

振子千排，米星萬里。乾坤屏上家山
尺。家山點點刻心中，心中默默為伊死。

踏莎行．冬興

骨脆銅敲，唾凝冰搵。關樓望斷連烽
信。乾枝梅眼蘊新芽，征鞍代馬銜霜刃。

堆夢九重，回眸一瞬。山河無恙心猶
寸。榆條不肯謝梨花，青絲忽已蒼蒼鬢。

2022年10月29日上午8時零4分，世上最後一
位南僑機工蔣印生在重慶市永川區去世，享年96
歲。蔣印生祖籍廣東，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
個華僑家庭。清朝末年，他祖父母到印度謀生，
成為當地有名的醫生；他父親和哥哥也都當了醫
生。家境富裕幸福，有房有車。蔣印生9歲就學會
了開車。1939年8月，不足13歲的蔣印生瞞着父
母悄悄報名參加了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被
安排在第九批。抗戰勝利後，蔣印生留在國民黨
部隊任駕駛員，後來隨部起義被改編為中國人民
解放軍。他在解放軍當運輸兵，曾多次榮立一、
二、三等功。後來從部隊轉業到重慶一家運輸公
司，又開了20多年客車，被評為國家特級駕駛
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9年蔣印生第一次輾轉回到印度探親。父親

和哥哥早已不在人世。母親勸他留在印度，他卻
想一直守在戰友們獻出熱血和生命的土地上。從
印度回來後，蔣印生積極投身僑務工作。2015年9
月3日，88歲的蔣印生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在禮賓方
隊護衛下，在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儀式。在接受
採訪時，他激動地說：「這份褒獎屬於所有南僑
機工、所有抗戰時期的愛國僑胞。」
如果說滇緬公路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那南僑
機工就是這條生命線上流淌的熱血。他們在民族
危亡時刻，用車輪書寫出一段抗戰生命線的歷
史！無論是回到南洋還是留在中國的南僑機工，
都會常常緬懷在戰火紛飛的滇緬公路上冒死奔波
的那段難忘日子。但是由於後來歷經磨難，許多
倖存者在有了家庭和後代之後，便選擇緘默，不
願詳談那段歷史。失去戰友的悲痛、遭遇轟炸和
翻車等危險的經歷，以及戰後謀生的艱辛，這些
回憶像石頭一樣久久地壓在他們心上。特別是那
些在特殊年代遭受過衝擊的人更加沉默。
中國步入改革開放年代後，中國遠征軍和南僑
機工在緬北滇西抗日的歷史越來越清晰，並得到
公正認可。199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
時，中國僑聯給當時健在的南僑機工頒發了榮譽

證書。2015年後，隨着全球華人社會對機工歷史
的關注，南僑機工的事跡被廣泛宣傳，南僑機工
的子女後代也得以重新認識自己的先輩。他們越
來越有興趣和動力去了解這段歲月。當一些機工
年歲漸高，或者去世之後，他們的後輩們主動站
出來，成為機工的代言人。
在當年南僑機工的集訓地雲南昆明，新聞南路
路口有一塊「南僑機工歷史文化主題街區」的指
示牌。新聞南路南僑機工歷史文化主題街區總長
約300米，12面文化牆重現了當年發起機工召募的
僑領陳嘉庚和南僑機工抗戰歷史文化以及歸國華
僑的愛國往事。這條街區已成為全國唯一以南僑
機工歷史為主題的文化社區，街區還建有一處南
僑機工歷史文化紀念館。紀念館小院裏，迎面是
一面刻滿南僑機工名單的英名牆，2,400多名南僑
機工的名字令人肅然起敬。勳章牆上掛滿了南僑
機工們獲得的各種獎章。紀念館二樓的陳列室
裏，展出許多關於南僑機工的珍貴文字、圖片、
影像、文物等資料。展覽館的講解員中有不少是
海內外南僑機工的後裔。
在昆明的西山公園，建有中國南洋華僑機工紀
念碑和南僑機工紀念館。紀念碑建於1989年，碑
身高9米，碑座高3米，底座上鐫刻着「赤子功
勳」四個大字。紀念館設有8個展廳，包括報告
廳、3D影視廳、展示廳、情景再現廳和抗戰雕塑
等。館內收集了與南僑機工有關的實物、史料、
照片和書籍，詳細記錄了他們的英勇事跡和工作
生活情況。紀念館還設有英名牆，記錄了3,200多
個英雄的名字，永遠銘記他們的貢獻。他們激勵
後人銘記歷史，傳承愛國主義精神。
在福建省泉州的華僑歷史博物館，有一本珍藏
的駕駛證，其主人是金井鎮石圳村的李明起（又
名李孟起），這是他在滇緬公路上疾馳的駕駛
證。福建是全國著名僑鄉，海外僑胞遍布全球，
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是福建僑胞最多的區域。據
1939年統計，當時在東南亞的福建僑胞就已近225
萬人，佔當時中國海外僑胞的近三分之一。在海
外的福建僑胞素有愛國愛鄉光榮傳統，時刻關注

祖國的生存發展。在當年南僑機工3,200多人的名
冊中，有近三分之一是來自八閩大地的福建人。
劉道南是馬來西亞南僑機工史料搜研工作室主

任，長期致力於收集南僑機工史料並為他們尋
親。他和夫人盧觀英自費在南洋幾個國家尋訪，
找到了不少機工的後人，還幫一些因各種原因沒
有登記的南僑機工確認了身份，領取了補助。
2019年8月15日，劉道南榮獲馬來西亞第二次世
界大戰歷史研究會第二屆和平獎。獲獎13天後，
劉道南病逝。在他的家中掛着一幅字：「我們的
文化，便是我們民族的靈魂。」
近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的「第二次世界大

戰歷史研究會」以及一些僑團，組織了「重走南
僑機工滇緬路」活動，有很多南僑機工的後人參
加。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當年都屬英國統治的馬來
亞（馬來半島），參加南僑機工的華僑青年最
多。參加重走滇緬路的蘇育平先生是馬來西亞機
工蘇鳳舞的兒子。蘇育平來到雲南畹町，在英雄
長廊那密密排布的名錄之中找到了父親的名字，
還看到了父親的機工檔案。直到這時，他才覺得
自己第一次真正走近父親心底的最深處。蘇育平
受父親影響最深的是心中那份對中國的特殊情
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以及獻身社會的志向。
南僑機工們不僅將最燦爛的青春奉獻給了中國

抗戰，而且他們的愛情、婚姻及家庭生活都因為
這段歷史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現今南僑機工已
經全部離世，他們的子女也大多年過古稀。硝煙
散去，生命終止，但歷史終究不會遺忘。南僑機
工的赤子忠魂永遠留在中華大地。機工的後代都
反映，機工們對於回國抗日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而機工們的後代也都對父輩的這段經歷感到自
豪。恰如馬來西亞檳城機工湯耀榮女兒湯曉梅所
說：「只要我們記得，他們便永遠活着；我們繼
承的不是功勳，而是精神。」

「冬吃蘿蔔夏吃薑，不勞醫生開藥方。」這句流
傳千古的諺語，如同一把時光的鑰匙，悄然間為我
們打開了一扇通往蘿蔔深厚文化底蘊與歷史長河的
大門。
這平凡的蘿蔔，外表樸實無華，內裏卻充滿了無
盡的奧秘。其歷史可追溯到千年之前，在《詩經》
的字裏行間，雖未直接提及蘿蔔之名，但「採葑採
菲，無以下體」之句，卻如霧中之花，隱約透露出
古人採摘此類蔬菜的生活剪影。
記得童年時，我時常跟在父親身後，參與着每一

次的播種與收穫。春日裏，父親帶着我，在濕潤的
土地上播撒蘿蔔籽，一粒粒種子，猶如希望的火
種，被我們小心翼翼地植入泥土的懷抱。夏日炎
炎，蘿蔔苗破土而出，綠意盎然，我與父親一同澆
水、除草，見證着它們茁壯成長的歷程。秋風送爽
時，便是拔蘿蔔的好時節。有一次，我興奮地衝進
蘿蔔地，挑選出一個最大的蘿蔔，使出渾身力氣，
終於將它從泥土中拔出，那一刻的成就感，至今仍
溫暖着我的心田。
蘿蔔的烹調方式多種多樣，既可生吃，又可熟
食。生吃時，洗淨切片，撒上一點細鹽，再滴上幾
滴香油，那份清脆與甘甜，瞬間喚醒味蕾的盛宴；
熟食則更加多變，無論是燉湯、炒菜還是醃製，蘿
蔔都能完美融入，為菜餚增添一抹獨特的風味。在
部隊服役的日子裏，條件雖艱苦，但中午或晚上的
餐桌上，白菜與蘿蔔卻是最常見的身影。它們雖簡
單樸素，但那份純真與質樸，卻成為了我們心中最
珍貴的記憶。蘿蔔，宛如一位沉默的智者，教會我
們在困境中堅守信念，在艱辛中尋找甘甜，以樂觀
為刃，斬破生活的重重困難。
如今時光匆匆，餐桌上的佳餚日益豐盛多樣，但
蘿蔔卻從未離開我們的視線。在我心中，它始終佔
據着重要的位置。每一口清脆地咬下，彷彿時光倒
流，童年的田野、父親的身影、軍旅的崢嶸歲月都
呼嘯而來。正如普魯斯特所言，氣味和滋味會在形
銷之後長期存在，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
和滋味雖說更脆弱卻更有生命力。蘿蔔，正承載着
我對往昔的眷戀、當下的珍惜與未來的憧憬。一口
蘿蔔，品盡人生的酸甜苦辣與世事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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