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這首初食筍詩寫
得別具一格。告訴今日的人們，嫩筍價格竟然
重如金。初出林的嫩籜香苞確是誘人，齊白石
的畫很有鄉村風味，在他一幅《白菜冬筍》題
跋中說：「曾文正公云，鴨湯煮蘿蔔白菜，遠
勝滿漢筵席二十四味。余謂文正公此語猶有富
貴氣，不若冬筍炒白菜，不借他味，滿漢筵席
真不如也。」讀李商隱的詩，賞齊白石的畫，
看曾國藩的菜單，真是人間煙火的三重享受，
也領悟到他們的養生之道。
鮮筍分有冬筍和春筍，要吃好的筍一定要到
杭州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春末到杭州旅
行，餐餐都吃「油炆筍」。吃到了第六餐，忽
然有人說：「吃筍濕毒呀，皮膚會出問題。」
廣東人對吃筍有些禁忌，其實除非是皮膚敏
感，否則不必擔心，反而筍的纖維能令大便暢
通。每年春節過後，香港的南貨店就有鮮春筍
運到，價錢當然不菲，但趁鮮嫩吃自家製「油
炆筍」還是很值得的。自家製作當然可以少醬
油少糖，吃來健康一些。製作很簡單，將洗淨
處理好的筍放在油鑊上爆炒，數分鐘後加入半
碗用生抽、老抽、糖及水調勻的醬汁，蓋上後
中慢火燉煮約40分鐘即可。

20252025年年44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5年4月12日（星期六）

2025年4月12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張岳悅文 匯 園B3

露珠裏的扶貧故事

不知不覺，舉家搬遷香江之濱，已經差不多一年。從開
始的一句粵語聽不懂，到現在喜歡粵語的溫婉古典。從開
始的不會打車軟件，到現在可以自己開車，穿行於深圳
灣、屯門、荃灣的滾滾車流。從吃不慣香港的食物，覺得
味道太清淡，到現在回西安，可以吃出來乳瓜添加劑的味
道。從在港島川流不息的人流中，孤獨和無助，到現在荃
灣有了自己的辦公室……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在潤物無
聲之處開啟了一段新的旅程。但，古城西安烙入人生中的
深刻印記，始終難以淡去。
1998年高考失敗，臥薪嘗膽半年後，我如願通過復讀考
入西安交通大學，人生從此不同。在厚重的文化底蘊和質
樸的民風習俗熏陶之下，從不會普通話，到可以聽懂陝北
方言、陝南方言、關中方言。從舉目無親，到朋友遍及三
秦大地。從野心勃勃的山東窮小子，長成了一個自信強大
的中年胖子。巍巍秦嶺72峪，有過我的足跡；交大櫻花
路的浪漫氛圍裏，有我一去不復返的青澀回憶；漢中油菜
花田、洋縣梨園農莊、延安的窯洞，都有我曾經無處安放
的青春洋溢。
許巍有首歌，20歲的時候第一次聽，到了45歲，才真

正聽懂曲中意。「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黃昏，為何我總對你
一往情深……曾經給我希望，也給我絕望……曾經給我快
樂，也給我夢想……」誠如此刻慢慢愛上香港，愛她的文
明富足，愛她的食物繁多，愛她的法治有序，愛她的天青
海藍，愛她的包容多元。過往只是匆匆踏足的旅遊目的
地，而今正潛滋暗長成第三個故鄉。
駐足香江，回望過去20年在西安的點點滴滴，感嘆際
遇多變，不停地得到，也一直在失去，唯有附着在記憶裏
的友情親情，無邊無際。每一次回到西安，回家了的感覺
濃郁而酸楚。就像汪峰在歌裏唱的那樣，「當我走在這裏
的每一條街道，我的心從此不再平靜……」20多年的西安
生活，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到依戀，早已從外到內讓魯
國人蛻變成了秦國人。每一次離開西安，都會在咸陽機場
的貴賓廳吃一碗「biangbiang」麵。這是家鄉的味道，就
像泰山炒雞和大包子一樣，成為留存在舌尖上的家鄉味
道。回到香港，枕濤聽潮，忘不了三秦大地上蹉跎的青春
歲月；輾轉反側，忘不了真摯友誼裏的無數次促膝長談。
偏安香江，夢回三秦。

偏安香江 夢回三秦
滇緬公路邊關畹町（下）

敦煌莫高窟最後一個洞窟

在雲南，說起畹町南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念公
園，大家都會傳頌一位叫林曉昌的企業家和他
義父南僑機工林福來的故事。林曉昌原名黃曉
昌，福建省晉江人，1979年到畹町做邊貿生
意。1983年，黃曉昌結識無兒無女的南僑老機
工林福來，了解到林福來參加南僑機工從南洋
來雲南滇緬公路搶運抗戰物資的傳奇經歷。
林福來原籍福建廈門，出生在馬來亞太平縣一
個華僑小商賈家庭。1939年2月，21歲的林福來
和幾個愛國華僑青年一道，報名參加了「南洋華
僑機工回國抗戰服務團」。他未婚妻的父母反對
他加入南僑機工，他毅然解除了婚約。他所在的
西南運輸處第十四大隊，主要任務是從下關把九
大隊運抵的軍火和汽油等抗戰物資運往昆明。戰
事吃緊時，他們也必須驅車前往芒市、遮放等地
直接裝運，工作量巨大，大部分時間都是風餐露
宿於滇緬公路。滇緬公路是在缺乏機械設備的艱
苦條件下，使用原始工具人工開鑿搶修而成，因
此路況極差，山高谷深，坡陡彎急，路面狹窄，
異常險峻。有一次，林福來從保山搶運軍火回下
關，在永平至下關路段，碰上一輛對頭車，眼看
兩車即將相撞，如果引起軍火爆炸後果不堪設
想，千鈞一髮之際他猛打方向盤，卡車失去控
制，連人帶車翻滾下山窪，翻滾過程中他被從駕
駛室甩出，跌落在地上，還沒等他緩過神，幾箱
散落的彈藥箱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臉、身、腿
部多處負傷，小腿部還被剜去一塊肉。當時幸未
引起彈藥爆炸，恰又得到機工戰友及時救援。
新修的公路難走不說，還常常在半路上遇到日
軍的空襲，不少機工被炸得車毀人亡。林福來他
們搶運完物資，在返程的路上見到汽車殘骸，就
會靠邊停車去搜尋戰友的遺骸。三年中，僅他們
收殮的遺體就有一百多具。由於不知死難者的名
字，就地掩埋時插根樹枝或放塊石頭留作記號，
以待戰爭勝利後再來重新安葬。日軍佔領緬甸，

在緬甸的南僑機工便向國內撤退，林福來在途中
搭救了逃難的原籍福建的許姓華僑同胞一家五
口。他駕駛的車剛過惠通橋，國民黨守軍就為阻
止日軍過江炸毀了橋。林福來在楚雄安頓好許姓
華僑一家，繼續驅車前往昆明搶運物資。但一到
昆明，他們就被西南運輸處莫名其妙地解僱了。
後來他應召在中美航空公司當駕駛員，到中美航
空公司的印度丁蘇加飛機場，負責運輸汽油和大
錫錠等軍需物資。1944年底，他又回昆明到西
南運輸處設在保山的交通部第四運輸處參加抗
戰，繼續在滇緬公路上搶運軍需物資。
抗戰勝利後，林福來因當時滇緬公路仍需駕
駛員，就留在了雲南，後與曾搭救過的許姓華
僑家大女兒成了婚，隨許家輾轉到緬甸謀生。
在去緬甸的一路上，林福來又找到並掩埋了不
少戰友和同胞的遺體。到緬甸後，林福來先後
在九谷、瓦城一帶居住，主要幫一個車行老闆
開車運貨，常常往返臘戍、仰光等城市。1952
年，念念不忘滇緬公路犧牲戰友的林福來下決
心離開許家回國，選擇在中緬邊境的滇緬公路
重鎮畹町定居，因為他希望能親眼看到犧牲戰
友早日得到安居。
定居畹町後，他經常沿着滇緬公路，憑着原
先記憶尋找原來掩埋戰友遺體時作的標記。然
而，不僅因為歲月變遷和雨水沖刷，很多戰友
的埋骨地已無法找到，而且他的密林尋訪招來
了橫禍。當時邊防軍巡邏看見他在深山老林裏
到處尋覓，還邊找邊作記號，就把他當成「特
務」拘押，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後，他被
安置在灣甸農場當技術工，培訓開車與汽車修
理。一晃就過去了19個年頭，在此期間，他又
組建了家庭。1979年冬，林福來與妻子王英娘
回到畹町定居。1986年5月，在畹町僑聯的幫
助下，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黃曉昌被林福來和南僑機工的身世、經歷和對

抗戰的貢獻、對祖國的忠誠深深感動。為了照
料、贍養林福來夫婦，為老人養老送終，黃曉昌
認了林福來做義父，並把自己的姓也改成了林，
改名為林曉昌。從此，林曉昌也與南橋機工這個
群體結下了不解之緣。為了照顧好年邁的林福來
老人，1992年林曉昌全家從緬甸回國，定居畹
町。1994年10月，林福來逝世，他最大的遺願
就是讓戰友們的忠魂回歸故里。
林福來老人去世後，林曉昌為完成義父遺願，

喚起各方對南洋華僑機工赤子功勳的關注，擬定
了為南僑機工修建一座紀念公園的藍圖。2004
年，林曉昌捐出350萬元積蓄，作為紀念公園的
第一期投資，先在畹町國門面朝滇緬公路修建起
一座南僑機工紀念碑。林曉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後，更加積極為紀念、傳承南僑機工的愛國精神
呼號奔走。在2008年的兩會上，他積極倡議國
家給南洋華僑機工遺孀發放生活補助。提案得到
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從當年8月份就開始在全國
落實南洋華僑機工遺孀的數量和補助。
2011年，林曉昌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了

建立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念館的提案。提案
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宣傳部高度重視。在
中央和雲南省的支持下，南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
館於2014年開始建設。2017年，作為紀念公園
第二期工程的南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落成，並
免費對外開放，紀念公園的一些配套也開始興
建。在2017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林曉昌提案
建議在滇緬公路上為死去的無名築路者修建紀念
設施，並啟動為滇緬公路申遺。林曉昌說，忘記
歷史就等於忘記中華民族的靈魂。

●楊鴻飛
浮城誌

●雲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會
長林曉昌向記者介紹他為南僑機工做的文化
牆。 作者供圖

來鴻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我特別喜歡的洞窟。這個洞窟非常
獨特，是敦煌莫高窟裏的經典作品，它就是莫高窟第三
窟。
十幾年前，因為拍攝紀錄片的緣故，我曾進去第三窟細
細觀看過。一進到它的空間裏面，就會被深深吸引，為之
驚嘆！但是，由於壁畫退化等原因，現在這個洞窟可能會
永遠不對外開放了。
據說它是敦煌莫高窟裏，最後一個繪製完成的洞窟，創
作年代在元代，12世紀左右。
這個窟的壁畫，是什麼人完成的呢？關於它的繪製者，
一直充滿着爭議。在這個窟的牆壁上，曾經出現過三個
字——史小玉。有學者依據這個字跡推斷，第三窟裏的壁
畫，是一位生活在元代，名為「史小玉」的畫師繪製。也
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這個史小玉可能是一名遊
客，在遊歷莫高窟時，寫上了自己的名字，類似「某某到
此一遊」的行為。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史小玉是一位供
養人。關於他到底是什麼人的說法不一，成為一個爭論不
休的學術懸案。
十幾年前，在莫高窟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還能隱隱約
約看見這三個字。十幾年過去，如今已經是2025年，因為
氣候和空氣濕度溫度的變化，據說「史小玉」這三個字已
經消失了，伴隨這三個字一起退化的還有第三窟的壁畫。
但是，敦煌研究院的藝術家已經複製出了這幅畫。一些

學者認為，這是一幅了不起的繪畫。
據說在這幅千手觀音像上，包含了中國線描的眾多技

法，足有13種之多，如鐵線描、折蘆描、遊絲描、丁頭鼠
尾描等，準確描繪出了人物衣飾不同部位的特色紋理。它
跟敦煌莫高窟的其它壁畫相比，繪製手法又有所不同，它
應用了水墨暈染法來繪製。

繪製壁畫的過程中，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用細泥塗
抹牆面。當年，第三窟壁畫繪製時，牆面處於半濕半乾的
狀態。畫師用毛筆描線，筆墨線條非常細膩，又顯現出墨
色暈染的美。每一次看到它，我都有一種被觸動的美感。
它的美之所以會打動我，是因為觀音菩薩及她周圍的仙
人、供養仙女及金剛等形象，極其生動微妙，這是今天的
很多線描藝術家們難以達到的水平。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就會發現一千隻手臂的線條，都有
些許的微妙區別，並不完全一樣。我相信在畫這幅畫的時
候，畫師們可能歷經了很長時間，他們在繪製過程中擁有
極其安寧沉靜的心理狀態，也擁有對觀音菩薩虔誠的信
仰。也正是由於這種沉靜和虔誠，才能畫出如此美妙沉
靜、又恰到好處的線條。
她的衣帶、妝容，與隋唐時期壁畫的華麗風格完全不
同，展現出中國宋代文人的淡雅。那個時代，文人藝術家
們崇尚道法自然、清雅淡泊的審美。
到了千年以
後的今天，在
莫高窟，我們
可以欣賞到一
千年來，中國
人在不同時代
對 審 美 的 變
化，它們展現
出極其獨特又
豐富多彩的特
徵，這也是莫
高窟獨特的魅
力所在。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李商隱（唐代）

五十七 初食筍呈座中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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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海

●良 心

文化解碼

李 商 隱 初 食 筍 呈 座 中
嫩 籜香 苞初 出林 ，
於 陵論 價重 如金 。
皇 都陸 海應 無數 ，
忍 剪凌 雲一 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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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棲梧．春水
海市軒軒峰隊隊。斷續駝鈴，搖

落英雄淚。一粒紅星歸雁醉，兩行
精刃晨霜繪。

團柳垂垂銜細葦。半鏡青穹，縹
緲旃裘鬼。記取年年銷骨美，草原
三月生雲水。

鳳棲梧．春雪
荻拜葭萌葒子吐。亂絮翻飛，依

約迎風舞。花墜寒枝珠潤浦，俏芽
抱暖苔皴滸。

春未遲來心不古。古韻新聲，和
夢乾坤煮。鯀禹江河秦漢釜，崇山
隱隱聽天鼓。

鳳棲梧．春月
清寂輕涼晴宇上。青月如輪，照

徹人間亮。桂影流蘇蘭芷帳，春條
奉朵遙相望。

傾窖陳華將酒釀。寬袖深樽，舞
起雲波蕩。玉兔金蟾爭伴唱，圓回
缺去皆無恙。

春韻九歌
鳳棲梧．春梅

初蕾枝頭開俊眼。張蕊分眉，爭
作雲舒展。旋過山岑春不管，濡來
江渚隨風捲。

千里凍韁僵手挽。對隊征靴，依
印量深淺。肩鐵輕彈襟袂滿，悠然
飄向蒼天遠。

鳳棲梧．春聲
冰裂松江龍虎吼。北朔榆風，南

嶺梅吹瘦。漸起市喧浮曉晝，街燈
次第天音叩。

出水龍盤山擺手。一笛平安，萬
里流光秀。篩過星壺霓碗後，東方
紅已高聲奏。

鳳棲梧．春蛇
魄蘊寒冬魂寓雪。一卷鱗涼，一

寸柔腸熱。游弋青原依綠葉，野巒
穿過荒河涉。

百樣紋衣春彩抹。春色團團，許
予春風裂。望遠無邊天地闊，疏星
泊在彎眉月。

鳳棲梧．春花
花海春紅誰點檢。一縷花風，圓

了桃花傘。花蕊梨深荷杏淺，塘花
濺雨晴光染。

南嶺鳳凰花綴冕。簪上花毫，簽
過歌花版。花絢五星橋款款，詩行
拾得朝花晚。

鳳棲梧．春景
簇簇馬蘭花又紫。曉露凝珍，蒼

耳青青矣。莎草須絨溪水洗，一聲
雲雀層霄裏。

野韭新香生嫩齒。笛柳搖風，吹
夢連宵起。枝上榆錢還有幾，也向
蒼鬢呼紅蟻。

鳳棲梧．春興
梅子半黃青杏小。一架荼蘼，說

與東風老。百幻停雲羞媚巧，幾章
詞句題難了。

本是流光春最好。好個邊霜，霜
發秋來早。時不待兮心莫惱，姬家
土闕嬴家草。

天還沒大亮，簷角的麻雀就鬧翻了窩。
我踩着露水往梯田走時，褲腳在青石板上
拖出兩道水痕。山風捲着連翹花的苦香，
遠處懸崖上的太陽能板在薄霧裏閃着銀
光，像是太行褶皺裏漏出的星星。
老楊頭的剪刀聲比鳥鳴還清脆。花椒樹
下的石牆爬滿葡萄藤，紫鬚勾着金燦燦的
玉米串。「你們是來拍露水梯田的吧？上
回縣電視台來採訪，說我這剪花椒的架勢
能上電視嘞！」他抹了把汗，脖頸的皺紋
裏嵌着花椒碎屑。對面山坳的花椒廠快蓋
好了，鎮裏來的技術員總蹲在地頭畫圖
紙，南方口音裏裹着一股濃郁的花椒香。
雜誌社的流雲揹着三腳架出現時，老槐
樹剛染上第一縷陽光。她背包上褪色的布
老虎活脫脫一隻小老虎，跟着她的腳步蹦
蹦跳跳。「露水真能當鏡子使？」她伸手
與老楊握手時，腕間的玉鐲子叮噹脆響。
石板路上的露珠被我們踩碎又凝結，她突
然蹲下來把鏡頭對準石縫裏的蒲公英，噴
壺的水霧在逆光裏變成一道彩虹。
中午在村部吃飯，流雲盯着牆上的脫貧
攻堅圖發呆。「這些梯田的線條像不像凍
住的海浪？」她用筷子蘸着醋在桌上畫，
「這兒是浪尖，這兒是波谷……」老支書
端着山藥蛋湯過來，碗底重重磕在桌上：

「閨女，這可不是風景畫，是咱山裏人拿
智慧繪出來的致富圖！」
午後的陽光在掛壁公路上砸出銅錢大的
光斑，流雲支起三腳架時，山風掀起她烏
黑的頭髮。放學的娃兒們揹着碎花布書包
跑過時，山歌震得山谷嗡嗡響。她追着拍
了半里地，最後在小賣部門口把彩虹糖分
了個精光，指尖還沾着小女孩辮梢的紅頭
繩。
暮色漫過曬穀場，老楊頭送來了自種的
青杏。流雲咬破的酸澀裏帶着露水的鹹，
我們仰頭看北斗星歪在山坳裏，風車葉片
把星光攪成了碎銀子。她傳給我的照片
裏，老楊頭的影子正被夕陽焊在太行脊樑
上，梯田的露珠裏藏着千萬個太陽。
第二天清晨，她背包上的花椒香囊搖搖
晃晃，越野車的後視鏡裏，老楊頭的身影
縮成了山褶裏的小黑點。山風送來昨夜的
對話：「為啥總往鏡頭上噴水？」「霧氣
能讓畫面透氣，就像故事得留些空白。」
露水在晨光裏蒸發時，我突然明白：真
正的扶貧故事不在鏡頭裏，而在老楊頭剪
落的花椒枝上，在孩子們書包的碎花布
裏，在山裏人被露水醃透的日子裏。我們
不過是舉着相機的採露人，把山野裏蒸騰
的煙火氣，凝成時代長卷裏的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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