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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紅樓絲瓜夢

豆棚閒話

城中村的小院裏，我捧着發黃的《紅樓
夢》，春日的陽光懶洋洋地趴在書頁上。年
輕那會兒讀這書，只覺得滿紙都是公子小姐
的富貴閒愁。如今再翻，倒嚼出幾分人生百
味。書裏夾着幾片乾枯的絲瓜藤葉，讓紙墨
香裏混進了些許煙火氣。
菜市場裏水靈靈的絲瓜總讓我走神。那帶
刺的青皮裹着霜絨，活像大觀園丫鬟們穿的
綠綢裙。賣菜大娘硬往熟人手裏塞絲瓜的架
勢，讓我想起周瑞家給姑娘們送宮花的模
樣。鄰居牛叔以前常送我自家種的絲瓜，瓜
端的黃花摸起來，就像碰到林黛玉葬花時沾
了露水的花瓣。前陣子媳婦在院子裏種了幾
株絲瓜苗，春雨一澆，藤蔓跟撒歡兒似的往
上躥。葉子在風裏搖搖晃晃，倒有幾分湘雲
醉臥芍藥叢的憨態。前些日子開出小黃花，
明艷艷似油畫中潑灑的金彩。眼下藤架上掛
滿絲瓜，晃晃悠悠像大觀園裏掛的燈籠，只
不過這綠燈籠裏裝的是柴米油鹽的日子。
把絲瓜寫進《紅樓夢》，準保有趣。黛玉
會倚着瀟湘館的竹子，把細長的絲瓜看成命
裏的劫數，抹着眼淚寫兩句「青藤纏得柔腸
斷，露重霜寒瓠子單」。寶玉鐵定要纏着廚

房柳嫂子，嚷嚷着用絲瓜做翡翠白玉湯，還
要拉着探春給絲瓜開個詩社。而劉姥姥，要
是宴席上端盤清炒絲瓜尖，她準拍大腿叫
喚：「這綠油油的莫不是龍王爺的鬍子？」
保管惹得姑娘們笑得直不起腰。絲瓜古名
「天羅」，從印度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平日
老百姓拿絲瓜絡洗碗搓盤，要擱大觀園裏，
說不定比金鎖玉珮更得人心——畢竟再好的
玉墜子，也搓不掉衣裳上的油點子。
陽台上的絲瓜在夕陽裏打鞦韆，藤影爬過書
頁，把大觀園的雕樑畫棟和城中村的紅磚牆纏
成了親家。如果是賈府宴席上添碗絲瓜湯，熱
氣裏便會多一份普通人的溫暖。被賈璉蔑稱為
「薛大傻子」的薛蟠，是寶釵的哥哥，他狼吞
虎嚥的吃相，比吃那些花裏胡哨的螃蟹宴實在
多了。絲瓜的清氣鑽進書縫裏，忽然明白曹雪
芹寫的富貴悲歡，早就在菜市場的吆喝聲裏生
根發芽了。合上書時，絲瓜正在餘暉裏鍍上金
邊。恍惚間看見劉姥姥挎着菜籃子，黛玉拎着
澆花壺，在這鋼筋水泥的城中村巷子裏找地種
絲瓜。原來寶玉悟不透的道理，在這藤蔓間垂
着的綠月亮中，早講得分明——再金貴的夢，
也要落在泥土裏才長得出來。

幸福是一朵美麗的鮮花，是一種無聲的語言，通過分享，感
染每一個角落。幸福是內心的寧靜與滿足，是早晨的一縷陽
光，溫暖了心房，照亮了希望。
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士為社會培育人才，播下大量造福社會的
種子。從事農業耕作的人，為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提高
人類的生活質素，播下優質的糧食種子。不管是教育事業還是
農耕事業，播下的都是幸福的種子。
春天本是看花賞景的好時光，但農人無心賞景，他們惦記着
糧食的收成，忙碌着浸泡種子、將發了芽的種子撒入田中，直
至長出碧綠的秧苗。然後精心培育，讓禾苗天天向上，茁壯成
長。一幅幅生機勃勃的農耕畫卷在廣袤的大地上徐徐展開。豐
收的種子也不辜負農人辛勤的汗水，不愧對施加的肥料，一個
勁兒地生長，一個勁兒地灌漿，用自己飽滿的熱情，在大地上
書寫最美的詩篇，讓人們過上幸福的生活，獻出自己的生命。
長期在文化系統辛勤工作的人士，他們為弘揚中華民族的傳
統文化，培育出祖國的棟樑之材，默默地付出。這種看似簡單
的腦力勞動，也值得大家的關注與尊重，社會大眾稱他們是
「人類靈魂工程師」「為他人做嫁衣」的師傅，他們也在為社
會播下幸福的種子。
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好老師，每天不但讓自己活得快樂、自
由，還會用新面貌、新眼光去面對學生，與他們一同探索成長
的樂趣，避免使用一大堆知識理論把自己搞得悶悶不樂、也把
學生的求知歲月弄得無趣。他們認真有創意地備課，用各種教
學理論、各式教材教具授課，思索着如何引導學生以他們自己
的方式去探索知識的寶藏。
老師還要教學生主動觀察、記錄、分析、歸納，學會如何生
存、如何自我療癒、如何從身邊現有環境找到自身需要的資源
及如何與大自然和諧融洽地共生共存。培養、鍛煉他們的應變
力、學習力與適應力，為他們將來投身科研，打下堅實基礎。
學校及社會需提供環境、素材和資源，老師要讓學生懂得如
何定義、怎樣運用，盡量不去干涉、限制他們，讓他們可以用
好奇心去探索一切未知。
在媒體上工作的編輯也同樣有其不平凡的體會，他們絞盡腦汁
去修改文章裏的錯誤，杜絕差錯出街，讓受眾看到的是準確用字
用詞。他們在為社會大眾播下「文化種子」「除草施肥」「修枝
護體」，讓他們健康成長，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傳播正能量。
農耕屬於體力勞動，從事文化教育、媒體編輯工作的屬於腦
力勞動。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都是為社會和國家播種、育
種，創造財富，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為社會培育幸
福的種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在本質上還存在差別，隨着生
產力的高度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社會
成員的科學文化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通過腦力勞動與體力勞
動的相互結合，為社會健康發展創造更大的價值。
不論我們播下的是糧食種子還是文化種子，都需要認真護理
培育，才會茁壯成長，結出豐碩的果實，為締造幸福美好的生
活創造有利的條件。

幸福的種子
台山華僑多英烈（上）

敦煌莫高窟的當代供養人

去年（2024年）是南僑機工回國抗戰爭85
周年。《江門日報》對這段歷史又進行了採
寫，其中特別採訪了台山籍南僑機工、「當代
花木蘭」李月美和另一位台山籍機工黃藝民的
後人。
身在海南瓊海的李月美的大兒媳尹鳳娥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達了尋找李月美在家鄉和海外
親人的願望。李月美的大兒子已經去世。尹鳳
娥特別強調：「我們尋找我婆婆的娘家人，並
不是想得到他（她）們的幫助，只是想知道我
婆婆那個大家族的後人過得好不好，看看她哥
哥弟弟或者姐姐妹妹的小孩還記不記得這個姑
姑或是小姨。」定居重慶的台山籍機工黃藝民
的女兒黃春華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有生
之年，能找到爸爸的親人，是我們幾姊妹最大
的心願！懇請大家也能幫忙找一找！」
英雄後人尋親的報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熱
議。兩天後的8月17日，李月美老家台山市都
斛鎮橫崗山村的李秉元先生就電話約見記者，
提供了有關李月美親族的重要資料。原來李秉
元先生是《橫崗山村志》的編輯，他雖已年近
90歲高齡，但精神矍鑠，說話非常有條理。李
秉元說，他家當時住得離李月美家很近。李月
美的父親李榮基大概在上世紀初就到南洋去
了。當時他們村去南洋的人很多，而李榮基是
帶家眷去的。李月美在老家已沒有直系親屬。
旁系還有人在，但隔得比較遠。李月美本人也
沒有回來過。她家連房子也沒有留下，1949年
以前就只剩下一堵牆了。
據李秉元回憶，10年前，李月美的幼子楊善
中曾經回來過台山。他在有關部門的陪同下，
到村裏走了走，由於沒有老人在，沒了解到什
麼情況，就回去了。後來，村裏由李秉元執
筆，給楊善中寫了封信說明有關情況，信中有
一段寫道：「我們查了本村的族譜，與您外公
同輩或晚一輩的人隨着時間的消逝都已作古
了。您外公旁系的親屬的後人尚有人在。」
對村史十分熟悉的李秉元還建議，在李月美

老家的原址建一座橫崗山村村史紀念館，陳列
村中名人鄉賢事跡，包括李月美、李錦容姐弟
在內的5位參加抗日戰爭者的事跡。李月美的
大兒媳尹鳳娥收到回音後非常激動，並立即表

示贊同在村裏建村史紀念館陳列李月美姐弟事
跡的提議。
南僑機工黃藝民的女兒黃春華就沒有那麼幸
運。她父親黃藝民於1965年就去世了，那時他
4個兒女都還小，最大的12歲，小的才幾歲，
所以對父親的信息了解非常少。黃藝民的妻子
比他小20歲，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性格比較內
向，也不太知道黃藝民的具體情況，因此也沒
有對子女說過什麼。黃春華只記得有一點，就
是父親在最後病重的日子裏，說他想回到家鄉
台山，落葉歸根。
為尋找父親的具體出生地和老家情形，黃春

華姐弟到處奔波，查閱資料，挖掘線索。據南
僑機工重慶二代2008年9月編《定居在重慶的
南僑機工》一書記載，黃藝民1914年出生，
1939年6月從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巴東回國抗
日，屬於第六批回國的南僑機工，被分配在西
南運輸處第14大隊42中隊。在雲南省檔案局
的資料中，倒還保存了西南運輸處第十四大隊
擬調班長黃藝民代理少尉分隊長的檔案。但黃
藝民的登記表上只寫着：祖籍廣東台山。不知
道他到底是屬於哪個鎮村，也不知道他有幾個
兄弟姐妹。黃春華和姐姐為尋親專門到了台
山，她們到處問人，但是跑來跑去就是找不
到，也不知道怎麼找。最後她們在台山的那琴
半島，拿着父親的相片，對着大海大喊：「爸
爸，我們來了，我們送你回來了！」每每說到
這裏，黃春華就會哽咽，直至忍不住失聲痛
哭。
在廣東籍南僑機工中，李月美的台山籍同鄉

最多。在五邑籍南僑機工的歷史事跡中，也數
台山籍機工的故事最多。除了被譽為「當代花
木蘭」的李月美，在當年的滇緬公路等抗日戰
場上，還有許多台山籍華僑中的傑出代表。南
僑機工梁伯添祖籍台山都斛鎮，是李月美正宗
老鄉。他1916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原來在馬來
西亞他二哥開的一間機修廠幫忙開車修車。
1939年他 23歲那年，他不顧大哥、二哥反
對，報名加入了南僑機工。當年4月，梁伯添
從新加坡啟程，經緬甸仰光回國。從此他大
哥、二哥和他斷絕了聯繫，只有他姐姐還同他
保持聯繫。抗戰勝利後，梁伯添沒能回馬來西

亞，是因為日軍飛機轟炸，把他的護照和其他
證件炸毀了。機工隊伍解散後，梁伯添因為在
國外長大，能夠用外語與美英盟軍的人溝通，
於是他先後當上了翻譯員和排長。梁伯添因為
工作走過大半個中國，越南、緬甸、印度等國
家也都去過。1962年，梁伯添在海南省澄邁縣
仁興農場結婚，1968年回到老家台山都斛鎮溪
舊村務農定居。1986年7月27日，他因中風去
世，享年70歲。2015年，梁伯添兒子梁承恩
了解到社會開始宣傳南僑機工事跡，才去補辦
了確認他父親南僑機工身份的手續。
祖籍台山的陳壽全1918年出生於印度尼西

亞蘇門答臘省邦家島勿里浪沒鄉的一個華僑家
庭。1939年，年僅21歲的陳壽全瞞着爺爺、
奶奶和父母雙親，悄悄地賣掉家裏的小汽車，
自己花錢買票，從印尼邦加島出發，踏上歸國
抗戰的征程。在滇緬公路上，他經歷了多次生
死考驗。1943年到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重慶
的電化冶煉廠擔任汽車司機和修理工。抗戰結
束後，陳壽全定居重慶，繼續為新中國建設服
務。祖籍台山的馬瑞麟，幼年隨家庭出洋。他
隨第三批機工回國，在保山當技工。其間，馬
瑞麟和一位湖南姑娘王秀珍結婚。1946年，馬
瑞麟攜帶妻子兒女跟隨第一批復員機工回到馬
來西亞，於1962年去世。
走遍天涯路，最是故鄉親。樹高千尺不忘

根。中國人對自己血脈根源的來處，似乎有着
一種天然的追問。無論時光如何流轉，距離多
麼遙遠，那份對老家的眷戀、對鄉音的回憶、
對故土的思念，始終鐫刻在中國人的心中，成
為一種難以割捨的執念。1941年1月27日《新
華日報》在一篇關於南僑機工的報道中，有一
句至今令人感動的話：「幾乎每個人回國來參
加抗戰的經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實。」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日寇肆虐、國家危難
之時，南僑機工們選擇了骨肉分離甚至生離死
別。85年過去了，不僅是他們的子女後人，所
有應該銘記他們歷史功勳的人，都希望中斷的
歷史聯繫能夠接續，他們失散的親人得以團
圓，赤子忠魂得到慰藉。

●楊鴻飛
浮城誌

●南僑機工後人萬里尋親。 作者供圖

關於莫高窟的這些資料你知道嗎？它現在還保存着
700多個洞窟，南北兩個區域全長1,600米，共有492個
洞窟中有壁畫和彩塑。
如果你來到莫高窟，你會發現洞窟的外崖壁非常整

齊，崖壁上露着石子、沙土，牆壁也十分堅固，台階周
圍還有欄杆。
在1,600年的歷史中，它一直是這樣的嗎？其實這裏

面隱藏着一個有趣的故事，它發生在1961年。
1961年3月，敦煌莫高窟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1962年8月，文化部專家組來到莫高窟調研，發現幾
百個洞窟存在着窟頂坍空、背後開裂、崖壁懸空、岩層
風化破裂等嚴重的狀況，危害着千年藝術的安全。
專家組將狀況迅速報告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給出了

批覆：請計委在1963年度計劃中加以安排，並於今年
文化部事業經費中預撥五萬元。
實際上，整個保護工程的金額達到了100萬元。在那
個年代，這是一筆巨款。加上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經濟極
度困難時期，不僅需要拿出這些資金，還需要一個優秀
的團隊去完成它。
周總理想到了一個特殊的部隊——中國鐵道部工程兵

部隊。時任鐵道部負責人及工程兵上將政委呂正操，被
召喚到中南海，周總理見面後就溝通說：「有一個光榮
的任務要你去完成。」作為軍人的呂正操上將，立刻回
應說：「保證完成任務！」
他記得那天在場的還有陳毅元帥等人，離開總理辦公

室時，呂正操上將還問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莫高窟是
在什麼地方？
之後，一個100多人的設計施工隊伍，迅速來到了莫

高窟。設計團隊還在那個時代，首次採用了立體攝影繪
製設計圖，使用了擋護支頂和懸挑共同結合的技術。
梁思成還提出了「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的古

建修繕設計思想，是對這次莫高窟崖體工程的設計與施
工細緻建議，由外而內去實施，注重對上部的維護，防
止崖壁從上部崩塌的問題，特別提出要注意加固工程與
原有洞窟比例、形式、色彩的和諧，新牆樸素無飾等建
議。
工程從1963年春季開始，持續了數年，共維修崖面
576.12米，加固洞窟354個，使莫高窟72%的石窟得到
了有效保護。
在那個中國正處在經濟困難的年代，及時維護了莫高
窟整體文物的安全，搶救了大批瀕危壁畫和塑像。
直至今日，工程依然堅固。
幾十年後，一代名將呂正操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當他看到自己當年參與領導布置的工程項目時，還高興
地對身邊的家人說：「我也是當代的供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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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嘏，唐代詩人。唐會昌二年登進士弟，仕至渭南尉
卒。趙嘏詩名雖非很大，但他有句子傳誦千古。如「長笛
一聲人倚樓」，令他享有「趙倚樓」的雅號，另一句「月
光如水水如天」也極具畫意。
即使描寫江南特產貢藕，他寫來也是不落俗套，可說是
「不與世流同」。其中「褰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實令
人讚嘆。明朝詩人李東陽也有描寫藕，他說：「只向名花
看畫圖，忽驚仙骨在泥塗。」元代詩人郝經說：「蛟人折
向水晶宮，卻着金刀截玉筒。」表現了詩人對藕的描寫有
各自的情懷和詞采。
欣賞了詩人的描寫，來欣賞吃藕了。藕入饌實在豐富，
先來一煲廣府人的例湯——蓮藕煲豬踭鱆魚湯。此湯選用
豬踭部位是取其有少許肥肉，可補藕之瘦。再來一個簡易
的補身湯，也是舊日農村婦女產後的補品，也可作為素食
者的好湯——蓮藕煲紅豆，很清甜，紅豆要浸過夜最好。
要炒的話，用嫩藕切薄片，配以鮮百合及少許油、鹽清
炒，相當雅淡，也可加入少許肉絲。要手工細緻，可做磨
藕餅，先將蓮藕磨成蓉，加入剁豬肉、鹽、糖、生粉撈
醃，做成圓形入油鑊壓平慢火煎香。更可以將糯米釀入藕
孔內，先隔水蒸熟，再放入已煮好的糖水，即成甜品。

——趙嘏（唐代）

五十八 秋日吳中觀貢藕

●趙素仲

良心茶遊記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張武昌

●良 心

文化解碼

趙 嘏 秋 日 吳 中 觀 貢 藕
（ 節 選 ）

野 艇幾 西東 ， 清 泠映 碧空 。
褰 衣來 水上 ， 捧 玉出 泥中 。
葉 亂田 田綠 ， 蓮 餘片 片紅 。

己亥夏日
素仲配畫

●

莫
高
窟
崖
壁

作
者
供
圖

詩
詞
偶
拾

●

孫
伯
建

芒
種

麥
子
情
緒
低
落

她
就
要
離
開
家
去
遠
方

雖
然
過
了
年
她
又
會
回
來

和
家
人
團
聚

她
仍
搖
搖
頭

不
願
離
家
的
時
刻

太
陽
吹
着
鎖
吶

臉
憋
得
通
紅
通
紅

迎
親
的
隊
伍
浩
浩
蕩
蕩

好
吧

我
坐
上
轎
子
了

再
望
一
眼
讓
我
斷
腸
的
土
地

請
把
我
的
根
埋
好

明
年
我
一
定
帶
兒
女
回
來

鏡
子

你
是
我
的
鏡
子

在
你
裏
面
看
見
我

也
看
你

假
若
沒
有
睜
開
眼
睛

就
沒
有
鏡
子

也
沒
有
他
自
己

新
詩
三
首

世
界
有
一
面
鏡
子

我
們
都
看
不
見

卻
又
在
我
們
心
裏

它
照
亮
每
一
個
人

也
照
亮
自
己帶

貨

螢
火
蟲
打
開
直
播

一
邊
走
一
邊
指
點
要
帶
的
貨

一
塊
黑
暗
，
又
一
塊
黑
暗

還
是
一
塊
黑
暗

別
以
為
都
一
樣
，
都
是
黑
暗

這
是
你
想
要
的
小
夜
曲

那
是
你
夢
寐
以
求
的
新
居

還
有
你
想
抽
空
的
過
去

你
想
要
什
麼
@
一
下
我

你
到
一
閃
一
閃
的
地
方
提
貨

我
翅
膀
下
的
微
笑

拉
開
長
長
的
夜
幕

請
掃
碼

去
吧

放
下
你
的
遲
疑

拿
走
你
的
黑
暗

我
還
可
以
給
你
快
遞

郵
費
已
付
了

我
把
黑
暗
劃
掉
一
刻
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