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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男女老幼皆不敵三國時期歷史的魅
力。三國時期歷史名人輩出，眾多政治家、
軍事家、文學家以及軍中名將，如魏武帝曹
操、曹丕、曹植，三曹與孔融等建安七子都
是建安時期文學的代表人物。蜀丞相諸葛亮
更被後人視為智慧人物的代表，蜀將關羽則
被後人視為武聖。至於三國時期的賢臣和勇
將更是多不勝數，孫吳有周瑜、張昭、魯
肅、黃蓋；劉備軍中有諸葛亮、關羽、張
飛、趙雲；以及曹營的張遼、曹仁等眾多名
將。因此在正史以外，三國故事深受歷代民
眾的喜愛，早在宋代民間文藝的「小說」、
「講史」中就已是主要題材之一。到元末明初
形成《三國志通俗演義》，今本署名羅貫中
撰。從此三國故事廣泛流傳民間，更被編成
各種地方戲曲，以致普通百姓已不知歷史原
貌，因而引起不少爭論。
楊泓教授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

教授，於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
門化學習，1958年畢業。自1958年至今，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中國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工作，開始任研究實習員，逐
漸提升為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0年7月
開始任研究員，並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
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的導師。同時兼任
《文物》月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
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
授。
三國時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掘開始於上世

紀50年代。在洛陽發掘的有曹魏紀年銘的鐵
帳構的墓葬，這使人們開始認識曹魏時的埋
葬習俗。此後，湖北鄂州和江蘇南京不斷發
掘的孫吳墓葬，日益加深了對孫吳埋葬習俗
的認識。特別是安徽馬鞍山發現的孫吳右軍
師左大司馬朱然墓，更揭示了孫吳上層統治
集團重要成員墓葬的面貌，墓中出土的大量
蜀郡製作的精美漆器，生動地反映出那一時

期孫吳與蜀漢之
間錯綜複雜的聯
繫和爭鬥。近年
來在南京上坊發
現的孫吳大型墓
葬，對探尋孫吳
帝王墓葬有了新
啟示。發掘河南
安陽西高穴大墓
的考古簡報，更
攪動了社會各界
三國時期最令人
感興趣的重要歷
史人物—曹操
的陵墓爭論的熱
潮。
三國時期遺留至今的歷史遺跡和遺物眾

多，許多經過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在已進
行過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的三國時期的城市遺
址中，最重要的是曹魏的鄴城，它是曹操被
封為魏王后的魏王王都。曹魏鄴北城雖然不
是都城，僅為王都，但實為曹操當政的建安
年間實際的政治中心。其創新的城市平面布
局，有 劃時代的意義，標誌 自漢至唐時
期城市性質發生的變化已經開始，對後世的
都城平面布局影響深遠。
曹魏時期社會生活中另一項重大的變化，

表現於人們死後墓儀制度的改革。突出表現
是帝王力主薄葬，代表人物是曹操和曹丕父
子，不僅下令薄葬，而且他們自己也是身體
力行。早在曹魏建國之前，曹操於建安十年
已下令禁止厚葬，並禁止立碑。皇帝主薄
葬，貴戚官員將帥也遵從曹魏法制，多行薄
葬。正由於薄葬，不封不樹，因此在鄴城附
近的考古勘察中，多年沒有發現任何與魏武
帝曹操的陵墓有關的線索，磁縣地區多年來
被誤傳為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大型封土墓，有
的已經考古發掘，都是東魏北齊時期的墳
墓。直到安陽西高穴大墓的發現，才對魏武
帝曹操的陵墓所在，這一個難解的考古學之
謎，給出了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爭論的答案。
曹魏薄葬，中止了東漢末年社會上普遍流行
的喪葬豪華奢侈的風氣。
目前在河南洛陽地區發現的曹魏墓，多與

東漢晚期的墓很難區別，比較典型的墓例是
隨葬有正始八年鐵帳構的洛陽澗西16工區
M2035，該墓是帶耳室的前堂和棺室的磚
墓，前有長斜坡墓道。在方形的前堂後部中
央，原設有以鐵帳構支張的覆斗狀坐帳，原
來帳前放有酒食具，現尚殘存有玉杯、銅博
山爐等物。表明曹魏是禁止墳上立祠，因之
出現在墓室前堂設帳放脯酒致奠的習俗。左

耳室內有陶俑、陶磨、陶井、豬圈以及家
畜、家禽模型，當時模擬庖廚。右耳室出土
了七件帶蓋陶罐，或許是模擬倉房。從形
制、結構和隨葬遺物等方面看，當時較多承
襲東漢晚期磚墓的傳統。這種具有長方形棺
室和左右帶有兩個小耳室的方形前堂的平面
布局，應是曹魏時期流行的形式。在偃師也
發現了同樣形制和布局的曹魏墓，也影響到
河西和江南等地區墓葬的平面布局。目前發
掘的曹魏墓中，所葬死者身份最高的是曹操
之子東阿王曹植的墳墓。
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獲得的三國時期的文

物，以青瓷器、銅鏡和兵器最值得注意。瓷
器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偉大發明，由原始瓷器
向瓷器的轉化是在東漢晚期。到了三國時
期，浙江地區的製瓷業在東漢時期瓷器生產
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孫吳時期的青
瓷器，過去雖有少量傳世品，但大量的發
現，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再來是三國
時期的兵器。雖然當時社會經濟凋敝，但為
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各國都極力關注鋼鐵冶
煉技術的進展，特別是將「百煉鋼」的技術
應用於刀劍的製作，曹操、曹丕父子都曾親
自參與製作百煉鋼刀，曹植還曾寫過讚譽百
煉鋼刀的「寶刀賦」。考古發現的三國時期的
兵器，主要是鋼鐵製造的戟、矛肖、矛、刀、
劍和箭鏃，還有裝在木弩臂上的青銅弩機。
以上概略介紹了自20世紀以來中國考古發

現的三國時期的文物，也發現發掘研究跟小
說《三國演義》中所描繪的有一定的差距。
三國時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佔有特殊位置，
乃為秦漢盛世結束後，向新的隋唐盛世開啟
的過渡階段。雖然三國時期的年代不長，僅
僅半個世紀左右，但是其間各種政治勢力分
離聚合，形式繁雜多變。三國故事長久流傳
不衰，具有極強的藝術生命力。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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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對三國時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掘

自認為是個好父親。理由是，能夠持續地陪伴
七歲的女兒看《喜洋洋和灰太狼》而毫無怨言。
這樣說，並非要證明一個合格的爹與灰太狼有甚
麼必然聯繫。我是說，作為父女，我們在看動漫
這件事上，找到了類似國與國之間的最大公約
數。
當然，這與外交沒有任何關係。
中國的動畫片，包括網絡遊戲，據說與日、韓

的產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有國際上最大的市
場，卻沒有最具影響的作品。如果說最近幾年還
有那麼一點點起色的話，《喜洋洋和灰太狼》應
該算一個小小的轉折，小小的。
看了幾集，習慣了狼的被戲弄，就明白了編劇

的良苦用心：所謂愛心，就是要在喜劇的背景下
讓狼的圖謀一次次落空、一次次挨老婆的平底
鍋。這個劇本的核心所在，就是讓披 狼皮的豬
一次次被欺騙，然後重複類似的喜劇。
不過，這個邏輯在現實生活中成立嗎？有這樣

的狼嗎？換個角度來看，真有這樣聰明的弱勢群
體嗎？我所知道的弱勢群體，其實不是這樣的。
羊就是羊，牠們最終的命運是被宰割；狼還是
狼，無論穿甚麼馬甲，只要不被關到籠子裡，總
是要吃羊的。
這樣想 ，再看電視裡的《喜羊羊與灰太狼》，

就覺得異常虛假。我們的編劇，為了所謂的喜劇

精神，竭力鼓吹權勢者的愚蠢和弱勢者的聰明與
狡猾。
那隻可憐的狼，牠一次次埋首搞發明，一次次

敗於幾隻小羊的小聰明且屢敗屢戰。那隻可憐的
狼，費盡心機，總是吃不到羊肉。被牠連累的，
還有那隻名叫紅紅的母狼⋯⋯牠們在編劇的筆下
充滿了悲劇的意味，卑下到幾乎背叛自己的本
性。
上帝啊，讓狼吃一次羊肉吧。
灰太狼的故事，頗讓我想到愛情。有人寫過叫

做《婚姻男女》的暢銷小說，故事裡講，一個離
婚的男人，遇到了六、七個的離異的女子。她們
忙 和他上床，然後逼他交出存摺和房子的鑰匙
⋯⋯她們總是這樣。於是，有了這些經歷的男子
開始厭世。他開始懷疑世間所有的感情。
故事最後的結局是，他找到了一個未婚的女孩

子，兩個人結婚的前夜，她突然因車禍而去世。
—這故事太悲傷，不走運的男人注定一無所
獲，除了滿身的瘡疤。
男女交往，大凡初戀，多數考慮得比較單純。

一旦油鹽柴米之後，二八佳人變成河東獅吼，慇
勤的小子轉身成了甩手大爺。愛情的童話，就開
始褪色了。
於是，大家開始覺醒。不幸分手，就拚命去抓

自己能夠抓到的東西。這個時候的紅男綠女，就
成了液晶屏裡的一群小羊。他
們開始處處設防，使盡心機。
結果是，一群溫柔天真的羊族
子民，變成了戀愛專家和英勇
無敵的羊鬥士。
這群羊逐漸習慣了與狼進行

搏鬥，鬥爭哲學貫穿了牠們的
思維始終。這樣，狼確實是吃
不到羊了。羊本身，再也不是
原來的羊了。被犧牲掉的，是
最初的憧憬和關於愛情的信
仰。
編劇大人，為了愛情，讓羊

純潔一次，讓狼吃一次羊吧！

■文：馮　磊 ■文：葉　雷

讓人生充滿禪味
—讀紀廣洋新著《烹禪煮佛》

秋聲漸近，蟋蟀也是應時而鳴。每年
秋季，民間不少地方都會舉辦鬥蟋蟀的
比賽，吸引愛好者參加，雅好此道者，
也不遠千里趕赴產地，挖掘收購名蟲，
此乃中國特有的民間文化活動之一。
蓄養蟋蟀相鬥為戲，據說起源於唐天

寶年間。雄性蟋蟀的翅上有發聲器，好
鬥善鳴，喜獨居，若遇同性，必一決高
下，古人根據蟋蟀的這一特性，蓄養以
之相鬥娛樂，進而決賭財物，甚至不惜
投以萬金，付之一博。南宋之際，城市
工商業高度發達，鬥蟋蟀這種市井娛樂
也進入到了一個鼎盛時期。詞人姜夔在
《齊天樂．蟋蟀》的序裡提到：「蟋
蟀，中都呼為促織，善鬥。好事者或以
三二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為樓觀以貯
之。」這一社會現象，也是承襲唐代富
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的奢靡風氣。
宋理宗的時候，權臣賈似道好為此戲，
不惜荒廢政事。《宋史．賈似道傳》
曰：「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
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賈似道
的家裡專門建有用於貯養蟋蟀的「半閒
堂」，他常與小妾鬥蟋蟀為樂，視為比
政務更為重要的事情。
在此時期，民間鬥蟋蟀的活動也是十

分興盛。如在三吳一帶，遊藝場所都有
鬥蟋蟀的場子，由人設擂，若有挑戰
者，須把蓄養的蟋蟀呈上檢驗，務使相
鬥的蟋蟀個頭大小相當，經過雙方的認
可，比賽方才開始。旁觀的眾人也可以
根據自己支持的一方下注。不過，比賽
是在一個高台上進行，只有蟋蟀的主人
可以目睹相鬥的過程，其他人只能在台
下仰望而已。然而，即使無法親睹，也
是無阻旁觀者的下注熱情，縱然為此輸
至千百錢，賭徒們也是無怨無悔。
鬥蟋蟀的盛行，也衍生了相關的產

業。明代的時候，為了捕捉到勇武善鬥
的蟋蟀，人們每年立秋之後，就到河北
的易州、西陵等地尋蟲，以梅花方翅為
上品。捕捉到的蟋蟀，還要經過一段時
間的飼養和訓練，每天飼以磨碎的黃
豆，等蟋蟀開始求偶，再把兩隻雄蟲放
在一起，讓它們互鬥，第二天，再往罐
裡放兩隻雄蟲，挑戰頭一天的勝者。勝
者若是又能卻敵，則為「將軍」。能夠
連殺三隻雄蟲者，則為「大將軍」，持
之與人決鬥，戰無不勝。吳中一帶，還
追捧與蜈蚣共穴的蟋蟀，名為「蜈蚣蟋
蟀」，人們視為名品。
《清稗類鈔》載，明宣宗朱瞻基酷嗜

蟋蟀，曾下密詔讓蘇州太守替他物色名
蟲。蘇州的一個下級武官，捕得一隻勇

健善鬥的蟋蟀，通過快馬傳驛，進貢到
朝廷。明宣宗得到以後大喜，遂以軍功
獎勵這位武官世職，以至於當時的吳中
童謠唱道：「蟋蟀叫，宣德皇帝要。」
而且，明宣宗對於蓄養蟋蟀的用具也非
常講究，他曾下令御窯和官窯燒製了大
量的蟋蟀罐，作為宮中貯養蟋蟀之具。
由於這些蟋蟀罐形制精美，造型雅致，
被後世之人推為奇珍，皆以收藏宣窯蟋
蟀盆為時尚。
明人陸粲的《庚巳編》載有一事：明

代蘇州有個叫張廷芳的人，對鬥蟋蟀沉
迷不已，卻又輸多勝少，不得不屢賣家
產償債，久之，遂傾家蕩產。某夜他夢
到家中供奉的玄壇神指點，到某地樹下
挖掘，捕得一隻深黑色的大蟋蟀，自此
與人賭決，從無敗績，獲利數倍於前。
蟋蟀到了冬天死了，張廷芳痛哭流涕，
以銀棺葬之。這個傳奇般的故事，後來
還進入了話本小說。比陸粲稍晚的謝肇
淛，在《五雜俎》裡就提到張廷芳一
事，在當時已成為了話本小說的故事底
本。而且這個故事還留下了一個傳說：
蟋蟀死後，「大將軍」用金棺下葬，
「將軍」用銀棺下葬，埋在當初捕到蟋
蟀的地方，到了第二年又會有同樣的品
種復生，非此則無。
即使是在處於亡國邊緣、朝不保夕的

南明時期，鬥蟋蟀為戲，仍然未能禁
絕。清人王應奎的《柳南續筆》曰：
「馬士英在弘光朝，為人極似賈秋壑，
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
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
南明弘光政權的內閣首輔馬士英，罔顧
軍情告急之聲，猶以鬥蟋蟀博戲為樂，
被人比作是南宋的奸相賈似道，稱他為
「蟋蟀相公」。在他的主政下，弘光政權
迅速敗亡，也是在情理之中。
鬥蟋蟀與釣魚、養鳥、種花一樣，都

是人的興趣愛好，只不過，君子可以寓
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方才是理
性的人生態度。

■青　絲

鬥蟋蟀

「禪」是個甚麼東西？就如華中
師範大學邱紫華教授在《百家講壇》
上說的那樣：禪是一種特有的智
慧，如同腦筋急轉彎一樣，讓人意
想不到又回味無窮；禪是一種獨特
的哲學觀念，蘊含 變化思維的
「無常」，也蘊含 大同思維的「無
我」；禪是一種獨特的表情達意方
式，可用表情、手勢、軀體等「繞
路說禪」；禪是一種平淡而灑脫的
人生態度，用一顆平常心去對待世
界，不造作、不炒作、不矯情、不
說虛偽的話、不做虛假的事⋯⋯
作家紀廣洋是一個「禪」的高

手，在推出《沒有鑰匙的鎖》、《沒
有彼岸的河》、《禪知道答案》等著
作之後，近期又出版一本《烹禪煮
佛》。坑蒙拐騙、官貪僚污，人心病
了；烏煙瘴氣、物慾橫流，世事病了；天坑沙暴、地震
海嘯，地球病了⋯⋯危機四伏的，不僅僅是我們賴以生
存的環境，還有一顆顆病入膏肓的心靈。享受 烹飪出
來的「禪」味，回味 熬煮出來的「佛」意，人生的味
蕾豈不快哉。
讀過很多關於「禪」和「佛」書，雷同者甚多，摘幾

個故事，發出一點感悟。當然，也各有各的「禪」味與
「佛」意。但是，紀廣洋不同，他本身就是一個「普天
成佛與成祖，獨有溈山作水牛」的行者，既是南少林八
寶門落地梅花沖煞拳的傳承人，又是69太極拳的集成開
創者。《烹禪煮佛》中的100個富有佛法哲理的小故事，
都是他取之於生活，原創而來，並以現代散文小說的形
式做了禪林擷露。
有一個沙彌耐不得禪院的寂寞，老覺 修行得太慢，

感覺不出自己的長進，甚至懷疑自己究竟能不能修成正
果。老禪師對他微微一笑說：「山腰的工地上，石匠們
正為本寺加工佛像，你反正也靜不下心來，就跟他們去
勞動吧，做個幫手、學點手藝」。三天後，沙彌又來見
禪師，他滿臉歉疚地說：「師傅，我還是回來修行吧，
連四角八稜的粗岩糙石都能變成儀態萬方的石佛，何況
我是一個人呢？」石頭都能變成佛，讀紀廣洋這本充滿

禪味人生的《烹禪煮佛》，無意
間，彷徨迷失的心靈得到了安頓，
對人生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一位為了家產與兄弟姐妹結怨的

教書先生，請求禪師開導。在禪師
對面，教書先生落座，禪師便對他
說：「我有兩把椅子，可我只能坐
一把，另外的那把本是我的椅子，
你卻來到就坐，別人也是來到就
坐，這還是我的椅子嗎？」禪師的
話頭，開釋了得與失、物與人的辯
證關係。萬物於人，生不帶來，死
不帶去。既是眼下，也沒誰對身外
之物絕對擁有。誰把身外之物看得
太重，誰的心就變得沉重，甚至圇
於桎梏；誰把身外之物看得清淡，
誰反而釋然常樂，得以解脫。《禪
師的椅子丟了》，丟了也就丟了，

身外之物我們還有甚麼丟不下的呢？
這樣讓人醍醐灌頂的故事還很多。在《還你一窗明月》

中，紀廣洋提醒我們「明月就好比人們心靈窗口的智慧
和希望⋯⋯誰失去了那窗明月，誰就遭受心靈的黑
暗。誰擁有了那窗明月，誰就享受心靈的光明。」
在《觀音蓮》中，紀廣洋告訴我們：「禪是一枝
花。這枝花不是別的，正是深埋於每個人心底沃土
裡的智性慧根。也正是能如此，一顆小小的心，才
能看明整個世界。」在《方丈門前的絆腳石》中，
我麼也能領悟：「人生之路本來就充滿坎坷和泥
濘，唯有秉持清醒的頭腦，時刻看清腳下的路，謹
慎走好每一步，才能化坎坷為坦途，更加自信地走
向未來。」⋯⋯
「禪」和「佛」，無處不在，也無時不在，你看不

到，摸不 ，可是用心卻能夠悟到。在如今這個喧
囂的塵世裡，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都需要一塊精
神上的淨土，一泓流淌的清泉，幫我們警醒和洗滌
污濁的念想。今年這個炎熱的夏天，讓我們和紀廣
洋一起來《烹禪煮佛》吧。

(《烹禪煮佛》，紀廣洋著，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

年7月第1版，定價：32.00元。)

綿羊終結者

■《烹禪煮佛》 封面。

■在動畫片中，灰太狼屢敗屢戰，總被紅太狼教訓一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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