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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每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公
佈
前
，
都
有
很
多
傳
言
。

高
行
健
是
第
一
個
華
人
進
入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聖
殿
的

人
。
　

對
於
高
行
健
獲
獎
，
有
些
人
持
不
同
意
見
，
覺
得
高
行

健
是
法
裔
華
人
，
與
中
國
關
係
不
大
。
　

其
實
之
前
獲
諾
貝
爾
物
理
獎
的
楊
振
寧
、
李
政
道
、
高
琨
都

是
外
籍
華
裔
，
也
不
純
是
中
國
人
。

華
人
，
是
同
居
住
一
個
地
球
村
的
華
人
的
總
名
詞
。
　

今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公
佈
前
夕
，
曾
盛
傳
是
美
籍
華
裔
的
小

說
家
嚴
歌
苓
得
獎
。
　

傳
言
的
人
，
說
是
由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審
委
員
的
夫
人
陳
文

芬
透
露
的
。
　

這
一
傳
言
十
分
可
笑
。
首
先
是
諾
獎
公
佈
前
，
關
於
哪
一
位

獲
獎
都
是
高
度
保
密
的
，
可
謂
密
不
透
風
，
哪
能
憑
一
位
評
審

委
員
夫
人
說
三
道
四
！

況
且
據
我
所
知
，
陳
文
芬
從
未
向
誰
透
露
過
諾
獎
的
事
。
　

另
一
傳
言
，
是
起
自
台
灣
方
面
的
。
因
為
馬
悅
然
正
在
翻
譯

美
裔
華
人
楊
牧
的
詩
集
。
　

有
一
個
說
法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既
然
二
千
年
給
了
一
位
來
自

大
陸
的
作
家
高
行
健
，
為
了
平
衡
起
見
，
諾
獎
評
審
委
員
將
來

會
考
慮
一
位
來
自
大
陸
彼
岸
的
台
灣
作
家
。
楊
牧
恰
恰
是
台
灣

詩
人
。
　

近
來
，
關
於
諾
獎
弄
虛
作
假
的
消
息
太
多
。
首
先
是
今
年
四

月
在
內
地
發
生
的
﹁
張
一
一
事
件
﹂。
　

今
年
四
月
，
中
國
青
年
作
家
張
一
一
在
微
博
上
表
示
，
曾
給

了
六
十
萬
美
元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終
身
評
委
馬
悅
然
教
授
，
﹁
為

其
作
品
獲
獎
進
行
公
關
﹂。
清
華
大
學
新
聞
系
李
希
光
教
授
在

微
博
上
轉
載
了
此
一
消
息
，
引
發
媒
體
熱
烈
討
論
。
其
後
內
地

︽
環
球
時
報
︾
報
道
，
張
一
一
表
示
，
近
四
個
月
過
去
，
各
種

說
法
或
疑
問
，
仍
不
絕
於
耳
。
內
地
︽
南
方
周
末
︾
記
者
夏
榆

在
微
博
上
還
發
表
一
系
列
質
疑
馬
悅
然
院
士
的
博
文
，
煞
有
其

事
。
　

最
滑
稽
的
是
，
身
為
清
華
大
學
新
聞
學
院
的
一
位
教
授
，
竟

在
他
的
微
博
為
此
炒
作
一
番
。

馬
悅
然
曾
為
此
作
出
公
開
答
覆
，
並
應
我
要
求
，
在
我
編
的

︽
文
化
人
間
︾
副
刊
上
發
表
。

他
在
這
篇
文
章
裡
，
說
他
近
年
來
不
斷
收
到
來
自
內
地
的
信

件
：
﹁
這
些
人
不
是
給
我
寄
來
發
表
過
的
詩
集
，
就
是
小
說
，

當
然
，
也
有
尚
未
出
版
的
書
稿
，
還
有
一
封
宣
傳
和
平
的
﹃
致

全
世
界
青
年
的
公
開
信
﹄，
請
我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和
英
文
，
以

此
試
圖
來
獲
得
和
平
獎
。
一
位
山
東
的
文
化
幹
部
在
兩
年
之
內

給
我
寫
過
十
八
封
信
，
其
中
說
他
本
人
很
闊
，
獎
金
我
可
以
留

下
，
名
譽
歸
他
。
每
封
信
中
都
有
書
畫
作
品
贈
我
，
我
當
然
把

這
些
退
還
。
我
給
他
回
信
，
請
不
要
再
來
打
擾
，
甚
至
讓
瑞
典

學
院
管
理
郵
件
的
人
員
將
此
人
的
信
件
退
回
，
今
年
春
天
發

現
，
他
開
始
給
瑞
典
學
院
諾
貝
爾
獎
小
組
主
席
寫
信
了
！
這
些

人
都
自
稱
是
不
錯
的
﹃
作
家
﹄。
不
僅
在
中
國
內
地
，
香
港
也

有
，
一
位
出
版
過
不
少
詩
集
的
女
詩
人
，
就
給
我
寄
過
一
張
五

千
元
港
幣
的
支
票
。
﹂

還
有
，
馬
教
授
還
特
別
提
到
︽
南
方
周
末
︾
的
那
位
記
者
的

弄
虛
作
假
。
他
說
這
位
記
者
寫
了
一
篇
二
○
○
九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荷
塔
穆
勒
的
報
道
，
﹁
這
位
記
者
給
兩
位
德
文
專
家

出
題
目
，
兩
位
專
家
分
別
以
書
面
形
式
作
答
五
千
字
和
六
千

字
，
記
者
則
以
﹃
新
聞
操
作
﹄
為
由
，
將
有
敘
事
元
素
的
部

分
，
植
入
綜
述
稿
，
論
述
部
分
單
獨
列
出
，
全
文
長
三
千
餘

字
，
挪
用
劉
慧
儒
文
章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字
，
挪
用
胡
蔚
文
章
二

千
字
，
結
果
遭
到
兩
位
專
家
質
疑
，
報
社
最
終
作
出
調
查
結

論
：
承
認
錯
誤
，
公
開
向
廣
大
讀
者
道
歉
。
﹂

︵
二
之
一
︶

原
來
以
為
越
劇
只
能
以
談
情
說
愛
的

︽
紅
樓
夢
︾、
︽
西
廂
記
︾、
︽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台
︾
這
類
哀
婉
淒
艷
的
言
情
戲
聞
名
於

世
。
想
不
到
浙
江
小
百
花
越
劇
團
能
演
出

是
北
方
京
劇
、
崑
曲
的
傳
統
戲
目
︽
狸
貓
換
太

子
︾，
演
得
又
這
麼
精
彩
。

編
劇
應
記
一
功
，
把
一
個
流
傳
久
長
的
歷
史

故
事
，
把
其
中
的
矛
盾
衝
突
，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劇

中
主
角
並
不
是
太
子
、
王
妃
，
而
是
宮
內

總
監
和
一
位
侍
婢
。
吳
鳳
花
飾
演
的
陳
琳
和
吳

素
英
飾
演
的
寇
珠
，
演
技
實
在
精
彩
。
竟
把
兩

位
死
對
頭
的
李
妃
和
劉
妃
比
下
去
了
。
難
怪
雙

吳
都
是
級
別
最
高
的
﹁
國
家
一
級
演
員
﹂，
吳
鳳

花
還
是
小
百
花
藝
術
中
心
的
黨
支
部
書
記
、
副

主
任
；
吳
素
英
也
是
該
中
心
的
副
主
任
。
兩
人

卻
曾
在
中
國
各
類
戲
劇
節
中
獲
得
大
獎
。
就
是

兩
個
妃
子
，
李
妃
和
劉
妃
的
飾
演
者
陳
飛
和
董

鑒
鴻
，
也
都
是
響
噹
噹
的
十
佳
花
旦
人
物
。

老
一
輩
的
越
劇
著
名
演
員
范
瑞
娟
、
金
采

風
、
呂
瑞
英
、
徐
玉
蘭
、
王
文
娟
等
都
是
這
些

小
百
花
演
員
的
老
師
，
他
們
的
履
歷
，
都
冠
上

這
些
在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譽
滿
全
國
的
越

劇
前
輩
的
名
字
。
除
最
老
的
袁
雪
芬
已
辭
世

外
，
其
他
的
應
該
都
還
健
在
吧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
上
海
越
劇
團
來
港
演

出
，
轟
動
一
時
。
那
時
演
出
地
點
，
便
是
北
角

皇
都
戲
院
。
該
院
已
經
拆
卸
，
但
小
巴
經
此
，

人
皆
稱
﹁
皇
都
有
落
﹂。
正
是
那
一
次
越
劇
演

出
，
帶
動
港
人
認
識
越
劇
。
後
來
﹁
長
鳳
新
﹂

也
拍
攝
了
以
夏
夢
為
主
角
的
︽
三
看
御
妹
劉
金

定
︾
的
越
劇
片
。

我
去
看
的
是
﹁
越
劇
明
星
大
匯
演
﹂
的
首

天
，
到
場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女
性
；
女
性
中
，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中
老
年
婦
女
；
婦
女
中
，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江
浙
人
士
。
但
見
場
中
吳
儂
軟

語
，
使
我
這
個
廣
東
籍
的
男
人
，
頗
有
孤
立
之

感
。
好
在
老
伴
少
女
時
期
長
居
上
海
，
懂
上
海

話
，
算
是
半
個
上
海
人
。
有
她
伴
隨
，
稍
為
舒

緩
孤
立
感
覺
。

休
息
時
有
一
對
夫
婦
主
動
前
來
寒
暄
，
他
們

是
﹁
香
港
經
典
文
化
藝
術
協
會
﹂
的
主
席
和
古

箏
演
奏
家
，
言
談
之
中
，
知
道
男
的
還
是
老
鄉

哩
。

又
到
南
京
，
又
到
總
統

府
。
已
經
是
三
度
來
臨
了
。

前
兩
次
，
已
經
在
導
遊
的
解

說
下
，
看
了
兩
遍
。
所
以
這

一
次
，
沒
有
跟
隨
大
隊
進
入
裡
面

參
觀
，
而
是
一
個
人
靜
靜
地
坐
在

大
堂
的
樹
蔭
下
，
看

人
來
人

往
，
思
緒
隨
意
飛
翔
。

想
起
的
是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話
，
他

說
：
﹁
一
旦
我
們
革
新
中
國
的
偉

大
目
標
得
以
完
成
，
不
但
我
們
美

麗
的
國
家
將
會
出
現
新
世
紀
的
曙

光
，
整
個
人
類
也
將
得
以
共
享
更

為
美
好
的
前
景
。
﹂
二
十
世
紀
初
，

中
國
革
了
清
政
府
的
命
。
二
十
一

世
紀
，
我
們
美
麗
的
國
家
真
的
出

現
了
新
世
紀
的
曙
光
，
而
整
個
世

界
，
也
真
的
得
益
。

我
走
到
大
門
前
，
面
對
總
統
府
門

樓
那
總
統
府
三
個
字
，
心
中
泛
起

的
，
是
歷
史
的
洪
流
。
這
座
總
統

府
，
曾
經
是
明
朝
的
歸
德
侯
府
和

漢
王
府
，
曾
經
是
清
朝
兩
江
總
督

署
，
曾
經
是
太
平
天
國
的
天
王

府
，
住
過
曾
國
藩
和
洪
秀
全
等
歷

史
名
將
，
不
過
俱
往
矣
，
數
風
流

人
物
，
還
看
今
朝
。

想
起
南
京
政
府
成
立
時
，
北
京
是

稱
為
北
平
。
我
在
台
灣
新
聞
界
服

務
時
，
北
平
已
經
變
成
北
京
，
但

是
新
聞
稿
都
稱
北
京
為
北
平
，
直

到
兩
岸
開
放
，
老
兵
開
始
回
祖
國

探
親
時
，
我
服
務
的
報
紙
，
最
先

把
北
平
的
稱
呼
改
為
北
京
，
那
時

接
到
多
少
電
話
抗
議
，
但
最
終
還

是
接
受
現
實
。

現
實
的
江
蘇
省
，
去
年
的
城
鎮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已
經
達
到
二

萬
二
千
九
百
四
十
四
元
人
民
幣
，

農
村
居
民
人
均
純
收
入
是
九
千
一

百
一
十
八
元
人
民
幣
，
而
全
省
的

生
產
總
值
更
超
過
四
萬
億
元
。
孫

中
山
先
生
如
果
能
夠
目
睹
，
將
是

何
等
欣
慰
。

進
入
第
三
章
﹁
實
戰
年
代
﹂，
作
者
故
意
加

插
一
段
隨
時
惹
來
女
性
主
義
者
圍
攻
的
遊
行
示

威
後
一
夜
情
情
節
，
那
麼
原
先
的
性
啟
蒙
鋪
排

便
產
生
複
調
的
變
奏
了
，
開
始
起
循
環
往
復
的

作
用
。
黑
目
與
長
腿
少
女
的
一
夜
偶
遇
，
作
者
處
理

得
小
心
翼
翼
，
為
求
不
致
冒
犯
社
運
中
人
，
文
本
故

意
突
出
長
腿
少
女
的
非
社
運
常
客
身
份
，
從
而
與
黑

目
自
身
所
處
的
窘
境
加
以
並
行
對
照
，
一
切
的
參
與

其
實
也
不
無
浪
漫
虛
空
的
成
分
，
而
這
一
點
主
人
翁

三
番
四
次
均
加
以
強
調
來
自
我
撫
慰
：
﹁
我
睇
住
一

班
同
我
差
唔
多
大

青
年
人
放
棄
一
切
，
大
半
年
咁

守
住

個
碼
頭
度
紮
營
，
又
絕
食
又
要
寫
文
章
與
公

眾
對
話
又
要
應
付
傳
媒
以
及
其
他
人

攻
擊
，
而
我

自
己
就

個
電
腦
室
度
寫
文
睇reading

，
得
閒
最
多

都
係
寫
下
小
說
或
者
去
參
與
下
佢

抗
爭
活
動
，

其
實
文
學
仲
有
咩
意
義
呢
？
只
係
寫
下
小
說
畫
下

詩
，
而
世
界
依
然
繼
續
運
轉
。
這
是
縈
繞
在
黑
目
腦

裡
很
久
不
單
是
個
問
題
，
亦
是
他
自
身
對
自
己
參
與

不
足
的
歉
疚
和
對
外
在
世
界
無
能
為
力
的
憤
慨
。
﹂

於
是
談
情
說
性
，
由
最
初
承
擔
的
宣
洩
及
啟
蒙
意

義
，
逐
漸
轉
化
為
黑
目
的
﹁
社
會
化
﹂
及
﹁
世
俗
化
﹂

的
手
段
之
一
，
慢
慢
由
對
性
的
獵
奇
，
衍
生
為
與
固

定
伴
侶
循
規
蹈
矩
的
生
活
模
式
，
然
後
又
生
出
成
家

立
室
的
構
想
，
把
主
角
收
編
成
為
城
市
的
﹁
模
範
居

民
﹂，
於
是
又
和
第
一
章
﹁
遊
戲
年
代
﹂
中
家
人
親

戚
被
樓
房
羈
困
的
壓
力
重
新
接
軌—

—

那
就
是
循
環

復
生
的
力
量
，
再
臨
域
下
，
已
不
是
當
年
舊
地
，
燙

手
山
芋
不
僅
沒
有
涼
卻
，
更
熊
熊
如
火
，
而
主
人
翁

黑
目
更
加
失
去
了
以
往
從
容
自
在
的
遊
戲
空
間
了
。

不
過
提
起
﹁
成
長
小
說
﹂，
總
免
不
了
想
起
巴
赫
金

︿
教
育
小
說
及
其
在
現
實
主
義
歷
史
中
的
意
義
﹀
中

的
規
訓
。

巴
赫
金
把
﹁
成
長
小
說
﹂
分
成
五
類
，
其
中
以

﹁
成
長
與
歷
史
結
合
的
成
長
小
說
﹂︵
現
實
主
義
型
的

成
長
小
說
︶
至
為
重
要
。
當
中
不
只
是
人
在
成
長
，

而
且
世
界
也
在
成
長
，
人
的
成
長
﹁
反
映

世
界
本

身
的
歷
史
成
長
。
他
以
不
在
一
個
時
代
的
內
部
，
而

處
在
兩
個
時
代
的
交
叉
處
，
處
在
一
個
時
代
向
另
一

個
時
代
的
轉
折
點
上
，
這
一
轉
折
寓
於
他
身
上
，
通

過
他
完
成
的
。
他
不
得
不
成
為
前
所
未
有
的
新
型

人
。
﹂
透
過
刻
劃
﹁
成
長
小
說
﹂
中
主
人
翁
的
成

長
，
從
而
勾
勒
出
人
的
成
長
同
時
也
促
成
世
界
改
變

的
任
務
，
就
更
加
能
夠
由
社
會
植
入
個
人
，
然
後
再

展
示
從
微
觀
復
歸
宏
觀
的
龐
大
視
野
。

成長黑目──序譚以諾《黑目的快樂年代》（下）

遇
上
敵
強
我
弱
之
時
，
應
該
怎
樣
去

應
付
呢
？
︽
周
易
︾
的
答
案
是

﹁
遯
﹂，
即
先
避
其
鋒
，
再
靜
候
壯
大
的

時
機
也
。

﹁
遯
﹂
是
︽
周
易
︾
的
第
三
十
三
卦
，
它
教

導
的
，
正
是
這
種
在
形
勢
不
利
中
的
退
避
之

道
。
遯
絕
非
逃
避
，
因
為
卦
辭
點
名
遯
也
要
退

得
有
道
，
而
且
不
是
將
責
任
放
任
不
管
，
而
是

等
待
更
好
的
時
機
去
將
之
完
滿
。
情
況
就
如
范

蠡
當
年
協
助
勾
踐
一
樣
，
在
弱
勢
時
寧
忍
辱
投

奔
吳
國
為
奴
，
免
去
吳
王
的
殺
機
，
回
國
後
再

等
候
多
年
，
直
到
吳
國
勢
弱
才
一
舉
將
之
殲

滅
，
完
成
大
業
的
過
程
足
足
長
達
二
十
年
。

而
且
在
他
協
助
勾
踐
復
國
後
，
自
己
亦
不
戀

棧
功
名
，
立
刻
功
成
身
退
，
這
正
是
﹁
遯
卦
﹂

中
九
三
爻
所
指
的
精
髓
：
退
避
之
時
若
仍
貪
戀

名
利
富
貴
，
危
機
便
會
如
疾
病
一
般
開
始
醞
釀

—
—

正
如
韓
信
在
劉
邦
建
立
漢
室
之
後
，
換
來

慘
死
的
下
場
！

當
然
，
退
避
之
後
並
不
是
什
麼
也
不
做
，
只

呆
呆
地
靜
待
時
機
，
我
們
只
要
將
﹁
遯
卦
﹂
的

陰
陽
逆
轉
，
便
會
得
到
﹁
遯
卦
﹂
的
錯
卦

﹁
臨
﹂，
此
卦
所
教
導
的
，
正
是
如
何
臨
治
萬

民
，
慢
慢
培
育
勢
力
使
自
己
強
大
之
道
，
其
重

點
在
於
保
持
貞
正
，
順
應
天
地
及
民
心
兼
且

重
教
化
，
那
麼
國
力
自
然
會
慢
慢
強
盛
起
來
。

若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看
，
即
將
﹁
遯
卦
﹂
倒
轉

過
來
，
我
們
便
會
得
到
﹁
大
壯
卦
﹂，
此
卦
講

述
的
，
正
是
如
何
在
自
己
勢
力
強
大
之
時
，
將

小
人
／
敵
對
勢
力
排
拒
於
外
，
也
即
﹁
遯
﹂
另

一
邊
的
故
事
。
﹁
大
壯
卦
﹂
的
錯
卦
為

﹁
觀
﹂，
即
萬
民
監
察

統
治
階
層
的
意
思
，
皆

因
大
壯
之
時
，
統
治
者
容
易
變
得
得
意
忘
形
，

專
橫
兇
暴
，
聽
取
民
意
正
是
對
統
治
者
最
好
的

提
點
，
否
則
只
會
導
致
物
極
必
反
，
自
取
滅

亡
！

退避之道

市作協組織了去華安和春村的采風活動，並舉
行作家創作基地授牌儀式。路上聽說，華安

和春村是「閩南小西藏」，且是閩南海拔最高的行
政自然村，好奇之心頓起。
路上還聽說，在那裡完全看不到現代工業的痕

跡，原生態林區和村莊保護良好，單憑這一點就很
有誘惑力了，再加上淳樸的民風和山野氣息就更具
有吸引力了。於是，在豐田開發區用完午餐後，車
隊便開往和春村的方向而去。謎一樣的和春村就在
前方召喚 我們，其實這正是大自然的神秘和美妙
之處。
沿途，我一直在想像 ，華安和春村到底會是甚

麼樣子？據介紹，華安和春村距離縣城約50公里，
整個自然村都在海拔一千零三十米山坳裡，因此才
有「閩南小西藏」之稱，村裡共有一千三百多人都
住在同一塊高地。也因此我想，這樣的地方豈不形
同住在雲端之上？那麼，他們到底是怎麼生活又是
怎樣與外界聯繫的呢？繼而又想，如今我國到底還
有多少人住在雲端之上，而那些人的生活真的勝似
神仙嗎？長期生活在城裡的人，口中喊 要過上低
碳的生活和日子，這裡不正是最好的寫照嗎？問題
是生活在這種環境裡的人，他們都感到幸福嗎？還
有就是，要改變這種生活是歷史的必然嗎？人類的
許多行為其實是一種破壞，而誰能把這些問題解決
好呢？今日的低碳對某些人來說其實是殘酷的。
車在山路奔波，山嶺曲折，蜿蜒直上，早在意料

之中，沒想到的是整條山路都是寬暢的水泥路。更
重要的是，這條山路只通往一個地方，那就是和春
村。這種情況，在以前幾乎是一種妄想，既使在十
幾二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說，在我的印象
中，似乎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如

今，一條通往和春村的寬暢水泥路已經鋪展在車輪
底下，中國社會變化之快可見一斑。
雲端上的村莊，她的名字叫「和春」，多麼美妙的

名字，又是多麼具有吸引力，我多麼想立刻一睹芳
容。下午3時左右，車隊抵達和春村，接下來大家
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在村址（和春小學邊）開了一
個簡短的會議，然後舉行授牌儀式。整個過程自然
親切，水到渠成，沒有絲毫客套和虛假造作的成
份，文人的做法就是和官場不一樣，多了些溫馨美
好，如果說文人尚有可愛處或許就在這裡。
授牌儀式之後，已經是晚飯時間了。這時我們才

知道，華安和春村沒有飯店、旅館之類。也就是
說，接下來的兩天，我們必須在農家吃飯，而且住
在農家。果然如此，晚飯就安排在和春村村長家
裡。這一頓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吃得特別香，特別
有味，儘管這裡沒有珍貴的海味，但樣樣是山珍，
比什麼都好。
酒足飯飽後，大家這才閒下心來，紛紛走出村

屋，漫步在鄉間小路上，觀賞和春村周圍的景致，
只見四周群山環繞，風景十分優美，尤其是此時，
恰巧夕陽西下之際，遠處山際一片泛紅，把整個村
子也襯托得喜氣洋洋，每張開心的笑臉都是最好的
註解。放眼過去，到處可看見許多的竹子，或在山
腳下或在路邊或在屋前屋後，一襲青衣，修長的身
材，儒雅的風度，山風一吹，熱情而又好客。當地
的文化人告訴我們，竹是和春村的特徵之一，並且
還告訴我們，若在平時，和春村周圍必是雲霧繚
繞，風光旖旎，宛若仙境，令人留連忘返。很可
惜，那天天氣晴朗，沒有欣賞到那種如夢如幻的景
致。不過，和春村周圍空氣清新，古樹參天，鳥語
花香，水質清澈，單憑這一點，和春村已不失為絕

佳休閒勝地了。
和春村還有個這樣的傳說，該村始建

於元朝，開村始祖姓鄒名智遠，據傳，
其聰明智慧而有遠見，靠做茶葉生意盤
活經濟,成為富甲一方的紳士。該村至今
還保存 不少名木古樹、古茶樹和明清

時代的四片古茶山遺址，可為名證。這個時候我忽
然想起，車隊剛蜿蜒進入和春村時，路口就掛有一
條紅色條幅，上面寫 「歡迎省市作家光臨和春
村」。這次活動，同時還有一個項目，叫作「漳州
散文創作筆會」，因此也邀請了《福建文學》主編
助理、散文編輯，也是散文作家小山老師前來參
加，讓這次活動提高了一個檔次，實在也是一次難
得的機會。
當晚舉行的篝火晚會很有意思。在去和春村之

前，當地文聯主席就鄭重預告，當天晚上會有一場
篝火晚會，特地請來高山族姑娘和小伙子跳舞，這
個項目對於成天沉浸在城市裡的作家們來說，真是
不亞於一頓美餐，其誘惑力更是無法比擬。不過，
當天晚上的篝火晚會並沒有如預想的那般美妙，高
山族姑娘和小伙子的舞蹈並沒有如期出現，倒是請
來了一位很會玩的主持人，玩了不少互動遊戲，還
有一位美麗的姑娘用葫蘆笛吹了一曲優美動聽的客
家情歌，令人意外的是當地一位老伯臨時表演了一
個節目，用閩南語說了一段又一段順口溜，從新中
國開始講到改革開放，還講到了家家有本難念的
經，把晚會推向了高潮，之後，意猶未盡的他還捨
不得走下舞台。晚會結束後，大家集中在村長家門
口，等 村長點名，然後就有村裡的人來一一領走
我們，去他們家住。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歷，我
相信，大家一定都會記住這一切的，當晚的夢也一
定都很甜美，即便沒有夢也一定都沉睡在夢鄉裡
了，因這裡的一切本來就不是夢境而勝似夢境。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與馬喬先和領我們回去

的主人聊了起來，其實他已經起床很久了，並忙過

自己的活了。山鄉人的勤勞由此可見。這家主人在

當地算是比較富裕的家庭，承包了數百畝田地種植

茶葉，很有經營頭腦，他告訴我們，我們這次去住

的家庭都是當地最好的，而且都差不多，可見，山

鄉人的日子已經今非昔比，大有改觀。儘管如此，

由於我們的到來，昨晚那場篝火晚會還是讓整個村

莊不眠了，我不知道我們這次的活動和授牌儀式對

這個村子的未來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我相信，也

許若干年後，這朵名叫「和春」的雲會更浪漫並變

幻出更多的色彩，而且非常有可能會從雲端上出現

一兩位作家，因為和春村真的太有詩意了。更重要

的是，如此浪漫的夜晚所產生的漣漪必將美好到將

來。
引領我們一一領略和春村景點的，是當地的一個

文化人，也是本次活動發起人之一。沿途他向我們
介紹說，和春村有「三寶三絕二奇一特」。「三寶」
即「古樹、宗祠、杜鵑花」；「三絕」即「牛古侖
日出、孔雀瀑布、民俗活動」；「二奇」即「古懸
棺、雲霧」；「一特」即「高山茶」。這些景點確
實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孔雀瀑布，市作
協的楊主席建議將他改名為「九音瀑布」，因為據
介紹，在瀑布底下可聽到九種不同聲音，我支持這
個更名。還有，聽說杜鵑花開時，漫山遍野的紅會
讓人發出意外的驚喜並由衷地讚歎不已。不過我
想，不妨把這個村莊叫作一朵名叫「和春」的雲
吧，因其所處的位置就在雲端。
當車隊緩緩駛回城市時，我還沉浸在阿娜多姿山

清水秀的和春仙境中，不願這些美景太快從我眼幕
離去。我還在想，華安地處九龍江北溪，是下游地
區主要活水源頭，又有華安玉、鐵觀音、二宜樓三
寶鎮守，實乃天賜之寶。何況，和春村成年累月與
雲為伍，住在仙鄉，真正是「白雲仙處有人家」，
不讓人心馳神往也難，尤其在當今時代，享受低碳
的生活和日子正在成為時代的主流，相信其總有一
天會成為真正「閩南小西藏」的。一朵名叫「和春」
的雲，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知道，那是一種詩意
的追尋，同時也是一場浪漫和等待的開始。

關於諾貝爾獎的傳言

越劇《狸貓換太子》

彥　火

客聚

香
港
電
視
台
起
風
雲
。

明
年
香
港
將
會
多
發
出
三
個
免
費
電
視
台
牌
照
，
隨
即
掀
起

近
半
世
紀
以
來
的
挖
角
潮
，
重
災
區
是
一
台
獨
大
的
無

電

視
，
發
動
攻
勢
的
是
城
市
電
訊
的
王
維
基
，
他
素
有
﹁
電
訊
魔

童
﹂
之
稱
，
似
乎
想
跨
界
做
﹁
電
視
魔
童
﹂。

王
首
選
對
象
不
是
電
視
藝
員
，
而
是
一
班
幕
後
精
英
，
編
劇
和
劇
審

一
批
批
的
遞
辭
職
信
，
此
舉
目
的
是
斷
無

的
主
要
奶
茶
，
無

的
強

項
是
製
作
劇
集
，
劇
集
除
在
香
港
吸
納
不
少
廣
告
收
入
外
，
亦
在
海
外

賣
埠
帶
來
不
少
版
權
收
益
，
還
不
止
，
劇
集
是
捧
紅
藝
人
的
最
佳
工

具
，
藝
人
紅
了
，
拍
廣
告
、
做
代
言
、
登
台
、
做
商
場
騷
，
無

可
以

抽
佣
，
可
說
兩
線
劇
集
帶
動
全
台
收
入
，
王
撬
走
大
批
編
劇
及
劇
審
，

即
時
傳
出
無

鬧
劇
本
荒
，
以
致
從
來
不
曝
光
的
編
劇
部
門
頭
頭
也
要

站
在
鏡
頭
前
澄
清
無

編
劇
人
才
濟
濟
，
不
存
在
編
劇
人
才
流
失
造
成

劇
本
荒
的
問
題
，
可
見
王
的
攻
勢
已
收
震
動
台
霸
效
果
，
王
的
人
氣
及

知
名
度
亦
在
短
短
一
星
期
內
飛
升
。

挖
走
編
審
後
，
王
的
第
二
波
攻
勢
是
向
一
班
藝
人
招
手
，
親
自
出
馬

動
用
銀
彈
攻
勢
及
發
展
藍
圖
，
力
求
簽
得
有
號
召
力
的
藝
人
跳
槽
。

藝
人
雖
有
滿
腔
怨
氣
，
酬
勞
長
期
低
於
市
價
的
廉
價
勞
工
，
王
的
出

現
有
如
白
武
士
，
可
是
藝
人
不
敢
輕
舉
妄
動
，
皆
因
未
知
王
的
實
力
，

萬
一
做
錯
決
定
便
大
大
影
響
演
藝
前
途
。

又
因
有
前
車
可
鑒
，
上
世
紀
的
佳
視
及
林
百
欣
年
代
盛
極
一
時
的
亞

視
也
曾
發
動
挖
角
戰
，
肥
肥
、
何
守
信
等
紅
藝
人
跳
槽
後
，
人
氣
急

跌
，
致
令
今
天
的
藝
人
對
於
跳
槽
會
慎
重
三
思
。

無

老
闆
方
逸
華
見
王
來
勢
洶
洶
，
立
即
派
出
心
腹
重
臣
，
為
挖
角

潮
止
血
，
消
息
指
方
小
姐
囑
重
臣
：
首
先
了
解
為
何
員
工
有
那
麼
大
的

怨
氣
？
第
二
是
否
如
外
界
所
指
，
無

刻
薄
人
工
低
時
間
長
，
以
致
出

現
集
體
辭
職
？
第
三
是
調
息
與
四
大
唱
片
公
司
的
版
稅
問
題
。

若
果
方
姐
真
有
此
指
令
，
反
映
出
方
姐
不
吃
人
間
煙
火
，
統
領
整
個

電
視
王
國
多
年
，
竟
不
知
道
無

利
潤
年
年
增
長
，
部
分
是
靠
人
工
低

時
間
長
省
下
來
的
；
至
於
怨
氣
，
也
非
今
天
才
有
，
當
年
無

縮
皮
，

將
不
少
藝
人
合
約
改
為
一
騷
約
，
即
縛

藝
人
不
准
他
亂
接
工
作
，
卻

又
不
保
證
會
有
工
作
派
給
他
，
當
時
已
怨
氣
衝
天
，
作
為
老
闆
稍
為
留

意
娛
樂
版
也
會
知
道
，
如
果
一
班
高
層
有
上
呈
下
達
，
她
定
會
知
道
，

不
會
等
至
今
天
水
浸
眼
眉
才
去
了
解
？
至
於
與
四
大
唱
片
公
司
反
目
，

為
時
已
兩
年
，
由
四
大
增
至
五
大
杯
葛
仍
未
解
決
，
也
實
在
行
動
太
蝸

牛
。
當
中
只
要
方
姐
身
邊
有
個
敢
言
的
忠
臣
，
據
實
報
告
一
切
，
問
題

又
怎
可
能
拖
至
今
天
，
成
為
新
敵
人
的
武
器
？

電視台起風雲 藝人受惠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南京總統府

一朵名叫「和春」的雲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