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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宣帝時，東海蘭陵，今日山東的蒼
山縣，出了兩個著名人物：一個叫做疏
廣，一個是他兄長的兒子，叫做疏受，時
人稱之為賢人「二疏」。
叔侄倆博覽群書，通曉古今，原本「家

居教授」，不過一介布衣先生而已。《漢書》
說，因為仰慕其人品學識，「學者自遠方
至」，許多求學者都老遠地慕名而來，拜他
們為師。於是名聲傳揚開來，疏廣被朝廷
聘為博士，不久又被任命為太子太傅（從
一品）。疏受因了疏廣推薦，也被封為太子
少傅（太傅的副職，從二品）。二疏好比魚
躍龍門，同時成為太子劉奭（後來嗣位的
漢元帝）的師傅，榮耀無比。太子每上
朝，太傅導引於前，少傅陪伴在後，一行
三人緩緩而行，成了同僚們艷羨的一道亮
麗風景線。
這叔侄倆一幹就是五年。五年後，也就

是公元前63年，太子十二歲，業已精通了
《論語》和《孝經》。眼見太子長大了，日
漸成熟，疏廣心裡琢磨，別看現在自己風風光光，
說不定那裡面潛伏 危險呢，禁不住萌生了退志。
一天他對侄子疏受說：「我聽說『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現在咱倆的官階到了二千石（俸祿），功成
名就，該知足了，若再不辭官，怕是終有後悔的一
天。不如就此告老還鄉，頤養天年，得以善終，豈
非上策？」疏受聽了，忙叩首稱好。當天，二疏都
寫了呈文稱病請假，後來又「上疏乞骸骨」，懇請皇
帝允許他們將自己的一把老骨頭葬在家鄉。皇上見
他們確實也都上了年紀，就批准了他們的退休申
請。走的時候，賜給黃金二十斤，太子又贈送了五

十斤。朝中高級官員、老朋友都到東門外為他們餞行，送行的有幾百輛車
子，風光得很。
疏廣在身居高官、錢財滾滾之時，毫不戀位，反而急流勇退，從高位上退

下來，這是一種深謀遠慮的處世智慧。當然，君主專制時代宦海沉浮，世道
多艱，他們這樣做，首先是為了「保身」，也包括「保聲」，保住自己的名聲
和節操。所以，「功成身退」也是克制私慾、知足知止的一種人生境界。所
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是說一個人知道滿足，就不會遭到困
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遇到危險。可是貪慾心重的人，某種慾望滿足
了，又會產生新的更大的慾望，因為不能自制，不能「破心中賊」，也就慾
壑難填，永不知足。「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歷史上不知有多少人迷
失自我，貪權貪財而不知自制，結果弄得身敗名裂，甚至誤了「卿卿性
命」。由此看來，疏廣「致仕」歸隱的行為，還真讓人敬佩。
再說疏廣疏受榮歸故里，免不了鄉親四鄰前來歡聚一番，這本人之常情，

不料他倆每天叫家人置辦酒宴，請來族人、故舊、賓客一起吃飲娛樂。天天
這樣免費招待，得花多少錢？難道他們不為自己的子孫打算嗎？不少人勸疏
廣用那些金子給子孫略微購置些產業，疏廣說：「我難道年老糊塗就不惦念
子孫了嗎？我是這樣考慮的，家裡原有田地廬舍，讓子孫在裡面辛勤勞動就

足夠吃穿，跟一般人一樣。如果還要買田置產，無非教子孫過寄生蟲生活，
一點好處也沒有。子孫聰明而財多，就可能喪失志向；子孫愚笨而財多，就
可能做出更愚蠢的事。我和疏受帶回的黃金，是皇上讓我們頤養天年的，我
拿來和鄉鄰們共享，將它散盡，不是好事嗎？」大家聽了，心悅誠服。
如何對待財產和後代，這是成千上萬個家庭經常考慮的重要問題。封建社

會，不少官宦人家總是廣置田業，大修
莊園，作為子孫後代的衣食之本。然
而，疏廣的做法與眾不同。他認為，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這一見解多麼深刻，只要看
看「富家多紈褲」的事實就明白了，不
靠勤勞致富，光靠前人庇蔭過日子，終
將一事無成。所以，疏廣不為子孫多置
產業，是要他們自食其力，「與凡人
齊」，不搞特殊，以防「怠墮」。這種為
子孫「謀」，才是真正的愛護子孫。相
比之下，如今為自己和子女謀「位子、
票子、房子、車子、本子」的一些貪墨
斂財之徒，該是何等的醜陋卑下啊。
這個疏廣「致仕揮金」的故事，載於

《資治通鑒．卷25》。記得美國現代「鋼
鐵大王」卡耐基曾說過一句名言：「在
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再看看我國
漢代的疏廣老先生，在種種「私慾」面
前，他懂得知足，懂得自制，不戀高官
厚祿，不給子孫後代積金攢銀，而是功
成身退後散盡錢財，一生磊落，這樣的
人生選擇，不也值得世人深思嗎？

陝茶如詩，綠動天下，能給人以形象思維。
說起陝茶，我們從眾多文獻資料記載中可以看出，古

老的陝西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發祥地，而今炎帝故里的寶
雞市就是「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的源頭；傳世經典
《詩經．大雅．綿》中的「周原月無月無，堇荼如飴」周
原，敘述的就是先「荼」後「茶」的史實，並與今天的
寶雞炎帝陵遙相對望；世界佛骨聖地法門寺地宮裡出土
的唐代宮廷茶器，仍放射 茶禪一味的靈光⋯⋯

陝茶乃中國茶葉「鼻祖」
一提起陝西茶葉，大家誤認為那是黃土高原，根本不

產茶，對於陝西秦嶺南部的江南水鄉更是了解甚少。
但唐朝陸羽《茶經．一之源》明確記載：「茶者，南

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陝川，
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經．八之出》載
道：「山南：金州、梁州又下。（金州，生西城、安康
二縣山谷；梁州，生褒城、金牛二縣山谷。）」意指今
日的漢水流域的寧強、漢中、紫陽、石泉一帶，這是陝
茶的源頭之地。《本草原始》記載：「茗，生山南漢中
山谷」。又據《紫陽縣茶業志》載：「自唐代始，本地
即有貢茶生產，今『紫陽毛尖』的前身為唐代金州土貢
『茶芽』的傳統產品。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枝貢茶——
「陝西紫陽毛尖（原名紫邑宦鎮毛尖，貢茶時間最早，
始於東漢末獻帝，距今1700多年）」⋯⋯現在有許多專
家學者研究認為：陝茶就是中國茶葉的「鼻祖」。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國飲茶文化逐步由混沌向文

明嬗變。這種嬗變與繁榮，直到唐代才出現。中國唐

朝，規模空前的統一和強盛，氣派空前的寬容和攝取，
造就了唐人烈烈騰騰的生活情調以及豐富濃烈的社會風
采。唐代的茶業充滿活力，氣象萬千；茶產日興，名品
紛呈；飲茶之風，大行朝野：茶葉貿易，十分活躍；封
建茶法，應運而生。
思想者天馬行空，准茶人孤帆遠航。唐朝陸羽《茶經》

的問世，具有劃時代意義。
正是流芳百世的《茶經》，
把中國茶文化發展到一個空
前的高度。在《茶經》「六
之飲（茶的飲用）」中載
道：「茶之為飲，發乎神農
氏。」「盛時國都，兩都並
荊、渝間，以為比屋之
飲。」「七之事（茶事的歷
史記載）」中載道：「三
皇，炎帝神農氏。周，魯周
公旦。」等，都與陝西這塊
華夏文明的發祥地有關聯。
歷史的答案到處都可證明：中國茶道根植於十三個王

朝建都之地的長安，那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從長安大
唐西市作為起點，早已把物華天寶的絲綢、陶瓷、茶葉
等特產名揚世界，真可謂秦地名茶甲天下，不品嚐來不
知曉。

綠茶養生
古人云：茶為萬病之藥。我國衛生部著名的心血管病

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安貞醫院副院長洪昭光，
在他演講的「讓健康伴隨 您」報告中曾指出：「飲料
裡茶最好，茶葉當中綠茶最好，綠茶含一種抗氧自由基
的東西，減少老齡化，越喝茶越年輕。」
陝西茶葉多產自陝南地區，該地區靠近秦嶺山區，自

然地理環境優越，沒有工業污染，所產的綠茶不僅質量
好，品種豐富，且富含很多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
陝西富硒綠茶之所以備受大家喜愛的原因，不僅僅是

其天然、營養的特色，同時還有很多保健作用。
比如說，喝陝西綠茶可以抗高原反應。2006年秋天，

筆者與80多人乘車從西安出發，沿 當年文成公主進藏
的唐蕃古道一路西行，到達雪域高原上的拉薩市，往返

歷程達到6980公里，在此過程
中翻越了平均海拔4700－－5700
多米的日月山、崑崙山和唐古
拉山等大雪山。好多人身體不
舒，靠吸養氣和服用藥物控
制，而當時筆者全靠的是「紫
陽富硒茶」「午子綠茶」飲喝，
杯不離手，安然無恙。事後筆
者才感覺到茶葉中的神奇功效
能抗高原反應。
另外，綠茶美容效果更佳。

筆者主要喝陝西綠茶30多年
了，以前額頭上的抬頭紋很

深，給人一種年齡不老貌先老的印記。但長飲綠茶，慢
慢退卻了筆者額頭上的皺紋。筆者一個大男人，一年四
季不用化妝品，可以說是飲綠茶的功勞。
魯迅先生曾說過：「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

『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功夫，其次
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
茶之為飲，最為高雅。老少皆宜，百利而無一害，讓

我們每位人嘴唇舌齒間，永遠把茶葉的幸福留存⋯⋯

在西安城牆上極目望去，現代化高樓平地而起，寬闊的高架四通
八達，芸芸眾生，熙來攘往，熱鬧繁華；古城牆默然屹立，寸寸青
磚陳舊斑駁，日漸蒼老。古與今，新與舊，歷史與現代，曾經隔了
無數時空，而今同在一片藍天下，你向 朝陽奔跑，我守 歲月滄
桑，彼此相存相依。
葉嘉瑩先生在講解李煜的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時，說到自己1985年遊覽廬山，在廬山山側，曾經找到了南唐中主
李璟的讀書 ，讀書 附近，有一段漢白玉雕刻的石欄，據說那是
確確實實的南唐遺物，這正是無生之物的常存。可是煙月不知人事
改，當李煜回想雕欄玉砌的時候已然憔悴衰老，不再是當年醉拍欄
杆的時代了，這是永恆與無常的一個對比，雕欄玉砌是永恆的，朱
顏改是無常的。
凡有生命的，有生必有死，是短暫的，生命無常，帝王將相、平

民百姓皆是如此；可是無生的、沒有生命的相對而言卻是永恆不變
的，天地之中，惟無生之物永恆、常存。
是以，青年男女傾訴愛情之時，總以恆久不變的物事作比，比如

海枯石爛，地老天荒。漢樂府《上邪》中的動人表白「上邪！我欲
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姑娘從反面立誓，用多種不可能發生的事
來證明情感的堅貞。是以，古人多歎人生苦短，羨宇宙無窮，如曹
植的「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唐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則翻
出新意，「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個人的生命雖然短
暫，但人類的存在則是綿延久長，因此代代無窮已的人生和年年只
相似的明月得以永久共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

在，幾度夕陽紅。常存的無生之物，見過風調雨順，歌舞昇平；也
見過兵荒馬亂，百姓流離。王朝更替，盛衰榮辱，留下戰爭痕跡，
也創造了不朽文化，哪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遺址依然壯觀榮耀，
令後人起敬仰敬畏之心。因此，那些沒有生命卻真實存在 的建築
古跡最易成為文士心中情感的支撐點和發散地，引發心中的無限思
緒與共鳴，亭台樓閣之上，弔古傷今，感懷歎世。憑高念遠，山河
滿目，觸景生情，家國憂患，人生苦辛，一齊奔赴眼底，湧上心
頭。南宋辛棄疾，空有報國之心，卻投閒置散，壯志難酬，登建康
賞心亭一抒內心憤懣感慨，「我來弔古，上危樓，贏得閒愁千斛。」
古以十斗為一斛，這千斛該是多少？歎功業未成，英雄漸老，辜負
平生志，奈何「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鬱結之情，恐只有
身邊的亭子懂得。
輝煌燦爛的宮殿塔樓，千姿百態的園林民居，千年古剎，萬里長

城，在大地上存在百年甚至千年。無生之物，因緣際會，一朝定
格，從此生命長青，靜對風雲變幻，繁盛蒼涼，有一種獨特的生命
情調和人文情懷於時光中流轉氤氳。你看那石上、木上、磚上，在
影壁，在門樓，在牌坊，在迴廊，於戶牖之間，樑枋之上，天花藻
井，石階欄杆，一幅幅生動的畫面，戲曲人物，傳說故事，凝聚無
數人的巧思、心血與智慧，用高雕透雕立雕等方式，栩栩如生，大
氣恢宏。故宮的九龍影壁，姿態靈動逼真，似乎瞬間就會破壁躍
出，騰空而起。
還有那些平常物件，那麼精緻纖細，巧奪天工，舊時浙東一帶嫁

女兒時精工細作的十里紅妝器具，衣食住行，樣樣齊全，用「一兩
黃金三兩朱」的硃砂作色，以黃金點染，絢麗華美，寄托所有女孩
一生的夢想與希望，光陰流過，伊人遠去，但那花轎，婚床，桌椅
箱籠仍大紅如新，透 喜氣，彷彿訴說 當時的鼓樂齊鳴，琴瑟和
諧。及至小小的飾物，也令人駐足愛煞，如玉扣玉鐲，金釵步搖，
被歲月的溫度與厚度打磨下越發細膩潤澤，它們那遙遠而神秘的過
去，我們無從得知，更覺萬分迷人。托在掌心，想像是哪位工匠師
傅高超的技藝將之呈現，又曾經在誰的手裡摩挲過，在誰的目光下
注視過，是否作為傳家寶或定情物從一隻手遞到另一隻手，這中間
無論發生過什麼故事，圓滿或是不幸，歡笑或是眼淚，總是初衷不
改，一任雲煙過眼，寵辱不驚，替一個人鄭重地交付，為一顆心無
言地守諾，無怨無悔。在人間是安享榮華還是顛沛流離，輾轉不盡
表述不盡，雖無生命，卻是有情。
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歷程中，必與無生之物形影相隨。或無意中驚

鴻一瞥，或癡心地百般尋求，眼光流連過的，足跡徘徊過的，手掌
觸摸過的，貼身珍藏過的，帶得走帶不走的，真真切切地疊加成或
庸碌或跌宕的一生。當白髮借去青絲，朱顏散了芳華，一江春水映
夕陽，回頭看，承載、堆積我們諸多沉甸甸的情感的正是那不變的
無生之物件，讓平常又無常的短暫人生充滿雕欄玉砌般的珍貴記
憶，在漸行漸遠的歲月中清新鮮亮，永恆。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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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餅該上市了，近中秋了。
每年到這時侯，月餅上市。人們也覺得該去買

月餅了。天 ，吃月餅，這已經是深入人心的風
俗。風俗增加人們生活的趣味。
我回憶小時吃月餅。說起來，是好幾十年前的

事了，我回憶的是小時在鄉間的月餅。
今昔對比，我回憶中的月餅要原始樸素很多，

今天的月餅，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豪華。
豪華，不但在於今天香港的月餅是厚厚的一

件，裡面還藏有蛋黃，光是裝月餅的鐵盒，我就
覺得比往時豪華多了。
幾十年前，找這樣的一個鐵盒子就不容易。得

到這樣的一個鐵盒子，一定珍重地收起來，可以
存放珍貴的東西。
我回憶中，幾十年前鄉間吃的月餅，很樸質，

但是好像樣式多得多。我這裡說的樣式多，不是
質量和口味的講究多，月餅還不外是有餡的那麼
一塊餅，只是做出來的樣子，可能家家賣的不一
樣。

我想，主要是那時不像今天香港，市場大，月
餅主要由大商家大名牌生產，只是小店子的生
產。小店子、小工場，各有做出來的樣子，自然
不一樣。市場上好銷的，大家就多做一些。
我記憶中，有好大的盤子一般的大月餅，更多

的是各式各樣的小月餅。我特別記得一種小月
餅，只有二吋左右的直徑，疊起來，用紙捲 ，
好像一個圓筒。沒有甚麼裝飾，樸素極了。
我特別記得這種小月餅，大約因為那時較多機

會吃到的緣故。
說來好笑，現在提起還有點口饞。
現在月餅的餡肉不知是怎樣做出來的，用甚麼

基本材料（恕我外行。我猜是蓮蓉與別的材料混
合而成）。我記憶中的月餅，餡料簡單，不外是黃
豆沙之類。不管是甚麼豆沙，總之那時覺得很好
吃，這就行了。
現在還覺得好吃，想吃。
記憶中的東西，吃的總是格外好吃。
這一類的節日，是屬於農曆年的。農曆，在生

活中覺得特別親切，就因為它的節日活動，使我
們的生活豐裕起來，中秋是這樣，到了過年，那
氣氛就更加不同了。
過中秋，在這前後忙一陣子吃月餅的事，日子

也香甜起來。
農曆年的種種節日，為人們帶來一次又一次的

忙碌，也帶來一次又一次的溫馨。這些節日是與
人們一年的勞動聯繫在一起的。在秋收的日子
中，人們的主要勞動（農耕）已經有成果了，心
中有數了，精神與情緒也更好了。
現在是中秋前後，忙碌了好一些日子，這時

候坐下來，看看秋月，吃吃月餅，很好。在農
村生活中，這樣的日子尤其好。
不過，有點可惜，現在在香港這樣繁華忙碌

的大城市中，這種情調和生活樂趣，是淡薄
了，甚至在消失了。這些日子，在香港這樣的
城市人中，也照樣買月餅，沒有完全忘記節日
的樂趣。但是，可能也談不上那麼濃的樂趣
了。人們匆匆走進餅店，要了這一樣那一樣，
拎起了就走。在這一刻，往昔節日的樂趣就已
經開始淡了下來。沒有完全淡忘就已難得了。
我只想祝福，許許多多的家庭，仍然樂趣很濃
地過中秋、吃月餅。月餅好吃，但在好吃之
外，節日的樂趣希望仍在增長。

古 今 講 台

說起月餅口饞

■吳羊璧

陝西名茶甲天下

亦 有 可 聞 ■韓星海

■圖、文：張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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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二世祖」派對。 網上圖片

■疏廣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