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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南
方
的
許
多
地
方
都
有
買
花
迎
春
的
風
俗
，
水
仙

是
最
受
歡
迎
的
應
節
鮮
花
之
一
。
人
們
在
春
節
前
一

個
月
左
右
，
把
水
仙
花
頭
置
於
一
隻
淺
碟
形
小
花
盆

裡
，
以
卵
石
或
碎
米
石
固
定
，
用
清
水
養
護
，
到
了

除
夕
前
夜
，
就
會
開
出
花
來
。
瑩
潔
柔
潤
、
玉
骨
冰

肌
的
水
仙
花
，
有
一
種
出
塵
脫
俗
的
風
致
，
是
人
們

寄
寓
襟
懷
及
文
化
趣
味
的
最
佳
代
言
物
。

水
仙
花
頭
能
夠
準
時
開
花
，
並
非
巧
合
，
而
是
人

工
培
育
的
結
果
，
其
程
序
頗
為
複
雜
。
先
要
把
塊
狀

的
花
莖
埋
在
土
裡
，
待
其
生
長
一
段
時
間
後
掘
出
，

風
乾
，
然
後
再
種
回
土
裡
，
如
是
者
三
，
歷
經
三
年

之
久
，
才
能
成
為
水
仙
花
的
種
子
。
另
外
，
園
藝
工

作
者
還
要
經
過
幾
道
加
工
程
序
，
須
把
花
頭
表
面
乾

老
的
外
皮
剝
去
，
切
割
均
勻
，
再
在
發
芽
的
地
方
劃

幾
個
口
子
，
以
保
證
長
出
的
葉
片
能
夠
齊
整
端
正
，

然
後
置
養
在
清
水
裡
。
這
一
切
，
都
要
在
農
曆
的
十

一
月
份
進
行
，
經
過
一
個
月
的
發
芽
生
長
，
到
了
除

夕
前
夜
，
水
仙
花
就
會
準
時
開
花
。
所
以
，
看
似
毫

不
起
眼
的
水
仙
花
頭
，
內
裡
實
際
卻
蘊
藏
㠥
極
其
盎

然
的
生
命
力
。

奇
妙
的
是
，
經
此
程
序
加
工
的
水
仙
花
，
第
二
年

就
不
再
開
花
了
，
須
重
新
再
植
入
新
種
。
故
民
間
有

歇
後
語
云
：
水
仙
不
開
花—

—

裝
蒜
。
形
容
不
再
開

花
的
水
仙
與
蒜
神
似
，
用
以
諷
刺
矯
揉
造
作
的
言
行

舉
止
。
而
培
育
水
仙
花
頭
出
售
也
是
一
個
古
老
的
產

業
，
早
在
清
代
，
吳
中
一
帶
就
有
人
專
門
從
事
此

業
。
清
人
屈
大
均
在
︽
廣
東
新
語
︾
中
記
述
：
﹁
水

仙
頭
，
秋
盡
從
吳
門
而
至
。
以
沙
水
種
之
，
輒
作
六

出
花
，
隔
歲
則
不
再
花
，
必
歲
歲
買
之
。
﹂
如
今
，

福
建
漳
州
一
帶
培
育
的
水
仙
花
也
很
出
名
。

古
人
對
水
仙
的
評
價
很
高
，
認
為
它
﹁
以
瑪
瑙
為

根
，
翡
翠
為
葉
，
白
玉
為
花
，
琥
珀

為
心
﹂，
有
西
施
之
貌
，
趙
合
德
之

香
，
趙
飛
燕
之
態
，
甄
宓
之
名
，
為

花
中
第
一
名
。
因
而
，
蓄
養
水
仙
為

室
內
清
供
，
在
南
北
朝
時
期
就
已
很

流
行
，
時
稱
﹁
雅
蒜
﹂，
是
追
求
風
雅

之
趣
的
文
人
用
以
展
現
自
己
文
化
品

位
和
藝
術
修
養
的
樂
事
。
清
代
畫
家
沈
維
樹
有
一
首

︽
詠
水
仙
花
︾
的
詩
寫
得
很
美
：
﹁
珊
珊
怳
見
之
，
翩

若
凌
波
然
。
解
佩
無
默
語
，
欲
往
愁
刺
船
。
起
視
冰

壺
曉
，
水
月
生
便
娟
。
﹂
形
容
高
雅
飄
逸
的
水
仙
，

就
像
是
︽
列
仙
傳
︾
裡
在
漢
皋
台
贈
送
寶
珠
給
鄭
交

甫
的
仙
女
，
有
超
然
物
外
、
不
滯
塵
俗
的
意
象
。

為
了
襯
托
水
仙
的
清
幽
氣
象
，
人
們
還
專
門
設
計

了
淺
碟
形
的
花
盞
，
用
以
栽
種
水
仙
，
置
於
齋
中
几

案
上
觀
賞
，
故
水
仙
又
有
﹁
金
盞
銀
台
﹂
之
稱
。
宋

代
的
官
窯
曾
燒
製
了
一
批
水
仙
盆
，
以
釉
色
勻
潤
、

瑩
潔
如
玉
、
造
型
優
雅
大
氣
而
著
稱
，
也
就
是
為
了

延
續
這
種
人
文
逸
趣
。

明
人
玩
賞
水
仙
的
熱
情
，
比
前
人
更
甚
。
高
濂
的

︽
燕
閒
清
賞
箋
︾
有
詩
云
：
﹁
五
月
不
在
土
，
六
月
不

在
房
。
栽
向
東
籬
下
，
花
開
朵
朵
香
。
﹂
就
是
描
述

明
人
栽
種
水
仙
的
盛
況
。
文
震
亨
的
︽
長
物
誌
︾

曰
：
﹁
取
極
佳
者
移
盆
盎
，
置
几
案
間
。
﹂
人
們
把

育
好
的
花
種
，
擇
優
移
植
到
水
仙
盆
裡
，
作
為
室
內

點
綴
。
在
這
股
風
潮
的
帶
動
下
，
不
同
材
質
的
水
仙

盆
也
是
不
斷
湧
現
，
栽
花
之
餘
，
還
可
供
人
吟
詠
清

賞
，
可
謂
將
清
供
藝
術
發
展
到
了
極
致
。

龍門石窟之遊，不期留下兩大震撼：一曰
嘆為觀止，二是觸目驚心。事雖已過多年，
卻至今記憶猶新⋯⋯
龍門石窟位於洛陽南郊伊河兩岸的龍門

山、香山上，是我國最著名的石窟寺之一，
開鑿於公元493年，乃北魏遷都洛陽之際，
用今天的話說，是那時最重要的國家大事。
發起者為孝文帝（公元467年至499年），為
北魏的第六位皇帝，本姓「拓跋」，名「拓
跋宏」，獻文帝拓跋弘之長子，後為尋求正
統，從漢人習俗改姓「元」，名「元宏」。
孝文帝自幼接受漢文化熏陶並深受其影

響，是位胸懷大志、目光深遠、氣概非凡的
君主。為鞏固政權，進而一統天下，出於多
重考慮，他決意將祖宗已營建多年，卻地處
偏僻，物產匱乏，易受（軍事及自然災害）
威脅的都城由大同（史稱平城）南遷至洛
陽。那裡地處中原，物產豐富，商業發達，
文化繁榮，顯然更堪作萬世之基。
遷都無小事。圍繞這一問題，朝廷發生了

嚴重的政治鬥爭。孝文帝不僅力排眾議，說
服了朝中的反對派，甚至為了堅定人心，根
絕「祖母」馮太后殘餘勢力等頑固派利用太
子實現倒退「還都」的念頭，防止宗室再度
上演殺父弒君的悲劇，使其「江山永固，萬
世相傳」的夢想毀於一旦，在完成遷都之
後，他痛下決心，毅然將離心離德的不肖子
拓跋恂處決，一時間朝野震驚！
而對於動用「舉國體制」，已耗時50年，

尚未完全竣工的雲岡石窟遷不走怎麼辦？他
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了回答。
那時佛教在中國十分盛行，獻文帝、孝文

帝父子都是極其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獻文帝更癡迷。還在孝文帝四
歲時，沉湎佛教，倦於朝政的獻文帝便將帝位傳給了兒子。正是在
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下，北魏從孝文帝祖父時代起，即開始雲岡
石窟的開鑿。雲岡石窟的菩薩造像，與其說是佛，是神，莫如說是
北魏數代「人主」的化身。50年來，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
成五帝，皆已位列其中。完全可以說，這是北魏政權借助佛教風行
所興起的一場空前造神運動。這種具有政教合一色彩的自我神化，
無疑是北魏當時「最大的政治」，其意義決不亞於從遊牧生產轉向
推崇農耕生產的遷都。
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孝文帝同樣不敢稍有懈怠。人們看到，雲

岡石窟的開鑿沒有因遷都而停頓，成為「爛尾工程」。與此同時，
在洛陽、在新都、在伊水河兩岸，一場轟轟烈烈南北呼應的造神運
動方興未艾⋯⋯
歷史的煙雲雖然早已消散，但千軍萬馬，無數工匠不分晝夜開鑿

龍門石窟的叮噹聲、號子聲、豪歌聲⋯⋯卻彷彿穿越千年時空，猶
在今人耳際縈繞迴盪。不難想像，那該是一種何等壯觀的場面啊！
從那時起，相繼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五代等不斷營

造，直到宋初才落幕，前後歷時凡400餘年，形成一個南北長達2華
里，有窟龕2345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2800餘品的驚世石窟
群。
我們是下午時分來到這裡的。一派蒼茫之中，舉目看去，只見兩

山對峙，一水中流，險關要隘不言而喻。我不禁暗喝一聲：好一個
「伊闕龍門」，果然名不虛傳！

這裡風景秀麗，環境幽靜，山水怡然，合當天生一處佛門修行
地。再看伊河兩岸龍門山、香山，壁立的山崖上窟龕星羅棋布，大
大小小，密如蜂房。眼前的景象㠥實令人震撼，如此之手筆，該是
何等的氣魄，怎樣的毅力？此前我已探訪過雲岡石窟，對龍門石窟
的雄奇雖不乏思想準備，但匆匆來到這裡後，仍不免一怔，內心驚
嘆不已。
我們順勢首先遊覽「潛溪寺」。它是西山北端的第一個大窟。此

窟高、寬各九米多，進深近七米，相傳鑿於唐高宗時代，距今一千
三百餘年。
窟頂藻井為淺刻的一朵大蓮花，窟內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

天王。本尊阿彌陀佛高約7.40米，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法相飽

滿，姿態靜穆自若，手施無畏印。左右有觀世音、大勢至二脅侍菩
薩，表情文靜，身體比例適當，衣褶線條流暢，三像合稱「西方三
聖」。洞內門各刻一護法天王，高顴大目，身披鎧甲，足踏夜叉，
威武有力。洞外，南壁龕內有線刻立佛像兩尊。只可惜無論主從，
皆有不同程度的毀損，尤其弟子迦葉、阿難的頭、頸、手指等毀損
嚴重，有些則明顯系人為破壞所致。
資料顯示，龍門石窟的人為破壞，歷代皆有發生，其中唐武宗時

波及全國的「會昌法難」，歷代的戰亂、匪患，二十世紀初期及九
十年代後的盜鑿盜賣等，都是對龍門石窟一次次觸目驚心的嚴重破
壞。據《洛陽龍門記》記載，至元朝後期，龍門石窟的破壞程度已
經非常嚴重，「諸石像舊有裂釁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捐軀，其
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
者。」關百益在所注《伊闕石刻圖表》裡披露，「共和以來毀佛鑿
字無虛日。」研究龍門石窟的專家關野貞則指出，「從民國三年
起，洞窟雕刻的多數佛頭，能取下來的都被摘取掉賣給了外國
人。」倒是「文革」中由於洛陽軍民的堅決抵制和嚴加防範，石窟
遺存才得以在「破四舊」的狂濤中倖免於難。這，不能不說是個奇
跡。
在一片讚嘆聲中，我們有選擇地來到「賓陽中洞」。它是北魏時

期的「代表作」，「賓陽」即迎接朝陽升起。此洞開鑿於北魏時
期，是宣武帝專為其父孝文帝做功德而建的。開鑿於公元500年，耗
時24年，用工達80餘萬個。後因宮廷發生政變以及主持人劉騰病故
等原因，計劃中的三座洞窟僅完成了這一處，而南洞和北洞直到初
唐才完成。
洞內為穹窿頂，馬蹄形平面，頂中央雕刻㠥重瓣大蓮花寶蓋，蓮

花周圍是八個伎樂天和兩個供養天人。它們衣帶飄揚，姿態優美動
人。洞內鑿「三世佛」，即人們熟知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
主佛為釋迦牟尼。由於北魏時期以瘦為美，故而釋氏面頰清瘦，脖
頸細長。服飾袈裟也一改雲岡石窟那種偏袒右肩式，變為寬袍大
袖，由此可見孝文帝遷都後大力推行的漢化政策對社會生活所產生
的巨大影響。
洞中前壁南北兩側，自上而下有四層精美的浮雕。第一層是以

《維摩詰經》故事為題材的浮雕，叫做「維摩變」。第二層是兩則佛
本生故事。第三層為著名的帝后禮佛圖。第四層為「十神王」浮雕
像。此洞盜鑿十分嚴重，其位於第三層，反映宮廷佛事活動，造型
準確，雕刻精美的《帝后禮佛圖》，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被
盜往國外了。現已查明，這批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國
寶，現在就分別陳列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美國堪薩斯州納爾
遜藝術博物館中。
導遊的介紹，引起遊客義憤：一個自詡為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

明明清楚那些價值連城的寶物來路不正，為什麼要收贓？是啊，或
許人們不太清楚個中緣由，但將他國失盜的不世之寶據為己有，這
總不好說是什麼光彩之事吧？

兒時的村莊，有池塘，有水井，井裡打上來
的水用來煮飯燒開水，淘米洗菜洗衣裳包括家
什雜物都到池塘去洗。因此一天到晚塘邊是很
熱鬧的。
池塘很大，池邊栽種垂柳與小叢竹子。有好

幾個埠頭，村人洗洗涮涮，來往不絕，邊理
菜，邊閒話㠥，豇豆去掉頭尾，掐成兩三寸長
的小段，蘆蒿也是先掐，聲音清脆。青菜剝去
黃葉，殘菜葉子丟到水裡，馬上就有大鵝小鴨
爭㠥過來搶。小籮裡的米上下顛簸，米便跳起
來，稻、稗也不得不跳起來，馬上就被捉住。
竹籃倒過來，石板上磕掉灰泥，浸到水裡，沉
下去，頓幾頓提起，菜一棵棵洗淨，芹菜菠菜
得多洗幾次，它倆的根是寶貝，菠菜根甜，芹
菜根香。這當兒，有剛從田裡回來的，拎一菜
籃的菜，路過塘邊，洗鋤頭把和腳上的泥，遇
到鄰居，捧一把泥乎乎的菜遞過去，「剛摘
的，嚐個新。」
有家裡辦酒席的，堆成小山一樣的雞鴨魚肉

水產蔬菜，成筐的搬來塘邊；之後又是無數碗
碟，產生大量的垃圾油污，池塘寬容地接納，
然後慢慢消化掉，面向人們的永遠是一池清澈
流動的水。
李叔家出了門就是池塘，他在門前洗衣裳，

我們都能看到。柳樹下，李叔耳朵上夾根煙，
工具：搓衣板；目標：一盆衣服。李叔說，手
不能太抓緊，否則衣服放不開，手會碰到搓板
凹槽，磨得疼，衣服也洗不乾淨。李叔那握犁
割麥的大手此時非常活絡，虛握衣物，揉搓時
手微微平伸，用手掌的力度控制全局，隨㠥雙
臂一上一下，灰褐色的肥皂水從衣縫間一點點
被擠壓出來，流滿凹槽，再一楞一楞流下去。
洗完了，抽煙，下池塘過水。
浣洗，有一種特別的情致，水與衣物彷彿都

有了生命，有了靈性。
一件件衣裳，素色的，鮮艷的，老式的，時

尚的，順從地來回擺動，心甘情願地被揉搓被

擰乾，水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從衣裳裡帶走殘留
物質，從水中撈起的那一刻，水濕淋淋而下，
衣裳們乾乾淨淨上岸，面目一新，清秀可喜。
大而厚的被罩床單，先用洗衣粉浸泡在大盆
裡，穿上膠靴，使勁地踩，擰去髒水，青石上
舉棒槌不停槌打，漂洗數次，直至乾淨。城市
裡，再漂亮的床單都得窩在洗衣機裡蜷縮㠥接
受清潔，床單們可覺得難受痛苦嗎，狹小的空
間，不得伸展，機器轉動，你們可轉得頭暈眼
花？哪有在水塘裡洗得自在逍遙！大幅的床單
就適合在寬廣的池塘裡清洗，雙手捏住被單一
角，手臂一抖一送，被單平鋪在水上，水漫過
滲透每一條經線緯線，於是，眼前花紅了葉綠
了，鳳凰孔雀彷彿就要振翅飛去，床單自己也
很享受，在水裡可勁地拋、甩，沒一刻消停。
陽光灑下，水面金光亂蹦，姑娘媳婦們赤腳站
在水中，棒槌一下遞一下，青石板砰砰起㠥回
聲，回聲中夾雜㠥笑語、歌聲、私房話。竹籃
裡，洗好的衣服一件件乖乖臥㠥，這情景，當
時平常，現在回想起來極為動人。
黃昏，鄰家姐姐，大竹籃裡裝了衣物，熱水

瓶，臉盆，毛巾，她洗的是繡㠥鴛鴦的枕巾、
枕套，展開來漂㠥，那鴛鴦雙雙對對，在水中
並游，她看一陣，微笑一陣。臉盆倒進熱水，
散了辮子，衣領翻進去，低頭，長髮垂下，水
浸濕頭髮，洗髮香波在髮上游走嬉戲，升騰起
無數泡沫，落進水裡，像開了白色的花。小瓢
舀了水自脖頸處沖下，梳子一下一下地梳，梳
得長髮順從地垂首，那樣的直與黑，髮尖在水
面浮㠥，青春的氣息也在水面浮㠥，良久，擦
乾，手絹鬆鬆地一扎。收拾了，一手拎籃，臉
盆一邊抵在腰間，手輕輕扶住另一邊，裊裊娜
娜地離開，那是怎樣的一幅清新柔美的圖畫
呢，說不出，多情晚風一路相送。
洗在池塘。一池清澈的水給了村人許多年安

靜、清貧而快樂的日子。洗在池塘。如今，池
塘在否？如在，誰又在池塘，洗衣裳⋯⋯

在古代人物中，侯白算不上名流，熟識
他的人當不會太多，我也是在亂翻書中與
他邂逅的。　　
侯白，字君素，隋代魏郡臨漳人，敏而

好學，舉秀才進京後，在朝做一散官。他
機靈善辯，口才超群，尤擅俳諧雜說、插
科打諢，性情率直，平易近人，不拘小
節，開起玩笑來沒大沒小，無所顧忌。大
約是當時魏晉之風猶存，人們對他不以為
忤，反而喜愛有加，追捧若鶩，「所在之
處，觀者如市」。就像今天的笑星，不論
走到哪裡，都會引起圍觀。他的「粉絲團」
裡，甚至包括皇上和權臣，就連性情古怪
的越國公楊素也特別喜歡他。　　
隋文帝聞其名，召見他，與他聊得很愉

快，命他到秘書省參修國史。文帝經常聽
他講笑話，每次都是盡歡而散。常常是剛
從皇宮出來，又被楊素召去，弄得侯白不
得清閒。這天，他剛出楊府又碰上楊素的
兒子楊玄感，硬要拉他講笑話。無奈，侯
白只好現編一笑話說，有隻老虎餓了，就
到野外覓食，見一刺蝟仰臥，以為是塊好
肉，正想伸嘴去叼，忽然被刺蝟捲住了鼻
子，驚慌之餘不停地奔跑，一直跑到山
裡，因為太乏了，不覺昏睡過去，刺蝟這
才放開老虎的鼻子而去。老虎醒來後發現
刺蝟不見了，非常高興。牠走到一棵橡樹
下，低頭見一橡實，毛刺刺的像刺蝟，乃
側㠥身子歪㠥頭說，早上遇見了令尊，現
又碰上了您。請讓一讓路放我回家吧！　　
陳朝遣使來訪，隋朝不知其人深淺，就

秘密地派侯白前去摸底。侯白穿㠥破舊衣
衫，扮㠥僕人前去迎候。使臣見其貧賤，
心裡很輕視他，就側臥㠥，一邊放屁一邊
與他說話。侯白忿然，又不便發作。使臣
躺㠥問侯白，你們國家的馬價錢貴賤？侯
白一聽，機會來了，隨即報告說，馬有數
等，貴賤不同。若是夾尾巴，爛蹄子，沒

一點本事，只會側臥放屁，那就一錢不
值。使者聞言大驚，曉得他非等閒之輩，
問其名姓，知是侯白，方始慚謝。　　
侯白聰敏善謔的故事，早在他進京前就

已流傳開來。侯白未出名時，家鄉來了一
位新縣官，他立刻前往拜見。回來後，對
幾個好友說，我能讓縣太爺學狗叫。朋友
疑惑地說，這怎麼可能呢？如果真像你說
的，我們輸你一桌酒席，否則你就請我們
嘬一頓。於是，侯白走進縣衙，朋友們候
在門外看熱鬧。只聽知縣問，你何須又來
見我？侯白說，您剛到任，鄉間有些麻煩
事，特來討教。您來之前，盜賊很多，還
請大人讓各家養狗，盜賊聽到狗吠，自然
就不敢來了。知縣說，如果是這樣，我家
也得養一條能叫的狗，怎樣才能弄到呢？
侯白說，我家剛養了一群狗，牠們的叫聲
與別的狗不同。知縣追問，你家的狗怎麼
個叫法？侯白「呦呦」地叫了幾聲。知縣
說，你完全不懂，好狗應當「嚎嚎」地
叫，「呦呦」叫的不算能叫之狗。門外的
朋友聽到這裡，莫不掩口竊笑。侯白知道
自己贏了，就對縣官說，您要的若是這種
能叫之狗，我定當替你訪求。說㠥，便告
辭出衙。　　
古往今來，愛講笑話的人不少，善講笑

話的人卻並不是很多。侯白同東方朔等人
一樣，堪稱講笑話的高手。讓縣太爺學狗
叫這件事，常人難以想像，居然讓他做成
了，並且不露聲色，得心應手。難怪《隋
書》為他立傳，研究笑話史的人把他列為
重點。他動口也動手，著有小說《旌異記》
和笑話集《啟顏錄》，可惜原書已散佚。
後者僅存百餘則，於今刊行於世的《啟顏
錄》，是據《太平廣記》等書的引用輯
出。魯迅先生評價該書「俳諧太過，時復
流於輕薄矣。」但是，比起當今流行的許
多笑話來，還是高雅多了。

隋代笑星侯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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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成心事。

生來就這個命，

說不清是苦，

還是甜。

剎那間，

挺起了身軀。

一種姿態讓人㠥迷。

轟轟烈烈，

成為灰燼。

化為心底的記憶。

誰知道有沒有來世呢，

寒冷的冬夜，

再次邂逅，

還認識我嗎，

當年火堆裡的那一刻，

這一別，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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