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途經賓陽南洞時，聞知此洞窟是李泰（李世民第四子，魏王）
在北魏廢棄的基礎上，為其生母長孫皇后做功德續鑿而成的。窟
中人物風貌盡顯豐腴，刀法技藝上也見變化。這些審美和藝術上
的變化，都留下了北魏至唐代的過渡期痕跡。
時尚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說，時尚就是社會的體

溫計，時尚健康，社會當然也就健康⋯⋯我們一路這樣議論 ，
不覺來到龍門石窟的名片窟——「奉先寺」。
奉先寺是龍門石窟中規模最大、藝術最為精湛的一組摩崖型群

雕，因其隸屬於當時的皇家寺院奉先寺而得名。
此窟開鑿於唐高宗時代，據說是武則天掏兩萬貫脂粉錢贊助鑿

成的。它長寬各30餘米，洞中佛像面形豐腴、雙耳下垂，形態圓
滿，明顯體現了唐代佛像藝術特點。主佛貌相安詳、溫存、親
切，極為動人，其蓮座北側的題記稱之為「大盧舍那像龕」。這裡
共有九尊大像，中間主佛為盧舍那大佛，乃釋迦牟尼的報身佛。
據佛經說，「盧舍那」意為光明遍照。
此佛聞名海內，可惜雙肘已遭人為破壞。它通高17.14米，頭高4

米，耳長達1.9米，佛像面部豐滿圓潤，頭頂為波狀形發紋，眉如
新月，鼻樑高直，一雙秀目微微凝視 下方，嘴角露出祥和的笑
意。大佛身 通肩式袈裟，衣紋簡樸無華，一圈圈同心圓式的衣
紋，把端莊的法相烘托得異常聖潔。整座佛像，宛若一位睿智而
慈祥的華夏中年女性，令人敬而不懼。導遊介紹說，在塑造這尊
佛像時，藝術家們匠心獨運，將高尚的情操、細膩的情感、博大
的胸懷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藝
術魅力。仰視之，心靈不覺頓生淨化之感。
窟寺千瘡百孔，飽經滄桑，九尊大佛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但依然可見他們與主佛盧舍那一起構成了一組極富情態質感的藝
術群像。
奉先寺大型藝術群雕以其宏大的規模、精湛的雕刻高踞於中國

石刻藝術的巔峰，成為中國石刻藝術的典範之作，也成唐代的一
個特殊象徵。
不知不覺時近傍晚，我們匆忙來到龍門山南段，打算見識一下

導遊竭力推薦的「古陽洞」。
「古陽洞」取材於一個天然的石灰岩溶洞，開鑿於公元493年，

因而有「龍門石窟第一洞」之稱。它規模宏偉，氣勢磅礡，十分
壯觀，不僅是龍門石窟中開鑿最早的，也是佛教內容最豐富、書
法藝術最高的一個洞窟，其北壁刻有楷體「古陽洞」三字。清末
有好事的道教徒將主佛釋迦牟尼塗改成太上老君，訛傳老子曾在
此窟煉過丹，所以古陽洞又叫「老君洞」。
古陽洞窟頂沒有蓮花藻井，地面呈馬蹄形。主像釋迦牟尼，

雙領下垂式袈裟，面容清瘦，眼含笑意，安詳地端坐在須彌台座
上，左側是觀音菩薩，右側為大勢至菩薩，他們手執法器，表情
文靜，儀態從容。
這些造像的藝術原型相當廣泛，讓人領略藝術成就的同時，也

讓我驀然意識到它們已經不那麼北魏人主化了，至少沒有雲岡石
窟那般突出。孤陋寡聞的我甚為困惑，這，又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佛教正本清源，普度「眾生」了，還是「人主」們放棄了自我

神化？
古陽洞值得一看的還有佛龕。這裡的佛龕大大小小，不計其

數，雕造裝飾十分華麗，特別是外形設計、龕楣和龕額，豐富多
彩，變化多端，有的尖拱似蓮瓣，有的形制如房屋，有的像帷幔
和流蘇⋯⋯並且還在龕楣上宣傳佛教故事，如：古陽洞南壁釋迦
多寶龕上，就刻有菩提樹下誕生、步步生蓮、九龍灌浴等。
古陽洞既是北魏皇室貴族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同時也留下了書

法珍品「龍門二十品」中的十九品。
順便說一句，所謂「龍門二十品」，是指從北魏時期精選出來的

二十塊造像題記，它們分別記載 不同佛龕的雕鑿時間、人物、
目的等。二十品的特點是：字型端正大方，氣勢剛健質樸，結
體、用筆在隸、楷之間，成為書法中著名的「魏碑體」。現在，龍
門二十品仍有無窮的藝術魅力，海外許多遊人，漂洋過海，為的
就是能夠親眼目睹這一書法奇珍。
⋯⋯
夜幕悄然四合，我們再也沒有時間一一看下去了，尤其對面山

上那些「後起之秀」，更是只能十分惆悵地遠遠望上那麼一眼。
當然了，話也要說回來，即使花上三天三夜，誰也無法看過

來。僧眾十萬鎮龍門，那可是400多年的煌煌汗青，誰有那本事去
一一翻閱？
如今時隔多年，燈下命筆，雖仍意猶未盡，但不虛此行則是主

要的：它讓我領略了龍門石窟的磅礡氣勢和我國石刻藝術的輝煌
成就，從中窺見了我國古代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多領域的
發展變化，同時也引起我對龍門「弘佛」的進一步思考。它雖是
封建統治者的一場「政治秀」，但很難說他們之中就沒有真心信佛
的，這就是信仰；它雖是一場罕見的造神運動，但卻為後世留下
了一筆寶貴遺產；它雖是封建統治者的司馬昭之心、醉翁之意，
卻也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它既是一種宗教行為，也是一
種文化現象⋯⋯因此，能不能說它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神州大地的一曲絕響呢？

如今的蘋果是愈來愈漂亮了，漂亮得令牙齒們不自覺地
就自卑得失去了戰鬥力。
可好好的蘋果若感染了細菌，就算只有指甲蓋那麼點大

的役區，也足以讓豆蔻年華美少女般的蘋果破了相，從優
雅安逸的水晶果盆搬遷到了風吹浪打的水池邊，怪孤獨
的。
原本挺小資的白領水果，一從客廳茶几下崗，居然就土

豆都不如了。科普讀物上說，爛了一點點的蘋果不能再
吃，因為果肉已被腐爛產生的毒素污染。可村裡民諺說，
歪瓜爛桃子最甜最好吃。我相信科學，因為據說這和美好
將來有關。我也無法背棄民諺，因為它似從前的穀粒，餵
大了我的童年。眼前指日可待的白白胖胖，可都得益於那
時的雜食和糙口。
記得小時候，最期待爸媽去三十里外的富陽鎮上。因為

他們回來時，總是會盡可能的買點零食給我們解饞。坐在
門口小板凳上小口小口享受零食的我們，如出殼小雞般毛
絨絨欣欣然。 一隻麻球，一把糖塊，或者幾個蘋果，都使
我們快活得胸口裝了彈簧一般。那些蘋果大都是因為爛了
動過切除手術的，有的是大半個，有的是一小塊，樣子有
點寒磣。但是蘋果如果不爛，就不會削價，我們就吃不
起。殘缺的蘋果還是蘋果，它給我們的是完整的快樂。從
沒好意思告訴別人，我那時曾有一個理想，是擁有一麻袋
的爛蘋果，坐在向陽的山坡上，一邊放羊，一邊削爛蘋
果，惡狠狠地從早上一直吃到黃昏。
爛蘋果是寂靜清貧歲月裡的歡呼雀躍，它肆意的香甜，

把我們酣睡在稻草床墊上的黑白夢境包紮得五彩五彩的。
那樣的滿足，是現在給我們整個果園也無法得到的。那時
的爛蘋果是有福的，那時的我們是有福的。
現在的爛蘋果依然是蘋果，但它大都被痛快爛掉。一是

怕吃壞了人，二是再窮的人家也爛得起一個蘋果了。這應
該算是進步。可吃好喝好了的人怎麼就經不起一隻爛蘋果
的腐化了呢？人真的是越活越脆弱了。
可不吃爛蘋果的人並不比爛蘋果堅強多少，時不時的就

被無孔不入的細菌絆倒摜翻。不明白細菌們是如何一代更
比一代強的，莫非它們的本能比我們的科學更厲害？當我
們洋洋得意於各種抗菌的研究成果時，保不定細菌們就在
一邊托 小小的腮幫擠眉弄眼地衝 我們偷偷發笑呢。
爛了的蘋果吃不吃，這是個問題，但並不重要。艱苦樸

素固然是美德，可若有成堆的好蘋果等 我們享用，我們
還去吃爛蘋果，就多少顯得沒品味和矯情了。再說現在真
要買那種動過手術的爛蘋果也不是那麼容易找的，總不能
等好好的蘋果爛了再吃吧？！只是我們不能太心疼自個兒
的胃，精挑細撿地，把自己精緻得紙人似的風吹跌倒撒氣
頭暈的。我們再怎麼百般講究，也成不了豌豆公主，頂多
混個潔癖的諢名。
曾經夢裡笑醒，夢見春花般恣意狗尾巴草般青蔥的從前

的自己，帶 一車嫁妝穿過月光如銀子鋪滿地的鄉村大路
去嫁人，車是寶牛牌新牛車，嫁妝是那隻爸爸親手做的拼
花大櫃子，櫃子縫裡逃出來的爛蘋果的醉人芬芳，如詩歌
被晚風反覆吟誦，天地俱深深呼吸。可惜夢醒得太早，不
知道那接應的臭味相投的夫君是誰，而夢和從前一樣無路
可返，無緣相見相守的人，終是一夢相隔兩茫茫了。夢裡
那一車好好的爛蘋果，也不知道後來到底便宜了誰，每每
想起，都心疼得夜不能寐，又不好意思和人說，唉！

農村集市，自古以來就是鄉村商品交易的主
要場所。每到春節前夕的年集，整個集市上商
賈雲集，四里八鄉的村民齊聚。車水馬龍，熙
熙攘攘的人群，摻雜 商家的叫賣聲，好一派
熱鬧風光。
我自小時候就喜歡趕集，尤其是年集更吸引
童心，貪圖熱鬧，嚮往母親給買過年的新衣

裳，更有興趣的是買炮仗。那時候多數人家裡
生活拮据，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只能「趕窮
集」。男孩子買幾掛炮仗，女孩子買朵花或頭繩
就心滿意足了。
走在年集上，人們身 「清一色」服飾，女

孩子穿一件大花襖就顯得格外耀眼。年集與平
常不同的是小商販盡情吆喝，「賣糖葫蘆嘍，」
「賣花啦，」「五香麵，」「剛逮得魚，買一條
吧？」還有拉洋片的、打把勢賣藝的，一切一
切都顯得年味十足。
童年時期過年，家裡五口人只能憑票買二斤

肉，還請求賣肉的多給點肥肉，好煉點油沾沾
葷味。青菜也多少買點，主要是大白菜、胡蘿
蔔、藕。大白菜和胡蘿蔔做餃子餡，藕炸之後
做祭拜天地神靈的供品，祈求五穀豐登、生活
富裕。
生產隊分配的小麥很少，除了過年基本上吃

不到白麵。除夕再窮也要吃一頓白麵餃子，過
年吃的饃饃，大部分是地瓜麵用麵粉包皮，可
謂外面白光裡面漆黑，不圖口味就圖喜慶吧。
集市上按不同商品劃分區域，最搶眼的是糧

食市、雜貨市、炮仗市。雜貨市吸引的是老幼
婦女，大人們給女孩子扯上一塊花布，做件花
褂子；給男老人買上半斤老燒酒和二 旱煙
葉，給女老人買一塊方頭巾；再買上 把香，
請上兩刀祭拜燒紙，買上一張灶王像，過年的
物品就可以了。
炮仗市吸引男性青少年，他們成群結隊的簇

擁在這裡。那時不像現在禮花鞭炮五顏六色，
只有手工製作的炮仗和機械製作的鞭炮兩種，
炮仗有大有小，一般說來大的二百頭，小的二
十頭。鞭炮只有小的，習慣叫作「草芥子」，用
手拿 燃放都沒有問題。最惹人青睞的是二起
腳，誰要是能買上十多個，就算是了不起的主
了，會引來無數羨慕的目光。
小男孩子忒喜歡炮仗，不要求穿戴，能買上

幾掛炮仗就稱心如意了。因囊中羞澀，只能花
五毛錢買三五掛。沒有辦法，只能在炮仗攤位
旁邊撿拾燃放不響的「呼呼」，有時候被搶到手

的慢信炮仗炸傷手。過年時沒有炮仗，就用木
棍敲擊「蓋墊」，讓鄰居家聽聽響聲，也不顯得
家境寒酸。
說起糧食市，在統購統銷的年代，糧食是嚴

控物資。糧食不准市場買賣，再說大部分農家
沒有餘糧可賣，有的省吃儉用擠出來的糧食，
賣掉一點購置年貨，也要時刻躲避市場管理員
的驅趕。年集略微寬鬆一些，似乎市場管理部
門很理解農民的心理，年關期間，不到萬不得
已誰還賣糧糴糧食呢。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已從農村搬到了城市

居住，若干年沒有到農村趕年集了。春節的生
活用品大部分到超市購買，商品經濟時代，生
活物資充盈，超市和各專業市場商品琳琅滿
目，任憑根據需求選購。
好奇心驅使，龍年春節前夕，又到童年時經

常光顧的大集上轉了一圈，尋找一下過去的感
覺。久違的年集上依舊人頭攢動，不同的是人
們的服飾和面部表情發生了質的變化，男女老
幼服飾都裝扮得五彩繽紛，時髦得很，已經融
入了新時代潮流。偶爾碰到熟悉的村民，雖然
頭上佈滿花白頭髮，臉上也起了褶子，但是精
神煥發的表情顯示 當今社會的優越。
在一位故友的引導下，粗略瀏覽了集市，發

現市場佈局發生了大的變化。糧食市、牲口市
都已不復存在，雜貨市也已經不是過去的概
念。是的，糧食有專門的雜糧專賣店；牲口已
經退出生產耕作，專為人們的餐桌服務，基本
上專業農場化養殖，還用得 再在集市上交易
嗎？雜貨市新商品充盈，電子產品、兒童玩
具、保健用品、各式皮鞋服飾等等，應有盡
有。
時代在變，年集也在改變。商品經濟的載體

發生了轉變，其內容更加貼近人們的需求。社
會在進步，農村在發展，伴隨 經濟社會
的不斷前進的步伐，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十分豐富，農村的集市貿易也融入了信息
時代，商品的流通交易賦予更新的內容。
現如今，小城鎮建設日新月異，集市不

單純是小商品的貿易主體，城鄉對接、超
市進社區已經是常態化。「城鄉差別」只
能代表過去，這個名詞必將由「城鄉一體
化」所替代。年集並非是農民置辦年貨的
必然選擇，物質豐富的城鄉村居民何須再
為年貨奔波，趕年集只不過是挑選自己喜
歡的小商品罷了。

東漢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劉
秀有一次到郊外打獵，玩得十分盡興，不
知不覺天已黑了。車隊返回時已然「宵
禁」，洛陽十二個城門統統關閉，喧嘩熱鬧
早已退去，四周夜靜更深，漆黑一片。
按朝廷法律規定的「宵禁令」，這時城門

是不允許隨意開啟的，然而，現在要進城
的是皇帝大駕，照說也可以「破例」一
回，因為在「權大於法」的君主專制制度
下，「朕即國家」、「朕即王法」，誰有潑
天大膽，敢攔阻「聖駕」？所以，劉秀的
一干人馬來到上東門外，就有侍衛立刻高
聲吆喝 「皇帝駕到」，然而，出人意料，
上東門「門候（管門的官）」郅惲，卻置之
不理，下令不許開門。《後漢書．郅惲列
傳》上說：「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
關不開。」
這位郅惲是甚等樣人，為何連皇帝的車

駕都敢攔在門外呢？原來，郅惲，字君
章，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人。他平素
志向高遠，秉性剛直，辦事認真。別看他
只是當了個芝麻綠豆大的京城守門官（享
600石皇糧），但他忠於職守，依法緊閉城
門，你又如之奈何？這時，劉秀見侍衛叫
門不應，便「令從者見面於門間」，命令隨
從叫郅惲從門縫裡往外看看火把映照下皇
帝的面孔，言下之意是說：你看我是誰，
還不趕快開門！其實，郅惲明知是皇帝駕
臨城下，但他執法很有一股強勁，就是九
頭牛也拉不回。不過，他膽子大是大，卻
又非常機智，他在門縫裡向外喊道：「火
光不能照得太遠看不清，不能隨便開門。」
（「火明遼遠」）郅惲「不受詔」，劉秀也沒
轍了，只得怏怏地命車隊繞道而行，從東
中門進了城。
劉秀沒想到自己貴為天子，卻栽在門候

郅惲那裡，吃了一個「閉門羹」。按說，他
要挽回自己的面子不難，隨便找個「莫須
有」的理由就可以處罰郅惲，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嘛，歷史上許多冤案不都是這樣
的嗎？然而，劉秀沒有這樣做，稱得上開
明而有雅量。事情至此原本已經了結，可
郅惲卻不依不饒，第二天，又上書皇帝
說：「從前，周文王不敢沉湎於遊獵玩
樂，憂慮的只是天下百姓的事（以萬人惟
憂）。如今陛下跑到大老遠的山林裡去打

獵，白天玩不夠，晚上還要玩，那把國家
大事放在什麼地方？再說，陛下深入險
地，好比空手打虎，徒步過河，小臣心裡
真是擔憂啊⋯⋯」
歷史上「君章拒獵」的典故就是由這場

「叫門風波」而來。好一個郅惲！他不搞
「潛規則」，絕不因人廢法，見上唯唯，而
是恪盡職守，執法如山。其實，門的開與
關，看似一樁小事，卻關涉法律的尊嚴，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領導者沒有違法亂法的特權。何況，
出獵夜行回來要求開門，還不只是「犯
禁」，往深處說，憂勞才能興國，身為皇
帝，不去殫精竭慮，日理萬機，卻夜以繼
日地遊樂，這對國家安危有什麼益處？正
因如此，膽識過人的郅惲才上書勸諫「拒
獵」，要皇帝不要因個人享樂而忘記了社稷
蒼生。
光武帝看了奏章，深受感動。也許他讀

到「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的時候，會嚇出一身冷汗，方才意識
到自己遊獵夜歸已不是什麼小事了，於
是，他一方面賞賜郅惲一百匹布，一方面
又將放他進來的東中門守門官貶為參封縣
縣尉。
看來，在這件事上劉秀做到了賞罰分

明。不過，我以為在這個一獎一罰中，他
恰恰忘記了自己。郅惲執法嚴明又心憂天
下，敢於批評皇帝，理應得到獎賞，但那
位東中門衛官被處分，就不免有些受屈。
誰知你皇帝什麼心思？我拒你於門外，也
許我得搭上自己的一顆腦袋！而今，開了
城門遂了你皇上的願，不但沒獎賞反遭貶
降，是何道理？再說，始作俑者正是光武
帝本人，不是他外出打獵夜歸，也不會有
這麼一場風波。可見，首先破例違規的是
劉秀，處罰下官，首先得處罰自己，給自
己來一個「罪己詔」，這樣才能讓受貶的下
官心服口服。
畢竟，劉秀是古代帝王，能做到這一步

已經不易。他成全了郅惲「執法不阿」的
美名，也給自己贏得了豁達大度、從諫如
流的聲譽。今天的領導者，如果自己有了
過失不反躬自省，主動問責，卻讓下級來
「代己受過」，顯然在民主法治社會站不住
腳，留下的就不是美名了。

藝 天 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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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惲執法拒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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