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鳴矣，於彼高崗。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很長時間了，每次看到梧桐樹，都要想起《詩經》裡的這

些句子。然後，會不自然地審視一番，看梧桐樹上是否有漂
亮的鳥兒在。久而久之，竟也成了一種反射性的行為。

早晨起床，圍 小區旁的河流繞了一圈。慢慢走的時候，
身邊的河水也在走。看 水，突然就有了某種覺悟的感受：
能夠和水肩並肩地走一段路，確實是一件開心的事情。這條
河在這裡流淌了千百年了，史書上說，黃帝那時候它就在。
這麼長的時間裡，它見過了多少人，曾陪多少人看花開花
落，又有多少情侶在它身邊喃喃細語？！

現在，我一個人在河邊走 。俯視這無聲流淌的水，突然
感覺沉默的高貴。

它陪我走了一段。確切地說，我們肩並肩地走了一段，大
約有二百米吧。過去它陪 很多人走，今後同樣會遇到很多
人。無論對誰，都一樣沉默和平和，真是可貴。

河邊有幾棵梧桐樹。抬起頭，我看到已經變綠的枝幹。它
們的枝頭，挑 幾點小小的葉子，就像寫意畫家筆下的花骨
朵。——春天剛剛到來，殘冬的冷酷還沒有完全褪盡。去年
冬天特別冷，有些樹被凍死了。還有一些，樹皮是灰色的，
綻露出殘存的絕望。

但，這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總有那麼一些樹，一些
人，安然地度過了冬天。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春節前就
打春了。打春的那天，我夢見一樹的梧桐花瓣，還有孩子們
坐在樹下吹口琴。那是種很隨意的音樂，沒有曲調。他們就
是那麼隨意地吹 ，蹦蹦跳跳地，滿不在乎地吹 。

我喜歡梧桐。喜歡關於梧桐的一些人和事。1088年，蘇軾
被貶黃州，擔任團練副使。因為是特赦，被安置黃州的時候
特別說明，只上班不給薪水。於是，蘇軾帶 家人到處打
獵，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這一年，他寫下了優美的句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蘇軾是大詩人，也是審美的
高人。有梧桐，有缺月，傳統的美就到了極致。

對大多數人而言，梧桐是最忠實的觀眾。它安靜地站在那
裡，看花開花落，自然恬淡。這種態度，我從前頗不能理
解。我總以為，做人就應該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才好。只
是人近中年，突然覺得安靜的可貴。人生實在短暫，把時間
浪費在表演和作秀上，實在冤枉。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最
近的感受，且是病中的想法。對別人，不應該有任何的影響
才好。

梧桐安靜，梧桐無言。在春天，它終將舒展開自己綠色的
葉子。它的葉子，邊緣弧度優美，就像女子豐滿的半邊臉。
坐在樹下，仰望這高大的喬木，透過陽光看樹葉，有一種半
透明的涼意。它的葉子表面，總有一層綠茸茸的毛，摩挲一
下，心裡感覺清涼而發癢。

春天到了，是梧桐，總會給我們帶來綠蔭和紫色的花瓣。
隨之，還會有濃烈的花香。所以，這時候，不必擔心。只是
坐 等 ，掰 指頭數日子，看那濃烈的春一步步爆發就是
了。就像身邊這條河，默默地流過。就像在黃州打獵混飯吃
的蘇軾，安靜地過日子，沒有幻想，也沒有任何不安。

我喜歡梧桐樹。

眾所周知，金字塔式的建築物在古埃及和瑪雅
文明中常被發現，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埃及吉薩
的大金字塔，俗稱胡夫金字塔，它是全球最高大
的金字塔；另一個就是在墨西哥中部特奧蒂阿坎
的太陽金字塔，它的體積比胡夫金字塔略小一
點。雖然大多數的金字塔均集中於埃及和墨西
哥，可這並不表示其它地區沒有金字塔存在。
6000至4000年前生活在中東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
亞平原的蘇美爾人，也曾修築過金字塔，今天伊
拉克境內烏爾（Ur）古城的塔廟（ziggurrat），就
是他們留下來的傑作。烏爾塔廟其實是一個台級
式的金字塔，它共有3層長方形的台級，塔的底層
約長64米、寬46米，塔高接近30米，頂層原有一
座神廟，但損毀已久，據說是用來供奉月亮神
的。那麼，中國有沒有金字塔式的建築物？回答
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歸納一下金字塔的建築
特徵：

一般而言，在造形方面，金字塔的平面呈方
形，立面呈等腰三角形。幾乎所有的金字塔都是
台級式的，它們的分別只在於有些台級很明顯，
例如62米高的埃及撒克拉台級金字塔（Step
Pyramid），有6大級；而有些台級則不明顯，例如
147米高的胡夫金字塔，共有203級，從遠處觀
望，它的斜邊好像一條直線。在功能方面，古埃
及金字塔的內部有法老王的墓室，金字塔彷彿墓
的外殼；瑪雅金字塔的頂端通常是神廟，金字塔
就如廟的基座。在建材方面，古埃及金字塔是全
石構造；瑪雅金字塔是外石內土，即其外表為石
塊，內核部分由泥土和碎石混合填充而成。

按照這些特徵，我們對中國古建築稍作分析排
查，發現了一些類似金字塔的構造，例子如下：

茂陵，漢武帝劉徹之墓，位於陝西咸陽。它是
一座古稱「方上」的封土，形狀為上小下大的方
錐體，由於頂端是方形的平台，故名方上。實測
茂陵的封土高約46米，方頂邊長約36米，底部邊
長約240米（與胡夫金字塔相若）。方上其實就是
土金字塔，漢代的皇陵基本上都採用了方上式的
封土。

秦始皇陵，位於陝西臨潼。根據專家的研究，
始皇陵的封土也是方上，原高約115米，底部邊長
約500米（面積約25萬平方米）。經過二千多年的
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封土已變形，現高約85

米，底部面積約12萬平方米。
殷墟王陵亞字形大墓，位於河南安陽。它是一

種商代特有的墓室，平面呈亞字形（缺了四個角
的正方形），口闊底窄，四壁為斜坡，東、南、
西、北各有一條峽長的墓道，從地面緩緩伸入墓
底。以規模最大的 M1217號為例，墓口約18米見
方，深約15米，四條墓道的長度：南約61米，北
約42米，東約29米，西約25米。這種墓被稱為

「地下倒金字塔」，或「負金字塔」，因為它並非向
上堆砌而成，而是向下挖出來的。

高句麗遺址將軍墳，位於吉林集安龍山，築於
公元五世紀。它是用花崗石砌成的金字塔，共7
層，高約13米，底層邊長約33米，頂層邊長約16
米左右，墓室的入口在第5層。

中山王陵遺址，戰國時期，位於河北平山。根
據建築考古學者楊鴻勛先生的研究和復原方案：
墓室在地平線下，墓室上有梯形封土，封土上有
三層方形梯級土台，第一、第二層梯級的邊沿是
木構迴廊，第三層平台上築有正方形的木構享
堂，屋頂為四面斜坡、尖頂。整座大享堂底邊長
約52公尺，屋頂高約26公尺，雖以土木為結構，
但造形與金字塔無異。這種享堂，按同一遺址出
土的銅版「兆域圖」描繪，應有5座排成一列，中
間3座是方200尺的大享堂，兩端2座是方150尺的
小享堂。所以中山王陵原來可能有一群共5座金字
塔式的享堂，甚為壯觀。

古代中國曾出現過一種稱為「明堂」的禮制建
築，是帝王祭祀或宣政的重要場所，莊嚴神聖，
可借後來失傳了，導致人們對它的形制認識不
一，因而歷代不少重建計劃均被擱置。王世仁先

生專門考證明堂建築，從他對西漢長安明堂、東
漢洛陽明堂、唐總章二年明堂及武則天明堂的復
原示意圖，我們看到明堂基本上是金字塔式的建
築，它們的造形都呈方錐形。

美國建築學家咪咪．洛貝爾（Mimi Lobell）在
她的一篇文章〈空間原型〉中，引述瑞士著名分
析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G. Jung）的理論指
出，原型是深埋於集體潛意識中的心理暗示，它
鑄造了人類各種不同的表達構思和形式──藝術、
建築、音樂、文學、社會結構、世界觀等。由於
原型是集體的潛意識，它存在於全人類所有的文
化中。例如金字塔式建築，就是一個空間原型。
金 字 塔 象 徵 一 座 人 工 的 世 界 山 嶽 （ w o r l d
mountain），直指上蒼，超凡入聖，溝通天地人
神，將有限、短暫的生命導向不朽和永恆。洛貝
爾認為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曾修築過形形色色的
金字塔式建築，包括埃及的金字塔，西亞的塔
廟，中美洲的金字塔，印度、東南亞、中國一帶
的佛教翠堵坡、舍利塔、佛塔等，甚至耶路撒冷
的所羅門大殿、雅典的衛城、哥德式教堂等都具
有金字塔建築的性質。從社會的層面去解讀，金
字塔代表了國家、政權、帝王、皇朝、階級，而
此類金字塔原型的文明非常重視文字、法律、歷
史記錄、度量衡標準以及特別的數字和幾何圖形

（例如中國的三和九、圓與方）。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金字塔式的建

築，一點也不奇怪，只是它們沒有埃及金字塔那
麼神秘，所以平日被人們忽略罷了。如果我們深
入研究下去，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作為作家或詩人，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一
首詩，如果經過歲月淘沙篩選，登上經典系
列，實在難之又難。張詩劍首次發表在香港

《文匯報》的長詩《香妃夢迴》被北京高校收
編入《台港名家名作選讀》經典叢書系列中，
乃實至名歸。

2012年4月，北京開放大學系統出版了兩輯
24本《經典讀本系列叢書》，有《老子》、《易
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古
詩觀止》、《唐詩選讀》，到《台港名家名作選
讀》，等等，歷史的跨度約長三千年。包括

《黃帝內經》等等，都是中華文化的精粹，在
浩瀚的文化世界閃耀光輝，名留青史。
這套叢書中的《台港名家名作選讀》，其中台
灣詩歌和香港詩歌各選了六位詩人，台灣有鄭
愁予、覃子豪、余光中、 弦、洛夫、席慕
蓉，香港有戴天、黃國彬、也斯、張詩劍、傅
天虹、鍾偉民。被選中者，「一經品題，身價
百倍 」。當然，有資格選中，必然是名家，還
得有名作，確實不同凡響。

張詩劍被選中的作品是《香妃夢迴》。這本書
收錄了張詩劍多年的詩作、散文和關於詩歌的
論述。《香妃夢迴》也是《新紀元香港作家文
叢》〈共21種〉的其中一冊，入列的詩人、作家
都是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這套叢書由中國作
家出版社出版，在內地和香港均很受歡迎。

長詩《香妃夢迴》被用作書名，因為這首詩
正是詩人張詩劍的扛鼎之作。張詩劍於2001年
九月訪問新疆，回香港後仍念念不忘此行，思
古幽情，詩興大發，寫下了這首心潮澎湃、熱
情洋溢的優美詩篇。該詩最先發表在香港《文
匯報》，其後有《台港文學選刊》、香港《當代
文學》、《綠風》、《詩世界》等多家刊物轉
載，被《國際漢語詩壇》翻譯成英文刊出，被
歐洲詩評家讚嘆：「簡直是史詩啊！」。香
妃，即容妃，維吾爾族人，為清乾隆帝之妃，
進宮之初為貴人，後封容嬪，再進貴妃，極受
乾隆寵愛，在宮中地位特殊。野史中傳容妃體
有異香，於是被稱香妃。張詩劍在《香妃夢迴》
中提及「流香一一殘留香妃的夢」，可能是由
香妃之「香」，浮想聯翩，構思奇巧，詩韻流
轉，成就了精湛的篇章。

拜讀了《香妃夢迴》，一開篇就是令人驚
嘆、令人難忘的詩句：
挺立——

世人眼中的胡楊樹

活 千年不死

死了 千年不倒

倒下 千年不爛

我崇拜

你的堅毅

詩人的這三個「千年」，實在是表達了無限
的想像力。記得有位詩人說過：「想像，你是
我的褒獎」。想像，無疑是作詩的第一要素。
沒有想像，何來詩意？作為詩人，張詩劍的詩
意象的功力令人嘆服。在《香妃夢迴》一詩之
中，就有超強的想像力。全詩五章160行，這
裡選錄幾小節與讀者共賞：
千年積雪

塑你玉骨冰肌

天山雪蓮

薰浴出絕世奇香

絲路遙遙

留下飄影香魂

交河故城、高昌故城

都凝聚你的殘夢

吐魯番地下的五千公里

坎兒井

湧 生命之泉

你的血液

我在葡萄溝的葡萄架下

飲馬奶子、奶酒

有飲必醉

醉臥你的夢懷

達阪城的姑娘

以妒忌的口吻

大唱馬車伕之歌

爭吃嫁女抓飯

夢酣夢迴

我感悟到你的輝煌

⋯⋯

在詩人的想像中，二百多年前的香妃，
依然風華絕代，姿態萬千，飄逸韻味。在
詩人的視線中，香妃仍活生生的在我們的
周遭。《香妃夢迴》的詩意象也引領了讀
者的聯想，衝動了讀者的感情流。

當然，該詩構思奇巧，亦是重要的創
造。勝在詩人邀歷史人物香妃共遊新疆，
穿越時空，自由飄蕩，史貫古今，人文河
山，千變萬化，把歷史、現實與傳說、想
像熔為一爐，風物故事鮮活，情愛敬意深
沉。讓現實人物追回歷史，把歷史人物喚
回今天，時空並置，氣勢磅礡，萬象俱
生，讀之誦之，令人蕩氣迴腸。在香港詩
壇，《香妃夢迴》確是難得一見的好詩。

袁宏道寫了兩篇天目山遊記，其中一篇說：天目山有如下七絕：
瀑如萬縞，山石奧巧，庵宇精幽，雷聲如嬰，雲狀百態，樹木珍
奇，茶筍清香。循 袁宏道當年的行程，尋找他到過的幻住、高
峰、死關、活埋庵，覺得這些名稱，就可謂是天目山的又一絕。

「活埋庵」與一位無名高人有關。南宋末年的1274年，高峰原妙
禪師來到了武康雙髻峰，結識了這位「活埋庵主」，1279年他把在獅
子岩修行的「死關」給了高峰禪師，自己跑到人跡罕到的西天目絕
頂上，繼續去過不為人知的修行生活了。高峰稱讚他：「竹筧二三
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

「死關」是個「離地一丈，非梯索不得入」的地方。高峰禪師在這裡
「不剪髮，不澡身，冬夏一衣」地過 思想者的日子，一直到1295年
圓寂。很多想來見他的人在岩下等上十天半月，往往不能見上一
面。1286年，一位年輕人經僧人明山介紹，投在了高峰門下，他就
是日後元朝最有影響力的高僧，人稱中峰明本，他曾在廬州弁山及
平江雁蕩山結菴而居。每次都名之為「幻住菴」，也因此而自名為

「幻住」。
高峰圓寂後，中峰明本正好與師傅一靜一動，與唐代的船子和尚

一樣，他住在船上到處雲遊了不少地方，回到天目山則住在師傅塔
身邊上的草庵裡。明初名臣宋濂說他的影響：「東行三韓，南及六
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屩擔登，咨決法要。」使南宋初
亡，人口銳減而變的荒涼的天目山，一下子成了上至王公大臣，下
至平民百姓爭相瞻禮的地方了。僅投在門下參學，有記載的日本僧
人就有二十餘名。

明本不肯住名山巨剎，不願受朝廷供養，與元王朝一直保持 疏
遠的關係，這與活埋庵主和原妙的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他草棲浪
宿，物質上過 極其簡單的，結菴而居的遊化生活，對於宋朝以
來，不少學人在修行態度上散漫，過 養尊處優的生活，並熱衷於
遊走於達官貴人之間，沽名釣譽，很好地起到了批判和垂範的作
用。他還經常針對禪門中學人及師家的各種弊端加以警策與苛責，
以期導正禪門的不良風氣。治學上主張一門深入而反對枯心死志，
追求真實出於自心的體悟。他取得的成就，對元朝把置於底層的廣
大南人，也是足以引為驕傲的。

至治二年，由於杭州徑山寺院住持一職懸空，所以行宣政院欲強
迫六十高齡的他去主持，然而和往常一樣，他沒有應命，反而到天
目山西峰以北三十里，地勢險峻的中佳山去躲避喧鬧了，要不是見
到僧俗弟子仍然每天「捫蘿薜，冒豺虎」地上山求法。明本才憐憫
其弟子辛苦跋涉，不久又回到原先的草廬中。第二年作偈辭別大
眾：「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寫完就圓寂
了。元仁宗曾屢次欲召見明本而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賜之「佛慈圓
照廣慧禪師」號及金欄袈裟，並將師子院改名為「師子正宗禪寺」，
然而，對於明本來說，不正是毫無意義「無本可據」的東西嗎？他
留在天目山的是豐富的思想財富，那都是無形的。

藝 天 地文

張詩劍《香妃夢迴》登上經典

循 袁宏道的天目山遊記走

■文：李幼岐■文：馮　磊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李磷
■文：龔敏迪

古 典 瞬 間

來 鴻

中國有沒有金字塔式的建築？

歷 史 與 空 間

手 寫 板

梧 桐

A 46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文匯副刊
本版逢周二、三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減字木蘭花．春日偶成
桃華灼灼，戲蝶翩翩花後躲。

綠葉塗紅，勒杜鵑開籠簇擁。

羊蹄淡粉，幾瓣飄零尤稚嫩。

明媚春光，且看飛花肆意揚。

■文：凌欣元

■梧桐樹 網上圖片

■勒杜鵑

李少琳 攝

■茂陵衛星照片。 ■中山王陵享堂復原剖面圖。

詩 意 偶 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