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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瑞
環
的
語
言
非
常
生
動
，
很
有
說
服
力
，
最
近
有
關
他

的
言
論
錄
已
經
出
版
，
書
名
叫
做
︽
看
法
和
說
法
︾。
閱
讀

他
的
言
論
語
錄
，
會
有
很
多
啟
發
，
對
於
處
理
人
生
的
問

題
，
處
理
事
業
的
問
題
，
怎
樣
看
形
勢
的
問
題
，
都
很
有
幫

助
。任

何
人
說
話
，
無
非
是
把
自
己
的
觀
點
傳
給
對
方
，
影
響

對
方
。
如
果
因
為
你
當
官
，
高
高
在
上
，
說
話
沒
有
道
理
，

沒
有
感
染
力
，
人
家
就
不
會
聽
。
地
位
高
，
並
不
代
表
有
真

理
。
語
言
其
實
是
思
想
的
反
映
，
你
的
思
想
有
深
度
，
有
感

染
力
，
能
夠
站
在
對
方
的
角
度
思
考
，
就
會
令
人
心
悅
誠

服
。
如
果
只
是
站
在
自
己
的
角
度
思
考
，
用
自
己
的
尺
寸
量

度
別
人
，
甚
至
要
人
家
按
照
自
己
的
方
式
去
處
事
，
往
往
會

反
效
果
。
這
個
言
論
錄
，
涉
及
了
開
放
改
革
，
國
家
的
建
設

路
線
，
和
平
外
交
等
等
。

下
面
就
是
一
些
金
句
：
﹁
空
談
誤
國
，
實
幹
興
邦
﹂
；

﹁
落
實
總
比
開
會
難
﹂
；
﹁
現
在
的
一
種
不
祥
之
兆
是
評
論

員
太
多
，
裁
判
員
太
多
，
運
動
員
太
少
﹂
；
﹁
有
些
人
整
天

說
，
這
也
不
對
，
那
也
不
對
，
就
是
不
說
怎
樣
才
對
；
這
個

人
不
行
，
那
個
人
不
行
，
就
是
不
說
自
己
行
不
行
﹂
；
﹁
世

界
上
哪
有
這
樣
的
人
，
張
口
就
說
，
說
了
就
對
，
拿
來
就
拍

板
，
拍
板
就
正
確
？
﹂
；
﹁
不
允
許
研
究
的
結
論
與
現
行
的

政
策
有
不
一
致
，
這
本
身
就
是
不
許
研
究
﹂
；
﹁
電
視
、
廣

播
、
報
紙
嚴
重
存
在
的
連
篇
累
牘
地
報
道
一
般
性
會
議
和
領

導
人
一
般
性
活
動
的
現
象
，
必
須
立
即
採
取
堅
決
措
施
加
以

制
止
﹂
；
﹁
對
中
國
發
展
的
水
平
估
計
過
高
、
難
度
估
計
過

低
，
是
不
正
確
的
﹂
；
﹁
地
球
越
來
越
小
，
發
展
越
來
越

快
，
慢
走
一
步
，
差
以
千
里
；
耽
誤
一
時
，
落
後
多
年
。
﹂

﹁
任
何
國
家
和
民
族
都
必
須
面
向
世
界
、
研
究
世
界
、
融
入

世
界
，
都
必
須
面
向
未
來
、
研
究
未
來
、
籌
劃
未
來
。
﹂

﹁
不
能
幾
十
年
如
一
日
，
總
是
抱
㠥
那
些
老
詞
、
老
句
、
老

套
套
。
﹂﹁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本
身
沒
有
錯
，
奔
馳
車
翻
車
撞

牆
，
不
是
車
子
不
好
，
而
是
駕
車
人
的
問
題
﹂
；
﹁
哲
學
是

明
白
學
，
不
學
哲
學
，
天
賦
再
好
也
不
能
算
明
白
人
。
﹂

﹁
中
國
許
許
多
多
問
題
與
人
多
造
成
的
，
許
許
多
多
問
題
的

解
決
也
必
須
在
人
多
上
打
主
意
﹂。
﹁
武
松
是
英
雄
，
那
是

因
為
他
打
死
了
老
虎
，
他
要
是
打
了
一
隻
貓
，
就
算
不
上
英

雄
了
。
﹂﹁
把
水
引
進
來
，
把
路
通
出
去
，
是
山
西
發
展
的

兩
大
戰
略
要
素
﹂。
﹁
許
多
同
志
的
條
件
差
不
多
，
但
為
甚

麼
進
步
的
程
度
差
異
很
大
？
一
條
原
因
就
在
於
是
不
是
善
於

總
結
經
驗
。
﹂

談
到
外
交
問
題
，
他
會
見
外
國
客
人
的
時
候
說
：
﹁
不
忘

別
人
的
好
處
，
想
㠥
別
人
的
難
處
。
﹂﹁
廣
結
善
緣
、
廣
交

朋
友
對
於
中
國
人
民
來
說
，
是
道
德
，
是
利
益
，
也
是
政

策
。
﹂﹁
不
能
求
同
存
異
，
老
想
鬧
對
立
，
不
能
平
等
互

利
，
老
想
佔
便
宜
，
世
界
就
不
能
安
寧
，
自
己
也
會
孤

立
。
﹂﹁
用
武
力
強
行
干
涉
一
個
主
權
國
家
的
內
政
，
此
例

一
開
，
後
患
無
窮
。
﹂﹁
既
不
能
面
對
強
大
的
國
家
低
三
下

四
，
也
不
能
在
弱
小
的
國
家
面
前
趾
高
氣
揚
。
﹂﹁
寧
失
千

軍
，
不
失
寸
土
。
﹂﹁
所
謂
中
國
威
脅
論
，
不
過
是
某
些
人

妄
想
壓
制
中
國
的
一
個
借
口
，
實
際
上
是
害
怕
中
國
強
大
起

來
妨
礙
他
們
威
脅
別
人
。
﹂﹁
不
能
簡
單
地
以
自
己
的
標
準

評
論
他
人
，
評
判
是
非
。
﹂﹁
傳
聞
之
言
，
不
可
不
察
。
﹂

﹁
國
與
國
之
間
難
免
對
一
些
問
題
存
有
不
同
看
法
。
再
好
的

兄
弟
也
難
免
吵
架
，
再
好
的
夫
妻
也
難
免
拌
嘴
。
﹂﹁
學
別

人
的
東
西
一
定
要
學
好
的
，
丟
棄
自
己
的
東
西
一
定
要
丟
棄

壞
的
。
﹂﹁
吸
收
別
人
好
的
東
西
，
保
持
自
己
特
有
的
東

西
，
把
他
好
的
和
我
的
好
相
加
起
來
，
等
於
比
他
更
好
。
﹂

﹁
任
何
一
位
負
責
的
國
家
的
領
導
人
，
都
不
能
不
把
維
護
國

家
的
獨
立
和
主
權
作
為
第
一
位
任
務
。
﹂

李
瑞
環
的
講
話
，
裡
面
還
有
一
些
來
自
人
民
中
間
的
典

故
，
其
中
有
一
句
，
﹁
宣
傳
戰
線
的
幹
部
，
要
少
講
空
話
，

多
幹
實
事
，
空
話
連
野
豬
也
騙
不
了
，
何
況
人
呢
？
﹂
書
本

上
作
出
了
按
語
：
湖
北
神
農
架
區
野
豬
糟
蹋
莊
稼
厲
害
，
為

此
，
鄉
村
組
織
民
兵
巡
邏
驅
趕
，
花
費
很
多
人
力
也
不
見

效
。
後
來
有
人
想
了
一
個
高
招
，
用
錄
音
機
錄
上
獅
子
老

虎
的
吼
聲
和
人
聲
、
槍
聲
，
用
高
音
喇
叭
播
放
，
開
始
果

然
有
效
。
但
幾
天
後
，
野
豬
試
探
㠥
往
莊
稼
地
裡
湊
近
，

並
用
身
子
靠
了
靠
綑
綁
高
音
喇
叭
的
桿
子
，
發
現
仍
然
是

叫
喊
已
沒
有
動
作
，
於
是
甩
開
嘴
巴
，
把
捆
綁
高
音
喇
叭

的
柱
子
給
拱
倒
了
。
當
地
人
說
，
說
空
話
唱
高
調
連
野
豬

也
騙
不
了
。

人類是從大自然走出來的。起初，先民們居住在
宜居的區域——大多背山面水，水草豐厚、土壤肥
沃、氣候溫和。幾千年間，氏族的領地變成了村
莊，村莊擴充為鄉鎮，鄉鎮發展到城市。人們突然
發現，建築多了，道路寬了，人流密了，而大自然
卻沒有了。
於是皇族、貴族、士族、清流、文士們，開始尋

找重返自然、接近自然的辦法。自此形成了中國傳
統的兩大造園分支——造園於市，即為園林；造園於
野，即為莊園。園林和莊園組成了中國傳統的造園
體系，而這一體系的核心，均來自中國人敬畏自
然、崇尚自然、親近自然、回饋自然的「山水精
神」。
中國人的「山水精神」是中華文化的DNA，其核

心是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親近自然和回饋自然。
面對大自然的山川河流草木生靈，我們的祖先不斷
地思考和探索㠥「天與人」的關係，這也成為東方
哲學永恆不變的主題。
從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這一萬物本源之理，到莊子提出「物我合一，
天人合一」的經典論述，老莊哲學奠定了中國人的
自然山水觀，成為影響後世的審美價值觀。這一審
美觀主要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主張一切順其自
然。所以，中國人的園林必「築山」「導水」「蓄
氣」，而莊園必「育林」「耕種」「宜人」。
最早的中國式莊園出現在3000多年前，甲骨文中

即有囿、圃、苑、園這樣一些沿用至今的莊園用
詞。殷商帝王和貴族圈地建囿圍獵，一般是利用自
然的山巒谷地圍築而成，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莊園
雛形。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尊為「千古隱逸之宗」的陶

淵明辭官歸隱，耕讀莊園，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
泊。並留下了「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千古佳句。陶淵明在自然
與人生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在人生的頓悟與自然
的志趣之間引發了一種共鳴。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
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一種無窮意境的大
美。

把自然作為人生的坐標和終極思考，中國文人的「山水精神」成為莊園文
化的靈魂。而伴隨㠥「山水精神」的中國酒文化，則讓清流雅士們追求到
「我欲乘風歸去」、「游乎四海之外」的自然意境，並最終到達莊子主張的
「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理想王國。

從來沒有一樣東西像酒一樣如此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古代的詩文歌賦之中。

如果說中國人的「山水精神」與莊園文化通過酒實現了意念上
的昇華，那麼酒文化所承載的，就是東方哲學中對「天與人，
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心」的思辨和解答。所以後世才有「舉
杯邀明月」、「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勸君更進一杯酒」、
「把酒問青天」、「醉裡挑燈看劍」、「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等等以酒為載體的人生思考和靈魂對白。
可以說，憑藉㠥酒這一特殊載體，以及中國酒文化的傳承和

發展，傳統的莊園文化在驚濤駭浪的都市化大潮中得以倖存並
步步昇華。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了對酒的品質追尋，中國現今存
活的眾多非景點莊園，會有多大的生存空間。
然而，大部分一擁而上的葡萄酒莊園，從一出生，就塗抹㠥

法國式莊園文化的脂粉，是無法面對傳統文化的解讀和哲學思
考的。他們從本源上就缺失了「山水精神」和中國式莊園文
化。因而在發展過程中，總覺尷尬，內心的文化撕裂感總會隱
隱作痛。

從古到今，中國莊園文化包含的核心價值體系沒有改變，即以親近自
然、欣賞自然的心態，去實現心靈的釋放和道義的追尋。彤康莊園即是如
此，在笑看雲捲雲舒之中，指點江山，澤被蒼生。正基於此，彤康莊園承
載了中國莊園文化中最質樸的美學、最基本的哲學和最廣義的慈悲。在自
身享受大自然的恩賜之時，沒有忘記尋找經世濟民的良方，沒有忘記憂國
憂民的使命。《周禮》說「治典以經邦國」，《論語》說「博施於民而能濟
眾」，這是中國經世濟民理論的起源。城市無休止的膨脹可以增加GDP，卻
讓人類成了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囚鳥。帶有人文情懷的中國莊園文化，其本質
就是懷㠥一份「經世濟民」之心去呵護自然、呵護生命、呵護心靈。
彤康莊園從它誕生之日起，是懷揣㠥經邦濟民、綠色扶貧的夢想，奔跑在

中國莊園文化的正統領域之內。而從「淨天、養地、裕民、利己」這八個字
中讀出的也是莊園的「經世濟民」。她出身位於太行山南麓的晉城市郊山
區，這裡山多田少，地薄水缺。農民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滴下鹹鹹的汗水，
守護㠥微薄的希望，彤康的決策層齊心發願：一定要讓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
親過上衣食無憂、家和人旺的富裕生活。投巨資興建了6000畝有機山楂種植
基地，和百年山楂
古樹保護基地，開
發了山楂紅酒釀造
工藝技術。讓山區
換了個模樣—昔
日的荒山禿嶺，如
今果樹行行；昔日
的破敗不堪，如今
熙來攘往；昔日外
出打工的姑娘小
伙，如今在家門口
穿上工裝。行走在
彤康莊園，隨處可
見澤州紅山楂，它
們像太行山裡頑皮
的孩子，一見人就
羞紅了臉，也正是
這些太行山的子
孫，繼承了山的仁
愛，山的智慧，山
的博大和山的包
容。
「隱而不出世，

逸而憂蒼生」，這
正是中國千百年來
無數文人雅士追尋
的「山水精神」和
莊園文化。

年初，閒逛書店，
掃視一排排的書脊。
最後，目光鎖在黃底
青字的《第三十八屆
青年文學獎文集》
上。翻開書本，輕輕
掀動內頁，一篇熟悉的故事隨即映入眼簾。心頭瞬間湧起當時
的創作感受，腦海也浮現一年多前出席頒獎禮的畫面。
「青年文學獎」為歷史悠久的徵文比賽，創辦於一九七二

年，每年的協會由一群大學生組成，得獎作品會獲結集出版。
因屬學生組織，資源有限，如第十九屆的文集，憑相關人士的
堅持，十年後才得以發行，體現他們對推廣文學創作的一腔熱
情。「文獎」發展至今，刪去早期的「報告文學」與「文學批
評」這兩個項目，現除新詩、散文、小說及小小說組之外，還
設有兒童文學、翻譯和戲劇劇本此類較少被納入一般徵文比賽
範圍的組別，頗具意義。
由於，全球以華文寫作的人士均可參賽，因此，對這本文集

未能詳列各得獎者是來自何地，略覺有所缺。依據那時於網上
公佈的結果顯示，第三十八屆的得獎者，約有五分之二是海外
人士，來自內陸各省、台灣各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可

見「文獎」廣受關注，
能獲獎可說是一種認
同。今屆「文獎」昂首
踏進不惑之年，下筆
時，比賽詳情尚未公
佈，待五月中旬才正式

展開，期盼本地熱愛寫作的青年，享受於文字之中飛翔。
憶起二零一一年末，假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的頒獎禮，

感受仍深。各地得獎者特意到港，而坐在身旁的吉隆坡文友，
懇切詢問本地文學及徵文比賽的現況。全然感受到在場人士對
文學的熱忱，無分本港及海外。這個城市，商業掛帥，存在一
些扭曲的價值觀，猶幸，文學仍然存在，未完全殆盡。
緩緩把書合起，排隊付款。這本籌備一年多的文集，內頁是

黑白印刷，沒何圖片，純粹滿載一行行的字句，是眾多作者透
過對萬物的敏銳觀察及無限想像，由心創作而成。這三百多頁
的成果，極具分量。常說本港學生的中文水平令人憂慮，人們
宜多閱讀能擦亮心靈的書，成為真正的愛書人，勿把書籍當作
陳設或玩物。
把剛購的文集放進背包，途經恆河沙數的各式「達人」讀

物，步出店門。慶幸，沒被眾多「作家」的「產品」所淹沒。

古城裡曾經有過
許許多多的老井，
這些老井或在鬧
市，或在街角，井
口或方，或圓，不
僅形狀各異，而且
大小不一。經過歲
月的積澱，那些嵌
在老井邊的石頭，
已然被打磨得光鑒
照人，還有很多，
甚至留下了被井繩磨出的、密密麻麻的深深印痕。
在我的童年時代，古城裡尚沒有壓水井和拉水井，當然更談不上

有自來水了。一般家庭用水的來源，一是自己去甜水井挑水，二是
靠水挑子和木水車送水。去甜水井挑水，首先需要自備水桶、井
繩、木挑子等一應工具，而挑水既是一件體力活，又是一件技術
活，前者需要具備一定的膂力，後者則需要掌握前後水桶的平衡，
尤其使用井繩翻桶取水的技巧，更是讓一般的生手望而卻步，倘若
一不留神，水桶掉進井內，打撈起來就非常麻煩。所以，儘管我家
的生活條件一般，但唯一的勞力只有爸爸一人，而他又沒有多少空
閒的時間可以去挑水，只能選擇花錢僱人送水吃用，除非萬不得
已，也就不會輕易考驗爸爸挑水的技術了。
我家配有兩隻很大的水缸，一隻存甜水，日常食用；一隻存苦

水，日常刷洗。這兩隻水缸都放在廚房裡，我和姐姐、妹妹常常在
那裡，輪流幫㠥奶奶拉風箱。而古城裡的水挑子也同樣分為兩種，
一種是專挑甜水的「甜水挑」，一種是專挑苦水的「苦水挑」。「甜
水挑」好像是五分錢一挑，「苦水挑」減半，價錢介於二分與三分
之間。這些送水者基本上都是靠苦力吃飯的平民階層，稍微高級一
點的，也不過是配備一輛用來拉水的木水車。這種木水車可謂水挑
子的升級版，一次能夠拉夠多家多戶的用水，可以節省很多勞動
力，但即便是區區一輛木水車，也並不是所有的送水者都能夠配
備。送水者生活的困頓，由此可見一斑。
據說古城曾經有兩口時間長達數百年的古井，它們取了兩個充滿

古意的名字：西潭，寒泉——前者位於西門外的堤口處，後者位於
南關呂仙堂附近的「仙人橋」畔，均是古城著名的甜水井。到我的
童年時代，這兩口古井早已不存在了，我個人比較熟悉的，一個是
位於張家牌坊旁邊的那口老井，另一個是井道街的那口老井。它們
都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相關，張家牌坊旁邊的那口老井，與我家老
宅近在咫尺，我常常在那裡看鄉鄰們汲水、閒話；而井道街的那口
老井，則就在我最要好的同學家附近，每次經過那裡，我也總能看
見同學的媽媽在那裡汲水、浣衣。它們構成了我童年生活的溫馨畫
面。
不知什麼時候，古城裡的老井，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連同老

井一同消失的，還有那些栽種在井邊的，有㠥數十、乃至近百年樹
齡的梧桐樹和槐花樹——直到某天，我在春夜裡行走，卻再也看不
到井邊的男人和女人，再也聞不到梧桐花和洋槐花的香味了，我才
真正意識到這一點。作家王開嶺曾經說過：「有了井，家才有據
點，生命才有了地址。」「井，代替江河，聚攏㠥人氣和城鄉繁榮；
井之多寡，決定了社會容積和人丁數量。」那麼，消失了井的社會
呢？家，是否還有據點？生命，是否還有地址？我無法想像，也不
敢想像。
這個時代，多的是落井下石，缺的是飲水思源。

老 井

■王 淼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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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的文人，讀書之餘，多以蒔花養
鳥作為休閒手段，藉以怡悅性情，陶冶
情操。歐陽修曾有詩云：「始知鎖向金
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規勸時人不
要蓄養畫眉鳥，認為鳥兒只有生活在自
然環境下，鳴唱才會自在歡悅。想見在
北宋時期，養鳥已經很普遍了。
到了明代，縉紳士夫對於世俗之趣更

為看重，百舌、畫眉、八哥、鸚鵡這些
體形較小、啼聲婉轉動聽的鳥兒成為了
被大量飼養的寵物鳥，再配上製作精巧
的鳥籠，既可玩賞怡情，又可作為庭院
點綴。明人文震亨的《長物誌》曰：
「飼養馴熟綿蠻，軟語百種雜出，俱極可
聽，然亦非幽齋，所宜或於曲廊之下，
雕籠畫檻點綴景色則可，吳中最尚。」
明代之際，經濟富庶的吳中一帶，養鳥
成風，鳥籠也成為了人們宅院內的觀賞
用品。這種民間趣味到清代則發展到了
頂峰，許多天潢貴胄、公子哥兒都以提
籠架鳥、鬥雞走狗為樂，籠鳥也被喻為
膏粱子弟手中必不可少的「三寶」之
一。

舊時京城的茶館，是養鳥愛好者聚集
的沙龍。養鳥者每天提㠥鳥籠到茶館小
憩，與旁人交流，眼明人只須打量一下
對方鳥籠的精美程度，就可略知對方的
身價地位如何。因此，鳥籠也是炫耀主
人身份財富、情趣品位的道具。在這股
奢靡風氣的推動下，還誕生了一大批製
作鳥籠的名家，且根據南北不同的工藝
和養鳥習慣，分為「南籠」和「北籠」。
製作材料也是越用越精。紫檀、黃花
梨、酸枝木、黃楊木等高檔硬木都被應
用於鳥籠製作，一些配件甚至用象牙和
白銀打造，鳥籠的日常養護，也是塗刷
核桃油、芝麻油等高檔植物油，使之滋
潤悅目。除了實用性，鳥籠同時還兼具
展示身份、財富的功能。這種情況下，
究竟是為鳥而造籠，還是為籠而蓄鳥，
也許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
多年前有朋友送給我一隻鳥籠，做工

非常考究。籠身以及頂底部位的木板，
都有鏤空的圖案裝飾，還包括一根供鳥
兒歇息的木槓、食罐、水罐、清理的糞
叉等配件。我特地去買了一隻畫眉鳥，

放養在精美的鳥籠中。然而，鳥兒卻不
停地撞籠，直撞到羽毛紛飛脫落也不肯
停下來。我問人後才知道，畫眉鳥怕光
怕人，要想蓄養，須在鳥籠外面加蓋一
個布罩，不讓鳥兒見到人，不然就會一
直撞籠至死。另外，若是想要鳥兒鳴
唱，還要時常拿到山邊或樹林裡遛遛，
讓牠以為是回到了自然環境，方肯啼
叫。見鳥兒活得如此憋屈痛苦，我正打
算送人，沒承想有一天忘了把鳥籠懸掛
到高處，等我從外面回來，發現鳥籠已
被老鼠咬開，鳥兒已經葬身於鼠吻。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有了這次經歷
我才知道，鳥兒確實就像莊子所說，是
不願意為了飲食而屈居樊籠的，山林野
地才是牠最好的歸宿。從此，我再也沒
有養過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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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文獎」

■星 池

■圖／文： 張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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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鳥於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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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山水精神」與莊園文化通過酒實現了意念上的

昇華。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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