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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有 可 聞

南
京
之
美
味
，
首
推
桂
花
鹽
水
鴨
。
最
近
有
網
友

對
江
蘇
各
城
市
用
一
兩
個
詞
兒
進
行
概
括
，
無
錫
是

﹁
太
湖
﹂、
﹁
水
蜜
桃
﹂，
蘇
州
是
﹁
園
林
﹂、
﹁
刺

繡
﹂，
南
京
竟
然
就
是
﹁
鹽
水
鴨
﹂。

這
桂
花
鹽
水
鴨
應
是
桂
花
牌
鹽
水
鴨
，
口
頭
叫
順

了
，
就
叫
做
桂
花
鹽
水
鴨
。
﹁
桂
花
﹂
是
商
標
、
是

品
牌
，
並
非
用
桂
花
製
作
的
鹽
水
鴨
。
初
時
我
也
纏

夾
過
，—

—

怎
的
這
鴨
不
見
桂
花
香
啊
？
後
來
才
明

白
端
倪
，
便
為
這
品
牌
叫
好
，
在
品
嚐
這
鴨
子
時
竟

真
個
隱
隱
覺
得
有
了
桂
花
的
馥
郁
。

我
每
次
到
南
京
開
會
出
差
或
探
親
訪
友
，
都
要
就

地
品
嚐
鹽
水
鴨
，
都
要
捎
帶
些
回
家
，
除
了
自
己
和

家
人
享
用
，
還
饋
贈
親
朋
鄰
里
。
在
南
京
，
我
有
時

會
買
上
一
點
在
客
房
裡
小
樂
惠
，
實
在
比
吃
什
麼
零

食
都
鮮
美
，
注
意
，
這
牌
子
的
鹽
水
鴨
薄
皮
瘦
肉
、

鮮
、
嫩
、
鹹
度
適
中
，
極
是
可
口
，
別
的
品
牌
或
無

品
牌
者
也
嘗
試
過
，
良
莠
不
齊
，
不
能
保
證
質
量
，

就
不
敢
恭
維
了
。
有
一
回
我
在
車
站
匆
匆
買
了
一
隻

真
空
包
裝
的
，
回
家
切
開
，
厚
厚
的
肥
膘
讓
人
倒
足

胃
口
。

一
度
，
我
們
這
座
城
市
的
中
心
也
開
出
了
一
爿
南

京
桂
花
鹽
水
鴨
連
鎖
店
，
來
到
了
家
門
口
，
㠥
實
令

人
興
奮
，
我
便
成
了
經
常
的
主
顧
，
不
過
，
也
許
是

心
理
因
素
，
這
鴨
終
不
如
南
京
本
地
貨
地
道
，
是
不

是
﹁
橘
生
淮
北
則
為
枳
﹂
的
緣
故
呢
？
儘
管
是
﹁
信

手
拈
來
﹂，
我
只
要
去
南
京
，
仍
會
捎
帶
一
二
回
家
，

或
者
託
別
人
從
南
京
捎
帶
一
些
。
不

是
不
信
本
地
貨
，
總
覺
得
還
是
原
汁

原
味
的
好
。
後
來
，
這
家
連
鎖
店
因

道
路
擴
建
而
消
失
，
引
以
為
憾
。

最
近
去
南
京
開
會
，
會
期
短
，
中

間
幾
乎
沒
有
空
隙
，
只
有
午
飯
後
一

個
小
小
的
間
歇
，
已
然
來
不
及
去
湖

南
路
或
太
平
南
路
等
專
賣
店
，
我
便

就
近
上
街
一
路
找
去
。

賓
館
附
近
是
一
個
農
貿
市
場
，
賣
鹽
水
鴨
的
店
和

攤
可
謂
鱗
次
櫛
比
，
我
作
好
了
降
格
以
求
的
打
算
，

準
備
挑
一
家
店
面
大
一
些
、
衛
生
狀
況
好
一
點
的
買

一
二
隻
算
了
，
聊
勝
於
無
，
僥
倖
的
話
也
許
能
買
到

比
較
稱
心
如
意
的
呢
。
我
先
排
斥
了
小
攤
點
，
沿
㠥

店
面
的
玻
璃
櫥
窗
細
細
打
量
。
南
京
真
不
愧
是
座

﹁
鴨
城
﹂，
每
家
滷
菜
店
都
有
鹽
水
鴨
和
烤
鴨
之
類
，

價
格
出
奇
的
便
宜
，
看
外
表
，
貨
色
似
也
不
孬
，
黃

嫩
嫩
的
鹽
水
鴨
，
紅
油
油
的
烤
鴨
，
頗
誘
人
食
慾
，

我
選
定
一
爿
滷
菜
店
後
與
店
主
搭
訕
了
起
來
。

店
主
是
個
打
扮
入
時
的
中
年
女
子
，
很
會
說
話
，

我
問
盤
子
裡
的
鴨
子
肥
不
肥
，
她
便
戴
㠥
乳
膠
手
套

提
起
鴨
子
給
我
看
，
一
邊
說
，
是
鴨
子
哪
能
沒
有
脂

肪
？
只
是
脂
肪
的
厚
薄
程
度
而
已
，
便
如
她
的
鴨

子
，
腹
部
肯
定
是
肥
的
，
我
嘀
咕
了
一
句
：
﹁
桂
花

鴨
連
腹
部
也
不
怎
麼
肥
的
﹂，
嘀
咕
後
，
不
由
生
悔
，

—

怎
麼
能
在
同
行
面
前
誇
讚
別
家
的
貨
色
呢
？
我
準

備
㠥
領
受
她
的
揶
揄
甚
至
詬
詈
。
不
料
那
女
子
竟
是

莞
爾
一
笑
，
柔
聲
道
：

﹁
你
說
的
桂
花
鴨
嗎
？
那
當
然
，
這
叫
一
分
價
錢

一
分
貨
。
要
不
一
斤
桂
花
鴨
的
價
錢
怎
麼
能
買
普
通

鴨
一
斤
半
呢
？
這
叫
蘿
蔔
青
菜
，
各
人
所
愛
嘛⋯

⋯

﹂

我
有
些
窘
，
準
備
離
去
。
她
又
說
道
：

﹁
你
想
買
桂
花
鴨
？
對
面
那
條
街
有
。
走
出
這
巷

子
，
過
大
馬
路
，
有
一
條
橫
街
，
一
直
往
前
走
，
大

概
兩
百
米
左
右
，
有
一
家
連
鎖
店
，
就
在
蘇
果
超
市

隔
壁
。
﹂

我
心
不
由
一
熱
，
連
聲
道
謝
，
轉
身
離
去
，
她
的

聲
音
還
攆
㠥
我
：

﹁
這
裡
車
子
多
，
過
馬
路
小
心
喲⋯

⋯

﹂

我
心
裡
的
熱
流
在
回
轉
，
腳
步
加
快
，
如
她
所
指

點
，
如
願
買
到
了
。

回
家
後
，
我
把
這
段
小
插
曲
跟
家
裡
人
說
了
，
大

家
都
讚
嘆
南
京
人
的
大
家
氣
度
。

今年6月12日是農
曆 五 月 初 五 端 陽
節，這是除春節、
元宵節和中秋節外
最重要的民族傳統
節日了。近年來，
中國政府日益重視
對端午節等傳統節
日的文化保護。作
為首批國家非物質
文化遺產，端午節
的多重涵義也備受
關注。

端午節又叫端陽
節、重五節、五月
節、龍日、艾節、
夏節等等，其功能
繁多，同時擔當㠥
紀念屈原、紀念伍
子胥、紀念曹娥和
女兒節、浴蘭節、
健身節、龍舟節等
多重身份。

唐人文秀在《端
午》一詩云：「節
分端午自誰言，萬
古傳聞為屈原。堪
笑楚江空渺渺，不
能 洗 得 直 臣 冤 。 」
這說明至少自唐代
起，人們就把「萬
古傳聞」的端午節
當成紀念屈原的詩
人節了。

屈原（公元前340
年—前278年）是楚國太傅和三閭大夫，他身
處動盪年代，空懷報國之志，屢遭讒毀迫
害，公元前278年五月，62歲的屈原萬念俱灰
後在湖南汨羅江縱身一跳以死明志。為祭祀
屈原，淳樸而哀傷的民眾自發往汨羅江投粽
子、划船營救，由此逐步形成每年五月初五
包粽子、划龍舟的風俗，以紀念偉大愛國詩
人屈原。

但據查，端午節早在屈原之前就在江浙一
帶存在了— 原先是吳越民族源於對龍的崇
拜而舉行圖騰祭祀節日，所以端午節又稱

「龍日」。
後來又演繹為紀念春秋時期著名謀略家、

軍事家伍子胥。伍子胥（公元前559—前484
年）是楚國人，因父兄被楚王殺戮而投奔吳
國。吳王夫差大敗越國，越王勾踐請和。伍
子胥力主徹底滅越，勿留後患。夫差聽信讒
言竟賜伍子胥寶劍命其自刎。子胥慷慨陳
詞：「我死後請將眼睛挖出懸掛在吳京東
門，看越國軍隊入城滅吳！」夫差大怒，五
月初五將其屍體投入大江。五年後，越國果
然滅吳。軍民懷念伍子胥忠貞剛正，每年端
午日予以隆重紀念。

還有一種傳說是為紀念孝女曹娥。曹娥
（公元130—143年）東漢時浙江上虞人。其父
不慎溺於舜江，不見屍體，14歲的曹娥晝夜
沿江悲啼尋找，17天後的五月五日她也投

江，五日後抱出父屍，被譽「孝道烈女」。當
地百姓為曹娥立碑建廟，並將舜江改名曹娥
江，其所在村鎮也更名曹娥鎮。從此每年端
午日江浙一帶都要隆重祭典曹娥的孝節大
義。宋代以來歷代帝王亦均對曹娥大事褒
揚。在浙江，龍舟競渡也是為紀念曹娥的。

在中國歷史上，每逢時令更迭，民間素有
驅邪保健的傳統。端午日時值仲夏，處於時
序變化的一個重要節點，是皮膚病和各種流
行病多發季節，先人紛紛採草藥、薰蒼朮、
掛菖蒲艾葉、喝雄黃酒以送瘟神。在當時條
件下，此舉對於克服瘟疫（流行病）、強身健
體不無意義。這種包香囊、掛艾葉、喝保健
酒的習慣也流傳至今。古人在這一天還有用
蘭草泡湯洗澡的風習，所謂「蘭湯沐浴度端
午」，所以端午節又有「浴蘭節」之謂。

在古代，端午節也是體現關愛和互動的快
樂節日。家長都會用五色線縫製成五色縷，
繫於小兒手臂和搖籃上，或掛在床帳等處，
也用於敬獻長輩，以驅邪避凶、保佑安康、
延年益壽，俗稱端午索或長命縷。在千家萬
戶包粽子、吃粽子時，古人還發明了一種遊
戲：即比賽各人解下粽葉的長度，長者為
勝，對這個老少皆宜的遊戲人們樂此不疲，
於是端午節又有「解粽節」之稱。

女孩兒們也是端午節關懷的對象。出嫁的
女兒這一天都會繫上端午索、戴上艾葉、攜
上禮品、帶㠥丈夫回娘家，與父母家人團
聚，家長也會為女兒、女婿送上「端午扇」
等禮物。這時候家家蕩起歡笑聲，一派溫馨
氣氛，所以端午節又稱「女兒節」。

大文豪蘇東坡有一首《浣溪沙．端午》的
詞，形象地描述了「女兒節」的歡樂情景：

「輕汗微微透碧紈，明朝端午浴芳蘭。流香漲
膩滿晴川，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雲
鬟，佳人相見一千年。」詩中講述了女子們
端午前的準備工作，刻畫了她們遵循「彩線
纏玉臂，小符掛雲鬟」的節日風俗，回家團
圓、互祝佳節的快樂心境。

近日筆者在寧波、南京和鄭州等地發現，
端午未到市面上各種風味的速凍粽子已林林
總總大舉上市，五色線、香囊等各色端午民
俗物品也比比皆是，令人頗感溫馨和欣慰。
在一家超市，筆者見到京城著名的「稻香村」
食品店出產的「五毒餅」，一組五個，把五毒
的圖案印在上面，
據說此乃明清時代
留下的習俗。在各
地的花市，艾草、
菖 蒲 等 也 貨 源 充
足，彰顯了傳統節
日對健康、生命和
幸福的人文關懷。

然而，過端午的
意 義 何 止 是 包 粽
子、買香囊呢？今
天的我們應該怎樣
挖掘、弘揚端午節
的文化內涵，賦予
這個中華民族傳統
節日以新的人文價
值和時代精神？這

是擺在人們面前一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
對於在肯德基、互聯網、蜂蜜柚子茶和3G

手機、Apple-iPad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
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精神方面的東西甚至比物質感官更重要！
過端午節，不僅要讓孩子們吃粽子、戴香
囊、看龍舟賽，更應該讓他們懂得端午節豐
富的歷史人文意蘊。

被朱自清譽為「中國抗戰前唯一愛國新詩
人」的聞一多，曾對端午節做過系統而縝密
的考證，他在《端午考》、《七十二》、《關
於屈原》、《端節的歷史教育》等論文中，詳
盡解讀了端午節的起源、風俗及它與屈原、
與詩歌的關聯。

1943年端午節，聞一多在昆明《生活導報》
上發表《端節的歷史教育》一文說：「端午
節本是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祀的節日，而賽
龍舟則是祭儀中半宗教、半娛樂性節目。」
指出端午的起源是吳越民族對龍的崇拜，遠
在屈原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但同時他又認
為，把端午與屈原聯繫起來，雖然是個

「謊」，但哪有比屈原的死更有紀念意義？他
認為這實在是一個天才的偉大創意：「是誰
首先撒的『謊』，說端午起於紀念屈原？我真
的佩服他那無上的智慧！」

1945年，聞一多又在《詩人節特刊》上刊
出《人民詩人—屈原》一文說：「古今沒有
第二位詩人像屈原那樣被人民熱愛⋯⋯端午
節是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節的結合，便
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的，也保證了
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結合⋯⋯屈原是中國歷
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聞一多還認為屈原「官爵儘管很高，生活儘
管和王公們很貼近，卻依然和人民一樣，是
王公們腳下踐踏㠥的一個」，屈原的作品「是
人民的藝術形式，是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
民的心聲」。

聞先生所處的歲月，正是中國人積貧積
弱、受盡「三座大山」欺壓蹂躪的年代，他
深為中國前途而憂患，所以特別看重紀念屈
原的端午節，並以詩人的激情和戰士的使
命，竭力謳歌和宣揚屈原「恐皇輿之敗績」、

「哀民生之多艱」的高貴氣質。我們從聞一多
《紅燭》、《死水》等詩集中，不難看出他的
愛國情懷與屈原是一脈相承的。

最近，夢已經成了熱門話題。《黃帝內經》中，
岐伯向黃帝解釋說：肌體的失衡，是產生夢的原
因。因此，病入膏肓的晉景公求醫於秦國的醫緩
後，夢到兩個豎子，一個說：「彼良醫也，懼傷我
焉。」另一個說：「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周禮》的解釋就是，夢有六種之多，分別為無所
感動的正夢和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那
都基於折磨人的三大要素，飢渴、慾望、憂懼。

《世說新語》說衛玠少年時，因為鑽夢的牛角尖，
鑽到了生病的程度。因為樂令告訴他：「夢是想。」
衛玠不同意，說：「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
樂令又說：「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齏啖鐵
杵，皆無想無因故也。」有註釋說樂令說的「想」
就是思夢；「因」就是正夢。但衛玠想不通，所以
病了。於是樂令感嘆說：「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
疾！」因為他有疑問必求剖釋，不留以成疾。按照
樂令的意思，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乘車入鼠穴，搗齏
啖鐵杵，所以也不會在夢中出現。可是夢的魅力，
卻正在於某種不可能，而且還要夢想成真，從而扭
轉理想與現實的失衡。

莊子夢得很深，他的《齊物論》說：「方其夢
也，不知其夢也。」夢到連自己和蝴蝶究竟誰是誰
也不願弄清楚的程度。他最瑰麗的夢是鯤鵬之夢，

「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
也。」接㠥卻是「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幾千里
長的龐然大物，水擊不過三千里，抬升的高度，也
不過自己身體長度的最多幾十倍而已，而且從北溟
到南溟竟然花了半年時間才停息一次！不僅相對移
動的空間不大，而且這種在地球上的飛行速度也太
慢了，這都是夢話的漏洞。後人鵬程萬里的意思，
卻並不是接受了莊子「齊物」的消極無為，而是反
其道而行之。

夢產生於意識和意志極大地停止其功能的時候，
這時夢中的一切，卻是讓人都有真實感覺的，《輿
地紀勝》就記載：沈括「嘗夢至一處，心樂之。後
於京口得地，恍若夢中舊遊，因名夢溪。」清醒時
從未到過的地方，甚至之前的夢裡也不曾到過的地

方，在夢裡也會成為熟悉的故地，雖然虛幻，卻釋
放了心底深藏的企望。因此，王充的《論衡》說：

「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有俗話說：「智
者無夢」，這肯定是用來忽悠人的，最起碼智者在

「無夢」之前，夢不會比別人少。只不過有些人因
為有夢，而努力清醒地面對現實的世界，有些人則
一味夢中做夢，現實中也如懵懂於夢境之中；有些
人知道醒後做一回夢的編輯，因為許多的夢可以省
略，有些人則只在夢中考驗自己的毅力，去不斷重
複面對再一次的失望。

孔夫子夢到周公，也是因為理想與現實的失衡，
分析《論語》中的話，也常常會讓人感受到夢境般
的不可確定性。比如開篇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學了就要實踐，在實踐中不斷有
所提高，自然可樂，可是如果專業不對口，學過
的東西沒有運用的機會，自然也無法得到提高，
所以只好羨慕別人了！第二句是：「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是不是說近處的
朋友不夠朋友，或者近處根本沒有朋友呢？遠方有
朋友來，當然是證明自己已經名聲在外，而且被引
為了同調，這也算是不容易了。可是，孔子最後竟
然除了一幫不如己的學生以外沒人來！所以他就只
好自己走出去周遊列國了。再說了，朋友自遠方來
也未必是好事，大老遠的來一次，自己如果就那麼
點東西，也未必一定是件樂事。第三句是：「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但如果人微言輕，
誰也不當你回事，就是發怒了，也沒人理你，那
還不如不發怒的好。所以只好自我安慰，說自己
這樣做，也算是君子了！所以他所說的這些樂
趣，都是夢一樣希望中的理想境界，一碰到現實就
很難說了。就像是空中一道美麗的彩虹，走到近處
很可能就不見了。

黑格爾說：「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經審查
的思想。」更何況經過了審查的思想，也會隨㠥思
考的深入而產生新的認識？宇宙、人類是無法徹底
弄清楚的，這不是一種悲哀，而正是人類存在的理
由，也是獲得無窮樂趣的源泉。夢也一樣，人們在
清醒的時候，面對一個共同的世界，而夢中的世界
則各自不同。

家中舊屋的樓頂，有個用水泥砌成
的大花池，裡面種滿了茉莉。昔日受
條件所限，普通人家少有名花可種，
都是胡亂種一些綠葉植物，作為庭院
或平台的點景，兼而頤養性情。茉莉
屬於是懶人花卉，生命力極為強健，
無須費時費力進行養護，有時候疏於
照管，經旬累月不去澆水，等到想起
來再去看時，枝葉依然是充滿了生氣
活力，絕不會凋萎枯死。

茉莉最美的時候，是在夏日的晚
上。晚飯後，提一桶涼水到樓頂，澆
花時順便把地也澆一澆，待地上的暑
熱散盡，端一張板凳到花叢旁邊，靜
坐納涼。如圭的月色，照在茉莉的白
色花瓣上，像是鋪灑了一層銀粉，更
襯出茉莉的素潔來，恍如
漢 白 玉 雕 琢 的 一
般。隨㠥手中的
蒲 扇 輕 搖 ，
陣陣香風襲
入鼻孔，
令人神清
氣爽。茉
莉的香氣
是很清新
素 雅 的 ，
絕不會穠艷
得令人生厭，
就是那麼淡淡地、
似有似無地隨風輕拂而
至，不帶一絲塵世的煙火氣。此
時，身邊若是再有一曲洞簫或古箏，
更會有一縷白露沾衣、清入肌骨的泠
然之態，令人幾疑是身處廣寒深宮裡
了。

古人對茉莉的好感，也是因其花香
清幽，沁人肺腑，所以茉莉自漢代被
胡人引種到中土之後，就迅速普及開
來，尤其是南方各地，種植頗多。漢
代陸賈的《南越行紀》曰：「南越之
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
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
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
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西漢
時，嶺南一帶被視為蠻荒之地，種植
的糧食穀物、乃至花草都被中原人士
看低，後來有胡人將素馨和茉莉從西
亞移植到南海一帶，清雅的花香，絲
毫不減原產地。加上土人認為茉莉的
花香，可禦濕熱蒸鬱形成的瘴氣，遂
競相植之。嶺南的少女還用彩線把茉
莉花串起來，作為花環戴在身上，既
可香體，又可作為裝飾。

唐宋時期，因栽培技術尚未成熟，

茉莉在北方尚屬於珍異的名花。宋人
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曰：「遠方
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
儔。」北方的天氣寒冷，茉莉只能在
春夏兩季存活，到了冬天就會被凍
死。然而，茉莉綠葉擢秀、素蕊香融
的姿態，又㠥實令人喜愛，北方的名
園花圃為了爭奇，就每年從南方引
種，茉莉也因此一度矜貴。不過，在
暄風和暖的南方，茉莉卻是極為普通
的花卉。周密的《武林舊事》曰：

「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袨
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春滿
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
南宋時，都城杭州的青樓名妓到了夏
天，都會在頭上戴滿茉莉花，然後倚

門邀客，以清幽的花香
為己增艷添色。

為 使 茉 莉
能 在 北 方

越 冬 ，
古代的
愛花人
士 ，
亦 是
絞盡了

腦 汁 。
明人高濂

的《燕閒清
賞箋》裡記有

明人研究出的茉莉越
冬之法。入冬天氣剛剛轉寒

時，於朝南向陽的屋內泥地上掘一個
淺坑，把栽植有茉莉的花盆放到土坑
中，上面以竹篾編織的籠子罩實，旁
邊用土蓋緊。到了第二年立夏，才把
茉莉取出，沃以肥土，待到發芽後，
才移植到庭院之中。這樣就可做到茉
莉越冬而不死，且可延活多年。只是
這種養花之法，工序繁瑣，不僅須有
一定的財力，還須有時間、有閒心
者，方可做到。

用茉莉花來窨茶，也是中國人的一
大創造。《清稗類鈔》曰：「茶葉用
茉莉花拌和而窨藏之，以取芳香者，
謂之香片。」曬乾揉碎了的茉莉花
瓣，雜陳於茶葉的條索當中，沉靜內
斂，含蓄不露。然而一經過沸水的沖
泡，花瓣得到了水分的滋養，頓時就
會重現生機，煥發出鮮活的生氣來。
熏染了茉莉花香的茶葉，飲之香清氣
遠，滋味醇厚。當一杯花茶在手，靜
靜思之，能夠在清賞和味道兩方面都
征服於人的，除了茉莉，還有哪一種
花呢？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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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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