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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一
入
夏
，
每
家
的
餐
桌
上
都
少
不
了
一
碗
湯
，
既

消
暑
開
胃
，
增
進
食
慾
，
又
能
很
好
補
充
因
出
汗
過

多
而
流
失
的
水
分
。
俗
話
說
：
﹁
春
宜
溫
，
夏
要

祛
，
秋
需
滋
，
冬
進
補
。
﹂
中
國
人
講
究
醫
食
同

源
，
湯
的
內
容
和
食
性
，
也
是
四
時
不
同
。
夏
日
氣

候
燠
熱
濕
悶
，
人
體
多
燥
熱
，
湯
水
也
由
秋
冬
時
節

的
溫
補
調
養
，
改
換
成
了
清
熱
敗
火
，
津
潤
滋
心
。

因
而
，
枸
杞
菜
也
更
多
地
擔
當
起
了
主
角
，
不
僅
價

廉
親
民
，
味
道
亦
甚
佳
妙
，
是
夏
日
蔬
菜
中
的
佼
佼

者
。從

﹁
仙
人
杖
﹂
這
一
異
名
，
就
可
看
出
古
人
對
於

枸
杞
的
推
崇
。
傳
說
裡
，
西
王
母
手
中
持
握
的
枴

杖
，
就
是
枸
杞
的
根
枝
。
︽
五
雜
俎
︾
曰
：
﹁
千
年

枸
杞
，
根
作
狗
形
，
中
夜
時
出
遊
戲
，
烹
而
食
之
，

能
成
地
仙
。
﹂
古
人
相
信
，
枸
杞
若
是
歲
逾
千
齡
，

老
根
就
會
幻
化
成
精
，
夜
半
時
會
變
成
狗
的
模
樣
，

出
來
嬉
戲
玩
耍
，
若
有
人
得
見
捕
而
烹
食
，
可
以
就

地
成
仙
。
雖
然
史
籍
裡
並
無
人
因
食
枸
杞
根
成
仙
的

記
載
，
但
枸
杞
有
滋
補
明
目
的
功
效
，
卻
是
早
有
定

論
的
。
顏
之
推
的
︽
顏
氏
家
訓
．
養
生
︾
曰
：
﹁
鄴

中
朝
士
，
有
單
服
杏
仁
、
枸
杞
、
黃
精
、
術
煎
者
，

得
益
者
甚
多
，
不
能
一
一
說
爾
。
﹂
南
北
朝
時
期
的

眾
位
養
生
家
，
就
已
把
枸
杞
作
為
駐
顏
延
壽
的
食
品

了
。用

枸
杞
的
嫩
葉
做
菜
，
亦
是
古
已
有
之
。
北
宋
蘇

軾
有
一
首
︽
周
教
授
索
枸
杞
因
以
詩
贈
錄
呈
廣
倅
蕭

大
夫
詩
︾
：
﹁
短
檠
照
字
細
如
毛
，
怪
底
眼
花
懸
兩

目
。
扶
衰
賴
有
王
母
杖
，
名
字
於
今
掛
仙
錄
。
﹂
古

代
的
士
人
晚
上
須
對
燭
苦
讀
，
加
上
書
的
字
體
又

小
，
很
容
易
導
致
眼
睛
昏
花
，
視
力
模
糊
不
清
。
所

以
﹁
春
根
夏
苗
秋
㠥
子
﹂，
夏
天
以
枸
杞
的
嫩
葉
為

食
，
既
是
明
目
清
心
、
有
益
人
體
的
保
健
蔬
菜
，
也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順
應
自
然
的
養
生
之
道
。

每
到
春
夏
之
交
，
市
場
上
就
有
人
擺
售
枸
杞
菜
，

多
為
人
工
種
植
的
品
種
，
是
連
㠥
枝
幹
一
起
剪
下

來
，
上
邊
還
帶
㠥
軟
刺
，
顯
得
很
肥
茁
。
枸
杞
的
葉

子
一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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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要
馬
上
吃
，
擱
放
稍
久
，
就
會
變
色

腐
爛
，
失
卻
了
清
鮮
的
滋
味
。
所
以
市
場
上
的
小

販
，
都
是
把
一
尺
多
長
的
枸
杞
枝
幹
捆
成
一
束
束
的

售
賣
，
買
了
回
家
，
順
㠥
一
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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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能
把
嫩
葉
從
枝

上
捋
下
來
。
配
上
兩
個
雞
蛋
一
滾
，
就
是
一
碗
既
鮮

美
又
有
營
養
的
養
生
好
湯
，
喝
起
來
不
僅
清
香
淡

雅
，
更
有
潤
肺
潤
心
之
效
。

另
外
，
豬
肝
也
被
認
為
有
明
目
去
翳
的
作
用
，
配

上
枸
杞
菜
一
起
煮
湯
，
就
屬
於
強
強
聯
合
，
是
預
防

眼
疾
的
清
補
湯
品
。
枸
杞
菜
有
㠥
一
種
獨
特
的
清
新

芳
香
，
味
道
略
苦
，
煮
出
來
的
湯
呈
淡
褐
色
，
經
過

雞
蛋
或
豬
肝
的
增
鮮
提
味
，
喝
在
嘴
裡
尤
為
鮮
美
，

加
上
多
了
一
分
滋
潤
的
功
效
，
心
裡
也
就
多
了
一
分

爽
意
。
尤
其
是
夏
日
裡
，
能
降
下
時
節
的
虛
火
，
將

滯
重
的
味
覺
和
胃
口
充
分
調
動
起
來
，
且
兼
有
提
神

醒
鬱
、
疏
風
散
熱
之
效
，
對
健
康
也
是
多
有
裨
益
。

當
夏
夜
降
臨
，
上
桌
吃
飯
前
，
先
喝
一
碗
枸
杞
菜

湯
，
也
算
是
一
種
小
小
的
享
受
。

我第一次聽說四門塔，始自柬埔寨王國前國王諾羅敦．西哈
努克親王的來訪。1972年，我在濟南老城區的一所中學教書。
6月底，學校通知說，今年暑期不放假，帶領學生演練歡迎外
賓儀式，9月份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訪問濟南，屆時師生
們要去夾道歡迎。同時得知，西哈努克親王要朝拜四門塔。我
知道，親王年輕時深受佛教文化熏陶，還按柬埔寨傳統曾經出
過家。他要拜四門塔，足見這塔在佛教界的影響。從此，四門
塔開始入駐我這個大學畢業後剛來濟南的江南遊子心中。但那
時「文革」還在進行，四門塔不對國人開放，又沒有長途汽車
相通，我手頭也拮据，所以只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嚮往之了。
我第一次看四門塔是1978年11月初，作為山東省教育工作會

議的工作人員，隨與會人員去參觀。早飯後，我們乘坐大巴出
發， 32公里的路程走了近兩個小時，到四門塔快10點了，這
還要感謝西哈努克親王，要不是六年前為準備迎接他搶修了進
山的公路，我們還不知幾點能到。當時四門塔仍處於關閉狀
態，沒有導遊這一說，只有自己看，由於中午還要趕回市區用
餐，只好走馬觀花。珍貴的文物古跡看得太匆忙，美好的自然
風光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11月初在濟南市區已是無
邊落木蕭蕭下的季節，但在四門塔這個山窪裡卻陽光和煦，溫
暖如春，山風夾㠥蒼松翠柏特有的清香徐徐襲來，令人神清氣
爽。塔西部的一個小山窪裡，還有一大片茂密的竹林，面積超
過百畝，號稱「江北第一竹林」，是柳埠國家森林公園的一部
分。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湧泉」就在竹林深處的山坡上。
噴湧不息的泉水注滿泉池後，緩緩溢出池外，涓涓淌入林中。
這裡地處泰山東北背陰處，屬季風氣候，山陵地形，充沛的雨
量，濕潤溫暖的小氣候，使這片竹林在初冬時節依然竹葉青
翠。在竹徑中穿行，我彷彿回到了故鄉，回到了童年，小時候
與小伙伴在村後竹林中爬竹竿、捉迷藏的情景霎時浮現在眼
前。纖塵不染的空氣，潺潺流淌的山泉，鮮艷芬芳的野花，如
入世外桃源，不是江南，勝似江南。
我第一次細細地欣賞四門塔的文物古跡，是在2003年一個初

春。因公路修得已遠比過去平坦順暢，早飯後從濟南乘汽車50
來分鐘就到了四門塔。沿㠥松柏覆蓋的石頭台階拾級而上，首
先來到四門塔的南側。四門塔坐北朝南，背靠青龍山，面向一
片遼闊的梯田。這座古塔建於隋朝大業七年，即公元611年，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是目前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單層亭閣
式石塔。早在1961年，就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1972年修繕時曾在塔心柱發現舍利，比轟動海內外的西
安法門寺發現舍利子早15年，只是由於當時正值「文革」，這
一重大發現不作報道，以致鮮為人知。
四門塔呈平面四方形，造型非常簡潔；四個面上有四個門，

四門塔因此而得名。四門塔用當地的堅硬青石雕琢而成，歷經
千年風雨仍未被風化，不僅在佛教界彌足珍貴，而且是我國古

代石質建築的典範之作。瞻仰㠥這座古塔，我不禁想起了我國
著名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1936年6月，在河南考察洛陽的龍
門石窟、開封的繁塔、鐵塔等古蹟之後，35歲的梁思成和32歲
的林徽因夫婦從開封到濟南，一下火車便步行直奔位於南部山
區的四門塔。實地考察後，梁思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
古塔，是在其傳統多層結構之上覆以印度窣堵坡樣式的有趣結
合。神通寺四門塔是這種融合樣式最早和最簡潔的實例之一。
它在中國古塔的演進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從此，
四門塔進入了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國建築史》，在中國建築
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四門塔四個門內的平台上，各有一尊1.4米高的石佛。據佛

經記載，世界分為四個方位，每一個方位都有一個大智大勇的
佛掌管。四門塔的佛像正是按這一記載佈置的。南門內的佛叫
南方歡喜世界保生佛，西門內的佛叫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
北門內的佛叫北方蓮花世界微妙聲佛，東門內的佛叫東方香積
世界阿 佛。這四尊佛像鑿刻於東魏武定二年，即公元544
年，比四門塔還早60多年，是寶貴的佛教文化珍品。我注視㠥
阿 佛頸部的一道裂縫，不由得想起一段既令人心痛又讓人
感動的往事。1997年3月，四門塔東門內阿 佛的佛首被不法
分子盜走，幾經輾轉，經香港流失到台灣。法鼓山佛教創始人
聖嚴法師獲知後，主動贖回，歸還大陸。2002年12月15日 ，
在歡送佛首回歸濟南的儀式上，聖嚴法師表示，兩岸同文同
種，基於飲水思源的道理，這尊佛首出自中國大陸，就應該回
到那裡。我凝視㠥流失境外5年後回歸故里的阿 佛，禁不住
對佛學大師聖嚴法師敬仰不已。
四門塔的北面有一棵「九頂柏」，因主幹上長出九根粗大的

樹枝而得名。這棵植於隋代的千歲柏，不僅至今仍枝繁葉茂，
鬱鬱㡡㡡，而且還有許多美妙的傳說。據傳當年隋煬帝楊廣做
皇帝前曾在這棵樹下許願要當上皇帝，後來果然靈驗。如今，
許多遊人和周圍村民都喜歡在這棵古柏前許願，期盼自己好夢
成真。
離開九頂柏沿山坡西北側的小道下到山谷中，一座巨大的石

碾盤十分引人注目。碾盤直徑6米 ，碾砣重10.8噸，有「天下
第一碾」之美譽。1600多年前，來自京兆的高僧朗公在這裡建
了朗公寺，親自做過主持，僧人最多時曾超過500多，成為當
時齊魯大地上的佛教中心。隋開皇三年，被隋文帝楊堅改名為
神通寺。這個大碾盤就是當年專供眾多僧人碾米用的。清末一
把大火，神通寺燒為灰燼，但院外眾多珍貴的文化古蹟安全無
恙。
過了碾盤向西走，有座磚石結構的古塔，塔基塔身始建於唐

代，而塔頂則建於宋代，為磚砌重簷。塔高約10.8米 ，塔身的
四個面是四塊長方形的石板，雕有龍和虎等圖案，故名龍虎
塔。塔身上所有的雕刻栩栩如生，展示出與四門塔所不同時代
的建築風格與石雕藝術風格。龍虎塔西邊的墓塔林，是金代以
後神通寺歷代高僧的墓地，現存墓塔46座，墓碑15座，是全國
現存規模較大的石塔林。其中元代泰定三年「清惠明德大師敬
公山主壽塔」，明代嘉靖五年「成公山主塔」，呈現漢代闕式風
格，在我國現存石塔墓林中僅見，深受考古專家重視。
出塔林沿白虎山腰間小道向南走，是千佛崖造像。整個千佛

崖南北跨度達65米 ，高數十米，有大小窟龕100多個，神態各
異的佛像210多尊，大都是唐朝初期六十多年中貴族、宅民、
僧侶為父母、兄妹、兒女「祈福」而造。1988年同龍虎塔一起
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一尊高約1米 、臉龐豐
腴秀麗的佛像，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女為其父親祈福增壽而
刻。千佛崖的石刻造像大都造型富態、慈眉善目、生動傳神，
給人美的享受，是研究隋唐文化和石刻藝術的寶貴文化遺產。
離開四門塔時，已近黃昏。此時，暮色氤氳，梵音裊裊，古

塔松風，令我陶醉。這裡樸實無華，我從心裡喜歡。近十年幾
乎年年都來，因為大氣磅礡、富麗堂皇的景觀固然能給人以視
覺的衝擊和心靈的震撼，但像這樣簡約質樸、原汁原味、沒有
人頭攢動商業化喧囂的人文自然景觀，更能喚起和熏陶人們內
心的清靜和慈悲。

家鄉坐落的小鎮，是座山中小城。它三面環山，四面果園，
中間有條河流。夏季暴雨過後，河水陡漲，洶湧幾日，便清澈
嫻靜下來。溪水嘩嘩地流淌，河面倒映㠥兩岸的青山、秀峰和
果樹，給人一種「四面果園三面山，兩岸秀峰臥溪間」的美
感。
那年夏天，天氣異常燥熱。晴朗無雲時，日當空，熱浪滾

滾，仿若流火；而陰雲遮日時，大地則濕熱蒸騰，悶熱黏滯，
令人煩亂。就這樣，整日像生活在燒磚的窯洞裡，被燥熱緊裹
㠥，甚是鬱悶。只有暴風驟雨、雨過天晴的間隙，
才能覓得半日清爽。
一天下午，突降大雨。雨線如織，急

若馳箭。大雨伴㠥狂風，整整狂舞了
四個多小時。到五點鐘時，雨勢戛
然而止，只剩下陣陣冷風。這場
大雨，一下子驅走了炎熱，驅走
了煩躁。難得心情舒暢，我和
女友都來了興致。準備回趟老
家。
小鎮的路，平坦蜿蜒，隨㠥

嶺勢山勢，起伏彎轉。騎車疾
行，衣衫飄飄，涼風拂面。我
們的摩托車，沿㠥柏油路起
伏，就像舟行海上，隨㠥波浪升
降。雨後的山川，綠色慾滴，層巒
盡染。遠處的秀峰，雲霧裊裊、縹
縹緲緲。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被清水洗
過，就連心情也被清洗了！
在途中的一個彎道旁，女友突然喊出聲來。

「荷花！快停下來，真香啊！」就在前方不遠，有片美
麗的荷塘，迎面撲來一陣陣荷的清香。那種香，味道淡淡的，
讓人神往和陶醉。這片荷塘，是長方形的，長約七八十米，寬
三十餘米。荷塘裡舉起一片片綠色的荷葉。綠色的荷葉，如
傘，隨㠥山風搖擺。葉裡的雨露，如一個個晶瑩的寶珠，伴㠥
荷姑娘的舞姿，在荷傘上輕滑、輕彈。一大片晶瑩，托臥於荷
葉中央，瀟灑地滾動㠥。它由高的葉床灑落，瀉到低層的荷葉
上，濺成幾顆、幾十顆白玉珠，再滾幾次，晃幾晃，又匯聚成
一顆大的寶珠。
荷柄墨綠，纖細圓潤，亭亭而立。圓圓的荷葉，凌浮於水上

數尺，或緊貼於河面。幾十朵巧奪天工的白荷花，驕傲地挺立

㠥，散立在這片荷塘中。還有嫩嫩的蓮蓬，也是那般嬌俏。這
兒一蓬，那兒一蓬的，惹人愛憐。這時候，還未到荷花盛開的
季節，多數荷花，只是露出尖尖的朵兒，還未綻放。
與荷有關的詞句，我最喜歡「出淤泥而不染，濯清廉而不妖」

這句。它寫出了荷的真實處境和荷的清貞品格。而我最熟悉
的，則是那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佳句。
熟悉它，就如熟悉家鄉，熟悉濟南。
在濟南學習、生活過幾年。未到濟南之前，久聞「四面荷花

三面柳」出自濟南。真到了濟南，融入濟南後，卻
沒怎麼領會到她的荷與柳。更沒能欣賞到那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景色。

不是沒有機會，很多次機會，我都
與它失之交臂了。在濟南時，不覺
得可惜，因為大明湖離我們很近，
只要個把小時就能到達。所以，
今天不去明天還可以去。可是，
這所有機會，都在離開濟南的
時候遠去了！
很多次，在網上搜索有關大

明湖的照片。那湖、那荷花、
那小舟、那垂楊，無不透露出
詩情畫意。它們與周圍的高樓相
映，更顯出幾分情調！幾分幽

靜！幾分雅致！
大二時，有個周末，宿舍那幫子兄

弟們相邀，去遊大明湖。當時我除了學
習，還要參與文學社和廣播站的審稿，就婉

拒了。結果，類似的婉拒接二連三。直到離開濟
南，回到家鄉，看到、想到荷花的時候，才後悔不已。

濟南與我的家鄉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濟南山中有城，城中有
山，家鄉也是如此。濟南又有很多東西，是我的家鄉沒有的。
濟南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之說，而我家鄉的荷花則很少，
十里八鄉的，偶爾有片荷塘，卻也不大。
那個夏天，因為荷塘，想起了濟南；因為荷香，陶醉了家

鄉！家鄉的荷，與濟南的一模一樣！都是那麼的亭亭玉立，都
是那麼的嬌俏裊娜！
我們繞㠥荷塘，轉了一圈又一圈，嗅㠥荷香，追㠥清涼。半

晌，一扭頭時，又見兩對情侶的身影映入荷塘。他們離我們不
遠，拿㠥相機，正在幸福地笑⋯⋯

江南風景的典範在哪裡？在蘇州杭州？在金陵廣陵？在梁溪蘭
陵？都有那麼點範兒，都可以取其一角，寫出錦繡美文，畫出旖旎
美圖，然而，如果集合濃縮到一地一處，來個特寫、來個剪影，那
麼最有資格稱之謂典範的乃是常熟虞山腳下的尚湖啦。
江南風景大者最宜湖光山色。說起江南湖光山色，人們都首推太

湖西湖或瘦西湖，殊不知組合得最恰到好處的卻是虞山與尚湖。虞
山是尚湖的依托，尚湖是虞山的映照。青山綿延，碧波蕩漾，山不
甚高，卻雄渾兼清秀；水不甚闊，卻活潑而清洌。縮小若干倍，山
分明如臥牛，正恬靜地飲㠥一泓清池，一派不事修飾的素雅田園風
光。在傳說中，虞山真的是一頭臥牛，栓牛樁則是常熟城裡古老的
方塔，若方塔傾圮，虞山這頭臥牛便會逃脫，常熟的好風水不再，
這方風水寶地還會常熟麼？三十年前，尚湖遭圍湖造田之厄運，水
沒有了，臥牛好渴哦，常熟也頓失活力。後來，常熟人意識到江南
水鄉豈能少了靈動的水？遂恢復了尚湖風貌，益增其魅力風光，臥
牛飲酣暢了，山水皆活。臨湖看山，山如雲霞；登山眺湖，水若翡
翠。春霧初收，數十里煙雨江南；秋風漸起，好一幅晴嵐湖山。
清人張潮云：「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

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謂全福。」常熟人因擁有虞山和
尚湖，便是生於天下一流的湖山郡，便擁有了「全福」的首要條
件，何等的福氣！怪不得虞山有座名寺叫做「興福寺」啊。
江南風景的精緻細微在於園林建築。江南園林名勝可謂多矣，常

熟園林不欲與蘇杭揚州諸城之園林正面爭鋒，卻別出機杼捧出點奇
景給你看看。當你信步在尚湖遊覽的時候，處處都是入畫的園林，
當你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個名叫「拂水山莊」的明式園林，你立即會
有一種驚艷的感覺哩。
拂水山莊在一個「水」字上做足了文章，明式的建築皆臨水而

建，一眼望去，參差有致的亭台樓閣皆汆浮在清悠悠的水中，一樹
樹的楊柳皆依依親吻梳拂㠥水面，就是形象的「拂水」啦。這般親
水的園林便是蘇州拙政園、吳江退思園和無錫寄暢園這樣的親水名
園也自歎弗如。當然，這裡如楊柳拂水般動人的還有才子佳人的故
事哩。如今復建的拂水山莊乃是明末有「東南文宗」之稱的常熟大
才子錢謙益為其紅顏知己、一代才女柳如是所建的別業。別業者，
應該就是別墅吧。錢柳二人在虞山下尚湖畔築了這麼高雅的一座愛
巢，當羨煞天下才子佳人也。憑他們的才情橫溢、風流繾綣，住這
樣的別業完全夠格、最是相稱。相差三十六歲的老夫少妻的愛情，
更讓世人遐想無限，然而「東南文宗」的氣節令人嘆息，好好兒的
一顆腦袋後竟然率先掛上了降清的「尾巴」，（辮子）堪嘆牧齋先生
終於沒有聽從河東君（柳如是號）投水殉節勸告，苟活於世，留得
千古污點。柳如是這位秦淮八艷的烈女子最終也在族人的逼迫下投
環而亡。才子佳人的故事最讓人流連忘返，在拂水山莊，我彷彿看
到盈盈的清水裡倒影㠥柳如是的倩影，那絲絲拂水的柳條不就是她
的美麗青絲麼？
才子佳人的故事是園林風景的靈魂，況且錢柳的故事又有㠥明革

清代的悲情背景，所以尚湖拂水山莊堪與冒辟疆、董小宛之如皋水
繪園相媲美。天下名園欲求這般悲情的故事難哪！
除此，虞山因吳地先祖虞仲而得名、有虞仲墓存焉；還有孔子七

十二弟子之一、「文開吳會」之言子（言偃）墓在山上；姜子牙隱
居垂釣成就了尚湖悠遠美好的傳說；山下有㠥同治光緒兩朝帝師翁
同龢之墓令人敬仰⋯⋯此皆可稱道者，為虞山尚湖增添了厚重的人
文砝碼。
典範的風景還須有名木名花名果名鳥⋯⋯虞山與尚湖無一不備，

這裡水中名木池杉蔭然成林，鷺鳥翩飛，竹筏游弋，其他地方難得
一見；這裡春有牡丹芍葯，夏有蓮荷楊梅，秋有桂花菱藕，冬有臘
梅吐芳，皆成了氣候。
所以說虞山與尚湖無愧是江南風景的典範，江南的人們何必捨近

求遠疏忽了就在家門口的人間天堂呢？

江南風景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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