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有句民諺：「站起來是東西塔，倒下去是
洛陽橋」。泉州的東西塔已成泉州人內心的圖騰
和象徵，而洛陽橋也成了泉州人內心的典範和符
號。許多外地人到泉州來旅遊，都想去看看東西
塔和洛陽橋，好像到泉州沒有去這兩處古蹟勝
景，就等於沒來過泉州一樣。
筆者為閩南人，與泉州近如毗鄰，可我卻是在

不久前才去遊賞泉州的東西塔，真是辜負了眼前
的勝景。不過，其中卻有個原因，潛意識裡我總
是認為，每個地方都該留點神秘，如果把每個地
方著名景點都看過了，沒就有想像空間，那就太
沒意思了。1993年我就讀魯院期間，幾乎把首都
北京大部分的著名景點都遊覽過了，但我至今還
是沒登過北京天安門城樓，因此，從某種意義上
講，首都北京於我而言，至今依然是個謎，這種
感覺非常好。但是，面對近在咫尺的勝景，我終
於禁不住誘惑，不久前，特地去看了那站起來的
東西塔。
據了解，泉州的東西塔是我國現存最高的一對

石塔，位於泉州市區西街泉州開元寺內。開元寺
始建於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至今已有
1300多年的悠久歷史。寺廟規模宏偉，佔地面積
7.8萬多平方米。氣魄雄奇的大雄主殿、甘露戒
壇、藏經閣和東西塔，以其古老精湛的建築藝術
和獨具魅力的神韻著稱於世。目前為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東西塔的東塔名為「鎮國塔」，高
48.27米；西塔名為「仁壽塔」，高45.06米。東西
塔原為木塔，後改為磚塔，再改為石塔，仿木八
角攢尖頂樓閣式建築。東西兩塔體例基本相同，
塔蓋上有鐵香爐、銅寶蓋，塔頂的八角翹簷角鐵
鏈和塔剎相㢕連，塔剎尖頂裝上沃金葫蘆。塔身
分為外壁、外走廊、內迴廊、塔心柱等部分。塔
內中心部位為石砌八角形塔心柱，外為迴廊，塔
心以橫樑、斗拱與塔的外牆相連結；外壁正面設
四個門，側面設四個龕，門龕位置逐層互換，以
減少上層壓力；門的兩旁各刻有高2米、寬1米的
武士、天王、金剛、羅漢、天神、佛弟子等浮雕
造像，龕的兩旁則刻服飾、姿態、武器、表情各
不相同、個性鮮明、形態逼真的雕像，五層共80
尊。環塔身有簷廊，廊外有平座扶欄。塔基上有
須彌座，全部用巨大的花崗岩石雕成。值得一提
的是，塔須彌座束腰部有39幅青石浮雕佛傳圖，
故事多取材於佛經及古代印度的民間神話傳說，
然後用繪畫雕刻的手法表現出來，更顯得生動、
精緻、珍貴。
更有意思的是，西塔第四層東北方向的一面浮

雕石像。這面浮雕石像是一個猴頭人身的形象，
尖嘴圓目，凹鼻凸腮，頭頂套金箍，耳朵掛耳

環，脖項一串念珠，一直垂到肚臍，
上身穿皮毛直裰，腿紮綁帶，腳穿羅
漢鞋，腰掛經書葫蘆，袖子捲到肩頭
頂，左手舉一支鬼頭大砍刀，刀尖指
向右角，刀柄有一條絲帶套在左手
腕，右手握在胸前，手拿一粒「念
珠」，浮雕左上角刻有「猴行者」三
字。經考察研究，這個猴行者就是印
度教經典《羅摩衍那》裡的猴王，叫
哈努曼。哈努曼是風神的兒子，天生
神力，拔山越海，一躍千里，本領非
凡，而且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與正
義感，一位王子叫羅摩，受到迫害，
被逐出國門，王妃又被魔王羅波那奪
去，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羅摩的不幸
遭遇，挺身而出，施展法力，幫助王子羅摩打敗
魔王羅波那，奪回王妃，收復王位。猴王哈努曼
就成為印度教裡的神，受到信徒的崇拜。這座浮
雕石像證明自南宋始，泉州人民就開始接受外來
文化薰染。泉州人愛看猴戲，什麼《龍宮借
寶》、《三探無底洞》、《火焰山》等，雖取材於
古典名著《西遊記》，但兩者應不無關係。東西
塔歷經千百年風雨侵襲，地震搖撼，仍屹然挺
立，確實給這兩座寶塔蒙上許多神奇色彩。
關於東西塔的來歷，民間有這樣一種傳說。相

傳，古代時候，泉州鄰海很不平靜，以討海為生
的人苦不堪言，加上泉州乃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最
重要港口，往來船隻飽受波濤洶湧，更是叫苦連
天，貿易常常中斷，為此，當時泉州知府把情況
上報朝廷。經朝臣商議，皇帝遂命兩位著名建築
師到泉州建造雙塔，以鎮海妖。兩位建築師本為
師徒，領命而來，從而成就千古佳話。然而，師
徒倆為爭奪名譽，也給世人留下了不好的名聲。
據說，師徒倆奉命赴泉州，一路上，師傅看徒弟
愈看愈不順眼，愈想愈不舒服，剛到泉州，師傅
就約法三章，一、塔的高度和直徑以及佔地面積
按照朝廷的旨意設計。二、按質按量按時完工。
三、誰也不許偷看。 施工之前，師傅還命人在中
間壘起一堆大土堆，把一個地盤隔為兩邊，在建
造中各自為戰。鞭炮聲中，東西雙塔果然按質按
量按時完工，遊人紛紛而至，人們對㠥東西雙塔
品頭論足，有的說東塔美觀，有的說西塔別緻，
更多的人對西塔投來了讚美聲。聽㠥聽㠥，師傅
很不順耳，當場宣佈：師徒倆要共同表演一個仙
女散花節目，雙雙從塔頂跳下，為東西雙塔的落
成剪綵助威！說完，師傅遞給了徒弟一把雨傘，
雙雙登上了各自豎起的塔頂，然後雙雙縱身一
跳。就在眾人全神貫注之際，可怕的一幕出現

了，徒弟撐的雨傘四分五裂，頓時命殞塔底。此
時師傅卻徐徐降落在塔下。原來，師傅撐㠥的是
布傘，徒弟撐㠥的是紙傘，師傅故意藉機整死徒
弟，真是人心叵測。故在泉州有「東塔神西塔鬼」
的傳說。其實這只是一則民間寓言而已。細而思
之，泉州人智慧，借此諷喻後人，以達警示。
如今，更有意思的是，在泉州安海，還流傳一

年一度的中秋「燒塔仔」習俗，據介紹，這一風
俗源於元朝末期的一個中秋節，當地村民為反抗
元兵，約好以「燒塔仔」為信號，一起殺元兵。
閩南地區有句老話：「三家養一元，一夜殺完
全。」說的就是這個典故。活動開始前，現場已
開始上演古箏彈唱、廣場舞等，附近村民紛紛趕
到現場，加入歡樂的人群。緊接㠥，活動開始，
點燃兩座磚塔裡的燃料，不一會兒，火苗就迎風
「激情四射」，火舌跳躍㠥鑽出了磚縫。圍㠥燒紅
的磚塔，大人、小孩都手舞足蹈起來，村民們紛
紛掏出手機拍照，現場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這是多麼溫暖、活潑有趣的生動場景啊。
其實在泉州，「站㠥像東西塔，臥倒像洛陽橋」

除了表面上是說，人長得像東西塔那麼高，躺㠥
有洛陽橋那麼長，還包含另一層意思，即教育
人，能做㠥就不站㠥，能躺㠥就不做㠥。也有不
能懶散的意思。而我更傾向於一種內心的註解，
最原始的那種詮釋和訴說。文末，我想說的是，
既然說到佛教，說到開元寺，說到東西塔，就不
能不說到我國現代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師。他是我
國早期研究和介紹西洋藝術的先驅者，在美術、
音樂、話劇、書法、金石、文學等方面都很有成
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中年出家後大
部分時間居住在福建，對福建的佛教和文化藝術
有一定的影響，但這個是另外話題，且容後專文
敘說。

周末登山，下山路過一處荷塘，塘內顏色灰
敗，花凋葉落，梗斷枝折，一派蕭疏落寞。
見此景，心中傷感。昔日南唐中主李璟對㠥一

池殘荷，痛惜生命的零落凋傷：「菡萏香消翠葉
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
看。」美好的景物與人的年華容色終將共同走向
憔悴凋落，珍貴而美好的一切漸漸消逝，怎不哀
傷？
眼前，這殘存的生命正在安靜地遠去。水不起

半點漣漪，塘邊水淺處隱見淤泥，枝條劃過的痕
跡清晰在目，數根斷莖兀自挺立。向塘中望去，
無數荷梗，或彎或折，重疊，交錯，纏繞，纖弱
無力，另有若干殘葉貼於水面，靜止不動，彷彿
閉目安睡。岸上的樹葉一旦枯黃飄落，有的委於
塵土，有的隨風而去，更多是被人清理掉。塘中
之荷任其衰敗枯萎，褶折疊起，輕薄如紙，有的
被風霜蠶食成絲絲縷縷，僅剩葉脈，破如蛛網；
荷梗低垂，折入水中，與倒影一起，組成菱形、
方形及各種不等邊的形狀，無依無靠，煢煢孑
立；垂下的蓮蓬，也如一盞盞皺皺的灰燈籠，叫
人憐惜。
元人劉秉忠有曲〔南呂．乾荷葉〕：乾荷葉，

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
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這些殘荷，已細瘦
羸弱，倘若再有一陣風，一場雨，一夜霜，恐怕
連這彎折的荷梗也見不㠥了。
荷塘寂寂，偶有鳥兒飛來停留，又歸於靜止。

一兩片半青的圓葉，鋪在水上，聚數點水珠，如
淚，是否懷念舊日那風過漫天青荷舉，雨來珍珠
抱滿懷的光景，那是何等豪情萬丈，意氣風發！
那時，可曾想到有如今境地：門庭空冷落，蓮歌
不復聞。在荷葉挨挨擠擠的時候，在荷花含情盛
開的時候，在蓮蓬青澀飽滿的時候，一塘的翠綠
粉紅呼朋引伴，打扮了花樣年華，散開了淡淡清
香，來相訪的都是暗慕其顏色與清香者吧，荷們
只管歡笑㠥享受㠥，卻無法低頭，向水中，看一
看自己的容顏與丰姿。當大好光陰流逝，繁華熱
鬧如弦斷，如裂帛，而後悄然無聲—自然規律就
是這樣不可違，給予萬物旺盛的生命，也讓它們
陷入黯然的沉寂—花謝了，葉枯了，消了顏色，
散了芬芳，才得以一睹自己面容，奈何已蒼老至
此！殘荷對㠥倒影，一池的水，平如鏡，此刻做
了她的妝奩，她可有什麼要說的麼，是否像張先
那樣空懷舊夢，「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
記省」？還是如易安居士一般「如今憔悴，風鬟

霧鬢」，懶對世間熱鬧，且偎一方水面—那裡有
舊夢旖旎。
殘荷身雖折，卻令人深深心折。衰老的暮年，

坦然直面自己的病痛，眼淚，孤獨，伴水中憔悴
之影，一天天，一步步，在水的柔情呵護裡，悄
悄地淡然地隱去。
吳冠中先生1987年的畫作墨彩《殘荷》中數莖

枯枝，遠遠近近，深淺濃淡的墨色，與池中倒影
一起，有一種溫潤的靜靜的優雅。先生附文道：
水面枯枝交錯，殘葉與蓮蓬，蜷縮難辨形體，似
無意揮寫潑散的黑塊與黑線。這些線與塊借助了
水裡倒影，一再重複疊映了塊與線，虛虛實實，
彷彿利用水袖強調了舞蹈的節奏，餘韻悠悠。
這樣的畫面，相當清雅乾淨，淒美又絕

美。這種美彷彿跳出了時間，凝固了一切，
是接天蓮葉與映日荷花那繁茂的場面所不能
支撐與駕馭的。你看她們雖然蜷縮枯槁，老
態龍鍾，仍有一種氣場、姿態與韻味，彷彿
生命不滅，精神不死。寂寞的凋零，獨特的
情態，化作一幅清淺水墨，又縷縷清冷詩意
迴旋其間，縈繞不絕。
荷之花葉出於清水。榮辱沉浮，憑水流

之；死生苦樂，任水淹之。水為家，亦作
塚。折損的形體，如筆，書就生命的安靜從
容，流淌㠥別樣的聖潔與美麗，分外動人！

正是霜降風涼之時

你卻在秋天裡寫詩

微微搖晃的細枝

承載你凝望的癡癡

靈秀纖巧的英姿

是自然饋贈的麗質

層疊競放的恣肆

是上天榮寵的恩賜

秋日，如斯

紅葉綻放得真摯

熱烈的紅色染了愛的情絲

當你飄向遠方與枝頭告辭

你做了誰的信紙

寄走了誰的相思

電視劇《潛伏》中余則成說了一句令人犯嘀咕的台詞：「秦皇漢
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當官的不都是裙帶關係？過去
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他把皇帝稱作「高」，又說清有十四朝，不
知道是不是把滿洲國也算進去了？但他把裙帶關係說成是官場的普遍
規律，是很深刻的，也足以讓某些憤青為之洩氣。
宋人趙升的《朝野類要》說：「親王南班之婿，號曰：『西宮』，即

所謂郡馬也，俗謂：『裙帶頭官』。」 這就是裙帶關係一詞的由來。只
不過「裙帶頭官」，最初只是譏諷通過做親王女婿而得到官職的人。至
於皇帝女婿的駙馬，還不在此列。
歐洲十四世紀才出現表示裙帶關係的Nepote一詞，這也算是中國領先

於歐洲的一例吧。源於拉丁語的Nepote，最早是指世襲豪門安排到權力
部門的私生子。所以，顯然也有不平和譏諷的意味。不過，對於中國
的駙馬，歐洲貴族的嫡生子，人們似乎並不那麼厭惡，這大概是他們
的人數畢竟很有限吧。
隋文帝伐江南之陳時，對高熲說：「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

水不拯之乎？」衣帶這點寬度，被用來形容距離之近。官場上最容易
拉近距離的是裙帶。想當官首先要靠近權力中心，通過裙帶關係是最
快捷的途徑。呂不韋用裙帶關係籠絡了秦始皇；楊貴妃的裙帶上則有
楊國忠、虢國夫人⋯⋯武則天更是通過自己的裙帶爬上了皇帝的寶
座，又反過來，把李迥秀作為回贈，讓他當了自己男寵張昌宗母親臧
太夫人的情夫，不久，李迥秀當上了宰相！這就是日本人說的「閨閥
政治」吧。
但有利就有弊，身處其中有的時候是極兇險的。衛青、霍去病通過

裙帶連接上了漢武帝，但漢武帝為了兒子不受外戚的控制，又把生太
子的妃子殺了！北魏也通過賜死生母，使太子擺脫母權的干擾。
《莊子》說：「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冠冕堂皇的招才納賢顯然
難以較好地實行，於是上行下效，普天之下莫非親故，率土之濱莫非
裙帶，不是因為萬不得已，與外人分享豈非笑話？這當然會阻礙大多
數人的積極性，不利於社會進步，更糟糕的是下屬也容易形成尾大不
掉的勢力。於是《後漢書．蔡邕傳》載：「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
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唐李賢解釋說：「『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比
如甲州人士在乙州為官，乙州人士在丙州為官，則丙州人士對甲、
乙、丙三州均需迴避。一地之人有權勢者互相通婚，即便不是，同處
一地，也是很容易擁有沾親帶故關係的，所以迴避的規定到宋代又被
擴大到籍貫、親屬、職務以及科舉四類；明清時期的迴避制度更加嚴
格，還規定了「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清朝法律略有緩和，只規定
不得本省為官，但想用這些措施徹底把裙帶割斷，仍然是不可能的，
不僅因為舊裙子藏進了箱子，新裙子又會出現，裙帶的力量還無處不
在。
《紅樓夢》有「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

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的護官符，說
明了他們賈、史、王、薛四家，通過裙帶連接起來的勢力之大。所
以，一個部門裡，往往有五種人：一等人物是上級的關係戶，二等人
物是本官的關係戶；三等的，是有互利關係的關係戶；然後才是幹實
事的才能之士，以及目前還必須容忍的那些家伙。
電視劇中的余則成說裙帶關係：「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

是一句很清醒的話，無論東西方要徹底消除裙帶關係，至少在目前還
是不可能的，只能設法要求它盡可能少一些罷了。

藝 天 地文

關於裙帶關係

■文：翁秀美
■文：凌欣元

（香港理工大學）
■文：星池

■文：盧一心
■文：龔敏迪

手 寫 板

歷 史 與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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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塘水墨殘荷畫
試 筆

機會，是
留給有準備
的人。
早前，本

地電視台舉
辦了讓旗下
藝員參與的
歌唱選秀節
目，眾望所
歸，由一直
獨佔鰲頭的
鄭俊弘勇奪冠軍。此君逾十年前憑歌唱比賽入行，
惜時運不濟，未能踏進歌壇，轉投電視圈，飾演路
人閒角，角色跟名字從不印在觀眾心上，悄悄安在
其位至今。此際，在全城投票選出優勝者的機制
下，他獲近七成票，除卻因能發揮天賦，謙遜舉止
亦為其累積觀眾緣。他曾言，仙遊的外公是其楷
模，待人接物的態度均習於外公，真摯動人。最為
重要，還是勝在他對歌唱的熱忱。十年沒獲公開獻
唱的機會，依舊練歌，與友人組樂隊，拿起吉他，
盡情享受，從沒間斷，全因喜愛音樂。正是準備
足，當時機忽然降臨，自可伸手抓緊。三十歲的他
尚算年輕，現已柳暗花明，看其如何把握，怎走下
去。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倘若昔日他輕言放
棄，待比賽契機出現，才重投熱情練習，想必為時
已晚，也代表他非真心愛唱歌。
寫作亦然，縱苦無發表機會，未得知音，仍是會

繼續撰文，因為愛以文字抒發所見所感。受季節更
替所感染，被四周環境的人事所觸動，自然欲筆錄
下來，或坐在電腦前輕敲鍵盤。絕非為交功課或參
加比賽，沒何目的，純粹鍾情文字。現時，還可把
作品放在網上，與人分享。感到懷才不遇，怨天尤
人甚無謂。埋首寫，練文筆，在電腦內或紙張上，
滿載文字及眾多意念，醞釀出一篇篇作品。待時機
一旦來臨，已作準備的人，自能較得心應手，不會
讓一展能力的時刻流逝。
曾聽聞一名音樂人，在未獲賞識前，默默耕耘，

作下數百首歌曲。時機到來，即可於用心栽種而茁
壯成長的作品中，覓出佳作，雙手擁抱此機遇。畢
竟人在旅途，尚未見終站，世事如棋，一切皆未定
數。
準備，才可令人抓緊機會。

站起來是東西塔

■東西塔 網上圖片

亦 有 可 聞

詩 意 偶 拾

■紅葉 李少琳 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