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辮子的花樣年華

四方街上風情醉四方街上風情醉
■文：張衍榮

到過麗江古城的人，恐怕沒有不知道「四方
街」的。
四方街位於麗江古城「大研鎮」的中心地帶，
由古樸繁華的舖面合圍而成，故又稱「四方廣
場」，面積約400平方米，地面由異常奇特的天
然五色石鋪就，平坦潔淨，世所罕見。
四方街始建於宋末元初，相傳因世襲知府姓
木，忌諱築上城牆後「木」字會變成「困」字，
故而不設城牆。古城街衢以斯地為核心呈輻射狀
佈局，形成若干條向外延伸的大道，每條主道都
有巷弄相隨，構成四通八達，相互交織的網狀格
局，交通十分便利。
四方街周圍的民居依山傍水，順勢而建，恍如
一篇錦繡文章，起伏跌宕，搖曳多姿。房舍依然
保持着納西族明清建築特色，即「三坊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走馬轉角樓」式的瓦屋樓建築模
式，既突出視覺變換，又講究裝飾完美。這種兼
有漢、藏、白族風味的納西民居小院，據說係木
氏土司摹擬代表皇權的「知府大印」形狀所設
計，拙外秀中，玲瓏清巧，被中外建築專家譽為
「民居博物館」。
四方街的環境獨特，建築奇妙，市面繁華，街
景多彩，委實令人着迷，但在不才看來，更迷人
的則是四方街的人文風情。
我們在麗江呆了三天四夜，下榻的客棧（家庭
旅館）離四方街很近，不僅出入必經，甚至閒逛
也都成為首選。因此，四方街的人文風情可謂飽
覽有餘。
四方街的人文風情，集中體現在極具特色的
「街舞」上。
首先是「打跳」舞，又稱「含擺」舞，是勤勞
智慧的納西族婦女的集體舞。據介紹，「打跳」
舞源遠流長，如同舞蹈化石。
上午時分，明麗燦爛的高原陽光下，一群身着
邊疆民族服裝的納西族中老年婦女，相約來到四
方街。她們手牽手或圍成一圈，或列成一隊，合
着整齊劃一的節拍抬腿踢腳，身體左右搖晃，載
歌載舞。迎面看去，她們個個神情莊重，氣韻閒
適，不見「口動櫻桃破，鬟低翡翠垂」的風月景
象，更無一絲一毫阿諛奉承之類的浪俗之氣。從
背後看，那縫綴在衣服上的「披星戴月」白色布
標，彷彿跳躍晃動的星月，既是納西族古老民俗
的展示，也是其女性善良勤勞的標誌，更是她們
自信自豪的袒露。
觀賞納西族古老的「打跳」舞，很容易讓人想

起漢民族的傳統舞蹈「踏
歌」。這種起源於漢代，盛
行於唐時的舞蹈形式，表現
的其實是民間的樂業風情。
與古代漢族的「踏歌」一
樣，「打跳」舞表現的也是
樂業風情。它用肢體語言傳
遞着思想感情，動人心弦，
使其心旌搖動，不能自已。
我看到，在濃郁風情的強烈
感染下，包括老外在內的許
多遊客都技癢如童，紛紛情
不自禁加入其間。
這種不分種族不分膚色，

獨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大
合舞」場面，既融洽又熱烈，圍觀者愈來愈多，
不一會四方街就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了……
如今雖說多少年過去，但猶新之記憶讓我時常

回味，在「家家門前流活水，戶戶垂柳拂屋簷」
的「東方威尼斯」，四方街的「打跳」舞不僅是
一道靚麗迷人的風景線，更是一篇內涵豐富，耐
人尋味的好文章。
其次是「莊鍋」舞，又稱「跳莊鍋」。「莊
鍋」本是藏族舞蹈，但隨着邊疆民族文化的廣泛
交流，「莊鍋」也被其他人數較少的民族所接納
或移植，如瀘沽湖畔的摩梭人就有圍着火塘跳
「莊鍋」的習俗。四方街的「莊鍋」舞與摩梭人
的跳「莊鍋」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圍着火起舞。
所不同者，一個是家人圍着火塘跳，一個是眾人
圍着篝火跳（其實，我在瀘沽湖也見過許多摩梭
青年是圍着篝火跳「莊鍋」的）。
四方街的「莊鍋」舞是眾人圍着篝火跳。
入夜，廣場中央生起熊熊篝火，同時響起激動

人心的樂曲聲，許多身着鮮艷服裝的青年男女，
伴隨着音樂聲，圍着篝火翩翩起舞。他們之中既
有土生土長的「土著」，也有萍水相逢興之所至
的「外馬」。這種被稱之為「莊鍋」的舞蹈並沒
有統一的節拍和步調，肢體動作的隨意性也很
大，個性化十分突出，整體上則呈現出熱烈奔放
的風格，非常適合熱血沸騰活力四射的年輕人。
四方街的夜景如詩如畫：天上，月光皎潔，繁

星滿天，銀河浩瀚，蒼穹裡到處閃閃爍爍；地
上，燈火輝煌，遊人如織，篝火旺盛，器樂迴
盪。在這樣一種令人陶醉的氛圍裡，勁舞「莊
鍋」的青年男女豪情滿懷，意氣風發，盡情抒發

着個人情懷，將如詩如畫的高原之夜點染得生機
無限。熊熊篝火映照在年輕人洋溢着幸福的臉龐
上，很容易使人捕捉到他們的內心活動。你看，
小伙子們個個千般自信，姑娘們人人萬種風情，
那可是青春綻放出來的絢麗之花啊！
夜色迷濛，宮燈點綴，我們悠閒地坐在街邊的
條石凳上，饒有興味地觀賞着，品味着。眼前高
原之夜的動人情景讓我不禁「老夫聊發少年
狂」，驀然想起當年插隊時愛哼唱的《草原之
夜》。遼闊靜謐的大草原深處，遠遠傳來悠揚的
馬頭琴聲，那是年輕人呼喚愛情的傾訴，「美麗
的夜色多沉靜，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聲，想給遠
方的姑娘寫封信，可惜沒有郵遞員來傳情……」
歲月滄桑，時光流逝，強烈的時空、畫面對比，
令人一時感慨萬端！
四方街激情澎湃酣暢淋漓的「莊鍋」舞，給千

年古城注入的是生命與活力，是朝氣和靈動。它
既是古城旅遊的點睛之筆，也是古城風韻的神來
之筆，更是古城文化的薪火之筆。它給遊客們展
現無限風情的同時送去甜蜜，送去歡愉，送去鹿
撞，帶來諦聽，帶來遐想，帶來浪漫，帶來神
往。呵呵，借用一句時髦話說，置身其間，你想
不孟浪都不成呢！
茶馬古道上的這座邊陲古鎮，曾經留下過無數

動人的故事，倘若有興趣，你盡可以去《山坡
羊》之類的納西古樂裡翻檢，也可以到密如蛛網
的小巷深處去探究，還可以到踏碎晨霜的馬蹄聲
中去追尋，但是，她的風情究竟醉倒過多少行商
坐賈，遷客騷人，恐怕就沒人討得良策周知天下
啦！

去年歲末至今，內地霧霾持續。
從美國太空總署的一幅人造衛星照
片所見，北京到上海，長達1200公
里大範圍內，全被濃密的霧霾所籠
罩，只浮現出幾座山頭，恍若霧中
之島，真是怎一個「霾」字了得。
《說文解字》對「霾」字有此解

釋：「霾，風雨土也。」《詩經》
有《邶風．終風》篇：「終風且
霾，惠然肯來。」「惠然肯來」其
後轉義為迎客光臨之。然而，在古
漢語中，「霾」通「埋」，在屈原
的《九歌．國殤》中，指車輪陷
地：「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
擊鳴鼓。」故此，「霾」也引申為
「埋藏」。
從「雨」的字，大多是形聲字，

如「雲」、「露」、「霧」、
「霜」、「霏」、「霖」、
「霽」、「霑」等字，多與古人所
認知的天象乃至占卜相關，但這個
「霾」字既是形聲字，（從雨，貍
聲），也兼及會意，此字從
「雨」，「貍」既是聲符，亦兼容
「埋」義（陷埋、掩藏），古籍有
不少例子。
陳去病《歲暮雜感》詩曰：「所
以雄奇文，霾藏不出世。」「霾
晶」意謂失去光耀，劉禹錫《因論
．儆舟》云：「景霾晶而莫進，風
異響而遄止。」「霾天」意指天空
昏暗，酈道元《水經注》有《溱
水》條云：「交柯雲蔚，霾天晦
景。」「霾
霃」猶言陰
沉，田藝蘅
《雨賦》云：
「小曰霢霂，
晦曰霾霃。」
「霾土」指塵
土飛揚，王褒
《九懷．陶
壅》云：「浮
雲鬱兮晝昏，
霾土忽兮塺
塺。」

「霾霧」意為塵霧，《後漢書．
郎顗傳》云：「時氣錯逆，霾霧蔽
日。」寧調元《八月十五夜漫書》
詩云：「玉宇瓊樓最高處，一天霾
霧撥難開。」「霾霧」亦喻抑鬱之
氣，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曰：
「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
沮。」這個「霾」字，既與天象乃
至人心的能見度相涉，復有「埋
藏」而不復顯露之寓意，當中有朦
朧詩意，實則指向晦而不明的氣
象—這不僅僅是文字學，更是現
實世界的深刻寫照。
唐詩每多「霾」字，有人統計，

《全唐詩》用「霾」字最多的，是
杜甫，是與否，待考；然則信手拈
來，將「霾」字用作名詞或形容詞
的，不缺例子：諸如「高峰寒上
日，疊嶺宿霾雲」、「復吹霾翳
散，虛覺神靈聚」，「灑落唯清
秋，昏霾一空闊」、「峽坼雲霾龍
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等等。
杜詩更將「霾」字用作動詞，
「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固然
了得，還有「拂雲霾楚氣，朝海蹴
吳天」、「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
寒」、「蕭颯灑秋色，氛昏霾日
車」、「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
湖」、「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
爐」、「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
岑」、「誤疑茅屋過江麓，已入風
磴霾雲端」等等。這「霾」字，杜
詩用得真是出神入化。

簷外的垂柳，一夜秋風後，揚去了夏日的灑
脫，由淺碧而日漸黃綠斑駁。秋日的陽光也變
得柔和了許多，照在人身上，頓覺得暖意融
融。
恰逢時近重陽，難免起了登高的情懷。便與
兩三好友相約，去瞻望一番位居古晉陽八景之
首的「崛圍紅葉」。
乘車西行二十餘里，方入呼延村，於村中關
帝廟旁下車，廟佔地並不寬大，樓閣卻修得小
巧玲瓏。廟旁有一石碑，自雲村名得自北宋名
將呼延贊。相傳北宋初年，楊家軍抗遼時，駐
軍并州西山一線，大將呼延贊的養馬場即駐紮
此地，呼延村由此得名。
自村而西，又步行了近半個時辰，終於來到

了崛圍山腳下。抬頭望去，南北二峰隔谷相
望，漫山紅葉宛如輕捲慢舒的紅毯，沿着曲折
高低的山脊線，向四面八方鋪展開來，將一方
碧澄的天映襯得愈發嬌美。山腳下早有修好的
石階蜿蜿蜒蜒地盤至山頂。山徑盤曲，十步一
折，行一二里後，地勢漸高，石階也愈陡。好
在每隔十數級石階，路邊就有一塊大青石，供
遊人暫歇，故一行人走走停停，倒也未覺得
累。
行了近千級的石階後，終於登上了山頂。回

眼望去，登時萬頃紅葉驀地闖入眼簾，大片大
片的深紅似起伏翻捲的波浪，層層疊疊地從遠
處湧來。想起往日裡讀過白樂天的一句詩，其
辭云：「似燒非同火，如花不待春。」今日入
得山中，方才曉得得古人摹物之切！望着遠近
的紅葉黃蘆，白茅翠柏，斑斕的色彩雜相交
映，爛如雲錦，燦若朝霞，看來《陽曲縣誌》
上的「暮秋霜降，滿山紅葉盡成朱紫」諸記載
果真不虛。
一陣風過，滿山的紅葉仿若醉意微醺的女

子，娉娉嫋嫋地搖曳着曼妙的身姿。有幾片調
皮的，顫嫋嫋地掠過面頰，令人心旌搖蕩。不
禁吟出誠齋《秋山》中的句子：「小楓一夜偷
天酒，卻倩孤松掩醉容。」這哪裡是楓醉了，
分明是人與楓同醉了。蒼山寒氣雖深，但立於
這高林紅葉中，收天地於指顧間，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飄揚於日月之上，這大概就是柳
子厚說的「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
心謀」了吧。
俗語云：天下名山多古寺。沿着崛圍山南

下，約行一刻鐘，再轉個彎，便到了多福寺。
照《縣誌》上說，寺院創建於唐貞元二年，唐
末代大將李克用和後唐莊宗李存勖父子曾到過
這裡禮佛朝拜。寺廟的規模不算大，然天王
殿、韋馱閣、大雄寶殿等沿山而築，顯得屋宇
軒敞，錯落有致。穿過藏經樓和文殊閣，是一
間青磚灰瓦的禪房，設色清雅，造型古樸，這

便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傅青主先生的讀書之所
了。推門進去，房內呈窯洞狀，空間雖小，然
因處地高，故而清淨雅致，要勝一籌。從窗口
向外望去，紅塵飛不到，雲霧有來時，想來較
之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青主此居亦未必
遜色。
洞前石壁上，傅山先生的遺墨和清光緒年間

鐫刻的「傅青主讀書處」石碑猶存。原先曾誤
以為這便是先生的「霜紅龕」了，至此才知，
這裡是先生修築霜紅龕前，向寺中僧人所借居
用來讀書之地，人稱「紅葉洞」。陳寅恪先生
「霜紅一枕已滄桑」的詩句說的就是傅青主隱
居此地時的光景。山房前是一棵孤松，瘦骨嶙
峋，多是得自山中的涵養，頗有些仙風道骨的
姿態。山風清颯，山氣沉寂，盤桓於松下，舉
目望着蒼空斜日，和着周圍的萬壑千岩，雖不
能似淮南王劉安登雲仙去，卻也迴腸盪氣，有
些飄飄然了。真也難怪得傅青主，倘若能在這
樣的地方結屋讀書，聽風松下，那還要什麼高
官厚祿、浮名虛譽呢？
太陽斜去，蒼然暮色已自遠及近，隔山遠

眺，依見得幾樹紅葉颯颯起舞。想起從前讀顧
亭林的《廣師》一篇，提及傅先生時贊曰：
「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先
生的風骨不也正如這漫山匝野的紅葉一般麼，
秋風愈老顯精神！

路邊等車，見一年幼女孩兒，額前
細髮披散，腦後短髮垂下，頭頂左右
兩根羊角辮，髮梢軟軟的向四周綻
開，像盛開的花，又像兩隻毽子，高
高地立着，可愛俏皮。
女孩子的一頭黑髮，順溜，柔軟，
清雅，飄逸，可任意妝扮出無限風
景：或瀑布一樣垂下，籠住肩頸，垂
掛腰間；或梳個蓬鬆小馬尾，用手帕
輕輕打個結；若編作麻花辮，便有別
樣的清靈純淨一點點透將出來。
辮子的美，就在那婉曲有致的一綹
一綹中，閃着光，泛着亮，緞子一樣
的質地，黑玉一般的神采。長辮嫻
靜，短辮活潑，辮梢上繫了寬寬的帶
子，大紅淺綠嫩鵝黃，別提有多嫵
媚，若將辮子反綰上去，綰一個橢
圓，更有味道。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春波一首
《小芳》，喚起無數人或甜蜜或憂傷
的記憶：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
好看又善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辮
子粗又長……歌聲裡，一個美麗的長
辮子姑娘出現在一幅久遠的素描畫
上，伴着小河流水，伴着歲月流聲，
令人難忘。電影《小街》裡，瑜的母
親文革中被批鬥，瑜被剪了陰陽頭，
寂靜的小街，夏遇到了瑜，以為瑜是
個靦腆的男孩，瑜無助抽泣，說「我
是個姑娘」，為實現瑜做姑娘的夢
想，夏去偷戲班裡的髮辮。在他心
裡，姑娘應該有長頭髮，應該梳辮
子，應該很美麗地生活着。看鄉間妹
子，儘管樸素不修飾，但有一條油亮

的大辮子，在腰際輕盈的垂着、甩
着、窈窕着，便已動人之極。
讀紅樓，小芳官印象深刻。第六十

三回寶玉生日夜宴，但見芳官：穿着
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斗的水田
小裌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
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
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
根鵝卵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小姑
娘壽筵上細細地唱了一支《賞花
時》，這時節飲酒玩樂，怎料到秋後
的葉敗花殘，風流雲散，待葬了這繁
華，剪了這長髮，歸了水月庵，那
時，可還會想起這一段青絲萬縷的短
暫歡娛？
或者這世間的美好，總是難駐。台

灣女散文家綺君在《髻》中寫道：
「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把青絲梳一條
又粗又長的辮子，白天盤成了一個螺
絲似的尖髻兒，高高地翹起在後腦，
晚上就放下來掛在背後。我睡覺時挨
着母親的肩膀，手指頭繞着她的長髮
梢玩兒……」年輕只是一瞬間，轉
眼，母親老了，年輕的姨娘也老
了……憶兒時，卻嫌時光長，撫着細
秧似的短辮子，不知何時長大，喜歡
鄰家姐姐側頭編辮子的俏麗恬靜，下
田幹活時，粗粗的辮子用夾子盤在頭
頂，或將辮梢噙在口中，又很乾脆利
落；後來，更多地凝望村裡奶奶坐在
太陽底下就一瓷臉盆的水洗頭的動
作，髮髻打開，現一把長髮，瘦弱
的，黑中夾白，波浪一般，有一股清
秀如煙落下，遙想當年的她有着多麼

茂盛的辮子，如今褪了顏色，散了光
芒，卻一直陪伴到老，又未嘗不是一
種生命之間的相守相依？
想來每個女子都有一份辮子情結

吧，不燙不染，如清水芙蓉，風韻天
然。林徽因的少女時代，兩根辮子搭
在胸前，辮梢上繫了蝴蝶結，笑靨清
淺，眼底流波，黑白的影像背後，是
另一個時空裡多彩的花樣年華。走在
街上，偶爾有眼福遇一襲長裙子，一
根獨辮子，隨身形而動，辮梢輕揚，
揚起青春與陽光，又帶那麼一縷輕柔
的氣息，吹過來，空氣裡飄散着年輕
的甜美。
編辮子，是女孩簡單而溫柔的手
工。無數靈巧的纖纖手指，執了木
梳，掠過如雲烏髮，一下一下，梳得
千順萬順，認真地，輕柔地，將滴翠
的容華，流紅的日子緩緩編進，髮帶
打上一個美妙的收束。此後，即便相
隔再遠，即便盤了髮髻，留了短髮，
變了白髮，也掩不住辮子在心底那光
彩奪目的地位，掩不住曾經生動透亮
的歲月，和歲月裡的純真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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