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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棍僧救唐王的
故事拍成電影後，藏
之深山的古剎一夜爆
紅。而由王立平作詞
作曲，鄭緒嵐演唱的
電影插曲，更是為其
錦上添花：
「日出嵩山坳，晨

鐘驚飛鳥。林間小溪
水潺潺，坡上青青
草。野果香，山花
俏，狗兒跳，羊兒
跑。舉起鞭兒輕輕
搖，小曲滿山飄，滿
山飄……」
一時間紅男綠女心

旌搖蕩，莫不爭先恐
後，向而往之。呵
呵，實不相瞞，不才
便是其中之一。不
過，實際成行則是
《少林寺》上映二十
多年之後的事了。
少林寺位於嵩山西

麓，與古都洛陽隔山
相望，始建於公元
495年，由篤信佛教
的北魏孝文帝（龍門

石窟創建人）敕建，旨在安頓其景仰的印度僧人
跋陀。因其坐落於嵩山腹地少室山之密林中，故
名「少林寺」，時人俗稱「僧人寺」。
公元527年，另一位佛門高僧達摩來到少林
寺，廣集信徒，首傳禪宗，影響極大，被奉為中
國禪宗的初祖。於是，少林寺被尊為「禪宗祖
庭」。
十三棍僧救駕秦王後，少林寺備受朝廷重視，
它又袈裟增輝，成為「天下第一名剎」。
從地理環境上看，少林寺背依五乳峰，四圍群
山環抱，層巒疊嶂，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宛如被
老嫗攬於懷中。

因此，不論時代背景、歷史淵源、地理區位、
風水環境，還是佛門資歷、文化氛圍、社會身
價，少林寺都非同一般。至於後來的式微，那是
清以後的事了，限於篇幅恕不贅述。
我去少林寺那天，說來堪悲，途中差點出事。

記得當年電影上映時，地無分南北，人無分官
民，走到哪裡都是人心振奮，人人心中充滿希
望，沒見誰成天往錢眼裡鑽，整個民族的精神狀
態可謂喜上眉梢。可是，短短二十幾年之後，當
我為了趕時間，驅車翻越嵩山，試圖抄近路去少
林寺一遊時，卻完全沒有料到會遇上另一段插
曲——鄉民剪徑！
村道兩邊的小樹上隨便拉根繩子攔住去路，幾

個農民模樣的漢子守在那裡「收費」。他們虎視
眈眈，抱着膀子，端着架子，吊着臉子，嘴上則
強詞奪理，振振有詞地嚷道：「甭囉嗦了！高速
公路是政府花錢修的，他收費；這路是俺花錢修
的，不叫俺收費？天下沒這理！你們都沒看看，
現如今哪裡還有不收費的？你們不是要去少林寺
嗎？瞧瞧吧，人家和尚都不化緣啦，俺還叫花子
似的整日圪蹴在這裡，埋汰啊！」
這場景我只在舊小說裡讀到過……
好不容易翻得山來，俯身看去，只見不遠處山

坳裡有座古寺，中軸線佈局，殿宇巍峨，禪房齊
整，不乏皇家氣派。不用說，那便是赫赫有名的
少林寺了。於是乎，急煎煎驅車前往。
約莫一刻鐘工夫，我們便到了。舉目看去，不

由一驚，只見山門十分獨特：兩扇圓孔巨窗，一
間方闊大門，「規矩」之意何其昭然！我心中驀
地一動：這是不是暗喻少林寺儘管武功蓋世，名
揚天下，但此寺乃規矩之地，僧眾皆規矩之人
呢？或者，欲為此寺僧，先做規矩人？
由是，我想起武術界兩句流傳很廣的名言：

「歪江湖，正道理」。意思是江湖雖歪，道理卻
正；江湖難免歪，道理卻須正；江湖可以歪，道
理不容歪。任何時候都得講規矩，一切都得按規
矩來，不可亂套。適才我們碰上的鄉民剪徑，顯
然是對規矩的破壞，雖暴露出個別地方業已亂
套，但從其咄咄逼人的牢騷裡，也可嗅出若干值
得反思的信息，如：「人家和尚都不化緣啦」。
和尚為何要化緣？表面看似乎是托缽討口，要

養活自己。實則不然。它乃是藉此廣結善緣，以
資弘法，是佛祖住世時為降伏出家信眾的貪心而
建立的。《法華經》云：「諸苦所因，貪慾為
本，若滅貪慾，無所依止。」由此可見，化緣乃
是佛衣缽。
市面上僧人化緣業已久違，代之而起的是腰纏

萬貫的僧衣商人。他們開公司，做買賣，金戈兒
掛帥，孔方兄掌櫃，住持、方丈幹起了董事長，
當上了CEO，混跡官場，巴結權貴。僧帽套紗
帽，頭陀着官袍，處級和尚科級廟，所謂「貧
僧」，所謂「老衲」，還有幾分是真心話？這叫
不叫江湖亂套？順便說一句，寫作本文時，杭州

傳來消息，5月6日（佛誕之日）300僧人托缽行
腳，接受佈施。此舉是不是籲請衣缽回歸？
我兀自立於門前台階下，感慨送目，見山門上

掛着漆底金字門額一塊，額匾上刻着康熙皇帝親
書之「少林寺」三個金色大字，字跡古樸蒼勁，
精神飽滿，一氣呵成，可見時年五十出頭的滿族
作者漢學功底、書法造詣、個性風格之一斑。此
外，門額上還附有「康熙御筆之寶」方印一枚。
山門是寺廟的臉面和名片，其建築形式和風

格，一定程度上體現着寺廟的精神追求。因此，
少林寺有別他鄉寺廟的山門，竊以為是很值得玩
味的。
邁入山門，見甬道兩側多有碑刻，皆唐宋以來

原始古董，人稱碑林。碑林東側，竹林掩映的慈
雲堂舊址內另有碑廊一處。此處現存北齊以降碑
石100多品，其中不乏歷代書畫巨匠的手筆真
跡，如唐代王知敬的《大唐天后御制詩書碑》，
宋代蔡京的《面壁之塔》、米芾的《第一山》，
元代趙孟頫的《裕公碑》，明代董其昌的《少林
禪師道公碑》等。此外還有北齊武平六年的《少
林寺碑》、元代至正十四年的《淳拙才禪師道行
碑》等。不用說，它們不僅書寫着該少林寺的興
衰枯榮，甚至還是一座彌足珍貴的藝術寶庫，對
我國社會史、宗教史、雕刻、書法藝術等皆有非
同尋常的研究價值。

畫 中 有 話

傳統的章回小說
裡，「盤絲洞」不是
一個陌生的詞語。盤
絲洞裡居住的，一般
都是可怕的女妖。在
《西遊記》第七十二
回裡，唐僧在盤絲洞
前做了一次女子足球
的觀眾。
話說三藏法師辭別

了朱紫國王，整頓鞍
馬行進。有一天，來
到一處風景優美的去
處，發現前面有一座
庵林。唐僧見風景優
美，心裡突然生出體
貼幾位徒兒的念頭。他說，長期以來，你們跟着師傅西行，為化齋吃盡了苦
頭，這一次，讓師傅去吧。說罷，他不顧八戒這個蠢材的阻攔，自顧自地進
了風景區。
唐僧走了半個時辰，發現前方有一座茅屋。茅屋邊有座亭子，亭子裡三個

美女正在進行蹴鞠比賽。「飄揚翠袖，搖拽緗裙。飄揚翠袖，低籠着玉筍纖
纖；搖拽緗裙，半露出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腳跟千樣躧。拿頭
過論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楷。轉身踢個出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
團泥，單槍急對拐。明珠上佛頭，實捏來尖靴。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腳跘。
平腰折膝蹲，扭頂翹跟躧。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脫灑。踢的是黃河水倒流，
金魚灘上買。」——這段文字。除了對踢球者的服裝進行刻畫之外，也重點
描寫了一番踢球女子的身段和動作：拿頭、張泛、出牆花、大過海、對拐等
等。只是，讓人感到吃驚的是，古代的女士們「春筍頭」一樣的「三寸金
蓮」，是如何保持靈活性並展開競技的。
唐僧是個出家人，不應該過多地沉迷於娛樂活動當中。尤其在遙遠的古

代，在寺廟還不能進行商業運營的年代，三藏法師的癡迷是不合適的。想
來，這場球賽太精彩了，才讓東土的和尚目瞪口呆了吧。過了很久，三藏法
師才想起餓肚子的徒弟們，於是怯生生地來了一句「女菩薩——」。
當然，他的劫難也來了。我們都知道，年輕貌美的女菩薩除了想和他交

媾，還想吃他的肉長生不老。
關於古代女子如何踢球，今人的敘述很多。其中很多文字，都是從文學作

品中推敲而來。關漢卿在《女校尉》中寫道：「得自由，莫剛求……引腳躡
龍斬眼，擔槍拐鳳搖頭，一左一右，折疊鶻勝游」。這裡的「得自由，莫剛
求」，一度讓我錯以為是「自由價更高」的元代版。但是仔細想來，也不過
是事務繁忙，「且忙裡偷閒去也」的小得意罷了。古代女子踢球，主要使用
肩膀、腳、膝等幾個部位。《事林廣記》裡說，「齊雲社規：在肩使肩，在
膝是膝，是搭使搭，當肷即肷」。這裡的肷，指的是人體腰胯之間的突出部
位。傳統中國女子蜂腰細腿，她們使用肷這個部位頂球的時候，屁股撅起，
姿態曼妙。
自古以來，女子端莊貌美。實際上，不夠端莊的美女也不在少數。對女子

而言，五官端正之外，重要的還是要有「態」的美。有態即美，無態則無味
道。球場上的蹴鞠女選手們扭胯頂球，想來當年一定是吸引了無數的眼球
吧。難怪薩都剌在《妓女蹴鞠》裡感嘆說，「占官場、立站下，人爭羨。似
月殿裡飛來的素女，甚天風吹落的神仙」。那份範兒，今人可以想像得到。

從街邊看到有新荔上市了。嫣紅的荔枝被散
亂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一樣，顆顆滾圓飽
滿，皮殼上面多還帶有一抹淡綠，除展示出新
鮮，亦如一種無聲的宣告，要向其它的水果重
申等級和秩序。相形之下，芒果和李子頓時黯
然失色，菠蘿乾脆就退出了競爭，因為接下來
的兩個月，水果的江湖就將是由荔枝統領。
古有荔枝不過浙之說，因其富含糖分和水

分，極易腐爛變質，保鮮期很短。唐代白居易
就感歎荔枝的保鮮不易，「一日而色變，二日
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
矣」。白居易在四川曾給朋友寄送過荔枝，
「摘來正帶凌晨露，寄去須憑下水船」。須清
晨把剛摘下的荔枝，交付給順流而下的船隻，
一兩日內運抵，方能保證荔枝的清甜甘美。故
在交通運輸不便的古代，荔枝具有極強的地域
性，北方的很多普通百姓都沒見過荔枝。明代
筆記《五雜俎》載有一事，明末山東的一個官
署，吏人某日撿到一根從鶴口掉落的樹枝，上
面紅實纍纍。眾吏皆不識為何物，拿去給主政
的大員看，方知為荔枝。

清末張之洞任湖廣總督的時候，曾令廣東增
城的官員替他收購了上萬顆荔枝。為了保鮮，
他另購了一批高粱，將荔枝剪去枝葉，與高粱
一同盛放在瓦壇內，避免舟車運輸途中磕碰變
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這些荔枝在寄往湖北
的途中，在蕪湖被稅卡截了下來，巡丁也不知
道是何人之物，私下將荔枝分吃得精光。張之
洞聞報震怒，通過加密急電讓安徽官員處理此
事。當地官員這才知道惹禍，遂緊急差人到上
海買回相同數量的荔枝，運到武漢補還給張之
洞，方才了結這一樁麻煩事。
不過，荔枝的這種富貴屬性，到了產地就蕩

然無存，而是平民生活的一道日常風景。果熟
時節，街市上到處是賣荔枝的小攤，售價亦是
甚廉。尤其是到了集中上市的幾天，價格有時
比起青菜都有不如。所以人們買荔枝品鮮，很
少只買一斤兩斤，多是蹲在小攤前，把看中的
荔枝不停撿拾到袋子裡，直到再裝不下，才交
給小販過秤。嗜食者甚至會整筐購買，以求吃
個痛快。
果農採摘果子，會連着一小截枝葉一起剪下

來，以免傷了果蒂，導致變質加速。人們買的
時候，從枝葉的鮮翠程度，就可判斷荔枝是否
新鮮。拿回家放到冰箱裡冷藏，晚飯後，家人
坐在一起看電視，或有客人登門拜訪，把冰鎮
過的荔枝盛到小籃裡端上來，供人剝食，那種
清涼甜美、甘露沁心的滋味，最能讓人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以及時令和暢的愜意。有人擔心
荔枝上火，把剝下的荔枝肉加上銀耳、冰糖一
道煲成糖水，清潤之餘，也流露出了一種芬芳
而又親切的溫情。吃的人不僅藉由這道甜品獲
得了飲食撫慰，同時也品到了一種只堪意會的
愛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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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荔味最長

■青 絲

母親灣，位於皖南山區一個名叫望
山穿村的地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
我們駐軍在山村，便與這片水灣結下
了真摯的情緣。望山穿村三面環山，
一面臨水，而母親灣的水系則由南向
北繞村而過。傳說中的望山穿村是一
個十年九旱之地，後經山村數代人鑿
岩穿山的辛勤勞作，才把山外之泉引
入山村。其實母親灣是一條淺水河
流，不同的是母親灣有8個萬壑爭
流、千岩競秀的水灣組成，形成了母
親灣兩岸峰巒疊翠、萬木蔥蘢的旖旎
景觀。每當軍營收操的號角吹響時，
我常常獨自踱步來到母親灣，走近水
灣南岸那塊半掩黃土的石碑旁，觸摸
「母親灣」三個剛勁雄健的大字，感
受穿越蒼茫歷史風雨的母親灣那綿延
30公里的雄健英姿，每一次感動中我
都要為這片英雄的故土默默祈禱。
母親灣原名清水灣，部隊入駐山村

後一個初夏的傍晚，我們這些剛入伍
的戰士便席地而坐，聆聽一位耄耋老
人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年屆七旬的王
媛媛是歷史的見證人，她給我們娓娓
述說着母親灣那鮮為人知的悲壯故
事。那是1941年的初夏，日本鬼子
發動了所謂的「夏季攻勢」，對我豫
魯皖抗日根據地實施瘋狂的圍剿。面
對日寇鐵蹄的踐踏，望山穿村的人民
在當地抗日武裝的領導下，發起了深
入敵人心臟的反圍剿戰鬥，打了幾次
勝仗的山鄉人民士氣大振，更加堅定
了跟着共產黨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信
心。然而抗擊日寇的鬥爭是殘酷的，
由於漢奸的告密，在一個月黑風高的
夏夜，300多個日本鬼子突襲了望山
穿村，敵人從清水灣北側的白馬灘登
岸，趁着夜深人靜之時，悄悄摸進村
寨。黎明時分，山村的男女老幼全被
集中到那片山坡地上，鬼子要鄉親們
說出新四軍傷病員的藏匿之地。夜幕
又一次降臨寂寞的山村，經過一晝夜
的折騰，惱羞成怒的敵人便讓漢奸挑
出6名山村婦女，其中就有村婦救會
主任，要她們交出新四軍傷病員。原
來2名新四軍傷病員就藏在村婦救會
主任家的地洞裡，講到這裡老人抑揚
頓挫的話語變得嘶啞起來。殘暴的敵
人為了從她們口中得到新四軍傷病員
的去向，對6名婦女用盡了酷刑。最
後在眾鄉親憤然而起的反抗中，敵人
強行把6名被捆綁的婦女推向了清水

灣，當敵人把她們推入清水灣的河流
時，婦救會主任大義凜然地高喊：
「鄉親們，堅強些，鬼子快完啦！共
產黨萬歲……」殘暴的敵人殺害了包
括婦救會主任在內的6名堅貞不屈的
婦女。老人的講述使我們聽課的戰士
泣不成聲。
為了銘記這6位烈女的英名，新中

國建立後當地政府便在清水灣南岸的
那個高坡地上樹起一座石碑。石碑的
正中央寫着「母親灣」三個鮮紅的大
字，右下方鐫刻着那6位抗日巾幗英
雄的名字。從此，清水灣便被改稱為
母親灣。烈士的後代為了紀念她們的
母親，每年都要回到這片生養他們的
故土，回到母親灣，伴隨彎彎的水道
放飛鮮艷奪目的杜鵑花和千紙鶴，寄
托對母親和母親灣的追思與緬懷。
進入山村後軍營的生動一課，使官

兵們得到了一次蕩滌心靈的洗禮。這
種洗禮從上個世紀一直延續至今，以
至成為綿綿不絕的愛國情愫。打開塵
封三十多年的日記，我回味着當年王
媛媛老人震撼心靈的故事，那晚我在
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一個人
有兩個親生母親：一個是生養你的母
親，一個是哺育你的母親——祖國母
親；一個母親愛你永永遠遠，一個母
親隨你天荒地老。在望山穿村駐軍的
兩年多歲月裡，我不時要踏着夕陽或
細雨來到母親灣，遙望母親灣兩岸蒼
茫的翠竹和漫山遍野的杜鵑花，綠如
仙子的一片片竹海延綿着山村兒女對
抗日英烈的崇敬情懷，紅似火炬的一
簇簇杜鵑映照着6位巾幗英雄對祖國
母親的赤膽忠心。
歲月荏苒，從遠方來鴻中得知，如

今的母親灣已被當地政府列為生態旅
遊景區。山村正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浩
浩春風，昔日貧瘠的山村已成為遠近
聞名的養牛富裕村；世代清貧的山村
培養出了數名大學生，從大山裡走出
的莘莘學子又反哺着這片曾被抗日英
烈鮮血染紅的土地。望山穿村辦起了
頗具規模的鮮牛奶加工場，母親灣已
走出一條通達現代化新農村的幸福小
康路……
三十多個春秋過去，無論走到哪

裡，總忘不了與母親灣相處的那些日
子。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母親灣
那清澈的溪水將永遠流淌在我的心
間。

來 鴻

母親灣
■俞慧軍

薄 扶 林 故 道 之十一

康橋記憶康橋記憶

■木 木

才聚京城，又辭故土，奔波萬里不言苦。

但求華夏夢圓時，南疆北野成荊楚。

案例推敲，校園漫步，同窗異域新津渡。

匆匆兩月訴離情，文章友誼心頭駐。

哈佛大學坐落在波士頓一個名叫「康橋」的小鎮上。2010

年初夏，有幸與50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到那裡共同生活一

個多月，留下諸多難忘的記憶。

草坪野餐草坪野餐
碧草慇勤迎遠客，落霞不忍去殘紅。

觥籌着意溫馨起，笑語存情別緒空。

隨興高歌慚冷月，開懷痛飲醉蒼松。

使君走出官衙後，重拾童真一樣濃。

風輕細雨閒，豪氣化纏綿。

古鎮人初醒，春江水漸喧。

雲低尤綠厚，霧重更花妍。

一葉飛舟去，遐思赴九天。

查爾斯河之晨查爾斯河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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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張小板

■■少林寺大門。 網上圖片

■■古代女子蹴鞠。 網上圖片

踏莎行踏莎行．．哈佛班哈佛班

告別哈佛告別哈佛
萬里遊學路，一朝入行囊。

金暉濃樹影，玉露沁花香。

水碧輕舟疾，風清野雁徉。

桃源雖夢好，無奈是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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