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伋

C3 文匯副刊文匯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三刊出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畫 中 有 話
■圖：K.Wong

到新疆旅遊，可去的
地方實在很多：浩瀚的大
漠，雄奇的雪山，神秘的
天池，絕世之美的喀納
斯……都足以令人震撼
和心醉。然而要探索新疆
的歷史文化，吐魯番當屬
最佳選擇。而遊覽吐魯
番，高昌故城又是必去之
地。
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
以東45公里處的火焰山
南麓。這座馳名中外的西
域古都，維吾爾語稱「亦
都護城」，即「王城」之
意。它曾先後為麴氏高昌
王國和回鶻高昌王國的都
城，唐代又為「西州」首
府。一千四百多年來，它
一直是吐魯番大地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
時又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
之地和重要門戶。直到元
末明初，這座龐大的古城
才隨着回鶻王國的滅亡而
逐漸被廢棄。
我們這次踏上吐魯番
的土地，正是金秋十月。
此時天高雲淡，秋風送
爽，氣候宜人。旅遊大巴
從吐魯番市出發，穿過片

片農田綠野，東行不到一小時，便見一座龐大
的古城堡巍峨地矗立在眼前。走近看，但見斷
垣高聳，殘壁縱橫。那高大的古城牆雖已殘缺
破敗，但卻氣勢恢宏，霸氣十足。我不禁暗暗
驚嘆：多麼偉大的廢墟！多麼雄壯的故城！它
的魅力，正是它無言的恢宏氣勢和含蓄的蒼涼
之美！
我的心思，大概被聰明的導遊猜到了。他以
其豐富的知識，進一步介紹說：這座高昌故
城，平面略呈不規則的正方形，分外城、內
城、宮城三部分。它的佈局似唐代的長安城，
外城呈正方形，周長5.4公里，城牆最高處達
11.5米，城基寬12米。內城居於外城正中，周
長3,600米，現僅存西牆980米，南牆850米。
內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規則的小城堡，當地人
稱「可汗堡」，就是原回鶻高昌的宮廷所在
地。鼎盛時期，全城有12個城門，市內房屋鱗
次櫛比，有作坊、市場、廟宇和居民區等建
築，總面積為200萬平方米。它是古代西域留存
至今的最大故城遺址。1961年，被列為國家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聽着導遊的介紹，我的思緒彷彿插上想像的

翅膀，穿越時空的隧道，飛向一兩千年以前，
去感受那曾盛極一時古都盛況。我深深感到，
這裡的每塊斷垣，都刻有中華文明的印記；每
片殘壁，都留有漢文化的影子……

撥開滾滾的歷史迷霧，我看見
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時期，漢武
帝的西征大將李廣利，將部分病
弱難行的將士留下來，築起壁
壘，墾荒種地，屯田自養。從
此，在吐魯番東邊的火焰山下，
建起了一座恢宏的城堡。因為它
「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稱
「高昌壘」。可以說，高昌故城
從建立那天起，就融入了漢族兄
弟的血汗，就種下了中華文明的
種子。
雖然高昌城內雜居着車師、回

鶻、突厥、吐蕃、蒙古等多個民
族，但從公元499年建立麴氏高昌王國開始，十
任國王都是漢人，因而漢文化在這裡有着很深
的基礎。第一代高昌王麴嘉，曾向北魏王朝求
借「五經」及諸史，並且請國子助教劉夑前來
任博士，在全國推廣和傳播儒家文化。第三代
高昌王麴堅，還在自己的辦公室中掛着「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的畫像，作為推行儒家「仁
政」的象徵。整個的麴氏高昌王朝，漢文化都
佔據着統治地位，儒家思想是統治階層的主導
思想。高昌國使用的語言、文字，與中原近
似；國內推廣的圖書，主要是《毛詩》、《論
語》、《孝經》等儒家經典；官方通用的公
文，不但使用漢文，連文書格式、用詞也都來
源於中原漢魏之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統治者對儒家思

想的推崇，必然變成群眾的實際行動。走在古
道縱橫的廢壘間，我好像走上了高昌古國的繁
華街道。街上店舖林立，人來車往，馬蹄聲
聲，卻難掩學堂裡傳出的朗朗讀書聲。那些穿
着各民族服裝的孩童們，手中捧着《千字
文》、《論語》等蒙學讀本，在漢人老師的帶
領下，正搖頭晃腦，地大聲誦讀；在某一角落
的一間書房中，一個叫坎曼爾的讀書人，正在
奮筆疾書，寫下《憶學字》等詩篇，抒發自己
學習儒家經典的體會：

古來漢人為吾師，為人學字不倦疲。吾族學
字十餘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之十三
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迄今皆通習為之。
這一切，彷彿就發生在昨天。當年的學子們

雖已遠去，但他們讀的課本、寫的詩篇卻不曾
帶走，有一些就交給了歷史，留至當今。近年
來在吐魯番各地出土或發現的《千字文》手寫
本、《論語鄭氏注》抄本以及《坎曼爾詩籤》
抄本等文物，就是他們留給後人的珍貴禮物！
漫步在古城廢墟中，有一個地方特別引起我

的注意——在外城的西南角，還保存着一處佔
地約一萬平方的寺院遺址，這就是著名的西南
大寺。大寺的大殿外方內圓，可坐數百人。大
殿的四面牆角皆穹隆狀，以便使說話不產生甕
聲。導遊說，這就是高僧講經的地方。當年大
唐高僧玄奘，就曾經在這裡講經說法，傳播先
進的漢文化。這在當時的高昌國中，曾引起不
小的轟動。《大藏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就較

詳細地記載了這一動人故事：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唐朝高僧玄奘西
行印度取經，行至伊吾（今哈密）。高昌王麴
文泰聽說後，即派使者前來延請。六天後的半
夜時分，玄奘法師風塵僕僕地趕到高昌，只見
麴文泰和王妃正專心致志地誦經念佛，敬候他
的到來。十幾天後，玄奘要繼續西行取經，麴
文泰執意挽留，並欲以弟子身份終身供養法
師，還讓全國人都成為法師的弟子。玄奘重任
在肩，堅決不肯留下，並以絕食明志。麴文泰
萬般無奈，只好答應玄奘西天取經，條件是和
他結為兄弟，留下講經說法一個月。每次講
經，麴文泰都親自執香爐迎接玄奘入帳，並當
着300聽眾的面，跪在地上，讓玄奘踏着他的脊
背坐到法座上去。玄奘西去取經上路時，高昌
王為他準備法服30套、黃金百両、銀錢3萬、
絹500疋、馬30匹、僕役25人，又修書24封，
請高昌以西龜茲等24國讓玄奘順利過境，並親
自致書當時西域霸主西突厥葉護可汗，派人護
送玄奘西行。玄奘臨行時，高昌城的僧侶、大
臣以及百姓傾城夾道相送，麴文泰抱着他大聲
慟哭，相送數十里後才依依不捨地返回……
高昌王麴文泰對玄奘法師如此敬仰尊重，對

他百般逢迎，高規格接待，這既體現了他對佛
教的虔誠，同時也表現出他對先進漢文化的渴
求。因為宗教的傳播，其實質是文化傳播。玄
奘大師在弘揚佛法的同時，也在沿途散播着大
唐文化的火種。
離開高昌故城時，已是夕陽西下。我回望這

片裹着金色殘陽的歷史廢墟，忽然想起余秋雨
先生在《廢墟》中說的話：「廢墟是祖輩曾經
發動過的壯舉，會聚着當時的力量和精粹」；
「廢墟是課本，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讀成歷
史」……是啊，高昌故城正是西域的先民們
「發動過的壯舉」，也是他們創造的高昌文明
的象徵。這一本厚厚的「課本」似乎在告訴我
們，在邊疆這片廣袤的大地上，自古以來，儘
管有多個民族，多種宗教信仰，也創造了多種
文明，但始終離不開漢文化的哺育和熏陶，儒
家思想也始終起着主導作用。這就是邊疆經濟
繁榮、文化發展的巨大驅動力，也是各民族能
夠和睦相處，患難與共，互相促進，共創美好
的重要原因。

以佘山為代表的華亭三泖九峰之
地，長久以來人文薈萃。陸機、陸雲
之後，船子和尚、陸贄、董其昌、徐
階等人都對後世產生過影響。佘山之
南有個才七十米的辰山，雖然注意它
的人不多，卻是明朝「幾社」的初創
之地。辰山唐朝稱細林，又稱神山。
李延罡的《南吳舊話錄》，和楊樞的
《淞故述》都說：「神山舊名神鼉，
伏首引尾狀類於鼉」，神山是神鼉山
之略。而且「山之陽有道院，顏曰神
鼉仙館。」對於相傳呂洞賓所題的古
雅匾額，前者說是「為有力者夜中取
去」，所以當時看到的是臨摹的。這
是明崇禎年之前的事了，因為「崇
禎時有人邀周公遠重書者，周曰：
呂祖書雖未獲睹，然吾輩自不得更
書，譬如習見王嬙、西施，復談及
脂粉，縱百般旖旎，終未能自信。」
楊樞則除了明確說：「真跡為太守吳
黃洲持去。」外還提供了另一個信
息：「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一，為鼉
卵，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這
很可能是早先在此發現過恐龍蛋之類
的化石。
李延罡是原名李彥貞，後改名李延

是，字辰山，是因為明崇禎年間，拜
於同鄉名儒徐孚遠門下，並因此加入
由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彭賓、
杜麟徵、周立勛等人創立的幾社。其
時正值明朝風雨飄搖之季，1644
年，李自成進兵北京，不久清軍入
關。幾社成員欲為勤王之備，他也追
隨徐孚遠參與了抗清活動。1646
年，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後退守
廣西，他即南下桂林，曾在南明王朝
為官。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死於
昆明。他北返後，隱居平湖佑聖院為
道士，從此改名易字。延是為隱喻延
續華夏血脈之義，辰山則以幾社初創
之地。他的《南吳舊話錄》，仿《世
說新語》之體，記松南社會之風，感
山河破碎為慨。楊樞則直接號細林山
人，所以人稱楊細林。他的《淞故
述》是當地人寫當地事，也是一部
「述松江一郡遺聞軼事，以補志乘之
闕略者」的書，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幾社的前身是陳子龍、夏允彝等人

創立六人社，他們與鄰近的應社、復
社遙相呼應，抱着「再興絕學之幾」

的願望以文會友。按照陳子龍的說法
是「既不得官，可不大聲慷慨！」他
們要急切地要發大聲，以期糾正明朝
開國以來的時弊。還編寫了一部五百
餘卷的《皇明經世文編》，在王朝走
向末路的危難之際，把本朝有識之士
的經世文章彙編成書，試圖供當朝執
政者借鑒。一方面是末世無可奈何的
弊端倍增，一方面是不甘沉淪的有識
之士奮起，以圖作力挽狂瀾的努力，
演繹了一段淒壯的故事。就是江南名
妓柳如是，也以陳子龍「負海內重
名」，欲委身於他，從盛澤至松江
屢次刺謁，自稱女弟，產生過一段戀
情。
清兵攻陷南京後，陳子龍仍積極開

展抗清活動，事敗後被捕。途中經松
江境內跨塘橋時，趁守者不備，突然
投水而死。另一位著名人物是夏完
淳。他深受其父和其師陳子龍的影
響，成為抗擊清軍的少年英雄，就義
時年僅十六歲。生前也常來登臨辰山
道觀，與師長們抵足而談。他的《從
陳軼符年丈遊細林山館》記述當年在
細林山館即辰山崇真道館的遊蹤和師
生間的對話。《南吳舊話錄》說：其
父夏允彝，也應不屈而不久前「自縊
於佘山舟次」，夏完淳被捕後赴南
京，船經辰山下，憶及其父與恩師陳
子龍之死，寫下名篇《細林夜哭》：
「卻憶當年細林客，孟公四海文章
伯。昔日曾來訪白雲，落葉滿山尋不
得。」明亡後，他們也曾在此「相逢
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然
而「今年夢斷九峰雲，旌旗猶映暮山
紫」，雖然壯志未酬身先死，但他們
百折不撓，死而後已，守其不奪，成
敗不計的氣概，卻是辰山永遠的驕
傲。
神山和細林之名，現在很少有人提

到了。而辰山之名源於董其昌，他
說：「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
南，次於辰位，今作神者，訛也。」
不過，陳子龍還是稱其為神山，他的
《遊神山道院》就說：「群仙何處
接，滄海自悠悠。」辰山著名的是道
觀，而明清道流相傳湘西辰州鬼神異
常靈驗，「辰州符」也到處風行，恐
怕與此有關吧，究竟是誰「訛」只能
存疑了。

亦 有 可 聞 ■龔敏迪

辰山記遊

晴空萬里的星期六下午，一對小姊妹各自手攜放滿游泳裝備的
袋子，踏起急速的步伐，趕往室內泳池與教練會合，學習游泳。
途中，她們毋忘離家前的情景，祖母聲如洪鐘地說：「妳們記得
拿泳袋上游泳課，一堂也不能缺席，別浪費金錢。」然後，在小
姊妹走出門外之時，姑姐也冷言熱語：「別忘了去游泳。」小姊
妹縱使感厭煩，也只能默然出發。
光陰飛逝，來到下一個星期六。小姊妹欣喜雀躍地外出遊
玩，平常生活的繃緊心情亦得以放鬆。突然，手提電話的鈴
聲響起，二人不禁沉靜下來。妹妹接聽，祖母在話筒另一
端，疾言厲色地斥責她們：「何以泳袋還在家中，妳們是否
忘記要去游泳！」妹妹木然答道：「早上，游泳教練曾來
電，告知今日的課堂取消。」祖母響起刺耳的聲音說：「真
的嗎？我還是致電給教練確認一下。」說罷即掛線，姊妹二人
只覺萬般無奈。
翌日，陽光輕輕擦亮街道，溫暖萬物。小姊妹邊走邊閒聊，談
及上學的文具，多想購買新的原子筆芯，她們卻僅能搖首輕嘆。
「今天父親放假，問他？」另一人瞬即答道：「父親又怎會答允

買，問他，只會挨罵，我寧可不問。」二人憶起，早前喜愛以時
下流行的小橡膠圈編織色彩斑斕的手繩，但一時大意，把數個小
膠圈遺留在地上，未及收拾，父親大怒，馬上把此等小玩意悉數
棄掉。這時候，鈴聲奏起，恰巧是父親來電，他粗聲粗氣地問：
「妳們沒拿泳袋，今天不用上游泳課嗎？」二人戰戰兢兢地答
道：「今天無須游泳。」父親惡語相逼：「若果妳們說謊，我立
即趕妳們出家門。」
時間悄然流逝，又到了上游泳堂的日子，小姊妹純熟地把所需

的物品放進泳袋，定睛一望掛鐘，時間極為充裕。忽然，祖母聲
音洪亮地說：「今天我們有地方要去，妳們不用游泳了。」小姊
妹面面相覷，祖母續說：「稍後我會致電游泳教練。其實，不上
一堂也沒大問題吧！」祖母習慣信口開河，此一時，彼一時，儘
管令小姊妹無所適從，二人卻已習以為常，只好唯唯諾諾，免被
狠罵。
其實，當小姊妹在游泳池努力習泳，爭分奪秒，冀獲好成績之
時，其家人則只懂在自己窄小而塞滿泳袋的腦海內漂浮，無法聆
聽或拒絕傾聽小孩子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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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時節，妻子的閨蜜硯子女
士興沖沖上我家來，向我們呈上
她的秋收碩果——一袋南瓜一袋
山芋。南瓜和山芋皆出奇的肥
碩，南瓜紅得發亮，山芋還帶着
新鮮的黃泥，皆散發出久違了的
鄉野氣息。我和妻子都知道硯子
到鄉下去了半年多時光，頗有些
隱居的味兒，甚至不知她去哪
裡，她只說帶着患病的丈夫去鄉
下療養，其他什麼信息也沒有，
今兒個突然露面，讓我們驚喜不
已，自然，更驚喜的是她居然在
這段日子裡種出了這麼出彩的農
副產品。至此，她才道出了這半年多時間裡
的落腳之處。她興致勃勃地說道：「哎呀，
你們可不知哩，我們去的是宜興太華鎮的乾
元村呢，好地方，世間少有的好地方，瞧，
種出的南瓜和山芋也是世間少有啊！」
她一說起宜興太華山區的乾元村，我便應

聲附和：「好啊，竹海深處乾元村，當今活
着的桃花源，真是朗朗乾坤中頭等美麗富饒
之鄉村啊。說起這個地方，我肯定比你還熟
悉，要知道，二十幾年前我曾去那裡採風、
體驗生活，寫下一曲《太華之歌》呢。」
她稍一停頓，自信地回答道：「你熟悉，

那是猴年馬月的事了？我呀，現在就是乾元
村村民的身份，還住在山裡人家。我長期包
住下了村子裡一幢小樓，至少也算半個山裡
人吧。」
我笑着點頭承認硯子比我更有資格拿乾元

村說事，不過，當年的乾元村硯子是未必知
道的，況且，事隔近三十年了，世事滄桑，
現在的乾元村還是當年的乾元村嗎？進耶退
耶？大概是很難說得清楚的啦。進的肯定是
經濟大踏步前行，退的也許是青山綠水之環
境？但硯子女士言之鑿鑿說，那裡的環境一
點也沒有後退，相反整治得愈加潔淨愈加生
態平衡。我願相信硯子之說，因為這個乾元
村，一直是我平生最嚮往的地方，竟然時不
時會出現在我的夢境，成為許多美夢故事的
發生地呢，——我一直這麼認為，凡是能成
為美夢故事發生地的去處必定是天底下最美
麗理想的地方！
回想當年，我在太華鎮及乾元村盤桓過好

些日子的，那村子就深藏在密密層層的山巒
竹海裡的，參天的毛竹把山描畫得何等水
靈，一株毛竹就吸附着一脈澗流，無數株毛

竹匯成了漫天的竹海，推波湧浪的，何等壯
觀，殊不知它們根繫蓄積的水源更加宏闊浩
瀚呢，遂到處匯流成清澈的山澗，四處八路
奔騰着，歡唱着，把這個乾元村襯托磨洗得
無比潔淨清凌。那時，我們最愛順着一邊是
青山竹海和澗流、一邊是嶄新農舍的村道散
步，看麻鴨白鵝在溪流裡游弋撒歡；看衣飾
清爽的村姑在一截一截的澗溪裡汲水或洗滌
衣物，聽她們一口濃郁的宜興方言說着村裡
村外、家長裡短，她們間或抬頭與我們這些
陌生人招呼，顯現的皆是水靈清秀且淳樸的
面容。我們走累了，隨便到哪個敞門的農家
（這裡家家戶戶都敞開大門，讓人隨意出
入）都能喝上一盅噴香的清茶，抓上一把蠶
豆瓜子毛栗山芋，與主人聊起了家常，哦
哦，屋裡沒有主人也無妨，你只管喝茶吃零
食歇息，歇息夠了，便自行出門，繼續遊
蕩，沒有任何人會來干預盤詰。這一情景最
讓人悅目賞心，分明比「道不拾遺，夜不閉
戶」的盛世太平景象還迷人醉人哪。我想中
國歷代人們嚮往的桃花源也不過如此吧。這
樣的情景，過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遇
到過，所以乾元村這個竹海深處的桃花源已
經深深珍藏在我的心裡，不知不覺就會在我的
眼前或夢境出現，想到它，我心頭會湧出一股
暖流，所以當硯子女士一提起乾元村，我的舊
夢便隨之而來，但願今天乾元村愈加經濟發
達，那淳樸的村風民風也愈加完好保持。
常常會為今日的「世風日下」感到焦慮，
焦慮之餘就會惦記曾經去過的像乾元村一樣
的好地方。我籲請大家遵古人「禮失而求諸
野」之訓到乾元村這樣的竹海桃源走上一走
吧，你的心靈必定會在那裡讓依然澄澈的澗
水洗滌一清。

生 活 點 滴 ■吳翼民

竹海桃源人家
一潭神水

沉澱過日月星辰

卻讓一塊塊神秘石

在池面飄浮了上下五千年

無數朝聖者

一步一叩首

一步一回頭

潔白的雪冰凌

怎能掩藏您曾經燃起的

熔岩鑠石的火焰

您面朝蒼穹的表情

為何變得如此冷艷

任憑長天日出

也無論關山雪飄

您卻從來不問凡間冷暖

也無視塵世喧囂

甘願生生世世與邈遠的天河廝守

您冰清玉潔

坐懷不亂

莫非想遠離這慾海無邊的滾滾紅塵

詩 意 偶 拾

天 池
■俞慧軍

■乾元村風光。 網上圖片

■高昌故城。 網上圖片

呀邊個個男友又
買 咗 個 袋 畀
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