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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歷史上，提起沈約來，可以說大名鼎
鼎。不僅因為他歷仕宋齊梁三朝，協助蕭衍登基
稱帝有功，更因為他在史學和文學領域都饒有建
樹，被譽為詩文兼備的「一代辭宗」。著述有
《晉書》百一十卷，《宋書》一百卷，《齊紀》
二十卷，《梁武紀》十四卷，另有《邇言》十
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
一百卷以及《四聲譜》等，可惜的是，除《宋
書》外，多已亡佚。
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博通群籍、著述頗豐的文

壇領袖，卻赤足拜在一名叫裴子野的晚輩面前自
嘆弗如。那麼，這位叫裴子野的後起之秀是何方
神聖，何以能讓沈約感到害怕呢？
讀過《三國志》的人，對裴松之的名頭當不會

陌生，他為《三國志》所做的補注，具有珍貴的
史料價值，歷來為史學界所推重。但對其曾孫裴
子野的事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裴子野出生在史學世家，聰穎早慧，勤奮好

學，少年時代就以能書善文聞名鄉里。步入仕途
後，裴子野為官廉明，清高自守，克勤克儉，宅
心仁厚，寧肯自家忍受飢寒，也要把朝廷的俸祿
分攤給生活困難的親友，為時人所敬重。他於文
史方面的才華，也備受朝野稱道。西北邊境有兩
個遠邦，一曰白題，一曰滑國。那一年，這兩個
國家派使者來朝進貢。由於疏隔多年，朝裡無人
知其來歷。裴子野卻能引經據典，娓娓道來。於
是，皇上便命令他撰寫《方國使圖》，對鄰邦小
國廣述懷來之盛。由於學識淵博，文思敏捷，他

受命起草文稿時，通常是胸有成竹，一揮而就。文字簡練樸實，筆勢雄渾
大氣，同僚無不歎服。皇上深為讚許地說，看你樣子這般羸弱，文章卻寫
得如此豪壯。自此而後，朝廷的符檄文書，均由裴子野起草。在梁武帝的
高度信任下，裴子野由著作郎掌國史，不久又兼中書通事舍人，成為任昉
之後赫赫有名的「南梁一支筆」，並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文人集團。
同裴子野交遊的學界名流，如劉之遴、肖勱、張纘、劉顯、殷芸、到溉
等，即便資歷勝其一籌，也都賓服他的學識。他們在一起切磋古籍時，每
遇意見不合，「咸折中於子野」。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宋元嘉年間受皇帝之命續修宋史，沒有完成就

去世了，子野常想繼續完成祖先遺業。及至齊武帝永明末年，沈約受命編
撰的《宋書》問世。在這部皇皇百卷的史書中，沈約夾雜了一句不恰當評
語：「松之已後無聞焉」。意思是說，松之身後，裴氏家族就再也沒出過
什麼人才了。這樣的斷言，裴子野看了自然不忿，就更加激起了他重修宋
史的慾望。於是利用辭職為父守喪之機，在《宋書》基礎上刪繁就簡，撰
寫出《宋略》初稿。到得梁武帝時期，又作了進一步修訂。這部卷帙僅有
《宋書》五分之一的史學論著，「敘事評論多善」，成書後博得朝野上下
一致讚賞。其中有一句話說，「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

沈約讀過《宋略》後害怕了，光雙腳到子野的住處謝罪，請求雙方消除
誤解和怨恨。並就子野的著述發出感歎說，我不及他啊。
這件事，《南史．裴子野傳》記述得非常簡約，原文還不到三十個字，
可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和包涵的隱情卻很微妙，也耐人尋味。通過對《南
史》的全面解讀以及後人的諸多考證，至少能讓我們從中看出三個問題。
第一，沈約所編《宋史》，是根據何承天、徐愛等所著宋史舊本續撰而
成，上溯至魏晉時期，列傳於豪門世族，鋪陳及詩書禮樂，收羅了大量原始
史料，特別是在文史兼融方面，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冗長繁雜是實，可取之
處居多。既沒有一些史學家說得那麼好，也沒有一些史學家看得那麼壞。其
突出缺點是對政權鼎革之際的史實，在記載上多有回護，是謂曲筆。
第二，裴子野重修宋史的初衷，雖說是出於完成祖先遺業的願望，但促

使他付諸行動的直接動因是對沈約評價之不忿。這一點，書中沒有說破，
但引述「松之已後無聞焉」這句話本身就含有這層意思。否則，在已有完
整《宋史》行世的情況下，為何還要花功夫另搞一部《宋略》呢？重修
《宋略》目的，除化繁為簡外，無疑包含對《宋史》中的不如人意之處
作出矯正。
第三，裴子野撰《宋略》時，頭腦是清醒的，力求公正無私，不夾帶個
人恩怨，還原歷史真相。所以，書中有意提明：「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
不從義師故也」，即：淮南太守沈璞被殺，是因為他不逢迎孝武帝劉駿的
緣故。沈璞是誰呢？沈約的父親。這一點，沈約看後心裡當然明白。他為
官期間政聲、文名雖高，未免有些趨炎附勢，想必是從反面接受了他老爸
的教訓。
總而言之，沈約之所以害怕了，並赤足到裴子野府上去謝罪，不僅僅是

因為後生可畏的緣故，其實是涉及到家族之間的恩怨，並擔心於後世留下
不良影響。須知，當時的裴子野才四十歲左右，而沈約已快七十歲了。沈
約宦海生涯這麼多年，為求善終，當服人處且服人，這一點還看不破嗎？

這兩人後來交集如何，
史書上沒說，我們不得
而知。據《南史》卷五
十七列傳第四十七所
述，沈約「自負高才，
昧於榮利，乘時射勢
（有版本記作藉勢），
頗累清談」，曾為梁武
帝所疑忌和嫌棄，以至
憂懼而死，時年七十三
歲。有關部門請示擬給
沈約謚號為「文」，梁
武帝說，「懷情不盡曰
隱」，遂改為「隱」。
裴子野六十一歲那年病
死在任上，梁武帝流涕
悼惜，褒獎有加，贈賻
若 干 ， 賜 謚 為 「 貞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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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小說家兼導演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論寫作，有此「洞
穴之喻」：「你身在洞裡，在洞底，幾乎全然孤寂，發現只有寫作能
拯救你。對一本書要寫什麼主題全無概念、全無想法，便是要再度回
到書前面對書。一片廣大的空無。一本可能的書。面對無物。面對某
種類似生活的東西，赤裸的寫作，一種必須克服的可怕的東西。」
這番話，其後被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借用為

《與死者協商》一書眾多的引述之一。
在《與死者協商》中，阿特伍德大量引用作家及詩人的名言及故事，

才輾轉論說與寫作相關的話題，她寫道：一位作家最常被問到三個問
題，「發問的人包括讀者以及他們自己：你是為誰而寫？為什麼要寫？
這念頭從何而來？」也許每一位作家都一如杜拉斯所言，身在洞底，面
對無物，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就只有問因由而持續書寫下去。
不斷引述，也許就是阿特伍德的自救之道，比如她引述加拿大詩人

詹姆斯瑞尼（James Reaney）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說：「敘事者看妹
妹一邊拼字，一邊餵雞，每撒一把飼料就拼出一個字」，敘事者於是
有此說法，「我常納悶，她是在給天上的誰寫信。」
思考問題的不是可能的讀者，而是作者，從中尋索可能的動機，此

所以她寫道：寫作的感覺「就像走進迷宮，不知道裡面藏什麼怪
獸。有人說像在隧道中摸索前進」，也許「有人說像置身山洞——她
可以看見開口處的光亮，但自己處在黑暗之中」，也許「有人說像置
身水中，在湖底或海底。有人說像置身於漆黑的房間，獨自摸索，必
須在黑暗中重新擺設傢具，全都整理好之後燈光便會亮起」。
寫作的感覺因人而異，有人或者會說，感覺就好像是「在清晨或黃
昏涉水渡過深河」，也有人說「像置身於一間空房，房內雖空但卻充
滿了位說出的字詞、充滿了一種低語」，亦有人說「像跟一個看不見
的生物或東西扭打」，或者「像坐在舞台劇或電影開場之前的戲院，
空蕩無人，身在其中就只能耐心忍受寂寞，等待人物及情節出場」。
寫作乃進入迷宮的歷程，作者永遠身在迷宮：「阻礙，蒙昧，空

洞，迷途，暗影，漆黑，常常還加上一番掙扎或一條路徑、一段旅
程——看不見前面的路，但感覺到有路可以前進，感覺到前進的行動
本身終究會讓你看得清」，阿特伍德指出在許多人對寫作歷程的描述
中，那大概就是共通的元素，讓她想到四十年前，「一名醫學院學生
對我形容人體內部的話：裡面黑漆漆的。」
阿特伍德因而認為，寫作的全部秘密在於戰勝黑暗（否則就遭黑暗

吞噬）——如此歷程或許就是「有關黑暗，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
慾望甚至強迫感，並且，幸運的話，可以照亮那黑暗，從中帶些什麼
回到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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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走入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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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枸杞物語
■徐 樾

心 靈 驛 站

碗蓮
開門一碗蓮。木門，石碗，青蓮。還有，抬頭即

見的每天自然醒自然睡的天光，和綠墨般凐在階前
的青苔。
數月前央父親在門口石碗裡新種了蓮，已長出了

數柄荷葉。有風沒風的，那蓮葉輕羅小扇般小得意
地搖曳，不知是不是怨我將它們從三畝蓮塘遷居
到了不到一個平方的蝸居，反正就是不肯開花讓我
高興。如同古代不情不願被選入宮中的女子，就是
冷臉不肯殿上聖前莞爾一笑，私下背人賞個花
撲個蝶卻笑得花枝亂顛。我就像個欲罷不能的君
王，眼巴巴地苦等心愛的妃子哪天芳心大悅笑出一
朵傾國傾城的花來。
青山前，梅樹下，眼見得晨光初臨，那蓮葉清顏

素面動人心弦；眼見得陣雨突降，那蓮葉髮髻凌亂

楚楚可憐。其實這一碗荷葉已足夠我喜歡了，那不
人間一抹脂粉的淡然，那穿了旗袍花盆底鞋似的
古典，那不媚不躁的冷艷，那不逢迎不討好的自
在，勝卻花開無數。不開花的蓮，是始終在路上的
蓮，總好像有一個美好的前程可以抵達。把花朵藏
起的蓮，是不慌不忙的蓮，如同一首詩早已寫好，
總會讀到最後綻放的那一行。
且舀一勺新醅的糯米酒，把時光灌醉，就堂前

簷下半闋炊煙。不妨借一把好久不見的二胡，把日
子拉長，從容悲歡肆意纏綿。時光貴重，不可輕
慢，每一寸光陰都要認真地浪費在自己的指間。草
木有心，不可辜負，每一片葉子都值得柔情蜜意地
以真情相許。一碗清歡，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忽然想念……

■陸 蘇

寒山這詩意境極美，給我一種寧靜祥和的感覺。「圓滿光華不磨瑩」此句，有另
一版本「圓滿光華不磨鏡」，我是喜歡「圓滿光華不磨瑩」版本的。你想想，月亮的
光華何需經過研磨呢？本身就是發出光亮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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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的詩，流傳的不少，約有三百餘首，還有與拾得所作而稱為二和集。寒山的詩除了我
配圖的四首外，還有很多好句，如「繁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
貧。」既道出世情，也寫出自己的意向。

生 活 點 滴

韓大叔的晚年生活

枸杞渾身都是寶，可入藥，可入饌。
枸杞的食用性要比藥用範圍更為寬泛。人們用枸

杞來泡茶、泡酒、熬膏、釀酒，也用它烹製出許許
多多的美味佳餚。按枸杞的食用部位來說，可分嫩
梢與果實兩個部分。在我們這兒，將枸杞的嫩梢叫
做枸杞頭，或是甜菜頭；將其果實叫做枸杞，或是
枸杞子。
枸杞頭是春天的時令菜餚。春天一到，菜場裡到
處都是賣枸杞頭的。農人們大筐小籃地挑來拎來，
在台案上堆得高高的。這枸杞頭也就手指長短，碧
綠鮮嫩。它有清熱、解毒、補腎、明目諸多保健功
效，故購買者多。用枸杞頭炒裡脊、炒魚片，這是
老少皆宜的菜餚。我喜歡將枸杞頭焯水，切細，涼
拌，麻醬油一澆，用來佐酒，真是妙不可言。我的
女兒則喜歡清炒，什麼配料也不放，單炒枸杞頭，
清香，鮮嫩，還有點甜。
採枸杞頭是項很費工夫的活，半天下來，收穫不
大。我採過，故知不易。我們這一帶沒人種植枸
杞，都是野生的。故「野」味重，味道好。這些枸
杞河灘野地到處都長，漫漫散散的。採時得一根根
地掐，還要揀嫩的。時間一長，手指碧綠，如染了
一般。採摘的時候還要留神，它滿身的細刺，能紮
破你的手。在河灘採摘，尤要小心，一不注意，腳
一跐，能滑倒。摔到河裡，就鬧笑話了。
寧夏和甘肅一帶盛產枸杞，這兩地的人喜歡喝三

泡台。三泡台也叫八寶蓋茶，把茶葉、枸杞、桂
圓、核桃、葡萄乾、芝麻、紅棗、冰糖諸多滋補什
物，搭配在一起泡茶喝。其配料雖有一定之規，也
可隨機變化。喝三泡台，講究點的使用三件套專用
茶具，也可用普通的茶杯。可守成規，也可隨意。
十多年前，我在寧夏和甘肅旅行的時候，天天喝三
泡台，味道確實不錯。常言道，吃遍滋味鹽好，嘗
遍味道糖好。三泡台中的冰糖有彰顯味道的作用，
它能使諸多什物的特性充分發揮出來，融合起來。
我從寧夏回來的時候，帶了半旅行包的三泡台分贈
親朋，個個叫好。有個朋友喝完了，仍想。於是依
樣畫葫蘆，自己動手配製起來，好在這幾樣東西並
不難找。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曾請教毛主席養生之

道。毛澤東回答了三句話九個字：「酒少量，動經
常，口常笑。」這話確實有道理。我有個鄰居，姓
李，是所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是「三句話九個
字」的實踐者。此人尤為好酒，且是專一用枸杞泡
酒。四季如一，廿年堅持。他的屋裡有好幾個大大
小小的酒壺，泡的全是枸杞，一片彤紅。這些酒他
按時間先後的順序，輪喝。長期下來，枸杞的滋
補功效充分顯現。按他實際年齡，已是七十開外，
可看起來卻像五十歲的模樣，且是鶴髮童顏，行走
如風。
最記得我先前的一個同事，是個老頑童，是個沒
心眼，沒城府的人。他一輩子與世無爭，與人無
奪，是個知足常樂的樂天派，幸福派。老頑童沒事
就喜歡玩，整天哼哼唱唱地騎一輛破車到處轉
悠。秋天裡能騎車到江邊採摘枸杞。江邊距城裡足
有十二公里的路程，他也不累。長江的岸邊全是野
生的枸杞，在秋陽裡招搖，很是誘人。採時他還專
挑個大的，粒滿的，色豔的，反正有的是時間。照
他的話來說，既鍛煉了身體，又看了風景；既有了
收穫，又有了樂趣，真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在我們揚州有許多古典園林，園中隨意生長

不少枸杞。這些枸杞年限短的大幾十年，長的上百
年。瘦西湖小虹橋附近有棵枸杞，已有一百二十餘
年的樹齡。其主幹已長到腿粗，雖是枝幹虯曲，樹
皮斑駁，仍是生機勃發，年年吐綠，歲歲結果。
枸杞屬茄科落葉灌木，能長成樹形，堪稱枸杞王
了。每每看到這棵枸杞，總讓人想到一種精神，這
是一種生命的激情和執。

韓大叔屬馬，而今七十有三，垂垂老矣。然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今年春節我回娘家時，尚見他健步如
飛，食量驚人。我家六兄妹一致認為，以韓大叔的身
體狀況，定然活過百歲。
韓大叔其實是我親爹。我們村裡的風俗頗為古怪，有
一部分家庭對親生父母的稱呼那簡直是豈有此理。我們
兄妹從小管我爹叫「叔」，更可氣的是，因為爹不叫
「爹」，我們喊親娘叫「嬸子」。這種奇葩稱呼，在我
們兄妹談婚論嫁那會兒，惹來不少的盤問。那些「準伴
侶」們幾乎千篇一律地問，你們不是親生的吧？
韓姓在我們村裡是望族。韓大叔在我們韓姓族人
中，輩分較高，喊他「大叔」者，比比皆是。本來，
我們兄妹是不敢帶姓呼之為「韓大叔」的。可是，我
發現喊「叔」比較拗口，尤其是拉起長聲喊「叔唉」
更為難聽。有一次，我獨出心裁，站在家門口喊了一
聲：「韓大叔在家嗎？」我爹應聲而出，看到是他的
小女兒惡作劇，竟然面帶喜色，不加責備。我受了鼓
勵，喊韓大叔的頻率也愈來愈高。後來，眾兄妹受了
我的攛掇，紛紛喊起「韓大叔」。韓大叔是個有修養
的文化人，對兒女的標新立異，他不但不排斥，還笑
吟吟地說這個稱呼「新穎別致」。
對生活的樂觀態度決定了韓大叔的晚年幸福生活。韓
大叔喜歡寫毛筆字，尤其喜歡行書。天下第一行書《蘭
亭序》的來龍去脈，他比央視《百家講壇》裡的專家教
授還講得帶勁。教授們都認為《蘭亭序》的真跡早在世
上消失了，如今傳世的摹本都是贗品。韓大叔不這樣認
為。一天半夜，我接到韓大叔急電，說他夢到王羲之
了，說王羲之親口告訴他，《蘭亭序》的真跡尚在人
間。他怕忘了夢的內容，趕緊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幫他

記清楚這件奇聞異事。我睡意全無，像打了雞血一樣興
奮地囑咐我爹：「韓大叔，你繼續做夢，別忘了問問王
羲之，那個真跡在哪兒，咱抽空去找找……」
後來，韓大叔大概覺得做夢不靠譜，壓根不提《蘭亭

序》這事了。閒暇時刻，韓大叔仍舊筆耕不輟，把練字
作為頭等大事。七十大壽那年，我刻了一個印章祝壽，
上書「韓大叔」。韓大叔如獲至寶，每次寫完毛筆字，
落款之後，他都會習慣性地蓋章。最可喜的是「韓大
叔」三個字龍飛鳳舞，熠熠生輝，很有名家風範。有一
次，韓大叔寫了一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
田」，我們兄妹都說好，慫恿韓大叔蓋上章，拿去裝
裱，留當傳家寶。韓大叔裝裱好了，掛在了正屋南牆
上。家裡每逢來了客人，韓大叔都會引前去觀瞻。
最近，韓大叔又迷上了養生。他在天井裡開闢了菜園

子，說要種綠色蔬菜。「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
這是他種菜的指導思想。為此，他埋怨我們兄妹工作地
點離家太遠，把糞便都留在了他鄉，自己家的糞坑都填
不滿，導致菜園子的肥不足，產量上不去。大哥孝順，
順韓大叔的意思說要辭職帶全家回老家，為菜園子多
作貢獻，爭取「肥水不流外人田」。韓大叔嚇得不輕，
趕緊說不用不用，說他馬上養「馬牛羊雞犬豕」，這六
畜的糞便質量，不比俗人的差。
韓大叔種菜不打農藥，不施化肥，種出的蔬菜鮮亮

水靈，味道正宗。為了顯擺他的輝煌戰果，韓大叔決
定把他的時令蔬菜，逐一送到我們兄妹家中。我們都
表示自己回家拿，不忍心讓親爹路上太辛苦。韓大叔
可不聽這一套。那天，我家門鈴高亢的響了起來。開
門一看，韓大叔正衝我傻笑，面前豎一個大麻
袋。明顯的，這是新鮮蔬菜送貨上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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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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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在史學和文學領域都饒有建樹。
網絡圖片

詩畫禪心（十）

■枸杞渾身都是寶，可入藥，可入饌。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