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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人經常慨嘆知己難尋，出家人如道英也慨嘆「明月清風付與
誰」，可見無論是任何人，經歷了許多的困難險阻而達到一個境界後，
都想把體會和經驗告與世人。可惜，道英進入悟境後所體會到的如明月
清風一樣的佛法聖境，他人不能領略。這也有如俗世人慨嘆不是「無人
可託」便是「所託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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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英（生卒不詳）宋代高僧，留下資料雖不多，但此詩流傳甚廣。有兩個版
本，「古岩寒松冷依依」是較為流行的，另一版本是「古岩寒檜冷依依」。松
樹較為人熟悉，檜樹屬於柏科植物，壽命長達數百年，木質堅實有芳香，但檜
樹不及松樹普遍，我也採用「古岩寒松冷依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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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五十一）
江南民間風味小吃的取名大抵有個規

律，即糯米製作的點心一般叫「糕團」，
麵粉製作的點心通常叫「餅饅」。但凡聽
到「糕團」二字，立即會想起粘糯柔軟香
甜的糯米點心；只要聽到「餅饅」二字，
那種鬆脆香鮮的麵粉點心便浮現在眼前。
然而直到現在我仍弄不明白常州人何以把
芝麻油酥麵餅叫做「麻糕」，而無錫人偏
偏把糯性十足的油汆糰子叫做「玉蘭
餅」？
麻糕和玉蘭餅可謂江南點心之異數，卻

是江南風味點心之典型，幾乎江南每個城
鎮都能找到它們的形跡，或者說是「姐妹
行」吧。譬如說油酥大餅哪裡沒有？油酥
或輕或重，但到了常州，就集大成啦，做
成了個頭碩大、油酥特多、口感「酥鬆肥
鮮」的「大麻糕」；譬如油汆糰子何處不
見？但到了無錫，恰成了氣候，做成了個
頭適中、外脆內柔，肉餡飽含鮮甜湯汁的
「玉蘭餅」，如同大麻糕風行整個常州城
一樣，玉蘭餅在全無錫城每個角落都能見
到嚐到，連高級飯店和大酒樓也把它列為
當家的點心。

這裡着重說說無錫的玉蘭餅。
「玉蘭餅」這名兒起得真好，字兒文
雅、聽着舒心、似隱隱有花香襲來，與
「梅花糕」、「海棠糕」有異曲同工之
妙。玉蘭餅其實就是油汆肉糰子，大多數
地方稱其為「油礅子」或「油端子」，因
為它的形狀跟廳堂柱子下的石鼓礅相彷
彿，就稱其為「油礅子」，南京人的口音
「油礅子」與「油端子」相近，就被叫做
「油端子」啦。玉蘭餅的起源應是江南的
肉湯團。湯團是水裡煮的，玉蘭餅則是將
湯團在油裡汆的。兩者都宜用水磨糯米粉
為佳，（通常是七成水磨粉，三成乾糯
粉）口感就特別滑糯，由於是放在油裡汆
的緣故，玉蘭餅外面的一層就格外的香
脆，外脆而內糯，再加上肉餡飽含湯汁，
一口咬下去，諸味畢備，是何等的受用！
外地親朋來無錫，我必陪他們既嚐無錫的
小籠包，又嚐無錫的玉蘭餅，讓他們充分
領略無錫點心的出眾風味。有的親朋點讚
說，玉蘭餅的味道勝過小籠包，大有驚艷
之感，是民間看似平常、卻是頂尖的風味
小吃啊！只可惜玉蘭餅一旦冷卻，優勢盡

失，所以一定得現汆現吃，不若小籠包那
樣，可以冷卻後裝籮，饋贈外地親朋，待
水燒開後隔水蒸上十分鐘，或放在油裡一
汆，成了油汆緊酵，與剛出籠者相差無
幾，玉蘭餅則不然，怎麼「回爐」也達不
到剛出鍋的味覺。
店家汆玉蘭餅用的是大平底鍋，生玉蘭

餅一隻挨一隻在鍋裡碼着，油剛浸漫過玉
蘭餅，不是大油鍋炸，也不是小油鍋煎，
需文火慢慢汆，到了一定火候再一隻一隻
翻身，汆得玉蘭餅通體金黃，就到達了外
脆內糯餡熟汁溢的最佳狀態，不然，不是
外表焦糊，就是內餡不熟，都屬失敗。筆
者自己也嘗試過，小平底鍋試着汆，很吃
工夫，但自家的油質是放心的，而非有的
店家反覆汆的老油，所以即使餡的味道稍
微差些，也覺值得。
然而，吃來吃去還是覺得店家的玉蘭餅

好吃，我有位企業家朋友，按說山珍海味
可以輪換着吃，但吃到最後，仍好着玉蘭
餅這一口，經常會踱到小店舖，叫上幾隻
玉蘭餅，弄碗小餛飩，吃得雲裡霧裡的開
心。

聽說先生要去俄羅斯喀山工作，心裡有一種莫
名的興奮。喀山可是列寧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可
是與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作家馬克西姆．高
爾基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城市！可是比莫斯科還要
古老的城市呢！
的確，俄羅斯歌曲、俄羅斯文學伴隨着中國幾
代人成長。《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旋律；而《戰爭與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我的大學》、《童
年》、《母親》等更是人們如數家珍般的作品。
但是，隨着蘇聯解體以及社會制度的改變，尤

其是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如今的喀山—俄聯邦韃
靼斯坦共和國的首府會以怎樣的形態迎接我呢？
帶着一種近乎朝聖的情愫，心懷忐忑，終於開

始了喀山之旅。
3月的喀山依然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

國風光」。飛機徐徐降落在銀白的世界裡，透着
一種聖潔。前來接機的同事說，現在天氣已經轉
暖。大片的雪花落地即化。仰望湛藍的天空，深
呼一口潮潤的空氣，隱隱嗅到了春的氣息，芬芳
的氣息！希望的氣息！
從機場到市內驅車大約需要30分鐘。我們的臨

時住所位於劇院大街，自由廣場是必經之地。所
以第一座映入眼簾的「古蹟」就是自由廣場上列
寧銅像！習慣的手勢，熟悉的身姿，一下子拉近
了我與這座城市的距離。
自由廣場名字由來尚未考證，但在這裡實實在

在感受到了自由。風格各異的最美建築群自由地
聚集在這裡，有劇院，有音樂廳，有部長辦公
樓，有地方最高法院。而列寧銅像就屹立在韃靼
斯坦共和國政府辦公樓前。樓上飄揚的韃靼斯坦
共和國綠白紅相間的長方形國旗便是對這座城市
最好的詮釋：綠色代表韃靼伊斯蘭文化，紅色代
表俄羅斯，中間的白色則代表着和平！
喀山是韃靼斯坦共和國首府，是伏爾加河與喀

山河的交匯處，有着俄羅斯小威尼斯之美譽。人
口一百多萬，韃靼族與俄羅斯族分別佔總人口的
47.6% 和48.6%。經過上千年的歷史積澱，兩個

民族早已共融共生，和諧發展。也正是基於這樣
的理念，才使得這座城市能如此多元多樣，多彩
多姿。
初春的喀山，寒氣未消，但卻阻擋不了年輕人

奔向幸福的腳步。看到一對新人在自由廣場拍婚
紗照，便走上前去搭訕，問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
個地方拍婚紗照。「這個廣場很漂亮！各種風格
的建築都有！有歷史的、有現代的。你看那邊的
高樓多氣派！如果到了夏天，開花樹綠的時候，
來這裡拍照的人更多！」新人的家人如是說。
「可是現在的社會制度已經變了，你們還願意在
列寧像前拍照留念？」聽我問到列寧，又看我是
中國人，他們似乎恍然明白我的問題。於是很有
耐心地解釋說：「在喀山有很多歷史名人，很多
大街都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廣場前面的
這條街就叫『卡爾．馬克思大街』。歷史就是這
樣，我們應該尊重它。」是的，歷史是客觀事
實，誰都無法改變。
列寧於1887年曾經就讀於喀山大學法律系。至

今喀山大學還保留着當年列寧坐過的座位。而且
在大學前面矗立着青年列寧塑像。當年列寧因為
參加反對沙皇的學潮而被學校開除。但之後他自
學修完了所有大學科目並獲得聖彼得堡大學法律
學位。在喀山大學主樓前，我隨機問了幾個路人
關於對列寧的看法。他們這樣說：「列寧不但聰
明還很勤奮，他的好學精神
在任何時候都值得尊重。」
「列寧是否是喀山的驕傲？
這個問題從來沒想過。他曾
經在這裡生活、學習過。這
是不爭的事實。就是這
樣。」的確，對於歷史，不
加不減，才算是尊重。
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100

周年，也是喀山列寧博物館
建館80周年。從4月22日起
博物館將開啟一系列紀念活
動。

喀山列寧博物館位於烏里揚諾夫列寧大街58
號。列寧及其家人曾經在這裡居住。為了不影響
家人的生活，更為了不給母親添憂，他獨自住在
樓下的廚房一角，便於晚上偷偷研讀馬克思《資
本論》並出去參加馬克思主義小組活動。可以
說，列寧最先在喀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從此走
上革命道路。
列寧博物館館長巴索娃．塔齊揚娜熱情接待了

我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觀者，詳細介紹了博物館的
館藏並回答了我的問題。「說起列寧總是要談及
俄國的十月革命。因此在蘇聯解體之初，人們思
想一片混亂之時，列寧博物館近乎難以為繼，參
觀者驟減。隨着時間推移，人們很快又都回歸了
理性。現在前來博物館參觀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和
在校的學生。我們也更多地把他當作一位重要歷
史人物介紹。畢竟他在俄國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
重，影響了俄國歷史的走向。作為博物館人，我
們有責任讓孩子們了解這段歷史。」
一個勇於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
再次感到喀山是一座開放的城市、包容的城

市。在克里姆林宮，清真寺和東正教堂可以同處
一隅；在鮑曼步行街餐廳，頭戴圍巾的女性可以
和身着時尚露肩露臂的女伴共餐。同樣，列寧像
也可以和許多歷史、文化名人雕塑一樣成為這座
城市的名片。

假如網絡突然停頓，那該怎麼
辦？網民大可放心，大多數網絡
中斷都不會持續太長時間；「非
營利機構」美國網絡影響部門的
史葛．波格（Scott Borg）指
出，「有一大群人已做好善後準
備，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及各個路
由設備機構早已有計劃及配備人
員，以備在突如其來的攻擊發生
後，可讓一切再次運轉起來。」
然而，世人早已習慣於時時聯

網的日子，即使很短的網絡中斷
亦會造成影響，不過影響力與世
人的想像或不太一樣；首先，網
絡中斷對經濟的影響並不嚴重，
美國國土安全部2008年聘用波
格研究「如果互聯網崩潰，會發
生什麼」，波格團隊分析美國自
2000年以來，電腦及互聯網中斷
對經濟的影響，他們研究20家據
稱受斷網影響最大的企業的財務
報告，又研究廣泛的經濟數據，
從而發現，斷網的經濟影響微乎
其微。
至少就波格所研究的那些斷網

時間未超過四天的企業，情況確
實是如此，波格從而有此說法：
「確有索賠巨額損失的案例，從
價值幾億甚至上百億美元不等，
即使如酒店、航空及證券公司等
行業亦遭受損失，損失額並不
大。」研究發現，斷網幾天對世
人所造成的損失僅為耽誤工作進
度，他指出，網絡恢復後，人們
如常工作，只是比預期延誤兩三
天，全球經濟可面對斷網的影
響，影響僅相當於某個接連休市
的長周末。
在某些情況下，短時期的斷網

甚至可能提高生產力，在另一項

研究中，波格團隊分析如此的情
景：如果斷網四天，甚至超過四
天，對一家企業會有何種影響
呢？結果顯示，員工並沒有無所
事事，倒完成平常會拖延的工
作，比如文書工作。斷網反而提
升了企業的經濟活動。
波格從而指出，「團隊半開玩

笑建議，如果每個企業每月關掉
電腦數小時，要求員工完成那些
拖延的工作，那對整個企業的生
產力有莫大好處，團隊認為沒有
理由不將關掉電腦實踐於整個經
濟體。」
短期之內，只要斷網不超過一

天，旅行或許也不會受到很大的
衝擊，沒有互聯網飛機可以照常
飛行，火車及巴士也能照跑不
誤；不過，時間較長的斷網則會
對物流造成影響—《網絡為什
麼重要》的作者大衛．伊高曼從
而指出，要是沒有互聯網，會為
商業貿易造成困難：「我已向企
業以及個人作出建議，應為突然
斷網此一情況做好預備方案，然
而，我未嘗聽聞有哪家企業如此
做了。」
大規模交流中斷，大概會對小

企業主及藍領工人造成較大的影
響，美國於1998年就曾爆發傳
呼機大故障—在5000萬部傳呼
機中，約有90％因衛星故障暫時
沒法使用；衛星故障翌日，專家
對洛杉磯的250個傳呼機用戶展
開調查，發現人們對失聯的反應
有很明顯的社會經濟差異：管理
或專業中上階層不認為失聯為大
問題；專家指出，對他們來說，
就像遇上了一個下雪天，可放鬆
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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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失聯 世界如常

玉蘭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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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與霸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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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娣

在喀山感受列寧
——寫在俄國十月革命100年之際

詩情畫意

詩詞偶拾 清晨，下着飄忽如絲的雨，空氣濕潤輕
涼，與三五知己相約去遊張炎將軍故居。
走進故居，一幢紅磚洋樓屹立在眼前，古

樸肅然。撩人眼簾的是，故居庭院的圍牆上
爬滿了劍花的綠莖。劍花又名霸王花，屬仙
人掌科，它的莖狹長，三有節，狀如節鞭，
向四處蔓延，一節一節地向上攀登，所以又
稱量天尺。霸王花莖像無數綠蛇盤踞在圍牆
上，又像伸出的綠手臂，節節攀爬。更令人
驚艷的是，肥厚的莖上開出無數碩大無比的
霸王花，花色潔白，花香奇艷，儼然成了一
堵花牆。數不清的霸王花就像舞台上盛裝的
美少女，都微昂着頭，蘭花指輕拈着裙裾，
翩翩起舞。故居管理員李伯伯熱情地摘下十
多朵霸王花贈給我們，於是，我們每人抱着
幾朵霸王花，欣喜而返。面前的霸王花，帶
我穿越回到了童年。
小時候，我是種過霸王花的。
那時候，我約摸八、九歲的光景，依稀記

得，那株霸王花的莖是我在野地上撿回來
的，隨手扔在了我家門前的土牆邊。不久
後，竟發現這株霸王花莖生了根，且順着土
牆往上爬。再後來，在它三角形的綠莖上長
出一個個像拇指般的小蓓蕾。小蓓蕾慢慢地
長大，直至長到如拳頭一般大，終於有一
天，它攥緊的拳頭慢慢地張開了，露出潔白
如雪的花瓣，如少女張開的裙裾，它的花蕊
黃色，呈流蘇狀，像一串穗子。花朵艷麗可

愛，香氣清淡宜人。我的奶奶站在牆邊，喃
喃地說：「開花了！這東西竟能開花，真是
稀罕了！」
那時，奶奶七十來歲，精神仍矍鑠，手腳

仍利索。在我出生前，我的爺爺就去世了，
所以我從來沒見過爺爺，「爺爺」兩字於我
是完全陌生的。奶奶在三十一歲就守了寡，
是她用柔弱的雙手獨自拉扯着五個子女長
大，用瘦弱的雙肩支撐起一個風雨飄搖的
家，奶奶吃過多少苦、有着如何驚人的毅
力，是今天的我難以想像的。
我十三歲那年，到鎮上唸中學，一周才回

一次家。奶奶一直悉心地照料着那株霸王
花。開花了，她把花朵摘下來，曬乾，製成
乾花作煲湯材料，具有清熱、潤肺、止咳的
功效。每次等我回家，奶奶都拿出捨不得花
的錢買一斤豬骨，熬霸王花豬骨湯給我喝。
那一碗湯，湯鮮味美，還有奶奶濃濃的愛，
我喝得無比幸福。
我十八歲那年，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大學。

母親卻在這時候病倒住院了，治療費用去了
家裡僅有的積蓄。籌不到我上大學的學費，
父母很為難。奶奶知道我們的無奈，她拿出
平時省吃儉用攢下來的三千多元給了我，使
得我得以順利上大學。
唸大學後，我回家的次數漸漸地少了。每

次難得回家，都見到奶奶坐在霸王花牆前，
那情景，就像一幅油畫，充滿了深味遠意。

我曾與奶奶在霸王花下合影，照片裡，綠莖
白花映襯下，鶴髮的奶奶笑得臉上的皺紋都
漾開了花，我站在奶奶旁邊，拉着奶奶的
手，把頭靠在她的肩上，甜甜地笑。
我大學畢業後，留在了大城市裡工作，遠

遠地離開了家鄉。偶爾回家，發現奶奶更老
了。快九十歲的奶奶患了老年癡呆症，唯獨
認得出我。她常常念叨着我，見了我，從房
裡摸索出一包乾霸王花給我。那一年，父母
蓋新樓，把門前的土牆推倒了，土牆上的霸
王花也被推掉了。我家蓋起了一幢三層半的
樓房。
不久後，奶奶駕鶴西去，永遠地離開了我

們。突然發現，我的奶奶就像一株霸王花，
頑強地抓住一捧泥土，在那暗淡的漫漫歲月
裡，始終堅強地不斷向上，向着陽光攀爬，
向着陽光開花，默默奉獻。
我想，我也要做一株霸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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