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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心是最難得的。俗世人總是人閒心不閒，也時常閒不下來，日子要
填得滿滿的才覺富足。為何心不能閒呢？心不閒是由於太多慾念了，一
時想着去哪兒旅行，轉一會又想着買哪隻股票，終日把自己的心弄得團
團轉。為何不把閒雜想法收起來，讓心內歇息，閒就可以修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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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庵清欲（128-1363），著作有《了庵清欲禪師語錄》九卷。「禪師不落空
寂，若碧沼之吐青蓮。」（語出《小窗幽記》）許多人覺得禪很神秘，其實禪
就是生活，就是要閒下來，然後欣賞空寂的妙境。有飯有茶就是福，欣賞行雲
流水就是禪。

「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抄錄
《小窗幽記》著名對聯，也就是禪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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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七十九）
江南許多佛寺都有素麵供應，方便到佛

寺進香、做功德和尋常觀光客人用了簡餐
後，繼續做佛事或觀光。
自「南朝四百八十寺」後，江南的佛寺

大多選擇名山大川而建，難怪清高宗乾隆
遊無錫惠山寺後御筆題詩云：「了知到處
佛無住，信是名山僧佔多」，佛寺佔了名
山大川的好風水，信徒和遊客便愈益嚮往
這梵宮仙境啦。其實從前的佛寺確像個佛
寺的樣子，清靜安詳而不乏莊嚴，遊人蒞
此莫不心懷純正、神聚肅穆，只默默瞻仰
合十，哪敢喧譁嬉笑？記得三十餘年前我
隨一撥文藝青年到普陀山演出，進法雨寺
觀瞻，是時幾十位僧人正凝神唸着經文。
我們同行的幾位美麗的女青年發出銀鈴般
的笑聲。我來不及阻止，觀察之，大殿年
輕的小沙彌竟沒一個走神偷看的，好不令
人佩服！如今佛寺裡的和尚也開放多了，
同是普陀山，年前我行走在山道，就看到
兩位俊秀的年輕僧人袈裟飄飄的，與幾位
時髦的女遊客結伴同行，說說笑笑，翩然
而過。
閒話休提，只說素麵。
從前佛寺裡供應的素麵都十分講究，即

使是熱門旅遊景區的佛寺，對於自家佛寺

供應的素麵也絕不苟且，麵條好、湯水
鮮、澆頭豐。譬如我故鄉蘇州靈巖山靈巖
寺供應的那款素麵，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就享有盛譽。那時學生時代的我，似乎每
年都會去靈巖山和相鄰的天平山遊覽一二
次，或乘船，或徒步遠足，登山到靈巖寺
遊覽了天王殿、大雄寶殿等宏偉建築，瞻
仰了琴台、玩月池等吳越春秋遺址，必去
寬敞的齋堂品嚐一碗素麵。那素麵淨素製
作，竹筍香菇木耳麵筋金針等烹調的麵澆
頭又香又鮮，寬寬湯，觔斗麵，一股麻油
香撲鼻，異常滋潤，而售價只一角大洋，
可謂價廉物美。我們學生都管這碗素麵叫
「和尚麵」，春遊或秋遊吃一碗「和尚
麵」是極大的享受呢。不僅我等學生如
此，其他各界人等都喜愛這一碗「和尚
麵」，視這碗「和尚麵」不亞於姑蘇城裡
眾多知名麵館的花色麵。我記得山頂很寬
敞的一間齋堂只少數幾個和尚在勞作，售
麵、撈麵、端麵，包括洗碗揩枱抹凳就幾
個勤快的僧人穿梭勞碌着，並且他們的臉
上總掛着佛狀的慈祥笑容。可以說，如此
慈祥的和尚面容顯然與一碗精緻的「和尚
麵」相得益彰，我謂之「面面俱到」。
斗轉星移，幾十年光景彈指一揮間，而

今許多佛寺依舊有素麵供應，仍為信眾和
遊客提供着簡餐的方便，不過如今的素麵
倒是有着比較「高大上」的名稱了，叫做
「羅漢麵」啦。也好嘛，「和尚」修煉升
格為「羅漢」了，理當大有改進嘛，但令
人失望的是如今的「羅漢麵」反而遠不如
往昔的「和尚麵」哩。我在好幾座佛寺吃
過「羅漢麵」，價格甭說是提高了N倍，
這也正常，人們的收入提升了N倍，物價
也得同步提升，然則現今「羅漢麵」的質
量實在不敢認同，跟一度標着「為工農兵
服務」的大眾化麵條一個模樣。我注意
到，經營「羅漢麵」的已經不是僧人，而
是尋常的俗人，有的齋堂麵館擠擠簇簇多
的是服務員，接待着更加熙熙攘攘的食
客。可以揣測，佛寺的齋堂或麵館或許已
經承包給凡塵老闆打理啦。凡塵的老闆以
佛寺的名義、打着「羅漢麵」的招牌何其
春風得意！試想想，信徒或遊客難得來吃
一碗素麵，對「羅漢麵」心懷虔誠，即使
價高物孬誰又會計較呢？
因而我不能不深深懷念從前實誠的「和

尚麵」，也同時希望現今的「羅漢麵」回
歸到從前「和尚麵」的水準，因為我們都
是凡夫俗子，不敢高攀啊。

林巧稚（1901—1983），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
國籍婦產科主任、首屆中國科學院唯一的女學部委
員（院士），在胎兒宮內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婦
科腫瘤、新生兒溶血症等方面研究作出了貢獻，是
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她終身未嫁、孑
然一身，從醫60多年，親手接生了5萬多名中外嬰
兒。今年4月22日，是她逝世35周年。四月中旬
的一天上午，陽光燦燦、春風徐徐，我特意來到林
巧稚紀念館，追思這位「生命天使」、「萬嬰之
母」。
林巧稚紀念館位於鼓浪嶼毓園，是一九八四年廈
門人民為紀念這位我國當代卓越的人民醫學家、著
名的婦產科專家而建的。毓園入口處，有一組五個
中外兒童的雕像，它寓意林巧稚接生的5萬餘名中
外嬰兒。走進毓園，但見花草茂盛、綠樹成蔭，園
中兩株當年鄧穎超親手種植的南洋杉，根深葉茂，
直立挺拔，象徵着林大夫秀逸高潔的品格。紀念館
正前方近百米處立着一尊身穿白大褂，凝視遠方、
神態安詳的林巧稚大夫漢白玉雕像，展示着她一生
潔白無瑕的純潔形象。雕像兩側的花壇中，種植着
潔淨的星菊。雕像正前方，是一座建築面積140多
平方米的紀念館。紀念館中，展出百餘幅林巧稚生
前社會活動和工作、生活照片、用過的部分實物、
所著的部分著作，以及毛澤東當年接見林巧稚等醫
學界人士的巨幅圖片，還有李先念、彭真、李鵬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紀念林巧稚大夫的題詞題字等珍貴
資料。
我注意到，在林巧稚紀念館內體積不大的玻璃展
櫃中，既有她在鼓浪嶼「上女學」唸書時穿的學生
裝上衣一件，也有她出國訪問接見來賓時穿的衣
服，還有她中年時代經常利用夜間值班精心縫繡、
贈送給貧寒人家嬰兒的罩衣，以及蘇聯、美國、加
拿大等外國友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贈送的禮
物、禮品等。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禮品是：一小
盤周總理從國外帶回贈送林大夫的咖啡籽、一把長
度約10厘米的「袖珍」小提琴、一張鄧穎超手術
一周後送給林大夫的夫妻合影照。而兩把長度約20
厘米的摺扇，可謂「俗而不凡」。其中一把是老舍
所送，上書一首詞，落款是：「癸卯夏日錄杜甫江
村詞巧稚大醫師正字老舍」；另外一把則是曾任全
國政協委員，齊白石入室弟子、中國現代著名書畫
家、老舍夫人胡絜青（1905—2001）所贈，整個扇
面畫着一幅紅梅，落款為：巧稚大夫拂暑五五年絜
青。注視着這把扇、這幅畫，我琢磨，胡絜青女士

當年贈送這件禮物，除了讓林巧稚「拂暑」之外，
應當還另有一層涵義——暗喻林巧稚生如梅花。
梅花具有高潔、秀逸、堅強的品格，有情有義把
芬芳帶給人間，無怨無悔將寂寞留給自己。宋代陸
游《卜算子．詠梅》詩云：「驛外斷橋邊，寂寞開
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着風和雨。無意苦爭
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
故。」林巧稚大夫已經「零落成泥」了，但她雖死
猶生。長年累月，春夏秋冬，都有遊客前來熱情參
觀、虔誠拜謁，不為別的，只因她的品格如同臘梅
一樣，永不褪色、芳香如故。林巧稚也是凡人，也
有常人心態。她有一句發自內心的話：「我一閒下
來就會感到寂寞、孤單，生命就會完結。」細細品
味這段話，不難看出來，林巧稚生前也有寂寞、孤
單的時候，而她驅趕寂寞、孤單的「靈丹妙藥」，
就是不讓自己「閑下來」。這，與傲雪報春的梅花
何其相似。
林巧稚說過，生平最愛聽的聲音，就是嬰兒出生
後的第一聲啼哭。她還說過，我的唯一伴侶，就是
床頭那部電話。因為，那是婦產科和她保持聯繫的
「熱線電話」——無論哪位醫生值夜班，只要遇到
處理不了的病情，隨時可以給她打電話。一旦電話
裡說不清楚，她會立馬動身趕往醫院。對此，她早
已習以為常，因而不無幽默地把自己比作「一輩子
的值班醫生」。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婦產
科主任、教授、博導，中國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先
生，2015年4月出版的《一個醫生的故事》中有這
樣一段文字：林大夫在病人中有一種神奇的魅力。
手術前的病人顧慮重重，愁腸百結。林大夫來了，
她檢查了病情，安慰幾句，病人的疑團雲消霧散；
產婦在待產室折騰不已，林大夫來了，她摸摸胎
位，聽聽胎心，為病人擦擦汗，拉拉手，產婦破涕
為笑，產程居然也加快了；遇到疑難重病人，連比
較有經驗的醫生也難決斷，林大夫來了， 她的幾
句話會使人頓開茅塞……
「關愛，是醫生給病人的第一張處方。」林大夫

用對親人的方式對待她的病人——或直接用耳朵貼
在病人肚子上細聽，或為病人擦擦汗水、掖掖被
角。每當產婦因為陣痛而亂抓的時候，林巧稚總是
讓對方抓住自己的手，哪怕抓得發紫發疼。她後來
道出原因：不能讓產婦抓冰涼的鐵床欄，那樣將來
會留下病根的。與之相反，當下少數婦產科醫生，
既無情，又冷漠。一位朋友曾經告訴我，他媳婦住
院分娩時，疼痛難忍，抓着床沿，連叫帶喊。醫生

不是安撫，而是訓斥：「哪個女人沒有生過孩子？
哪有生孩子不痛的？怕痛就不要做女人生孩子！」
在毓園入口斜坡一側，梯次修建有多個長方形花

壇，每個花壇中間，斜立着一本翻開的書狀石雕，
左右兩面用中英文對照，刻有簡短的文字。其中，
既有鄧穎超、康克清等已故副國級領導人的，也有
林巧稚教授自己的。康克清的一段話是：「不論病
人是高級幹部還是貧苦農民，只要是她的病人，她
都同樣認真同樣負責，處處替病人着想。她是看
病，不是看人。」
我之所以對林巧稚由衷景仰，除了她的精湛醫

術、高尚醫德，還有她熱熱的、滿滿的愛國情懷。
1929年，林巧稚從協和醫科大學畢業並獲醫學博
士學位，被聘為協和醫院婦產科大夫。1932年，
她被派往英國倫敦婦產科醫院和曼徹斯特醫學院進
修深造；1933年，前往奧地利的維也納進行醫學
考察；1939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當研究
生。在出國學習期間，她幾乎用盡了實驗室工作之
外的所有時間，到資料豐富的圖書館學習。次年，
林巧稚被美國聘為「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委員。
而就在這年，她毅然回國。她的信條是：「我是一
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大夫。我不能離開災難深重
的祖國，不能離開需要救治的中國病人。科學可以
無國界，科學家卻不能沒有祖國！」
走出紀念館後，我又一次來到林巧稚塑像前。這

才發現塑像後方幾米處，有一不很醒目的書狀石
雕，上面刻着林巧稚的遺囑：「畢生積蓄的三萬元
捐獻給首都醫院幼稚園、託兒所，遺體獻給醫院作
醫學研究用，骨灰撒在故鄉—鼓浪嶼周圍的海面
上。」站在林巧稚雕像前，追思林巧稚一生，唐宋
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梅花》在腦海中閃現：「牆
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
來。」都說，人死如燈滅。而林巧稚大夫的高超醫
術、高貴品德，卻如同梅花一樣，風采依舊，暗香
長存。

西灣河早年有石礦場，名為
西灣河石礦場，為本港開埠初
期主要石礦場；筲箕灣在1870
年前後打石行業日益興旺，聚
集為數不少以打石為業的客家
人，他們遂捐錢建立天后廟，
此為社區事務和宗教祭祀中
心，此廟建於1872年，完工
之日，在廟內豎立天后行宮古
廟碑記作紀念，據此碑所記，
總理共 12 人，以曾貫萬為
首，他又名曾三利，生於1808
年，16歲時從廣東五華來港，
在茶果嶺及西灣河打石，就在
清廷割讓港島之後，遂開展大
規模建設，因此對石材需求甚
殷。
曾貫萬乃來自江西的客家

人，在1852年至1853年帶領
十幾名族人來港，在石礦甚豐
的筲箕灣發展，於西灣河新成
街開設曾三利石廠，有一艘船
可供運輸之用；1848年他的財
富積累，遂在沙田購地建屋，
1870年前後才建成，稱為山廈
圍，又稱曾大屋；供後代安
居，期望子孫免受侵害。
曾大屋採用其五華老家建築

風格，堡壘式格局，圍牆以花
崗石、青磚及精選木材建成，
四角均築有鑊耳型的三層高碉
堡，碉堡上有槍孔與瞭望台；
庭院有兩口井；建築充滿官家
氣派，將防禦和抗敵集於一
身；在二戰時，曾用作收容逃
港難民。
曾大屋為區內保存得至完善

的圍村之一，亦為僅存的客家
大宅；其實曾氏建宅的起源有
二，其一，曾萬梁在西灣河經
營石礦場，在筲箕灣開設石
廠，致富後在沙田興建圍村供
族人居住；其二，曾貫萬其時
乃五品官，相傳有一批海盜，

將漁獲交給他保管，他在漁獲
下發現大量銀幣，而海盜竟離
去而不復回，他遂用銀幣興建
大屋。
東大街為填海得來、附近先

後建有七間廟宇、昔日水上人
口比陸上多，諷刺的是曾萬貫
在此起家而腰纏萬貫，筲箕灣
卻原稱「餓人灣」；據1841
年英國人在港島的人口統計，
筲箕灣住有1,200人，僅次於
赤柱，此為港島第二大村落，
阿公岩村則住有200人；筲箕
灣早期的廟宇俱由區內人士合
資興建。
追查舊資料，最早記載的廟

宇為一間位於近岸小島的天后
宮，稱為「海心廟」；據「新
建天后聖母古廟碑記」所載，
此廟建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上世紀80年代為配合
東區發展，原有避風塘被填
平，海心廟亦遭拆卸，僅留下
石柱、石額以及部分牆基，現
今放置於城隍廟內，石材料來
自附近的石礦場。
第二間古老的廟宇為筲箕灣

東大街的天后古廟，始建於同
治十一年（1872年），門額寫
「天后古廟」四字，門聯「莆
邑顯慈航海邦共濟，箕灣敷厚
德品物成亨」；但兩年後毀於
甲戌風災，1876年重修，為兩
進式建築；另一間由客籍打石
業人士興建的廟宇為東大街末
的譚公仙聖廟，建於光緒三十
一年（1905年）。當時筲箕灣
對外交通工具為船隻，石廠亦
靠船隻運送石材；就在2006
年，有善信在避風塘防波堤上
搭建一間小廟，以供奉望海觀
音及天后娘娘；其後陸續有人
將家中或船上的神像棄置於此
廟旁邊，遂形成多座神壇。

■葉 輝

西灣河石礦場

和尚麵 羅漢麵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翼民

■張桂輝

魅力無限大石風景
■薛 明

生活點滴

■侯清麟

生若梅花林巧稚

詩情畫意

在「仁者安仁」建縣於北宋乾德三年的湘
南安仁縣邑五公里外的排山、牌樓、清溪三
鄉鎮交界處，有一風景如畫、魅力十足的大
石風景區，坐落在該縣母親河永樂江兩岸，
山美林俊水潔，風景異常怡人。
那天初夏剛至，早來的暑氣蒸人，受朋友

攛掇，由縣城驅車，不一會兒即至景區。剛
開始往山上走還豪氣滿滿，不久就如蝸牛似
靈龜，連滾帶爬，來到熊峰半山腰——千年
古剎「熊峰庵」（法隆寺）聳立處，寺周古
木參天、杉梓如蓋、翠竹叢生、曲徑通幽、
意境非凡。林木掩映的古庵，雕樑畫棟，龍
騰鳳躍，別具一格，惹來遊客如織；少許依
山傍庵的民居，村民熱情好客，盡顯純樸民
風，炊煙裊裊，柴火飯香，似入世外桃源。
接着拾級如陡梯般數百石級，在兩邊有林

木翠掩、灌叢搖曳、知了歡歌、彩蝶飛舞陪
伴，可無心顧及享受山裡清涼意悅，揮汗如
雨地迎着高處不時從樹林稀疏處射來強烈的
陽光，來到熊峰山頂。現代化的護林瞭望
台、廣播電視和移動電話轉播台三塔聳立。
據介紹，此三塔旁邊古時有「三柱塔」，抗
日時毀於戰火，要不然古時三塔矗立、屹然
鼎峙，那可是能想像的景致。爬上護林瞭望
台，頓有「心登絕頂我為峰」和「一覽眾山

小」的心曠神怡！人們用舊日戰壕改造成防
火林帶蜿蜒曲繞十數公里，四周滿眼翠繞，
東眺紅日燦爛，層林盡染；西望縣城盡收眼
簾；南瞧田疇如畫，稻香醉人；北看永樂江
由東往西逶迤汩汩而行。
熊峰山與寶塔嶺相峙。如跳搖擺舞的永樂

江在兩邊峽谷之中如一條竹葉巨蟒蜿蜒穿
過。後人在兩山嶺狹處修築電站水壩，讓江
水戛然而止，形成晶瑩剔透的一潭可清澈見
底深水。水中央有一小洲突起，如同大海中
的月牙島，島上美景幽雅；隨着微風吹來，
波光粼粼，演繹着無盡的故事；午時才至，
風止景凝，高山林海倒映在如茵明鏡裡，美
不勝收。寶塔嶺與熊峰山雖被大石水庫隔
離，但圍繞它倆周邊錯落有致大大小小的山
峰無數，「十萬畝林海，葱鬱碧綠，繁葩爭
妍，涼風習習，空氣清新，儼然一個巨大的
天然氧吧。」
隔水庫相望的大石嶺半山腰絕壁懸崖之

上，建有一土木廟宇，似空中瓊閣，為景區
增色不少。
據介紹，該景區有十二平方公里，在這裡

可看四季風景，異彩紛呈。春天裡，林海鬱
鬱葱葱，翠綠無垠，生機盎然；夏季時，萬
木競芳，千姿百態，妙不可言；金秋來臨，

黃綠賽艷，野果滿枝，愜意連連；寒冬更
幽，雲霧繚繞，銀妝素裹，不乏妖嬈。
可以想見，在這魅力無限的大石風景的四

季，景色美不勝收。就是在這夏日裡，如破
曦而立，日出東方朝霞萬頃，七彩繽紛，
「像一幅碩大的織錦綿然天際」；太陽蹦出
彩幕，赤染山巒，萬物披上鎏金鑲銀的衣
裳；倘若傍晚，東觀林海萬山碧浪，西眺日
落夕陽晚照，晚霞嫣紅滿天；假遊此景，山
上陰霾萬壑，遠看縣城，萬家燈火，可與明
月爭輝！
在沉入想像的朦朧中逗留片刻後，再站上

那晴空萬里、暑浪逼人的熊峰山頂，高高低
低的樹木隨山勢組成翠波碧浪，煙波浩淼，
萬象皆景。向下看，稻田公園的各式建築如
灑落在洞庭湖裡的珍珠，與田園泛綠呈翠的
禾苗共同組合成碩大無比的彩色海洋；展平
眼，山脈條條，如萬條綠龍騰騁，重巒疊
嶂，雄偉壯觀；永樂江宛如玉帶蛟龍流向無
盡處……
黃山美美在怪石突兀，華山美美在險峻雄

峙，衡山美美在秀雅芳容，可這大石風景裡
的山峰兼有名山之美外，更兼其林皆是可用
速生林，再加永樂江水之靈氣，真真會讓人
長醉難醒！

豆棚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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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到泗堡橋
解放前，我是在無錫市泗堡橋小學讀
書。無錫北門外古運河上，有座蓮蓉
橋。向北，通過江陰巷、竹場巷、泗堡
弄可達泗堡橋。泗堡橋架在轉河上。轉
河圍繞的，就是荷葉村。過亮壩橋，可
達火車站。
在宋朝，古運河從蓮蓉橋向北，包括
荷葉村這一帶水面，俗稱「黃天蕩」 ，
是名將韓世忠大敗金兀朮的地方。
在清朝，四面環水的荷葉村，只有一
座小木橋與外邊來往。在「黃天蕩」 的
西北蕩岸，也是荷葉村的東南角上，有
一座廟，住着一男一女兩個乞丐。兩人
各討自己的飯，各佔一角自己生活，互
不干擾。一次，女乞丐生病了，高燒不
退。男乞丐見她哼哼不止，不能見死不
救，只得留下侍候。有一次，女乞丐在
迷糊中發現，神龕邊上有些光亮。她掙
扎着起來，伸手一摸，竟是四個金元
寶、還有一些碎銀。既是天下淪落人，
有錢就共享。不久，女乞丐病好，就與

男乞丐結為夫婦。
他們在小木橋堍開了爿小吃店，生意

興隆。眼見行人在風雨中過窄窄的小木
橋，來往不便，有的竟跌入河中。夫婦
商量，發了善心，就把金元寶兌了，造
了一座大石橋。因為用神殿中四個元寶
兌了錢，造了橋，所以取名「四寶
橋」。後來，刻字的工匠嫌「四」不吉
利，建議改名「泗堡橋」。他們夫妻同
意了。據《北塘楹聯》記載，原泗堡橋
橋西石柱上，有楹聯一副：孤遠吳江聯
桂楫；波涵卯色映梨莊。
1985年，因轉水河被填塞，虛設的泗

堡橋被園林局拆至黿頭渚充山大門之
北、「藕塘深處」堤岸上。無錫市園林
局保護古蹟，做了一件好事。同時也留
下了乞丐為鄉親造福的一段佳話。
我與外孫乘車外出遊玩，到了黿頭渚

充山大門之北，我又見到了泗堡橋！我
為他講起這段故事，他就興奮地跑來跑
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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