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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又迎來「清明時節雨紛紛」日子，腦海驀然
展開一幅宋人張擇端名畫《清明上河圖》，此畫
描繪的正是北宋汴京清明節市井實景圖。恰好為
期十天的「2019中國清明文化節」4月1日至10
日在八朝古都開封舉行，開封市市長高建軍高調
提出「傳承文明、擁抱春天」和「開封四月最清
明」宣傳口號，歡迎境內外賓朋來體驗宋韻清
明。筆者捷足先登走進開封，率先領略宋代清明
的博大精深和中原民俗的異彩紛呈，真乃美不勝
收、卓爾不群！
最能體現宋韻清明的，當然是名聞遐邇的開
封第一景——清明上河園。有「小楷王」之譽
的中國書畫院副院長劉合彬先生在清明上河園門
前迎候我們，他說：「今年為期十天的清明文化
節將推出八大主題、60餘項特色活動，馬先生
一定會詩興大發、佳作多多！」
我等步入楊柳依依、小橋流水的清明上河
園，果然春色妖嬈、空氣清新。走在古香古色石
板路上，眼前一道美麗的弧線格外亮眼——那
就是汴河之上著名的虹橋了！清冽的汴河上傳來
陣陣槳聲，亭台水榭撒滿金色陽光，一艘艘烏篷
船、一輛輛馬車川流不息，灰布短打的船工們在
胼手胝足忙碌着；登上虹橋，汴河兩岸風情萬
種，前面有一家「武大郎炊餅舖」，如花似玉的
「潘金蓮」正幫着夫君賣炊餅；不遠處有一片操
場，身着華服的高俅正上串下跳大秀球技；小巷
深處的繡樓前人群喧囂，人們在恭候王員外家千
金小姐拋繡球招親哩！
漫步清明上河園，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時空
穿越感。劉合彬邊走邊說：「西元960年，趙匡
胤在開封陳橋驛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北宋
王朝，歷經九個皇帝、168年。這一時期人口過
百萬的開封開創歷史上最輝煌的年代，經濟繁
榮、富甲天下，加上城郭恢弘、風景旖旎，一幅
清明上河圖栩栩如生再現了大宋盛景……」
從容遊覽園內，古風撲面而來。拂雲閣、水
心榭、雙亭橋、九龍橋等北宋著名建築盡收眼
底；酒樓、茶肆、書局、畫廊應有盡有；曲藝、
雜耍、神課、算命等也歷歷在目。沿街商販叫賣

聲與鳥兒清脆的啼鳴聲交集，園內除了精彩紛呈
的各種文藝表演，還有贈柳帽、送儺面、抖空
竹、蕩鞦韆、清明寒食展、宋代蹴鞠秀和民間手
工藝展等等，好一副「陽春三月花滿城，清明上
河歌潮湧」、「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
行」繁盛景象！
劉合彬先生說：「開封從2010年開始，每年

清明節前都要承辦『中國（開封）清明文化節暨
踏春大巡遊活動』，而且規模和檔次一年比一年
高，吸引遊客也一年比一年多！」走出清明上河
園，我們迎着依依新柳、習習清風，登上龍亭，
清明時節的古城風情萬種；走到潘楊二湖邊，清
爽的三月風送來撲鼻的芬芳。梅花、桐花、月
季、牡丹、海棠和鬱金香姹紫嫣紅開滿長街，真
個是望不到頭的花海花山，我見不少洋人也紛至
沓來，滿面笑容地拍照留影，端的是花海人潮春
意鬧！我說：「開封可謂傳承清明民俗最深厚、
最出彩的古城嘍，古老的清明民俗已完全融入這
座古都的角角落落，漫遊古城，可以盡情感受傳
承千古的清明文化！」
想起宋代文學家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

中，也將清明民俗文化寫得淋漓盡致。他寫道：
每逢清明皇家都有朝陵（陵寢）的習俗，宗室近
親除了朝陵，還要拜謁帝廟、行「頒新火」大
典，這種祭祖活動在清明節前半月就開始了。想
當年，汴梁城市民萬人空巷，滿懷慎終追遠的虔
誠心態，出城去為亡故的先人磕頭掃墓，芳樹
下、園囿間，炊餅花果、羅列杯盤，炙雞絮酒、
焚香燒紙，淚水汪汪的家人與逝者陰陽對話，那
是怎一個魂牽夢縈、刻骨銘心時刻啊！當然，祭
祖只是清明節兩大內容之一，無論皇親國戚抑或
普通百姓，借清明祭祖之際，來一番聚會、踏青
也是重頭戲呢。
劉大師介紹，在宋代，開封這座中原水城美

景如畫，人們用鮮花、柳枝裝點車駕，乘着大好
春光舉家出遊宴飲賞玩，節日氣氛蔚為大觀。當
時春遊和宴飲每每會持續一天，直到夕陽時分才
散。商賈們也看到了商機，他們借此開設集市，
大集小攤比比皆是。包子、燒麥、乳酪、春餅等

吃食更是不一而足。當時朝廷還明文規定，清明
節集禧觀、太乙宮開放三天，宮殿池沼、園林花
卉也可供遊人欣賞。連京城的駐軍也將清明節作
為「狂歡節」，躍馬舞蹈和操場蹴鞠（踢球）者
龍騰虎躍，稱為「摔腳」，這種情景平時絕難一
見……難怪今日開封被認定為中國清明文化傳
承基地。
一路采風，我們來到久享盛名的「天下第一

府」——開封府，這裡曾是著名「青天大老
爺」包拯包大人辦公地。除了包公之外，北宋先
後還有寇準、歐陽修、范仲淹、蘇軾、司馬光等
大批「文人官員」在此任職，真是風雲際會、名
流薈萃，北宋的繁盛僅此就可見一斑，難怪它曾
是全球最大最繁華的首都，博得「汴京富麗天下
無、除卻梁園總是村」之殊榮！劉合彬意猶未盡
道：「當年每到清明前後，開封府前熱鬧非凡。
皇上詔告天下換新火，四面八方的人們趕到開封
府，打着燈籠接納新火。開封的清明節更像一個
除舊迎新、賞春出遊的狂歡節噢！」
一路走來，我發現開封中心城區絕少高層建

築，這或許是為了守住和保護古城原有的歷史風
貌吧！作別古城，筆者感慨：「我真真切切有一
種『一朝入畫卷，夢迴大宋年』之感！」劉合彬
頷首道：「您說得好！開封是一座富有詩意的歷
史名城，我們舉辦『清明文化節』，旨在慎終追
遠、銘記歷史，既是為提升開封知名度和美譽
度，更為實現中國夢加油添彩！」我說：「現在
全國上下都在大談『文化自信』，開封的『清明
文化節』就是文化自信一個縮影啊！」劉大師問
我此行觀感，我說「不虛此行、印象極深」；又
問我有無詩作，我隨口答曰：

宋韻清明越千載，
八朝古都萬客來。
文化自信成大勢，
遊春莫忘祭瑤台！

話說華嚴閣乃觀塘唯一修華嚴
宗之地，近世雖歷火劫及住持短
期相繼去世，但道統依然，門口
有對聯：「華閣重光十分諸佛加
庇，嚴淨毘尼此土菩薩護持」；
約有六十多年歷史，原為白姓醫
生之別墅，醫生過世後房子一度
空置；適時有新加坡苦行僧海山
法師抵港，由於他乃明照堂住持
莫證慈居士的師侄，初時遂在堂
內掛單，白醫生後人知悉海山法
師正尋找居所，就將別墅贈與他
修行，創立華嚴閣。
海山法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涅槃後，門戶初交與女徒品蓮師
太執掌，未幾師太去世，1979年
轉由明心法師當住持；明心法師
本姓蔡，乃海山法師親手剃度的
弟子，所傳門人眾多；她乃順德
人，接管後華嚴閣即遇上空前危
機，鄰近木屋區發生大火，佛閣
亦被波及，連供華嚴閣奉的毗盧
遮那佛像也被焚毀，全寺獨剩一
尊迦藍菩薩像；災後法師四出奔
走，覓尋資源，佛閣漸復原貌；
明心法師1982年因勞累過度而圓
寂，閣務交其弟蔡基管理；2006
年蔡居士逝世，今閣務由其女兒
及明心法師眾弟子共同處理。
佛閣在魔鬼山山腳邊緣，自成

一角；大門口為三合土牌坊，上
書華嚴閣，入門拾級上行，有彌
勒佛龕一座，前行即為大殿入
口，頂上有「華嚴法界」（1978
年立）四字；佛殿大堂正中為一
佛龕，上懸木匾「佛光普照」
（1981 年立），右邊為禪房及
「明心紀念堂」；龕內奉有釋迦
牟尼佛、阿難和迦葉尊者等諸位

神靈，與門口兩邊的迦藍及韋陀
菩薩相對。
飯堂在佛閣後面，面積頗大，

可同時容下數十席，旁有一梯可
上二樓觀音堂，此堂奉有兩尊觀
音像，由別處禪林所贈；佛寺有
靈灰閣及祖堂，供奉歷代住持、
門人弟子及其親屬；佛閣供奉釋
迦牟尼佛、觀音菩薩、藥師佛、
阿彌陀佛、地藏菩薩、迦藍菩
薩、韋陀，及阿難、迦葉兩尊
者。華嚴閣一年辦有七個誕期，
平時每月農曆初一、十五上供敬
佛，午後有齋宴，善信可自費入
席；每年藥師佛誕，佛閣弟子舉
行一連八日法事，頭七天拜懺，
第八日為賀誕；每年農曆二月其
中一個星期日弟子租船出海辦放
生法會；早期華嚴閣容許女眾寄
居，鼎盛期達百人之數，平日在
寺內當義工，死後由佛閣永祀。
華嚴閣觀音堂一尊觀音像，腳

下踏一條鰲魚，據聞為密宗觀音
像，乃昔年妙明精舍之物；此精
舍原在華嚴閣附近，後因港府收
地而結束，負責人因不忍神像無
處容身，曾答應送與華嚴閣，豈
料卻掀起觀音爭奪戰；事緣妙明
精舍弟子在九江有一座觀音廟，
其時重修完畢，正好有地方供奉
觀音像，遂欲送上，但負責人因
早已答允華嚴閣，不宜反口，便
安排雙方在佛前問杯決定。豈料
問杯十多分鐘，杯像紊亂，倒得
不出答案，其時華嚴閣弟子見不
對勁，遂直接問菩薩願否到華嚴
閣？若願意就連續給三個勝杯
吧；如此一問，果然連出三個勝
杯，觀音像遂歸華嚴閣所有。

■葉 輝

華嚴閣掀起觀音爭奪戰

野性勃發的葎草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徐永清

■馬承鈞

烈士陵園不應鶯歌燕舞

■星 池

生活點滴

■羅大佺

在開封領略宋代清明

詩情畫意

前幾天單位黨支部組織個活動，到某市
烈士陵園憑弔先烈。
某市烈士陵園位於一座山麓，走進陵園

大門，林蔭漫道，松柏蒼蒼。人民革命烈
士紀念碑，似一把寶劍，高聳藍天，碑下
刻着簡約的碑文，擺放着一朵市級單位敬
獻的花圈。烈士紀念堂莊嚴肅穆，門口掛
着2016某市公祭烈士活動的橫幅標語，紀
念堂是一幢二層中西結合建築，正廳外壁
鐫刻着「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簡述了
解放西康的歷史環境、解放和剿匪線路、
「崗家山七烈士事跡」，內壁鐫刻着661位
烈士英名；陳列館內展示着700多件圖文、
實物等珍貴史料，記錄了革命英烈們戰鬥
歷程和不朽功勳；紀念碑四面鐫刻着「人
民革命紀念碑」，碑座由原西康省人民委
員會題字，介紹了紀念對象、修建意義、
對後人激勵等；紀念廣場分別為紀念堂廣
場、紀念碑廣場、墓區廣場、雕塑廣場，
是瞻仰者祭掃的場所；綜合展廳通過聲、
光、電、物、影、像等形式再現了原西康
省、解放後某市所發生的革命鬥爭、建設
歷程。荷花池、休閒廣場為某市市民提供

了一個觀繁花綠樹，聽蟲鳴鳥語，享閒適
之趣的重要場所。門外盆盆鮮花燦爛奪
目。佔地平方2,600米的墓區，位於黃色拱
形大門後面，安息着犧牲於某市342名革命
烈士的英魂。
就是這樣一個莊嚴肅穆的地方，林園深

處卻響起了悅耳的歌聲，大門旁和拾級而
上的兩個休閒廣場裡，一群人翩翩起舞，
他們中有老人也有年輕人，伴着音樂，踩
着節奏，一曲跳完接着另一曲，樂此不
疲，如癡如醉。與莊嚴肅穆的烈士陵園顯
得很不協調。
烈士陵園可以鶯歌燕舞嗎？答案應該是

否定的。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當年無數
革命先烈用熱血和生命換來的，為了今天
的和平和幸福，他們當年穿草鞋、扛土
槍、翻雪山、過草地、驅倭寇、打東洋，
南征北戰，拋頭顱、灑熱血，終於推翻三
座大山，建立了一個民族獨立、人民解
放，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又經過70年的
奮鬥，終於讓中華民族傲立於世界民族之
群，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強國，人民的生
活步入了小康水平，與70年前相比，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參天之樹必有
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我們生活在幸
福之中，更不要忘了這幸福生活是怎麼得
來的。
烈士陵園是懷念和追思革命先烈的地

方，是先烈們的安息之地，把這麼一個肅
穆莊嚴的神聖之地變成喜笑顏開、熱鬧非
凡、鶯歌燕舞場所，除有對革命先烈的不
敬之外，是否也說明在一些人的頭腦裡已
經「忘本」，已經迷失在物慾橫流、燈紅
酒綠的滾滾紅塵之中了？是否是現代人信
仰缺失的一種體現？
也許有人會說，革命先烈流血犧牲不就

是為了我們今天能過上好日子嗎？話是不
錯，但我們過上好日子了就該忘掉這好日
子是怎麼來的嗎？魯迅先生曾說，忘記過
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們在享受今天幸福生
活的同時，是否更應該牢牢記住今天幸福
生活的來之不易，更應該緬懷革命先烈的
犧牲精神，更應該記住他們的英勇事跡
呢？鍛煉身體的廣場舞不是不可以跳，但
不要選錯了地方。
烈士陵園不應鶯歌燕舞。

和平使者
兩地人民，本是友好，卻因一次爭執
衝突，相通的橋樑倒下來，換成高高的
圍牆，互不往來。有一天，由大人長久
以來造成的隔膜，卻由小朋友來打破，
源於一片純潔的童心。周日，獨自觀看
了「普劇場」的兒童劇場《和平使
者》，原著出自逾三十年前David Hol-
man寫下的《Peacemaker》。是次翻譯
版本的《和平使者》，二零一六年曾首
演，現載譽重演，實屬簡單而饒富意味
的兒童劇目。
「普劇場」近年扎根屯門，二零一五
年起更成為屯門大會堂場地夥伴，開始
製作一系列的兒童文學劇場，嘗試建立
起觀眾群，並非易事。今次搬演的《和
平使者》，講述紅國與藍國因爭吵而斷
交多年，彼此確信對方殘暴邪惡，卻在
某天，紅國一對男女孩，卻意外遇上牆
另一邊的藍國男孩，沒想那麼多，你教
我雜耍拋三顆球，我教你跳舞，為自己
國家的嘉年華會進行準備，一片純真地
交流。
除演員之外，此劇設有現場樂師，在

演出未正式開始，觀眾正在入座之時，
樂師已經用樂器與觀眾有互動，成功打
破台上台下的牆壁，待開演時，演員與
小朋友觀眾的交流更事半功倍。兼且，
劇中配上易明的對白，逗趣的形體動作
及少許雜技，使全場氣氛算是熱烈，小
朋友觀眾也頗為投入，高聲回答演員的
提問及關心劇中人物的遭遇。劇中的故
事設定在當下，今次紅藍兩國小朋友的
偶然交流，將來會否繼續，並沒有言
明，期望小朋友可自己思考，但願家長
亦可循循教導。
劇中唯一的大人角色紅國「守牆

人」，常叫口號，命人離開圍牆，深信
藍國人是恐怖的食人怪物。紅國男孩，
則名叫「簡單」，能鼓起勇氣，真誠地
與藍國的「藍藍」結成好友。這是專為
兒童而設的劇目，陪伴小朋友來看劇的
成年人，不知會不會投入觀賞？有否留
意，這個簡單故事當中，落在紅藍兩國
小朋友之間的那一面牆壁，其實是由複
雜的大人所築起的，觀劇之後，成年人
或許也有反思的地方。

浮城誌

這首詩是1897年，李叔同17歲
在天津參加第一次縣考時所作的試
帖詩。
試帖詩是科舉制度的一種詩體，
通常要寫得循規蹈矩，格律受到嚴
格限制，試題由考官所出。題目為
《憂國願年豐》出自杜甫「在家常
早起，憂國願民豐」。弘一大師雖
是17歲，但當年是清朝被迫簽訂
《馬關條約》的第三年，清朝正走
向窮途末路，少年的弘一大師在此
詩中不得不照考試規矩而寫，但詩
中明顯流露了他的不平之氣，以第
一句反問「盛世憂何有」來表達其
心志。

第一次縣試
二

葎草亦叫割人藤、鋸鋸藤、老虎藤、拉
拉藤、五爪龍、蛇割藤、拉狗蛋、勒草諸
等。從葎草的別稱，可見其危害程度與傷
害力度。
說到葎草，我從小就認識這類「尊
者」。孩提時代，髮小們常去河灘野地玩
耍，這些地方長滿了葎草，稍不留意，手
腳便被它劃破。若在盛夏，身體裸露的部
位較多，一旦被它劃破，那傷痕是一道道
的，一片片的。由於葎草的藤蔓上盡是些
短小細密的鈎刺，它所致的傷口，就像被
無數繡花針扎的一樣，那血是沁出來的。
傷處疼痛是自然的，還有一股癢，奇癢。
這癢令人忍不住要抓撓。這一抓撓能使傷
口愈抓愈大，這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於童
年的這段經歷，是故對葎草的印象頗深。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曾學過一篇課

文，講的是魯班一次上山伐木，手被野草
劃破了。於是，這草啟發了魯班發明鋸子
的故事。劃破魯班手的野草，姓甚名誰，
書中未做交代，也沒人進行考證。據我的
推斷，此草應為葎草。對於花草，我不敢
妄稱博學，至少懂得是不少的，再者深山
老林我也去過。另外葎草是最為常見，生
命力最為強的野草，到處都有它的行蹤。
能長出與鋸齒相似鈎刺的野草，也只有葎
草最為接近。
葎草是桑科多年生纏繞藤本野草。它的

葉子像手掌，更像海星的模樣。其葉瓣均
為單數，分五瓣的，七瓣的。就其長勢來
說，用「野」和「瘋」來形容最為恰當。

它長得是鋪鋪拉拉，漫漫散散的。這勢頭
就像散漫的煙霧，就像漲溢的河水。它毫
不客氣地向四周蔓延着，拓展着。它用這
咄咄逼人的氣勢，讓四周的花花草草們，
羞愧地沒有一點顏色。
葎草具有很強的匍匐性和攀援性。在地

面，它幾乎是貼地生長的，且抓地能力很
強。由於藤蔓上生長着無數細密的鈎刺，
使得自身所有的藤蔓都能相互勾連，牽連
不斷，連成一片。團結就是力量，這句格
言在它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詮釋和印證。
一有攀援的時機，它從不放過。即刻負

勢而上，一路高歌。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它肯定知道高處的風景別有情致。
葎草的攀援是具有方向性的，它所有的同
仁，均是由右向左而旋，旋而攀援。它表
現出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思想。不管是
風中雨中，不論是順是逆，它初衷不改。
在攀援之際，它還潛藏着一定的殺機。除
非是高大的喬木，旺盛的灌木，稍稍弱小
的花卉或莊稼經不住它幾纏幾繞，便「壯
烈」了。它這手段是扼殺所致的窒息。
在我們揚州，人們將葎草叫做「蘿蘿
藤」。這詞常在生活中運用，通常指植物
本體的較少，指人的時候居多。這是個極
大的貶義詞。生活中有些人愛管閒事，好
發議論，是個天生的「話癆」。凡人說
話，總得有個傾聽的對象。於是，他們逮
誰便跟誰說。這些人的特點跟葎草的藤蔓
一樣，會纏會繞，不過他是用話來纏繞你
的。你一但被其「繞」住，一時半刻，別

想脫身。其實，作為植物的葎草，不像人
群中的「蘿蘿藤」那麼可惡。它不僅能綠
化荒山荒坡，起到保水固土的作用。同時
它亦是良好的牧草，任其生長繁衍，或是
大面積地種植，可放養牲畜，供其飽腹。
葎草亦可用作庭院的垂直綠化，它要比爬
牆虎、常春藤的效果還好。一是少見，二
是粗獷，因而別有情趣。用葎草做成花圃
的柵欄，讓其護花護草，充當護美使者，
可謂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了。
說到葎草，它的藥用價值頗為令人稱

道。它的葉、莖、果實、根鬚均可入藥。
就治病療傷來說，它不僅可單方入藥，亦
可與其他藥物組成複方，起到更為良好的
治療效果。它治療的範圍很廣，大到肺
炎、腎炎、腸炎，小到感冒發燒、喉嚨疼
痛、無名腫毒諸等。其功其效，多得難以
枚舉。
記得我有個朋友腿部長有濕疹，每到夏

天都要發作。他曾去過許多醫院，找了不
少醫生，內服外抹的藥用了不少，就是斷
不了根。這濕疹雖不是什麼致命的絕症，
可非常頑固，奇癢難忍。一癢便要抓撓，
其結果常常是皮破血出，苦不堪言。古語
云：「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高人說藥
方。」在這位老兄惆悵犯難之際，有位好
心人告訴他一個偏方，用新鮮的葎草燒
湯，在半熱半涼之際洗泡患處。幾天下來
就好了，多年以來，從不復發。其實世界
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只要能因勢利
導，揚長避短，就能為我所用。

豆棚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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