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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成語「杏林佳話」演繹成一齣戲，則廬
山是舞台，董奉是主角。
董奉（220—280年），字君異，侯官（今福建

長樂）人。醫術高明，與南陽張機、譙郡華佗齊
名，並稱「建安三神醫」，晚年到豫章（今江
西）廬山隱居，施醫濟世，開創了生態和諧、藥
食同源的杏林園。己亥之夏的一天上午，重返廬
山探親避暑的我，獨自一人專程前往坐落在風景
秀麗的蘆林湖畔廬山博物館參觀。但見「名人與
廬山」展廳《前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自
西漢以來，尤其東晉之後，廬山的奇秀風光，為
世人所嚮往，歷代名人紛至沓來，在廬山留下了
許多名勝古蹟、詩詞歌賦、摩崖石刻、故事傳
說……我們在跨越二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擷取二
十一位代表人物，供觀眾品讀。」我注意到，在
這些代表人物中，「福建老鄉」董奉，名列「第
二」，排在首次將「廬山」載入《史記》的司馬
遷之後。肉體之身，難免染病。人一旦染病，就
得看醫生。從這個角度講，醫生是人們身體健康
的「保護神」。因此，人們為了表達對醫生的感
激之情，常常會贈送一塊「杏林春暖」之類的匾
額或錦旗；如若稱讚醫界後起之秀，往往謂之曰
「杏林新秀」；稱頌德高望重的醫家，則譽之為
「譽滿杏林」。醫家與「杏林」，本是風馬牛不
相及的，人們之所以把二者聯繫起來，甚至以
「杏林」作為醫界的代名詞，都與發生在董奉身
上的一段歷史佳話有關。
董奉，是三國時期吳國的一位傑出醫學家。他

精通醫理、醫術精湛，不僅善於治療常見病、多
發病，而且對危重病人的搶救與治療，往往也能
收到意想不到的療效。久而久之，聲名遠揚。老
百姓因此十分敬重他，甚至把他視為「仙人」。
就連大詩人李白，唐朝著名詩人、畫家王維，都
對董奉讚譽有加。這是從「名人與廬山」展廳
中，在介紹董奉的展板上發現的。李白的《送二
季之江東》寫道：「雲峰出遠海，帆影掛清川。
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行俱有適，遲爾早
歸旋。」王維的《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韻》
詩云：「香爐遠峰幽，石鏡澄湖瀉。董奉杏成
林，陶潛菊盈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
「生命至重，有貴千金。」但凡常人，無不熱

愛生命、珍惜生命。千百年來，民間流傳孫思
邈、劉完素等多個「一針救二命」的故事版本。
殊不知，董奉也有起死回生的本領。據《三國誌
．士燮傳》注引，交州刺史士燮得惡疾昏死已三
日之久，仙人董奉用自製藥丸一粒塞入士燮口中
並灌入少許水，捧其頭搖消之，食頃，昏死的士
燮便神奇般地張開眼睛，手腳也能動彈了，「顏
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一個「已死」之人，只用一粒藥丸，就把他從死
神手裡拉了回來，恢復正常。董奉醫術之高明，
由此可見一般。
古往今來，有的人一旦在某方面造詣比別人

深、本事比別人大，往往自鳴得意、自我膨脹，
不是高高在上，便是處處擺譜。就連少數醫術好
的醫生，也愛端架子，在危難病人面前，不見
「燒香」不「顯靈」。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的董
奉則不然。儘管醫名大振，求治者接踵而至，但
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一如既往，堅持為人治病
不收財禮，只要求治好一個輕病人，種杏樹一
株；治好一個重病人，種杏樹五株。年復一年，
他的房前屋後，杏樹成林，生機勃勃，鬱鬱葱
葱，勝似佳境。每當春天到來，繁花似錦，春色
滿園。待到金秋時節，碩果纍纍，百里飄香。董
奉安民告示：欲購杏者，每一器穀，易一器杏，
自行取去，不必通報。於是，每年以杏換得大量
糧食，除去自給之外，全部用於救助那些老弱病
貧、無依無靠的患者。就這樣，口口相傳，人人
敬佩。了解他的人，都稱他為「董林杏仙」。
「杏林佳話」，由此而生。
董奉的大名與杏林故事，九江相關史料中有記

載。明嘉靖《九江府志》卷三中，就有關於「蓮
花峰董奉杏林」的記載。蓮花峰，位於廬山旅遊
區中區。因山頂有若干小峰攥簇，如同一瓣瓣蓮
萼，故而得名。《潯陽志．董奉太乙觀》，也有
「董奉居廬山大中祥符觀」的表述。九江，古時
有尋陽與潯陽之稱。《尋陽記》中有：「杏在此
嶺上，有樹百株，今猶稱董先生杏林」的表述。
民心是桿秤。行醫濟世的董奉，用言行與舉
止，贏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聞名遐邇，
頌聲載道。可是，自古人生誰無死。神醫董奉，
也不例外。吳天紀四年（280年），董奉不幸逝

世。廬山一帶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後，於杏林中
設立祭壇，祭祀這位仁慈名醫。不僅如此，知恩
圖報的人們，還在董奉隱居處修建了杏壇、真人
壇、報仙壇等，以紀念這位精誠大醫。天長日
久，杏林一詞漸漸成為醫家的「代名詞」——人
們則喜歡用「杏林春滿」「杏林佳話」「譽滿杏
林」之類的詞語，讚美像董奉一樣醫術高明、道
德高尚的醫生。
董奉雖然客死他鄉，但家鄉的人們非但沒有忘

記他，而且將福州長樂的一座山命名為董奉山。
董奉山，原名福山，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
說，福州是「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清乾隆
《福州府志》按語則說：「福山，今名董峰山，
屬長樂縣。」正所謂，金盃銀盃，不如百姓口
碑。隨「杏林佳話」的流傳，今人還在董奉的
老家，開闢了董奉山國家森林公園、百福公園，
並在福州市長樂區古槐鎮龍田村與雁堂村交界
處，建起一座仿後漢三國時代風格的董奉草堂。
草堂四周遍植杏樹，使身臨其境的人們，能夠感
受「杏林春暖」千古佳話的意境與韻味。
北宋江陵府公安縣人、著名學者張景的《題董

真人》詩云：「桃花漫說武陵源，誤殺劉郎不得
仙。爭似蓮花峰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其
中，「蓮花峰下客」，說的便是董奉「栽杏成
仙」的故事。據九江的戰友介紹，今江西九江董
氏原行醫處仍有杏林。據說，董奉不單醫術高
明，而且勇於為民除害。當年，江西江河溪澗裡
多有巨蟒出現，經常危害人畜安全，董奉便設法
殺之。今年是董奉誕辰1800周年。俗話說，「救
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董奉一生，救了無數
生命，按照這一說法推論，不知造了多少浮屠。
正因如此，他離開人世漫漫1740年，後人依然記
得他、深切緬懷他。可以斷言，由他而衍生的杏
林佳話，必將口口相傳、歷久彌新，代代流芳、
永世傳揚。

話說竹蟲又名竹蜂、竹蛆，
廣寧人稱之為筍蛆，吃幼嫩竹
筍吸收養分，20天內從米粒般
大小長到手指頭般粗大，寄生在
竹筒內，從竹尖逐節往下吃，最
後藏於根部，體肥停食破蛹而
出；竹蟲含高蛋白，外表肥肥白
白、長約三厘米、身子紡錘形，
有細眼小黑嘴，有人讚之可
愛、有人厭其噁心，但竹蟲之
味甘香，似有奶油，此為不少
族群之美食。
竹蟲為竹蜂幼蟲，乃危害竹林

的害蟲，在嫩竹內產卵孵化，吸
食竹內壁之肉質及水分生長，一
旦遭危害，嫩竹不可再生長；竹
蟲白色，以開水氽後用油煎炸香
後食用，香脆可口；成群寄生於
竹筍，每年十月至翌年二月出
現，以蛹在蟲癭中越冬，四月上
旬至中旬羽化成小蜂交尾，產卵
於毛竹嫩梢基節間，雌蟲可產卵
20至50粒，卵孵化為幼蟲附竹管
之間，從五月起危害至九月中
旬，受害組織逐漸膨大成蟲癭，
九月上旬陸續化蛹越冬；成蟲在
翌年六月飛出，飛舞竹林內，尋
找粗枝產卵。
幼蟲老熟後在洞內化蛹，受害

新竹在當年面板與健康竹毫無差
別，但至春季一部分竹葉乾枯，
翌年冬季受害較重的竹葉幾落
空；在中國分佈於浙江、湖南、
江蘇、廣西等；在桂林則分佈於
資源、興安、全州、永福、平樂
等。
竹林蟲害輕的以蟲源清理為主

要措施，全面伐除蟲害嚴重毛
竹，以徹底清除傳染源；至恢復
竹林後根據竹量及密度大小，逐
步伐除老竹以形成健康竹林；竹

蟲生長在甜竹，雲南哈族、壯
族、布依等均喜愛食用，營養價
值非常高，有「廣寧偉哥」之
稱；竹蟲有不少食法，當中製法
為400克竹蟲，菜籽油1,500克，
少許花椒鹽，將竹蟲以70℃熱水
燙死，晾乾水分；注入菜籽油燒
至三成熱，炸三分鐘至深黃色，
撒上椒鹽即可。
竹蟲其實有四種食法：第一種

為生吃，相傳廣寧竹農痛恨竹蟲
危害竹林生長，抓到直接咬嚼竹
蟲解恨；想不到似有奶油之味，
多吃幾口，一兩斤的竹蟲消滅在
嘴舌，品嚐竹蟲更有不少聞名而
至的遊人；抓蟲講究敏銳眼力，
在忽明忽暗青竹林尋覓冒出來的
竹筍是否流出黑色液體，那是竹
蟲躲在竹筍排泄的竹蟲尿；竹農
破竹筍，以手指挖起筍體內的肥
竹蟲。
第二種為清炒竹蟲，尤其適合

不敢吃生蟲，又想嚐到原始風味
的食客，跟在廣州吃到的很不
同，廣州做法先將竹蟲用溫水浸
熟，貯存一星期，不用醃，直接
烹飪即可，但在廣寧，絕對不會
吃到經過泡水加工的竹蟲，新鮮
的才最地道；清炒竹蟲有葱絲調
味，飽滿的竹蟲經清炒之後，仍
保留較原始鮮美。
第三種為燜竹蟲，調料都更豐

富，可多變，但主角為竹蟲，跟
清炒相比，此做法使竹蟲體積縮
小，因體內水分燜出，所以面板
似乎乾癟，卻不影響其風味。
第四種為椒鹽竹蟲，外地客與

當地人俱喜歡；竹蟲幼蟲乳白
色，含蛋白質、氨基酸、脂肪
酸、礦物質、維他命等，油炒或
油炸脆後食用，味道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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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董奉，杏林佳話的「主角」

詩情畫意

過刪繁就簡的人生
小時候我家院子裡有一棵大梨樹，有一年

梨樹結的果特別多，但個頭比往年小了不
少，隨果實的成熟，樹枝被壓得愈來愈
彎，有一天夜裡，一場大風伴秋雨襲來，
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有好幾條大樹枝都折
斷了，而旁邊那棵果實很少的李子樹卻安然
無恙。我很不解，問父親為什麼會這樣？父
親說：「梨樹樹冠太大了，樹大招風啊。」
後來父親找人把那棵梨樹進行了修剪，只
保留了主幹和部分支幹，樹冠幾乎小了一
半。第二年，樹葉比往年大了不少，顏色也
很健康，油綠油綠的，結出的梨子更是又大
又甜，梨樹彷彿再一次煥發了青春。這件事
給我留下了很深的記憶，當時年紀還小，一
直也沒多想過。直到自己進入人生的秋天，
我才慢慢明白梨樹在秋天收穫了豐盈，閱盡
了繁華，但也因負重太多，風一吹就折斷
了。
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簡約單純，刪繁就簡。
我國歷史上有「秦漢雄風」之說，秦漢之前
或之後的朝代都留下了很多石獅子，但只有

漢代的石獅子形象最為簡約，恰恰是這種簡
約讓人感覺到了它的陣陣雄風。石刻藝術如
此，繪畫藝術亦然。齊白石老先生的名畫
《蛙聲十里出山泉》，沒有繁雜的渲染，只
有寥寥數筆，卻帶給人們無限的遐想。
醫學上有一個說法，說和老年人相比，45

至55歲的人更容易出健康問題，這個年齡段
事業往往達到了鼎盛，人生進入了收穫的秋
季，但也常常因家庭或事業的負累太多太
重，放不下名利，不堪重負過早就催折了。
而過了這個年紀後反而不容易出現大的健康
問題。自然界中樹木折斷大多發生在秋季，
因為那時枝繁葉茂，果實纍纍，而到了冬
季，要麼剪了枝，要麼卸下了果實。雖然繁
華落盡，卻也卸下了包袱，生命刪繁就簡，
回歸簡單平靜，這時即便風霜雪雨襲來，也
能做到無憂無懼、寵辱不驚，泰然處之了。
自然界如此，藝術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我們想要走得更高更遠，就要卸掉不必要的
負累，就要刪繁就簡。大道至簡，大音希
聲，愈是刪繁就簡，愈會獲得豐盈的人生。

浮城誌

同是寫於1905年，這是李叔同為年老色
衰的歌妓高翠娥寫的詩。李叔同生活在清朝
末年，文人雅士愛與歌妓戲人往來是常事。
但李叔同對這些被壓在最下層被侮辱與被損
害的中國女性寄予無限同情。
與另一位名伶楊翠喜一樣，李叔同為她作
詩以表同情。李叔同為她作詩，其實內心也
在為自己的生母寫詩。他母親為第三房小
妾，地位連丫鬟也不如，故而，李叔同常為
受苦的母親傷感。

註：「妥娘」為明代秦淮歌妓鄭妥娘，現泛指
歌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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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語在中國起源很早。古人稱謎語為
隱語、廋辭、燈虎、春燈、燈謎等等。
隱語最早見於文字記載，是在《春秋左
氏傳》中，《史記》與《戰國策》中也
有記述。這時的隱語以故事形式出現。
南朝文人鮑照首創字謎，唐代又有發
展。燈謎活動始自南宋，明代以後漸成
風氣。它由組織者在燈籠上書寫或黏貼
謎條，供人猜射，在上元節（元宵節）
最為盛行，故稱「燈謎」、「春燈」。
在謎界稱為燈謎的，專指文義謎；其他
如事物謎、畫謎、射覆謎、故事謎等等
各種花色謎類，則統稱「謎語」。當
然，燈謎也算是謎語的一大種類。
謎語的主要特點是趣味性、疑難性、

知識性和文學性。現代主要由文人創作
的新燈謎日益繁盛，文學藝術性增強，
所以，現在謎語已歸入民間文學範疇，
社會地位更高了。
從大類和形式上分，謎語可分文義謎

（燈謎）與事物謎兩類。從內容上分，
謎語可分成許多品種。字謎是謎語中大
類。因為漢語的語言文字十分豐富，為
製謎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語謎和
詞謎也是最常見的，如成語謎、口語
謎、俗語謎、歇後語謎、常用詞謎等
等。名詞謎包羅萬象，政治、經濟、文
化、教育、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裡的
名詞，都可製謎，數量無限。人名謎、

地名謎也是一個重要類目。各種人名、
地名都可製謎供人猜射，饒有趣味。書
報刊、影視劇名，也是謎語的一個大
宗，內容隨新作品的出現而無限延
伸，決不會有製完猜完的一天。事物謎
種類繁多。可以說，任何事物和自然現
象都可入謎。這類謎語，大人小孩都能
猜，可謂老少咸宜、通俗普及。還有幾
類特殊謎語：一是帶謎格的謎語，需按
謎格要求去猜，。二是花色謎，真是五
花八門、新奇絕妙，猜起來趣味無窮。
諸如射覆謎、畫謎、印章謎、象棋謎、
外文謎、數字謎、故事謎、謎語故事等
等。
生肖謎是以我國人民十二屬相為素材

而製作的謎語，歷來深受廣大群眾歡
迎。十二生肖可以作為謎面出現，也可
作為謎底來猜射。製作和猜射生肖謎，
不僅要熟悉十二生肖的動物特徵、習
性、狀貌，還要具備一些天干地支方面
的知識。為了便於記憶和推算年份，十
二生肖動物與十二地支相對應，具體為
鼠對子，牛對丑，虎對寅、兔對卯，龍
對辰，蛇對巳，馬對午，未對羊，申對
猴，酉對雞，戌對狗，亥對豬。鑒於
此，十二生肖動物可以用十二地支來代
稱。這種指代方法，在謎語裡普遍使
用，猜生肖謎時要特別注意。
十二生肖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接受，成

為不可更改的民俗。每個中國人都有自
己的屬相，自古皆然。生肖入謎在中國
也有悠久歷史，現在已成為中國謎語裡
很受歡迎的獨特謎種。2020年是農曆庚
子年，出生者都屬鼠，小老鼠也就大受
青睞了。老鼠位於十二生肖之首，從庚
子年起始，新一輪十二生肖周期又展開
了。
筆者曾編著《中華謎語大全》一書，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公開印行。現從本書
中選取部分有關子鼠的謎語，供大家鑒
賞，一起在愉快的猜謎活動中同慶庚子
鼠年吉祥和美。
1、米老鼠（打一字）
2、鼠年生人（打一字）
3、 雙鼠專賣（打一中國故事影片

名）
4、鼠年奇瑞（打一中藥名）
5、老鼠啃木柄（打一干支紀年）
6、鼠年得千金（打一字）
7、滅鼠（打一成語）
8、豬年行鼠運（打一字）
9、 官倉老鼠大如斗（打一二字口
語）
10、審鼠（打一物理名詞）
生肖謎語趣味無窮，節假日或慶典活

動時猜一猜，益智怡情，快樂多多。
〔謎底揭曉：籽、仔、二子開店、車前子、
丙子、好、子虛烏有、孩、貓膩、質子〕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董奉山國家森林公園的建安三神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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