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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時節，萬木葱蘢。偷閒再訪桂林。東道
主問：「這次想看哪兒？」我道：「去納兌吧，
可能會有別樣收穫。」對方笑答：「好嘞，我陪
馬老師去體驗一把『過山瑤』！」
何為「過山瑤」？舊社會瑤民不堪當政者欺
凌，躲進大山過起遊耕遊居生活，被稱為「過山
瑤」，雖如今早已定居，此稱謂卻流傳至今。納
兌瑤寨，地處桂林荔浦唯一的瑤族鄉——蒲
蘆。陪同者說，荔浦是漢、壯、瑤、苗等多民族
群居的古邑，現有瑤民6萬餘人，他們在瑤族支
系中屬於盤瑤，以盤瓠為本族始祖，盤王節是最
隆重民族節日。蒲蘆瑤人散居全鄉9村48屯，有
馮、李、盤、黃、鄧等姓。他們勤勞強悍，今以
耕種山地為生，主產玉米、山芋、紅薯、木薯，
解放後才試種水稻。
從荔浦市區驅車西行，很快駛上盤山公路，

鑽進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滿目蓊蓊鬱鬱、綠靜
春深氣象。司機挺健談，說瑤族是中國最古老、
最長壽少數民族之一，分佈在桂、粵、湘、黔等
地，全國現有瑤族280萬人。納兌是蒲蘆鄉保存
最好的瑤族屯落，2014年被國家民委評為中國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他們自認是盤瑤「東方九
黎」分支。
汽車開上600米半山腰，目的地——納兌到
了。別具風采的瑤族寨門極富特色。我們沿坡上
行，哇！這是一個三面環山、風光幽美的村寨，
薄荷樣空氣特別清新，給我第一印象是「數株溪
柳翠鳥飛，清風依依山色新」。陪同者道，古代
這裡是野獸出沒的荒山野嶺，清同治年間瑤族兄
弟才從湖南千家峒一帶遷徙於此，見這裡環境美
風水好，就扎根落戶，才有了納兌屯。我問「納
兌」二字何解？他答：「這裡地處深山，過去出
行非常困難，瑤民叫它『難退』，時間長了，變
成諧音『納兌』了！」司機笑道：「不過今非昔
比，您看，如今水泥路從市裡直通蒲蘆，汽車直
達納兌，早不『難退』嘍！」
初夏的瑤鄉像一幅美麗畫卷，密林翠竹掩映
繁花，樹叢掠過清脆鳥鳴，屯子巧借山形、善用
水勢，極好地保護了生態。一幢幢粉牆黛瓦、造
型別致的瑤族民居在青巒環抱中別具風姿。廣播
裡傳來悠揚歌聲：「美麗的蒲蘆瑤鄉，風吹竹林
沙沙響，山歌悠悠水蕩漾，鄉情好比米酒
香……」據介紹，納兌有300多人，因為耕田在

外邊，不少人在外建了新房，如今寨裡人不是很
多。我們隨意漫遊，村落很乾淨很安靜。瑤人也
很熱情，路見幾位婦女，她們點頭示意，顯得淳
樸而友好。
瑤族婦女頭飾很講究，戴三條弧形大銀釵，

兩頭上翹，再蒙上帶有紅纓絡的深色帽子，風格
獨特、色彩絢麗；或用紅布盤成大包頭，俗稱
「包頭瑤」，有兩三斤重呢！服飾上他們崇尚
「衣斑斕布」：女子上穿深色圓領開襟短衣、以
帶繫腰，下着裙子或長褲，衣領袖和褲腳繡有漂
亮的彩色圖案，年輕女子則愛穿瑤家手工縫製的
大紅上衣。男子上身左衽短衣、布帶束腰，下穿
白色燈籠褲，謂「白褲瑤」，這裝束便於爬山和
狩獵。過去瑤族男女都留長髮，盤結頭頂，稱
「椎髻」，如今男子已不留髮。歷史上他們「跣
足不履」，現在則穿上厚底翹頭的龍頭鞋和青布
鞋，年輕人大都漢化了。
村民說，如果您農曆十月十六蒞臨納兌，就

能觀賞喜慶歡騰的盤王節了。盤王節是祭祀、追
念先祖盤王功德、歡慶豐收的節日。這天全屯人
都穿上節日盛裝，殺雞宰鴨、載歌載舞，一派
「萬壑歡歌頌盤王，千家舉杯慶豐收」景象。在
嗩吶演奏下，人們跳《盤王舞》、《打獵舞》、
《捉龜舞》、《出兵收兵舞》，吟唱表現瑤族神
話和人文歷史的長詩《盤王大歌》，山寨呈現火
樹銀花不夜天。
我們巧遇一場「過山瑤」婚禮。兩位新人均

為蒲蘆鄉人，年初因「耍歌堂」（對歌）結識，
男子開始猛追，依瑤族風俗攜一公一母兩隻雞到
女方家提親，雙方八字相對，姑娘家長應允了；
隔天再來正式定親，又帶一公一母兩隻雞。兩家
開始籌備婚禮。婚禮前夜，姑娘家主要親友齊聚
一堂，男方要送來酒菜款待，新娘則由母親和伴
娘陪同梳妝打扮。
翌日一早，新娘由阿哥背出娘家，伴娘手撐

紅傘緊挨新娘，送親隊伍到新郎家村口停下，點
響鞭炮，恭候多時的男方迎親隊伍吹起嗩吶敲鑼
打鼓行「接親禮」，奉上紅包，將新娘和「親家
客」一行迎進家門。眾人直接入席喝喜酒。男方
家用「十二大碗」款待「親家客」，新郎親友男
陪男、女陪女，大碗喝酒吃肉，大有對方不醉不
罷休之勢。菜餚全為綠色純天然，自種的瓜果、
青菜、竹筍、蘑菇、木耳及豆腐、米糕、糍粑

等，葷菜有自製的臘肉、燻肉、酢肉和瑤族特產
「鳥酢」，雙方親友大碗喝酒，喝的是自釀的甜
酒，當然也少不了瑤寨「打油茶」。
酒足飯飽後雙方親友圍坐一旁，舉行拜堂儀

式。儀式與漢族相似，新娘頭蒙紅蓋頭，拜天
地、拜高堂、入「洞房」。雙方親友則圍着「火
塘」開啟「耍歌堂」，年輕男女可趁此良辰物色
意中人，對歌一直持續到天亮。翌日一早，兩位
新人須向父母請安、伺候洗漱，長輩要發紅包。
早餐後主客雙方再喝「認親茶」，兩位新人通過
敬茶互認雙方親友，長輩用完茶要將紅包和茶杯
同時放進茶盤。茶敘完畢，「親家客」要返程
了，新郎家再出動隊伍，吹吹打打將貴客送回村
口，兩天的「過山瑤」婚禮才算圓滿……我看
瑤家婚禮頗具特色，熱烈而不乏情調，彰顯人文
關懷！
採訪得知，荔浦市委書記陳代昌、市長李玉

清近年來多次深入蒲蘆調研，幫助解決瑤鄉發展
的具體困難，使擁有獨特自然景觀、風土人情和
15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的蒲蘆鄉成為荔浦乃至桂
林新型城鎮化建設新樣板。隨着荔浦經濟社會飛
速發展，原本「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瑤鄉已經華
麗轉身，我見許多臨街建築做了醒目的瑤族風情
立面改造，新建了瑤鄉民族文化廣場、民族文化
陳列館、瑤鄉廣播電視發射塔、瑤鄉烈士陵園和
濱江路、瑤鄉客運站、旅遊星級WC等設施，一
個宜居宜遊宜業、凸顯瑤鄉文化的新蒲蘆正漸入
佳境。包括納兌瑤寨探秘、民族風情展示園、特
色生態農業觀光、森林徒步探險和瑤鄉特色美食
等等旅遊項目，正成為荔浦市和大桂林旅遊圈一
個新亮點！
當天，東道主陪我重遊蒲蘆境內的廣西著名

景點——天河瀑布。40歲的導遊恰好是一名來
自納兌屯的瑤族村姑，她一路如數家珍講解天河
景區自然景觀，還不時唱起瑤族民歌，使遊覽更
具韻致。臨別，我送她一首小詩留念——

靚麗蒲蘆多姿色，
青巒深處藏天河。
導遊恰是納兌女，
瑤鄉美景入新歌！

話說原籍西班牙屬尼德蘭（今
比利時）畫家楊．范艾克（Jan
Van Eyck）由1390年活至1441
年就被譽為「阿爾卑斯山以北最
偉大的畫家」，乃尼德蘭畫派
（Flemish Paintings）及北方文藝
復興（Northern Renaissance）的
重要人物，此派畫家相對於意大
利文藝復興期之畫家更注重細
節，此所以畫作具有質感（tex-
ture）。
有很多藝術史家俱認為，他乃

以油彩作畫第一人，有少數藝評
家認為，油彩雖非他所發明，而
其油畫早已畫得很好，名氣與畫
作推動其油畫，他為當時統治者
畫畫而受賞識，受歐洲地方所尊
崇，派往代表勃艮第（Burgun-
dy）公國任外交官，尼德蘭另一
畫家彼得．魯賓斯（Peter Paul
Rubens）既為宮廷畫師，亦為外
交官，比之楊．范艾克要遲百多
年。
《阿爾諾非尼夫婦》為已知西

洋畫之中，最早使用油彩畫成的
兩幅畫之一，另一幅是楊．范艾
克與他兄弟合作所畫，鑽研古羅
馬畫作，通過摹仿繪畫大師作品
來提高繪畫技巧，以前西洋畫俱
以「蛋彩」（egg tempera）繪
畫在木板或直接畫在牆壁上，天
花上的「濕壁畫」（Fresco）最
著名應為米開蘭基羅（Michel-
angelo） 的 《西斯汀教堂》
（Sistine Chapel）天花畫，透過
油彩，楊．范艾克讓畫面光彩潤
澤，顏色豐滿而有深度；此畫採
用大量象徵手法，影響不少象徵
主義畫家，大膽創新雙人全身畫
像。
他所作之另一創新當中包括畫

像尺寸，以前的肖像畫都是半身
的，就是雙肖像，也是男女各一

幅，然後掛放在一起，此幅卻為
全身畫像，兩主角同時在同一畫
框出現，兩人有所互動，女的右
手放在男的左手上，當時非常革
新。
以前肖像畫俱一個人端坐，背

景通常為單一顏色，達芬奇
（Leonardo da Vinci）在蒙娜麗
莎（Mona Lisa）背後，畫有虛
構之風景，那已是70年後，即
1503年的事，一幅肖像畫將人物
放在現實室內環境，因而藝術史
家有此說法，此為史上第一幅
《日常風俗畫》（first genre
painting）。
此畫手法及意象等對後來很多

畫家俱有一定影響，當中包括西
班牙畫家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 zquez）：他的《宮女》
（Las Meninas）就有一面鏡子，
觀看者遂可模模糊糊地看到當時
的西班牙皇帝與皇后，影響所
及，才出現英國現代畫家大衛鶴
尼（David Hockney），以及象
徵主義（Symbolism）畫作。
倘若要談論西洋畫之全面歷

史，豈可缺此幅《宮女》呢？
尼德蘭繪畫實乃15及16世紀北
方文藝復興時期之勃艮第
（Burgundy） 及 哈 布 斯 堡
（Hasburg）統治之時的尼德蘭
地區繪畫，以布魯日、根特、
圖爾奈以及布魯塞爾為重鎮，
基本描繪宗教場景及小幅肖像
畫，純粹寫實或神話場景與純
風景畫並不多見，在歷來繪畫
中，精細風景早在16世紀早期
前一般俱作為背景，畫作大多
為板面油畫；就在16世紀至17
世 紀 的 「偶像破壞運動」
（Iconoclasm）之中大量銷毀，
直至如今，僅有數千幅油畫得
以留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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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畫意

清晨，柔風陣陣，路上少行人。偶有幾
聲鳥鳴，不在意，繼續前行，沒走幾步，
突然許多鳥鳴聲匯合進來，嘰嘰喳喳，咭
咭呱呱，有一種音調多次重複的，有不停
變換音長的，鳴聲有急有緩，有方有圓，
滴溜溜、脆生生。抬頭望，枝頭站滿了嫩
黃的小小鳥兒，飛來跳去，稚嫩的鳴叫，
一會商量，一會吵架，一會自言自語。靈
動的身影與天籟之音妙融合，充滿生機與
朝氣，我能想到的，是一個「滿」字。莫
名的歡喜正如水一般溢滿心田。
神奇的大自然在我們目力所及的範圍

內，展現出太多蘊含美好與希望的畫面，
甚至成為一種意象，給予人們感觀上的滿
足、精神上的審美及心靈的熏陶。
不是嗎？作家張曉風《魔季》裡這樣描

述：山容已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絨
絨的蘆花海也退潮了，相思樹是墨綠的，
荷葉桐是淺綠的，新生的竹子是嫩綠的，
剛冒尖的小草是黃綠的。還有那些老樹的
蒼綠，以及藤蘿植物的嫩綠，熙熙攘攘地
擠滿了一山……
滿滿的綠，熱鬧地生動地流淌在字裡行

間，隔着紙張，都能感覺到行在綠意裡，
一片好風光。
綠遍山原白滿川。四季中，春，最讓人

心馳神醉。她慢慢地化去冬寒，帶來溫

暖。風一點點地輕了軟了，直至很軟，將
一切包裹；水，一點點的漲了滿了——
滿，意為「水盈滿」——當水滿漲的時
候，碧波蕩漾，你會覺得這才是水最美好
的模樣；葉子，一點點生了長了，覆滿枝
條，草色青青，密密匝匝，滾滿了坡，滿
目的鮮亮與豐盈！
畫意生詩情。無論多久，我們總能感受

到杜甫經過「千朵萬朵壓枝低」的黃四娘
家時的愉悅陶醉，懂得張先酒後「明日落
紅應滿徑」中惜春的感傷情懷。一樹春風
千萬枝，一絲柳，萬種柔情。一樹春風千
萬枝，折一枝柳，贈君之手，人走，情長
留。眉尖心上的相思與閒愁，何處排遣，
卻見月滿西樓。
很多時候，一個「滿」字，便能準確地

呈現出深厚的情感，豐富的人生，月圓花
好，美景共良辰。
兒時，覺得夜空中的繁星最是讓人愛慕

神往，燈光下的小屋是最溫暖的港灣。其
實，正是黑夜鋪滿了天空，方才顯出星星
的晶瑩透亮；正是父母不計回報的滿滿的
愛，才讓我的童年過得那般悠然自得，無
憂無慮。月圓時分，母親關了燈，就着月
光穿針引線，滿滿清輝帶給人間無限溫柔
寧靜。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句平
白如話，卻流傳千古，年齡越大，越發與

之產生共情，一輪滿月，承載了天底下所
有人真摯的祝願和對美滿幸福的渴求。
人們對生活最基本的期待和滿足，是通

過勞動所得的回報。務農者希望風調雨
順，土地肥沃，收成好，糧滿倉。為商的
盼生意興隆，經營行遍天下，賺得盆滿缽
滿。讀書人寒窗數載不辭苦，只願一朝折
桂，佔得鰲頭，遂了凌雲志。對於情感與
人生亦是如此，每個人的路都不相同，其
中的愛恨悲喜，浮沉榮辱，大起大落，甘
苦盡嘗，無一不是在各種磨難挫折之下不
忘本心，奮勇前行，順境中不驕傲，逆境
裡不退縮，只因心中一直存着那欲為之付
出一切的滿滿的希望與目標。即使未能實
現，一路走來的過程也非常美好且值得尊
重，就像天地之間的各種形態，看似缺
憾，實則是一種優美和諧的圓滿。
滿，有一種特別的寓意，它象徵着圓
滿、充盈、美好、幸福。這點，眼前的大
自然早已給我們作了最好的解答。如能以
大自然為師，不遺餘力，不斷地追求與學
習，認真地對待自己生命中的春夏秋冬，
那麼，人生的每個階段，也定會有春花秋
月的佳景，春華秋實的收成。那該是怎樣
美妙的畫面！這畫面一幅幅累積着，在我
們回首時，徐徐展開來——一個多麼酣暢
淋漓、滿滿噹噹的回憶！

來鴻

從詞看到李叔同已踏向宗教尋求
救國救民的足跡。「化身」為佛教
用語，佛能變化為種種身，故名為
「化身」。佛化身為恒河沙數的色
身，發出巨大無比的聲音，只見眾
多化身的佛陀降臨人世，祥雲繚
繞。並比喻出只要人們有恒心，堅
持正見，都可以成功。此詞配上美
國曲譜《上帝，我靠近你》，可見
李叔同對宗教抱有廣闊視野和認
識。

化身恒河沙數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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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時候，有個女代課老師剛從師範
出來實習，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她的
口頭禪是「你們這一代人」，從講台上望
着我們的那種老氣橫秋的眼神，就像一個
已經抵達沙灘的前浪，在用一種超然的目
光注視着仍在奮力推進的後浪。
多年以後，我逛書市時偶然看到這個老

師，她已經不教書了，成為了書商，正和
幾個相鄰的老闆在店門口支桌子打麻將。
看起來，她和「我們這一代人」並無兩
樣。我不由想起美國社會學家瑪格麗特．
米德提出的代溝概念，人與人有代溝，從
來不是因為年齡，而是從價值觀、文化態
度、審美趣味、生活方式上衡量，只有思
想行為相似的人，才是同代人。也就是
說，理解他人的最大障礙，從來不是前浪
後浪，而是過度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前
浪」或「後浪」的身份進行自我優越，其
實是孟浪。
更確切說，前後浪是一種相輔相成關

係，而不是誰把誰拍在沙灘上。就像20世
紀初的巴黎，25歲的麥道克斯．弗德遇到
了45歲的王爾德，25歲的海明威又遇到了
50歲的麥道克斯．弗德，25歲的塞林格與
50歲的海明威相遇，58歲的海明威對着素
不相識的30歲馬爾克斯揮了揮手，道聲
「再見，朋友」。每當出現新舊接替，如
果「前浪」足夠聰明，就應適時地讓出C
位，後退一步觀察自己。而對於「後浪」
來說，有「前浪」從始至終在前面引領潮
流，探索新的路徑，既為自己樹立了榜
樣，也更容易循「前浪」軌跡走向成功。
思想深邃的「前浪」，也能更好地發現

並理解與「後浪」之間的隱藏關係。1950
年代，英國女詩人伊迪絲．西特維爾以着
裝古怪、處事挑剔聞名，紐約《生活》雜
誌在她訪美期間，有意安排66歲的西特維
爾與27歲的夢露見面。這時的夢露正值人
生最美好的時候，風華絕代，魅力四射，
西特維爾則年老古板，如同嚴謹恪守清規

戒律的修女。《生活》雜誌想看兩股逆向
而行的前後浪，會激盪出怎樣的海嘯。
然而，二人卻彼此相投，夢露以閱讀過

的歐洲文學作品向西特維爾請教，暢談自
己對於世故人情的感受。西特維爾也驚訝
於夢露的豐富閱讀量，喜歡她的直率真
誠，這些特質，強化了二人建立的友誼，
令一心想要看笑話搞個大新聞的娛樂記者
十分失望。西特維爾雖然終生未婚，也不
接觸男人，但她憑着自己的生活經驗，看
到了光鮮背後的隱痛。她把夢露臉上一閃
即逝的愁容，比作是《哈姆雷特》裡投水
而死的女主角奧菲利婭的純真幽靈。準確
地道出了夢露正在經歷的巨大困惑和精神
痛苦。
對於不同的個體而言，前後浪只意味着

不同的年齡階段，就像2017年諾獎得主石
黑一雄說的：「人重要的不是年齡，而是
經歷。有的人活到了一百歲，也沒有經歷
過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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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李潔新

團結同行再出發
序：今日香港，在黑暴、疫情雙重打擊下，正面臨日益緊迫之嚴
峻局面。「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凝聚各界別之力量，護法治，反
「攬炒」，堅守「一國兩制」原則，集思廣益，推動及幫助香港逐
步走出困局，為香港之明天，迸放出一道亮麗之曙光。

香港本是豔陽天，
春光明媚仙境般。
玉宇華樓接碧穹，
福壤鬧市傍海邊。
商貿繁榮賓客滿，
家和富裕日子甜。
安祥親善享自由，
跑馬跳舞日夜歡。
怎料邪風平地起，
亂雲蔽日戮心寒。
屋漏又遇連夜雨，
瘟疫橫虐更苦酸。

容貌憔悴氣疲弱，
店舖慘淡命難延。
黑暴謀亂禍重來，
妄推港島落深淵。
黑雲壓頂城欲摧，
豈能任其逞兇蠻。
要學高聳獅子山，
雨打雷轟腰不彎。
再效太古蒼翠樹，
枝折葉殘復榮鮮。
團結同行再出發，
萬眾一心可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