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 文匯園副
刊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

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

趙素仲作品

中國人愛吃豆腐，由來已久。豆腐算是中國人在食
品深加工上較早的創造。但到底是何時何人所發明，
說法不一，傳得最多是西漢淮南王劉安，發源地就在
安徽淮南市的八公山。歷史以來，「八公山豆腐」一
直是淮南傳統美食的著名品牌。自1990年起，每年9
月15日劉安生日這一天，淮南都舉辦「中國豆腐文
化節」。
八公山，原稱北山，因其所屬諸山位於今壽縣城北
而得名。地處淮北平原與大別山區的過渡地帶，200
餘平方公里，其主峰位於淮南市謝家集區唐山、山王
兩鄉境內。屬大別山餘脈，山勢綿延，一脈疊嶂40
峰。「八公山」之名，與淮南王劉安有關。劉安是漢
高帝之孫，厲王劉長之子，折節下士，篤好神仙黃白
之術，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其中蘇飛、李
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周、晉昌八人才
高，稱之「八公」。劉安與八公在山中著書立說，研
究天象，編制曆法，冶丹煉沙。成語「一人得道，雞
犬升天」，就出自劉安煉丹的傳說。北魏酈道元《水
經注．肥水》載：「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
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
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煉金
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薶金於地，白日升
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升。其所升處，
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
淮南一帶盛產優質大豆，這裏的山民自古就有用山
上珍珠泉水磨出的豆漿作為飲料的習慣。當地的傳說
是這麼講的：一天，劉安在煉丹爐旁喝豆漿，不小心
把豆漿灑到煉丹用的一塊石膏上。不多時，石膏不見
了，液體的豆漿卻變成了一攤白生生、嫩嘟嘟的東
西。嚐後覺得很是美味，劉安連呼「離奇、離奇」。
八公山豆腐初名就叫「黎祁」，蓋「離奇」的諧音
也。民間傳說還有多個版本，難免有牽強附會的嫌
疑。但明朝羅頎在《物原》中提到劉安做豆腐的記
載。明朝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說：「豆腐之
法，始於前漢淮南王劉安。」
山以人而聞名，也是人與自然的一種和諧共生。在
八公山，還有一位比劉安更早、同樣有很多故事流傳
至今的人——楚國春申君（前314-前238），「戰國

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本名黃歇，遊學博聞，善辯。
楚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
君，賜淮北地12縣，為其食邑。此地因陂田富饒，
舟楫便利，逐漸成為楚國貴族卿吏、將佐軍士、工商
庶民聚居之地，楚懷王時，已是商貿往來要津。在春
申君的經營之下，建築、熔鑄、農業等都得到較好發
展。據說，壽春的名字，本意是「為春申君壽」。
把看似不可能的事，辦成了，才算是真本事。
春申君確實有真本事。奉事楚頃襄王時，他辦成了

幾件讓人刮目相看的事。當時，秦昭王根本不把頃襄
王看在眼裏，已命令白起同韓國、魏國一起進攻楚
國，一旦發兵，楚國有滅亡的危險。危機時刻，頃襄
王派黃歇出使秦國，不僅成功說服秦昭王罷兵，還
「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接受盟約返國後，楚王又
派黃歇與太子完到秦國作人質，被扣留數年之久。其
間，頃襄王病重，太子卻不能回楚。春申君施展才
能，不僅設計讓太子完成功返回楚國，居然再次說服
秦王，把他遣送回楚，有驚無險地脫身。
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司馬遷在《史記》中都有繪
聲繪色的描寫。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即以黃歇為
相。春申君既相楚，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輔國持權，助楚國重振雄風，又強大起來。春申
君擔任楚國相達20多年，但楚國面臨一個問題：考
烈王沒有兒子，沒有繼承人。春申君很是擔憂，於是
他廣泛尋找婦人進獻給楚王，希望能夠為楚國生個兒
子，然楚王始終沒有生子。趙國有個叫李園的聽說此
事，便帶着妹妹來到楚國成為春申君的門客，把妹妹
獻給春申君。不久，李園之妹懷了身孕，李園就給妹
妹出主意，教她勸說春申君把自己進獻給楚王。春申
君覺得有理，居然依計而行。不久，李園的妹妹生下
兒子，成為太子，李園的妹妹被封為王后。李園的地
位也急速攀升，開始掌握楚國權力。
隨着權力和地位的攀升，李園準備除掉春申君。幾

年以後，考烈王病重。春申君的一個門客朱英勸說春
申君殺掉李園，春申君卻沒有聽從。公元前238年，
楚考烈王去世，李園搶先進入王宮，在棘門埋伏下刺
客。春申君前去王宮奔喪，在棘門遭李園刺客伏擊，
當即被斬頭。同時，李園派官兵將春申君家人滿門抄

斬。同年，熊悍繼位，是為楚幽王，李園取代黃歇，
被任命為楚國令尹。哀其不幸，怒其失心。即使再有
智慧，位高權重時，照樣容易迷失心智。春風得意之
時，如能保持一份清醒，至為難得，古今同理。當
然，有關這些故事，都賴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敘
述。一直以來，也有不同聲音，可嘆苦無可靠憑據。
功與過、好與壞，經過歲月的洗禮之後，有時候會

變得模糊起來，有些甚至可以分離切割。春申君與劉
安，一個屬戰國，一個在西漢，都是叱咤一時的風雲
人物，都在八公山留下深深印記。然殊途同歸，結局
慘烈，為天下笑。但後世之所以還能記住他們，大體
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做了些有益於社會、
澤被後世的事，很自然地贏得口碑、得到尊崇，不會
泯滅。豆腐早已成為人們日常喜愛的美食，劉安編撰
的《淮南子》，當代仍在研究解讀，整理編定的二十
四節氣，沿用至今。春申君無論是在「淮北12縣食
邑」，還是後來在江東的封地，比如蘇南、上海一
帶，都留下不少功業，以至於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
功的歡慶晚會上，高唱的第一首歌竟是《告慰春申
君》。至於李園，也就立為反面人物了。
2018年冬，在池州見到一位曾任職淮南的領導，

她給我講了一段趣聞：前些年，淮南市修一條馬路，
通到春申君陵園，不知道是有意還是巧合，這條馬路
被命名為「李園路」。據說當時有人提出，怎麼能以
一個傳說中「壞人」的名字命名一條馬路呢？一種解
釋是：正因為是個「壞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之後，
前往八公山拜謁春申君的人們，從此就這樣一直把李
園踩在腳下了。
戰國時期的愛恨情仇，居然在2,000多年後以如此

戲謔的方式了斷。這多少讓人有點堵得慌，一種說不
出的滋味，最後又不得不釋然了。歷史的煙雲，總是
承載着風雨，要廓清其本來面目，談何容易。人有時
候就得認命，還得信邪，並不都能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的。世事雖無常，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過是遲
早之事。這一規律和命定，終歸難以打破。

話說古陶瓷研究專家，故
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學術委
員會委員李輝柄因病於今年
9月20日逝世，享年87歲；
他在1933年生於湖北省沙
市（今屬荊州）），祖籍湖
南省臨澧縣，1950年以前在
沙市上學，1951年在南京軍
事學院學習，1952年任職於
故宮博物院，1965年畢業於
北京電視大學中文系；他曾
任故宮博物院原陳列部副主
任、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
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古陶瓷
研究會副會長、南開大學客
座教授等，享受國務院頒發
的政府特殊津貼。
李輝柄其人治學嚴謹，知

行合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始，跟隨著名古陶瓷研究專
家陳萬里研習古陶瓷，實地
調查全國重要的古陶瓷遺
址，其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對清宮舊藏的官窯瓷器實行
過深入研究，先後發表過調
查報告和專題考證、論述等
方面的文章百餘篇。
他參與撰寫《中國陶瓷

史》中的有關章節，主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
集》中的「晉唐瓷器」卷與
「兩宋瓷器」卷，編輯出版
《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
出版專著有《宋代官窯瓷
器》、《中國瓷器鑑定基
礎》、《青花瓷器鑑定》等
等，在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
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

而他在和平建設時期，態
度兢兢業業，勤政為民，為
我省對外經貿、漁工農業生
產、城鄉建設、民政事業等
貢獻了自己的勤勞和才華，
曾獲「全國民政系統勞動模
範」榮譽稱號；離休之後，
他仍關心國家大事，關注民
政事業發展；就在上世紀五
十年代起，跟從陳萬里研習
陶瓷，調查全國各地的古瓷
窯遺址，對瓷窯的分布、燒
製的品種與歷史、各窯之間
的關係及其時代特徵等進行
排比研究，對故宮博物院中
清宮舊藏的官窯瓷器進行深
入研究，結合窯址考古調查
的實物資料，相互印證，解
決一些清宮珍藏品的窯口與
科學斷代問題。
他先後發表調查報告、考

證、論述文章80多篇，總數
在百萬字以上；上世紀八十
年代以來，他多次參加有關
中國陶瓷的國際學術討論
會；現為中國考古學會理
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會
長，並且受聘為南開大學歷
史系兼職教授。
此後，他根據故宮舊藏瓷

器的特點，對宋代官窯瓷器
作進一步研究，對當前瓷器
鑑定中的經驗進行初步的總
結，即把傳統的只能意會不
能言傳的感性經驗，提升到
理論的高度，加以研究與歸
納，力爭在陶瓷斷代歷史上
找出一些科學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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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研究專家李輝柄逝世

氣勢非凡臥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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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慢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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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畫意

有人抱怨，不久前趁假日出去旅行，本
來是想借這一難得的機會放鬆身心，排遣
鬱悶，沒想到卻適得其反。因景點的人很
多，為了趕時間，爭取多玩幾個地方，每
天的行程就像衝鋒打仗，吃和玩都必須盡
快，一趟下來，沒減壓不說，人反而更煩
躁了。我問，為何不把節奏放慢一點？對
方答，慢了就會落在後面，機會就讓別人
佔去了……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生活明顯加速

了，很多人也自然而然加快了節奏，擔心
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但我發現，不少人其
實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又為什麼要這
樣做，完全是被下意識推動着走，盲目加
速。比如有些人從小送孩子上各種補習
班，並不是有針對性地增強孩子的天賦，
而是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有
些人工作的地方，並不要求加班，但有人
為了顯示自己有「上進心」，想給上司留
下好印象，每天主動留下來加班到深夜才

回家。其他人也隨之效仿，加班文化順勢
形成，這時再想慢也慢不下來了，於是
「社畜」們又不斷抱怨身體彷彿被掏空。
快速思維還體現在方方面面。很多人都

希望成為風口上的豬，比別人更早找到投
資賺錢的風口，創業者也時發豪言壯語，
多久以後要上市，多久做到行業500強。被
譽為「投資之神」的巴菲特說現在的人急
功近利，不願意以累積的方式慢慢變富，
就是對這種全力求快的思維進行批評——
現代人已習慣了用快速思維解決一切問
題，做什麼都絕不肯慢半步，就像一台裝
滿了應用程序的智能手機，如果無法以最
快的速度做出反應，就會被認為是失敗。
有時候，適當把節奏放慢半拍，並不是

慢有多好，而是一味求快，容易把複雜的
事情簡單化，由此步入歧途。減一減速，
放慢下來沉澱自己，端正態度，就容易從
混沌中掙脫出來，把正在做的事情想清
楚。我曾在媒體上看到台北一家小吃店接

受採訪，老闆說準備用三年時間進行過
渡，第一年虧本，第二年保本，第三年才
預計賺錢。因為台北的飲食業高度發達，
競爭激烈，想把一家小店做好，需要時
間。畢竟做不到一上手就駕輕就熟，如果
一開始就注重回報，追求近利，肯定是做
不長久的，所以為了未來考慮，盈利的過
程也必須要比別人慢半拍，以便於打好基
礎，形成長遠規劃。
這就是處世的智慧。世上追求成功的人

很多，獲得滿意結果的人卻很少，背後可
能有着千百種原因，但貪快肯定是失敗原
因之一。
懂得適時降低預期，把節奏放慢，既能

從過程中獲得成長，又有利於把潛力發揮
到極致，成功的幾率無疑也會大得多。所
以在該慢時慢半拍，是一種效率調控，是
為了蓄力達到最高效、最成功的狀態，同
時還能紓緩身心，從不同的速率變化中體
驗到生活的豐富多彩。

晾曬
喜歡陽光，喜歡陽光的味道，喜歡迎
着陽光跑。
今年秋天，一個陽光意暖的日子，我
從一個果園裏撿回來大量的山楂，回來
後和母親一起動手，整理乾淨後把它們
晾曬在陽台上。我要把它們加工成山楂
乾，再加上從集市上買回來的物美價廉
的梨和蘋果，也都加工成果乾。
陽台上一下子熱鬧起來，空氣裏都是
甜絲絲的氣息，我一天幾次去陽台觀
看，不厭其煩地翻動，整個過程收穫的
是無與倫比的快樂和趣味。等到曬乾以
後，把它們熬水加點蜂蜜或者糖，那可
是絕美的純天然飲料，果乾熬水和鮮水
果的味道截然不同，整個冬天裏也因為
有了它們，溫馨甜蜜。
說到晾曬，應該感謝太陽的功勞和風
的幫忙。生活中好多東西都需要晾曬，
稻穀需要晾曬才能打出好米好麵；柴火
經過晾曬，越乾燥越易燃；被褥經過晾
曬後那種氣味，我管它叫陽光的味道。
在一切貌似被動的靜靜的容納和接受之
中，感受到的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存在。
人需要面對複雜的生活，但不能被衣

食住行、金錢往來這樣的物慾左右價值
觀。一旦我們的骨血用以澆灌俗念，心
靈該何去何從？所以，生活本身是不是
也該經常晾曬呢？
人越年長，越喜歡質樸而篤實的情

感，就像我越來越喜歡春花秋月、陽光
與風。猶記那年去西藏，路遇朝聖者並
與之結伴而行，我敬畏和尊重他們的信
仰，着迷老婦臉上淡淡的自然微笑。老
婦頭髮花白，腰背挺直，眼睛明亮，活
到這把年紀，很多人都剩下軀殼，而有
些人會保留一顆優美兼具活力的心。我
等凡俗之人，沒有機會去朝聖、轉山，
那就在陽光明媚之際晾曬心情，拍打心
靈的灰塵；時常排除煩惱就是去掉水
分；時常回味幸福也是採集精華啊。
沒有什麼比真情實意更美好的東西

了，陽光下所有生命結構自帶光芒。我
與陽光如此地情投意合，如躍入大海
般，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浪頭，保持信
任，學會晾曬。
晾曬，能讓心情有溫度，生活有色

度。晾曬利用的是太陽和風，品味生活
靠的是自己！

浮城誌

歌曲名為《我的國》，發表於1906年出版的
《音樂小雜誌》。這一年，是李叔同剛到日本
留學，因清朝自鴉片戰爭起，便簽下眾多喪權
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令部分中國人產生民族自
卑心，清朝在國際上亦飽受外國人的歧視，李
叔同在日本留學亦受到日本人的一些無理規
定，因而，作出此義憤激昂的歌曲。歌曲中的
「赫赫神明種」是指中國人，典故出自中華民
族是炎黃子孫，而炎黃二帝在歷史上相傳為神
祇，此句意思是指中國人有着炎黃二帝的血
統。李叔同發出「二十世紀誰稱雄」的吶喊。
提高國人的自信心，推動國人積極投身救國的
大業中。

為國家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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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篤信「深山藏美景」之說，凡遊
歷山川風光，總是盡可能向山巒深處尋覓
而去，期冀着能看到些山之淺表所看不到
的景致，譬如深山的奇石溝壑洞穴，深山
的澗流飛瀑深潭，自然也包括深山的珍木
異草及神奇的動物，哪怕是與眾不同的小
鳥和昆蟲。
既為深山，尤其是層層疊疊、環環套套

之大山脈，隔離了塵囂，大抵都能自成獨
特境界，自成一格風貌。筆者曾登峨眉，
山下風和日麗，半山則細雨濛濛，及至山
頂，竟然風雪交加也；同樣在歐洲之阿爾
卑斯山，山下秋色爛漫，到了山頂，竟是
一片終年不化之皚皚冰雪世界，神奇的是
穿單薄衣裳置身其間居然無徹骨之寒……
近期我到皖贛丘陵地帶的婺源走了一圈，
無意中發現，這裏連綿起伏的山巒間竟然
也藏有令人驚艷的絕美景觀呢，譬如婺源
北之屏障大鄣山就有一條世所罕見的大峽
谷——臥龍谷。
祖籍婺源的武俠小說大家金庸數年前專

程蒞此，揮毫題鐫「大鄣山臥龍谷」，遂
使這處名勝更帶上幾分仙俠色彩。初，在
入山口一座竹架木構的農家餐廳用餐時，
就聞得潺潺流水聲了，憑欄循聲眺望，於
濃密綠蔭中忽然見到一簇白花花的浪花在
跳躍湧動，再看餐廳的窗外，盡是碧琉璃
樣的澗水在滑瀉，因山岩坡度平緩而顯從
容，那邊濃綠蔭中湧動的浪花則為山勢凸
顯高低落差所致。聽當地的朋友說，山口
的澗水已近尾聲，是匯向了山外的河流之
中，一路逕奔鄱陽湖而去。只有進得山
去，才能真正感受到大峽谷這條「臥龍」

的威勢呢。
於是心嚮往之，急切着想去一睹大峽谷

「臥龍」風采，要進深山峽谷，必得先乘
纜車登臨山梁。乃由朋友導着，取道纜車
站而去。纜車站亦枕着澗流，但坐上纜
車，轉瞬便揖別了水脈，逕投山巒而去。
這纜車線路真是不短，須一波三折，時而
平緩、時而陡峭，大有「躍上葱蘢四百
旋」之氣概，百丈懸崖峭壁就在眼前，滿
坡綠樹翠竹分明腳下。依稀能聽到遠處山
澗的鳴響，卻一時見不着其形跡，果然
「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這才是大景
觀的作派呢。甫下纜車，已然海拔數百米
的高度，但離1,600米的主峰不足一半距離
耳。
這裏應是臥龍谷最佳觀景之地啦，水似

從天上傾倒而來，抬頭處，一掛懸索橋連
接着兩邊的懸崖，幾匹銀簾樣的飛瀑正滾
滾而下，素練迸瀉，惹得珠玉亂濺，那訇
訇然的巨響裏夾雜着水流猛烈撞擊峭岩發
出的金屬聲，便如男女多聲部的大合唱迴
盪於深山峽谷，撼人魂魄，更悅人心神。
朋友讓我們沿着峽谷山道慢慢下山，細細
玩賞。如果依然纜車返程，則境界全失、
味同嚼蠟。想到曩時遊覽許多名山大川，
經常纜車往返，楞是錯過了不少可賞堪品
之景，唯以腳步丈量的風景方是自己的風
景，一部《徐霞客遊記》就是霞仙腳步丈
量出的獨特風景，描述之細膩、體驗之獨
到，古往今來無人可匹，這才是真正的旅
遊。是不是可以說，現代文明愈進步，真
正的旅遊愈退化呢？
感謝大鄣山臥龍谷還有這一段真正的旅

遊讓我們體味，山谷達數公里，且長且寬
且崎嶇，山澗就且大且猛且雄奇，也許我
孤陋寡聞，這麼宏大奇幻的山澗應是頭一
回見着，多半就賴着纜車之類的便捷而失
之交臂，眼下則是零距離親炙啊，我心共
山澗的激動而激動着，直欲與山澗一同奔
瀉，山勢多變，遂使峽谷多變而澗流多
變，或臨數十米高處沖騰而下，或在陡坡
縫隙湧奪而出，或在階梯狀的岩石上一字
兒排開淙淙流淌，或在擋路的巨石上擊出
繽紛的水花，擁裹着水花一路歡歌，自
然，一路也造就了一泓泓清澈見底的水潭
呢，那是山岩相對平坦舒緩處所蓄者，看
似水面平坦，殊不知有的卻是飛瀑之下的
深潭哩，焉知水潭深深深幾許！藍天白雲
在水潭倒影，益使水潭越發明淨可人。見
到如許清水，心不由也清澄起來，像被山
澗沖洗了一遍，想起了杜甫「在山泉水
清，出山泉水濁」和白居易的「何必奔沖
山下去，更添波濤向人間」之詩意，不免
心戚戚焉，眼前這麼清這麼活的山泉山
澗，一旦出了深山，卻是無辜成為濁流、
無端興風作浪，聞道接納皖贛群山水源的
大澤鄱陽湖即將退化成「大草原」，這是
多麼無奈和悲涼的事啊！現如今，犧牲環
保搞所謂的GDP躍進愈演愈烈，有朝一
日，泉水不出山就成了濁流或者乾脆乾涸
絕流，並非聳人聽聞！
大鄣山臥龍谷的浩大山澗在我眼裏與其

說是深山臥龍，不如說是一條奔騰呼嘯的
玉龍，願這條玉龍永生永世奔騰呼嘯着，
靈動活潑着，不要偃臥，更不要萎靡僵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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