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低头的暗香
在深夜的右侧
是我把你秀美的内质
清冽地吻在红唇之上
暗香是古怪的行者

走在白水里
却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
然后静默着走近身心悠扬
淡淡的芬芳
衬着生的鹅黄
水光浮动
交变着绿的清凉
我的鼻息
丝丝屡屡
缠绕着一片山林的模样
我仿佛看到山月赠你华裳

一遍遍地冲泡
慢慢听到了云对你的幽默
呵呵，你是铁观音
我变成了桂花香

2014年11月8日 星期六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禹 华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喜子岔开话说：“小安子，你
说这桥像不像中国侗族人的风雨
桥？那风雨桥建得好的，比这漂亮
多了。这座老桥还有一个典故，你
知道吗？”

谢湘安说：“知道。但丁遇见
他的恋人贝亚特丽采，就在这座
桥上。那时但丁才九岁呢，只看了
那么一眼，一爱就爱了一辈子。”

喜子说：“九岁的孩子能知
道什么？那应该不是爱情，是被贝
亚特丽采的美震骇住了，但丁是
把美理解成了爱。”

谢湘安说：“美才能爱呀。我
要是九岁时遇到你，你那时多年
轻，我一定也会爱上你。”

喜子笑着说：“年轻才美。我
老了，年轻时不美，老了更不美。”

谢湘安说：“你永远年轻，永
远美。”

喜子想到谢湘安九岁时，自
己十八九岁，正是最好的年纪。那
时对爱情完全懵懵懂懂，连孙离
都还没认识。现在，儿子亦赤都快
二十岁了，自己怎么会不老？她望
着谢湘安，那是多么年轻的一张
脸啊，咧嘴一笑，还是满脸的孩子
气呢。那浓浓的眉毛，挺直的鼻

子，下巴上隐隐的胡茬，清亮的眼
神，会让多少少女迷恋。喜子突然
觉得自己的荒诞。她仿佛占有了
一件不属于自己的宝物，又爱又
喜又怕。

喜子心里正千回百转，谢湘
安却只有一派柔情。他紧紧搂着
喜子，把脸埋在喜子头发里，轻声
说：“你就是我的贝亚特丽采，我
会爱你一辈子。”

…………
酒店的小木屋一座座散落

在绿草坪上，外表看上去古朴笨
拙，里面的设施却是现代化的。下
面一层是客厅和厨房，上面两间
卧室，也带一个小客厅，最适合家
庭旅游居住。夜里，喜子任由谢湘
安紧紧地拥抱着爱抚，百依百顺
地听从他激情澎湃。

“饶恕我，饶恕我。”平静下
来的时候，喜子突然泣不成声。她
心里恍惚着，不知道这句话到底
是对小安子说的，还是对孙离说
的。

两人彻夜未眠，一会儿拥抱
着亲吻，一会儿背靠背想心事。

喜子到底没有接受谢湘安
买的那块浪琴表。喜子给谢湘安

买的那块宝玑表，他却高高兴兴
接受了。他马上把手表戴上，说：

“喜子，我说过的，只要是你给我
的，我都接受，只要我活着，我会
永远保留在我的生命里。可是，你
如果要拿走，你就拿，你把我的心
拿去我都给你。我的心，我早就给
你了，你摸摸看，我胸腔里是不是
空的？我的心在你那里呀。”

喜子原先听谢湘安说这些
话，人轻得就像要飘起来。可她现
在听着，心里却灌了铅似的沉重。
喜子打定主意，不能再这样下去，
一定要和小安子分手。她想在回
国以前，就把这话说出来。

谢湘安隐约看出她的心思
了，胸口钝刀捅着似的痛。他原先
就答应过喜子，他会尊重她的感
受，会好好地听她的话。那时，他
还一心沉浸在爱的喜悦中。他曾
拉着喜子的手，笑着说：“我的大
人，生杀予夺，一切在你。你就是
我的天，我的神。”

谢湘安从喜子给孙离买手
表时起，就知道自己要失去这个
女人了。她夜里哭泣着喊“饶恕
我”，那是对老天的忏悔吗？

喜子并没有把话点穿，谢湘

安感觉自己就像等着宣判死刑的
犯人，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他成
天失魂落魄，却更怕看到喜子伤
心。他嘱咐自己要像个男子汉把
一切都担着，不能再增加喜子的
痛苦。

忧伤让谢湘安变得沉静了，
天空的一片云他能望上半天。他
们在法国的安纳西小镇停留了一

天，两个人离开团队自由游荡。太
阳快下山了，谢湘安牵着喜子到
安纳西湖畔。夕阳照耀下，阿尔卑
斯山顶的积雪金光闪闪，就像被
火烧红了。湖边绿树参天，天鹅安
闲地浮在水面，人都是无忧无虑
的样子。

谢湘安紧紧地牵着喜子，指
给她看各处的美景。他只想把最
美好的印象，尽可能多地留在喜
子心里。谢湘安柔和地笑着，脸色
却是苍白的，喜子看在眼里，心都
碎了。

九
孙离才上二楼，就听得狂暴

的音乐声。他这才想起，今天是星
期五，亦赤回来了。他开门进屋，
音乐更是震耳欲聋。推开亦赤的
房门，见他正闭着眼睛，坐在书桌
前摇头晃脑。“声音小点行吗？”孙
离大喊。亦赤好像没听见，继续摇
着脑袋。

“房子要震垮了！”孙离吼了
起来。

亦赤回头瞟了一眼，啪地关
了音乐。

孙离这才轻言细语说：“亦
赤，我跟你讲过多少回了，邻居都

有意见。你爱听音乐，你就自己戴
耳机听。”

亦赤不答话，随意翻着手里
的书。

孙离又问：“亦赤，你可以把
诗给爸爸看看吗？”

亦赤笑笑，说：“免了吧，我
的诗你是看不懂的。”

孙离说：“别小看你爸爸，他
也是个作家，名气不大不小。”

亦赤摇着头，看着手里的书。
孙离看了看亦赤手里的书，居然是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你在准备高考，没必要看
这种书吧。”孙离不忍心讲亦赤看
书太好高骛远，只问，“回来看见
妈妈了吗？你吃了晚饭吗？”

亦赤说：“管好你自己的事
吧，大作家！”

孙离伤心地说：“亦赤，我好
几年没听你喊一句爸爸了。”

“不喊爸爸你也是我的爸爸
呀，喊了你爸爸又如何呢？”

“儿子，你怎么变得越来越
冷漠？爸爸妈妈把你看成宝贝似
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老大，你不是准备讲我是
你们爱情的结晶吧？没那么崇高！

那种事儿，动物叫作交配，人类叫
作做爱。做爱是你们自己做爱，跟
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你们
做爱的副产品，说不定还是你们
避孕失败的结果。”亦赤无所谓地
笑着。

孙离听得两耳嗡嗡叫，气血
冲顶，朝儿子扇了一耳光。亦赤头
都没有偏一下，脸上仍有一丝冷
冷的笑意，语气一点都没变，说：

“说对了是吧？说得你难堪了是
吧？你们就是虚伪，什么无聊的事
都能找出高尚的意义。”

孙离气得胸闷，半天才说：
“你真是个冷血动物啊！父母从
小把你带大，哪怕养一条狗也养
亲了。”亦赤回头望着孙离，目光
直直地像两根棍子捅过来，说：

“你们生了我就得教养我，这是
法律赋予你们的责任。我知道你
想说要我感恩。抱歉，我对你们
没什么恩可感的。不是我自己要
到这个世界来，是你们莫名其妙
把我带来的。但是请你们放心，
你们老了我会赡养你们的，我一
定尽法律义务。我会是
个守法公民，但你别同
我谈崇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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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洛阳的秋
阮小籍

秋分、寒露、霜降，秋，深了又深，再深，就是立冬
和小雪了。

周作人说，最喜欢雨天的第一是小孩们，因为可
以成群结队地“蹚河”；第二便是蛤蟆。洛阳新区多
水，蛙声很少听到，但小桥流水、烟雨迷蒙，很是有几
分江南的韵致。

一个人，燃一支烟、撑一把伞，沿开元路往西，经
王城大道向北，顺古城路右拐，经过桃花庄园，眨眼
的工夫就到隋唐遗址公园了。落雨的日子里，很喜
欢一个人在这里什么都不想，也什么都想，滴翠湖
畔、野趣园边，残荷可听雨、鸟鸣人更幽。寂天寞地
间，我，就是那不早朝的君王，一切的花花草草、一切
的翠竹鸣禽，便都是我的臣民了。

大才女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里
说：“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延亘十余
里。”当年，李老先生想必就是站在如今的滴翠湖边
北望的。

大唐盛世、东都洛阳，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
咱洛阳的一个老乡，在苏州打工的时候，很想念

家乡，说，天上的大雁啊，何时才能把我的思念捎回
家乡呢？他叫王湾，一句“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清绝迷茫，打湿了多少洛阳人的青衫；有个山西人，
在南京做县令，有朋友要回洛阳，他说，你给洛阳的
哥们儿带个话，咱们的感情冰清玉洁，那可是钢钢
的，他叫王昌龄，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简直是神来之笔，温暖了多少洛阳人的心坎；
还有个叫韦庄的陕西人，在咱洛阳生活了几年，后来

四处流浪，一辈子念念不忘洛阳的好，一句“洛阳城
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黯然销魂，憔悴了多少洛
阳人的思念。

在隋唐城遗址，洛阳的秋色是厚重的，厚重里又
不失清灵，有绝句的规整，更有律诗的洒脱。

从公园出来，穿过宜人路，经开元路，沿龙门大
道一直南行，也就30分钟的车程，就到龙门了。

青山两岸，伊水中流，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
洛阳的秋色，当然以龙门为最了。对于土生土长的
洛阳人而言，难免会相习而相忘，说不出龙门的美
来。今生最忆是江南的白居易，晚年竟选择了龙门
的东山，足见龙门风光的旖旎，乐天先生这样描写龙
门的秋色：

“东岸菊丛西岸柳，柳阴烟合菊花开。一条秋水
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舫回。”

千年之后，秋雨之中，从香山寺下西望，依旧如烟
的还是唐朝的那抹柳色，依旧如玉的还是唐朝的那泓
秋水，依旧淡定的还是卢舍那大佛的微笑，遥想当年，
乐天先生就是在这里“俯视游鱼，仰数浮云”的。我非
乐天，自然不知道乐天之乐，乐天非我，又怎知我之乐？

龙门不墨千秋画，伊水无弦万古琴，欣赏龙门之
美，宜淡雾的清晨、宜落日的黄昏、宜飞雪的冬季、宜
飘雨的秋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当然，
也可以什么都不。

半卷纱帘望故园，别后经年几度寒，每每在我最
开心的时候，抑或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常常独自一
人，东山西望，卢舍那大佛仿佛慈祥的母亲，对我说，

一切的一切你都会拥有，一切的一切也都会过去。
龙门山水间，洛阳的秋色是雅致的，工笔刻佛、

写意山水，如墨又如画。
闲爱孤云静爱僧，在洛阳的秋日里，白马寺你也

是一定要去的。山是邙山、水是洛水，山南水北间，
白马寺大德高僧在等你停下匆忙的脚步。不必刻意
地去烧香许愿，一瓢洛河水、一支邙山菊，半壶秋水
荐黄花，佛已经很开心了。墙外是310国道的万丈红
尘，墙内是青灯黄卷的无限清凉，放下贪嗔痴，清净
自在心，还有什么是自己不能释怀的？少年时喜欢
白马寺的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仅仅是觉得好玩，到
如今四十渐近，人到中年，依旧放不下的还是白马寺
的晨钟悠扬、暮鼓低回，但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了。仿佛明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的：“少年读书，
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
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白马
寺这本书，中年再读，竟有了秋天的味道。

不为参禅到古刹，因了这千年的白马寺，洛阳的
秋色，就平添了几分通达和圆融。

依旧记得父亲星期天带我去白马寺的情景，那时
我大概七八岁，骑骑寺院门前的石马，你就会成为厉害
的唐僧，让大本事的孙悟空也乖乖听你的话；站在齐云
塔前拍拍手，塔顶会传出一连串的蛙声，据说听了塔里
的“青蛙叫”，小孩子都能考上青蛙（清华）大学……

最忆青春眉黛浅，其实心底已苍凉，想起了宋人
章良能的《小重山》：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唯有
少年心。

随笔

萝卜的味道
王吴军

也许是因为萝卜去了皮之后莹白如
玉，于是，就有人美其名曰“琼瑶一片”。
这“琼瑶一片”四个字真是好，尤其是用
来形容萝卜的质地，真是生动。

《御香缥缈录》这本书中说，要说起
来，“萝卜这样东西，原是没有资格可以
混入御膳中来的……后来不知怎样，竟
为太后自己想了起来，她就吩咐监管御
膳房的太监去弄些来尝新。”在《御香缥
缈录》这本书中，详细记述了清朝的慈禧
太后喜欢吃萝卜的事情。慈禧是一位美
食家，但是，她在遍尝奇珍异味后，却喜
欢吃普通的萝卜。

其实，萝卜虽然不是豪华富贵的食
品，然而有时离了它，却是难以成席的。

我也喜欢吃萝卜，尤其在深秋时节，
萝卜的味道不仅甜而脆嫩，而且汁液也
多，真是熟食甘似芋，生吃脆如梨，故乡
有“十月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说是十月
吃萝卜，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还能预防疾
病，强身健体。

那日翻书，看到了一个和萝卜有关
的故事，说是当年武则天称帝后，因为她
治国有方，天下太平，竟然出现了“麦生
三头，谷长双穗”的喜人景象，现在想想，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的。不过，有一年秋
天，洛阳东关的一片菜地里，却忽然长出
了一颗特大的萝卜，有三尺多长，上端青
碧，下端素白，人们视为奇物，就喜滋滋地
把它进贡给女皇武则天。女皇一见，圣心
大悦，传旨命厨师以此萝卜为原料，做一
道菜。厨师大概深知用萝卜做不出什么
好菜，很为难，但是女皇有令，他们不敢违
抗。所以，厨师只好各自都使出了浑身解
数，对萝卜进行了精雕细琢，切成了均匀
的细丝，并配以山珍海味，制成一道羹
汤。武则天一尝，鲜美可口，味道独特，大
有燕窝的风味，遂赐名“假燕窝”。

从此，王公和皇亲设宴待客时，都喜
欢用萝卜为原料做菜，于是，原本平民化
的萝卜登上了豪门的大雅之堂。

我觉得萝卜是一种很好的保健食
品，果然，在清朝吴其浚的《植物名实考》
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里生动地描述了
北京的“心里美”萝卜，说是“冬飚撼壁，围
炉永夜，煤焰触窗，口鼻炱黑。忽闻门外
有‘萝卜赛梨’者，无论贫富髦雅，奔走购
之，唯恐其越街过巷也。”吴其浚在北京做
官时，晚上总要出来买些萝卜，他说“心里
美”萝卜是“琼瑶一片，嚼如冷雪，齿鸣未
已，众热俱平”。这话真是说得非常诱人，
让人真的想拿着萝卜大快朵颐一番。

据说，大画家丰子恺对于青菜萝卜
和粗茶淡饭之类也情有独钟。有一次，
丰子恺在吃萝卜时，他跟子女们讲了萝
卜的许多好处，说萝卜富于营养，且可药
用，能防病，并引用了一句谚语：“萝卜出
了地，郎中没生意。”

作家汪曾祺会做味道独特的“拌萝
卜丝”，他用南方的小红水萝卜（也叫扬
花萝卜），连皮切成细丝，加糖后略腌，然
后装盘，浇以酱油、香油和醋，美味的拌
萝卜丝就做成了。汪曾祺认为，若是加
入少量海蜇皮丝同拌，味道更佳。

听苏州的朋友说，苏州有一种萝卜
经盐渍后，取名叫“春不老”，脆嫩香美，
淡淡的咸味中透出绵绵的甜味和鲜味，
遥远的古代，古寺里的僧人喜欢拿这种
萝卜来敬客佐茶，是极佳的茶点。这种
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文人邓拓当年去苏州灵岩山游览
时，寺中的高僧妙真曾用“春不老”萝卜
招待他，邓拓品尝后赞不绝口，若干年
后，他依然感到余味难尽，后来，邓拓就
将“春不老”这种萝卜写进了他的《燕山
夜话》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要说起来，萝卜这东西虽然普通，却
是难得的食用佳品，它就如生活中质朴
的伴侣，总是在宁静的岁月里洋溢着温
馨的气息。

萝卜的味道是美好的，品尝萝卜，总
是让人感受到平淡中的美好和生动。

阅汉堂记

瑞兽席镇
张健莹

乍看，这是块石头。再看，是
个石雕，雕的是非狮非虎又似狮
似虎的瑞兽。细看，瑞兽身上有
完整的一层包浆，是有些年头的
老物件了。后来又见到一块同样
的石头，雕着一只青蛙，肚子鼓鼓
的，似要发出呱呱的叫声，很是生
动。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石雕？是
艺术品还是使用器？

原来这石雕叫席镇。汉代时
候，人是席地而坐的，宫廷里的皇
上、达官贵人也是一样，铺在地上
的席，要固定位置，就有了这样的
压着席的四角的物件。席镇有铜
制鎏金的，也有错金错银的，席镇
的形象也多是瑞兽，想来，取其瑞
兽造型，是要镇住蛇蝎毒虫的侵
害，保护主人的安全。鎏金的错
银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的，
石雕的可能造价低廉，一般人家
都能使用吧。

汉代还没有城市的商业活
动，集市总是有的，是否是卖席的
兼卖席镇？还是各卖各的？总是
卖席的捎带着卖席镇的可能大
些。

连一个压席子的物件也要鎏
金错银，也要有各种造型。还要
讲究瑞兽形象，先祖们的生活多
么注重细节多么注重品位。

比起当前我们的生活，总觉得
也许现代化了很多，方便实惠了很
多，可是也总是丢失了不少，丢失的
是什么？可能有审美的情趣，有生
活的乐趣，有细腻的体会和感动。

新书架

《知行合一王阳明》
杜可

在蛮荒的龙场，王阳明悟出了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人人皆有
良知。而在血腥的沙场和险恶的朝
堂，让龙场悟道实际发挥作用的，是
知行合一，即遵循内心的良知，便能
达到宁静于内、无敌于外的境界。

如果心学是圣贤功夫，那么知行
合一则是俗世智慧。知行合一并非
得自顿悟，而是在磨难中不断反思、
修炼，最终砥砺出的生命境界。

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
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
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

问津的落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
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内心的
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
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
明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
寇。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
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三十五天
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凭借知行合一
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
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

本书通过讲述王阳明的辉煌传
奇，为您剖析知行合一的无边威力。

暗香
韩凤平

知味

西安“葫芦头”
竹缃素

西安的“葫芦头”之所以闻名天下，源于它颇为
传奇的历史典故。据说，在唐高宗年间，有位姓胡的
小贩和他的妻子，在长安大街开了一家“杂羔店”，卖
猪大肠为主料的各种猪杂碎。有一天傍晚，药王孙
思邈采药归来，途经此处，又累又饿，就入店点了一
碗“煎白肠”充饥。店家人很朴实，见孙思邈一脸倦
容，就赠送一碗杂碎汤，给他暖身子。孙思邈尝过之
后，发觉汤汁和大肠，都很腥味油腻，根本无法下咽，
询问过之后，发现店家在烹饪方法上有误。于是，孙
思邈就从自己携带的药葫芦里找出“西大香，上元
桂，江阴椒”等芳香健胃、去腥去腻的药物配了一副

“八珍汤”，连同药葫芦一起赠予店家。店主将这些
香料、药物放入锅中，“煎白肠”的芳香四溢街头，甘
美的气息诱惑着路人，兼具养身的效果也一度成为
京都美谈。店家为了感谢药王的恩德，遂将“煎白
肠”改名为“葫芦头”。

朋友说，“葫芦头”在制作上，首先要对猪大肠和
猪肚除腥去腻，清洗干净后，一定要把它们翻过来用
盐揉搓内壁数次，再在醋水里浸泡大约半小时，等腥
味去除了，再翻过来一手捏住肠头，一手捏住肠尾，
把外壁上的黏液、附着物都刮洗干净。这时入水煮
熟，切成丝片状备用。其次是要把馍饼掰成小块置
入碗中，浇上已煮好的猪骨汤。朋友说，这碗猪骨汤
可不是普通的猪骨汤，它是用了孙思邈的配方，把猪
大骨敲碎了熬煮的，所以，蕴含了猪骨髓的柔嫩与精
华。最后在饼上铺上切好的猪大肠、猪肚，也可以根

据个性喜好加入鸡肉，鱿鱼等。吃之前撒少许香菜、
蒜苗丝、辣子，一碗色香味俱美的“葫芦头”就做成了

“葫芦头”的味道醇美，汤汁肥而不腻，温润甘
滑。当服务员把“葫芦头”端上桌，浓郁的肉香扑面
而来，切好的猪大肠、猪肚有条不紊地摆在面饼上
面，翠绿的香菜，猩红的辣椒也盘踞碗中，散发出一
种诱人的色彩纷呈。拌匀之后，轻咬一口，猪大肠的
韧劲配合汤汁的温润，顿时口齿生暖，回味而来却又
是淡淡的药草香，再配上浸过浓汤的面饼，软软糯糯
更是味觉上的锦上添花。据说，当年还有好事者专
门做了一首诗赞美“葫芦头”味道的甘美，“肉如玉环
汤似浆，五味和中适口尝。辣油红润晶如珠，腥味尽
除满口香”，不可不谓一段佳话。

秋日微凉的傍晚，漫步于古城的街头，品尝一碗
跨越了千年的“葫芦头”，身心俱暖，就如同进行了一
场灵魂与味觉的幸福穿越！

博古斋

阿凡提的“国籍”
王道清

阿凡提是一位响当当的“国际人物”。他不仅
在我国出名，而且在伊朗、阿塞拜疆、土耳其乃至
广大的阿拉伯世界，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他的轶事
趣闻。他的全名叫朱哈·纳斯尔丁·阿凡提，只是在
我国，人们称他为阿凡提，而阿拉伯人则叫他朱
哈；伊朗、阿塞拜疆又多以纳斯尔丁名之。

朱哈·纳斯尔丁·阿凡提是哪国人？生活在什么
时代？说法不一，很难考证。

从阿拉伯国家出版的《朱哈轶事》来看，他的

家乡在土耳其的苏尤里谢希尔，但是在著名的阿拉
伯文辞源《蒙吉德》内，又说他是伊拉克的库法
人。在我国，几乎大家都已认定他是维吾尔族人。

各地流传的朱哈·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相
传并不一样。我国作品中的阿凡提，是各种优秀品
质的化身，而在阿拉伯文的故事里，却有不少反映
他的贪婪和笨拙。

阿凡提一词，是个希腊词，表示一种荣誉，受
人尊敬的称号。到了本世纪，埃及、伊拉克等国的
城市居民中，沿用阿凡提称呼的仍很广泛，小学
生叫他们的校长、老师，往往称某某阿凡提，亦即

“先生”之意。

大漠之花（国画） 陈忠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