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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再
到汉唐以后，咏蝉的诗词可以说
层出不穷。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唐
代文坛的咏蝉“三绝”——虞世南
的《蝉》，骆宾王的《咏蝉》，李商隐
的《蝉》。

虞世南的《蝉》：“垂绥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
秋风。”诗人以蝉居高饮露象征高
洁，以比兴和寄托的手法来表达自
己的情操。“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
风。”古时人认为蝉声的高远是借
助秋风所致，而诗人却指出这是由
于“居高”使然。喻指立身高洁的
人，并不需要权贵的帮助，自能声
名远播。此诗看似写蝉，实则带有
自况的意味，表达出诗人对自身内
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

骆宾王的《咏蝉》：“西陆蝉声
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
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
易 沉 。 无 人 信 高 洁 ，谁 为 表 予
心？”这首诗作于高宗仪凤三年。
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
事触怒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
狱。诗人在狱中听到蝉在日渐萧
瑟的秋日鸣叫，联想到自己此时
的处境，不禁加添了对故园的怀
念。“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此句用比兴的手法说出当时政治
环境的恶劣，和自己仕途的不得

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世人都认为秋蝉高居树上，餐风
露宿，有谁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
呢？自己品性高洁，不为世人了
解，反被诬陷入狱，有谁能为我表
白冰清玉洁的心肠呢？此时此
刻，惟有蝉能为我高唱，也只有我
能为蝉长吟。

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
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人在
本诗中抓住蝉的特点，结合自己的
情思，“为情而造文”。诗中的蝉，也
就是诗人自己的影子。全诗以蝉喻
己，写出了自己因为人清高，所以清
贫。在仕途上无人提携，而使自己
困顿尴尬的遭遇始终不能得以改
变。“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诗
人当时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辛
苦辗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头到处漂
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让他生出
思乡之情。想到故乡田园的荒芜，
又闻听寒蝉的鸣叫之声，不由悲情
而起，自己的家境竟然和蝉一样贫
寒而又凄清。

三首咏蝉诗，同为咏蝉，同样工
于比兴寄托，但由于作者的地位、遭
际、气质的不同，却呈现出如此殊异
的面貌，构成了如此富有个性特征
的艺术形象，让人百读不厌！

咏蝉“三绝”
□ 李海英

别说是广东省外的人，就连生
活中广东省内的客家人跟广府人，
都不一定听说过“出花园”这种民
俗。《通典》曰，“笄冠有成人之容。”古
时候，少男少女行成年礼，男为冠
礼，女为笄礼，多为十二岁至二十岁
之间。“出花园”正是潮汕人家的笄
冠之礼，是一种独特的成年礼。

其仪式多选择在农历七月初
七，七月七众所周知是乞巧节，又
称为七夕节。但在潮汕还是另一
种节日，叫“公婆生”，即是“公婆神
祭期”的意思。公婆神是潮汕地区
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灵，专门保护孩
子们，其地位有点类似西方的牙仙
子。出花园这一天，孩子的父母会
筹备丰盛的供品向公婆神隆重拜
祭，以谢对孩子保佑之恩。在现实
生活中，孩子们还会选择一位亲友
长辈家作为现实中的公婆，例如母
舅或父亲的朋友之类，结成义女干
儿子等等，俗称“拜公婆”，类似外
国人的教父教母。每逢七月初七，
孩子们就得带着礼物去“公婆家”
串门过节，吃甜汤圆和丰盛的菜
肴，回家前干爹干妈还会回礼，唤
孩子们带回家去。而出了花园之
后的孩子，就已是成人，不能在七
夕那天去“公婆家”蹭吃蹭喝，享受
被呵护的乐趣，但两者间的亲情纽
带仍旧会延续下去，成为一种良好
的社会关系。

据说旧时的出花园成人礼特别
隆重，孩子会提前理好发，大人们会
早早起来操办，采摘“十二色花”，十

二色花并非全部都是花，里面有榕
树枝、石榴叶、橘子叶等等，都是大
吉大利有好意头的花草树木。将十
二色花洗干净放入桶里给孩子净身
洗澡，换上舅舅早早送来的新衣，新
木屐鞋子，祭拜的三牲果品各地各
家各有不同，但有一样是家家必备
的，就是全鸡，男孩用公鸡，女孩用
母鸡。笔者小时候曾见过邻家哥哥
一次出花园仪式，只见他坐在十二
色花围绕的大圆簸箕里，被其父母
扶起走出来，寓意走出花园，形式生
动，祭拜过公婆神后，就可以坐在圆
桌酒席的首位，鸡头对准孩子，男孩
的鸡头代表独占鳌头将来高中状
元，女儿则是多子多孙如母鸡般好
生养好福气。酒席称“花园桌”，吃

“花园桌”时请来亲戚邻居长辈们陪
坐，席间长辈们会说些祝福的话语，
孩子得正襟端坐，当天得安分守己，
不能胡说乱跳，得表现得像个大人
一样。

到了笔者出花园的年纪，仪式
已变得日渐简化。可能是因为生
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的生活天天过
得都如同节日一般，便少了些隆重
感。长辈们也认为旧时的礼物并
不多实用，舅舅不再买木屐过来，
而是改送现金红包，让我们自行去
购买心仪的鞋子和衣服。礼节礼
物虽然变了，但一颗呵护晚辈，希
祈美好愿望的爱心不变，相对于某
些地方割礼式的残忍成长，潮汕人
的出花园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美
好最富诗意的成长礼。

出花园
□ 黄超鹏

天气炎热起来。秧苗在
秧田里，嫩绿嫩绿的，一天天
在长大，长密，急切地等待着
农民的移植，等待着到另一方
水田里扎根生长。这是一个
无法删除的生活片段，年年重
复在乡村的画卷里。

田是梯田，并不是一望无
际的，上面是一口蓄水的池
塘，下面有半湾湖水，它与山
丘比邻，与村庄比邻，属于一
垄型的那一种。林间的树叶
翠绿翠绿的，风吹过来，像是
在召唤。几根电线从林间穿
出，燕子们站在上面，歪着头
看着水田被耕耘，偶尔像是找
到了什么，斜飞过去，衔起一
点春泥又飞走了。这是我所
记得的汪家垄，它集聚着我们
屋场里所有的水田，让秧苗在
这里生长、扬花、出稻。

那时，每到插秧的季节，
我便跟在父母身后，长裤卷及
膝盖，俨然一个大人一般走进
秧田，帮助父母拔秧、插秧。
水田是父亲事先用耕牛做好
的。我们把拔好的秧苗挑来，
一 把 一 把 零 星 地 扔 在 水 田
里。晌午，烈日把水田的浅水
晒得发烫，锃亮的白云也倒映
在水中。母亲对我说：天太热
了，你回去吧！也常常是在这
个最热的时候，我把父母丢在
了那里。他们头戴草帽，躬着
身，右手不停地将左手分出的
秧支插进泥里，像鸟雀啄食，
一搁一顿的，边插边往身后退
去。我站上田埂，回望田间被
插好的秧苗，它们整齐划一，
淡淡的绿意，每棵都像是农家
孩子天真的笑脸，列队在泥田
里点着头。

插秧也许是一种乐趣，对
于一个农民，它更是一种希
望，希望在当年的秋天，会出
现丰收的场面，到那时，整个

田垄满眼金黄，像是佛光普
照，风微微地吹，浪潮的波被
风传得很远很远。刷啷啷的
声响此起彼伏，仿佛神的低
语。也许是有着这样的憧憬，
父母插起秧来，显得特别来
劲，他们像是抚育自己有希望
的儿子，并且看到了这种希
望。初三那年，我的成绩在班
里名列前茅，为了不耽误我学
习，不影响我中考，那年插早
稻秧的时候，父母都不让我下
田插秧，要我在家里好好地看
书。累了，他们最多只是沉
默，我似乎隐约地懂得了他们
的心事，他们希望我离开贫
穷，离开农村，但是面对土地
和秧苗，他们说不出口。

1995 年，我没有下田插
秧，1995年，我如父母所愿，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 上 了 一 所 中
专。也就是从那以后，我离开
了秧田，离开了汪家垄，那些
插秧的场景，只能年复一年地
在我脑海里浮现。如今，当我
带着采访任务深入田间，看到
农民们肩荷秧苗走向泥田的
时候，我的心像是被谁抽了一
下，我再也没有看到插秧的情
景，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抛
秧”，听说这是一种技术革新，
再也不需要人一棵一棵地插
了，只要站在田埂上抛就行。

这里的秧田离一个山村旅
游景点很近，在田边，我看到了
那些久违的麦草帽，它们与我
的乳名散发着同样的气息，让
人感到亲切。一对游客母女正
在以游人的身份体验插秧，仅
仅是体验。年轻母亲记忆里的
插秧，将是她的孩子永远也无
法理解的。女儿正在快乐地拔
着秧苗，她永远不会知道，棵棵
插下，插在了这个站在她们旁
边的人的心头。那是关于童年
的乡村记忆。

一枚叶子上，有文艺的江湖。
我总认为，每一枚叶子，都是

有文艺范的。我们做的第一枚书
签，大多是用一枚树叶做成的。
用树叶做书签，简单。只需摘一
枚自己喜欢的树叶，将其在书页
中间放平整，夹上，就可以了。讲
究一点的，也可以垫一页漂亮的
便笺纸作衬，用塑膜压封，将树叶
放好，在便笺纸的空白处写上自
己喜欢的诗句，或是自己想说的
话，就制成一枚精致的书签了。
用树叶做书签，不仅取材方便，又
能表达自己小小的心思，多好。
最初用树叶做书签时，银杏和鸡
爪槭的叶子是首选。

扇形的银杏叶金黄色，压在
书页中，过一段时间，银杏叶便干
了，也更加平整了，颜色稍淡了一
些，依然好看，依然能看清叶片上
原有的叶脉间的皱褶，如浅平的
瓦楞。我极喜欢用手去摸，感觉
叶面上很细致的凹凸感，细抚，才
能感知到一点点的粗糙。

鸡爪槭的幼叶，通红，也很
鲜嫩，颜色诱人，此时，还不宜于
做书签。待到鸡爪槭的叶子长
大一些，颜色也深一些的时候，
摘一枚叶子，做书签，正合适。
鸡爪槭的叶子，从叶柄处伸开，
像是一个手掌，整个叶片的外
形，又像是心形，轻轻地压在书
中，做一枚书签。留着自己用，
或是送人，那细细的叶脉间，该
藏着多少细细小小的心事呢。

我喜欢看工笔花卉的图册，
不只喜欢看花，也喜欢看画家笔
下那些衬花的叶子。工笔的牡
丹，衬叶都很多，不同角度、不同
姿态的叶子，都有，颜色从浅绿、
淡黄、到深绿、石蓝，变化真是丰
富，有时，我会想，牡丹的叶子，
在画面中虽是陪衬，是不是比牡
丹的花还要难画一点呢。

一枚叶子上，流转着时光的
江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是
蒋捷的烦恼。舟过吴江的蒋捷，
总觉得时光如流水，容易把人抛

却，我独喜欢他风雨中舟过吴江
时，自然生出的轻淡春愁，如春
雨中的一片新叶，悄然生长。谢
了的林花，红了的樱桃，虽然容
易让人感觉到春光易老，又能怎
样呢，那些绿了的芭蕉，才是我
们应该为之欣喜的。

古典园林里，廊前转角处置
几块太湖石，石边种一丛芭蕉，
总是一处好风景。尤其是在细
雨长闲的时光里，置几凳于廊
下，闲坐品茶，听廊前的雨打芭
蕉，点点滴滴，绵绵密密，便有了
时光悠然的美好。去豫园，我坐
在一处长廊的美人靠上，看假山
石边的一丛芭蕉，看了很久。那
天，阳光清澈，透过芭蕉叶上的
阳光，被一条一条平行的叶脉均
匀地分割着，我看见一片阳光的
淡绿浅黄，明丽而又淡然。我在
廊前坐了很久，看一丛芭蕉叶上
的风雨阳光，那是停留在一枚叶
子上的时光，悠然而又简淡。

有一年秋天，我在梧桐树下
捡起了几枚刚落下的梧桐叶。
有几枚叶子的叶柄已经完全干
枯，叶柄处的叶色也已枯黄，而
叶脉深处仍然是鲜亮的黄色，周
围的叶色金黄。有几枚叶子的
叶脉黄了，在叶片上织了一张金
黄色的网，叶脉边缘的叶色也有
了淡淡的黄，在黄色的网间，却
仍能看见那些渐渐变浅变淡的
绿，像是印在一枚黄叶上的浅浅
的绿色记忆，那是时光的记忆，
也是一地落叶的时光江湖。

一枚叶子上，也寄托着情感
的江湖。

很多人都爱画竹，画墨竹，
淋漓恣意，而画得好的，却是寥
寥无几。墨竹难画，大概在其
叶，难画竹叶的形和神。郑板桥
的墨竹，我不敢妄加评论，却独
喜欢他的《墨竹图题诗》，“衙斋
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雨夜如诉的竹声，在郑板桥
听来，却有了不一样的情味。

一枚叶子的江湖
□ 章铜胜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作珍。果
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写出了
奢侈筵席的豪华气派。

筵席是一种带有目的隆重
的、具有一定规格的、传统的聚餐
方式，是食用的成套肴馔及其台
面的统称。古称酒席。古人席地
而坐，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
上的坐具。筵长、席短。《礼记·乐
记》、《史记·乐书》都曾记述古代

“铺筵席，陈尊俎”的设筵情况。
此后，筵席一词逐渐由宴饮的坐
具演变为酒席的专称。由祭祀、
礼仪、习俗等活动而兴起的宴饮
聚会，大多都要设酒席。潮州话
称酒席为桌，赴宴也称“食桌”，或
曰“食霶沛（菜式丰盛之意）”，极
富于民间气息，耐人寻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筵席首
扒唐代的“烧尾宴”和清代的“满
汉全席”。

“烧尾宴”是唐代的一种习
俗，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公卿大臣
初拜官，例许献食于天子，名曰烧
尾；另一说为士子登科、荣进及迁
除，好友同僚一起慰贺，主人必置
盛宴答谢，谓之“烧尾”。

“烧尾”的得名，有两种说
法。一说新羊入群，群羊欺生，
只有烧掉新羊尾巴，方保新羊安
生合群；二说老虎变人，尾巴犹
存，须为焚除，乃得成人。可见

“烧尾”乃是由民间传说得名，并
逐渐演化成一种协调官场人际
关系的“烧尾宴”。

唐景龙二年（7O8三月，）韦
巨源"官拜尚书左仆射——在家
设“烧尾宴”敬奉唐中宗。这次

“烧尾宴”的食单已不全，只留下
了58种菜点的名称及少量后人
的注文。

且看：饭食点心，有：巨胜奴
（蜜制散子），婆罗门轻高面（蒸
面），贵妃红（红酥皮），汉宫棋（煮
印花圆面片），长生粥（食疗食
品），甜雪（蜜饯面），单笼金乳酥
（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
饼）等。菜肴羹汤，有：通花软牛
肠（羊油烹制），光明虾炙（活虾烤
制），白龙曜（用反复捶打的里脊
肉制成），羊皮花丝（炒羊肉丝，切
一尺长），雪婴儿（豆苗贴田鸡），
仙人脔（奶汁炖鸡），小天酥（鹿鸡
同炒），箸头春（烤鹌鹑），过门香
（各种肉相配炸熟）等。

简析一下这份珍贵难寻的“烧

尾宴”食单，可知品种有饭、粥、点
心、脯、酱、菜肴、羹汤等。这些饭
点菜肴采用米、面粉、牛奶、酥油、
蜂蜜、蔬菜、鱼、虾、蟹、鸡、鸭、鹅、
牛、羊、鹿、熊、兔、鹤等原料制作，取
名华丽，制法不同，风味多样。这
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饮食文
化的发达。另外，也从一个侧面看
出：国人的大吃大喝风气，早在古
代就大行其是了。

至于号称汇南北厨世之精
华、集中国烹饪之大成的名筵

“满汉全席”，更是极尽奢侈豪华
之能事。满汉全席原是清代宫
廷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
做的一种全席，突出满族与汉族
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涮
锅必可缺少，汉族烹调的扒、炸、
炒、熘、烧等特色兼备，全席上菜
一般至少108种（南菜54道和北
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
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山
珍海味无所不包。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官员盐商
接驾，曾在天宁寺上卖买街举办过

“满汉全席”盛宴。据李斗所著《扬
州画舫录》中记载：“上卖买街前后
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务六司百官食
次。”书中还为我们留下全席的一
份食单，这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
记载。从此食单来看，满汉全席以
东北·、山东、北京、江浙菜为主。
世俗所谓“满汉全席”中的珍品，其
大部分是黑龙江地区特产（或出
产）：如犴鼻、鱼骨、鳇鱼子、猴头蘑、
熊掌、哈什蟆、鹿尾（筋、脯、鞭等）、
豹胎以及其他珍奇原料等。后来
闽粤等地的菜肴也依次出现在巨
型宴席之上。南菜54道：30道江
浙菜，12道闽菜，12道广东菜。北
菜54道：12道满族菜，12道北京
菜，30道山东菜。

清人入宴有何规矩呢？满
汉全席，分为六宴。入席前，先
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
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
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
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
全席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
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
雅庄重，云带金龙衔画烛，星罗
银凤泻琼浆，加之席间专请名师
奏演奏古乐《春江花月夜》伴宴，
沿典雅遗风，礼仪之严谨庄重，
自不待说。全席食毕，可使您领
略中华烹饪文化之博大精深，尽
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史上著名两筵席
□ 郑全

插秧
□ 石泽丰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大约是最古老的咏莲之说。
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也是藕之
根本性情。

你看，在那夏日之下，满
池的荷叶郁郁葱葱层层折叠，
几枝莲蕊脱颖而出，如纤纤仙
子浮足于尘世。对此，古往今
来多少文墨为之渲染。而究
其根底，莲花能出污泥而不
染，全在于一茎依托。藕在人
们目光之外，演绎着自己独特
的生命。

所以，莲和藕，实在不是
简单的上下方位的问题。

远离喧闹，莲不乏一两分
孤芳自赏。藕则封闭，大约也
有几分自恋。莲是典雅的，对
于来眸，多投以羞涩一笑。藕
则像素净而散发着淡淡书香
的阁楼女子，轻易不露真容。
而一旦步出阁楼，藕之清雅，
藕之娇媚，便都令人倾倒。

莲花赏心悦目，藕质朴无
华，内心如知性女子的慧心那
般通透，却不拒绝在寻常人家
的餐桌上，充当清凉可人的小
菜。莲藕睡到秋至，必先以清
水浇洗，使其从慵懒中苏醒。
再将之切成如纸薄片，藕片成
半透明状，汩汩地泛着新鲜的
汁水，如深闺的女子迎来婚
期，缓缓地掀下红纱，娇羞而

甜蜜。
莲藕爆炒即食，不可贪

火。吃起来嫩溜溜、水汪汪，
口感稍带生脆，入口即消融无
渣。几根香葱是少不了的，除
了与藕香相互辉映之外，一清
二白也大致是其独特写照。

所谓藕断丝连，莲藕被赋
予了情长和相思的意味。剪
不断、理还乱，是古时怨妇对
意中人的难遣情肠。莲藕之
丝细致而淡雅，若有若无，是
谦谦君子相互的愉悦。

曾和朋友一起进餐，朋友
做了一道酸辣藕丁，里面加入
一些辛辣的佐料，辅以食醋和
白糖，脆嫩中透露出来辣乎
乎、酸溜溜的一些味道。便笑
问朋友是不是心有所系，朋友
回答说：莲藕有孔，是提示人
们要想穿一些。我一心忙着
事业竞争，却不料多年的女友
悄然而去，昔日情同手足的好
友们也日渐疏离。如今吃一
道酸辣藕丁，也算是忙中偷
闲，于酸甜苦辣中，看能不能
悟出一些其他的什么味道。

朋友这么一说，我不由得
又想起莲左藕右这四个字。
在繁花似锦车来人往的现代
生活节奏下，朋友有此心境，
也许会悟出平素被忽略掉的
一些东西吧。

久在喧闹城市，在滚滚红尘
里忙碌奔走，总望有一方属于自
己的天地，回归自我。暑假到来，
终于得了闲暇，便携妻子回久违
的山乡老家去，在清新自然的田
园风光里，得到一次心灵的洗浴
和放飞。

老家是一栋古旧的瓦房，四周
都环着各色的树木，远外是一派葱
茏的山冈田野，屋后有一座很大的
水库，就在这间，我度过了天真烂
漫的童少时代。工作外出后，几十
年间，父母便独守在这里，游子的
回来，他们欣喜寒暄之后，我们便
安顿下来，尽享这乡间的野趣。

乡居最惬意的事大概是赏
景。仲夏时候，四望浓浓的绿色，
几点的白鹭翩飞在野田的上空，更
兼悦耳知了的鸣声，混杂一起，满
眼无限的好。有时候静坐绿树荫
底的虚室里，漫想些童少往事，纵
然窗外烈日似火，满身的暑气也顿
消了。黄昏时分，日落西山，合家
到村后的水库里游泳，碧波漾漾，
晚风习习，人声嘈嘈，世间的烦杂
事大都抛我远去了，这是几十年来
我在城里却从未体验过的。

乡间乐趣还有农事劳作。炎
天烈日之下，执锄躬身，一面汗滴
禾土，四顾树草都生意盎然，满心
欢然自喜。有些天日出即起，踩踏
露珠往山野劳动，深吸进满山鲜香
的气息，宛然入了千年前陶诗的境
界。自由劳动是很惬意的事，不但
可以锤炼身体，使人更趋健美，也
可得到收获，陶冶情操，实在是一
举多得。

乡居读书也未尝不乐。炎夏
中午，大树浓荫里的瓦屋之下，捧
一册古诗集，仰面凉椅，细细品赏
其中的意趣，断想先贤们心境的平
和，不禁吟唱啸歌起来了。有时逢
淋漓雨日，俯首案几，写画研读探
寻知识世界里的无穷奥秘，听取一
片雨打屋瓦树叶的声音。

乡居交往也是一种享受。邀
来三五乡邻挚友，或饮宴聊天，或
棋牌斗智，友善无拘的态度，质朴
热情的话语，让人充分领受到乡情
的诚挚美好。

几天惬意的乡居生活更加坚
定了我早有的一个信念，那就是退
休之后依然回到这乡村故土来，安
度晚景，终我天年。

乡居惬意
□ 李甫辉

说莲道藕说莲道藕
□□ 孙宝海孙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