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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5日 星期二 旅游天地
责编：栾 峰 邮箱：luanfeng56@yahoo.com.cn

雍和宫在京城安定门内，
腊月初，我踏着飘零的黄叶，来
到宫殿建筑制式的古寺门前，
伫立在寒雾中，端详那带有神
秘色彩但有些模糊的楼阁剪影
时，不禁感慨万千。

游人寥寥，寒风渐起，空中
飞扬着零星的雪花，静静的钟
鼓楼下弥散着缕缕香火的气
味。我拿着手电，独自在第一
道门内的重檐八角亭内读碑。
,--余年前，也是一个隆冬，清
帝立碑在此。东亭的碑刻，书
有汉、满文字；西亭的碑刻，皆
为蒙、藏文字，碑文翔实记述了
“龙潜禁地”———雍亲王府改建
为京都名寺的全过程。那是由
贪婪转为淡定、由激越变为深
沉的时段。当刀光剑影的血腥
场景与声嘶力竭的争执声远
去，逐渐升华为晨钟暮鼓、松竹
清韵时，或许唯有那青灯古卷、
木鱼声声，才能诠释不堪回首
的因果。

晨游雍和宫，很想喝一碗
谷香、果香四溢的热粥。由此，
我忽然想到腊八粥。该粥的来
历，只留下传说，最为流行的版
本是：一天，在外云游的释迦牟
尼又饥又乏，昏倒在野外，被一
位年轻的牧女发现，她跑回家
寻找食物时发现，自家粮袋也
几乎见底了，于是，她将每个粮
袋子底下所剩无几的粮食聚
拢，加上一些自家种的果仁，用
清泉水煮了一大碗粥，送入佛祖口中。释迦牟尼吃了香
喷喷的粥后，苏醒过来，到附近的河中洗了澡，坐在菩
提树下静思，终于在腊月初八这天悟道成佛。后来，佛
教信众就在每年腊月初八煮粥供佛。所以，腊八粥又称
佛粥。

当年，农历初八，清廷在此熬制腊八粥，其全过程
在《旧京风物志》中叙述的较为详细：“腊月初一，内
务府把杂粮干果等熬制腊八粥的原辅料备好送来。当
时，熬腊八粥的场所设在雍和宫东阿斯门内，由此，东
阿斯门北院被人们称为‘铜锅院’。其屋内炉灶为 # 米
见方，并以 "根铁柱支撑大锅，锅深 !米，中央圆铁柱
为空心，用作回流空气之用。锅由 '吨黄铜铸成，直径
,米，深 )+"米，为乾隆年间养心殿造办处制造。眼下，
铜锅已成为雍和宫天王殿鼓楼下的一个景物。当年，早
在初六，几位蒙古大臣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便开始监督
粮、果的配比并备足干柴。初七生火，熬制开始。”我
能想象出，当年“腊八”的那天清早，宫内宫外人声鼎
沸、笑语欢声，五大锅一小锅色彩斑斓、粘稠适度的香
粥在寒冬里漫溢着诱人的香气。第一锅粥，自然要供
佛；第二锅粥，送入大内，作为御用品；第三锅粥，留
给清王爷、重臣和京城大喇嘛享用；第四锅粥，送到一
般官员的餐桌上；第五锅粥，是雍和宫众喇嘛的食品；
第六锅粥连同前面几锅粥所剩余部分，分送京城百姓、
官民共享甜美。遥想当年那个冬晨，真可谓“善意透宫
苑，粥香满京城”。

追思京城腊八粥，从宫廷大内到寻常百姓家，都留
下五光十色的文字。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把
儿时旁观父母熬制腊八粥的情形记述了一些：“……把
一些分别泡过的五色杂粮如小米、红枣、老鸡头、薏仁
儿米以及粥、果类，如栗子、胡桃、红枣、桂圆之类分
盘放置。”老人家还特地叙述了粥表面匀撒之物：“瓜
子仁儿、杏仁、葡萄干、青丝、红丝、松子、蜜饯之
类，是放在粥上面的。”最后，老人终于投笔长叹：
“自从战乱，虽年年过腊八，年年有粥喝，兴致未减，
材料难求，因陋就简，虚应故事而已！”

雍和宫是一处古迹，腊八粥是一种充盈着宗教文
化、“京味儿文化”、饮食文化的流食，它们都没有脱
离“社会安定，才能保证传统文化正常传承与创新”的
意蕴。可见和谐社会，对一个国家、一处景观连同每个
人是何等重要！雪霁日出、人流渐多，我慢慢走出雍和
宫时，作如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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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冬至，乘飞机空降内蒙古边城满洲里，全身裹得
严严实实，走出机场，扑面而来的西伯利亚寒流，还是令
我们打了个寒颤。迎接我们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红梅，
却只套着薄薄的紫色冬装。周围其他本地人，也多是外面
仅穿一件皮夹克。我们身上厚厚的羽绒服，似乎成了外地
人的特有标志。

吉普车上温度计显示，外面气温为零下 #%摄氏度。
难怪刚才站在雪地上，鼻孔有种给冻塞住的感觉，露在外
面的双手，也生疼生疼的。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体验

采访一年一度的冬捕节。当汽车载着我们朝呼伦湖那个
魂牵梦萦之处驶去时，我们全副武装得很像是圆鼓隆冬
的北极熊。

走进“文明发祥地”

从满洲里市区到呼伦湖边，有 %-多公里路程，其间
要经过扎赉诺尔区。头一天我们参观过这里，对于路边
那群猛犸象雕塑印象十分深刻。扎赉诺尔以产煤著名，
挖煤中又挖出不少猛犸象化石及古人化石。这些历史遗
存证明，# 万年前这一带的呼伦贝尔草原，是猛犸象、
披毛犀等巨型耐寒动物的天下，它们曾与渐渐繁衍壮大
的人类一同分享这片茂盛的草原，一起开拓了一段蛮荒
的历史。

当然，人类终究是地球文明的创造者。路边不远处刚
刚落成的扎赉诺尔博物馆，在它现代化的躯壳之中，容纳
了整个呼伦贝尔草原的文明史，展示了在中华民族历史
上有过重要贡献的扎赉诺尔人的生活印迹。

细细观看一件件展品，我忽然想到，若用“文明发祥
地”一词，来形容扎赉诺尔乃至呼伦贝尔，应是再贴切不
过的。

在扎赉诺尔博物馆，我们眼前流动着一幅幅精彩的
历史画面：公元前一世纪，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部的拓跋鲜
卑部落，第一次走出了原始森林。他们向南来到丰润的呼
伦湖边，在这里经过几个世纪的富族强兵，积攒实力，终
于在公元 %#$年，统一北方，迁都洛阳，建立了辉耀一时
的北魏王朝。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族，也无一不是把呼
伦湖一带当作“后院”，先巩固之，再图谋逐鹿中原的大
业。其中声势最大的蒙古族，在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之前，
始终局促于斡难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狭小地区，而一旦
征服这片草原，即完成了统一蒙古诸部的伟业，进而征服
了整个欧亚大陆。呼伦贝尔，是呼伦湖和贝尔湖的合称。
在历史上，谁拥有呼伦贝尔，谁就拥有天下！因此，清澈平
静的这片湖水，在人们眼中也就显出了几分豪气。

当然，呼伦湖水也还有温柔的一面。它不停地借着下
游的达里鄂罗木河，缓缓地流入黑龙江，最终轻轻地汇入
鄂尔次克海。而在 )万多年前，创造出旧石器文化的扎赉
诺尔人，也是沿着这条线路，跨越白令海峡，穿过北太平洋
岛屿，迁徙到了美洲大陆和日本列岛。他们就是当今印地
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多年前，我在北极冰盖上就亲
耳听过当地爱斯基摩人高兴地讲述起他们祖先从蒙古高
原来到北美洲的故事。一些日本人也是愿意认祖归宗的，
例如日本学者林谦作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就坦言：“‘扎赉诺
尔文化’就是日本九州‘福井文化’的发祥地。”

本届冬捕节有句宣传词，即“看中国爱斯基摩人的冰
捕生活”，我总觉得如从文化传承关系来看，这句话似乎
有点儿不妥，因为爱斯基摩人无疑是从中国蒙古族人身
上继承的文化基因。当然，爱斯基摩人的鲜明形象，在世
人看来就是在冰海捕鲸吃生肉，以其形容冬捕，的确能夺
眼球。

中国最大一块冰上燃起九盆炭火

呼伦湖转眼间到了。冬季的呼
伦湖，看上去就是一块冰，中国最大
的一块冰！它的面积有多
大 ？ 方 圆
%%1 公
里，相

当于两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夏秋湖水荡漾时，则算得上中
国第五大湖，蓄水量达 )#'亿立方米，相当于 )- 多座北
京密云水库。

上午 )-时 )'分，祭湖仪式在冰上举行。一位面容慈
祥的老额吉（母亲）手提一桶奶酒，领着几位身着蒙族长
衫的小伙子，走出蒙古包，顶着凛冽的寒风，绕着敖包神
坛边走边拜。三圈过后，老额吉止住步子，舀瓢奶酒洒向
雪地，曲膝跪了下来，口里用蒙语祈祷着。祈愿长生天恩
泽草原生生不息，恩泽呼伦湖源远流长；祈求敖包神坛保
佑即将出征的孩子远行平安、丰收。

蒙古姑娘娜仁接着踏上圣火台，点燃九盆圣火，与小
伙子们一起跳起了“博”舞。他们时而两手举向苍天，时而
弯腰俯向大地，时而策马追向野兽，时而捧起圣火遥拜神
灵……奔放豪迈的舞蹈，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蒙古人的
先祖。当年成吉思汗率领九翼铁骑来到呼伦湖边，也是在
九堆冲天圣火的噼啪声中，站在祭台前，对日九跪，行九
九之礼。“这种萨满舞蹈，我们蒙古族人从古跳到今，前不

久它还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自称成吉思汗后代
的祭湖仪式主持人包图雅兴奋地对我们说。

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一群渔工在渔把头的
带领下，在祭台上摆好九种祭品，点燃三柱香，每人手执
奶酒，在冰凉的雪地上跪了下来。渔把头大声领颂道：“我

敬仰的呼伦湖神啊！此刻您的儿子虏诚地跪拜
在您的面前：请您笑纳我们真挚的供奉，
请您赐予我们出征的勇气，请您保佑我
们行程的平安……”

宰羊！让鲜血与雾气腾腾的湖
水融为一体；倒酒！让芳香的奶酒与
湖泊永远相汇。祭湖仪式既是对
历史的承继，也表达出对未来的
希冀。呼伦湖每年结冰期长达 !

个月，冬捕的鱼产量占
全年产量的 '-2以上。
作为中国最大的有机鱼
生产基地，它寄托着太
多人的美好期望。

“出鱼啰！”———美丽冻人的湖上响起热烈

的呼喊声

太阳已经攀至头顶。我们回到岸上，在一间餐厅品尝
“有机全鱼宴”。这鱼肉细味香，难怪当年诗人李准会在此
写下“烟波浩渺湖山美，鱼味天下第一家”的诗句。

主人告诉我们，清晨布下的渔网，起网的时辰快要到
了。我们扔下碗筷，急欲一探究竟。可乘车上路，先沿湖边
走，再往湖心插，整整在冰盖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想象
凌晨渔工们一路摸黑呼啸而来的情景，那该是何等的艰
辛与雄壮！

终于看到白色大屏幕中的一团黑影，终于看清了拴
住网绳的拖拉机，看清了身着皮帽、皮衣、皮靴的渔工。

经过渔工 "个小时的操作，长达 '--米的大网，已从
下网眼送进水中，在冰下徐徐展开，又向前推进了四五公
里，把鱼儿兜在网中。现在大家都挤在出网眼附近，急切
地等待着鱼跳虾蹦的时刻。

机器响起来，网绳拉起来，一米，两米……)分钟，)-
分钟……“这一网鱼多吗？”我向立在身旁指挥拉网的“渔
把头”程海军问道。据说能看出冰下鱼多鱼少，是当地渔
把头的独特功夫。
“拉上来再看。”程海军的回答出乎意料地谨慎。
“出鱼啰！出鱼啰！”人群中突然沸腾起来。细看网中，

果然夹带着鱼。起初的鱼不大，约摸 )斤左右，渐渐地，有
大鱼了。有渔工把大鱼取出，装箱，放水中洗洗泥，拿到称
上一称，有十多斤！现场拍卖，每斤 '-元，铜锣一响，卖得
的上千元人民币，就收入囊中了！

出网眼腾起雾气，有如一锅水刚刚烧开，照相机镜头
前一片迷蒙。隔一会儿，用冻得直打哆嗦的手，把相机揣
进羽绒服，让它缓缓气儿。几位新闻界同行的相机，经受
不住冷冻，再也无法按下快门。而有的渔工，连手套都不
戴，光手使劲拉着网。银白色的一团团鱼，渐渐拉出了水
面。严寒之中，鱼一出水，就成冰棍，为了防止它们结成冰
坨子，渔工们用抄捞子，将出网的鱼兜住甩向空中。这是
最经典的呼伦湖冬捕场面，红色的晚霞，漫天飞舞的白
鱼，与爱斯基摩人同样装扮的渔工，构成了呼伦湖上最美
的冬景……

又驰骋两个小时，回到满洲里市区时，那幅由一幢幢
欧式房屋和一件件雪雕作品构成的童话世界，再次出现
在我们眼前。仅仅 ,-年前，满洲里与国门对面的俄罗斯
后贝加尔斯克，同样都是只有 )+"万人口的小镇。而现
在，对面几乎如旧，满洲里却新添了大型商场、五星级酒
店、室内滑雪场、#3影院，甚至还办起了一所大学！时下
冰冻三尺，可轮番上演的冬捕节、冰雪节、冰球赛、中俄
蒙模特大赛、旅游产品推介会等等活动热闹非凡，令
“冷资源”化作了“热效益”。

“美丽中国从满洲里开始！”从满洲里人这句豪言里，
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压题图为冰捕场面）

瑞雪飘飞时，我来到北京西山脚下正
白旗村 #$号旗下老屋。

门上匾额《曹雪芹纪念馆》系溥杰所
书。进得院门，绕过影壁，是一排一条脊
的 ), 间房屋，由东而西依次分为 " 个展
室。第一展室是曹雪芹的住室。第二展室
门上方挂着溥杰书写的匾额———抗风轩，
即曹公写作那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
《红楼梦》的书斋。其他三个展室，依次
陈列着曹雪芹生活创作环境的模型、有关
曹雪芹身世的文物。

一个娴熟匠技、精工辞采的艺术大
师，要把情、景、境、意有机地综合完善
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仍须有一个得之艰
辛、出之缓慢的创作过程，曹公在这部文
学巨著里，为每一重要情节的取景、抒
意、说理，付出了不寻常的努力。

出故居，沿溪边小径前行，到达山涧
的最深处，忽见涧边岩石缝里冒出一股清
澈的泉水。离泉水数尺的地方有一巨石，
白牌上醒目地写着“元宝石”三字，细一
看，嘿！果然浑如元宝之形。曹公当年经
常到这里观之思之，借用元宝特征，加上
丰富想象后，才对书中那位“天下无能第
一，古今不肖无双”的男主人公的典型性
格进行了烘托比兴的传奇创作，并命名为贾（假）宝
玉。显然，曹公把这块自然之石人格化，设下伏笔，
让它走入红尘，历尽人间悲欢离合，尽抒对社会现实
的不平之气。

说到宝玉，自然想到黛玉。过去，香山一带曾出
产一种天然黑石，妇女经常到这里的河滩上拣拾以描
眉。这种黑石不染衣服、不脏手，用此描眉一擦便
掉，受人喜爱。此石虽黑，但本质洁净。曹公苦心借

用黑石特性，对那位“心较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女主人公的典型性格
进行了寄喻的渲染，并以黛玉的名字反映
了她的清洁和高尚。在樱桃沟的河滩上，
我试图找到块黛玉石，结果寻了一路也没
碰到。

和元宝石并列的另一处奇观就是“石
上柏”。但见一块高约两三丈的青石，浑
体一根草不长，可在顶部竟然挺立着一棵
苍劲的古柏。古柏一部分根须外露，一部
分扎进石内，把整块青石硬撑开一条细
缝。树生石中。曹公说宝玉和黛玉的关系
是木石前盟，竟是有感于此处木石奇缘而
发的。而曹公在书中对贾宝玉和薛宝钗的
关系为什么又说是金玉良缘呢？原来，作
者同样在这里设下了伏笔。因为贾、薛的
关系是一种违心的包办关系，它束缚了人
对婚姻自由的愿望。金玉良缘中的“金”
和“玉”，在生活中是很受人们束缚的，
而贾、林之间的“木石前盟”关系中的
“木”和“石”，在自然中却是普普通通，
自由自在的。曹公在这里咏情寓意，其意
在唤起人们的觉醒，来砸碎封建社会强加
在人们身上的婚姻枷锁，争取婚姻自主的
权利……

走出樱桃沟，回首远眺，群峰连绵，云雾缥缈。
我感到有一种情感在摇撼着我的心扉，曹公辞世已有
二百余年了，他留给我们的那部用了整整十年心血铸
就的巨著，为什么还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于世？我忽
然觉得对曹公《红楼梦》卷首的那首诗，有了更进一
步的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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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才听说中国梅的珍

贵，远胜牡丹。诗国，是梅气质的。

作家阿来说，春节前后，成都有一景

观，街上会瞬间冒出很多花农卖腊梅。

不由想起清代普荷的梅花诗：“无事

不寻梅，得梅归去来。雪深春尚浅，

一半到家开。”现在，不用像古人一样

寻梅，只消到街上转转，便得“一半

到家开”。

古人赏梅，是慢生活，也是大生

活。要“寻”—“得”—“归”，一样一

样来，开到一半梅就好。而今人，把赏梅

变成缩写，寻梅略去，体悟空白，只取花

怒放一段，仅得小小情趣一点儿笑而

已。

赏梅，当然要得浅笑，但不是这般

没深意。苏州“香雪海”有无数梅花身，

但要懂得在旷野风雪中的梅风骨才好。

雪天赏梅，有冷才有真味。“触目横斜千

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能在这种情形

下，爱上三两枝，已非常幸运。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

花”。寒梅入心境，人与梅花一样清。要

凭寄深情，必去追寻梅花开放地。所以，

访梅要趁早，要到现场去。

“访梅要趁早”，何意？梅花，以开在

腊月的腊梅为尊，腊梅通常是默默开，

那淡淡黄色，不经意，却能让你最早闻

得幽香。梅花乃雅物，赏品之外，首推

“探”。探时，必有难处。譬如，那时梅花

只在窈窕枝头，要发现，才看到点点梅

星、梅眼。

赏梅，更“要到现场去”。当然，多数

人，最欢喜的现场是“春梅胭脂映枝

头”。但若赏梅不遇，探得一二春消息，

回去报与家人听，一样是入乎心境，别

有一番所得。

梅花与雪同生，是素净花，只有素

净人才会有大欣赏。因而，赏梅老人有

一句妙语“花稀有风骨，半开最雅韵”。

赏梅入心境，要不得浓烈，甚至可

以有点儿小遗憾。恰如清代诗人袁枚所

言：“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

船”，那份依依

不舍、情思绵

绵，才是识得了

梅花魂的心曲

呀！

寒梅一枝入心来
付秀宏

圣火前跳起萨满舞蹈

祭湖仪式上的祭品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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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满洲里 热腾冰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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