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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长大多好
姻汪国真

人不长大多好
就可以用铁钩
滚月亮
就可以蹲在地上
弹星星
就可以把背心一甩
逛银河

人不长大多好
哪怕有茶叶一样香的朋友
哪怕有美酒一样醇的恋人
哪怕有野草莓一样鲜红的事业

人长大了
烦恼总是比快乐多

山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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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最南边是
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就是
海南岛。在雷州半岛上有一
座城市，叫湛江市。湛江是一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它的美，
在于其市内有一个波光粼粼
的湖泊，名叫“湖光岩”。此湖
笔者去考察过两次。

这 个 湖 泊 的 面 积 有
2.23 平方公里，比北京的颐

和园还要大一点点，湖边全是自然山水。湖
是圆圆的，湖水不仅清澈明亮，深度也达到
40～50 米，是一个深湖；湖的巨大水体和四
周繁茂的植被使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105688 个 / 立方厘米，是罕见的“天然氧
吧”。湖的周围还有不高的岩壁围绕，构成一
个有山有水的风景区。

湖旁有一座寺庙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重建的，寺门的门额上题有“湖光镜月”
四个大字，是清朝进士、中国首任驻美大使、
湛江人吴川所题，两旁的对联则为陪同他的
秀才彭家鱼所作。对联是：

湖水苍茫，客到路从花处问；
岩山寂历，僧归门向月中敲。
上联讲了游人以游湖赏花为主，下联讲

了僧人以居山赏月为主；游人看到的是一个
苍茫的绚丽世界，僧人看到的则是一个寂静
的空灵宇宙。解放后，中科院原院长郭沫若
和国家原副主席董必武都来游过湖光岩，并
都留有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么美丽的风光从何而来？这湖又是怎
样诞生的？它是爆炸而来，这凶猛的爆炸，远
远超过了人类的核爆炸。

爆炸来自一种特殊的火山喷发。地下深处
炽热岩浆向地表入侵，岩浆与地下水混合，瞬
间形成过热水，产生高压的蒸汽，岩浆与蒸汽
混合后，冲破其上的岩石与土壤形成的盖层，
产生大爆炸，从而形成火山口湖———湖光岩。

有专家测算，当时爆炸的能量大约为
1945 年美国在日本长崎投掷的原子弹爆炸
能量的 100 倍！自然力量之大，是我们很难
想到的。谁又能想到，今天的美丽竟是在凶
猛的爆炸后，历经种种残酷、痛苦的自然转
变后形成的。这或许就是美丽的代价！这次
爆炸发生在 14 万～16 万年前，当时已经有
了人类。所以人类应该目睹过！

这种火山口湖称为低平火山口湖，因为
在德国玛珥湖地区发育得最为典型，所以又
叫“玛珥湖”。实际上，在中国的雷州半岛，玛
珥湖远不止湖光岩一处，还有田洋、九斗洋
等等。现在，雷琼（海南岛）火山遗址已经被
列为世界地质公园。

中国的玛珥湖远不止广东有，海南有，东
北长白山中的深处吉林靖宇也有。我是在枫叶
似火的深秋季节来到靖宇低平火山口湖：龙泉
龙湾的。在历经了远古猛烈的火山爆发后，如
今这里一片宁静、一派祥和，火山之湖静静地
镶嵌在大地之上，火山泉潺潺地流淌在草地之
间。我特别注意到湖中还有打鱼船，渔夫把打
的最大的鱼拎在手中给我看，鱼又大又欢。渔
夫还在湖岸上养了几盆花，好鲜艳啊！

感谢这大自然凶猛的爆炸，不仅把湖送
给我们人类，还把地下的多种养分带到地
面，使人们得到甘泉、肥鱼、艳花。山水的美，
给人多少启示，我们不要惧怕压力、害怕风
雨，哪怕推倒重来，经过此“爆炸”，我们也许
会有更加光明辉煌的未来。

【这么美丽的风光
从何而来？这湖又是怎
样诞生的？它是爆炸而
来，这凶猛的爆炸，远远
超过了人类的核爆炸。】

曾有人归纳了几个最具备自现代穿越往古代
特质的中外人物，吴承恩居其一，他所表现出的穿
越特质主要体现在《西游记》一书的瑰奇想象中。举
其小者，他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描摹了
众多神奇法术，其中依稀可见现代科技的影子。比
如说以一根毫毛变化出众多分身之于克隆技术，哪
吒变化三头六臂之于器官移植，“天上一日，下界一
年”之于“双生子佯谬”，等等。举其大者，则可以说

《西游记》中设定的故事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了与人类拓展空间的契合。

人类的活动范围是不断拓展的，用历史的眼光
看，自人类诞生到现在，其活动空间可以划分为三
个递进阶段：其一是陆地阶段，这占据了人类发展
史的大部分时期。在此阶段人们主要从陆地上索
取各种资源，进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同族群和国
家在陆地上展开竞争和战争，以获取最大的生存
空间。其二是海洋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提
升，人类的目光转向了海洋。典型的标志是海上交
通工具的便捷和完善，以及海洋经济的发展等。其
三是太空阶段。随着陆地和海洋资源的日益枯竭
以及环境的恶化，太空已经成为人类日益重视的
新发展空间。

但是，受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截至目前，人类
只是对陆地进行了过度的开发和利用，对海洋和太
空的利用和认识尚远远不足。例如从深海探测来
说，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尚只是借助潜航器深入
了局部海域。1995 年，日本缆控式潜艇“海沟”号曾
潜至“挑战者深渊”，下潜深度达 10911 米，这是人
类对深海探测的最高纪录；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斗”
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水深度曾达 10767 米。从对地

球以外空间的探测来说，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多次登
上月球，探测器登陆过金星、火星、土卫六、小行星，
到达过木星轨道；在太空中设立了空间站以进行科
学研究等。但从总体来看，人类对这两大空间的深
度认识和利用尚在路上。

但是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却摹画了一个空间
上涵盖太空、海洋河流水系、陆地地表及地层深处，
在层级上包括天宫、人间、幽冥之地的体系，并且构
设了在不同空间生活的族群。

具体说来，书中的天空被设定为神仙的居住空
间。这一设定的基础是道教神话传说以及我国古代
天文学认知等。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
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运行而把天空划
分为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
到的位置。书中据此创设了玉皇大帝生活的天庭，
以及拱卫天庭，掌管二十八个星区的神仙，即二十
八宿，如角木蛟、亢金龙、危月燕、室火猪、昴日鸡
等。其中最为读者熟知的是昴日星官，在书中他的
真身是一只威武雄壮、锦绣斑斓的大公鸡。此外，书
中还在日、月、五星上分别设定了太白金星、嫦娥等
神仙居民。

书中把以海洋为主体的各种水系设定为以龙
王为尊的水族居住空间。其中既提到了居住于海洋
中、安富尊荣的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
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也提到了地位稍低的泾
河龙王、祭赛国的万寿龙王家族，以及地位等而下
之，生活在乌鸡国水井里的寒蹇落魄的井龙王、待
罪于鹰愁涧的敖闰的玉龙三太子等。按照书中设
置，水族对海洋等水系的“利用”达到了极致，但有
水泽处就有龙王，他们的职能是“主司雨泽”，但是
地位不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族社会。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把人类死亡后其灵魂所停
留的空间称为阴间或者冥府、阴曹地府。《西游记》
中也将此设置为故事呈现的另一背景空间。比如说
在第十、十一回中，用近万字详细地描述了唐太宗
李世民死后游历阴间的经过，内容涉及冥府的地理
概况、机构设置、官制、运作机制、价值取向等；此外
书中还铺叙了孙悟空得道以后被拘往冥府的情节。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一个特质是
人类的意志和精神力量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即神
是为人类服务的。比如说在创世神话中，盘古为人
类开辟天地，又支撑于其间，待天地构成牢固后，
躯体化作人间万物；女娲既抟土以造人又补天排
洪、斩除恶龙猛兽，从而使人间成为宜居乐园；神
农氏则尝百草以造福祉于人类等。至于《西游记》
所涉及的道教神话体系中，玉皇大帝掌控神、仙、
佛、圣、人间、妖魔、地府的一切，“天神有过则谪其
位，地袛有过则降其职，仙佛有过则坠其尘，鬼祟
有过则灭其迹，君王有过则失其国，臣僚有过则加
其刑，仕人有过则削其名，庶人有过则掠其福”。就
具体职能执行者来说，如龙王司雨泽，阎王掌世间
轮回果报，土地神和城隍主政一方等，总体而言均
服务于人类的意志。

因此，从《西游记》对故事空间的设定或许能读
取出特殊意义。比如说并非所有神话体系中的神
仙都居住于天空，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居住之所
就是奥林匹斯山之巅。中国和古希腊作为东西方
两大文明古国，都创生了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神
话其实铭刻着文明初创时人类的蹒跚足迹，但是
两个神话体系一将众神设置于山巅，一将众神设
置于太空，相比较而言，或许后者表现出了一种先
民向地球以外空间瞩目的意识。基于此，或许有理
由认为《西游记》或者说其背后依托的中国古代神
话的故事空间，体现了一种人类向地球深处和地球
以外空间拓展的愿望。

在《西游记》成书的时代，虽然人类的科技水平
尚不足以染指海洋和地下，遑论太空，但是作者思
维与中国古代神话幻想的叠加已经开始碰触这些
区域，具体体现在吴承恩笔下的就是文明扩张的足
印已经满布这些空间。《西游记》是古代神话小说，
或者说是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科幻”小说，其中一
些关于法术的想象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神奇，但是
对人类拓展空间的想象已经达到极致。众多现代科
幻小说对人类拓展空间的描摹尚未超出其设定，甚
至可能对未来的科幻小说而言也属难能，至于当前
人类拓展的步武更远远不及。

假如有机会出版第三本散文随笔集，我想
用《伊园随笔》这个书名。因为，过多的资讯破
坏了我的语文阅读味蕾，泯灭了我的求知欲。
我于是去画画。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画了许
多张伊甸园那两棵树的场景。每一次画，出来
的画面效果还不一样。这个艺术表达的深层动
因需要心理学家来解读。于我，最低限度觉得
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而艺术的表达正是创作本
该有的状态。

我时常听见人说写文章要先搭框架，起草
稿。我自己的体会是，大脑皮层如果没有兴奋
点，连看法都难以获得，更不要说文章了。

我们每天都在获得资讯。这资讯重复的
成分多，足以当文艺创作素材的新鲜案例并
不多。这个时候，资讯即便如海水般潮涌，仍
然不是写作的源泉。写作是一件需要思考的
工作，文学的工具积累只是让你获得前人和
母语以外文本的范例；这些都代表不了你自
己的创作。创作需要无中生有地虚构一个感
人的文本，还要让读者觉得你的臆造很有赏
读的价值。当然，如果能造出个孔乙己和林黛
玉或者安娜·卡列尼娜，你就是文本领域的上
帝了。

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实践多年来忘记
了创造的宗旨，结果文学就沦为学位论文资讯
了。人类在文本阅读方面从来没有这样堕落
过。印刷的便利助长了这种堕落。文学创作和
文学阅读一旦远离了心灵，文字也就是荒漠里
的枯沙了。

我时常有一种冲动，就是把枯沙构成的文
本从书房里请出去，还阅读以清洌的甘泉感
受。人一辈子欣赏文艺创作的有效时间并不
多。人类的文本的增速却比树木成长的速度
还要快，这是阅读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我自
己作为阅读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主张

少写而有了体会再写。这是
我不再定期写随笔的原因。
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像伊
甸园里的那两棵树供人选
择，哪怕被人定为禁果。记
得马克思说过，即便是恶徒
的罪思想，也比天堂的妙思
高超。

写作的人起码要给读者
提供语文的榜样，哪怕他文
献的知识并不多。后现代人
类的生态多了金属的声音，
我们的语文并不像乐器那样
能临摹那样多的敲击声；即
便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
夜》也不能临摹。语文终究是
无声的思维工具，语文模拟的声音能产出诗歌
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文学创作的局限之一。

不多产，有体会再产。这大概是文学创作
的唯一出路了。等身的著作并不能给人带来作
家的荣耀，标准的印刷形式也不能保证文学评
论家的深度。文学需要内敛的积累以及勃发的
表达，这一点有点像男女的情爱活动。感情的
自然流露是艺术魅力的永恒尺度之一，这个尺
度的一成不变一如语文的凝练是文学的标准
之一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文本，我们缺少的
是艺术的文本。文本的诞生最低的艺术追求要
达到不为泛滥的文本添砖加瓦。这是散文随笔
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假如我有机会出第三本随笔集，我愿意拿
这篇文章当做序言或者后记。伊园随笔起码给
阅读的人一个意象。文学的意象已然成为奢侈
品了。我们盖了写字楼，把写字楼起名叫艺术
创作中心，其实这是我们用以往批评巴尔扎克
办写作工厂的方式在从事文学工作。文学创作
的田野工作仍然是艺术灵感的源泉，这是爱默
生随笔永恒魅力的根源。

我最近读了爱默生的自然随笔，那是天
籁，是接近田园远离书本的结果。文本创作的
悖论就是这样。假如有一天，地球寸草不生，文
学也就彻底枯竭了，就像干涸的鄱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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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产，有体会再产。这大概是
文学创作的唯一出路了。等身的著作
并不能给人带来作家的荣耀，标准的
印刷形式也不能保证文学评论家的深
度。】

阅读是一次心灵之旅
姻徐学锦

【《西游记》基本上家喻户晓，但大多
限于电视上所看的，原著很少有人原原本
本读完过，读懂的更少。】

人的一生如同什么？所追求的又是什么？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里，对此就有着清
楚的答案。人的一生就好比取经，取得属于自己的
经，不断战胜心中的“妖魔”，克服学习、生活中的困
苦。读懂了《西游记》，也就读懂了我们人。

《西游记》基本上家喻户晓，但大多限于电视
上所看的，原著很少有人原原本本读完过，读懂
的更少。我爱阅读，在小学就读完了《西游记》，上
高中学习压力大，临近高考，紧张备战。周末做完
大量试卷后，情不自禁走进书房，不经意翻到了《西
游记》，浏览数页，感到文字所表现的魅力远大于电
视所演出的魅力。我再次进入到书中，跟随唐僧师
徒四人的脚步，开始了心灵之旅。

《西游记》师徒所取得的真经，其实就是我们
每个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师徒四人取经过程中所
遇到的魔障，也正是我们追求的路途中所遇到的种
种困难，而师徒四人取经故事中的笑谑言谈，也正
是我们战胜生活中“魔障”的方法。

作者真的用心良苦，在书中有很多暗示和隐
喻。吴承恩给孙悟空一个称号叫做“心猿”。为什么
叫心猿？孙悟空最开始的时候狂躁易怒，刚做唐
僧徒弟时，唐僧只是说了他两句，他就出尔反尔
离开唐僧，所以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
咒，才被束缚住了。

紧接着就是白龙马被降伏，作者在这里借喻
心猿意马，就是想告诉我们，西天路途漫漫，心浮
气躁如何能到得了？做任何事定心收神才是根
本。心是主导人整个身体的，孙悟空在取经队伍
中就如同一个核心引导。

猪八戒代表人的欲望，正如孙悟空每次走的时
候会给唐僧画个圈，但唐僧每次都会被猪八戒所引
诱，最终陷入磨难。这就如同我们人，心定下来之后，
才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最后他们取经成
功了，就在于他们共同战胜了欲望、平静了内心，他
们取经的历程就是修心的历程。

其中有一回乌巢禅师给唐僧传授的《般若波
罗蜜心经》，贯穿全书。《心经》中有句话道出了真
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心无挂碍
故，无有恐怖。这几句话道明了，一切痛苦烦恼皆
源于人们的内心。

《西游记》就是想告诉我们每个人该如何修
心、如何保持本心的一部书。作者的本意是说，真
经在心中。当我们战胜了自己、克制了欲望，心中
就不会因外界的“妖魔”干扰而产生恐怖，逐渐练
就一颗无畏无怖的心。

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能够成功，创造千秋
伟业，都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强大的心，不受外界
所累。一颗不受外界所扰的、无畏无怖的心是何
等重要！

我们人的一生会有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
离、怨长久、得不到、放不下。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
责任就越大，一颗摇摆不定的脆弱的心就不能承受
这么多烦恼，是会崩溃的。就拿现在的学生来说，因
为考试没考好，高考失败就一蹶不振，甚至跳楼自
杀。像这样就轻生，后面的各种苦又该怎么办呢？这
样的人就是取得高分、进入名校，也不能适应社会
的发展，成为有用之才。

万物由心造，一切由心生。我们能否获得自
己的真经，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修成一颗无畏
无惧的心。作为年轻一代，我们要不怕吃苦、不
怕受累、不怕矛盾、不怕挫折，不怕心灵之旅的
艰难与漫长……

我们要坚信，我们最终会取得真经，会修炼出
强大的内心，开启成功的人生！

格致书屋

《西游记》的“上天入地下海”
人类的拓展空间

姻隋淑光

又尝明前茶
姻翁伯琦

我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久而久之也慢
慢学会了品茶，尽管茶艺水平不高，却成为
个人的爱好之一。

春天，万物复苏。一眼望去，那一座座青
翠欲滴的茶山，不就是一幅幅春意盎然的画
卷、一片片充满生机活力的绿色海洋吗？如
果说茶树是春天最早的感应者之一，明前春
茶就是春天直接的装饰物了。人们喜欢明前
春茶，不仅仅是它清新的茶姿，还有其香气
扑鼻的内涵物。

人们喜爱明前茶，是它带来春的气息。
抓一撮茶叶，放在玻璃杯中，打开暖水瓶，冲
一杯烟雾缭绕的茶水，清香之气，让人陶醉。
冲泡明前茶要用滚烫的水才好，轻轻啜饮，
从嘴唇到喉腔有一种微微刺痛的感觉，真是
过瘾。我的经验是，水温在摄氏八十五到九

十度为佳，不至于烫黄了明前的嫩叶，减弱
了轻灵清扬的芳馨。温度低了茶叶不发，香
气出不来。有记载表明，从晚唐到北宋期间，
全球气温下降，进入一段寒冷期，四川蒙顶
茶与江南阳羡顾渚茶发芽的时间推后，只有
福建所产的茶叶才能够提供清明宴所需。北
宋御茶园设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市），而将御
用贡茶的基地南迁到闽北，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适生条件发生变化，其与当时全球寒冷气
候变化有关，进而也承袭了五代十国时期福
建植茶的发展。由于福建气候温暖，可以保
证贡茶在清明之前到达京城开封。不过，自
20 世纪以来全球暖化，气温升高，茶芽萌发
得早，也许清明之前的气候已经使得茶芽气
韵丰满了。清明之前采收的茶叶，是受过严
寒之练而萌发的灵秀新芽，露雅挺立，细而
有姿，嫩中带坚，显示了勇于奋进之精气神。

人们喜爱明前茶，是它带来春的希望。
朋友告诉我，茶叶要是在清明之前的风和日
丽天采的，尤其是风清气朗的天气，早上还
有露水时采收，即采即做，分量不多，可都是
精品。明前茶之所以珍贵，与古代皇家的饮
茶风尚有关。其可上溯到唐朝，京城设在长
安的朝庭皇室，开春之初设有清明宴，以款
待贵族与大臣。清明宴上皇帝则要赐茶，这
就等于宣告了民间贡茶的时间要早于清明，
而采摘的时期就要更早了。实际上，在陆羽
的《茶经》中就有“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
之间”的描述，其说的时间比较宽，包括了整
个春天，也就是说春茶质量是比较好的。

人们喜爱明前茶，是它带来春的享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指出：“建溪茶，比他郡
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岁多暖，则先惊蛰
十日即芽；岁多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
者，气味俱不佳，唯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
常以惊蛰为候。诸焙后北苑者半月，去远则
益晚。”这里道出了明前茶的一个秘密：在惊
蛰之前开始发芽，质地却以过了惊蛰的才
好；这里明确表述了气候寒温对茶芽的影
响，太冷或太暖都不好，一定要冷暖适当，才
能保证茶芽的滋养，摘采精制。从茶叶品尝
角度认识，微寒天气适合茶芽生长，假如天
候不对，气温突然升高，暴热湿溽，茶芽的色
味俱失，就不适合点茶争胜的要求了。把饮
茶时尚从视觉审美为主，转为崇尚味觉品赏
为主，这才慢慢出现了明清以来的江南绿茶
精品，如龙井、碧螺春之类。也因此造就了新
的品茶标准，讲究茶芽本身具备的色香味，
以口感更加细腻精致为上。

品尝明前茶，让我们思考更多的是茶业
如何持续发展。福建是茶业的故乡，种茶做
茶历史十分悠久，许多经验与技术至今还在
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今福建以全国十分之一
的茶园面积拥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产量。生
态茶园建设必然成就绿色茶业发展，但依然
必须把握 6 个重要环节：优良品种的选育与
更新换代；山地茶园生态环境保护利用；土
壤地力培育机械化生产；水土流失防控与多
功能开发；病虫害生物防治与绿色栽培；优
质茶叶加工及其品牌产品。其环环相扣，才
能循环连接；其节节相串，才能优势互补。

绿色的茶山，寄托着人们丰收致富的梦想，
展示着人们开发与变化成果，显现着诱人产业
与良好生态，它是那样的富有生机与活力。

【从《西游记》对故事空间的设定
或许能读取出特殊意义。比如说并非
所有神话体系中的神仙都居住于天
空，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居住之所就
是奥林匹斯山之巅。】

小红庙随笔

【水温在摄氏八十五到九十度为
佳，不至于烫黄了明前的嫩叶，减弱了
轻灵清扬的芳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