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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花蕊夫人，本篇讲的是五代
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之慧妃费氏。
孟昶之父孟知祥原为两川节度使，后唐内乱，唐庄宗

被杀，孟知祥训练甲兵、独霸称帝，不久病死，其子孟昶16

岁继位。在富贵乡里长大的孟昶（919—965），字保元，邢
州龙岗人。他妙解音乐，多才多艺，又好诗词文章。他
即位后“颇勤于政”，整顿吏治，惩处骄横不法之将，逼退
究极奢侈之相，励精图治，下察民情，“劝农恤刑，肇兴文

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将后蜀建成五
代十国中唯一“国内阜安”的一块乐土，
被尊为“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
孟昶在唐朝“九经”基础上首次把《孟

子》列入诸经，为儒学作出贡献。他擅长
诗词，撰写出中国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成为“春联之祖”。他还
撰写《官箴》：“尔禄尔俸，民脂民膏”，劝诫
官员廉政为民。治蜀成功后，孟昶日渐骄

奢淫逸，好打球走马，又迷恋方士房中术，修建豪华宫殿，
设妃嫔十二等级，在上百名美女中，孟昶尤宠秀丽妩媚、
温文典雅的花蕊夫人，天天与她纸醉金迷度良宵。
花蕊夫人费氏幼能文，擅宫词，好别出心裁奉迎孟

昶。孟昶因日日饮享而厌之，花蕊夫人使用白羊头，以红
姜煮之，以酒淹之，切如薄纸，风味无穷，号称“绯羊首”，
又名“酒骨糟”，令孟昶大饱口福。在星月初夏之夜，孟昶
见花蕊夫人如一朵出水芙蓉，观其绰约美态，禁不住吟
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
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

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由于夜夜美酒，日渐奢侈，后蜀被宋太祖
所灭，赵匡胤见孟昶之溺器竟由七宝制
成，不由叹曰：“奢侈至此，岂能不亡？”
宋太祖耳闻花蕊夫人之美名，欲睹其

姿色，但恐人议论，便重赏受降之孟昶及其家人，花蕊夫人
果然来谢恩，口称臣妾费氏见驾，赵匡胤一见之下，如见天
人，花蕊夫人秋波一转，勾魂摄魄，使宋太祖心猿意马。
孟昶降宋七日，暴病而亡。素衣的花蕊夫人被留宫

中，宋太祖命其吟诗，花蕊夫人即席吟《采桑子》一首。宋
太祖知她昔日旧作，嘱她赋新词，花蕊夫人轻启朱唇：“君
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
一个是男儿。”赵匡胤不由也动了情，携花蕊夫人之手，同入
寝宫。一日，宋太祖见花蕊夫人画像，画中人似曾见过，
问她何人？花蕊夫人本画的是孟昶，便称是民间供奉的
张仙像，又称供奉张仙可以得子。从宫廷传至民间，时有
人奉张仙像求子，后人吟道：“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
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有好几种说法，都与宋太祖之

弟赵光义有关。据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宋太祖率亲
王和后宫在后苑宴射，赵匡胤劝酒其弟赵光义，赵光义
说：“若花蕊夫人为我摘枝花来，我就饮酒。”赵命花蕊
夫人摘花时，赵光义引弓将她射死，然后他抱着赵匡胤
之腿说：“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远离酒色。”另
据《铁围山丛谈》载：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光义也十分喜
爱她，无从得手，遂将其一箭射死。
花蕊夫人姓甚名谁，史书上有两种记载，一曰姓

费，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费氏，蜀之青城人，以
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一曰姓徐，北宋
黄休复《茅亭客话》、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与清人吴
任臣《十国春秋 ·慧妃徐氏传》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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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有不少养生俗语，言简意
赅，生动有趣又寓意深刻，它蕴含
了一代代崇明人在长期劳动生产、
生活中积淀形成的养生文化，是劳
动人民的经验总
结和智慧结晶。
“早起早睡、

早出晚归”，说的
是起居作息应遵循“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即太阳升起
时起床下地干活，太阳下山时收工歇脚，
吃完晚饭便休息。保证充足睡眠，有利于
调节身心。否则，阴阳颠倒背离自然规
律，久而久之伤身体。这种早睡早起的作
息成为岛上人的良好习惯，保持至今。
“趁趁依势”是崇明人常挂嘴边的话，

“依势”就是顺势、顺其自然，人与人、人与
自然要和平共处，为人处世要宽容大度。
“只要记，不要气”说的是遇到困难挫

折时，要记住受挫的原因，不抱怨、不灰心

丧气，将挫折变为动力；善于从失败中吸
取教训，迎难而上，让逆境变为顺境。
“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指

遇到不顺心的事，要调节好心态，保持乐
观的情绪和勤奋劳作的
生活规律，通过忙碌的劳
作把烦恼抛开，把平淡单
调的生活调出亮丽的色
彩，这恐怕也是海岛人长

寿的秘诀之一。此外，崇明岛上的养生俗
语还有诸如“气煞气死要生病，开开心心
活性命”，指人生要乐观，心态要平和，心
情要舒畅；“食饥伤饱”指饮食结构和习惯
要合理，饿过头或吃过饱都伤身。
这些富有诗意、易于传诵的养

生俗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
特的语言风格，这些养生文化是祖
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凝聚着智慧的
精髓，也饱含着科学养生的哲理，
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郭树清

俗语中的养生精华

春夏时节出差，经常遇到钓
鱼达人。合肥包公园的香蒲丛
里，小青年扎堆夜钓，夜光漂和
灯影难分难舍。到台州那天，街
上飘着橘花香，有位爱海钓的司
机师傅加了五百人的同城钓鱼群，聊
天记录天天破万。深圳的朱槿花开
时，黑黢黢的大汉在灯塔下切鱼肉做
钓饵，手法快赶上外科医生了。真实
生活远比短视频带劲，不只有大神
“盘”鱼塘老板，还有南京的退休大
爷蜂拥而来，把早班地铁拗成了钓
鱼专线。最硬核的钓手还在文艺作
品里，从文弱书生到健硕老人，都有
钓鱼情结，可以追溯到先秦。
《楚辞》里说，屈原被流放后，一

脸憔悴，有个渔夫来搭讪：这不是大
官吗，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屈原
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
醒。渔夫反驳：高手都懂得随波逐
流，顺势而行，为啥想太多，心太高，
把自己搞得惨兮兮？完全是职场老
司机的口气。
先秦流行“主客问答”的文体，作

者用水质来比喻世情，安插了一个渔
夫向屈原发问。开头，渔夫像访谈节
目的资深主持人，心态淡定，有时唱
唱反调。等屈原再次表明了心志，渔
夫只是莞尔一笑，驾船离开，一边唱
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种潇洒转
身火出了圈，和《庄子》里教育孔子的
渔夫一起，成了世外高人的代表。
跟着红起来的，是“渔父图”题

材的绘画。山石用披麻皴、斧劈皴、
卷石皴等技法画成，山下烟波浩渺，
渔夫独坐小船上，笔法写意，但足以
让孤寂的山川有了烟火气。元朝的
吴镇爱画垂钓的渔夫，安于清贫，坚
决不肯入朝为官，笔下的宏阔自然，
又多了一份清高和倔强。
我喜欢的渔父图和老年男性有

些渊源，一幅是北宋郭熙的《树色平
远图》，画卷最后三分之一画了深秋
黄昏的枯藤、老树、寒江，两位老人
慢慢地走上亭子。一个是庄稼人打
扮，像是本地的隐士。另一个头戴
东坡巾，像是快要告老还乡的官员，
和老朋友在亭中饯别。这本是个惆
怅的故事，照当时的医疗、交通条
件，此地一别，余生再无可能相见。
前半卷另辟蹊径，画了亭子里看得
见的风景：水面上空空落落，漂荡着
两个渔夫。单看平平无奇，结合整
幅画的内容，却是在暗示，退休好比

重生，有无限的洒脱和可能，
让生命达到新的开阔。
还有幅渔父图，藏在《韩熙

载夜宴图》的床帐里。卷首的眠
床上，被翻红浪，露出半截琵琶，

有点暧昧。床边的画屏上，渔夫驾着
一叶扁舟，无惧风吹浪打。主人公韩
熙载却深陷权力的风波，他曾想辅佐
南唐的君主中兴，名垂青史，但眼看
南唐迟早要被北宋吞并，他又选择当
个老浪子，以免做了亡国宰相，被后
世不齿。韩熙载欣赏着歌舞，还亲自
下场给舞女伴奏，但心事重重，毫无
喜色。一个人有心寻求安宁，最终还
是在声色里放飞自我，是很悲哀的。
有个亲戚多年前送来一条钓到

的野生鳊鱼，大而肥美，切段清蒸、红
烧、糖醋，一家人吃了好几天。亲戚
工作的厂里效益不好，发不出年终
奖，给的春节福利聊胜于无：食堂开
个油锅，允许员工自己带蹄髈和五花
肉来炸走油肉。他每到休息日，就在
外面接些修理机器的活儿，补贴家
用。那段日子，他经常起早去钓鱼。
情感专家总说：男人需要空间。在屋
里挂一幅渔父图，不时抬头看一眼，
想象自己在山水之间，是一种心灵空
间的延伸。烦闷时扛着钓竿出门，走
进生态空间，美景入眼，天籁入耳，鲜
鱼入篓，负能量便也随波而去。

戴萦袅

男人的钓鱼时光
乍看题目，你也许觉得这该是件浪漫

的事：朝晖里，一个少年背着琴，像个行吟
诗人，走进太阳的光环，走向天涯。然而，
生活远没那么浪漫。那少年才十三岁。
那琴其实是一把弹棉花的弓（音：jiong)。

他叫龙章。如今的他戴副眼
镜，斯文健谈，像个大学教授。哪
知他才读四年书。认识三年，却
不知道他有个“柘林好人”称号。
问之，则笑笑。笑是龙章的标志，
谦和而坦诚。我想，龙章能有今
天，离不开他的微笑。心永远朝
着未来，笑对磨难，笑对生活。
那年开学，龙章领了课本回

家。下山坡时，心里高兴而没刹
车，结果翻入山坳，多处磕伤流血，
半个多小时不醒。正巧，一个弹棉
花的经过，才将他驮回家。那师傅
姓潘，温州人，随即在他家落脚，揽
接弹棉花生意。养伤的龙章每天
看潘师傅斜背着弓，听那纺锤弹
拨牛筋时，发出“梆梆”的声响。弓弦摁
到棉絮上时，棉绒就被弹起来。连续着
弹拨，声音和棉絮在屋内像雪花般飞
舞。潘师傅成了白头、白眉的雪人。龙
章觉得那声音好听，那场景像童话世界。
半个月后，潘师傅要走了，他喜欢这

个瘦小机灵的孩子。潘师傅说去上海。
龙章向往上海，要跟去学生意。父母同
意了，这最起码少一张嘴吃饭。父母没
钱，就用蛇皮袋装了几件旧衣服。身上
虽没一分钱，可龙章很开心。那天早晨，
他背着几乎拖地的弓，松松爽爽跟着师
父。见母亲在目送，他一点没有依依不
舍，而是笑着跳着出了村口。
师父没去上海，而去了湖州织里。

那里条件很差，住工棚，吃饭没菜。可他
干得很勤快。他喜欢在弓弦声里自己成
为雪人。这总比在家强，还有80元的工
资。半年后，父亲来看他，车费不够，走
了很长的路。其实父亲没办法，他看看
儿子挣到钱没。龙章把赚下的四百多元
钱给父亲时，自己开心地笑了。
第二年春节回老家，有个温州人来招

弹棉花的，开出的工价是250元。主要是
在上海。龙章就跟着来到三林塘。可师
父运气不好，尽管生意不错，结果遭了火
灾。龙章救出师娘后，师娘说还有一万元

在里面。师父拼了命往里冲。龙章抱住
不放。师父打他，龙章说：师父你打死我
也不放，你进去会没命的。着完了，师父
抱住龙章哭，龙章却笑了。师父不解，说
失火了还笑。龙章说，我笑你没一点伤，

钱可以再挣。而师父却一蹶不振，
回老家了。龙章接过弹棉花弓，
自己当起老板。那年，他十七岁。
从此，他背着弓，在三林、周

浦一带讨生活。最后流落到柘林
外的海边，租两间破房落脚。见
有人背着棉花走过，龙章一路跟
过去，说自己弹得好，价钱又便宜
一元。被跟的人见是个瘦小的孩
子，心就软了。弹棉花养不活自
己，他就批发水果等小商品做小
贩。一次窑厂下班，一个粗鲁的
窑工买生活用品，找零四毛，可龙
章只有五毛的纸币，龙章说要回
找一毛。那人给了一个巴掌。嘴
角流血。可龙章朝他一笑，那人

一愣：神经病！龙章没神经病，可除了
笑，他还有什么办法？
流氓们欺负他，截住了要他叫爸

爸。龙章不睬，背着弓只管走自己的路。
他把弹好的棉絮用三轮车骑到十六

铺寄卖，然后在那里批发水果骑回来。
下午出去，深夜回来，来回十二个小时。
一次深夜被巡逻的公安截住，以为是偷
窃。在派出所里，他笑了。公安不解，问
为什么笑。他说我觉得到这里安全了，
没人欺负了。以后同样的时候，公安常
见这个瘦小的青年。被他的坚韧感动，
他们成为了朋友。
到柘林三十年，从大山里出来的龙

章，梦想成真。摸爬滚打成了老板，成了
新奉贤人。可他没忘记底层的艰辛。见
腿脚不便的农民卖蔬菜，他全部买下，然
后放在另一个地方任别人拿。他每年陪
敬老院老人吃年夜饭，他资助了许多学
校及贫困地区。当别人看着锦旗夸奖他
时，龙章一笑，面露羞涩。
他不弹棉花了，可办公室里，还挂着

那张弓。边上写着“不忘初心”。他说，
有时夜深人静，会取下来弹拨一会儿。
他是不是想着三十年前，离开故乡的那
个早晨，想着一路过来的艰辛，想着在村
口目送的母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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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是荷月。想起去
岁隆冬时遇见的那一枝风
荷。
——风从北面而来，

荷梗挺立，只有顶部的叶片
和花朵顺了风。两张硕大
的荷叶，兜向一边，背面青
色 的 筋
络，暴露
在风中，
像一口青
铜的钟。
那朵粉色的荷花，花瓣被风
袭裹，在叶的绿上鲜妍着。
在大叶大花之下，还有一片
嫩叶，打着卷，待开；还有一
枝粉色花蕾，含着苞，待放。
我看风荷，看见骨；还

看见风，有形，也无形；还看
见水，无水，看见水韵。方
寸之间，开合之间，有无之
间，一管之笔拟生命之无
穷，让人赞叹而倾慕。
这是去年底，在“曼髯

长青”暨郑曼青先生诞辰
120周年师友书画展上看
到的一幅《风荷》。当时“风
荷”被放大作为画展背景
图，展厅被风荷的意象笼罩
着。恍然间，整个展厅里都
是曼青先生俊逸的身影了。
曼青先生原名岳，号

莲父，出生于1902年7月
29日，他少年丧父，家道式
微。十岁师从汪如渊习画，
并受其姨母红薇老人的绘

画影响，十四岁即订润鬻
画。十七岁到杭州，拜识沈
寐叟、马一浮、王仁治等大
名家。二十七岁时受刘海
粟校长之聘，任上海美专国
画部主任、教授。同时，他
还随皖中名医朱幼庵习医，

从太极宗
师杨澄甫
习 太 极
拳，成了
杨氏太极

拳的正宗传人，并加以发扬
光大成一代宗师。1932

年，他辞去一切教职，只身
投奔常州钱振锽门下，研读
经学，逐渐疏离书画。抗战
期间，与姨母红薇老人一起
去了重庆，并在重庆挂牌以
中医济世，并教习太极拳。
宋美龄曾礼聘曼青先

生学国画，并为其画集作
序时写道，她就郑师突然告
退画坛而专志悬壶济世问
及原委，曼青答：“我不以绘
画为生，方可发挥我之所
能，达到更高境界，专为艺
术服务而非谋利。”曼青先
生以诗、书、画、医、拳名于
世，人称“五绝老人”。于右
任赞其为“一代奇才，他人
视为至难之事，彼则优之”。
回到曼青先生生命的

出发地，或许可以找到“五
绝”的根源。九岁时，颓垣
坠砖，洞其脑部，血流遍体，

昏迷不醒，幸赖周鸣岐拳师
入山采药治愈，但记忆俱
忘。十岁从汪如渊习画，仅
侍立研粉，只为观画养病而
已。三年后恢复健康，在灯
下取其外祖母包药的纸，涂
一花一叶，一虫一鸟。
一个幼年就经历过生

死的人，已然多了一些淡
泊，而朝夕见草木入药，草
木入画，让他懂得人与自然
的内在联系，由此也得了一
个大境界。
曼青先生最爱画荷

花，因生在荷花生日后一
日，自号“莲父”，画作上的
钤印，除了“莲父”，还有“莲
峰”“青莲父”，甚至有“我后

荷花一日生”等。这
幅创作于1947年的
《墨荷图》，无论花叶都
墨气淋漓，浑厚古朴，
题款：“年年生日写荷
花，毕竟田田是一家。
半醉半醒飞墨雨，流
离只此是天涯”。这是
把荷花当作可倾诉离
愁的家人了。
而更多的时候以

荷花表达心境，如《荷
花图》题款：湖明还作
镜，露净自生凉。《白
莲图》题款：清香初动
暑全消。而《风荷》题
款为：照波鬓影动，风
露自清凉。“清凉”，是
曼青先生追求的内心
境界。水墨成为他与
荷花往来的精神通
道，由此达到了“根是
泥中玉，心承露下珠”
的荷花境界。花是精
华，人也是精华。人在天
地间往来，找到一种自然
之物，取其精华，观照自
己，所谓性灵，即如此吧。
曼青先生的故乡温

州，自古就是种植荷花的胜
地。唐朝张又新的《百里
芳》诗云：“时清游骑南徂
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
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
来。”写的是王羲之在永嘉
沿着塘河出游赏荷的雅事。
到宋代，塘河的荷花

开得更盛。叶适《西山》诗
云：“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
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

花。”清朱彝尊的《吴桥
港》——“闻说吴桥港，荷
花百里开。当年王内史，五
月棹船回。”把唐宋的风雅
传承了下来。
塘河水流长，百里芳

华，百里诗画。曼青先生的
“莲父”，如一枚胎记，是故
土赋予他的精神烙印。曼
青莲父，延续了故乡的百里
芳华。

大 朵

百里芳小记

烟雨山水 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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