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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雅 玩

6月下旬，如愿前往名
古屋，除了参访古老的“国
宝茶室”如庵，还在有500

多年历史的志野流香道世
家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日本香道起源于中

国。公元753年，鉴真大
和尚六次东渡，终于成
功。虽然六十六岁高龄的
他已经失明，却让中国文
化之光普照东瀛，启迪了
志野流香道的诞生。
作为日本两大香道流

派之一，志野流至今已传至
第21代。21代蜂谷宗苾少
家元（掌门人）自幼心无旁
骛、终日重复祖辈定下的动
作规矩，进行旁人看来枯燥
无比的修习。也正因如此，
所以他虽然还不到50岁，
在我心里却像“国宝茶室”
一般，有着太古之音——不
着一弦，却可以让人听见
500年如一瞬的传承心
经。而“取经”，是我此行的
最大心愿，因为我的心理咨

询来访者和企业心理课程
学员们，需要更多安心的智
慧，帮助他们在焦虑的时代
过不那么焦虑的人生、成就

个人及企业的“百年常青”。
我问少家元：“您小时

候，如果犯了错，您父亲会
怎么对您呢？”
少家元笑了，认真回

忆道：“记得有一次
练习时，我不小心
打翻了香炉，香灰
和点燃的香炭倒在
了榻榻米上，一位
小师姐惊慌失措、大声喊
叫，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悄悄瞥了一眼父亲，却发现
他完全不动声色，就好像什
么都没发生一样，仍然安定
地完成着他手上的出香动
作。于是，我们也一下安定

了下来，静静地把打翻的
香炭香灰收拾干净，然后
再重新堆上一炉香灰，继
续练习。说来奇怪，虽然
当时父亲一个字都没有批
评和责怪过我，但从那以
后，我再也没有出过错。”
我一边听、一边频频

点头，仿佛打开了一幅沉
香熏染的老画卷，画卷里
的人物正为我重现传承之
要义——还有什么比长辈
的心安身定更有力量的“训
诫”呢？安定的背后，是长

辈日复一日的自律
修行、一心不乱；是
即使面对晚辈的失
误，也依然选择信
任和包容，选择共

同担当而不是单向责难。
望着少家元眼中因回

忆而闪现的温暖光芒，我甚
是感动，于是取出随身携带
的诗词册，恭敬转身，请一
直坐在我们身后的、“别人
家的爸爸”、蜂谷宗玄老家
元留下墨宝。83岁的老人
家笑眯眯地看了看我，提笔
写下出自黄庭坚《香十徳》
的三个字：“香觉眠”。
我小心翼翼地将册子

贴身放好，心怀感恩地告
别。坐在名古屋至京都的
新干线上，我的心忽然轻轻
疼了起来，老家元年事已
高，下次再见不知何时，这
三个字该有多么珍贵……
雨中抵达京都，直奔

大德寺。1474年，我儿时
的偶像“聪明的一休”出任
这里的住持；2002年，蜂谷
宗苾少家元也曾在此修
行。所以，这里也成为我此
次“取经”的必由之地。
大德寺有很多典故，

有国宝茶室密庵，有古老

的枯山水庭园，还有一位
仿佛在等着为我此行“收
官”的有趣师父。临关山
门前，当我恋恋不舍地最
后一个离开寺中大仙院
时，这位师父正坐在玄关
口又笑又唱，十分欢喜的
样子。我也欢喜起来，用
英文说：“我爱这座寺院。”
师父笑得更灿烂了，

也用英文说：“我也爱这座
寺院。”接着，他又说：“我
也爱你。”
我愣了一下，突然明

白——原来，人与人之间，
万物与万物之间，其实都
只是一期一会。如果每一
个相遇的当下，不必知道
谁是谁，都能坦然说出“我
爱你”，就像说“我爱这里”
一样的话，那么，世间总有
一些美好的存在会安定传

承下去吧……
离开后才知道：所遇

之人是92岁的当代高僧尾
关宗园，著有多部为众人安
心的作品，台湾已故作家林
清玄也是他的读者之一。

92岁和83岁的长者，
是人的长青。人世间匆匆
一面，即使是父子，也不知
能有几次再见，一期一会，
所以格外珍惜。

500多年的香道，是
事的长青。一炉香和一炉
香之间，即使是师徒，也不
知能有几次雅集，一期一
会，所以格外用心。这，或
许就是安心与长青的真经。

林 紫

一期一会

神农架真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与生物圈自
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三大桂冠同
时赠予神农架。神农架的核心地段在木鱼镇，神农架
管委会就在它的一侧；还将高铁站特地设在木鱼镇60

公里开外的兴山镇，那是王昭君故里；然
后劈山筑路，修一条柏油马路，一小时车
程，贴着山脚，顺着河溪，直到木鱼镇。
既远离而保护环境，又便捷而畅达。
在木鱼镇顶上山头，劈出一平地，在

河南、山西，山上平地叫塬，西南地区的
山里平地曰坪，全名：龙降坪，这是一家
旅游地产公司整体开发的。夏天三伏，
坪下木鱼镇35℃，山腰的龙降坪永远不
超过25?，就差这百米高度，开车十分
钟，一旋而上，一片清凉世界，夏天必须
盖被子。这山里不潮，与浙江的大峡谷、
江西的三清山的山涧截然不同。龙降坪
的房型，大三角、大露台，放个小桌，一把
紫砂壶，捧起，含在嘴角，举目环山，腾云
驾雾。朵朵棉絮，忽散忽聚，天狗变幻，
忽然参悟，人生相聚，或朋友或家人，终
不免各自东西，风吹散一池浮萍，终了。
檐下沟壑，横柯荫里，山泉滔滔，裹挟而
下，虎虎生风，彻夜不眠。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楼头一人，悲从
中来，此乃哲学谷。
沟壑里有黑色铁管，分泻灌入家家户户的各类龙

头。三伏天里的水，冰冰冷，因为来自山涧岩心，所以
冬暖夏凉。因为阴冷，所以遍地溪流。神农架的夏季，
没有蚊子。偶尔一两枚，半截钉子长，细腰嫦娥，亲你
不吻你，因为冻得它咬不动。
龙降坪的涧底，黑管汲泉入屋，源自地心的水，冬

暖夏凉，夏天用它降温，冬天用它暖龙头，这样长流不
结冰，以防水管爆裂。山泉涌入家家户户的各式管道，
涌出家家户户的各种龙头。用来洗澡，浴后浑身“滑”，
替代爽身粉，飞虫百足，飞轮打滑挂不
住；用来洗脸，面凉如玉，替代紧肤水，不
伤皮肤不伤肝。苏东坡有言在先：“取之
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神农架的水，源于重峦叠嶂，岩渗滴水，
不弃点滴与细流，千里万里，汇成滔滔，轰然而下。坠
落叠岩巨石上，一地碎玉，溅起而穿梭于林间一束束阳
光里，晶莹剔透，翻出时光鱼鳞白。瞬间跌入下一阶流
淌。溪边捧起一掬，泉中一截耳，奔波万里，露天的、自
然的、有氧的运动活水，捧在手心里，是活的。我取水
龙头里的山泉水，含在嘴里，喉咙间咕咕，渐渐地感觉

回甘：真的，有点甜，这就
是活水的新鲜味道。用它
来泡龙井村的当年新茶，
香里带回甘。
我以为龙降坪没有夏

季。因为森林环绕，那里
的负氧离子奇高。生物原
理：异性相吸，比如男女；
化学原理：同性相斥，负氧
离子将血液中、肺部里的
微垃圾滗出体外。因为空
气如此绝佳，老烟鬼无痰
不咳嗽，肺气肿患者喘得
轻、走得远。
去年底，这家旅游地

产公司将30多万元一间
的装修房降价抛售，我缴
定金盘下，锁定整层22

套，再平价转给朋友，作为
朋友们老了相聚的养老道
场：避暑、吸氧、辟谷。偏
东的北屋家家竹篱小院，
农家腊风味，偏西的南屋
窗窗有山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在神农架，最精准的

广告是：因为含氧量特别
高，所以精神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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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和田玉被称为真玉，唯
有甘南州迭部县的红玛瑙被称
为赤玉。别的玛瑙都不能称为
玉。它有多好看呢？真像一袭
袈裟的金红。对，它是活的，红
色宛若密密朱砂倾泻。它的样
貌浑厚沉稳，它的密度是玛瑙
之最。它是大红或橘红，有夹
白，这白不是水晶化或玻璃感，
这白比牛奶还浓白，亦是浑厚
相。它也会有缠丝纹和缟纹。
甘南南红胶感十足，玉化

十足，老熟十足，绝不玻璃，散
发台湾红珊瑚的柔光和珠光。

草原上的
人们热爱

红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甘南
红、黄蜜蜡。用银镶嵌，就是最
贵重的信物。
我不大欣赏云南南红的整

齐划一，其实就是石相重，缺乏
灵性。甘南红似乎生下来就自
带包浆了，和田玉的温润也是
这个意思。
赤玉在清乾隆年间就绝矿

了，现在流传的甘南南红基本
都是古董，就是战汉至清代民
国凿磨的珠子。它们都有了包
浆，或有风化纹，开孔大而不规
则，艳却收敛，精光内蕴，缜密
油润。
那年去甘南讲座，华灯初

上的时候自己去街上，我是在
找古玩店。也就是说我是在找
甘南红。为什么呢？因为我见
过祥夫先生照片里戴着的一串
老南红，他的手串应该很多，但
他常年就戴这一个。祥夫先生
是古董专家，我就知道甘南老
南红是最好的。南红分为三种
矿源：山料、水料、火山料。云
南的大多为山料。甘南迭部的
老甘红是火山料。就是火山喷
发的时候从前的玛瑙石变为液

体腾起空中，再次坠落，后形成
的玛瑙矿或者散落在外的玛瑙
籽。和田玉籽料形成的机理也
是这样的。它们因为熬炼得彻
底而天然老熟。玉就是讲老
熟。甘南赤玉之所以能命名为
玉，就是因为它熬炼到家了。
那个店是一对青年藏族夫

妻开的，我遇见了属于我的甘
南南红。它们一共六颗，橄榄
样，我加了一颗回纹银珠，串成
手串，一年却难得戴一次。又
过了几年，我很想用甘南南红
镶嵌一对银戒指，就在微信上
联系店主。这个叫苏奴卓么的
藏族青年快递给我一颗切珠。

这颗橘红
色珠子分
成两半，做成两个戒面。至此对
于老南红，我的心可以满足了。
我那次去甘南，看了拉卜楞

寺，寺宇的大红色橘红色金红色，
那一大片，真是甘南老南红的色
泽。我没有去迭部。甘南位于甘
肃南部和四川阿坝交界处，迭部
在甘南的最南端，属青藏高原东
部，最高海拔近五千米。甘南到
迭部两百多公里，迭部到阿坝六
百多公里。
关于迭部老南红，没有矿脉的

历史记载，留下的人类记忆就是
捡拾得来，终于稀世，甚而绝世。

千忽兰甘南赤玉

即便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
刘。怎么认识的？说不上。而作为保洁工，他清扫楼道、
景观道。抬头见，低头也见。有时一个微笑，点点头，就
这样。老刘五十岁开外，看起来见老。一头茂密的头发，

倒也不见白，配上黧黑瘦削的脸，样子
像曾经网传的那个“犀利哥”。
他和所有保洁工一样，打扫着小

区，干活专注得像伺候庄稼的老农民。
但从不注视过往的人。那或许是目光
相遇，读到的是漠视，照见的是卑微。
即便余光所见熟人，也并不招呼。我有
几次故意逗他，叫他抽烟。边上推垃圾
车的女人说：他不抽烟。我说他的牙齿
焦黄，还说不抽。其实，他边上常有一
个女人。我打趣地问，她是你什么人？
因为那女的看起来小很多。他说是老

婆。我说，那你们年龄不对呀！他老婆说：哪里呀！才大
我三岁。说完咯咯笑，一脸的幸福。看得出他是个爱老
婆的人，干什么都照顾，一起搭档就是这个原因。
一清早我去锻炼，他们早在打扫了。同时翻检每

个垃圾桶，理出能卖钱的东西。夏天，垃圾桶恶臭难
耐，他们习惯了。我把扔掉的纸板、报纸，稍稍整理后，
放在他的工具间。
日子平淡，几年里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我们周围。那

年国庆长假的一天，我去菜市场。发现有人注视我，是
老刘的妻子。她没推垃圾车，显然是逛街回来。后面三
四步远，跟着一个穿着作训服的男人。那草绿的服装，
不是迷彩服，已不流行。仔细一看，老刘。新刮的胡茬，
打理过的头发。不再是那个犀利哥。我打趣说，你今天
像个新郎官。这服装一穿，倒像个军人。老婆说，他是
军人，当年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噢，怪不得，那服装是那
个年代的。国庆节，他给自己放半天假，才穿这身衣
服。也许是这身衣服，老刘走路的姿势，不再佝偻松
垮。他俩往前走，我看着老刘的背影，站了好久。
那年春节前，作为志愿者的我，发现老刘站在门岗

上。除了那身作训服，还戴了帽子。他站在岗位上，身
形挺拔，手势干脆，完全是一个兵的形象。至夜半，人
进出少了，我们走到一起。他坐在阶沿上看手机视频，
一脸慈祥。我问他看什么？他把手机侧过少许。视频
上的娃儿正牙牙学语。他对着视频说：“孙子，我们还
没当面见过呢！爷爷说好今年过年回去，可这回又不
能了，这里还有任务。等爷爷完成了任务回去看你，给
你买玩具噢！”说完，他笑了笑，像是陷入了沉思。大家
都有些困，我掏出烟发了一圈。这次他接了，深深吸了
一口，许久，吐出长长的烟丝。一看就是个老烟枪。我
和其他值夜的人插科打诨，以解困顿。老刘打起瞌睡，
指间的烟掉在了地上。他睡得很沉，沉在梦里。
可自那以后，我再也

没有见着他夫妻俩。问物
业，说老刘回家了。以后
的日子，我一直留意着，每
看到穿迷彩服的，就疑心
是老刘。老刘再也没来。
我在想，以后我们不可能
再见，可我们的生命中，曾
经有过这样的相遇与相
处。一个曾经的兵，不管
被生活埋没，还是在毫不
起眼的岗位上，从事着平
凡的职业。但只要在关键
时刻，就毫不犹豫地站出
来。这就是一个老兵的底
色。老刘，我会永远记着
你！记着一个老兵的那两
个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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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秋雨在贵州黔东南雷山
县西江与苗族姑娘“西江对话”后，
写了如下文字：“经过千年蒸馏，不
再有忿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
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
怨的理由……我想，蚩尤在此刻胜
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子的唇齿
间……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富
诗意含哲理的语言，对苗族同胞的
赞美，跃然纸上。今年7月，我们徜
徉于西江千户苗寨，领略了苗寨的
美丽、苗族姑娘的美丽。
千户苗寨位于贵州黔东南雷山

县东北部，苗族人口占总人数的
99.5%。这里也被称为“人类疲惫心
灵的栖息地”，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

那天傍晚，在淅淅沥沥的雨中，
我们入住了西江雷公山山腰的天合
民宿。民宿为典型的苗式木质建筑，
依山而建，高5层；底层悬空，为接待
处；拾级而上的，分别是大堂、餐厅、
客房。客房的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
靠”，苗语称之为“阶息”。倚身美人
靠远望，西江千户苗寨尽收眼底。远
处，青山苍翠、生机盎然；近处，白水
河穿寨而过，宛如白龙灵动；往右，梯
田层层叠叠，依山顺势直连云天；中

间，吊脚楼依山而建，连绵成片，气势
恢宏；往左，广袤空阔，草木葱茏，云
蒸霞蔚。“千山空朦胧，万家烟雨中”
的氤氲扑面而来。此景只应天上有
的美丽，让人震撼。
在与民宿陈老板、一位苗族姑娘

的交谈中得知，此处原为她家的宅基
地，西江千户苗寨火出圈后，便将其
改建成为有11间客房的民宿。陈老
板的神情中难掩成功后的得意。转
眼已是晚餐时分。那天，我们点了满
满一桌菜，几乎将苗族菜肴中的特色
一网打尽，有酸汤鱼、特色豆花烤鱼、
老坛酸汤牛肉、腊三宝、苗娘娘炒笋、
田野蚂蚱、阿浓野菜窝窝头、尖椒小
黄牛等。一桌菜，将苗菜中“酸、辣、
腊、野”的精髓尽揽腹中。
我们正沉浸于“美食不可负”的

享受之际，苗族姑娘笑盈盈地问：“来
一个高山流水吧。”我们虽有耳闻，却
不识“庐山真面目”。后来才知，这是
苗族独有的以酒待客的仪式。同行

的锦国兄自恃酒量胜人，自告奋勇地
开始了“高山流水”。
米酒2斤，5个苗族姑娘手执酒

壶，将酒从上到下依次倒入一个又
一个酒壶，最后一个酒壶的壶嘴对
入锦国兄的口中。一个苗族小伙子
用芦笙吹奏着激越欢快的劝酒曲，
曲不完、歌不息、酒不停。瞬间，气
氛热烈起来。在“停！停！我不行
了！”的急吼声，引得大笑，我们沉
浸在苗族风情的欢乐中。
趁着空隙，我与老板娘阿浓的妹

妹李静聊了起来，我情不自禁地赞美
特色菜肴和浓浓的民族风情。李静
谦和平静地说：“我和阿浓姐开这家
饭店早已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朴
素、纯正、自然地传承苗族特色菜肴、
传扬苗族千年风情、传递苗族人那种
发自内心的、让人能由衷感受的美
丽。”她的一番话，让我顿生敬意。
当晚，回到天合民宿，伫立美人

靠前，眼前西江千户苗寨灯火灿烂，
脑际再现“阿浓苗家”用餐的欢快场
景，不由得心潮澎湃，欣然拈诗一
首：“璀璨星辰映满天，苗寨薪火传
千年。高山流水真情在，难舍美丽
不思还。”

薛全荣

难舍美丽不思还

变异的医疗：治病？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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