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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間，走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空氣裡，是沙
棗花的笑，烤羊肉◇的香，烤囊的香，還有烤包子的香。

我這裡要說的，是烤包子。走遍大江南北，印象中，
包子幾乎都是以蒸為主。烤包子？聽著都稀奇。如同烤羊
肉◇，烤囊一樣，烤包子遍佈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隨意
走在一條街上，就能看見街邊有立著一個叫囊坑的爐子。
在一爐包子要出爐前，會聽到烤包子師傅扯開嗓門，拖著
長調吆喝：依布拉音?○利克斯拉木包哎……據說，這個依
布拉音?○利克斯拉木是幾百年前的一個名廚，他做的烤包
子飄香西域，於是後人就沿用他的名字，來招攬食客。悠
長的聲音，彷彿穿越了遙遙的歲月，來到了幾百年前的西
域。尋常陌巷裡，一條土路的街，蜿蜒著，伸向柴門深深
處，一株開滿巴坦木花的樹下，是賣烤包子的小攤。烤包
子的西域人，也定是留著兩撇小鬍子吧，他的肩頭，搭一
塊白色粗布，站在泥製的囊坑旁，笑意盈盈地吆喝著他的
生意。他的生意真紅火呀，吸引著絲綢之路上南來北往的
商客。甚至，遠道而來的波斯人，都被他的烤包子的香味

饞住了，迫不及待地止住腳，拴駱駝於巴
坦木樹下。烤包子，成了他們風塵僕僕的
漫長旅途上，最貼心最溫暖的慰藉。

一陣吆喝完畢，烤包子師傅掀開蓋
子。如鍋口大小的爐子口裡，頓時，冒出
一股股熱浪，香氣撲鼻。他從囊坑裡，一

個個取出烤包子，整齊地碼在盤子裡。剛出爐的烤包子，
極具誘惑力。它的形狀，不同於一般的包子，是長方形
的，金黃脆亮，飽滿瓷實。咬一口，皮，薄，焦脆，肉鮮
嫩，濃郁的香，纏繞齒間，令人回味。羊肉洋蔥，混合著
孜然胡椒的芳香，這是維吾爾族美食特有的味道，也是新
疆特有的味道。

維吾爾族人非常喜歡烤製麵食，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烤
箱。烤包子是他們喜愛的一道美食，也是新疆旅遊業的一
張名片。來新疆旅遊的內地遊客，初次吃烤包子，也許不
習慣它的膻味。但吃過幾次，一定會愛上烤包子。

烤包子的做法其實很簡單。麵皮是死麵，皮薄，餡料
是羊肉丁，羊尾巴油丁，摻入洋蔥丁，再放孜然、胡椒和
鹽攪拌而成。包時，四角對折成方形。生包子入爐，要貼
在灑過水的囊坑壁上，十幾分鐘就可出爐。烤包子吃多
了，會起膩。所以，吃烤包子再配合一壺磚茶泡的茶來
喝，可解膩，
消食。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
「孔雀行穿鸚鵡樹，錦鶯飛啄杜鵑花」（楊慎）。鳥兒把美

麗賜予大自然，使大自然增添了無限的生機。誰不愛鳥兒，
誰不為鳥兒吟唱？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為此寫下了大量
詠鳥詩篇。

於是，那千姿百態、五彩繽紛的鳥兒，不時盤旋於詩人
筆端，成為爭相吟詠的題材。如天鵝古稱 「鵠」，詩人阮籍
的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空，須臾萬裡
逝。」讚美了它遠舉高飛、無所畏懼的品格。孔雀美麗可
愛，韓愈詠孔雀詩道： 「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丹頂
鶴體態優美，鳴聲嘹亮，早在《詩經》中就有 「鶴鳴九皋，
聲聞於天」的記載。鴛鴦自古被喻為愛情鳥，唐吳融在《鴛
鴦》詩中寫道： 「翠翹紅頸覆金衣，灘上雙雙去又歸。長短
死生無兩處，可憐黃鵠愛分飛。」鸚鵡性慧情通，唐代劉禹
錫《和東天鸚鵡》詩云： 「養來鸚鵡嘴初紅，宜在朱樓繡戶
中。頻學喚人緣性慧，偏能識主為情通。」紅腹錦雞為山地
留鳥，宋文同的《錦雞》詩： 「高原濯濯弄春暉，金碧冠纓
繪綵衣。石溜瀉煙晴自照，巖枝橫月夜相依。」將錦雞的風
采描寫得極為傳神。李白視錦雞為吉祥鳥，他在流放夜郎
時，有詩曰： 「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錦雞放郝還」。燕子
活潑可愛，不嫌貧富，劉禹錫寫道：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詩人筆下的鳥兒真是舉不勝舉，歌詠不
絕。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鳥兒是大自然的歌唱
家，能給人一種聲情交融、動靜和諧的意趣。難怪詩人們不
惜在鳥啼上花費筆墨，盡情傾訴。宋梅堯臣的《黃鶯》詩：
「最好聲音最好聽，似調歌舌更叮嚀；高枝拋過低枝立，金

羽修眉黑染翎。」把黃鶯鳥動聽的鳴叫，描寫得傳神之極。
鷯哥鳥不僅善於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還善於學人語，唐代
白居易對此讚不絕口： 「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
通」。

杜甫的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杜牧的
「千裡鶯啼綠映紅，山村水廓酒旗風」、王維的 「月出驚山

鳥，時鳴春澗中」、李德裕的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
塘」、韋應物的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宋

代蘇舜欽的 「簾虛日落花竹晴，時有乳
鳩相對鳴」、楊基的 「徐行不如山深
淺，一路鶯啼送到家」，這些詩句所見
略同地突出了鳥啼這一特徵，繪聲繪色，
聲色俱佳，有動有靜，動靜相宜，使人有
身臨其境的感覺，似乎鳥兒歡快的啼鳴就
在眼前，真有物我合一的意境。在眾多描
寫鳥啼的詩句中，宋代詩人陸游《鳥啼》

詩值得一讀，詩云： 「野人無日曆，鳥啼知回時；三月聞子
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憫蠶飢；四時鳴布穀，
家家蠶上簇；五月聞鴉舅，苗稚憂草茂……」詩人把鳥鳴和
農事耕作聯繫起來，給人以啟迪。南朝梁的詩人王籍的 「蟬
噪林愈靜，鳥鳴林更幽。」道出了詩人對鳥鳴的獨到感受，
膾炙人口，歷久不衰。

逢鳥感懷，同時鳥兒，由於處境、心情、視角的不
同，詩人們所流露的情感也不盡相同。前蜀詩人韋莊的詠
燕子詩： 「去歲辭巢別近鄰，今年空訝草堂新，花間對語
應相同，可是村中舊主人？」詩人通過描繪一對燕子歸來
尋訪舊主人的情景，以表達留戀故國的思想情感。宋代詩
人魏野曾在一首詩中借啄木鳥的無私胸懷，來表達人類的
願望： 「平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唐代李白把鳥視為
自由的化身，他所寫的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
裡。」描寫了大鵬鳥的雄姿和超人的力量，抒發了自己高
傲的豪情壯志和對自由的嚮往。唐代白居易的三十句《燕
詩示劉叟》詩： 「樑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
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須臾千來
往，猶恐巢中飢……」詩人以鳥喻人，聲情並茂，謳歌了
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宋代李彌遜的《春日即事》： 「車
塵不到張羅地，宿鳥聲中自掩門。」流露了寂寞憂傷的情
感，讀來令人同情。

鳥兒是人類的朋友，詩人們對鳥一往情深，愛鳥之情屢
見於詩句之中。白居易以擬人化的手法，真情地盼望著人們
愛護鳥：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三
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歐陽修主張讓鳥類回歸自然，反
對籠養，正如他在《畫眉》詩中所寫的： 「百囀千聲隨意
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
啼。」蘇東坡牢記其母 「花在樹則生，離枝則死；鳥在林而
樂，離群則死」的教誨，一次其朋友送給他一對籠養鳥，便
將這對鳥兒放歸自然，並給友人寫詩道： 「終日鎖筠籠，回
頭異翠茸，誰知聲嘩嘩，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
上峰。故巢安足戀，鷹隼豈能容。」

讀罷這些詠鳥的佳詩妙句，不禁想道在創建友好生態型
社會的今天，百鳥啼鳴將更為美妙動聽。

吃筍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詩．大
雅．韓奕》說： 「其簌維何，維筍維
蒲。」可見自古以來，就視竹筍為上好的
蔬菜。到了唐代，設立專員管理植竹，據
《唐書．百官志》記載： 「司竹監掌植竹
葦，歲以筍供尚食。」

李笠翁在《閒情偶寄》中談到飲食
首推蔬食，蔬食裡又首推竹筍。他很執
著地說： 「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
豕，何足比肩？」又說： 「論蔬食之美
者，曰清，曰潔，曰芳馥，曰鬆脆而已
矣。」李笠翁概括的 「蔬食四美」，竹
筍都具備了，所以吃筍歷來為人們所
嗜。晚唐詩人李商隱有詩云： 「嫩籜香
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於陵
（今山東鄒平縣東南）一帶竹子稀少，
因此，嫩筍尤其珍貴。北宋的蘇東坡，
初到黃州就吟詩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
竹連山覺筍香。」後來更有傳誦一時的
「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

也不瘦，餐餐筍煮肉。」東坡還是吃筍
專家，他不排斥苦筍，有詩為證： 「久
拋松菊猶細事，苦筍江豚那思說？」南
宋楊萬裡也有詩云： 「可齏可燴最可
羹，繞齒簌簌冰雪聲。」白居易的《食
筍詩》則說： 「此處乃竹鄉，春筍滿山
谷。山夫折盈把，把來早市鬻。」這首
詩反映了山民不僅挖筍食用，而且還把
筍作為商品來交換其他物品。

筍，一年四季都可採食。尤其是春
筍，細嫩清脆，鮮爽可口，煎炒煨燉，無
不佳妙。春天吃筍塊炒枸杞、筍尖燒豆
腐，油燜筍更非春筍不可。燒 「醃篤鮮」
也以春筍為佳，上海的本幫飯店，一鍋
「醃篤鮮」上桌，滿堂喝彩。所謂 「醃篤

鮮」，即用鮮豬肉、鹹豬肉各等量（都
是不瘦不肥的五花肉）和毛筍燒成砂
鍋，真是味美可口，其鮮無比。知堂老
人在他的《談吃小錄》裡說： 「毛筍切
成大塊，用鹽或醬油煮熟，吃時有一種
新鮮甜美的味道。這是山人田夫所能享
受之美味，不是口厭芻豢的人所能瞭解

的。」其實鹹菜燒毛筍也不差，但鹹菜一
定要黃亮鮮嫩，燒時不必放鹽便鹹淡適
中，是下飯妙品。浙江寧波人喜歡吃鹹烤
筍，把粗壯如豕的毛筍買回來，切成大
塊，用鹽炒熱，曬二三天，去其水氣，然
後藏入瓦器，食用時取幾塊切絲，拌以香
麻油，以佐泡飯或粥，真是極佳菜餚。

到了夏天，鮮嫩爽口的筍鞭湯便應令
而至，筍鞭豆瓣湯、筍鞭冬瓜湯、筍鞭蘑
菇湯都清鮮可口。冬天則有冬筍上市，冬
筍質地細密，其味蔬食中最美。在飯店
裡， 「炒二冬」（冬筍冬菇）、 「蝦子燒
冬筍」、 「火腿煨冬筍」，都是名菜、冬
筍與其他葷類搭配，有畫龍點睛之妙。

竹筍一時吃不完，可以製作筍乾，慢
慢地吃上一年。以前浙東農村，過年有吃
筍乾燒肉的習慣，筍乾又叫絲筍，煙燻過
的叫 「烙筍」，硬如柴爿，要用淘米漿水
浸軟，切成細絲，和五花肉燒，一燒就是
一砂鍋，可以吃過正月半。以前一到過
年，還專門有切絲筍的人，走街穿巷叫喊
切筍，肩荷一條小凳，是年關將近的一道
市井風景線。

關於吃筍，從前還有個笑話。有一個
北方商人到南方做生意，南方的朋友請他
吃飯，一桌菜裡有時鮮的竹筍，北人覺得
妙不可言，忙問什麼東西。南人回答是
筍，北人不解。南人嫌他煩，就隨手指指
窗外一片竹林，告訴他就是這個東西。北
人回家後就把家裡的竹榻劈了，可是他老
婆煮了半天，竹子還是硬梆梆的。北人生
氣地說，人家都說南方人要欺侮北方人，
果不其然。這故事是不是《笑府》或《笑
林廣記》所載，卻記不起來了。

新疆烤包子

詩中聞鳥啼 吃筍

美國暢銷書作家麥爾康姆
格萊德威爾再次出擊，借鑒最
新的神經醫學、心理學研究成
果，引用政治、經濟、歷史、
文化各方面發人深省的事件，
以他獨特的幽默流暢的文風寫
出了又一本深入淺出的經典之
作：《一眨眼：瞬間判斷的威
力》。

本書涉及的領域一如既往
地廣大。作者討論的既包括瞬
間判斷成功的神奇案例：僅需
觀察任何夫妻交流幾分鐘就能
判斷他們的婚姻能否持久的心
理學家，僅看人的面部表情就
能 「猜透心思」的科學家，一
眼望去就能識別?品的古董專
家；也有因為誤信第一印象而
敗走麥城的例子：人民選舉了
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之一
沃倫哈定、可口可樂公司研發
「新可樂」上市、警察作出錯

誤決定槍殺無辜路人等。讀來
無一不是妙趣橫生，引人入
勝。

那麼格萊德威爾探討的這
種 「瞬間判斷」究竟源自何
方，是否可信呢？據作者說，
人腦就像一個超級電腦，可以
整合各種微妙的線索在兩秒之
內作出判斷，甚至有時我們自
己都沒意識到、也解釋不清那
些直覺從何而來，他為這種現
象量身定製了一個新詞： 「切
片」。格萊德威爾引用神經醫
學的研究說明，如果並非經過
專門訓練的專家，我們在絕大
多數情況下無法準確、清晰地
說明自己某種感覺背後的道
理。

驚鴻一瞥有時之所以比長
時間的思考斟酌更可靠，是因
為前者開發啟動了我們的潛意
識，而後者則可能越幫越忙，
用多餘、無謂的躊躇推翻之前
正確的直覺印象。

可是， 「第一印象」也會
產生誤導，帶來不良後果，因
為我們經常受環境中的微妙因

素或者自己根深
蒂固的成見掌控
左右而不自知。
比方說，邊上有
人打哈欠，我們
不 由 自 主 地 跟
風；看了幾個描
寫年老的詞語，
也不知不覺就會
步履蹣跚。又譬
如，美國五百強
大 公 司 的 總 裁
中，絕大多數的
身高逼近六呎，
其中三分之一的
更在六呎二吋以上。相反，美
國人口的平均狀況卻是男性身
高六呎或以上的祇佔總人數的
百分之十四點五，六呎二吋以
上的祇有百分之三點九。作者
的結論，要想在商界昇到萬人
之上的地位，個子矮幾乎是同
身為女性或者非裔同樣致命的
障礙。而當年沃倫哈定當選為
美國總統，不是因為他的聰明
才智或者人格力量足以顛倒眾
生，而祇是因為他高大英俊，
一表人才，一副 「總統相」。
可口可樂和其他公司的經歷也
說明，市場調查中的第一印象
並不見得是蓋棺定論，因為消
費者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全新的
產品理念，他們在市場調查的
人工環境中作出的判斷也可能
與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反應截然
不同。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瞬
間判斷呢？作者的看法是，最
成功的決定一定是直覺和理性
的均衡。而作出決定時，一個
重要的原則應當是隨機應變，
簡約為上，不要盲從專家，也
不要過分依賴高科技的工具。
瞬間判斷的威力，說到底是
「台 上 一 分 鐘 ， 台 下 十 年

功」，平時在學問、見識和技
能方面多給自己充電昇值，多
培訓，多練習，才能做到百發
百中，眨眼之間定生死。

走進西湖勝境。便見白堤、蘇堤。白堤
橫，蘇堤縱，宛如兩條色彩斑斕的緞帶，飄
逸而去，迤邐而來，◇連起千古風流的湖光
山色。

中國作協杭州創作之家的老葉指著白堤
告訴大家一個歷史的誤會。人們都習慣地認
為，蘇堤，乃蘇東坡任杭州太守時所築之
堤；白堤，想當然也就是白居易做杭州刺史
時修築。其實不然，唐長慶二年，杭州大
旱，大片農田無水灌溉，時任刺史的白居易
主持修築了一條從錢塘江門外向東北延伸到
武林門一帶的湖堤，人稱白公堤。可惜此堤
早年即已毀廢，如今祇剩下聖塘路口石函橋
亭一個遺址。眼前這條白堤，原叫白沙堤，
唐代以前就有，是西湖最古老的一座堤。據
說西湖剛成形之初，這祇是為攔截錢塘江潮
而築起的一條攔江大壩。到了明朝，重新墊
石鋪沙，廣植桃柳，方成了現在白堤的真正
前身。後來人們為紀念白居易，才將此堤稱
為白堤。堤以人名，人以堤傳，反映了人民
對白居易的讚頌和懷念，是歷史將詩人與湖
山連在了一起。

而蘇堤，則真正是北宋大詩人蘇東坡留
給西湖的一份寶貴財富。就像他寫給西湖的
千古絕唱一樣受用不盡。它南起南屏山麓，
北至棲霞嶺下，全長二點八公裡，兩端山色
聳翠，東西湖景迷人，堤上六橋起伏，楊柳
夾岸，桃花錯落，好似飄動在秀麗湖山之中
的一首詩，又彷彿飄逸在軟緞似的碧波之上
的一幅畫。我們在詩和畫中漫步。長堤，對
瀲?湖光而言，是造景要素。它不僅分隔了湖
面，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變化，又有賞景功
能，將遊人直接引入碧波盪漾的湖面，人們
在沿堤傍湖緩步迤行中，能一個接一個，一
組接一組地盡情領略步移景換的興味。

蘇堤上來往遊人如織，老葉讓我們在第
一座映波橋下逗留，他繼續給大家講說關於
六橋的故事。蘇東坡曾兩度出任杭州地方
官。蘇堤是他第二次擔任杭州太守時修築，

時年五十二歲。據記載，蘇
東坡第一次到杭州當地方官
時，即被西湖山水迷住了，
當即寫下 「濃妝淡抹總相
宜」的絕妙詩句。誰料過了

十五年，他再來杭州，竟發現如畫的西湖因
長久不治，湖泥淤塞，葑草蕪蔓，已佔湖面
一半。蘇東坡見狀十分痛心， 「若再不整
治，更二十年無西湖矣！」於是他一邊申奏
朝廷，親手寫了《乞開杭州西湖狀》、《申
三省起清開湖六條狀》和《奏戶部拘政度牒
狀》等，一邊發起募捐，動員民眾，剷除雜
草，掏挖淤泥，共同來疏浚西湖，終於築成
長堤。原先南邊到北邊要沿湖走三十多裡，
「環湖往來，終日不達」，有了長堤，南北

溝通，方便極了。
有個民間傳說，老葉說，蘇東坡決定疏

浚西湖後，有一事犯了難，疏浚出來的葑草
湖泥何處堆放？若堆在湖的四岸，會阻塞道
路，影響行人；若挑運遠處，則費工費時，
耽誤疏浚。他於是帶上隨從實地察看，先騎
馬到北山棲霞嶺，又轉到南屏淨慈寺，突然
聽柳林深處傳來歌聲： 「南山女，北山男，
隔岸相望訴情難。天上鵲橋何時落？沿湖要
走三十三」，這不明明希望在湖上築一條長
堤，成全南山北山的好姻緣。他高興地笑起
來。這樣既可解決湖上葑泥堆放，又方便了
南北兩岸溝通，從夏到秋，終於在湖上築好
了七段長堤，段與段之間留了六處水道，據
說，由於當時銀錢不足，未能造橋，一個樵
夫想出了主意，砍一批樹木拼成木板，造了
六頂吊橋。現在的六座石橋是後來造的。後
人為紀念蘇東坡浚湖築堤的政績，就將這條
南北長堤稱為蘇公堤，通稱蘇堤。長堤築成
後蘇東坡乘興作了一首詩： 「六橋橫絕天漢
上，山北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
葑席捲蒼煙空。」

漫步蘇堤，無論春夏秋冬。還是晨昏雨
雪，都能顯示其不同的豐美姿質吸引遊人。
高得暘《六橋煙柳》詩云： 「畫橋六曲繞湖
頭，最愛晴煙柳上浮。淺水籠寒橫晻靄，微
風熏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纜縈紆
出彩ㄗ。遍倚赤攔頻注目，為憐張緒舊風
流。」

我們一座一座欣賞勝似畫圖的六橋姿
影。第一座名 「映波橋」，此處垂楊帶雨，
雲煙搖漾，與近旁的花港公園相鄰。第二座
名 「鎖瀾橋」，這兒向外西湖眺望，近處綠
島三潭，倩影清清，遠處保俶寶塔，輕紗遮
面。第三座名 「望山橋」，此橋乃蘇堤六橋
中最引人神往。歷史上此橋是遊船或陸行到
西湖遊覽的必到之處。從這裡看蔥鬱疊翠的
山色，意境深遠，西湖十景之一的 「雙峰插
雲」，祇有在此處才能真正領略它的風姿。
第四座名 「壓堤橋」，橋旁花木扶疏，橋下
水清自流，係舊時西湖又一 「情人橋」。第
五座名 「東浦橋」，是湖上看日出的好地
方，紅日冉冉昇起時，湖中金蛇狂舞，給人
一種蓬勃向上的情懷。第六座橋名 「跨虹
橋」，夏日雨後，▽立橋上，常可見一道彩
虹從湛藍天空垂掛到橋面，天上水上，相映
成趣。有詩云： 「繡堤如帶畫長虹，一字雕
樑九曲通」。

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到杭州，也曾遊過蘇
堤六橋。那時恰值西伯利亞寒流侵襲仲冬的
江南。因買好票次日還要南下，朋友們便陪
同我頂著凜冽寒風遊西湖。湖水嘩啦啦嘩啦
啦拚命往岸上爬，樹枝在寒風裡刺耳地囂
叫，已顧不得欣賞寒流肆虐中的西湖景致，
也記不清六橋名稱和它們的模樣了，我們上
橋下橋，匆匆急走，蘇堤上不見一個人影。
朋友說，原來蘇堤上處處都是雙雙對對的戀
人，現在空空蕩蕩都不見了。突然，朋友招
呼我，看跨虹橋下……。我也看到了，橋洞
裡果然有一對熱戀的年輕人。回賓館的路
上，竟不覺得寒冷了。當夜，我寫了一首
詩：《仲冬，蘇堤漫步》：

猛浪的風，割面／吹斜了柳絲枯黃，／
湖面傾斜，／岸邊的長椅，不見／絡繹的遊
人雙雙。／／映波橋映皺了橋的側影，／鎖
瀾橋鎖不住浪的顛狂，／望山橋望斷了山色
淒迷，／壓堤橋壓不住堤的動盪，／走過東
浦 橋 、 跨 虹 橋 ， ／ 找 不 見 一 片 溫 暖 的 艷
陽。／／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不，我
不 悔 來 遲 ， ／ 勃 勃 興 致 ， 並 未 被 寒 流 挫
傷，／雖未得飽覽西湖春色，／卻終於見一
對 戀 人 倚 傍 。 ／ 美 ， 何 必 一 定 要 依 附 著
春，／情滿西湖，那怕冬的空蕩……

筆者對高古玉鳥，不論任何種
類，可說情有獨鍾。自新石器時代紅
山文化、良渚文化至西漢、東漢，甚
至稍後的魏晉南北朝和遼、金，皆有
一些珍罕的 「土古」或 「傳世品」玉
鳥留存至今。它們古拙可愛，早期的
板狀體，以及兩漢的圓雕立體玉鳥，
各具特色。例如附圖為漢代雕琢的
「玉鴿」飾，帶天然鐵鏽沁；鳥體彎

弧富曲線美，刻有頸飾；羽毛多利用
陰刻線或隱起手法顯現，眼圈也屬陰
刻輪廓，琢技精絕。

兩漢玉鳥時興圓雕，頭型多數如
同接榫，軀體圓渾；尾部多由細長平
行羽毛組成。迄今所見，以玉鷹、玉

鴿和玉鳩為主；玉鳳則多為凸雕或浮
雕板狀體，尚未發現圓雕作品；其中
有些玉鳳屬透雕，十分精美。其實如
附圖的 「玉鴿」飾，從形制看，其下
方應銜接或鑲在枴杖頂上，原本並非
放桌上的陳設品；而且應為鳩，而非
鴿（形相似）。這種鳥形玉杖首，遠
於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已出現；器中
央鑽的圓孔很大，估計乃要來套進柄
形器上，可能屬原始宗教的鑲嵌器。

漢代琢的玉鳩杖首，據說是用來
敬老，源自古時用鳩來饋贈七十歲以
上老人家。也有傳說謂有幾隻斑鳩，
曾救了險被項羽追殺的漢高祖劉邦，
故後來以鳩杖首作紀念。

蘇堤六橋行 一
眨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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