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天雁重现于敦煌遗书的《秦妇吟》

近日翻读《全唐诗精华分类

鉴赏集成》一书，我被一个唐代

旷世才女深深感动了。她就是

薛涛。

人们了解薛涛，多半是从

“薛涛笺”开始的。相传薛涛天

资聪慧，自幼随入蜀为官的父亲

薛勋由长安迁到蜀中。后来薛

勋去世，家中一贫如洗，她沦为

乐妓，直到20岁时才有幸告别

乐妓生涯。此后，她来到成都西

郊万里桥的浣花溪畔，隐居于鸡

碧坊。她闭门深居，独守清贫，

终身未嫁。寂寞的日子里，她在

庭院里栽种了许多枇杷树，并取

井水造笺，亲手制作出一种颜色

深红如血、艳丽如霞的精美别致

的小笺，人称“薛涛笺”。

“薛涛笺”的故事美丽而又

浪漫，那一方方精美的红笺见证

了一代才女的千古才情。作为一

代才女，薛涛能歌善舞，琴棋书

画、诗文词赋更是无一不精。在

悲苦凄绝的境况下，她在自制的

红笺上写下了数百首美丽动人的

诗篇，历来传诵不衰。一个落魄

女子能平静而优雅地在自制的红

笺上写诗，这甚至比古代隐者在

石壁上题诗、在蕉叶上作画、在

“山中煮酒烧红叶”还要浪漫。

然而，“薛涛笺”主人的爱情

却是美丽而又凄迷。薛涛一生

执著而深沉地爱着一个人，这个

人便是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

稹。自从元稹的妻子韦氏亡故

后，薛涛便与他情真意切地相恋

了，可是由于元稹后来的遭贬与

远离，薛涛的爱情也变成了一株

旷野风中孤独的瘦柳。古道茫

茫，西风猎猎，元稹的身影渐行

渐远，薛涛的爱情也因此变得遥

遥无期，且看那红笺上美丽而又

忧伤的诗句：“去春零落暮春时，

泪湿红笺怨别离”、“水国蒹蒹夜

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

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多

少个花之晨、月之夕，薛涛望断

天涯，苦苦思念着元稹，她为坚

守一份无望的情感而孤苦了终

生，直到香消玉殒，死后葬在成

都近郊的望江楼旁。

一千多年的岁月里，薛涛这

个柔弱而不幸的才女，一直沿着

美丽而忧伤的红笺向人们缓缓

走来。“薛涛笺”成为了忠贞不渝

的爱情的象征，薛涛的名字千古

流芳，尤其是她自制的红笺、红

笺上的题诗以及她对爱情的痴

情守望，更是赢得了世人的欣赏

和尊重。正如唐代诗人王建所

言：“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

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

春风总不如。”

薛涛用一生的浪漫与才情、

凄苦与等待，抒写了一段美丽而

悲凉的爱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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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这个颇具中华文化传统意蕴的称

呼，听起来更像一位佳人的芳名，其实它只是

一种很寻常的野蔬。

我的老家乡村里生长着很多紫苏，它生

长不挑环境，对水肥要求很低。荒滩、墙角、

屋后、菜园四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虽时

常见到却并未见人播种，听老人们说，村里四

处散落的紫苏不是人工播种，而是自行繁殖

的。村前村后常见的紫苏有两种，都是野生

的。一种叶片正反皆紫色，一种正面绿、背面

紫。她们都是叶卵圆，有叶尖，属于野生的紫

苏种类。

我国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关于紫苏的记

载，早在2000多年前，智慧的古人已发掘出它

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尔雅》里曾这样描述：

“取新鲜紫苏的茎叶研汁煮粥，长服可令人体

白生香。”这种功效对于普天下的爱美女性，

莫不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可究竟有多少人试

过，效果又如何，暂不得而知。但人们食用紫

苏的习惯，却从秦汉年代一直延续到了今

天。《本草纲目》记载，大宋仁宗皇帝曾昭示天

下评定汤饮，结果是紫苏水第一，被翰林医官

院定为“汤饮第一”。也就是说，紫苏茶在宋

代曾获得过最高殊荣。所以，才有元代诗人

昊莱“向来暑殿评汤物，沉木紫苏闻第一”的

诗句。

我一向对紫苏怀有好感，小时候最爱吃

母亲腌的紫苏嫩姜。那时一到夏日，口中寡

淡无味，母亲变魔法似的从柜子上取出玻璃

瓶儿，里面腌着紫苏嫩姜，看那色泽，真是一

道残阳铺水中，泛着淡红。如果紫苏再多放

一些，那红色的汁水会更加旖旎动人。象牙

白的嫩姜，洗净沥水，姜头犹如少女的纤指，

用手撕成薄片，加盐稍稍腌制。锅里放入冰

糖、白醋熬啊熬，文火舔着锅底，熬到黏稠时

放入摘回的嫩紫苏叶，等紫苏糖醋水冷却，将

腌制好的姜片泡进去，两三天工夫就可以食

用。瓶中姜片如同片片扁舟，紫苏则如碎花

点点，整整一个夏日，摘摘叶子腌腌姜，在蝉

声由浓到淡中就不知不觉过去了。等到秋风

吹起，紫苏结了籽，这一年的生命就走到尽

头。紫苏的籽又叫苏子，像寻常人家在唤自

己的幺儿，亲切、朴素又不失典雅。在茎枯叶

萎之前，把它的叶片摘下来，洗净晾干存放起

来。古人还有更好的方子，《调鼎集》载:“平时

将薄荷、胡椒、紫苏、葱、香橡皮、桔皮、菊花及

叶同晒干,捶碎收贮。”

离不开老家的紫苏，于是在一个春日上

午，我特地跑回老家，为的就是移植一棵紫苏

幼苗来种在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起初移植时

如同营养不良的孩童，瘦瘦弱弱的，数月之

后，安然于房前的一片空地。宽袍大袖的紫

苏与一群菊花脑为伴，菊花脑犹如小家碧玉，

绿茵茵的一片，紫苏如同谦谦君子，片片绿中

泛紫的叶片承接着阳光。紫苏也开花，腼腆

地开着，小小的唇形的花如米粒，不留意是看

不见的。紫苏的香气是从叶子散发出来的，

摘取紫苏叶子时叶脉中散发着香气，禁不住

一闻再闻。

紫苏不仅食之有味，而且入药效果也非

常好，自古以来就是一味有名的中药材。中

医认为，紫苏叶性味辛、温，入肺、脾经，有解

表散寒、行气宽中之功。紫苏辛香温散，入肺

走表而发散风寒，又能走脾行血而宽中，对外

感风寒、内兼湿滞之症尤为适宜。古人常将

苏叶同其他食物制成既可口又防病的食品。

将鲜苏叶洗净，用开水烫后挤去水分，沾豆酱

吃；把嫩苏叶切成丝加入冬瓜汤里，食之祛暑

开胃；炖鱼或煮蟹时放些苏叶，可镇咳解毒；

若与土豆丝凉拌食用，清凉去火；将嫩苏叶切

细放上盐和米饭相拌，亦可与面条相拌，蒸馒

头或豆片时在屉上铺一层苏叶，蒸的馍别有

风味。我国民间还用紫苏作天然防腐剂，用

鲜紫苏叶包鱼、肉等易腐食物，将其置于室内

通风处，常温下可保存4-5天还呈新鲜状。

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洪荒走到繁华，但紫

苏还是这样不声不响地散长在自由广袤的天

地，用亘古的低调和隐忍默默散发着朴素的

芳香，不惊艳、不扰人。像很多草本植物一

样，紫苏也有它的古名。古时紫苏叫“荏”，光

阴荏苒，一坡斜阳，几畦空地，紫苏自在生长，

光阴流转，依旧淡然、素净，伴着我们柴米油

盐的寻常日子，兀自枯荣，老了年华，暖了岁

月。但我们总会在不经意地一个转身，或一

个回眸间，就与它热烈相遇，生出如见故人的

欢喜。

““汤饮第一汤饮第一””
话紫苏话紫苏

张张 坤坤

在我国文学史上，《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秦妇吟》

并称为“乐府三绝”。其中，《秦妇吟》是唐末五代时期诗

人、词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曾任前

蜀王建宰相，唐末现实主义诗人。其律诗圆稳整赡、音

调响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省，与韩偓、罗

隐并称为“华岳三峰”；其词词清句丽，情致婉曲，与温庭

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人物，并称“温韦”。主要作品有

《浣花集》《浣花词》。

《秦妇吟》是韦庄代表作，全诗共1666字，是现存唐

诗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通过一位秦妇的所见所闻所

感表现黄巢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全诗可分为四部

分，具体如下：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

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

歇。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

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

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

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这是全诗的第一部分，也是引子部分，叙述作者与

一位从长安逃奔东都洛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

头，闲凭雕栏慵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

鼓。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

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

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

尘，已见白旗来匝地。

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

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

兽。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

天，十二官街烟烘烔。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

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潜随帝座

移，妖光暗射台星拆。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

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长戈拥得上戎

车，回首香闺泪盈把。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

马。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西邻有女真仙

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

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

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

聘。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忽看庭际刀刃

鸣，身首支离在俄顷。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

井。北邻少妇行相促，旋拆云鬟拭眉绿。已闻击托坏高

门，不觉攀缘上重屋。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

摧。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蹰久回顾。旋梳蝉鬓逐军

行，强展蛾眉出门去。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

处。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夜卧千重剑戟

围，朝餐一味人肝脍。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

爱。蓬头垢面眉犹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语言

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

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

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

市。

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呼如窃语。夜来探马入皇

城，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

至。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皆言冤愤此时

销，必谓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

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沉沉数日无消

息，必谓军前已衔璧。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

绩。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

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

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今何

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

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

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

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是全诗的第二部分，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

长安前后的情形。

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奕

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

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峰

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

主。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

枿，殿上金炉生暗尘。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

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

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

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

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

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前年又出扬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

间，顿觉时清天地闲。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唯守

城。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晏然无犬声。朝携宝货无人

问，暮插金钗唯独行。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

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

宿？老翁暂起欲陈辞，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

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

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丝

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

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

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

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

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这是全诗的第三部分，写秦妇从长安逃出后东行避

难三载间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

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枭

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

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

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

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

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

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

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这是全诗的结尾部分，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

太平的江南充满向往。

《秦妇吟》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全诗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

空间范围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我国

古典叙事诗中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秦妇吟》诞生后，民间广有流传，被制为幛子悬挂，

盛况空前，曾盛传一时，韦庄也因此获得“《秦妇吟》秀才

的雅号”。然而，就是这样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巨作却遭

到厄运，韦庄晚年讳言《秦妇吟》，撰《家戒》自禁此诗，并

向各处收回抄本，临终还嘱托家人不许挂《秦妇吟》幛子，

其弟韦蔼编定韦庄《浣花集》也不收录，致使宋之后徒知

其名，不见其诗，随着时间流逝，致使这篇名作失传。

20世纪初敦煌遗书被发现，又竟使这首失传千年的

名篇完整地再现于世。敦煌遗书重现的《秦妇吟》是被

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夺的，敦煌遗书

中共有10个抄本，其中两个为同一抄本撕裂而成，而实

际为9个抄本。这9个抄本是，编号为斯5476、斯695

的，卷末题“贞明五年（五代后梁末帝朱友瑱，即919年）

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士郎安友盛写

讫。”还有写书诗四句“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

不可得，还是自身灾。”；编号为斯5477、伯2700、伯3381

的，卷末题“天复五年（唐昭宗李晔，即905年）十二月十

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编号是伯3780的，

卷末有写书人题记两行，一云：“显德二年（五代后周世

宗柴荣，即955年）丁巳岁二月十七日就家学仕郎马富

德书记”；一云：“大周显德四年（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即

957年）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编号为伯

3953，仅存21行半，书法不佳；编号为伯3910的和李盛

铎卖给日本的敦煌写本同录。

1923年，伯希和应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函请，

抄录了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

馆所藏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两种《秦妇吟》卷文，寄回中

国。后经过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以及小翟里斯等中

外学者的整理和研究，使得今人才能见到失传了千余年

的历史名作《秦妇吟》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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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晓

冬冬

茶味，有活与不活之分。

不活的茶，是人饮亦饮。别人喝茶，自己也

喝，有样学样。茶水入喉，人的心思却在茶之

外。茶里茶外，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泾渭分

明。这样的茶，如一潭死水，自然激不起波澜，也

就白白糟蹋了。

饮茶的可贵之处，在于活味。

热，是一种活味。芸芸世间，人情冷淡，亦是

常事。但总有这么一些人，愿意向你敞开心扉。

这种时候，茶就是一张请柬，邀请你走进另一个

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摒绝了世态炎凉，热茶暖

心，茶香也活了起来。

冷，也是一种活味。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

不得不戴着面具做人，说着不由衷的话，做着不

由心的事儿。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来一杯茶，

卸下心防，静静品味茶香。这样的时刻，在茶香

里邂逅的，是内心深处的自我。茶香涤尘，人心

冷静，于是也就更明白了前路虽漫漫，初心仍不

改。

趣，亦是一种活味。人活于世，难免有这样

或那样的瘾。茶瘾，亦是其一。于茶有瘾，便是

在茶味中入了迷。每一片茶叶，都各有其不同的

香气。一旦入了迷，茶便不仅仅是茶，也是一种

寄托了生活之趣的瘾。这样的瘾，也能让茶鲜活

起来。

不活之茶，失之于不变。将心思放在茶外，

眼前的茶便失去了形色。任茶香袅袅，茶味缤

纷，也不过徒具形色。在无心人的口中，茶不过

是一道程序，或是一件工具。而重点，却在茶之

外的世界。于是，不同的茶入口，也难逃千茶一

味的结果。

茶之活味，在于变字。一茶一饮，一叶一香，

人于惊喜之间，辗转莫测。茶味便如精灵一般，

于山穷水尽之处，带来柳暗花明的惊叹。此时的

茶，风情万种，于味蕾上经久不散。茶活，人心亦

活。

活茶活茶
郭华悦郭华悦

《《草原牧歌草原牧歌》》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