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
日
路
途

!
国
画
"

丁
筱
芳

文
汇
八
十

!文
汇
笔
会
"

微
信
二
维
码

!" 主编!周毅 副主编!舒明
首席编辑!潘向黎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笔会

他乡故知是麻雀
龙仁青

人类依据鸟类的生活习性! 对鸟类

有一个基本分类" 候鸟与留鸟#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句话典

出 &史记'陈涉世家(! 意思是平凡的人

怎么知道胸怀远大理想的人物的志向#

而 &庄子'内篇'逍遥游( 也引用此典!

则通过一个故事 ! 讲述了 )鸿鹄 % 与

)燕雀% 的彼此不屑和不解# 其实! 这

里所涉及的几种鸟类***鸿鹄! 据说是

指属于近亲关系的大雁与天鹅 ! 而燕

雀! 则指一种雀科鸟类或者是燕子与麻

雀! 将 )鸿鹄% 与 )燕雀% 相对应! 其

实就是把候鸟与留鸟对应起来了***尽

管候鸟与留鸟! 从鸟类的习性来说! 不

是一个完全相对的概念+ 作为候鸟! 迁

徙是它们的习惯! 它们必须依据季节和

时间飞向远方 ! 而作为留鸟 ! 留守故

园! 才是它们所要坚持的必须# 对于这

一点! 瑞典作家欧仁'朗贝尔却直接站

在了 )燕雀% 的立场上# 他以一种欣赏

的笔调这样描述了家麻雀 " 它厌恶孤

独! 对迁徙也没一点儿兴趣! 甚至散步

对它来说都是庸俗的乐趣# 它有自己的

社区, 自己的街道, 自己的席位! 这才

是它的舞台! 绝不远离+

!"#$ 年 % 月 % 日 ! 全球观鸟日 !

青海湖管理局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有

关青海湖鸟类的帖子! 朋友转发给我!

我浏览下来! 发现尽数都是候鸟-**其

实! 将候鸟指认为属于某个地方的鸟!

原本就是一种错误! 但在青海! 这似乎

是一种现象! 许多摄影爱好者! 有的以

)打鸟% 者自居! 他们所拍摄的! 大多

也是候鸟! 对当地的许多留鸟却视而不

见+ 也许! 恰是因为青海湖岸畔有一座

鸟岛***原本也是属于青海旅游的 )招

牌菜%! 如今也宣布关闭! 让这里的鸟

儿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多的呵护***

是每年春夏季节许多候鸟来栖息 , 产

卵, 哺育幼鸟的地方! 人们对它的关注

程度过高! 导致了对更多种类的留鸟的

忽视+ 我也发现! 候鸟作为各地容易得

见的鸟类! 有关它们的资料很多! 但关

于留鸟! 特别是像环青海湖地区这样的

偏远地带! 生活在这里的留鸟就很少有

人问津了! 有关它们的资料少之又少+

我曾在一篇文字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

果把青海湖鸟岛上的候鸟比作游客! 那

么! 金银滩草原上的这些留鸟! 就是世

居当地的土著! 对于它们的休养生息!

我们不仅要关注 )游客 % ! 更要关注

)土著%+

环青海湖地区是藏族情歌拉伊的主

要流传区域 ! 这种情歌时常以杜鹃

鸟***候鸟! 百灵鸟***留鸟起兴! 抒

发情恋男女之间走与留, 守与散, 等待

与重逢等情感与心绪! 委婉动听! 直指

人心+ 依照这种理解! 那么! )鸿鹄%

与 )燕雀% 也不必非得是一种彼此不屑

与不解的对立关系! 彼此间或许还可以

心怀一种凄美的思念+

要么读书! 要么旅行! 身体和灵魂

总有一个在路上+ 这是时下极为流行的

一句 )鸡汤%+ 有关这句 )鸡汤% 的出

处! 还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其实! 这句

话说的还是去与留的关系! 只是用一句

)在路上% 偷换了概念! 把去与留都归结

成了一种行走方式+ 而与这句话相对应

的! 也是时下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 那

就是 )宅%! 由此还出现了一种新新人

类! 叫 )宅男% )宅女%+ 这种生活态

度! 似乎是对 )在路上% 的行走方式的

一种对抗! 强调了 )留% 的重要性+ 从

这两种完全相对的表述! 也反映了当下

人们面对自身 )压力山大%, 复杂浮躁的

生活的一种矛盾心理 + 实际上 ! 正如

)鸿鹄% 与 )燕雀%! )去与留% 只是不

同的人群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 没有孰

对孰错!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候鸟的迁徙

而去指摘留鸟的守候! 反之亦然+

麻雀! 这小巧的留鸟! 把远方留给

了那些 )鸿鹄%! 留给了候鸟! 自己心

安理得地留了下来+ 留下来! 每天和人

类 )厮混% 在一起+ 厮混在人类生活的

地方! 这些麻雀也就沾染上了一种属于

人类的烟火气***当它们不再觅食! 也

不用去飞翔的时候! 就聚集在一棵树上

或者一片草地上 ! 高声喧闹 ! 嘈杂不

止+ 恰似人们在商场, 车站等公共场所

的一种行为! 我行我素地张扬出了一种

世俗的味道+

一百多年前! 一位遁世修行的藏族

喇嘛敏锐地从麻雀身上嗅到了这种世俗

的味道! 于是! 他写下了一篇文字+

麻雀! 藏语叫做启哇! 但大多数人

会把它叫作希德或青希! 意思是小鸟或

家雀! 很少有人知道! 它还有个名字叫

嘎兰达嘎+ 这位叫洛桑夏智嘉措的喇嘛

曾写下一篇题为 &答嘎兰达嘎问( 的文

字 ! 据说是一篇韵文和散文间杂的文

体! 但已成佚卷! 后人根据当地老人的

记忆! 记录下了这篇文字的诗歌部分+

这是一首以藏文三十个字母起头的藏头

诗! 全诗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了一个

在密林深处修行的僧人和一只麻雀间的

对话! 话题涉及入世与出家, 静修与喧

闹, 贪婪与知足等! 妙趣横生! 令人忍

俊不禁+

我的朋友喜欢行走 ! 而我喜欢

)宅 % 着 + 我们的状态 ! 恰是 )鸿鹄 %

与 )燕雀%! 但我们从不彼此不屑或不

解! 反而很欣赏对方+ 近日朋友去了新

西兰! 她知道我喜欢鸟儿! 便拍了生活

在那里的许多鸟儿发给我***那里的鸟

儿对人类已经没有太多的防备! 朋友用

手机就拍到了许多美丽的鸟儿+ 显然!

这些鸟儿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大多数

我从未见过+ 出于好奇! 我问她! 见没

见到麻雀! 她说她留意+ 没过几日! 她

便发来了她在毛利人居住区拍到的麻

雀+ 还告诉我! 她早上醒来! 听到了麻

雀的鸣叫声 ! 觉得是那样的熟悉和亲

切+ 她的话! 也让我回忆起我在四处行

走时与麻雀的一次次相遇+

我不知道! 是不是每一个地方的麻

雀***不论家麻雀或树麻雀! 以及其它

的麻雀***都有着相同的长相和鸣叫!

就我有限的游历! 我是肯定这一点的+

有时出差在外 ! 清晨醒来 ! 听到窗外

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就像我的朋

友一样***就会有一种恍若躺在家乡

老屋熟悉的床榻上的亲切感 + 而每每

看到在被交错的高楼和纵横的电线切

割成碎片的城市的天空里从容飞过的

麻雀 ! 抑或是飞落在乡村的屋檐下以

及在草原帐篷的缆绳上的麻雀 ! 也会

一眼认出它熟悉的身影 ! 它完全是在

家乡看到过的模样 ! 仿佛它从我的家

乡刚刚飞来! 抑或! 一直在这里等我!

在这座别人的城市! 别人的天然牧场!

让我在这陌生的地方 ! 感受到一种熟

悉 ! 消解如我一样流落他乡的人们心

里的孤独和乡愁+

他乡遇故知! 被说成是人生一大快

事 + 但很多时候 ! 这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 但麻雀却是个例外! 只要你用心!

在别人的地方! 你一定会看到就像是从

自己家乡飞来的麻雀! 听到它们熟悉的

啁啾的鸣唱+

所以! 他乡故知是麻雀+

虫子吃过的好菜
高明昌

两个月前烧夜饭 ! 母亲总是对着

摊了一地的鸡毛菜说 ! 蔬菜烧啥 . 我

说! 当然是鸡毛菜+ 小姊妹说! 别烧!

鸡毛菜难看极了+ 是的! 看一眼眼前的

鸡毛菜啊! 真的要替它喊冤! 首先是茎

边斜出来的叶片! 全张的很少! 半张的

很多! 叶片上布满了针尖大小的洞洞!

洞眼对穿! 不对穿的只留下叶脉了+ 其

次鸡毛菜的茎很细! 颜色上半段乌青!

下半段淡白! 不少是半当中断了! 拢在

一起! 根多叶少! 破相, 萎靡! 确实没

有生机 + 母亲说 ! 自己吃 ! 不讲究卖

相! 拣一拣吧/ 说完自己先拣了起来+

小姊妹继续说 ! 好像根根都被虫吃过

了+ 母亲笑笑! 是啊都吃过了! 不过!

虫吃过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物事啊 + 我

说! 虫敢吃的! 我们当然敢吃! 今晚就

烧鸡毛菜+

母亲的话总是对的 + 吃饭时 ! 一

碗鸡毛菜的销路确实超过想象 ! 什么

菜都有剩 ! 唯独鸡毛菜不留一根 ! 剩

在碗里的一点汤汁白乎乎, 绿茵茵! 也

好看的! 我说汤我喝+ 母亲笑笑! 大家

相信了哇 ! 虫 ! 吃过的菜 ! 其实都是

好菜+

两个月后! 地里的土豆也好吃了+

母亲一篮一篮地从地里拿回来! 自己种

的土豆就是不一样" 一是比较圆! 像个

乒乓球! 稍微小一点点! 即使不够圆整

的土豆! 基本上也是椭圆的0 二是比较

小! 绝对没有菜市场里那样大块的! 最

大的也只有鸡蛋那么大+ 母亲嘱咐今晚

就烧点---刚挖出来的土豆! 吃起来特

别的糯+

开始洗涤土豆 ! 又发现了一个事

实! 随地而滚的土豆! 那些偏大的光溜

豆面会突然凹了一下! 面上有几个小小

的坑! 都是圆圆的! 边口都是齿痕! 深

度半公分不到一点! 边沿口比较小! 里

口相对大些+

长在地里的土豆! 为什么会这样.

母亲说! 虫子们先吃过了+

虫子的本领真是了得! 地上的鸡毛

菜要吃! 地下的土豆也要吃+

虫子敢吃的! 我们更敢吃! 这是吃

鸡毛菜得来的经验! 所以看见土豆也这

样想+

那晚的土豆烧了两碗 ! 一碗是炖

的! 是一片土豆上放一片咸肉! 算是咸

肉炖土豆! 一碗是放在咸菜里! 是咸菜

土豆汤+ 当晚的土豆吃得一干二净! 大

家觉得卖相是次要的! 而碗里的土豆!

感觉很白亮! 也嫩相! 母亲说的糯! 是

千真万确+

这几天烧夜饭! 母亲都摘好了半小

篮的刀豆+ 我知道! 现在到了吃刀豆的

辰光+ 刀豆不长! 一虎口那样长! 比筷

子稍微粗一点! 圆润, 青嫩! 那个颜色

真美! 与剥了皮的芦粟差不多! 生青碧

绿! 看上去水灵灵的+

刀豆需要捏断后烧的! 捏成两寸长

的样子! 母亲叮嘱! 要看清虫子+

还真的有虫! 好端端的刀豆! 中间

段突然有了针眼的斑点! 斑点上有一溜

发黄的黏糊糊的糊状物! 还有的有一粒

粒很小的粉状东西! 乌黑, 蜡黄! 看上

去有点不舒服+

刀豆的虫子! 真的与众不同! 半寸

长! 很细! 米粒般粗细! 嘴巴有点清淡

的黑色! 它们看见了我! 就拼命地往豆

里钻去+ 这虫子有点怪! 人家是吃了就

走了! 它们贪心不足蛇吞象! 吃了! 还

把刀豆当作了自己的家! 住进了刀豆的

里面! 过起了吃穿无忧的日子! 不晓得

刀豆不是为它们种的+

刀豆烧了! 颜色由绿变青了! 更亮

了! 吃口清脆! 有一点绿叶菜的甜味+

母亲对我说! 等些回南桥拿一把去! 小

姊妹听罢 ! 不声不响地穿上了高帮套

鞋! 到田里去摘了+

刀豆里的虫子本领真大! 刀豆是长

在棚上的! 是悬在半空的! 这没有翅膀

的虫子如何爬得上去+ 嗨! 虫子与人一

样聪明! 有目标! 有向往! 有需要! 就

有力量! 一公尺, 两公尺确实不是遥不

可及的距离+

对了! 这些虫子的长相也是不一样

的---鸡毛菜里的虫子碧绿! 叫甜菜夜

蛾! 土豆的虫子是地老虎! 白色的! 而

刀豆的虫子叫豆野螟! 绿里带青+

后来想! 虫子尝鲜也蛮好的! 它先

吃! 你后吃! 有点帮你试菜的意思呢+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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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是与江西景德镇, 湖南醴陵

并称的中国三大瓷都之一! 早在新石

器时代就开始制作硬陶, 印纹陶+ 到

了唐代 ! 德化陶瓷生产已初具规模 +

我多次到宋至清代的一个民间瓷窑

址---屈斗宫德化窑遗址探访! 残存

的三杯两盏! 零星裸露在瓷窑的赤土

坡上! 叙说着当年窑火熊熊的烧窑故

事! 缀联出壮观的画卷+

宋元时期! 每年秋冬时节! 一艘

艘泉州 $福船 % 从 $东方第一大港 %

后渚启程出海 ! 走向海上丝绸之路 !

运载的除了丝绸! 主要的便是意大利

著名旅行家马可1波罗所说的 )既多且

美 % 的 )迪云州 &德化 ' 制造的碗及

瓷器% 了+ 用德化的高岭土做成, 烧

制的瓷器玲珑剔透! 釉面明亮, 光润

熠熠照人 + 尤其是 )建白瓷 %! 人称

)猪油白 % 确实妙绝 ! 说是白又有点

黄! 说是黄又那么玲珑剔透! 倒不一

定是哪一位名家起的名吧! 很可能就

是老百姓透彻它的风韵! 某个时刻脱

口而出的赞叹+

德化瓷同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

在一起! 他就是明代德化 )瓷圣% 何

朝宗 + 何朝宗诞生在德化的一个叫

)后所% 的地方! 这一带! 窑场密集,

水碓咿呀---现在还能看到古老的水

碓! 在慢悠悠地舂着高岭土+ 这里还

有座因盛产制作瓷观音的最好原料优

质高岭土而得名的 )观音岐%+ 这就是

这一方水土的得天独厚了+ 何朝宗生

活的年代! 佛教等宗教凭借海上丝绸

之路广泛传入泉州! 传入中国+ 传说

曾有九仙来游的德化九仙山! 成为闽

南乃至福建的佛教活动中心! 以烧制

佛雕为主业的德化瓷在这样的土壤蓬

勃生长不言而喻+ 何朝宗的瓷雕贯注

了一个终生守望着炉火! 与泥土, 刻

刀为伴的能工巧匠的生命! 每件作品

完成后! 他都要摆到窗口让路人来品

评! 稍不如意就推倒重来+ 他雕塑的

以象牙白胎釉烧制的佛像体现德化陶

瓷鼎盛时期---明代的高峰! 被视为

)天下共宝之% 的 )东方艺术明珠% 而

)不惜以万金争购之%+ 他的作品理所

当然要从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与私人

收藏家的藏室里透射出光芒+ 他的作

品 ! 比如渡海观音 ! 头额上的白毫 ,

发髻以及如意 , 披巾的雕刻极精细 0

衣褶带作结状! 露胸, 系璎络! 双手

藏袖! 露一足踩踏莲花! 另一足水花

掩盖! 给人踩浪凌波的联想+ 他的瓷

观音! 既是佛像! 又流露出世俗的情

感0 既冷静平和! 又燃烧着生命的火

焰0 既安详, 端丽! 又隐含着哀愁+

他的瓷观音大多不露手! 有人说

是为了防止长途运输可能给瓷器造成

的损坏+ 还可能另有深意" 因为不露

手 ! 更具女性的谦和 , 温柔 , 含蓄 +

透过裙袂! 透过庄重典雅的线条和优

美的动感令人想象那一双愿为人间排

除苦难的手! 其韵味更为独特隽永+

德化友人送我的德化当代瓷雕摆

满我的收藏柜! 而一尊仿何朝宗风格

的中型大小的滴水观音! 则一直亭亭

玉立在我客厅醒目处+ 滴水观音果真

能滴水+ 利用压力原理从观音手中倒

着的净瓶里滴落的水滴像晶亮的珍

珠 ! 又像闪烁一下随即消逝的光影 !

那一声脆响足以荡涤一切嘈杂, 一切

烦忧+

德化瓷从来没有停止过逐浪远航

的梦想 ! 哪怕波诡云谲 ! 艰险重重 +

($!! 年! )泰兴号% 巨型帆船在南中

国海触礁沉没+ ())) 年此船被打捞出

水! 船上的 *% 万多件 #$ 至 #) 世纪初

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 现身在人们惊

奇的目光里 + !++, 年 ! )南海一号 %

沉船被整体打捞出来 ! !++ 多件出水

文物中过半是产自德化窑和磁灶窑的

瓷器! 不但有德化窑系的白瓷! 还有

国内传世不多的德化窑大盘和磁灶窑

的绿釉瓷器! 轰动一时+ 海底宁静的

眠床还安息着多少德化瓷. 海底蕴藏

着多少德化瓷的呼唤与梦呓. 难以探

测! 难以计数+

我很喜欢既是中国又是陶瓷的英

文单词 )-./01%+ 每当来到德化 ! 大

街上见到说说笑笑行走的外国瓷商 !

或是在陶瓷博物馆里见到他们在与德

化瓷的主人 们 交 谈 ! 我 都 能 听 到

)-./01%! 乐音般的清脆悦耳+

从云雾山中走向海上丝绸之路 !

以自己的美妙风姿走向更广阔的世

界! 德化瓷! 让我沉浸在辽远深邃的

神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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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柑种在三垟湿地的 )水墩墩 %

上+ 水墩墩是当地人对湖中小岛的土

称+ )风暖橘洲香%! )落日放舟寻橘

浦%! 温州的柑橘历来跟水在一起+ 谷

雨前后! 瓯柑开花! 水岸青林! 喷雪

可闻+ 看柑子花! 也是去看在水一方

的故人+

去岁的瓯柑还在眼前+ 这些柑子

是我照老办法贮藏" 放入陶缸! 参差

摆放! 用松枝遮盖缸口+ 刚离枝的柑

子! 青中晕了黄! 似一抹秋光潜进了

碧潭+ 到了年底! 通体被黄色渗透打

亮+ 年一过! 那层浮光一收! 一个个

软绵绵! 皱呆呆的! 像锦囊---收纳

时光的锦囊+ 打开! 里面藏了一窝的

琥珀仔! 最初的苦酸变成了甜! 留在

舌根的一点苦! 恰到清味+ 若不嫌牵

强附会! 苦尽甘来! 是自然载道于一

枚柑子了+

橘浦风起 ! 花与人 ! 素面相见 +

蓦然回首 ! 眼前的柑子已是千年身 +

一株草木从时间中成功突围! 叶脉似

青瓷冰裂! 那些被时光封印的风华从

罅隙处一朵一朵冒出来+

清梁章钜 &浪迹续谈( 载" )永

嘉之柑! 俗谓之瓯柑! 其贩至京师者!

则谓之春橘! 自唐宋即著名+%

永嘉是温州的旧称+ )瓯% 是温

州的地域形状! &山海经1海内南经(

称 )瓯居海中%0 温州古属 )东瓯国%+

方物随 )瓯% 姓! 是血脉的认同! 更

有一种情结+ 温人谁不养于这一枚柑

子呢.

呼 )春橘%! 一个果子的个性已被

说出 + 其实瓯柑可以存放到端午节 !

甚至更长的时间! 温州民间有 )端午

瓯柑胜羚羊% 之说+ 与众不同! 际遇

自是不同+

唐高宗上元元年 22,33! 温州得

名之始+ 这一年! 温州柑橘列为贡品

2据 &新唐书1地理志(3+ 温州的柑子

在长安还执行了另一项任务+ 元林昉

&柑子记( 载" $唐开元! 天子元夕会

宰执, 侍从! 饷黄柑+ 既拜! 赐怀其

余以归! 转相馈遗! 号曰" 4传柑5+%

瓯柑被天子选中 ! 应该是体积

大! 贮藏到正月味道正好! 物色又契

合皇家气质+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

谐音文化起作用---柑谐音官! 传柑

是传官! 赐福禄0 橘谐音吉! 寓意大

吉大利+

传柑历朝相沿+ 清 &永嘉闻见录(

载" )永嘉土产果品惟柑为最! 以底

平而圆者为上+ 岁例进贡! 以备正月

十五日传柑之用+ 九十月之间摘送县

中! 装桶封送至省! 以为贡品+%

赞美瓯柑的诗 ! 苏东坡的最佳 +

那柑不仅是美物! 更是诗人自己+

东坡 &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 诗"

萧索东风两鬓华!

年年幡胜剪宫花"

愁闻塞曲吹芦管!

喜见春盘得蓼芽"

吾国旧供云泽米!

君家新致雪坑茶"

燕南异事真堪记!

三寸黄柑擘永嘉"

元祐八年 2(")*3 秋! 苏轼外放

河北定州! 时年 %, 岁! 于他 2% 岁的

一生! 已近尾声! 却是二度遭迫害流

放的开始+ 但这个乐天派的诗人! 从

不驻于愁! 眨眼就看到了新机---蓼

芽! 继而想起云泽米! 雪坑茶! 最后

说最该记的还是永嘉黄柑+ 说诗人言

愁! 不如说那 )三寸黄柑% 恰是诗人

向往的 )人间有味是清欢%+

东坡还有一首 &答晋卿传柑("

侍史传柑御座旁!

人间草木尽无浆"

寄与维摩三十颗!

不知檐葡是余香"

写得恣意纵横! 后两句更是奇枝

逸出---给维摩诘寄去三十颗黄柑 !

如此一来! 花中禅友的妙香也要排末

位了+ 苏轼把 )三寸黄柑% 置于禅宗

的境界! 那是真清欢+

瓯柑列群橘之首! 或许有一句话

说得在理---)以予意之! 温之学者由

晋唐间未闻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 !

至国朝始盛+ 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

盛处!岂亦天地光华秀杰不没之气来钟

于此土!其余英遗液犹披草木者66%+

人杰地灵! 万物同源+ 宋代是温州科

举的辉煌时代! 考中进士就有一千七

百余人+

这句话的主人是韩彦直 2((*(-

. 3 !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长子 +

((,, 年! 韩彦直知温州+ 第二年! 写

了一部 &橘录(! 完整而系统地叙述了

当时温州 !, 种柑橘类果树! 是世界上

第一部柑橘类科学论著+

&橘录( 中采摘条的文字很有意

思! 说采摘青柑第一天不能饮酒! 储

藏时也要远离酒气 ! 以防伤了柑子 +

这人与果实的微妙尺度! 也是自然的

尺度+

)对面吴桥港! 西山第一家+ 有

林皆橘树! 无水不荷花+% 2叶适 &西

山(3 这是 &橘录( 时期的温州+ 温州

橘乡出 &橘录(! 是极其相配的事+ 在

宋朝! 一个地方长官执笔写一部 &橘

录(! 或者 &牡丹谱(! 抑或是 &荔枝

谱( 之类的著作! 也是相配的事+

八百多年前的柑橘不可能与今

天的瓯柑同 + 但正如韩彦直所说 "

)温最晚出 ! 晚出而群橘尽废 + 物之

变化出没 ! 其浩不可考如此 +% 或许

是一只蜜蜂! 一只蝴蝶! 一场西伯利

亚的寒流! 一叶青萍的微动! 都可以

改变柑橘的性情+ 这谁知道呢. 但今

天的瓯柑是史上温州黄柑的后裔则不

容置疑+

&橘录( 完成的那一年! 叶适考

中进士第二名 + *" 年后 ! 嘉定元年

2(!"$3! %) 岁的叶适因 )伪学党禁 %

被罢官! 还乡后定居水心! 著书授徒!

建立事功学说理论体系 ! 成就 )朱 ,

陆 , 叶 % 鼎足之势 + 之余 ! 还仿照

)杨枝词 % 和 )竹枝词 % 创作 )橘枝

词%! 其实异名同体! 是乡情触发一份

别致的心思+ ---)蜜满房中金作皮!

人家短日挂疏篱 + 判霜剪露装船去 !

不唱 &杨枝( 唱 &橘枝(+% 教于门外

散学的童子! 从此! 这些橘枝词就成

了风的诗+

清时! 温州还是 )无数人家唱橘

枝%+ 橘乡唱橘枝那是生活的 )好在%+

可惜! 此种风情早已遁入湖山! 几个

水墩墩已是瓯柑最后的原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