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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白马仙洞一

小区邻居大姐的菜园子小具规模，那日路

过走近观赏，意外发现菜畦边上一丛茂盛的指

甲花，开得正艳。已有多年不见这指甲花，刹那

间似乎回到了童年，看见了漂亮的红指甲。

闲来无事翻看朋友圈，太原文友小宿的分

享吸引了我的眼球。图片是两株指甲花，花苗

细长，黄绿色，开了一朵淡红色的花。附有文

字：网购的花籽，终于圆了儿时的梦。

指甲花不仅仅是小宿的儿时梦，更是无数

个爱美的女孩子那年那月的美颜花。我能想象

到小宿种下花籽的憧憬，悉心看护的期待，修成

正果的欢欣。

指甲花就是专为扮美人间而来，花朵漂亮，

有单瓣、重瓣，五颜六色，红、粉、紫……不挑地

形，不择环境，花盆里、院畔、地楞边，花团锦簇，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指甲花有好多个美丽的名

字，我在石楼长大，我们叫它“浆草草”，“浆”谐

音，在当地就是染、着色的意思；后来回了老家，

我的堂姐堂妹管它叫“指甲花”；还有海南花、凤

仙花……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我们小时候没有美

甲，女孩子们就期待夏天的到来，夏天指甲花开

了，我们就有了漂亮的红指甲。静静的夏夜里，

母亲会挑选开得最艳、最漂亮、硕大的花朵小心

翼翼地摘下，再选几片嫩绿的、水分充足的叶

子，轻轻地放在一个粗瓷大碗里，再放进去一点

点明矾，母亲还会加一点点亮晶晶的煤屑，她说

煤屑加进去，染出来的指甲红色正，不泛黄。母

亲带我们去邻居家院墙外的一株桑树上采桑

叶，挑选大小适中，形状漂亮的叶子轻轻摘几

片，够用就好。我和妹妹洗漱后钻进被窝，兴奋

地露出一只胳膊等母亲忙完了给我们染指甲。

母亲拿一个木槌轻轻地捣，粗瓷碗釉面不光滑，

粗糙，利于研沫，不一会鲜花绿叶就变成了一堆

花泥，再碎了汁水就会团不住。母亲坐在床沿，

左手把一片桑叶端端正正托在我的一根手指下

方，指尖对着叶尖，右手拿起一小撮花泥放在指

甲上，涂匀了，手指顿时感觉凉丝丝的，这凉意

穿过指甲，浸到指面，很惬意。然后把桑叶左右

对折，叶尖部分紧紧地折回来，最后拿白线缠

住，感觉指头麻麻的。都包好了母亲就催促快

快睡觉，还嘱咐手掌平放着，不然花泥里边的汁

液会渗到指甲外边。在紧张和兴奋中酣睡，醒

来忽又想起红指甲，多半是桑叶包已经有几个

掉在被窝里，偶尔剩下没掉的，赶快打开，花泥

已成干瘪状，指头则被花汁浸染得发皱、发红，

指甲自然红艳艳。

最开心的是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染指甲。表

姐妹好几个，大家一起染，我们自己动手，没有

家长参与，很自由，一晚上叽叽喳喳中包上多个

手指，一条大炕上挤着。天亮了，第一件事就是

左推右搡，都喊醒了，睡眼惺忪的比谁的指甲染

得最红。那份欢欣、那份愉悦，都随着花泥渗透

到肌肤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市面上有了指甲油，小巧

的玻璃瓶里外透明，各色的指甲油琳琅满目。

这时候我最喜欢的颜色已经不是指甲花的朱红

色，而是朦朦胧胧的浅粉色。旋开瓶盖，小刷子

蘸一点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浅粉色指甲油，均匀

地涂抹在指甲上，吹一吹就凝固了，涂过的指甲

看起来很有光泽，漂亮极了。

不知不觉指甲花就淡出了视线，渐渐被遗

忘。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美甲行业风生水起，大

商场、小市场，漂亮的美甲师个个手艺了得，描

龙雕凤，一定把你的指甲做成一件艺术品。

也许是涂上的指甲油会掉，作为家庭主妇

的我生怕会做饭的时候把它揉进面团里，洗进

菜盆里；抑或是已不再年少，怀旧思故。偶遇指

甲花，无端引出这许多絮叨来。

白马仙洞是黄土高原罕见的天然溶洞，位于吕

梁市离石区吴城镇王营庄村南 10公里的九凤山，山

林幽深静谧，景色碧绿秀美。洞内曲径通幽，奇岩

险石，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目不暇接。洞口的道观

名“洞阳观”，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
年），坐落半山，云蒸霞蔚，气势不凡。

洞阳观内外现存古碑 12通，很有史料价值。今

年 8月中旬，白马仙洞景区特聘古都洛阳的传拓专

家陈志伟先生拓碑。拓碑过程中，慧眼独具的陈先

生发现了一通铭文格式非同一般的碑。这通碑立

于元代至正十五年（公元 1355年），在洞阳观的古碑

中年代最为久远，距今已有 665年。

碑题是“九凤山创建醮盆碑铭之文”。

醮盆，是道观的礼器，石头凿制的，用于祭祀，

形式简单。奇怪的是这通碑的碑铭格式，不是长方

或方形的，而是梯形的，上窄下宽，非常罕见。

这通碑嵌于原洞口右侧的壁上，碑石接近方

形，高 58厘米，宽 54厘米；铭文所占的碑心是梯形，

上宽 46厘米，下宽 54厘米；边框倾斜，浅刻花纹，宽

4厘米。

题下署名：道人常虚中 撰

落款：凤山居士李 明道大师王从道同立

文字共 20 行，每行 20 至 30 字不等，约 500 余

字。

碑文记叙九凤山的位置、历史传说和重要事

件，特别表明祈雨的意义和风调雨顺的企盼。首先

叙述九凤山是“黄帝之别馆，赤松子炼丹之处”的传

说，还有关于“晋高祖（石敬瑭）遇旱祷之即雨”的记

载。

立碑时值元代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在位，国家动

乱，民不聊生。立碑的二人捐凿“醮盆”，祈求国泰

民安。

经陈志伟先生详细考察，并向省内外文物部门

咨询，这种梯形铭文的古碑极其难得，诸多行内人

士至今未曾见过同样格式的碑铭。立碑之人为何将

碑铭定为梯形？对于文史爱好者来说，不仅会有追

索的趣味，大概还是个很有探讨价值的文物之谜。

这通离奇的元碑，既是洞阳观的古碑之首，也

是九凤山的镇山至宝。

序文兼有散文、论文

的特色，应该是用散文的

笔法去议论，用理性的思

维去叙述，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兼容并蓄，妙而成

文。其中的奥妙，真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

胡天将同志曾出版了

一部《诗词话马烽作品》。

我 在 序 文 中 是 这 样 介 绍

的：

“这是一部文学爱好

者的积淀之作。天将君自

幼酷爱唐诗宋词，多少年

来，反复吟咏，赏文字之华

美，悟诗词之精髓，得格律

之要领，体诗家之情怀，积

累了深厚的诗词功底。尤

为值得赞赏的是，他不是

用这种功力去吟风弄月，

无病呻吟；而是将这种功

力倾注于情有独钟的马烽

先生的每一部作品之中。

或点化主题立意，或歌颂

人物形象，或弘扬正义正

气，或抒发人文情怀，以古

典诗词的格式，将蕴含在

马烽作品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思想、艺术表现出来，

实属难能可贵。”

显然，这段文字是用散文笔调写的，但从整体上看，

却是在论述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古典诗词艺术积淀的。

在《诗咏孝义》自序中的一段文字，用散文笔调写

议论的特色更浓。

“我生于斯，长于斯，深深热爱着这块青山绿水的

热土，涓涓感恩于这方河滋土育的宝地。爱出者爱返，

美往者美来。只要真心做—个施人以爱、赏人以美的

人，便会深受美的感染。于是，精神愉悦，心情舒畅，思

维敏捷，想象飞驰；进而在乡俗中采撷美丽，于平凡处

点化精彩，从沧桑中升华哲理，在构思中激荡诗情。请

挚爱地关注孝义大地的山川沃野、人文历史、地域风

情、乡愁乡俗、名胜景观吧！她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雅致多情、风度温馨；她们是诗的抒情，是画的风韵，是

歌的旋律，是舞的灵动。我徜徉其间，欣赏美景，品味

人生。我觉得他们优雅，洋溢着少女的青春；她们多

情，氤氲着爱恋的情调；她们沧桑，镌刻着岁月的年轮；

她们睿智，讲述着历史的峥嵘。一幢幢挺拔而起的高

楼，一条条宽敞平坦的大路，一片片花团锦簇的绿

荫，一处处古朴典雅的景观，一款款风味独特的美

食，一曲曲哪伊呀嗨的腔韵，一段段脍炙人口的故

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于是，我痴迷，激起爱

恋不舍的情愫；我采撷，饱含艺海拾贝的猎奇；我神思，

宕荡澄怀静虑的缕絮；我遐想，翱翔艺术架构的羽翅。

是文化与素养的积淀，是性情气质由内而外的流露，是

从骨子里宣泄诗化了的美感，是生命中艺术元素的注

入。收天地日月精华于胸襟，绘万般景物情态于构思，

凝成了朝霞虹霓般的灵魂。一朵鲜花、一枚绿叶、一抹

时光、一缕炊烟、一个人物、一段传说，在笔尖婉转着诗

意，在文字里雕琢着诗行。字里行间有使命的凝铸，有

故土的眷恋，有岁月的穿越，有乡愁的情感。积十余年

的磨炼，方凝聚了数以千计的诗行。”

这分明是一段散文，但细理脉络层次，又觉得是在

议论着什么。完全可以说它是散文化的议论，理性化

的抒情。

顾景舟（1915-1996），

原名景洲。别称：曼希、瘦

萍、武陵逸人、荆南山樵，

自号壶叟、老萍，宜兴紫砂

名艺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 员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18岁拜名师学艺，30
年代后期至上海制壶仿

古，1954年进入宜兴蜀山

陶业合作社，一生三次参

加全国工艺美术代表大

会。他的作品工艺精湛、

气质高雅、形式多样，将

“工”和“艺”两者的结合

做到了极致。他把紫砂

工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所享的声誉可媲美明

代的时大彬，世称“一代

宗师”“壶艺泰斗”，作品

在拍卖市场屡创天价，被

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文物

馆收藏。

中山服、戴眼镜、清

瘦矍铄，是顾景舟留给我

们的标志性形象，让人感

觉他就是一位教书先生，

很难和整天与泥巴打交道

的紫砂匠人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紫砂业内，后来的

紫砂艺人还是习惯于称他

为“顾辅导”。1955 年开

始，顾景舟承担着“紫砂工

艺班”的招生和技术辅导

的育才重任，培养出当今

许多位高级紫砂工艺美术

人才。在此后的四十多年

的时间里，他以“布衣壶

宗”名满天下，把振兴紫砂

工艺的责任扛在肩上，传

授技艺、编辑出书，为宜

兴紫砂艺术事业贡献了

自己的一生。

今天，我们看顾景舟

的壶，每一把后面都藏着

一段故事，在形制规范、

比例和谐、细节完美、精

益求精的基础之上，呈现

出浓浓的文人气息。出

生于布衣的顾景舟在幼

年时代就读于宜兴丁蜀

蜀山脚下的东坡书院，或

许 是 冥 冥 之 中 的 缘 分 ，

《苏轼文集》成为了顾景

舟的精神寄托，在后来曲

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之中，

这一首《定风波》“莫听穿

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 ？ 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 。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

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

风雨也无晴。”几乎成为

了顾景舟一生的写照，同

时也让他的作品在端穆

之中藏着种种闲适，古雅

之中透着丝丝亲切，在中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一般滋润着他的

紫砂世界。

顾 景 舟 的 文 人 习 性

来源于自身的秉性和苏

东坡的影响，清正不阿、

不愿将就、律人律己非常

严苛，以至于他的徒弟们

个个都叫苦不迭。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之下，顾景舟

做起壶来非常的慢，作品

存世量也不多。严师出高

徒，他对徒弟们倾囊相授，

细致入微，教给他们的不

仅仅是紫砂的工艺之道，

更是一种口口相传、耳提

面命的为人处世之道。对

于顾景舟来说，紫砂是一

门手艺，也是一种态度，更

是对抗这个纷扰世界的超

脱之心，无所谓成败得失，

最起码不负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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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醮盆碑 碑型很离奇
□ 楚胥

碑拓片局部 陈志伟 拓

又见指甲花
□ 郑石萍

◇人间味道

诸子百家，兵家是其中之一。

兵家，顾名思义，用兵是主业。用兵，

目标是为了取胜。取得胜利，也有高下之

分，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次之为

百战百胜。百战百胜之中，也有高下之分，

以多大的代价取得胜利，始终是衡量胜利

成色的重要标准。

兵家离不开士兵，如何用兵，是兵家的

核心要义。拿用兵如神来夸奖兵家，什么

时候，他都是高兴且得意的。用兵如神，自

然是理想，实际上用兵能如臂使指，已经是

人间名将了。

把那么多人集中到一起，要做到如臂

使指，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名将与普

通将领的区别，也正在于此。练兵之法、治

军要义，首推令行禁止。古今名将，没有哪

一个不是如此。如何令行禁止，则各人有

各人的方法。前段时间，我写田穰苴和孙

武的故事，这两位可谓是名将中之名将，看

看他俩怎么做。

田穰苴为了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要

求，他采取的手段是杀人立威。大权在握，

杀人立威不算难事，难在要确保能杀掉，而

且杀得要有震慑力，善后要好。不能说，人

杀了，事办不了，那就玩脱手了。

田穰苴是怎么办的？他先找理由请求齐景公派监军，还指定

要庄贾。为什么要庄贾？因为此人具备三个特点，一是齐景公的

宠臣，地位背景够硬；二是此人骄横惯了，特权思想严重；三是他仅

是个宠臣，杀了他无伤国之根本。

得到允许后，田穰苴就去拜见庄贾，态度谦恭，约好时日，把坑

都挖好。当夜自己就住在军中，第二天早早地集合军队，准备好日

晷、漏刻，把这事宣扬的人人皆知。陷阱都准备好了，就等庄贾跳

进来！可惜庄贾天天活在阿谀奉承之中，自我膨胀得常常找不到

北，他那里能是田穰苴这样的杀神的对手呢。

田穰苴杀了庄贾，就再也不提派监军的事了。最奇妙的是，齐

景公后来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找过田穰苴的麻烦，可见，田穰苴选

人选的恰到好处。否则的话，要说威望，请晏婴来监军，不是更有

威慑力吗！

再说孙武。

孙武谋划深远，不单纯是杀人立威！客观说，那些宫女，都是

些小姑娘，懂个什么！对付小姑娘，随便杀两个，绝对能震慑。但

孙武还是请求吴王宠姬来充任队长，这其中大有深意。因为这是

孙武在考吴王，考题就一个：当你的面，杀你的宠姬，就是要你来求

情。你来求情，我便说出“将在军中，不受君命”，就是说，我掌军，

你不要干涉我，你接不接受？

阖闾若是不接受，考试不及格，孙武是一定飘然而去，不愿为

之所用。

至于练兵什么的，对于兵家圣人来说，算个什么事！何至于非

要砍掉两位宠姬的脑袋！

难道孙武不怕吴王翻脸吗？这个还真不怕！一是，估计孙武

对阖闾有基本认识，可以确定阖闾不会翻脸。二是，阖闾若真翻

脸，完全可以强硬地抢下二宠姬，毕竟吴军最终还是要听吴王的。

三是，已经任由孙武杀人，就不存在完事后翻脸。更何况，伍子胥

不还在旁边站着嘛！这就等于上了保险啦。孙武是没有丝毫风险

的，就是可惜了那两位美女，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

兵 家 行 事 ，诡 诈 善 变 ，只 要 开 始 做 事 ，就 已 经 在 谋 划 布

局，时时处处都是战场，并

不 仅 仅 只 有 刀 枪 剑 戟 相

向，才是战场。这等杀伐，

除 了 胜 败 ，容 不 下 半 点 人

情！

兵家自家说自家，有两

句 话 ：一 句 是 ：兵 者 ，诡 道

也。一句是：慈不掌兵。基

本说明白了。

兵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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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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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了大漠

金黄色的沙子

驼队沿着落日的方向

寻找炊烟

我梦见了草原

成群的骏马

在深沉粗犷的

马头琴声中

奔腾

窗外的雨

滴答着敲醒了梦

我躺在

一米八乘两米的床上

身边没有

大漠和草原

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汾阳三八八席儿，以二十四道佳肴珍

馐赢得吃在汾阳美誉。

追本溯源，约在公元 756年，郭子仪被

封汾阳王，大量王臣、贵族入汾定居，宫廷

御厨、王府家厨随之而来，汾阳“席儿”之雏

形崭露头角。迨至明永乐初，世袭庆成王、

永和王在汾设府，两府各有典膳一员，掌祭

祀、宾客王妃膳馐。是时，汾阳古郡，五座

连城，四丈八尺，荡漾王府霸气。钟鼓楼

下，九街十八巷，几多繁华、几多奢侈？最

是饮宴发展，王府家厨、民间厨师不断交

流，融会贯通，极尽皇亲贵胄排场。一如

《府志》载录：汾往率朴简约，犹存陶唐遗

意。迩来效尤室，僭靡相高，宴会品褒，水

陆服舍，动拟王侯。至今，红白寿喜、年节

庆典，讲究吃“席儿”。席儿分三等,一等席：

名八八席，八碟八烩八大碗；二等席：称碟

碗席，四碟四烩八大碗。三等席：谓盘碗

席，四个盘子八个碗。

大抵因民间条件差异，汾阳八八席

儿几百块能吃、几千块能吃、一两万也可

轻松放进八八席儿里。所谓穿衣吃饭亮

家当，办席者可根据自家条件取舍。果

蔬菌菇，鸡鸭鱼肉也罢；猴头鹿筋，鱼翅

燕窝也好；虫草、海参、“龙肝凤髓”照样入

席儿。无论凉调冷拌，还是炒烧蒸炖，皆

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为基础和底线。更讲究就地取材、粗粮

细作。因而碟、盘、碗所盛多为当地司空

见惯之物。碟内有糖粘花生、核桃仁、梨

片儿、芥菜肚丝、片羊肉等冷荤食品；盘内

则装过油肉、糟肉、十香肉、油糊茄子、虾

酱豆腐、大米焖子、炒蒜苔、炒莴笋、拔丝

藕根等时令食物和蔬菜；碗里盛烩蘑菇、

烩鲍鱼、烩三鲜、清蒸鸡、让冬瓜、三鲜汤、

虾米白菜汤等。

其中，许多肉制品须提前做好，装在

黑瓷盅盅里，上笼先蒸一两个时辰。食用

当天再蒸一次，蒸好，扣到大碗里，再把调

制好的热汤浇放，所谓原汤化原食。

无论旧时八仙桌，还是如今大圆桌，

愿意八人对坐，还是十人团围，茶尚热，酒

正烈，碟碟美味，盘盘珍馐，碗碗佳肴，汾

阳传统八八席而每每诱人食欲冲动，当是

一份古香古韵的美意和享受。

大
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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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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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八八席儿
□ 田文海

◇且品佳肴

编者按：
白 马 仙 洞 在 吕 梁 离 石 九

凤山，专家称之为“华北第一

险洞”，是离石一处旅游好地

方。白马仙洞景区不仅风景

优 美 ，也 是 古 代 先 民 祈 雨 祭

祀、祈福求康的活动场所。据

离石地方志记载，此洞为黄帝

之别宫，周朝得道仙翁“赤松

子炼丹之所”。白马仙洞目前

留存有十数通碑刻，记载着白

马仙洞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

洞内现存有近百首古人们祈

雨祭祀、祈福求康的墨迹。

楚胥原名李晨光，文史研究

者，近年来潜心研究地方志和晋

商史料；陈志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圆雕传拓技艺的传承

人。楚先生和陈先生目前正就

白马仙洞内历代碑刻进行拓印、

研究和整理，以期更加深入地发

掘了解白马仙洞的历史。本栏

目特邀他们二位将研究成果撰

写成文，以与大家共享。

刘媛媛，女，

湖南省工笔画学

会会员，青岛科

技大学艺术学院

研究生就读，师

从于宏涛老师。

《隐然一山》从俯

视的角度远眺黄

土高原，静穆与

生 机 共 存 于 天

地。作者借此表

现自己对家乡的

热爱。个人从事

艺术创作格言：

功不唐捐，玉汝

于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