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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潤如酥
汪小科

 比起激昂的夏雨、淒清的秋雨、寒涼
的冬雨，我更喜歡溫柔的春雨。因它溫潤
如酥，不慍不火，滋養萬物。

方纔，天空還是一片淡藍，一會兒
工夫，烏雲就壓了過來，把天空塗成了灰
色調。接著，春雷乍起，微明的天宇間垂
下瀝瀝雨絲。那如絲的細雨，似春姑娘的
手撫摸大地，瞬間喚醒萬物。花草樹木輕
吮著微甜的甘露，山川湖泊奏響了復甦的
樂章。那雨點在湖面上畫出一個個音符，
時而平緩，時而急促，組成動聽的旋律。
遠山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在春雨的節
奏中若隱若現，似水墨畫一般如煙似霧，
詩意朦朧。天上的麻雀在雨中顫悠悠地打
轉，好似在尋找避雨的港灣。路上的行人
在雨中急匆匆地趕路，彷彿在奔向人生的
驛站。

漫步街頭，你會發現，細細的雨絲
落在臉上癢酥酥的，潤到嘴裡甜絲絲的，
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舒爽。若一直站
在雨中，雖然衣服會被雨淋濕，卻可以感
受到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清涼愜意。街頭
的梧桐在雨中挺立出傲然的姿態，路邊的
花蕾在雨下搖曳著甜美的心事。枝頭的喜
鵲不時地從窩裡探出頭來，瞅瞅新奇的景
象，又欲說還休地把頭縮了回去。樹下的
鴨子相互依偎，一邊用嘴梳理著羽毛，一
邊與同伴竊竊私語。那風聲、雨聲伴隨著
鳥語花香、呱呱鴨韻，還有川流不息的車
流、人流氣息，共同組成了一幅清幽雅
致、動靜相宜、唯美和諧的春日畫卷。

不知不覺中，雨越下越大，像在嘻
嘻鬧鬧，又似在認真工作。俗語云：「春
雨貴如油」，這些如珠如簾的春雨在乾燥
土壤上砸出的密集水窩，正是它們灌溉農
田的姿勢。莊稼們盡情汲取著養分，逐漸
長高、長壯。土地默默收穫著感動，老農
也綻放出燦爛的笑容，期待著又一個豐收
年。春雨滴進了大地的心懷裡，滴進了播
春的步伐中，滴進了農人的笑聲裡，滴進
了人們的希望中。

春雨漸漸稀疏，嘩嘩的雨聲變得空
靈。泥土的芬芳在風中停留了片刻，便消
散了。終于，雨停了。這時，天更藍、雲
更白，空氣也更加清新。清澈的露珠遺留
在花草上，似乎依戀著這春雨。

春雨就像一個步履輕盈、含蓄灑脫、
率性天然的姑娘，把世間一切渲染得如夢
如幻，醉人心神。還給萬物以養料，將對
自然的憧憬和生活的摯愛演繹到了極致，
令人仰慕、佩服！

風光不與四時同
鄒娟娟

　　四時風景，自有妙境。若有一處，能全

然代替，于我而言，便是陽台。

　　這不是普通的陽台，而是個完整的大平

台，在小區大樓的三樓。平台四面通透，東

西走向，上下是居住房，樓板隔檔，可避風

擋雨，其餘，是露天陽台。陽台並不呆板，

北面有鏤空欄杆，歐式風格的流暢拱形設

計，邊角有凹槽，寬不到半米，方便排水。

與大樓的單元對稱，每隔一段，有一凸起的

米色石柱。

　　初見陽台，是閒逛時的偶遇。第一感覺

是「極大」——它身處河流與大馬路中間，

縱橫近百米，周邊少有阻礙，零星綠植點

綴。可自由吹風，悠然觀月，有高處安穩之

感。再去陽台，是陪兒子練習中考項目。抱

著無人干擾的嘗試心理，我們拿著捲尺、實

心球和跳繩走到三樓。

　　瞬間，那寂靜而繁茂的景象湧入眼簾。

除了我們，再無旁人，走在上面，只聽見輕

輕的腳步聲。周圍地面的樹木變多了，高的

已超越平台。挨近陽台，能輕易嗅到清鮮的

草木香。陽台的東面是另一棟樓的地盤，那

裡有個「四季花園」。

　　這個時令，有小盆茉莉、米蘭、石竹，

有中盆月季、太陽花、鳳仙花，有大盆滴水

觀音和大缸荷花，赤橙黃綠，絢爛多姿。尤

為絕妙的是，不僅有花草，還有蔬菜。缸為

砥柱，沃土培植，長竹捆紮，向上牽引，那

攀爬的絲瓜、南瓜、黃瓜、扁豆、豇豆，如

婆娑女子，腰肢柔軟，手臂矯捷，又採花又

挾果，以靈動的身姿，把陽台渲染出動態的

美感。這些籐蔓斜織密上，形如天然的綠色

棚頂，過濾了部分炙熱的陽光。走在下面，

有無數斑駁的亮點。拘束在盆裡缸裡只有花

草，蔬菜可肆意地長。

　　旁邊還有若干泡沫箱或塑料筐安土培育

的蔬菜：番茄邊開著精緻的小黃花，邊結出

紅彤彤的果實；茄子細長，花果和植株都是

深沉的紫色；青椒似燈籠，懸在枝頭，玲瓏

可愛……這些綠植並不是散亂生長，而是有

規劃地排列，連那盆缸箱筐外面也用顏料塗

上了漂亮的藍色，統一圈在白色木柵欄裡。

一方陽台，一個小型農場啊！夏季正是萬物

生長的旺盛時節，這個陽台可見一斑。

　　我們在植物世界裡流連了許久，直到晚

霞將它們換上另一番容顏。以白色水泥面為

背景，西天如繡，陽台似錦，綠色的葉子和

莖蔓被霞光鍍上了金色，花朵漸漸收攏，讓

這幅畫多了幾處惹人遐想的留白。

　　兒子用手機不停拍攝，說要發給外婆

看。他認為外婆能打理農田，卻不一定能在

陽台上造出這樣的美景。

　　這碩大的陽台，因為有了生命昂然的植

株襯托，立刻顯出不凡的氣質和氛圍。我們

在這種氛圍中，完成了投擲和跑跳訓練，全

程酣暢淋漓。運動完，站在陽台北面眺望馬

路。風，從腳底拂過；蟬鳴鳥啼，在耳畔迴

盪。

　　這處陽台，有春日清晨的繽紛，有夏日

夜晚的浪漫，有秋日黃昏的壯美，有冬日晌

午的溫柔。于孤寂中醞繁華，于黯然中謀光

彩。四時景物皆成趣，陽台朝暮亦有別。

春日「食花」
葉森嵐

　　閨蜜自雲南昆明給我帶回了鮮花餅。剛出爐的鮮花餅咬開

後，玫瑰的甜糯花香與酥脆餅皮互相碰撞，唇齒間皆是春天的遐

思。

       如此美味，就連清代乾隆皇帝都傳下口諭：「以後祭神點

心，用玫瑰花餅不必再奏請即可。」

　　以鮮花入饌，並不僅是雲南的特色，縱觀古今，放眼四野，

食用鮮花的歷史已經有上千年。古書有言仙人「食桃李葩」，而

民間《呂氏春秋》記載，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商代大臣伊尹即

開啟了以「壽木之華」（桃花）烹飪佳餚的先河。至唐朝盛名的

「百花糕」載于《隋唐佳話錄》，女皇武則天每年農曆二月十五

遊園賞花，命宮女採集百花，和糯米搗碎蒸製成糕，並賞賜給群

臣，春日「食花」的雅趣逐漸從皇宮內牆傳入民間鄉野。後有南

宋林洪《山家清供》問世，其間記錄蜜漬梅花、不寒齏、素醒酒

冰等8種花、12道菜的「花饌譜」，明人王象晉的《群芳譜》更

是擷英采華，每一頁都開滿了百花芳菲。

　　春日「食花」，與其說是一種雅興意趣，不如說是一種生存

智慧，是人類對大自然的尊重。食野蔬、酌清泉、餐落英、漱雲

液，就地取材，天人相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在春日的餐桌上，鮮花從未缺席。

　　絢爛喧鬧的「早春第一枝」，最應景莫過于白玉蘭——生花

如玉、色白微碧、凝脂停雲，花瓣肥厚豐腴，花開九瓣盛狀如酒

杯，滿斟春光醉意。《群芳譜》描述：「玉蘭花饌。花瓣洗淨，

拖面，麻油煎食最美。」想來定是秀色可餐。堂前的玉蘭花盛

開，鄉野農婦也趕著第一時間拎起竹籃，摘下這枝頭春光和食

材，用一桌盛宴喚醒春天。

　　一樹芙蓉花開，滿城遍錦繡，此物最合文人心意，就連煙火

氣十足的成都，遇上芙蓉花開時，也婉約成一幅溫潤清氣的山水

畫，從初春鋪展至入秋時節。清代袁枚《隨園食單》有一道拿手

菜名為「雪霞羹」：采應季的芙蓉花，去蕊、蒂，以湯焯之，加

入豆腐熬煮，雪白嫩滑的豆腐上縈著淡紅微醺的花瓣，色如雪霽

之霞，正是這股撩撥人的春色，讓人欲罷不能。

　　花饌食鮮，亦可陳釀。清代李漁《閒情偶寄》中記載：「凡

誅花及諸葉者皆可蒸露」，花露可入湯、入酒，連賈寶玉挨了

打，王夫人都能隨手取出一瓶內造玫瑰清露，摻水給他喝了祛火

氣。

      如若將松花、槐花、杏花入飯共蒸，密封數日後則得酒，古

人釀花酒，有名者莫過于蘇東坡，其作《中山松醪賦》「一斤

松花不可少，八兩蒲黃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錢，兩斤白蜜一齊

搗。吃也好，浴也好，紅白容顏直到老。」讀來妙趣橫生，彷彿

看見東坡居士在春光裡縱酒放歌，盡醉方休。

　　如果不想飲酒，不妨來一碗「暗香粥」，清粥佐以梅花瓣、

桃花瓣、玫瑰花瓣同煮，如新雪映殘紅，食之潤燥爽口，清芳脈

脈，怎不是一種花不醉人人自醉的雅趣！

為違背意願戰爭做準備？
美國總統喬·拜登邀請小費迪南·馬科斯總統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參加4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三方峰
會，這必須主要被視為拜登競選連任的宣傳口號。
美國選民是他的主要受眾。鑒於拜登年事已高，偶
爾失憶，美國人民必須認為他仍然有能力擊敗唐納
德·特朗普，領導美國遏制中國的超級大國挑戰。

這次峰會對外界也有其自身的意義。馬科斯
和岸田首相沒有參加美國大選，因此他們參加峰會
應該根據自己的原因來判斷。他們為什麼在裡面？
我擔心大多數菲律賓人會將其視為美國的召喚，為
與中國的戰爭做準備，美國希望遏制中國作為超級
大國的持續崛起。如果必要的話，美國可能已經决
定在亞洲的土地和水域發動戰爭，如果需要的話，
使用核武器，在那裡不會有贏家，或者使用常規武
器，菲律賓人最終可能會成為炮灰。

馬科斯將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將决定菲律賓人
對他作為領導人價值的評估。就政治眼光而言，峰
會應該提高馬科斯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自2022
年上任以來，他幾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會見了各種
政治領導人，但這次三方峰會是他首次登上世界舞
臺。

他不是這次峰會的主要參與者；拜登和岸田
是。但根據他們如何合作，他們可以嘗試複製富蘭
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約瑟夫·斯大林溫斯頓·邱吉爾
三巨頭在1943年德黑蘭會議和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

準備與納粹德國交戰時所扮演的角色。本次峰會
的文宣預測可能有助於遏制和扭轉國內反馬科斯情
緒的上升，包括當地迅速發展的「馬科斯辭職」運
動。

但我擔心，它將無力否定阻礙馬科斯在任何
美國領導的反對北京的聯盟中發揮决定性作用的憲
法問題。首先，《菲律賓憲法》宣佈放棄將戰爭作
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只有國會而不是總統有權宣佈
與另一個國家的戰爭狀態存在。但加入反對中國的
聯盟可能需要宣戰，甚至國會都沒有正當理由這樣
做。

《憲法》還宣佈菲律賓為無核武器國家。這實
際上禁止它以任何身份與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國家進
行任何軍事行動。

最後，《憲法》第十八條第25節禁止「外國軍
事基地、部隊或設施……在菲律賓存在，除非根據
參議院正式同意的條約，並在國會要求時，經為此
目的舉行的全國公民投票中的多數票準予，並被另
一締約國承認為條約。」

除非有條約規定，否則這一憲法禁令是絕對
的。菲律賓和美國之間不存在這樣的條約。然而，
2014年，兩國政府簽訂了一項名為《加强防務合作
協議》（EDCA）的執行協定，該協定授予美國政
府在菲律賓軍事基地內的「商定地點」，以便在可
能的對華戰爭中部署軍事力量、戰爭物資和設備。

協定由時任菲律賓國防部長伏爾泰·牙士敏和時
任美國大使飛利浦·戈德伯格簽署，並由時任總統民
尼諾·亞基諾三世任總統立即生效，他授予美軍在菲
律賓軍事基地內的五個行動地點。2022年，馬科斯
又給了美國四個軍事基地。

無論你怎麼劃分，該協定顯然是違憲的。但在
2016年最高法院的一項荒謬裁决中，該協定被宣佈
符合憲法，該裁决由貪贓枉法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
官瑪莉亞·盧麗思·西仁諾)撰寫。在亞基諾賄賂參眾
兩院議員彈劾並罷免首席大法官黎拿度·高羅那以
獲得對高等法院的控制權後，西仁諾上任。詩意地
說，2018年，西仁諾在一項維持原狀的程式中被同
行免職，這使她的任命無效。一些人希望，當馬科
斯與拜登會面時，他會提出EDCA的問題，該法案
將於今年4月28日到期。他們似乎確信，如果沒有
EDCA，菲律賓與北京公開敵對的風險很小。

不幸的是，他們似乎誤讀了EDCA的相關條款
（第十二條第4節）。這規定，EDCA應「最初有效
期為十年，之後自動繼續有效，除非任何一方通過
外交渠道提前一年書面通知其終止協定的意圖。」

由於政府一年前沒有發出所需的終止通知，我
們錯過了EDCA的機會，陷入了一份瘋狂的犯罪協
定。

馬尼拉時報法蘭西斯戈·沓達
（FranciscoS.Tatad）專欄

朱杰人：誰在西方被稱為「第二孔子」？
中國新聞社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
廟的人，被尊稱為「朱子」。朱子是繼孔子
之後儒家的又一代表性人物，為儒學的發展
作出了重大貢獻，朱子學在許多國家也有影
響力。

朱子為何在西方被稱為「第二孔子」？
如何向世界講好朱子的故事？中新社「東西
問」就此專訪出席首屆武夷論壇的華東師範
大學古籍研究所終身教授朱杰人，予以闡
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說西方所接受的中

國儒學離不開朱子的解釋？
朱杰人：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做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將中國的儒學介紹到
西方去。但人們忽視了一個問題：傳教士們
在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儒學時，他們的依據是
什麼？人們只知道傳教士將儒學思想傳播到
了西方，卻不知道傳教士在讀儒學經典的時
候，一定離不開朱子的解釋。因為沒有朱子

的解釋，傳教士很難深入理解儒學原典。所
以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西方所接受的中
國儒學，實際上是經過朱子重新闡釋和改造
過的儒學，即所謂的「理學」。只有經過朱
子這座「橋樑」，西方人才能進入儒學思想
之中。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朱子保持了儒學的
「道統」意義重大？

朱杰人：孔子的原始儒學，很少關注宇
宙本源與人性本源這兩個問題，這並非孔子
不重視，而是時代交給他的「任務」是「治
國平天下」，故他無暇顧及。例如對待鬼
神，孔子言「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
亂神」；對待生死，孔子言「未知生，焉知
死」。

孔子沒有解決的問題，給後來傳入中
國的佛教留出了巨大的思想與理論空間。
所謂「輪迴」，所謂「天堂地獄」，所謂
「空」，很輕易地就俘獲了一般民眾與知識
分子的思想，因此唐宋以來很多知識分子都

信奉佛教。到了宋代，「北宋五子」中，除
「二程」程顥、程頤外，其餘「三子」周敦
頤、邵雍、張載的哲學思想，均或多或少受
到佛教影響。

朱子本人早年也是一位佛教徒，他參加
鄉試時寫的文章就是用佛教的理論來寫的，
還得了第一。直到中了進士，見到了李侗，
他才認識到儒學才是中華民族的正宗思想，
立志要為捍衛中華本土思想文化的主體性而
奮鬥。經過不懈努力，他構建了一個可以和
佛教平等對話的獨立的、完備的哲學思想體
系。

中 新 社 記 者 ： 朱 子 的 學 說 怎 樣 「 東
傳」？其在日韓的發展現狀如何？

朱杰人：朱子的學說主要依靠僧侶的
往來向東傳播，在這個過程中，僧侶相當于
「留學生」的角色。朱子的學說從總體上培
養和訓練了中國人思辨的思維方式，他自己
的著述則是充滿著思辨的理論光輝，這一點
很容易被佛教僧侶所接受，便將大量朱子的

著作帶回本國。
日本有很多虔誠的朱子學學者，論著

十分豐富。比如，朱子認為15歲以下應該讀
「小學」，學做人的基本道理，故撰《小
學》。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本書，但在日
本，專門研究這本書的著作就有幾十種。
《小學》教人做人的道理、講基本的行為規
範和規矩，受到日本人重視。

韓國學者在朱子學研究方面作出很多
貢獻。在朝鮮王朝時期，朱子學被明確規定
為官方哲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韓國的書
院很多，主要就是讀朱子的書。韓國學者在
朱子學研究的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國學者做得
好，比如專門研究「四端七情」等。

中新社記者：朱子學對全球治理有何啟
示？

朱杰人：朱子所說的存天理、去人欲，
這句話一直被批判，實際上人們對這句話存
在誤解。

這裡的「人欲」並非指人正常的生理和
生活中的慾望，而是指過度的、違背天理的
慾望，是貪婪、佔有、自私等觀念。朱子認
為，世界上有個客觀的「天理」，但是人一
旦被私慾蒙蔽、污染，就會作惡，違背了這
個「天理」，所以要「存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