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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之小語
黃紹祝

　　江南的雨季不再僅屬於飄逸的油紙傘。當春雨

在乾燥的夜裡無聲襲來，那在屋內櫃中安放的繡花

洋傘，便早已蠢蠢欲動。春雨過後，夏陽撲至，似

乎貌如荷葉的它們該重待閨中，靜侍綿雨。

　　實質不然。江南的青石路上，依舊攢動著姿態

各異的花洋傘。紅的牡丹，綠的夏荷，粉的月季，

柔的芍葯，奼紫嫣紅，落英繽紛。偶然，在清風徐

徐的樓閣中探出頭來，禁不住被這樣的景致攝住心

魂。

　　熙攘的木樓夾道中，無數芳華正茂的少女，從

河岸的橋頭上邁著盈盈碎步過來。夾道中有市集，

有擺設，有吆喝自家祖傳的美食工藝。少女們歡快

著，銀鈴一般的笑聲從紛雜的集市中剝離出來，緩

緩地，如煙似霧地繚繞在傘的上空。這時，你是急

切而又充滿渴盼的。

　　急切的是什麼呢？急切的在樓閣上張望許久，

仍不見傘下之人。在視野中如燈火一般若隱若現，

闌珊至極的，惟有那一個娉婷婀娜的背影。

　　渴盼的又是什麼呢？渴盼的是傘下之人，何時

才能將遮陽蔽日之花匆匆卸去，好讓暗處的中人們

一睹傾國芙蓉。

      可偏偏，這時的傘成了布莊裡的絲綢，緊挨

著，重疊著，揪扯著。

        因此，即便你望穿秋水，也只能見那群花遍地

傘遮行，聽得笑音不知影。

　　江南有雨，這寂寥的雨中，依然盛開著匆匆不

及觀望的百花。當你在樓頭把盞喫茶，定能看到，

一些些突兀的花，急忙忙地衝出雨簾，從這座木樓

到那座木樓，從這條小巷道那條小巷，腳步未歇，

人便沒了無蹤跡。

　　這倏然的聲音，雜亂的腳步，定然會讓你對著

清冷的雨，有一種莫名的眷戀和幻想。這歪斜的花

傘下，到底隱藏著一張怎樣動人的臉龐？她心蓄何

事？何故要如此匆忙？是不是，那不遠的目的地，

正站著她心中的有情郎？

　　偶然，你也能見到一朵出塵脫俗的睡蓮。從細

密的雨深處，慢慢地走了過來。傘下，有一雙沾著

風塵的高跟鞋，踏過青石路上的流水，濺濕了窄長

的旗袍。

       她走的極輕極緩，如同一個惜花之人，進入了

百花莊園一般，生怕偶然的不經意，便讓一兩株

絕美的尤物，喪生腳底。你似乎能細緻地猜想這，

傘中女子的年齡與容貌。這樣的氣定神閒，泰然不

驚，心中勢必已經起過了無數的波瀾與狂潮，因

此，人生想必也去了大半。這蔥蘢而又抑鬱的往

事，交織盤踞在她心中，讓已失韶華的她，光華內

斂，別有一番人生的詩意。

　　世中有傘，世中有花，這不同的花傘中，原也

有著不同的世界。

屋簷下的青苔
王振策

       在悠長的時光裡，記憶猶如一片片

翠綠的青苔，悄然生長在歲月的屋簷

下。

         它們蔓延過一季又一季，記錄著

那些遙遠的往事，它們在角落裡獨自綻

放，成為我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角落。

       我的老家，那座古老的房屋，矗立

在歲月的長河中。

      那裡的屋簷下，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記

憶。在陽光斑駁的樹影下，那片翠綠的

青苔，如同綠色的海洋，在歲月的輪迴

中，它們始終在那裡，陪伴著我們走過

那些寂靜的時光。

       青苔，是一種特殊的植物，它們喜

歡在濕潤的環境中生長，那些古老的石

牆、石板路、屋簷下，都是它們理想的

棲息之地。它們沒有華麗的外表，沒有

嫵媚的姿態，但它們卻用弱小的生命，

詮釋著生命的堅韌與執著。

       小時候，我常常在老家的屋簷下玩

耍，那裡是我童年的樂園。那時候，我

喜歡靜靜地坐在那裡，看著那片翠綠的

青苔，感受它們在陽光下散發出的生命

氣息。雨後的屋簷下，青苔會變得更加

翠綠，水珠在它們身上滾動，晶瑩剔

透，如同珍珠般閃耀。

       青苔，它們無言的訴說著生命的堅

強，無論風吹雨打，都堅守在自己的崗

位上。它們用生命的綠色，點亮了那些

沉寂的時光，成為了記憶中最美的風

景。

       如今，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座古老的

房屋，離開了那片翠綠的青苔。然而，

那些記憶卻如同青苔般，頑強地生長在

我們的內心深處，永不消逝。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我們一路走

來，經歷了許多風雨，也收穫了許多。

然而，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那些關于老

家的記憶，那些關于屋簷下的青苔的記

憶，始終如影隨形，陪伴著我們走過人

生的每一個階段。

       有時候，我會在城市的公園裡尋找

那片翠綠的青苔。在那些假山、水池

旁，它們靜靜地生長著，如同一張張歲

月的畫卷，展現著生命的滄桑與輝煌。

我會在那裡停留許久，凝視著它們，感

受著那種獨特的寧靜與安詳。

       青苔，它們沒有華麗的外表，沒有

嫵媚的姿態，但它們卻用弱小的生命，

詮釋著生命的堅韌與執著。這讓我聯想

到了我們自己，在生活中，我們也會遇

到許多困難和挑戰，但只要我們像青苔

一樣，堅韌不拔，執著追求，就一定能

夠戰勝一切困難，實現自己的夢想。

       回憶老家屋簷下的青苔，讓我懂得

了生命的堅韌與美好。無論我們走到哪

裡，那些關于老家的記憶，那些關于屋

簷下的青苔的記憶，都會永遠銘刻在我

們的內心深處。讓我們珍惜這些記憶，

學會在人生的道路上堅韌不拔，執著追

求，去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在時光的長河中，我們都是孤獨的

旅人。然而，在這漫長的旅程中，正是

那些美好的記憶，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

溫暖與美好。老家屋簷下的青苔，它們

如同生命中的一道風景線，讓我們懂得

了生命的堅韌與美好，也讓我們在人生

的道路上，更加堅定地走下去。

古語的智慧張力
葉玉霞

　　泱泱中華，上下五千年，積累了數不勝數的智慧，拿

為數眾多流傳下來的古語來說，就是一筆永不枯竭的巨大

的財富。

　　有勵志勸勉的，如「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

海。」有人生嚮往的人，堅信在生命過程中，乘風破浪的

時機總會如期而來，到那時，又何愁不能揚起征帆，遠渡

青天碧海。再如「學如弓弩，才如箭鏃。」意思是說，學

問的根基好比弓弩，才能好比可以射出去的箭鏃，只要依

靠厚實的見識加以引導，就可以讓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

　　有以物見人的，如「眾人拾柴火焰高。」眾多的人往

燃燒的火堆裡添柴，火就會燃得旺旺的，火焰勢必越燃越

高。這裡凸顯的，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再如「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喻指要使小樹成為可用的木料，需要很

長的時間。而培養一個人成才，則需要更多的時間更多的

精力，十分不容易。這句古語寓意著國家、民族、家庭，

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續、繁衍、傳承。

　　有喻情說理的，如「贈人玫瑰，手留餘香。」這正是

「福來者福往」的映現，一個人付出了，往往會散發出由

內而外的快樂。一味索取得到的快樂，並不是真正的快

樂。這個道理延伸到常態生活中，就是方便別人的同時，

也會給自己帶來方便，成就別人的同時，也會恰到好處地

提升自己。

　　有為人處世的，如「人之相識，貴在相知；人之相

知，貴在知心。」說的是人與人之間互相認識，貴在能夠

相互瞭解；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瞭解，貴在能夠瞭解到對

方的心靈深處。紅塵之中，人一走，茶就涼，是自然規

律；人沒走，茶就涼，是世情冷暖。于人生，浮生若茶，

初品無味，再嘗則苦，苦極回甜。其實，一切皆出于心，

心態好一切皆好。當一個人看淡成敗得失、恩怨情仇的時

候，反倒會順風順水、遇難呈祥。

　　有指點迷津的，如「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意思是

說，人，有遠大志向，有長遠眼光，才能獲得穩定的收

益。同樣，明白了國家大事，就很容易處理好小家的事情

了。

　　有能量滿滿的，如「心有所信，方能行遠。」一個胸

懷信念的人，才有可能走出很遠很遠；一個講誠信的人，

絕無可能斷絕自己的去路。

　　可以說，在時光的淘洗中，能夠得以流傳下來的古

語，一定是極具智慧張力的，且能量滿滿的。這些充滿正

能量、鼓舞人心的古語，當你隨口說出一二的時候，你沉

悶抑鬱的心胸，會因之頓然開悟，豁然開朗。

這座「隱匿」於村落的古建
因何吸引中法攜手保護研究？
——專訪公輸堂小木作藝術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鄭麗麗

中新社西安5月5日電　坐落在西安市
鄠（hu）邑區一個小村落的公輸堂，外觀平
平、與明清時期當地民居別無他樣，內部建
築卻「別有洞天」，有「中國古代建築微縮
藝術的絕唱」「小木作雕刻藝術瑰寶」之
稱，也是體現宋代《營造法式》中「天宮樓
閣」的孤品實物。

歷經六百年曆史洗禮，這座「隱匿」於
村落的微縮古建透著歲月痕跡，亟待保護。
近年來，中法合作進行公輸堂彩繪木作保護
修復研究，也讓公輸堂被更多人關注。近
日，公輸堂小木作藝術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鄭
麗麗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公輸堂
及其保護情況進行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一座佔地面積不到100平

方米的古建，為何有古代「小木作雕刻藝術
瑰寶」之稱？它有何獨特之處？

鄭麗麗：位於西安市鄠邑區祁村的公輸
堂原名源遠堂。據傳創建於明永樂年間（公
元1403年至公元1424年），歷時約11年建
成。

公輸堂原有建築依次為木牌樓、照壁、
山門、前殿、中殿、正殿。現僅存一座正
殿。正殿面闊約10.5米，進深約9.5米，高約
6.1米，佔地面積不到100平方米。

 公輸堂外觀造型為硬山灰陶瓦頂，不施
斗拱，這種形制常見於明清時期普通民居。
內部結構空間被一分為六，沿北壁和東西山
牆又分佈有佛道帳二十三間（現僅餘十四
間），自上而下分為藻井、「天宮樓閣」、
穿堂等。

明代能工巧匠採用宋代小木作傳統工藝
技術，在《營造法式》「天宮樓閣」圖樣的
基礎上進行創新，以僅有的方寸之地，將龐
大的建築群按實際大小的三十分之一濃縮於
穿堂構架之上，形成高懸於空中的「天宮樓
閣」。

公輸堂內各室頂部分別有斗四藻井和
斗八藻井。藻井下為不同造型的「天宮樓
閣」，有三重樓、重樓、角樓、單簷閣等。
每層樓閣均面闊三間，柱高最大為50厘米，

最小為11厘米。樓與樓、閣與閣之間用飛廊
連接。每層樓閣又是一個獨立整體。

 精巧繁複的斗拱由上萬個構件組成，其
結構方式相當於格板套合的箱體結構。採用
這種方式製作的斗拱，既堅固又輕巧，整體
性能好，不易變形，很難拆除，這也是天宮
建築歷經六百年滄桑歲月沒有倒塌的主要原
因。

公輸堂小木作被譽為小木作藝術的殿
堂。它以箱體結構為穿搭方式，將精雕細刻
的木構件結合成「天宮樓閣」。樓閣的宮窗
祗有半厘米厚，輕如蟬翼，薄似書頁。門楣
上有龜紋、回紋、金錢紋、萬字紋等各類圖
案，有牙雕之感。天宮下部的掛落、飛罩、
地霞、門額、格扇等部位，分別用圓雕、平
雕、鏤空雕、浮雕等手法，雕刻了蓮花、卷
雲、如意等圖案。

 此外，公輸堂內遍飾彩繪，彩繪原料由
各種礦物顏料和赤金等調配而成，使得彩繪
色彩豐富，層次感強，且不易褪色。

公輸堂彩繪的作畫方式更是講究，以鏇
子彩畫為主。根據古建築專家的研究，公輸
堂彩畫中用到了「紫龍罩」和「撥金」的獨
特工藝。「紫龍罩」據說是在彩繪畫表層塗
上類似清漆的物質以達到保護的目的，該工
藝在清末已失傳。撥金工藝常用於泥塑，用
在建築物上較為罕見。這種工藝要先在預定
的彩畫部位貼上金箔，再在金底上彩繪，之
後使用工具將金色部分剝出來，呈現出想要
的整體圖案。此工藝的製作過程需要精準拿
捏輕重，若手輕則不露金，手重則剔掉金，
因此十分考驗工匠的技法。公輸堂彩繪地仗
（即底子）厚度僅一毫米左右，由於很薄，
不易起皮脫落，也是彩繪歷時數百年依舊完
好的一大原因。

公 輸 堂 內 雕 刻 之 「 精 」 、 結 合 之
「巧」、造型之「絕」、彩繪之「細」為古
之少有。東次間內室門框上，雕刻一副瀝粉
貼金楹聯云：「法堂巍巍雕刻若得公輸巧，
聖像翼翼彩繪似有道子能。」這是對公輸堂
高超雕刻和彩繪技藝的真實寫照。

 中新社記者：公輸堂目前的保存情況如

何？為何對公輸堂的保護修復需慎之又慎？
鄭麗麗：經鑒定，公輸堂木作多是由楊

木、松木等雜木製成。目前，公輸堂木構件
多數保存良好，能有如今的保存狀況，應是
得益於古代工匠的製作與處理工藝。`

但歷經數百年，公輸堂頂部「天宮樓
閣」及藻井的支撐部分有嚴重歪閃，局部木
構件存在脫開、斷裂現象，地面返潮極為嚴
重，隔扇門底部與地面青磚接觸部分出現重
度糟朽。

此外，經過多年風吹日曬，公輸堂「天
宮樓閣」、斗拱、穿堂等部位的油漆彩繪均
有脫落，部分還發生黴變，存在「木材白
腐」「木材軟腐」與蟲害等生物病害問題，
亟須進行維修保護。

20世紀80年代，戶縣（現改為鄠邑區）

政府開始加強對公輸堂的保護，如劃定公輸
堂的保護範圍，磚砌保護圍牆，補修格子
門，修建排水道等。

2014年，為加強公輸堂的保護與管理，
公輸堂小木作藝術博物館正式掛牌成立。自
此，公輸堂有了專門的保護與管理機構，公
輸堂文物保護進程加快。

公 輸 堂 被 譽 為 「 小 木 作 雕 刻 藝 術 瑰
寶」，僅「天宮樓閣」這樣的小木作宮殿
群，就由至少10萬個零部件靠榫卯連接。眼
下，對本體的任何拆移都有可能「牽一髮而
動全身」，影響整體結構的穩定性，加之一
些零部件極其精細等原因，對其保護維修必
須慎之又慎。

 目前，公輸堂維修工程的前期準備工作
完成，即將進入本體維修的實質性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