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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先生是著名学者，更是
一个书籍的痴迷者，用“书痴”来形
容他，一点都不为过。

像梦溪先生这样狂热的读书爱
好者，当然是图书馆的常客了。但他
不仅仅满足于去图书馆读书，他还
常常去书店读书，“不止图书馆。北
京的书店也是绝好的去处。人大城
内三系毗邻十条，往南走一站半地，
是隆福寺，‘修绠堂’中国书店就藏
身那里。每天下午我几乎都去，书架
上的书，可以拿在手里读，不买没关
系……由‘修绠堂’，我知道了灯市
口、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中国书
店。”一般人看书，是按本来计算的；
而梦溪先生读书，则是按书架来计
算的：“我在书店看书，总是从上而
下、从左至右，一行一行、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地看，直到全部看完为止。
至今还是这个习惯。”由此可见，以
学富五车来形容梦溪先生的学识，
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在书店里看书可以不花钱，但
要想把自己想收藏的书买回家里，
就需要钱了。而梦溪先生那时没有
钱，怎么办呢？他的做法很令人感
动——卖掉棉衣买书：“逛书店的好
处，人所能知，无需赘言，‘坏处’是
一旦遇到好书或自己需要的书，又
因囊中羞涩不能购买，难免遗憾无
穷。由于此一原因，大学第二个学年
的冬季，我竟将身穿的一件棉衣卖
掉买书了。”这种对书的热爱程度，
真的令吾辈叹服不已。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已是学者的
梦溪先生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被闲
置了起来，他自称是“倒悬”。倒悬时光
整整五年，但对梦溪先生来说，却拥有
了更多的读书时间，“倒悬之五年，再
次给我以全心读书的机会……（书）成
为我一个时期须臾不离的精神伴

侣。说须臾不离，是因为随身携带，
走到哪读到哪。公交车上看，不用说
了。走路也单手持书，边走边看。看
得很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一
遍，再看第二遍。”

梦溪先生即使是在生病期间，
也是不间断地阅读的。而且，他还
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 是 读 书 能 使
人 暂 时 忘 记 疾 病 带 来 的 痛 苦 。
1999 年 春 天 ，梦 溪 先 生 病 倒 了 ，
每天要在医院里输液四个小时 ，
到后来扎针扎得手臂都没有地方
下针了 ，但读书成了他摆脱痛苦
的 精 神 支 柱：“支撑我暂忘痛苦的
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左手输液，
右手翻书，慢慢地看，慢慢地忘记当
下的自己……读书可以医病，诚然，
可以止痛，这次也体验到了……医院
里读的另一种书，是马一浮的著作，
特别是他的诗和书信。也对症，这次
也体验到了。”

梦溪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播者，“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
天下之公器”，是他的学术主张和文
学态度。他的名山事业令人景仰，但
他在读书方面的刻苦精神，也同样
值得我们敬慕。

“书痴”刘梦溪
⊙唐宝民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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蛏和蚣代都是生
长在近海滩涂上的贝
生物，由两片薄外壳夹
包着其肉体，味道都十
分鲜美。但蚣代有两处
软组织裹着两道像裤
子 一 样 的 外 套 ，俗 称

“ 裤 ”，人 们 要 品 尝 蚣
代，得先把这两个外套
剥 离 ，沿 海 地 区 便 有

“要吃蚣代先脱裤”之
说。由于蛏的肉质比蚣
代脆润，人们吃蛏又无
须像吃蚣代那样多一
道“脱裤”的麻烦事，蛏
便被列为上品，由野生
引为人工养殖，蚣代则
任其自生自灭。有时人
工养殖的蛏养不肥，野
生的蚣代却长得肥大，
人 们 便 会 感 叹“ 蛏 不
肥，肥蚣代”。这句话便
演 变 成 一 句 闽 南 俗
语 ，用 于 形 容 该 发 的
东西不发，不该发的东西却拼
命发，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
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相似。

“蛏不肥，肥蚣代”是对蚣
代的歧视。早时人们存在着重
男轻女的思想，他们往往把儿
子当作“蛏”，把女儿当作“蚣
代”，儿子如不成器，女儿却成
为佼佼者，便有“蛏不肥，肥蚣
代”之叹。有的自家孩子有这种
或那种缺陷，父母也不是把他
视为“蛏”而视为“蚣代”。西晋
名人左熹的儿子左思相貌奇

丑 ，说 话 严 重 口
吃，老显出一副痴
痴呆呆的样子，左
熹 常 对 人 说 后 悔
生 了 这 么 一 个 儿
子，没想到左思发
奋读书，竟写出了
一 部《三 都 赋》风
靡于洛阳，人们争
先传阅抄写，中国
由此出现了“洛阳
纸 贵 ”的 成 语 。左
思 的 妹 妹 左 芬 也
长得丑陋，但才华
横溢，晋武帝爱其
文 才 把 她 纳 入 后
宫封为嫔妃。左熹
万 万 没 有 想 到 这
两个被他视为“蚣
代 ”的 儿 女 ，竟 显
现 出 比“ 蛏 ”更 鲜
美的滋味。在官场
也 常 有 人 把 官 员
视为“蛏”，把普通

老百姓视为“蚣代”；把高官视
为“蛏”，把低级官员视为“蚣
代”。《三国演义》描绘的十八路
联军讨伐董卓，董卓手下的勇
将华雄连斩联军四位上将，时
任平原县令手下的小小马弓手
关羽主动请求出战，因关羽是

“蚣代”非“蛏”，竟差点被军阀
袁术赶出辕门，没想到关羽一
出阵便提着华雄的头来报功，
演绎出一出“温酒斩华雄”的壮
举。可见，重视“蛏”的贵人，可
千万别轻视“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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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宫 是 一 座 苍 老 而 不 失 灵
秀的道教宫观。它没有中国十大道
观那样的气派华丽、巍峨高耸、浩
大辉煌，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古朴
和深幽。犹如一位秀婉脱俗的仙女
下 凡 ，因 在 南 山 腰 上 遥 望 苍 穹 日
出 日 落 ，笑 看 人 间 盛 事 太 平 而 流
连 忘 返 ；又 像 一 位 慈 善 年 老 的 道
士，历尽百年沧桑，依然静默于华
安县华丰镇良埔麒麟山脉之南山
东 麓 ，刻 录 着 历 史的年轮，庇护着
芸芸众生。

南山宫海拔 300 多米 ，占地面
积 2000 多平方米，坐西朝东偏北。
面向燕尾顶，背靠南山腰，右傍笔
架峰，左倚麒麟山，形如古代帝王
的龙椅。每当旭日东升，常有淡烟
落雾徐徐从山谷间飘过，民间称南
山 宫 地 理 格 局 为“ 群 峰 叠 翠 拥 道
观，北枕西岳下南山。右傍凤凰笔
架岭，左腾青龙碧玉楼，两垂角带
胭脂美，中局伟岸万人参。百里回
水如飘纱，清泉煮茶味自甘”。

南 山 宫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厚 重 。
它始建于南宋佑德元年（1275 年），
迄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明英宗
正统六年 (1441 年 )重建，明孝宗弘
治十五年 (1502 年 )重修，历代皆有
修缮。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已有
几千年的历史，而且经久不衰，源
远流长。自汉代创立以后，道教“天
人合一”的思想和宇宙观受到人们
的重视。到了北宋、南宋时期更是
兴盛，道观遍布全国，规模日益宏
大 ，学 者 辈 出 ，道 书 大 增 ，汇 编 成
藏。据《道经》记载：道教起源于盘
古开天辟地，元始立教说法，传至
世间。故以黄帝为纪元，已有道历
4700 多年的历史。

南 宋 末 期 ，国 力 羸 弱 ，常 受 金
人和蒙古人的侵袭，统治者为求消
灾免难，保国延祚，更寄希望于神
灵的保佑。宋高宗即位之日，就下
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后来又下令
在全国各地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
陵神御。他在战败之余，仓皇南渡
后，惊魂未定，即在钱塘修建显庆
观，以处羽流。宋孝宗即位后，还以
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

“样板”。道教不仅在朝廷盛行，在
民间也广为流传，南山宫的兴建就
是一个例证。

那 么 南 山 宫 建 造 者 是 何 许 人
也？传说，当时附近村庄有庄、王、
柯三姓富裕人家，同时盯上这块堪
舆宝地。三人势均力敌，谁也不肯
放弃。后来托圣祖七仙妈之梦，三
人心平气和，坐下商议，共建南山
宫。166 年后，历史的车轮驶进明正
统六年，庄、王、柯家族早已湮灭在
历史的尘埃中，继之而起的黄姓家
族重建南山宫。是华安县境内现存
最古老的建筑物，2006 年 5 月被国
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宫观前面是个宽阔广场，视野
开阔，举目眺望，江水迂回环抱，犹
如白色飘逸的绸带在绿野山间缠
缠绵绵。山岭下、国道旁茂林翠竹
掩映下，楼房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环顾四周，山岭逶迤，峰峦叠翠。柚
子、芒果、龙眼、荔枝、橄榄、杨梅遍
植山坡，四季花果飘香，芬芳诱人。
这里不仅是宗教圣地，还是一个生
态旅游胜地。

南 山 宫 门 前 的 石 埕 上 放 置 两
个古香古色的铜制大香炉，一个形

如司母戊鼎，一个状似尖塔，历尽
百 年 沧 桑，均已漆色脱落，锈迹斑
斑，却岿然不动，屹立宫前，见证了
南山宫的历史，承载了无数信士的
美好愿望。门前北侧有个小水池，山
泉蓄水养鱼，几条金鱼在池水里时
而追逐嬉戏，时而悠闲地吹泡泡，时
而舞动着优美的舞姿，给这古老的
道观增添了几分灵性。

南山宫仿紫荆城中的太和殿，
面阔五间，进深六柱，整体基盘近正

方形。昂首凝望，蓝底金字“南山宫”
三个大字悬挂于层檐间，字迹遒劲有
力，格外醒目。整座宫殿为抬梁式木
构架，重檐歇山顶，下檐有副阶（回
廊）周匝，与两侧梢间有门相遇。层檐
间斗拱出跳，雕龙状纹饰，用下昂，四
角翘脊下施角鱼。正脊中饰宝珠，两
端为燕尾，并各饰飞龙一条，燕似展
翅翱翔，龙如腾空而起，形象逼真，活
灵活现。上下脊均饰飞禽走兽、花草
树木、人物故事，栩栩如生。

“南国有光皆福地，山宫无处不
仙家”这是书于正大门两侧的对联。
像这样充满“仙家”理念的对联就有
10 多副，给这古老的宫殿披上了几
许的神圣色彩。绛红色的大门画着
威风凛凛的执戟神将，镇守道观山
门，两侧各有一圆形和方形镂空花
窗，精致细腻，古朴凝练，雕刻技艺
精湛。

南山宫内呈正方形，各种木构
件色彩艳丽，古香古色，金碧辉煌。
有彩绘天花板，正中是一圆锥形、螺
旋式藻井，藻井的斗拱共 99 个，上置
八卦太极图，蕴含天圆地方之意。藻
井是中国古建筑最尊贵的象征。古
人认为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装
饰以荷、菱、莲等水生植物，希望能
借之压伏火魔作祟，以护祐建筑物
的安全，体现了古人对防火的朴实
愿望。四根红漆棱形木柱，绘就云龙
和八仙彩图，宫内外木壁墙上均有
彩绘，共有 21 幅。画面清晰，色彩明
丽，装饰华贵，题材广泛，内涵丰富，
有《八仙过海》《孔明献计》《昭君出
塞》等历史典故，还有山水花鸟、吉
祥如意图等，体现了古人对美好愿
望的追求。

纵观南山宫，挑梁椽榫古朴凝
重，装饰构件简约明快，显然基本保
留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唯四支红
柱及柱础工艺异于椽梁，经鉴定为
宋代遗物。

南山宫祀圣祖大仙（仙妈）和都
统舍人公。宫中正面排列七仙妈神
像，左侧立都统舍人公神像，个个慈
眉善目，端庄娴雅。仙妈是民间信仰
的神灵。相传仙妈为玉皇大帝的第
三爱女投胎转世，自幼聪明伶俐，精
通医术，乐善好施，深受黎民百姓的
感激和崇拜。都统舍人不是官位，而
是天界的神位，倘若得到他的保佑
眷顾，便会财源滚进，家肥屋阔，平
平安安。印尼爪哇岛两座有名的庙
宇就供奉都统舍人公，信众无数。

明 末 遗 臣 陈 天 定 于 顺 治 元 年
（1664 年）流寓南山宫两年，在此著
书立说，恩泽百姓。并亲笔题匾，改

“圣祖大仙”为“德茂天初”，语意此
地之神，堪比“一气化三清”的道家
至尊，并作签诗 36 首。新中国成立初
期，一大土匪前来求签，是否有“东
山再起”之日。签曰：大石镇江头，清
波水不流，万年沉底在，永镇江千
秋。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复辟梦想。曾
有两信士到此求签生男生女。几百年
来，道观香火缭绕，信士络绎不绝，常
有人到宫抽签求运，保佑平安，求得
好兆头。后来陈天定遁迹花山（今华
安县华山村），建立学堂，传道授业，
留下“十七举子十八中”的民间佳话。

南山宫现仍存有长方形蜈蚣旗
13 面。蜈蚣旗俗称大旗，因其状酷似
蜈蚣而得名。正反两面均以五彩金
线绣成，每面绣 124 个历史人物。另
有辇轿两辆，据传，每辆轿子要用 48
两黄金研末粉饰。每年农历三月初
九、十一月初九分别为“都统舍人
公”和“仙妈”生日，定为宫观圣节。
每隔三年，农历二月廿六，是南山宫
最为隆重的民俗活动。台湾、广东等
地黄姓宗亲，组团前来祭祖，参加迎
神赛会。出游时，一面蜈蚣旗 15 个壮
汉轮流扛举，一辆辇轿 12 个大汉轮
流抬行，加上上百支响铳，鼓乐喧
天，炮声隆隆，浩浩荡荡，气势非凡，
万人空巷，蔚为壮观。蜈蚣旗和辇
轿构思精巧，工艺精湛，金碧耀眼，
弥足珍贵，堪称镇宫之宝。

道观精华南山宫道观精华南山宫道观精华南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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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谚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部分，是从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
践中形成的，语出自然，通俗易懂，
深受人们喜爱。民谣谚语的内容包
罗万象，其中与重阳节有关的也不
少。在重阳节到来之际，了解一下民
谣谚语中的重阳，亦别有一番情趣。

有的民谣谚语是反映重阳节风
情的，如菊花在重阳应节而开，而得
重阳“节花”之名，民谣：“菊花黄，黄
种强；菊花香，黄种康；九月九，饮酒
菊，人共菊花醉重阳。”分明就是一
幅重阳赏菊、饮菊花酒的风俗画，清
新又迷人；重阳时节秋高气爽，云淡
风轻，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民谣：

“九月九，是重阳；放纸鹞，线爱长。”
正道出了重阳这一习俗；民谣“重阳
节，爬山登高饮菊酒，戴上茱萸避恶
邪，吃了花糕多长寿。”描写了重阳
登高、戴茱萸、吃花糕的习俗；重阳，
正是陕北收割的时节，人们过重阳
多在晚上，白天忙于收割、打场，恰
如当地民歌唱道：“九月里九重阳，
收呀么秋收忙。谷子呀，糜子呀，上

呀么上了场。”而在谚语中，重阳登
高、食糕之俗也有体现，如谚语“九
月重九，登高饮酒”“吃了重阳糕，夏
衣就打包。”正道出了个中情形。

重阳节，也是一个充满情感的
节日，这在民谣谚语中可见一斑，如
重阳又称“女儿节”，有的地方在重
阳要接出嫁的女儿回家过节，民间
就流传着“九月九，搬回闺女歇歇
手”的谚语；有的地方娘家要在重阳
节给出嫁的女儿家馈送重阳糕，一
般是两个大的、九个小的，取“二九”
相逢之意，恰如农村流行的民谣所
说：“中秋刚过了，又为重阳忙，巧巧
花花糕，只因女想娘。”由于九月初

九，九九重逢，“九九”又是谐音“久
久”，象征长寿，故近年又把九月九
日定为“老人节”，也称“敬老节”，并
开展敬老活动，使尊老敬老这一传
统美德在重阳节俗中得到了进一步
体现。

有趣的是，与重阳有关的谚语，
有的是预测天气未来走势的，如谚
语：“重阳有雨，下年雨缺”“风风凉
凉，晴到重阳”“重阳无雨看冬至，冬
至无雨晴一冬”“重阳无雨，冬至多
雨”“重阳晴，一冬晴；重阳阴，一冬
冰”“重阳无雨，九月无霜”“重阳无
雨盼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有的
反映对农事，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如“过了重阳节，一怕霜来二怕雪”
“吃了重阳糕，不见单衣汉”“夏至种
豆、重阳种麦”“夏至两边豆，重阳两
边麦”“重阳晴，米粮平”。重阳谚语，
尽管受地域限制、物候等因素影响，
但都是各地劳 动 人 民 长 期 生 活 生
产实践的总结，且贴近百姓，明白
如话，仍每每为相应地域的人们所
引用。

如今，在重阳节，流传着这么一
首现代版的民谣：“重阳到，重阳到，
爷爷奶奶节日好，我们非常感谢您，
向你们节日问个好！红叶飘，黄叶
飘，蓝天高高白云绕。九月九，重阳
节，我跟爷爷来登高。我们俩，手拉
手，登上山顶四下瞧。九月里，九月
九，爬山登高饮菊酒，戴上茱萸避邪
恶，吃了花糕多长寿。重阳节，九月
九，爷爷奶奶笑开口，登高山，看菊
花，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此民谣
既道出了重阳节登高、赏菊、戴茱
萸、食花糕、饮菊花酒等传统风情，
又融入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情
景交融，祖孙情深，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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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宫有两辆辇轿，每辆轿子用
48 两黄金研末粉饰。民俗活动时，一辆
辇轿由 12个大汉轮流抬行。林艺谋 摄

▲南山宫木壁画共有21幅，每幅长
0.8米、宽1.2米，画面清晰，色彩明丽，内
涵丰富。有《八仙过海》《孔明献计》等，还
有山水花鸟、吉祥如意等。 杨跃平 摄

▲南山宫全貌

▲南山宫内彩绘天花板正中
有一圆锥形、螺旋式藻井。藻井斗
拱 99 个，上置八卦太极图，蕴含天
圆地方之意。 邹瑞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