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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长在水中，因

它会鸣叫，闽南人称之
为“水鸡”。闽南话的“膨
风”指体内充满空气。青
蛙在鸣叫时会吸入空
气，把肚子胀得很大很
大。像这样看似很大很
大的青蛙拿来宰杀，其
实没有多少肉可以食
用，这就是闽南俗语“膨
风水鸡宰无肉”所包含
的意思。这句俗语主要
是用来讽刺那种虚报浮
夸，爱说大话，华而不实
的人。

由“膨风水鸡宰无
肉”这句闽南俗语，想起
1947年国民党将领胡宗
南占领延安虚报战绩的
一段历史故事。延安是
当时全国的革命圣地，
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
钉。他派胡宗南率领6个
师 15 万人进攻延安。面
对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
的进攻，中共中央主动
撤离延安，胡宗南只占
领一座空城。为了邀功，他向蒋介
石虚报战绩，说经过七昼夜的激
战，共军伤亡一万余人，被俘虏两
千余人，还缴获大批武器。蒋介石

听后大喜，即令组织中
外记者到延安采访。胡
宗南一听头都大了起
来，为了哄骗记者，便组
织一批国民党兵扮成共
军俘虏并进行采访前的

“培训”，拿出一批武器
假冒成缴获的战利品进
行展示，还组织一大批
人突击制造埋葬“共军
尸体”的假墓。胡宗南先
是虚报战绩，后又千方
百计造假，因为“膨风水
鸡宰无肉”，最后还是露
了馅而成为历史的笑
话。

青蛙除了说话肚子
爱“膨风”，造成它个体
肥大的假象，还有个毛
病就是视野狭窄。有个
寓言故事《坐井观天》，
说的是青蛙在井里和落
在井沿上讨水喝的小鸟
对话，问小鸟从哪里来，
小鸟说它飞了一百多里
从天外来，青蛙说天就
井口那么大，不相信它

的话。爱虚报浮夸、爱说大话的人
也和青蛙一样，自以为天就是那么
大，他可以欺骗世上任何人，但最
后总会露出“宰无肉”的真相。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风和日丽，是
踏青的好时节。

“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
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孙挟珠弹，游
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
出自唐代孟浩然的《相和歌辞·大堤
行》。每年二三月芳草萋萋，踏青的人
很多。大堤那边风景独好。人们快马加
鞭，车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富贵公子
玩弹珠，游乐少女穿罗衣套袜子。青年
男女一起携手踏青，与往年单身大不
相同，江边这么多的野花究竟为谁而
开呢？

唐代的刘禹锡在《杂曲歌辞·其五·
竹枝》中写道：“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
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
外踏青来。”两岸的山花开了，白茫茫一
片，好像雪花那样美。所有人都拿出酒
倒满杯子喝。一些女子结伴到永安宫外
的昭君坊踏青游玩……

“踏青看竹共佳期，春水晴山祓
禊词。独坐邮亭心欲醉，樱桃落尽暮
愁时。”乃唐代刘商《上巳日两县寮友
会集时主邮不遂驰赴辄题以寄方寸》
中的诗句。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我国
民间的传统节日。许多人这天到郊外
踏青看翠竹，风景如画让人醉，有的
人独自坐在亭子里出神，等到傍晚的
时候，风吹落了片片桃花，顿时愁容
满面。

唐代的熊孺登在《春郊醉中赠章八
元》中吟诵：“三月踏青能几日，百回添
酒莫辞频。看君到卧杨花里，始觉春光
为醉人。”诗人感叹每年短短几天踏青
的时间易过，因此，喝酒的时候频频举
杯，当看到朋友躺倒在杨花里的时候，
才觉得春光醉人。

“白白红红相间开，三三五五踏青
来。戏随胡蝶不知远，惊见行人笑却
回。”出自宋代黄庭坚的《行迈杂篇六
首·其二》。人们成群结队踏青，穿着白
衣服的和穿着红衣服的汇集在一起，一
路追随蝴蝶嬉戏，也不觉得路途遥远，
游人吃惊地大笑，他们才依依不舍地掉
头，真是乐不思归啊！

宋代的吴潜在《望江南·其一》中
曰：“家乡好，好处是三春。白白红红花
面貌，丝丝袅袅柳腰身。锦绣底园林。
行乐事，都付与闲人。挈榼携壶从笑
傲，踏青挑菜恣追寻。赢得个天真。”春

天，白花红花齐放，杨柳依依。锦绣的
园林中，人们携壶饮酒，尽情玩乐；野
外踏青的人到处寻找野菜，天真烂漫
……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
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
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
梁双燕归。”乃宋代晏殊《蝶恋花》中的
诗句。春天过去了一个多月，诗人来到
南园踏青。风轻轻地吹，远远听见马在
嘶叫。这时候，青青的梅子如同豆子，弯
弯的柳丝如同娥眉。昼长夜短，蝴蝶翻
飞；花朵沾满露水，野草上烟雾迷蒙。荡
秋千的女子慵懒地解开身上薄如蝉翼
的罗衣，近处一户人家的屋梁上燕子双
双归来……

宋代的戴复古在《春日二首呈黄子
迈大卿·其二》中写道：“帝里风光二月
新，西湖几队踏青人。杏花时节偏饶雨，
杨柳门墙易得春。或是或非尘里事，无
穷无达醉中身。五陵年少夸豪举，寂寞
诗家戴叔伦。”二月风光特别清新，到西
湖踏青的来了几队人。杏花开了，偏偏
下雨，有杨柳的门墙春天来得特别早。
人们被这春光所陶醉，把红尘中的是是
非非抛之脑后了……

“茶磨山前水似苔，红妆队队踏青
回。衣香花气熏人醉，蛱蝶蜂儿扑面
来。”出自明代王宠的《踏青》。山前的流
水像苔藓那样绿，一队队的女子踏青归
来。她们衣服上的香味和花的香味随风
飘散，引来一群群的蝴蝶和蜜蜂。

明代的王恭在《踏青》中云：“雨晴
原草新，黄鸟恋行尘。年少看花伴，如今
有几人。”雨过天晴，草地的景色很清
新，黄色的鸟儿在行走，一步一回头，十
分留恋。

“春深夏浅，绿肥红瘦，枝上微闻杜
宇。晓晴我正看山来，翻劝我、不如归
去。一湖蘸碧，两峰扑翠，忽忆年时小
住。每逢四月踏青游，也难怪、啼鹃声
絮。”乃清代吴藻《鹊桥仙》中的诗句。诗
人四月踏青，看见湖水碧绿，山峰叠翠，
听到杜鹃啼叫，流连忘返。

清代的陆求可在《诉衷情·踏青》中
写道：“宝鞍金勒晓苍苍。各为踏青忙。
隔花鸟声频唤，随地是高阳。歌一曲，酒
千觞。送春光。莫教好景，等闲负却，回
首情伤。”春日，大家都忙着踏青的事，
赏花，唱歌，饮酒……

诗 意 踏 青诗 意 踏 青
⊙刘广荣

春到家园（油画） 徐淑荣 作

走进闽南的村落坊巷，住宅的窗户、门楣头、屋脊上、屋壁
墙垣及厝脚巷头或有设置厌胜物器件，使人仿佛流连于最具
乡土风情的“福文化”主题展览馆。

能够“厌而胜之”的什物，称为厌胜物。人们设置厌胜物这
一传统习俗是为了祈求安居乐业，避免“凶煞”带来的灾害，
它已构成了当地民间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意而为
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厌胜物存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
一，是悠长的“巫”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民间传统习俗文
化的传承，流露出一种自信与包容的文化内涵，尚流传至
今；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设置厌胜物可以“补短板、解困境、
提能量”，赋予人们心灵的寄托和信仰的力量——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期待。

民间运用厌胜物可谓别出心裁、款式多样，如五谷袋（即
是用一小片长方形红布块缝成的小袋子，里面放有一小撮早
稻、米、麦、豆、芝麻颗粒，有时或添加数块犁铧小碎片等“杂
宝”，有镇邪治魅、五谷丰登的寓意）、柳树枝、石榴枝、仙人掌、
虎刺梅、艾草、竹篾圈、红丝绳、红布条、纱织网片、铜钱币、圆
镜、神符、八卦图、毛笔、经咒册、风狮爷、石敢当以及柳树材质
的小微型刀剑、葫芦等众多物件是闽南坊间常用的厌胜物。人们笃信，厌
胜物拥有克敌千里、趋吉避凶的神奇能量，在释放其清“淤点”、化“堵
点”、解“惑点”纳祥转运的同时，亦能够改良家居环境格局和护家佑宅，
促使生产生活稳定繁荣，家道积极向好发展。

比如说，东山岛埕英村埕下这栋百年家宅的燕尾脊上
设置的风炉厌胜物，通过风炉的设置便能说明，房屋有受到
外部环境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造成家宅五行缺角气机失衡，
影响着家宅的运势或不利于房屋居住者的身心健康，也是
民间堪舆学术所说的“患风白、气煞”。宅主人认为务必对家
宅进行对症理气化解煞气，只有找到生气来化解煞气，家宅
才能藏风聚气、迎祥纳福，生活才能如火般充满活力，焕发
生机顺当发达。于是，采取自然界相生相克、以形补形“挡风
冲噬”的运造手法，以得到“借物利势”荫佑安康之功效，厌
胜物风炉便是理想的选择对象。人们认为，风炉具有非凡的
力量，不仅能驱邪避凶、抵御收纳污浊之气，而且能将经过
的气流转化为有益的能量，来助长风炉气化流行，燃烧的火
焰更是红红火火，生生不息。因而，设置厌胜物风炉为暗寓
家宅已借助炉火旺盛的态势，汲取提升了正能量，化解了邪
气、霉运等不良因素的侵扰，为家宅带来平安幸福，财运亨

通的好景象。
一件件厌胜物包含着人们美好的祈愿，蕴藏着深远的寓意，它们功

能各异无不散发着一股神秘而远古的气息，向人们传递着民风民俗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融合之美，承载着当地居民理想情感和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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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保护是一项重要的社

会事业，它涉及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关系到国家

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在
文物保护中，修旧如
旧的原则是非常重
要的，即对文物进行
修复时，要尽可能地
保持其原有的面貌和
风格，不要对其进行
过多的改造和装饰，
以免破坏其原有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

然而，在现实中，
一些文物保护单位为
了追求所谓的“现代
化”和“美观”，往往会
将文物进行浓妆艳
抹，对其进行过多的
改造和装饰，甚至将
其改造成一种商业化
的旅游景点。这种做
法不仅会破坏文物的
原有价值，还会对文
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损
害。因此，我们需要对
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
进行规范和管理，以
确保文物保护工作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

而实际上，一些
地方却出现了“毁容
式保护”“破坏式修
复”。例如，2018 年的
时候，四川省资阳市
安岳县峰门寺石窟造
像被重新彩绘，修复
后的佛像全身覆盖鲜
艳的红、蓝、黄、绿等
颜料。这种以修之名，
行破坏之实的案例
不 在 少 数 。例 如 ，
2023 年发生的“毁容式保护”
更是奇葩，世界自然遗产地

贵州梵净山的金顶建筑
外墙在维修时被改变

原有颜色，梵净

山 金 顶 释
迦殿和弥勒殿外墙被
涂成了红色，而此前这两
座殿颜色为灰色。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
对文物保护单位进
行修缮，应当根据文
物保护单位的级别
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
门批准。对不可移动
文物进行修缮、保养、
迁移，必须遵守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国家文物局曾经明确
要求，文物的修缮保
护要遵循“不改变文
物原状”“最小干预”
等原则，保护文物及
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文物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文化遗产，其价值不
仅仅在于当前的使用
价值，更在于其历史
和文化价值。文物保
护单位应该制定科学
合理的保护计划，对
文物进行定期的检查
和维护，以确保文物
的安全和完整。同时，
也应该加强文物保护
的宣传和教育，提高
公众对文物保护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

总之，文物保护
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
关注和努力。我们应
该坚持修旧如旧的原
则，规范文物保护单
位的行为，加强文物
保护的长期性和持续
性，确保文物的安全
和完整，传承和发扬

我们的文化遗产。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
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增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

修
旧
如
旧
，才
是
对
文
物
保
护
的
最
大
敬
畏

⊙

郭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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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笔走龙
蛇，是饮誉海内外的大诗人，也是
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的挚友。1996
年8月，余光中应邀来四川大学讲
学，流沙河全程相陪，两人在讲学
间隙去诸葛武侯祠游览。当来到三
国名将张飞塑像前时，他们发现一
个“难以置信的大错误”，解说牌上
竟赫然写着“张飞字益德”。流沙河
脱口而出：“读过《三国演义》的人，
谁不知道张飞的字为翼德？作为海
内外闻名的古迹，怎能犯如此低劣
的错误呢？”余光中也随声附和：

“确实不应该呀。”
余光中返台前，叮嘱流沙河一

定将这件“小”事弄清楚。带着挚友
的嘱托，流沙河几经奔波，终于从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
黄赵传第六》上得到了答案：《三国
志》出自西晋史学家陈寿之手，被
公认为记载三国历史最早的史学
著作，里面清晰记载着“张飞字益
德”。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经
艺术加工将“张飞字益德”改为了

“张飞字翼德”。也就是说，武侯祠
“张飞字益德”的介绍，完全出于对
历史的尊重而并未出错。

流沙河赶紧去信将实情告知
余光中，写道：“当对一件事存有疑
问时，切不可草率下结论。只有抛
弃臆断，下功夫弄个明白，才可避
免尴尬。”余光中回信称道：“先生
卓然而立的求真精神，令我敬佩，
也让我感触颇深：做学问者要有个
性，人云亦云断不可取。”

无独有偶。1927 年 7 月，散文
家朱自清发表了《荷塘月色》，其中

“月下荷塘”的描写让读者尤为喜
爱：“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
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
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
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
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
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

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
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

文章发表后不久，朱自清收到
读者陈少白的来信，指出：“蝉在夜
里是从来不叫的。”朱自清对此很
重视，立即查阅有关资料，又询问
了很多朋友，大家都赞成陈少白的
看法。他又请教昆虫学教授刘崇
乐。而刘崇乐则抄了一本书上的话
给他：“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
的时候。”

朱自清正为找到蝉在夜晚会
叫的证据而高兴，却忽然想到，刘
崇乐是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抄给
他的那段话也许是个例外。于是，
他在给陈少白回信时说，昆虫学专
家和你的看法一致。并表示《荷塘
月色》再版时删掉月夜蝉声那句
话。

信寄出很长时间，却未得到回
音。直到 1938年，朱自清才在正中
书局出版的《新学生》月刊上，看到
陈少白针对蝉在夜晚是否会叫的
文章。文中引用了朱自清的回信，
还引用了北宋诗人王安石《葛溪
驿》中的诗句“鸣蝉更乱行人耳”，
更正了此前对朱自清描写夜晚蝉
叫的质疑。

虽如此，朱自清还是于 1948
年写了《关于（月夜蝉声）》一文，感
慨道：“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
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
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
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
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
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
我在这里是个有趣的例子。”

上述两件“小”事，在他人眼里
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治学严谨的
三位大家来讲，却是一种良好修养
的表现，不仅反映出他们对“真”的
执著追求，也体现出做学问者更需
具备卓然而立的品质。

卓然而立做学问
⊙张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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