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素灵 /�美编 黄文倩 /�校对 谢志忠AA1166【西湖】 E-mail:wbfkblsl1@ycwb.com

被
误
读
的
三
伏

□
朱
辉

夏
日
三
鯬
焖
苦
瓜

□

琶
洲
羽
正

惠州地处珠江水系，属广义
的珠江三角洲范围，东江主流与
东江支流西枝江在鹅城惠州汇
合后，绕城西去流入珠江。 其饮
食习惯深受广府人、客家人饮食
文化的影响，互为因果，形成独
特的惠州菜。 蝉鸣荔熟食三鯬，
鹅城惠州夏日时令菜三鯬鱼（鲥
鱼 ）焖苦瓜，鲜腴肉嫩，甘香惹
味，一尝难忘。如此美食，试拉杂
谈谈。

鲥鱼各地叫法不一，别称很
多，有叫三鯬 （三黎 ）、三来、迟
鱼、时鱼、鲥刺等。 在我国，鲥鱼
主要分布于南海、 东海以及长
江、 珠江、 钱塘江等水系的中、
下游，属咸淡水洄游鱼类，时令
性极强，“年年初夏时则出，余
月不复有也”， 所以司马光《类
篇》 解释说：“其鱼出有时,� 故
名鲥。 ”

清代同治《番禺志》载：“鲥
俗呼三来 （来 ，粤语读黎 ），出以
仲夏，其性喜浮，网入水数寸即
得。 ”渔家根据三鯬鱼这一习性，
将挂网拦放在江中便可将之捕
获。 三鯬鱼爱鳞如命，怕挣扎弄
伤鱼鳞，故一触网便不动，乖乖
待擒，难怪又被称为“惜鳞鱼”。

广东民间谚语：“春鳊秋鲤
夏三鯬”。 入夏溯江洄游产卵的
鲥鱼最为肥美，肉质细滑，富含
脂肪，是河鱼之王，自古为人喜
好。鲥鱼在清光绪《惠州府志》有
载；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则
称：“鲥鱼即三鯬。 非湖上产，出
于湖东东江上。 配以苦瓜，湖船
佳食品也。 ”

炎炎夏日，三鯬焖苦瓜成了
一道民间喜欢的时令菜，尤“以
苦瓜伴煮，食之味特佳”。三鯬鱼
营养丰富、补中益气、美味可口。
苦瓜也称凉瓜， 是夏令时蔬菜，
清香微苦，苦后回甘，功效解暑
清热，明目降脂，常见于普通人
家餐桌。 更妙的是，苦瓜与其他
食物同炒同煮，不但其苦味不侵
染对方，反而让对方吸纳自己的
甘甜，可谓菜中君子。

苦是人生百味之一，食客对
苦味的妙处有许多独到的理解。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称：“味甜
自悦口，然甜过则令人呕；味苦
则口螯，然微苦则耐人思。 要知
甘而能鲜，则不俗矣；苦能回甘，
则不厌矣。 ”如此看来，三鯬鱼配
以苦瓜同煮，乃是绝配，苦瓜的
清甘与三鯬鱼的肥美彼此交融，
相得益彰，好吃有益。

珠三角的家常食法主要是
以苦瓜、豆豉、蒜子焖；或蒜蓉、
豉汁蒸；或油盐清蒸，或腌制成
鱼干。 潮汕的食法则是佐以酸
梅煮，或用豆酱水煮，或用盐水
清煮，又或做成鱼饭点豆酱。 不
一而足。 鲥鱼还是做鱼生 （刺
身 ）的上佳食材，明末清初广东
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
中便说，“鱼生以鲥鱼为美”。 还
有将鱼卵取出晒制成“三鯬
子”，其油润金黄，风味极佳，佐
酒一流。

俗语说，“甲鱼吃裙，三鯬吃
鳞。 ”三鯬鱼鳞下脂肪丰富，带鳞
烹调格外甘美。 惠州的食家称，
三鯬鱼焖苦瓜，若加上五花腩同
煮，其味更佳。这种烹调方法，与
江南地区蒸煮鲥鱼巧用猪网油
有异曲同工之妙。

鲥鱼的扬名，与文人墨客的
大加赞誉不无关系。 历代有关鲥
鱼的诗文、典故、逸事 ，不可胜
数。 宋代王安石赞美“鲥鱼出网
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苏东
坡在长江下游镇江品尝鲥鱼后
作诗：“芽姜紫醋炙鲥鱼，雪碗擎
来二尺余。 尚有桃花春气在，此
中风味胜莼鲈。 ” 写出鲥鱼的甘
香滋味比他心头好鲈鱼还更胜
一筹，首句“芽姜紫醋炙鲥鱼”，
俨然是有韵的菜谱。

明代诗人何景明有一首《鲥
鱼》诗：“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
卢橘未能先； 赐鲜遍及中珰第，
荐熟应开寝庙筵。 白日风尘驰驿
骑，炎天冰雪护江船。 银鳞细骨
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 ” 鲥
鱼和荔枝一样成了宫廷的时令
美食。

在清代， 诗人谢墉把鲥鱼比
作美女西施：“网得西施国色真，
诗云南国有佳人”；惠州诗人张隽
将东江鲥鱼与惠州荔枝并列：“最
是此邦风物胜， 江鲥肥美荔枝
甜。 ”惠州名士韩荣光在扬州食罢
鲥鱼， 更是勾起心中的乡愁：“我
到扬州四月初，登盘新喜见鲥鱼。
从今不用歌弹铗， 归买扁舟作老
渔。 ”总之，鲥鱼如同鲈鱼、鳜鱼一
样，成为一个风雅符号。

旧日，惠州三鯬鱼在夏季捕
获量还是挺大的。 惠州画家黄澄
钦先生在《鹅城旧事———惠州风
俗画说》中自注：“惠州东江河段
在六七月间是三鯬鱼出现的高
峰期”，“由于三鯬鱼集中上市量
大，价钱便宜，很多居民买回用
油煎好后，可存放两天，若用三
鯬鱼焖苦瓜，更是惠州夏令时节
的特色菜”。

用油煎封， 颇得古代烹饪
名著《随园食单》要领，“鲥鱼，
或竟用油煎”。 惠州城素有“三
鯬鱼上市， 家家锅头肥” 之说。
可见，夏日东江三鯬鱼仅仅是普
通的经济鱼类，并没有诗文描写
得那么矜贵，更不会出现“鲥鱼
出网不论钱”的抢购现象。 由于
鲥鱼洄游季节性强，鱼期短，其
身价贵贱如同品质上乘的荔枝
一样 ，随“大年小年”收成多寡
而波动。

惠州人烹制三鯬鱼一般不
用生姜去腥 ， 而是用蒜头豆
豉， 认为蒜头豆豉足以去除鱼
的腥味，使之更加鲜香醇厚，而
放姜则会影响肉质，口感欠佳。
遥想东坡先生当年谪居鹅城惠
州， 在东江河畔合江楼、 嘉祐
寺， 或在平湖逍遥堂， 或在白
鹤峰德有邻堂也应品尝过无需
芽姜紫醋烹制的东江三鯬鱼焖
苦瓜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江水
域还能捕获三鯬鱼，至八十年代
后期，野生鲥鱼已非常罕见。 鲥
鱼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保护红
皮书》。 小说家张爱玲生前曾为
“鲥鱼多刺”而深感遗憾，其实，
如果我国各大水系的鲥鱼真正
消失，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幸而，
我国鲥鱼还未绝迹，专家称目前
只是“功能性消失”，只要措施到
位，种群将能恢复。 尤其是近年
人工养殖成功，久违的鲥鱼又重
新端上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三鯬
鱼的滋味不再是坊间的美丽传
说，可喜可慰！

六月下旬，天气刚开始有点
热，我们社区网格群里就有人开
始炒作“三伏”了。他们说今年夏
天会特别热， 因为三伏天有 40
天之久。 接着便开始宣传省内某
山区的民宿， 说那里山清水秀，
夏季温度不足 20 摄氏度， 是避
暑最佳选择。 如果有意向，可以
联系他们。

在商言商，他们的话没几个
人当回事。 然而前几天，某电视
台气象小姐居然也这么说。 她倒
没有确定今夏会比往年热，但说
今年“三伏”有 40 天，比一般年
份多 10 天。然而在我的记忆中，
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去查阅
资料，果然发现给气象小姐写文
案的人可能不专业，闹出了这么
个小笑话。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
的统称。“伏”的意思是阴气受阳
气所迫藏伏地下，“伏”由节气的
日期和干支纪日相配合决定。 夏
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
日分别为初伏、 中伏的开始日，
立秋以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
第一天。 根据这样的算法，假如
立秋日及其后两天出现庚日，则
中伏为 10 天， 否则中伏为 20
天。实际上大部分年份“三伏”都
有 40 天，下一次出现“三伏”30
天要等到 2031 年。 可见今年没
有什么特别，只是许多人并不留
心以往每年“三伏”天数，所以人
云亦云。

这么容易查证的事情，都会
广泛地以讹传讹，可见我们平日
生活中，不知不觉也许传播了很
多谣言。 不经意中因为想当然，
也可能无恶意地编造过一些谣

言。 凡事只怕“认真”二字，我们
真该学学德国人的严谨生活态
度，平日多一些较真精神。

那么 ，从“三伏 ”天数和分
布时间段， 可否预测出今夏热
不热？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三
伏”概念提出的年代，距今已经
相当久远， 气候早已发生了巨
大改变。 而且“三伏”对应天气，
在古代似乎也只适用于中国北
方中原地带。 同样的“三伏天”，
海南与黑龙江就完全不是同一
景象。

具体到如今我所在的江南
地带，夏季会不会很热，最直接
地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梅雨季
的长短。今年梅雨持续 40 多天，
为本世纪最长，因此热得比往年
晚。 二是副热带高压强度。 今年
七月“副高”一直偏弱，所以出了
梅，酷暑也没有立刻杀到，据说
7 月 30 日以后才会出现极端高
温， 这比大多数年份晚了约 20
天。 第三个因素是台风。 夏季如
果有几股一路北上的强台风，酷
暑就会出现几个间歇期，这个夏
天就不会太热。 有时一股北上的
台风也没有，持续热上三四十天
便不可避免。

假如看看“三伏”“三九”的
“排班表”，就能预测酷暑严寒，
那气象局的专家们早就失业
了。 关于“三伏”，理解起来其实
并不复杂， 然而不少人懒得去
琢磨， 于是常常被一些错误信
息误导。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闲
事，被误导了也不打紧。 然而一
旦养成了不动脑筋、 人云亦云
的习惯， 很容易在其他方面遭
受损失。

有一天，在公园开阔地，在
顶级商厦的下沉式中庭， 在艺
术街区或城市中心的挑高厂房
中，一座粉色调、金属色调或太
空色调的快闪店在 24 小时内
矗立起来。 它原本包裹在层层
叠叠的绿色帷幕中， 忽而掀起
盖头，美梦开启了，美梦消逝的
倒计时也同时开启。

城中潮人奔走相告，争相去
快闪店里打卡拍照。有的快闪店
像童话中的充气城堡，有的像武
侠书中潜伏着无数故事的客栈，
有的像悠然放射光晕却随时可
能消失的 UFO。 快闪店的核心

陈列元素有美妆、潮鞋、印着巨
大明星肖像的联名款 T 恤，有
荣获红点设计奖的小家电、AR
体验设备、头部主播们人手一只
的电吹风和电卷棒， 有墨镜、皮
具、 闪闪发光的首饰与高跟鞋。
快闪店里，既有主播们现场搭就
的补光灯，又有不慎闯入的广场
舞阿姨。 后者不免带着一脸疑
惑。 说到底，快闪店不是普通展
会，不会卖柴米油盐、风鸡板鸭
之类脚踏实地过日子的东西，快
闪店是城市核心吹出的巨型泡
泡，它只售卖潮流文化中充满灵
气、激情和出人意料的部分。 快

闪店在开张 12 小时内， 就会成
为微博上的话题新闻。

快到哪一步就闪掉， 才能
在粉丝的心中留下恋恋不舍的
回响， 让那些错过的人深感遗
憾， 仿佛在酒店门口与偶像擦
肩而过？ 一位快闪店的策划花
三年时间做调研， 终于通过数
据图表发现，只开三到七天，快
闪店的消费黏性最好。 一旦超
过第八天， 快闪店的人流量与
销售额，就会急速下跌。 快闪店
绝不能像你家楼下的 5 元小商
品店一样，用大喇叭叫嚷“最后
三天”，一口气播报大半年。 快

闪店必须像哈里·波特的隐身
衣一样，到点披上就走，留下白
茫茫大地真干净。 正因为来得
迅捷，走得干脆，快闪店里，同
样一杯卡布奇诺滋味才格外香
醇， 同样一双跨界合作款的帆
布鞋， 人工给鞋围条打胶时挤
出的少许溢胶，才分外迷人。

有了常规的线下店铺与网
上店铺，从来不打折、不讨好的
快闪店究竟有何魅力？ 一位曾
经参加过巴黎芳登广场快闪表
演的芭蕾首席演员说： 漫长的
销售，多半像漫长的舞剧一样，
总有一刻令舞者与观者疲沓下

来， 彼此不再产生心领神会的
火花，而快闪芭蕾，是舞者将全
身心的能量贯注于一分钟内，
她起跳、飞跃、旋转，开腿后定
格， 她像一朵昙花一样刷地收
起裙裾离开， 所有的身姿带动
空气中本不存在的乐符， 本不
存在的情感跌宕， 成就观者被
震撼、被慑服的时刻。

她自己去看快闪芭蕾留下
的巨幅黑白照片， 常常被 20 岁
到 80 岁舞者留下的有力身姿感
动到热泪盈眶。 也许，那些被当
作艺术品来创作的快闪店，动人
心弦的部分，与之庶几相似。

苏东坡的“两个西湖”

快到哪一步就闪掉，方有回响？ □明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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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惠州，莺飞草长，鹤鹭祥舞。 惠州西湖的鸟岛，名不虚传，一
大早，百鸟齐鸣，仿佛大合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白鹭、夜鹭、鸬鹚
等知名不知名的鸟， 各展歌喉， 伴随着木棉花的妩媚， 在鸟语花香
中，把一个生态朦胧的西湖热闹地唱到眼前。

当地人说，不看西湖，不算到惠州。 看西湖则绕不开苏东坡。
在我看来，东坡先生一生涉足的三个西湖，钟爱程度无分伯仲。

物理意义的西湖，只是空间与时间的经纬度而已。 无论是杭州、颍州
还是惠州，这三个西湖均蕴含了“两个意境”的西湖，即“庙堂”之上
的西湖与“江湖”之远的西湖。

“半城山色半城湖”， 惠州的
美，在西湖。

这里原本称丰湖，是东坡先生
来之后改的名，可见杭州西湖在他
心中的牵挂。 这似乎成了他的习
惯，两年七个月之后，被贬往儋州，
途中路过湛江， 虽只停留了两天，
也把当地罗湖改名为西湖。

惠州西湖， 飘荡着东坡诗文
的灵魂， 涵养浸润着东坡诗词美
学的精神。东坡寓惠两年多，游得
多并且赋咏得多的， 还是惠州西
湖。其足迹遍及西湖的山山水水，
以称绝一代的诗文， 为惠州西湖
润色，大大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
东坡称赞惠州“山水秀邃”，特别
钟情西湖的夜色。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诗中的西湖夜景令人痴醉。 惠州
西湖著名景点中的鹤峰返照、苏
堤玩月、玉塔微澜、六如禅悟、西
新避暑，都与东坡有直接关系。闻
名惠州的大孝子江逢辰， 是东坡
的忠实粉丝， 如其诗所赞：“但觉
公曾寓此地，至今草木皆光气。 ”

与杭州西湖相比， 惠州西湖
面积不及杭州一半。 湖中也有苏
堤，堤长 300 多米，比不上杭州苏
堤的 2700 米。 杭州苏堤，是杨柳
依依，婀娜多姿。 惠州苏堤，除杨
柳外，还有榕荫拂水。 古榕魁伟，
气根悬空，千丝万缕，美若长髯。
其如云树冠，苍劲挺拔，风雨中愈
久弥坚，姿容盛仪，如老之东坡。

夜游惠州西湖， 对我是第一
次，有格外宁静的美。

冷蓝的夜色， 碎片般跳跃的
湖水。 湖畔干净、清新，空气中漾
着花香的甜味儿。疫情期间，游人
稀朗， 都自觉戴着口罩， 别样悠
闲。 湖中彩船灯火，波光粼粼。 榕
树垂髯，幽邃洞开。 长堤路上，不
断闪现投影，交替出现红荔枝、木
棉花和东坡先生的诗。 游人们低
头寻觅诵读着这些诗句， 口中念
念有声。 一株稗草能结 1.3 万粒
种子，东坡先生，恐怕怎么也想不
到，900 年后，他的诗会以声光电
的形式，闪现在苏堤的石板路上，
像草种一样飘散开去， 被惠州人
民如此喜爱。青石路面和墙上，到
处都镌刻着他的诗。可以说，抬头
望西湖，低头读东坡，已成为惠州
独有的文化之美。

惠杭两苏堤，一花两世界。 杭
州叫“苏堤春晓”，见出勃勃生机。
惠州则称“苏堤玩月”，一个“玩”
字，道出风情万种。 两个苏堤，体
现两种精神轨迹， 儒家的有为与
道家的无为， 从惊喜人间的春意
盎然到沉醉婵娟的清辉浩渺，从

治国平天下的“签署公文”到修身
齐家的诗意人生。

有为的杭州西湖，他是苏轼，
是通判， 是太守， 是人生的上升
期，是甜剧热播。 修建苏堤，身为
执政官，一声令下，动员聚集 10
万人清湖淤，堆泥成堤。百姓抬猪
前来感谢，太守则令人烧制成“东
坡肉”，分发百姓，与民同享，其乐
融融，经世致用的苏轼令人赞叹。
杭州颍州，其身为太守，自然不缺
肉吃。

无为的惠州西湖， 他是东坡
先生，出演人生的下半场，是苦剧
热播。 58 岁， 他被贬寓惠时，已

“不得签署公事”， 薪水也只发一
半，是戴罪的看客。 修堤搞水利，
只能和泗洲寺的希固和尚商议
了。 苦剧，东坡也要主演，他不仅
捐出自己的犀带， 还动员弟媳捐
出朝廷所赐的银子来助修西湖。
吃不到奢侈品东坡肉， 也要买个
羊脊骨，涂酒烤“羊脊骨”来啃。两
年后，再贬海南时，则只有熏鼠、
烧蝙蝠和薯芋吃了。 每天以肥羊
下白米饭的京城十年，恍如隔世。
不论哪一场戏， 他都是热播带货
的主角，因为戏文的诗词太精彩，
始终占据着舞台的中央。

寓惠的东坡，无权无钱，只能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赋诗
“玩月”， 道尽了其彼时的无奈。
但你若以为东坡就此沉沦西湖山
水之中，就错了。 东坡就是东坡，
即便困顿若此， 也要兼济天下，
情系苍生， 其情怀不仅没有变，
反而如古榕虬髯， 愈见其深。 寓
惠期间， 与其表兄程正辅的书信
来往， 为民请命、 为官纾困的文
字比比皆是。

不懂苏东坡， 也就不懂惠州
人民怀念先生的原因。 从寒山寺
到泗洲塔， 经世致用的入世与沉
醉山水的出世， 纠葛成东坡先生
一生矛盾的精神世界。

智慧与高洁、明达与超脱、突
围与升华， 奇妙而又对立地纠结
苏子一生。借用曹慧琳先生的话：
“这是彻悟之后的笑对人生，是悠
然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恬淡
潇洒，是物我皆忘的大智若愚，是
忠实于心灵的信念坚守。 ”

如今， 万民同乐每年以灯光
节方式，在惠州西湖呈现。环湖的
灯光节热闹非凡， 每年都吸引上
百万人游览。惠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玲告诉我， 今年灯光节暂
停。 由于疫情，为防止人群聚集，
扎好的十数艘彩灯船， 静泊在湖
边，却有种格外的美。这美源于以
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取舍。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
有孤山。

孤山下有巨石，上刻“东
坡园”三个大字。 距石刻不远
处，有铜铸的雕塑群。 群像概
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事
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
左起往右，依次是骑秧马插秧
的老农、 手抓草药的村姑、双
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
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碓。

惠州西湖， 有东坡为民造
福的诸多善举， 清澈的湖水映
射着“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
关爱。 东坡自小“奋厉有当世
志”，谪居惠州期间，报国的初
心不改，即使身处逆境，还是以
为老百姓办事为己任。在城建、
农业、水利、治病等方面，苏轼
“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
为惠州百姓做了大量好事。

一个处江湖之远，不忧其
君反忧其民，“一肚子不合时

宜”的苏东坡，集中体现在这
组栩栩如生的雕塑中。秧马雕
塑， 主要反映东坡遭贬途中，
路过湖北时，见当地农民骑在
一种“秧马”农具上，倒退着插
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
具介绍到惠州，画图仿制。 孩
童手中的犀牛腰带，则是指东
坡捐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
碓，自然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
先进灌溉农具。

农妇手握的草药，记载了
东坡寓惠时， 在瘟疫来临期
间，自制草药方帮助百姓治病
的事迹。 其中，肩担稻谷的农
民雕塑，生动地表现了东坡为
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
或按低粮价收税的政策，大大
缓解了农民负担。

在这组雕塑之外， 还有一
个值得一记的故事。 博罗县城
曾遇火灾，一城尽灰，百姓流离
失所， 军营官兵也与民争居扰

民。东坡经过努力，共建 300 间
营房，解决了军队住宿问题。

只要做一点好事，人民就
不会忘记你。 几百年了，惠州
人民没有忘记东坡的善举。感
谢惠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送
来一本《惠州东坡祠艺文志》，
书中有盛世修东坡祠的记载。
仅元、明、清以来，东坡祠有记
录的重修就有 10 余次， 每次
都有重修祠记，足见其在惠州
人民心中的位置。

正如祝勇先生所言：“儒
家的生命力，在于它让人们在
进退转圜之间，都能找到生命
的意义。”无论进退，苏轼都在
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儒家“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
治理念，其体恤百姓的仁政善
举， 得到人民的认可与纪念。
这也是对我们今天践行执政
为民理念最好的启迪。

惠州西湖的孤山，也有别
于杭州。

此地有他的红颜知己王
朝云。 此西湖，有朝云生死相
随的倩影，波光粼粼处珍藏着
苏公的感情牵挂。

朝云墓已经有九百多年
历史，墓碑上刻着“苏文忠公
侍妾王氏朝云之墓”。 墓前立
六如亭，墓旁丈余，有王朝云
手持经书的石雕坐像。

墓碑上“侍妾”两个字，表
明墓主的身份， 这是时代的特
色。巧合的是，陪伴苏东坡的三
位女性都姓王。原配王弗，三十
岁前病逝。苏东坡为怀念她，写
过一首《江城子》，这首悼亡之
作因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这样的铭心佳句而
被千古称颂。继室王闰之，是王
弗的堂妹，陪伴东坡二十五年，
是东坡的贤内助。王朝云，字子
霞，浙江杭州人，歌女出身，聪
明俊秀。 12 岁时被在杭州任通
判的苏轼收为婢女，19 岁在黄

州时纳为妾。
1096 年夏季，惠州瘴疫流

行，死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朝
云，年仅 34 岁。 苏东坡的草药
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 终未能
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我在想，
如果是今天，哪怕是新冠病毒，
大概率都能挽救朝云不走。 苏
东坡悲痛万分， 按照朝云的遗
言， 把她埋葬在丰湖的栖禅山
寺旁边。

朝云至死都是“侍妾”，她
却无怨无悔。 苏东坡官迁密州、
徐州、湖州，遭“乌台诗案”，后再
贬黄州， 晚年又被贬到惠州，这
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王朝云
一直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
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
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正
如苏东坡所说，朝云对他是“一
生辛勤，万里随从”。

此墓保存完好，长期为游
人纪念。即使“文革”时期也未
遭损坏，对爱情不渝的王朝云
始终被惠州人民厚爱着。 由

此，可见人们对人世间一切美
好真挚情感的热爱和尊崇。虽
是侍女之身， 朝云并不寂寞，
墓前数十米处，有“东坡书迹”
园，满墙镌刻东坡先生的诗词
墨宝，浸润着先生的精神。 不
远处，东坡园正门则是先生站
立的雕像， 与墓前的朝云，朝
夕相望。

朝云忠贞的爱情故事淬
炼成惠州西湖精神的一部分，
也体现了惠州历史文化的传
承。我想，假如朝云在世，对后
人这样良苦的纪念安排，应该
也是会心和满意的。

正陶醉在游西湖的兴味
中， 惠州市文化旅游局长钟亮
告知，接到省厅的电话提醒，监
测到昨晚惠州西湖的人流较
多，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夜晚不
要再亮灯了。 这种对人民健康
和生命安全负责的细致， 令我
感佩。 东坡先生的朝云如果在
今天， 估计也不会被瘴疫夺去
生命。

目前，惠州市正为筹建东
坡公园选址。沿东江边一路看
去，几处大家都不满意。其实，
除了西湖的诗情画意，哪里还
能装得下东坡先生的人文意
境呢？

苏公境界高远，无论是高
居庙堂之上，还是退居江湖草
泽，他心中所念的都不是一己
的功名和富贵，而是黎民苍生
与家国社稷。 可以说，他的诗
词境界在仰望星空，而不在名
利场。 这样的苏东坡，才给我
们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一扫
晚唐、五代以后萎靡不振的词

风，将传统诗词的境界提高到
空前的水准。

“一蓑烟雨任平生”。 只有
西湖的水天一色， 波光粼粼，春
和景明，才装得下东坡的胸襟和
诗意盎然。 在他眼里，西湖的天
光湖色， 寄托着他的“庙堂”和
“江湖”。 进退之间，两个西湖的
人生际遇，仍不舍古代文人“三
立”的理想抱负。 东坡先生的西
湖情结，虽难逃中国士大夫的窠
臼与宿命，却也是千百年来中国
文化的生命张力所在。

“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
先生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在
今天的惠州实现了。 4 月 22
日， 在全球疫情防控关键时

刻，在美国宣布从中国撤出企
业的背景下，投资百亿美元的
大亚湾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
项目率先开工，助力全国复工
的信心。 今日惠州，迅速加入
世界经济大循环，城乡基本服
务实现均等化， 人均收入 3.7
万元，3.4 万多人口脱贫，已成
惠民之州，并跻身全国文明城
市行列。 惠州西湖也比肩杭州
西湖，成为 5A 旅游景区。 这
大约又是东坡先生想不到的。
在这样的春日走访惠州，别有
一番意味和心境。

不能不感谢东坡先生，只
有游了西湖，领略读懂了东坡
文化，才算到了惠州。

几百年了 惠州人民没有忘记东坡的善举

朝云若在今天 不会被瘴疫夺去生命

西湖的天光湖色 寄托着苏东坡的“庙堂”和“江湖”

不懂苏东坡 就不懂惠州人民怀念先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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