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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草斗草 袁传宝袁传宝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

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

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

草赢，笑从双脸生。”宋代词人晏殊在《破阵子》一

词写到中国古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游戏——斗草。

斗草也叫斗百草，本是一种由采草药衍生而成的

民间游戏，属于端午民俗。文献最早记载的是南

北朝时期南朝梁代宗懔所着的《荆楚岁时记》：“五

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

草之戏。”

传说远古时代，每年端午节，先民到郊外采

药，插艾草于门上，达到解暑祛毒的目的。端午节

这天，男男女女，特别是稚嫩孩童，往往找些奇花

异草互相比赛，以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以多为

赢。这种“文斗”游戏，既可以增加知识面，又富有

情趣，妙意横生，深为人们喜爱而兴盛不衰。

斗草这种形式，类似如今的对对子，但斗草必

须与植物有关。如“狗耳草”对“鸡冠花”，如“雨湿

绿杨垂垂重”对“风吹青萍点点开”，或者“霜打红

枫片片娇”。清代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

二回就写到了“文斗”游戏，宝玉生日那天，“薛蟠

的妾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

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突然豆

官说，我有姐妹花，这下把大家难住了，香菱说，我

有夫妻蕙。豆官见香菱答上了不服气地说：‘从来

没有什么夫妻蕙！’香菱争辩道：‘一枝一个花叫

‘兰’，一枝几个花叫‘蕙’。上下结花为‘兄弟蕙’，

并头结花叫‘夫妻蕙’，我这个是并头结花，怎么不

叫‘夫妻蕙’呢？”

斗草除了“文斗”，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武

斗”。“武斗”游戏大抵如下：比赛双方各自采摘有

一定韧性的草，草茎相互交叉，结成“十”字状，双

方各自持己端向后用劲拉扯，以断者为负，不断者

为胜。这种以人的拉力和草的承受力的强弱来决

定输赢的斗草，被称为“武斗”。“武斗”中比试韧性

的草茎，多为车前草。车前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叶长，坚韧度高，是斗草的自然好材料。路边沟壑

旁、田埂山地处，随处可见，信手拈来，皆可比试。

斗草之戏，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原因归于几

点：斗草材料属自然之物，俯拾皆是，随手可得；斗

草游戏规则简单易行，容易操作，老少咸宜；斗草

可满足人们对于竞争获胜的原始渴望。春秋时

期，就有关于斗草的记录。《诗经》中载，吴王夫差

和美女西施两人在吴宫中斗草嬉戏，夫差玩物丧

志，不理国事，终于被勾

践所败。

到了唐代，斗草成

为妇女儿童甚为流行的游戏，如诗人崔颢《王家少

妇》诗中记录妇女斗百草的情节：“十五嫁王昌，盈

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

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诗人

白居易在《观儿戏》言：“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

嬉。”诗人贯休《春野作》诗中说：“牛儿小，牛女少，

抛牛沙上斗百草。”小孩们欢天喜地的斗草场景，

历历在目。

唐代，不仅妇女儿童喜爱斗草，成年男子也颇

好此类，斗草则带有一种“赌博”色彩。大诗人李

白在词《清平乐》中道：“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

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成年人斗草，以金

钱、物品作赌注，数额巨大，“赌珠玑满斗”。诗人

郑谷在《采桑》诗中也道：“晓陌携笼去，桑林路隔

淮。如何斗百草，赌取凤皇钗。”

五代时，南汉君主刘钺在皇宫后苑遍植奇花

异草，每值春深花繁，就组织宫女斗草取乐。以采

集花草的种类多者为胜，少者则要献出金银，集中

钱财作为宴会费用。

宋代斗草之风盛行，与唐代相较，蔚为大观。

除端午节斗草外，春社、上巳、清明等春季的节日

也有斗草活动。江南春早，立春草长。儿童互相

用草角力，坚韧者胜，折断者败，富于情趣。如词

人柳永在其《木兰花慢》写道：“盈盈，斗草青青。”

百花争妍，阳光明媚，妇女争芳斗胜，斗草取乐。

词人范成大在其《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写道：

“庄下烧钱鼓似雷，目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

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时过境迁，由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疏

远。如今，斗草游戏已从成人的娱乐活动中渐渐

淡去，成为过往。唯有孩子乐此不疲，斗草成为儿

童的专有游戏。春天，草长莺飞，野花遍地。每值

百草丰茂时节，田野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南宋词

人李清照《浣溪沙》笔下的“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

沈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

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画面又从历史

记忆中走来，点点幽香，心中萦绕，沿着春天的轨

迹，绿叶黄花绽放。

如今的江南，端午时节斗草，依然流传民间。

浸润在花香草海中，朵朵榴花绽放，和着清风竹

韵，留下一脉脉清香的历史情韵。

雾里东关雾里东关 潘艺潘艺

坐上透明缆车，稳稳朝着天柱山东关攀升。昨夜下

了雨，山上云遮雾绕。随着缆车上行，广场渐远小，竹海

渐广阔，好像悬浮于俗尘之外，向白蒙蒙的天上飘去。

起先，索道上行倾斜角度较缓，我们有说有笑。爬

升半程后，钢索向上倾斜角度遽然抬升，估摸有七十多

度，我们都昂起头，一齐惊讶出声。上行好久才见高耸

的四脚塔架，它兀立危崖，稍稍前倾，像巨兽拽着钢索

把我们拉近，塔架后面白茫茫的。嗓子仿佛被无形的

大手捂住，发不出半点声音。

索道后程，塔架间高差不减，如坐过山车。缆车抵

达，身心从紧绷中解脱，只留下轻松与慨叹。

此时的雾声势浩大，在山间涌动，将整个东关裹得

严严实实。东关栈道沿悬崖修建，总长1300多米，高差

超过500米，如带子般缠绕峭壁蜂腰。贴崖而行，头上

是绝壁，在玻璃栈道那段，低头看深不可测的峡谷雾气

蒸腾，甚至有种脚踏祥云的感觉。以前东关是“谷底看

峰”的仰望模式，现在新栈道“拔”高了视角，各种怪石、

奇峰离我们不远，沿开凿的石阶登上峰顶也并非难事。

我突发奇想，若几人分坐在相峙而不相连的花岗岩

峰顶，把酒当歌，指点江山，领悟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

沧海之一粟”的深刻真意，那是何等“千里快哉风”！

浓雾淡了点，在山间织就半透明的纱幔，青黛色的

峰峦如浸在牛乳中的剪影，更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

觉，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在古人眼中，这样的地方无

疑是与神灵相通，是修行问道的绝佳之地。

山中蜡瓣花如蝴蝶翻飞，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开

得肆意盛大，花瓣呈温润的鹅黄色，质地犹如薄蜡。光

榆花闯入眼帘，呈淡绿色，小巧而精致，像迷你的风

铃。旌节花沿着花枝紧密排列，犹如一串串珍珠。

天柱杜鹃此时含苞待放，有大地红、高山云锦等几

十种，等到4月中下旬，淡紫、粉的、红的、雪白的杜鹃花

盛开，灿若漫天云霞，那真是高配版的“花花世界”。还

有名贵的瑞香花，听说生长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天柱

峰周围崖谷间，花有紫、红、黄、白数种，不怕风雪严寒，

3至5月间傲然开放，异香扑鼻。

春末夏初是天柱山最生机勃勃的时节，特别适合赏花

之旅，每年我都如期赴约，但不知何时才能与瑞香花相遇？

云奔雾涌，我们从“鹊桥”下经过，只见巨石从东面

峰壁间伸出，高起五六米，成弧形后又斜插下方的峰

体，悬空如桥，此景真是东关一绝。途经裂谷，攀登一

段陡坡，有数百级石阶，垂直落差大，我以为是早有耳

闻的奇谷天梯。后来才知奇谷天梯不在这，那里才真

是垂直挑战，得手脚协同攀爬。而这段石阶通往大天

门，其东侧是天狮峰，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石蹬，可达峰

顶，须晴日，能一览众峰。峰顶巨石轮廓隐约可见，看

石影都觉得威武昂然。其西侧是履盆峰，峰顶也有巨

石，像一个圆形石盆倒扣。两峰之间，中开一线像一扇

大门，有如天阙，气势嵬巍。这一路上还有千丈崖、阳

关三叠、蜒蚰石、叠翠亭等，此行无缘得见，好景不可一

日观尽，留个念想也好。

在回音台上，我们放声呐喊，一呼三应，茫茫云雾

里传来一连串“再见”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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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水千年枕水千年
诸纪红诸纪红

梅子黄时的雨，将黎里古镇洇染成水墨。我撑

伞从晏公庙码头的青石阶启程。这市河不过三里

长，却串起八百载光阴——橹声摇过七十二桥洞

时，涟漪里漾开的，是宋元明清的倒影。 据《宋会

要辑稿》载：“绍兴二十六年诏：江南市镇民居，当

悬竹为障，以别内外。”站在进登桥头，两岸栗色门

板前垂落的七尺竹帘，正应了这道古训。主人家阿

婆指尖翻飞拣着蚕茧，吴侬软语里藏着典故：“赵

磻老大人疏浚市河那年，给每户发了篾刀和竹

样。”南宋工部侍郎赵磻老归隐后，不仅将黎川市

河拓成商道，更以竹帘为屏，既守闺阁之礼，又纳

市井之声。如今老裁缝周师傅的篾刀起落间，千年

光阴化作细密纹路，新编的黎帘挂件还带着篾青体

温，说是照着赵大人留下的图样。

转过沈氏丝行的斑驳山墙，褪色的《申报》剪报

复印件在茶馆墙壁的镜框里泛黄。沈老伯用长柄铜

壶斟茶，碧螺春的香气漫过那段铅字：1915年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上，浙江湖州辑里丝与江苏吴江震泽丝同

夺金奖。这让我想起《江南市镇丝绸贸易考》里的记

载——鼎盛时黎里生丝经上海出口，竟占去法国里昂

丝绸市场原料三成。往昔的缫丝工场里，泛黄的提货

单上，“经上海转马赛”的墨迹，洇染着百年海风。

晏公庙码头的航路碑苔痕斑驳，万历四十七年

的刻字仍可辨认：“自黎里出平望，经太湖入运河，

北抵神京，南达闽粤。”验货厅玻璃柜中的墨西哥

柱洋却透露更多秘密：这些1732年铸造的银币，比

碑文记载的晚明贸易已过去百余年。暗沉银光里，

分明映着大航海时代的风暴。当年绸船过太湖、越

运河，最终竟与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在阿卡

普尔科港相遇。

暮色浸透廊棚时，临河酒肆的糟香勾人魂魄。

“三白三醉”端上桌的刹那，邻桌老茶客的桂花酿已斟

满三巡。他拍腿唱起的评弹里，沈万三的元宝船在赵

家花园浜搁浅，却让洪武年间的麒麟砖雕在门楣上活

了六百年。南京博物院藏的图录翻到第七页，那对衔

着如意结的瑞兽，正与檐角铜铃遥相呼应。

夜灯初上，七十二条弄堂成了流动的戏台。花

园浜戏楼演着《珍珠塔》，方卿见姑的唱段未歇，麦芽

塌饼的焦香已缠住游人衣角。最妙是转角处的赵磻

老纪念馆——玻璃柜里《拙庵词稿》的蠹痕间，“且将

新火试新茶”的墨迹，竟与阿婆递来的新茶温度相仿。

河心忽飘来盏荷花灯，烛影摇红处，依稀见得

当年丝商放灯祈福的模样。这水做的古镇，把光阴

都酿成了银杏树心的蜜，既凝着《全宋词》的月色，

又化得开市井灶膛的炊烟。雨不知何时停了，橹声

吱呀摇醒满天星斗，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赵磻老

站在八百年前的月光里，将新编的竹帘轻轻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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