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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十
一个，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
暑一过，炎炎夏日就正式到来了。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
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
莲自在香。”透过北宋文学家秦观
的《纳凉》，莲，也在小暑的温情
中，姗姗而来。

莲之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
叶西 ， 鱼戏莲叶南 ， 鱼戏莲叶
北。”

真是喜欢汉乐府里的这首《江
南》，莲叶田田、鱼儿欢欢，灵
动、轻快的气息一下子扑上面颊，
笑容也灿然而出，染着漫溢的莲
香，和着“东”“西”“南”
“北”的鱼儿和叶儿，恣肆奔腾。

这是一首采莲情歌，采用民间
情歌常用的比兴、双关等手法，以
“莲”谐“怜”，暗喻青年男女相
互爱恋的欢乐情景。那些有趣的句
子中，没有一个字写到人，但相爱
着的采莲的人儿呀，早就融进了鱼
儿戏水莲叶间的画里。

怜是形声字，在古代表示可爱
的意思。莲即荷，荷在西周时期就
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
的田间池塘。春秋时期，荷花的各
部分被分别定了专名，中国最早的
词典《尔雅》记载得很清楚：
“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
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
藕，其中菂，菂中薏。”三国吴学
者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
解释道：“其茎为荷。其花未发为
菡萏，已发为芙蕖。其实莲，莲之
皮青里白。其子菂，菂之壳青肉
白 。 菂 内 青 心 二 三分， 为 苦 薏
也。”现代人的称呼就简单多了，
直接称莲（荷）花、莲（荷）叶、
莲子、莲子心、莲藕等。

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时
期，莲也受到重视，并在乐府歌辞
逐渐盛行的西汉被广泛吟唱。乐府
是在秦代就已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
府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汉
武帝刘彻让乐府成为专设的官署，
规模扩大，不仅掌管郊祀、巡行、
朝会、宴飨时的音乐，还兼管采集
民间歌谣，采莲曲之类是被汉乐府
收集得较多的民谣，歌舞者着红
衣、系罗裙、乘莲船、执莲花，趣
味盎然。

莲，也潋滟在汉武帝对李夫人
的怜爱中（秦汉时期帝王嫔妃称夫
人）。当年，出身倡门、容貌靓
丽、能歌善舞的李夫人经时任内廷
音律侍奉的哥哥李延年举荐后很快
受宠，采莲曲之类的爱情歌曲，成
为她和汉武帝经常欢唱的曲目。

汉武帝是真宠李夫人的，以至
于李夫人染疾故去后，悲痛不已，

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幸得方
士李少翁设坛作法，才慢慢恢复平
静。李少翁用棉帛裁成李夫人的影
像，取莲之花红、叶绿、藕白各色
涂于影像上，在手足处装上可活动
的木杆，将像设纱帐里，于灯烛下
投影于帐帷之上，李夫人袅娜的身
影便在幕围后面徐徐舞动起来。汉
武帝观后泪如雨下，叹道：“似邪
非邪，姗姗而来。”真是“张灯作
戏调翻新，顾囊徘徊知逼真；环佩

姗姗连步稳，帐前活见李夫人。”
这也是皮影戏的由来。

李夫人对莲也情有独钟，当汉
武帝去看望病中的她时，她始终以
莲花或莲叶掩面，不愿显露面目，
并悲戚地说：“妾久寝病，形貌毁
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
托。”她的姐姐私下询问原因，她
的回答冷静理智：“夫以色事人
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今
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
我 ，意尚 肯 复 追 思 闵 录 其 兄 弟
哉！”对皇帝心思揣摩得一清二
楚，对自身价值心知肚明，李夫人
以美貌为赌注，为自家兄弟赢得了
好前程。

再来看李延年在汉武帝面前举
荐时的歌赋，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
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
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皇宫深如
海，怜爱知多少。

还是喜欢《江南》里鱼莲依偎
的纯真，以及南朝乐府民歌里《西
洲曲》的深挚：“采莲南塘秋，莲
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
水。”唯有满满的纯净与香甜，才

是爱的味道。

莲之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莲，在北宋哲学家周敦颐
《 爱 莲 说 》中，成为 “ 君 子之
花”。

她确实是担得起这一雅称的。
她，干净天真，身出污泥，依然纤
尘不染；她，表里如一，外表挺
直，内里通透；她，傲然不群，不

牵扯攀附，无媚颜丑态，绝不能轻
慢玩弄。

周敦颐深爱莲。据记载，他55

岁在原江西九江星子县任南康知军
时，还特意在军衙东侧开挖了一口
池塘，全部种植了莲。闲暇时，他
常于池畔赏莲，并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散文《爱莲说》。一年后，周敦
颐抱病辞官而去，在江西庐山西北
麓筑堂定居讲学。他留下的莲池和
《爱莲说》，一直为后来者珍视，
其中就有南宋理学家朱熹。

朱熹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

调任南康知军。和周敦颐做着同样
的官职，朱熹对周敦颐的仰慕之情
更加浓烈，他重修了爱莲池，建立
了爱莲堂，并从周敦颐曾孙周直卿
那儿得到《爱莲说》的墨迹，请人
刻于石上、立在池边。朱熹还作诗
抒发情感：“闻道移根玉井旁，花
开十里不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
独为先生引兴长。”

其实，关于《爱莲说》的来
历，史料上还有另外一些说法。

周敦颐出生于北宋天禧元年
（公元1017年），是道州营道楼田
堡(今湖南省道县)人，幼年丧父，

随母投靠衡州(今衡阳)的舅父、龙
图阁学士郑向。因聪慧仁孝，周敦
颐深得郑向喜爱。见周敦颐喜莲，
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
(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敦颐
参经悟道，在衡阳度过了17年的时
光，期间写下了 1 1 9字的《爱莲
说》，借物言志，以莲自喻，被世
代传颂。周敦颐在衡阳留下了西湖
书院、濂溪祠、爱莲池、爱莲堂等
多处遗迹。

此 外 ，还有 “ 邵 阳 《 爱 莲
说》”“赣州《爱莲说》”等记
载，这些地方都建有爱莲池，都说
是周敦颐所建及《爱莲说》的原创
地，由此，引发出“爱莲池原址在
何方、《爱莲说》原创地在何处”
的争议。不过，就算有争议，又有
什么关系呢？后人敬重的并不是哪
一池的莲，而是池中莲之风骨、周
公及历代雅士爱莲的情怀。

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也是《爱
莲说》的珍视者，他爱莲的方式与
周敦颐、朱熹不同，他用莲画的形
式表达。王冕从小就酷爱学习，因
家庭贫困，只得白天替人放牛，
晚上自学。有一天，王冕在湖边
放牛，恰逢雨过天晴，他看到湖
里的莲被雨水冲洗过后，显得格
外 清 雅 从 容 ， 又 想 到 《 爱 莲
说》，喜爱之情难以抑制，就用
小木棍在泥地上画起莲来。这一
画，让他对莲的爱再未停止。他
开始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买了纸
和笔来画莲。因为神形兼备，他
的莲画深得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
购买。王冕声名渐渐远播，也不用
再替人放牛，还能用卖画得来的钱
孝敬父母了。

成名后的王冕越发理解了莲的
内涵，独善其身，也不愿意沾染宦
海 污 浊 ， 连朱元 璋 “以兵 请 为
官”，他都“以出家相拒”。清代
小说家吴敬梓欣赏王冕，特别以他
为原型、塑造成正面形象放入自己
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一
回中。

这就是爱莲的人儿呀，如同一
股清流，伴着莲之馨香，隽永在人
们的记忆中。

莲之用

莲的光芒，恒久地闪烁着“唯
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九个大字。

她的好看、可爱，自不必说，
她的好吃、好用，更让“吃货”们
有了好劳动的手和爱澎湃的心。

人们很早就把莲作为食物了，
先秦古籍《周书》就有“薮泽已

竭，既莲掘藕”的记载。明代医药
学家李时珍对莲藕的细致描述，更
让人口生唾液心生欢乐：“夫藕生
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
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
内隐。生于嫩蒻，而发为茎、叶、
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
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

好吃的，不仅是莲藕，还有莲
子、莲子心等，生吃、熟食，清
炒、煎煮，熬粥、泡茶，加糖品、
调醋尝、放盐用，做主食、为佐
食、当配料，等等，太多的方式可
以享受莲的美味了。莲也大方地分
享着美，还以莲藕的散血生肌解
毒、莲子的补中养神益气、莲子心
的清心去热、莲花的驻颜益色、莲
叶的止渴除烦、莲蓬的止血消疮等
功能，让人们的身心得到保健或治
疗。

莲藕是被古人用得比较多的。
把她用得最巧妙的，要数三国时期
医药学家华佗。他制成了以藕皮为
主料的膏药，他把藕皮膏连同也是
他发明的麻醉剂麻沸散一起，用在
外科手术中。南朝宋代史学家范晔
的《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过华
佗行手术之情况：“若疾发结于
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
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
背，抽割积聚。”手术完成缝合伤
口后，华佗再涂敷以藕皮膏，四五
天后便可愈合。

莲藕的节也被妙用，那妙招还
是宋孝宗患病时、他的养父宋高宗
偶然访到的小药铺用到的，宋代学
者赵溍的《养疴漫笔》录下了这个
故事：宋孝宗患痢，众医不效。高
宗偶见一小药肆，召而问之。其人
问得病之由，乃食湖蟹所致。遂诊
脉，曰：此冷痢也。乃用新采藕节
捣烂，热酒调下，数服即愈。高宗
大喜，就以捣药金杵臼赐之，人遂
称金杵臼严防御家，可谓不世之遇
也。

所以，莲，怎么不叫人欢喜
呢？连她的气息都对身心有利。当
年，华佗还创立了“五禽戏”，这
是一套通过模仿虎、鹿、熊、猿、
鸟的动作、达到健身目的的体操。
他主张练五禽戏时，一定不能在空
气污浊之处，以免身体被浊气侵
袭，最好在莲塘边练习，以便“伴
莲之清气，助养精气神”。他的弟
子吴普，按照他的要求，练着五禽
戏，活到了90多岁，且“耳目聪
明，齿牙完坚”。

流连莲边，真是妙曼光华。
瞧，正欢乐着呢，突然飘来一阵噼
叭雨儿，便顺手摘下一片莲叶，挡
在发前，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家。

那就是传说中风一样的女子
啊。

（文/管弦 来源：《北京晚
报》）

小暑品莲

正像当今明星拥有忠实的“粉
丝”一样，古代文人也拥有不少
“粉丝”。

张籍“焚杜甫诗饮以膏蜜”，
可谓文人粉丝的典范。据冯贽《云
仙杂记》记载：“张籍取杜甫诗一
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
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这
则故事充分凸显了作为“粉丝”的
张籍对诗圣杜甫的崇拜。张籍后来
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
持者和推动者，其诗多反映社会现
实，同情人民疾苦，可谓杜甫诗歌
的嗣响。但需要说明的是，张籍取
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吃啥补啥得来
的，而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甚至拥有行为
过激的“粉丝”。段成式在《酉阳
杂俎》中记载道：“荆州街子葛

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
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
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
手指其劄处，至‘不是此花偏爱
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
‘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
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
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
‘白舍人行诗图’也。”葛清本
是荆州市井人物，因对白居易诗
歌无限热爱，便在自己身上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遍纹白居易诗歌。
一共纹了三十多处，以致体无完
肤，因此 被称为 白 居易“ 行诗
图”。

贾岛字浪仙，中唐诗人，曾
做过长江主簿，地位虽不显，但
是影响颇大。闻一多曾说：“由
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

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
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
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
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
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
唐五代为贾岛时代。”贾岛不但
拥有众多的追慕者，而且被崇拜
到 了 无以复加的 地 步 。 据周密
《齐东野语》记载：“唐李洞字
才 江 ， 苦吟有 声 。 慕贾浪仙之
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
绝口，时以为异。五代孙晟初名
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
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
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贾岛
被“粉丝”塑像和绘像崇拜，享受
到了仙佛一样的待遇，在文学史上
为其他文人所望尘莫及。

苏轼作为天才文人，且善绘画

和书法，自然不乏粉丝。据李廌在
《师友谈记》中说：“章元弼顷娶
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
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
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
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
朋 友 言之， 且 曰 缘 吾 读 《 眉 山
集》而致也。”章元弼本来有幸
抱 得 美 人 归 ， 但因为嗜读 苏 轼
《眉山集》而废寝，漂亮的妻子
便离他而去。有道是“书中自有
颜如玉”，章元弼却因读书而导
致了婚姻破裂。虽然婚姻破裂，
但是章元弼并不介怀，作为苏轼
的“粉丝”，对苏轼的崇拜成了他
的精神支柱。

徐渭号青藤居士，是明代嘉
靖、万历年间的大才子，诗文书
画，纵横一时。郑燮，号板桥，袁

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郑板桥
爱徐青藤诗，尝刻一印云：‘徐青
藤门下走狗郑燮。’”清代画家童
钰也说：“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
走狗列门墙。”似乎坐实了郑板桥
作为粉丝对徐渭的无限崇拜。后来
齐白石也有过相似的表达：“青藤
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
愿 九 泉 为 走 狗 ， 三家门下转 轮
来 。 ” “ 青 藤 ”指的是徐 渭 ，
“八大”指的是朱耷，“缶老”
指的是吴昌硕，齐白石在诗中表
达 了 来 生 甘 愿 作 此 三家门下走
狗，不难想见他对前代画家的崇
拜之情。

这些“粉丝”的狂热，从表面
上看崇拜的是追慕的对象，其实无
一不是对艺术有感而发。因此不管
其艺术造诣如何，这些“粉丝”皆
可谓艺术的忠实信徒。古代文人
“粉丝”的这种情怀，至今读来仍
令人怦然心动。

（文/朱美禄 来源：《光明
日报》）

古代文人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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