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处安身，苦处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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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石榴

【信马由缰】

城山两相依
唐僧言：“我出家人，若受了一

丝之贿，千劫难修。”孙悟空道：“我
等乃积德的和尚，决不要钱。”猪八
戒也说：“金银实不敢受。”唐僧师
徒取经修行的规则之一是：饥饿化
斋，夜宿求住，也可乞些干粮衣
物。但不可带金积银。实则不然。

过鹰愁涧，渔翁摆渡，三藏教
行者取出大唐的几文钱钞，送与
老渔翁。这表明唐僧离开大唐时
带了钱。

陈家庄救下陈家童男童女，
陈家捧出一盘散碎金银敬送，唐
僧道：“贫僧出家人，财帛何用？
就途中不敢取出……”陈家再三
央求，孙悟空用指尖捻了一小块
儿，有四五钱重，递与唐僧道：“师
父，也只当些衬钱……”

在西梁女国过河，登岸后，唐
僧让沙僧解开包，取几文钱给了
撑船梢婆。

唐僧师徒取经路上，前期涉
及钱财数额不大，后期就多了起
来。到朱紫国，唐僧与国王共餐，
孙悟空兄弟三人自己整治饭菜，
沙僧说；“油、盐、酱、醋俱无也。”
孙悟空说：“我这里有几文衬钱，
教八戒上街买去。”衬钱，是俗世
人家施舍给和尚的钱。这是孙悟
空的私房钱。

遭遇狮王、象王、大鹏三魔，
猪八戒被捉。孙悟空听说猪八戒
攒了私房钱，就变作勾司人，恐吓
猪八戒拿“盘缠”。猪八戒说：“可
怜！我自做了和尚……衬钱比他
们略多些儿，我拿了攒在这里，零
零碎碎有五钱银子；因不好收拾，
前者到城中，央了个银匠煎在一
处，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只
得四钱六分一块儿。你拿了去
吧。”猪八戒这一段故事，道出他
们师徒多少都得到过衬钱。

玉华州三个王子学艺仿造兵
器，黄狮精偷走孙、猪、沙武器。
追寻时，孙悟空与沙僧扮成贩猪
羊的贩子，以银子不足为名，到老
妖处赚了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
由沙僧收藏起来。孙悟空知情，
也该有一份。

青龙山战犀牛怪，猪八戒与
沙僧“将他洞内细软搜出一石，搬

在外面”，才把妖洞烧成灰烬。
猪八戒“把洞里搜来的宝物，每
样各笼些在袖”。这一战，孙悟
空等锯下三犀牛怪的六只角，
将四只进贡玉帝，留一只给当
地府堂镇库，“我们带一只去，
献灵山佛祖”。此时的唐僧师
徒对钱财的益处有了明确的认
识。孙悟空说：“好处安身，苦
处用钱。”他关于犀牛角的分
配，很耐人寻味。

唐僧被玉兔变成的天竺国王
假公主的绣球打中，孙悟空让唐
僧虚意入赘成亲，声称他三兄弟
去取经，国王以黄金十锭，白金二
十锭，聊达亲礼，由八戒接了。这
是很厚重的馈赠，每锭约三斤二
两，合有九十余斤。

至此，唐僧师徒除了各自私
房钱外，还应有公款公物计黄金
十锭、白金二十锭，犀牛角一只。
不久，他们到达灵山大雷音寺，见
到如来，他们并未将犀牛角奉上。
阿傩、伽叶向他们索要“人事”，唐
僧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奉给，说：

“弟子委实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
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
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
回到大唐，唐僧对唐王诉说一路经
历并紫金钵盂归处，却闭口不提那
批金银和犀牛角的去向。另外，他
们也曾打杀劫贼，夺了盘缠，盘缠
为何物也不曾提起。

深圳多山，这很对我的胃口。我一直认
为，城市如果有青山围绕，那么这座城市就能
用“华丽”来形容了。在城中有山的深圳，每每
抬头看见青山，我心中都会生出满满的愉悦。

这里的很多山，像莲花山、笔架山、小南
山……就坐落在市中心。一个地方有山并不
奇怪，难得的是山和城能完全融为一体。山
绕着城、城绕着山，山后有城、城后有山，山与
城相依，何等华丽！

这些山都不算高，城市中心的莲花山，最
高处海拔也只有80多米，但自有其独特韵
味。城市里的山，太高了易遮挡视线，太大了
占地方，会给人带来不便。莲花山高度、大小
恰到好处。

山上林木蓊郁，四季常青，有花鸟、溪流相
伴，空闲时抬抬脚，人们就可爬到山上。在深
圳，最普及的运动项目就是爬山，老少皆宜，想
爬就爬。如果觉得爬市中心这些小山不给力，
那就爬海拔近千米的梧桐山。这山也不远，就
在市区东边。

我的住所后20米左右有一座青山，叫梅
林山，估计海拔不会超过200米，花半个多小
时就可以登到山顶。山顶有观景台，两层高，
登上去可俯瞰东侧的梅林水库、山下的街道和
高楼，还有城市中心绿宝石般的莲花山、笔架
山……景色很不错。

站在山顶，依稀可听到山下的市井喧嚣，
山风轻拂，会让人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指
点着京基一百、地王大厦等摩天大楼，辨认着
北环大道、深南大道等主干道，想着这里曾是
良田或鱼塘，不由得会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

自古人们都喜逐水而居，可人们对青山的
喜欢和向往，似乎从未停止过。要不，李白也
不会感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了。为了
既享市井繁华，又享山水之乐，不能随时亲近
青山的古人，便在园林里建造假山，力图营造
出山水乐趣。现代都市里的人们，不也动辄要
到野外寻山水之乐吗？

城市里的青山，让人休闲健身，更让人放纵
心情，思绪飞扬。青山近在咫尺，我觉得是莫大
的福利。在来深圳周年的日子，我拿青山作比
喻，模仿古诗写了一首打油诗自娱：“去年今日此
城中，人面青山相动容。人面依旧在此处，青山
妩媚增几重。”当工作疲劳时，我会站到窗前，与
百米开外的莲花山相望，同样的“相看两不厌”。

也有人不理解青山在城的好。我有一个老
乡来深圳打工，他说：“我以前还想着深圳有多
好呢，谁知来这里一看，净是些山疙瘩。”我听后
哭笑不得。这个老乡可能认为遍地高楼大厦、
沥青马路才叫大都市。其实，在坚硬、冰冷的城
市中生活的人，更渴望看到柔软和妩媚的青山。

■ 孙建邦
50后，洛阳市文联

副调研员、洛阳市作协
副主席。从写杂文开
始，渐向小说、纪实文
学扩展。自诩为《西游
记》《金瓶梅》研究者。

■ 马继远
70后，洛阳土生土

长，现在深圳谋职，闲
时 鼓 捣 散文，常被误
认为老年作者。

■ 梁凌
喜读书，爱思考，

相信美好。一边煮饭，
一边阅读，偶尔作文养
心，出版有散文随笔集

《一个人的行走》《心有
琼花开》等。

世上再没有一种红，能像石
榴花那么恣肆、泼辣、明艳。

汪曾祺笔下的小英子，发髻
上一边插石榴花,一边插栀子
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

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
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
鬟。”看，佳人的头发都快被它烧
着了。

唐代有两个女人跟石榴分不开。
一个是武则天，她在感业寺给

当皇帝的旧情人写信：“看朱成碧
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

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后
来，她被接回宫，再后来，唐朝被她
的石榴裙掀翻，变成大周。

另一个是杨玉环，据说她爱穿
石榴红色的衣服，除了爱吃荔枝，
还爱吃石榴。大臣们对她很不满，
不愿意给她施礼，皇帝便下令，不
跪贵妃者以欺君之罪论处。众臣
无奈，只得纷纷跪到她的石榴裙
下。这一跪，唐朝一下子“天倾西
北，地陷东南”！再往后，霓裳羽衣
惊破，一个锦绣盛唐，骨碌碌地往
下滚，两岸猿声都啼不住。

以唐为证，石榴红是很矛盾
的色彩。一方面，它是小女子一
低头的娇羞，是绝代佳人风月无
边的温柔；另一方面，它又决不软
绵，它霸气，抢眼，有冲击力，有排
山倒海之势。

在新版《三国》里，把石榴红
穿得最相称的，是孙尚香。刘备
走进洞房，见刀枪剑戟森森。再
一看，床上端坐个石榴红的女人，
蒙着石榴红的盖头。刘备正纳闷
儿，骤见石榴红飞将过来，要对他
一剑封喉。洞房里好一场厮杀，
英气、霸气都在石榴红里。

榴花妖娆，石榴的样子却有
点儿憨。肚大，圆滚滚地笑着，飘
着两坨高原红。

心却剔透。石榴籽像一捧眼
泪，来自大观园里，白的、粉的、红
的，还有人用它酿制石榴酒，真成
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悲”。

是桃花雪杏花雨，噗噗噗落
到同一个塘子里。

是清晨荷叶上的露水，滚到
一起便不再分开。

是周天子分封诸侯，一张薄
薄的，蜂窝状的膜，把天下数分，
一分一个诸侯，都是王子王孙。
当你剥开它，细瞧天下大势，一张
嘴，一口一个诸侯，一掰一块封
地，三下五除二，转眼间山河已
吞，天下尽在腹中。

石榴虽好吃，吃起来却比较
麻烦，得有耐心。汪曾祺先生以
为，食石榴是件得不偿劳的事，吃
了满把的石榴子，结果吐出来的
都是渣。

因此，心急气躁的人，根本不必
吃石榴。我私下把石榴叫“水果瓜
子”，吃这种“瓜子”，要的就是心闲。

倘有一日心闲，又恰逢明月
清风，与好友在溪边并肩而坐，听
虫声、蛙声唧唧哝哝，有一搭没一
搭地唠着嗑，一粒粒，慢条斯理地
啜着石榴，夜深了，人困了，石榴
也吃完了，然后晃晃悠悠地回家，
不是很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