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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羅帶上滑行──記廣西絲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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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塵人樸素轉身
正是金秋好天時，桂林市區之遊既畢，

一團人在灕江青羅帶滑行，乘着輕風也是清
風到了陽朔。甲桂林甲天下的陽朔，有小青
羅帶遇龍河。我們在絲緞一樣的水面又滑行
之後，本來繼續水的緣分，要到北海；卻因
為颱風 「卡努」或會吹襲，臨時改變旅遊的
路線。於是二十幾個團友來到崇左市，以及
其內的縣級市憑祥。 「市」是繁華熱鬧的。
我們這群來自大都市的倦客，需要的是調養
身心的清淨地；崇左這個市，奉上的是面積
1.73萬平方公里的遼闊青綠—為我們這次
廣西行再奉獻青綠。

先到達明仕田園，其間的明仕河，延續
了我們捨不得的灕江和遇龍河的柔麗，又讓
團友乘舟滑行了。河的兩側彷彿知道我們的
另一種懷念，乃帶來又一堆堆一排排的孤峰
奇巒——我們都戀着的獨立有個性的峰巒。
壯族的舟子撐船，壯族的姑娘導遊，欸乃一
聲山水綠。

明仕河是黑水河的支流，黑水河在越南
和中國流過來又流過去。這裏，左思的〈招
隱士〉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兩句所
寫即為當前景物，而關鍵語句是 「山水有清
音」，引生的義理是當今的名言 「金山銀山
，不如綠水青山」。竹筏滑行至中流，一排
淺灰綠色的屋舍儼然，導遊說是多星級鄉村
酒店；我們真想就住下來，讓21世紀的紅塵
人樸素轉身，成為隱士。我想英國的華茲華
斯和美國的梭羅，也必鍾情於此。

登岸後到了山莊，說是澳門某集團投資
興建的。擅於經營博彩業的商人，這裏另闢
境界，提供另一片青綠清淨。晚飯時壯族服
務員捧出大鑼，上載大魚大肉和大青菜，大
鑼放在大圓桌上，有酒助興。眾團友努力加
餐飯，但 「光盤行動」未能竟其功；愧對廚
子的手藝和大地河海的恩賜，是美好旅程中
的瑕疵。飯後文娛廳有歌舞表演，最令我驚
訝的是壯族司儀小伙子，漢語流暢，言談風
趣，還教了觀眾幾句壯語： 「昂騷」是歡迎
， 「夢內」是你好， 「更老」是酒。山莊豎
着大展板，是電視劇《花千骨》在此拍外景
的廣告。不知道 「昂騷．夢內．更老」可曾
在劇中出現。

一等瀑布，二國共享
權充名士，在明仕山莊一宿，晨光煦明

，山水的清氣盈盈，旅遊巴士峰迴路轉，把
我們帶到 「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德天
瀑布。這瀑布橫跨中、越兩國，是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大的跨國瀑布。它起源於廣西靖
西縣歸春河，四季有水，流入越南又流回廣
西，經過大新縣德天村處，遇斷崖跌落而成
瀑布。德天瀑布我國這一邊，幅度大且層級
多；越南那一邊則小，名為 「板約」。

美、加跨國的尼亞加拉瀑布，我遊過兩
次，兩次都曾在瀑布縱身入河處乘船觀奇。
這次在德天，我們也乘船，在歸春河感受大
自然的偉力：河水多角度多層階從上往下奔
流，氣勢磅礴。昨日黃昏明仕河的清氣，換
成今天近午瀑布的水氣，迷漫中我們拍攝得
一片朦朧奇幻的景象。捨船上岸，在青綠樹
木環繞中，拾級登上石梯，瀑布粗壯的腰身
呈現；腰身繚繞着雲白的水珠，千斛萬斛地

噴射。再沿石梯蜿蜒登高，瀑布的頭頂在望
。從船上的品足，到剛才的觀腰，到目前的
評頭，我們通覽了德天大瀑布的雄壯身軀
。瀑布所在的崇左市，人口有八九成屬
於壯族，瀑布壯了壯族的聲勢。崇左崇
壯！

同行中有記者朋友，我知道他們會
問我對這大瀑布的觀感。怎樣形容它呢
？自然令人想起李白的詩句 「飛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我不襲用比喻或
另創比喻，只學李白用三九數字，當下就 「
四六」起來：一等瀑布，二國共享；三名冠
世，四季流長；五A景點，六合讚賞。四言
六句中， 「五A」是未來式，目前景點屬四
A級，即將擴建強化為五A級；至於 「六合
」，此詞意為上下和四方，可泛指天地或宇
宙。從遇龍河和明仕河的柔麗──灕江也只
能用柔麗來形容，我們轉而體現了德天的雄
壯。德天德天，真是得天獨壯。

一團人從桂林、灕江到陽朔，到德天瀑
布所在的崇左市大新縣，旅程給予我們一個
戲劇性的大對比：小河對大水、秀美對陽剛
、十七八女郎對關西大漢。在金秋良辰遊勝
景，在中國的優仙美地（Yosemite），能不
學古人的有詩為證？於是我寫成韻語四句：
麗日桂林淡紫煙，灕江婉轉柔晴川；峰巒陽
朔爭妍異，瀑布壯雄在德天。這裏用了李白
〈望廬山瀑布〉一詩的韻。

從鎮南關到友誼關
繼續水的緣分。下午在如意島的水域漫

遊，身處正在開發的碧水綠島處女地，耳畔
仍響着得天獨壯的奔騰。傍晚到了憑祥市區
下榻，奔騰的水聲這裏變為熱鬧的市聲；美
食街、越南風情街的不夜城燈火，燒掉過往
幾天的鮮青碧翠。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共20
萬人的縣級市，名堂不小更不少： 「中國紅
木之都」、 「中國電子商務百佳縣」、 「中
國優秀旅遊城市」，以至 「中國最具海外影
響力城市」……──這是我對憑祥市 「履歷
表」的摘錄。看到 「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城
市」一詞，我興趣頓生。 「最」？查核之後
，原來 「最」字屬眾數。不管在榜上的前列
，或者殿後，憑祥市的海外影響是獲得確認
了。與此榮譽相關的是 「履歷表」上這兩句
：憑祥是 「『一帶一路』中國─中南半島經
濟走廊的重要節點城市」，有 「打開門就是
越南，走兩步就進東盟」之稱。

越南風味夜宵之後翌日，旅遊巴士將我
們團隊駛進一個歷史名關，就是 「打開門就
是越南」的友誼關。這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
邊境重地，現在成為一個廣西的重要景區。
此關始設於漢朝，初稱為雍雞關，後改為界
首關、大南關，明朝初年改為鎮南關；新中
國成立後，1953年改為睦南關，12年後改稱
友誼關。明初的改稱，有大明帝國的震懾威
勢；睦南關和友誼關的新名字，則具有政治
友好和平相處的美善涵義。

在景區參觀時天陰，北風獵獵吹着旗幟
。當年清軍痛擊法國侵略者、孫中山發動起
義、解放軍關上插上紅旗、邊境衝突……陣
陣歷史風雲，展示在資料館裏，也彷彿飄現
在眼前。友誼關門樓的槍彈留痕，仍歷歷在
目，在向人警惕仇恨的可怖。中法戰爭清軍
陣亡將士的遺體，埋葬於山腳，陰森之氣好

像應和着陰沉之天，我們為之俯首默然。一
團人登上關樓側面的左弼山，讓大家看到近
古和近代的城牆遺跡和鎮關炮台。我站在一
尊大炮旁邊拍照，一介教書人頓時呈現投筆
的威武氣象。在關樓上眺望，則中國的出境
大樓和越南的入境大樓，儼然可見。人流不
多而魚貫有序，互通着友誼。論及當代中越
關係，一位時事評論家把越南比喻為狐狸
。狡猾的友誼不會使《友誼萬歲》的歌聲
長響不停，但國與國之間還是要時時哼此
曲調的。

營營役役，就是自由貿易
我們團隊離開軍事重鎮，下一個景點是

附近的中越邊境自貿區。這時天氣如國際風
雲變幻般轉晴，藍天白雲下，中國國境的灰
靛建築和越南國境的橙黃建築，相距不到百
米。越樓正在加高擴建，導遊說目的是要與
中樓比高，甚或超高。越境另一側有黃牆綠
頂兩層樓宇，鄰近池水，看來是座園林式餐
廳。這個自由貿易區，人來人往，大包大箱
的物品由中境搬運到越境；遠觀之，正是螞
蟻搬家的光景。原來是國貨源源出境，穿梭
來往者每天可免稅 「出口」價值數千元人民
幣的物品。這使我聯想到深圳河兩岸水貨客
的營營役役。營營役役，就是自由貿易。出
口貨為何？不用說是家電和電子產品之類越
南人需要之物。這裏當然也有龐大入口中國
的生意。

導遊把我們帶到一個大商場，裏面大舖
小店縱橫排列。眾團友是旅遊熱而不是購物
狂，但是來到這個中國情調和異國情調兼具
、商賈雲集的地方，怎能空手而回？店舖裏
越南等地出產的紅木、紫檀木、沉香木、黃
花梨木，以至非洲雞翅木的大件小件工藝品
，充滿櫥櫃和地板。我犯愁，琳琅滿目引起
目迷五色千色，太多選擇導致彷徨疑惑。我
深知商賈有誠實的，也有像政客一樣狐狸的
；一千數百元就可購得的沉香木手串，怎有
信心下手購買？越南師傅的雕工實在令人讚
嘆，我還是 「胡亂」買了幾樣小擺設。商舖
兼營多種類的越南食品，一位團友買了三大
袋菠蘿蜜脯。我知道這類食品內地超市伸手
可得，網購則點擊即送，不禁好奇問她。她
讓我看捕獲的 「獵物」，有理有據地說： 「
包裝袋上印有越南文啊！」

紅木第一城．絲路一重鎮
導遊為了讓我們進一步大開眼界，巴士

行駛復行駛，頃刻間團隊到了 「紅木文博城
」，城中還有 「中國紅木第一城」。導遊不
由我們慢行細賞，高速把一團人逕自帶到鎮
城之寶的 「盛世寶鼎」。這是17件一套的宮
殿式座椅組合，得過獎，中央電視台介紹過
的；眾多能工巧匠精雕細琢，窮數年之功才
大成，目前索價兩億多元待沽。一團人獲得
超貴賓級待遇，對鎮城之寶可摸、可坐、可
拍照。於是大家成為臨時演員，扮演皇帝、
皇后、妃嬪和文武大臣，外殿與內宮不分，
有序無序地或坐或立，把這次廣西遊的場面
，推向華麗的高峰。

時裝宮殿大片開鏡成功，我們才有餘暇
漫觀這個紅木傢具城的大量奢華展品；當然
要肆意拍攝，以供以後慢慢觀賞。這個 「一
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其商場，其出口
商品，應該也有絲綢與瓷器。然而我們哪有
時間細細考察這些，何況古代的重要商品絲
與瓷（疊韻的si與ci），其重要性已被電器
與電子產品取代了。通過現代的絲綢之路，
中國正向外國輸出高鐵與核能發電科技。

古代朔北的絲綢路上，駝隊成串，黃沙
漫天；我們在憑祥所見，則是樹綠河清的南
方景象，駝隊只能是幻影。但我們確是在絲
綢路上行走。是了，一團人在灕江，在遇龍
河，在明仕河上，風平浪靜慢慢航行，簡直
是滑行在青綠的絲緞上。灕江之北有湘江，
運河靈渠把兩者 「聯通」起來。灕江的下游
河段為傳統名稱的桂江，桂江流入西江，西
江屬於珠江水系，珠江出口到南海。我們在
灕江及其支流遊覽，而灕江及其南北河流，
應該也有經濟運輸的作用；然則這些河流，
可說是 「河上絲綢之路」？憑祥之後，我們
回到曾經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憑
祥 「走兩步就進東盟」，南寧更是 「中國─
東盟博覽會」的所在地。旅遊團在南寧住宿
一宵，匆匆所見，南寧綠樹處處，街道整潔
，高樓矗立，市容氣派，夜裏燈火明麗， 「
夢之島」超市滿有高價食品，不愧為絲路上
重鎮。
（註：韓愈詩〈題陽朔畫山聯〉有 「江作青
羅帶，山如碧玉簪」 之句，把灕江形容為 「
青羅帶」 的著名比喻出於此。）

小如在一個小城裏做按摩師。
她為一個老闆打工，老闆連她共請了三

位女按摩，平均每人每天做五六個客人。小
如回到家約是晚上八九點鐘，草草吃完飯，
草草洗澡後就上床躺着，最早也要十一點光
景了。再看看手機裏的各種信息，回覆微信
，一直到午夜十二點，她才睡去。好在第二
天上午是十時上班，可以多睡一會，不過，
她渾身骨骼酸痛，都不知道哪根骨頭是屬於
自己的了。

這晚正要將手機按到靜音，突然，叮噹
一聲，一個紅點出現，她點開看，禁不住罵
了一聲，又是她！真臭美啊！差不多有一個
月了。這個由老同學阿莊做群主的、共有五
十幾位成員的微信群，約有七八位女生輪流
發自己的照片，從十幾歲的小學女生發到初
中畢業典禮的照片，再從高中時期的十八豆
蔻年華發到做少婦時期的初熟風韻階段。每
發一張，都引來喝彩一片。不管對方美醜，
為了禮貌故，一律都讚為大美女。大家都已
是進入坐六望七的年齡，還是沉醉在昔日的
浪漫歲月裏。

這個群，幾乎成了大家的時光倒流器了
。沉默的潛水魚，照樣沉在海底；幾隻活躍
的大魚浮了上來，三天兩日地發自己各個時
期、各種姿態的照片，一旦被禮貌地讚賞，
更是得意忘形，發得更勤。好似只剩下我一
個人低調，小如想，有誰年輕時期不漂亮？
我不發一張，大家以為我過去現在都那樣不
好看，其實又有誰年紀大了好看？發發年輕
時候的照片，滿足一下虛榮的心理，本來也
沒什麼大不了，但還不是自欺欺人啊？小如
越想越不能睡了，總是覺得自己好像被摒棄
在世界之外了。

是的，儘管老是沉湎於過去美麗容顏的
年代，不是一股健康的風，但我不隨大流，
總是會被視為另類的，以為我終身不嫁可能
是因為容貌不出眾。這個群啊，真的沒有一
個人看過我過去的照片，如果她們看過我的
高中畢業照，漫天亂飛的 「美女」稱呼一定
會收斂，個個都要跌破一地的眼鏡碎片了。

小如思路越發清醒，越想心頭就越發熱
，一時間沒了睡意，目光慢慢移到床正前方
一面大鏡子，那裏面映照出床這邊牆上掛着
的一張她十八歲時的大照片。那大約有九十
厘米高、四十厘米寬吧，是一張用布製作的
放大的彩色照片，效果有點像油畫。不明白
怎麼三十幾年前就有那樣高超的先進技術，

能夠如此完美地將相紙上的人像複製到畫布
上？這一張如果發到群組，一張已經足夠，
足以橫掃所有那幾個每日發一張的老同學所
發的所謂美照的總和了。

這張舊照片原件現在藏在哪裏？
小如看看牆上的鐘，已經是午夜三點，

好吧，明天或過幾天才找吧。
這一天只做半天按摩室就休息，小如匆

匆趕回家。她想拍攝牆上的照片又擔心效果
不好，最好的是找到原件掃描，那會清晰很
多，然後再發到微信群給大家欣賞，一定非
常轟動。四十幾年前照相館為她拍攝的照片
，經歷幾度家的搬遷，已經不好找。翻箱倒
櫃翻出幾大盒黑白照片盒，再翻閱彩色相簿
，唉，什麼都有，獨是這最漂亮的沒找到。

夜晚，她躺在床上，痴痴地望着鏡子倒
映的大照片，陷入了遙遠的回憶。四十幾年
前，正當自己十八歲，也正是高中畢業那年
，和同校的、唇上留八字鬍、畫畫富有天分
的他互有好感，可是因為雙方父母的反對而
告吹。他離開傷心地，在島與島之間輾轉流
浪，而她那一年特意到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
以作為她 「愛情死亡」紀念年，從此終身不
嫁。現在，既然原件已經找不到，她想，就
拍牆上掛着的這一張吧。她連拍了五六張，
選了最好的一張，然後編輯修飾，剪裁、調

好光線，左看右看，近看遠望，覺得滿意了
，就自個兒滿意地笑笑。

現在我就發到微信群組，出出我一口惡
氣。小如想。

她發照片時正是半夜三點鐘光景。
她睡了一會，九點起身，看到手機，群

組已經累積了二三十條的資訊，真的十分轟
動，都是大讚她這 「大美女」的，有的還開
玩笑說 「發現小如大美女，是組群今年最大
的收穫」、 「我們群裏的大美女，小如稱第
二，沒人敢稱第一。」她馬上一併回覆： 「
哈哈，謝謝捧場，大家不都是有過類似的 『
曾經』嗎？」

發了照片，她有說不出的快意；被誇獎
，她的心花怒放，比享用了一頓大餐還飽、
還美味。

大約一個月後的某一天，當她夜裏躺在
床上，偶然望向大鏡子，赫然發現牆上空空
如也，不禁大驚。她猛力扭一下自己的臉蛋
，痛，那決不是夢。

又是一個月後，天氣很冷，她戴着大口
罩，圍上圍巾，偶然到市集轉悠，赫然看到

一個戴牛仔帽、唇上留八字鬍的人擺賣油畫
的地攤，有幅大小和她牆上掛的照片相仿的
油畫，連畫中人也酷似她。那人見她和許多
人在圍觀，就大力推銷那幅畫──我們島嶼
最美的少女喔！我們島嶼最美的少女喔！我
們島嶼最美的少女喔！

她的心一陣緊縮和亂跳；除了這一句她
渴望多年的話語外，她還看到捧着油畫的人
那張似曾相識的臉，還有暌違幾十年的八字
鬍。

真是他嗎？這個戴帽子的，將她鏡子裏
的容顏偷走、化為一張油畫，向全世界讚美
她的畫家？

她想，只要 「曾經」過已經足夠，大照
片也遺失都不重要了。

她準備 「買」下那幅油畫。

鏡子裏的容顏 □東 瑞

一座大壩
決堤了

我們沒有
多餘的
廢話

一座
又一座
荒棄了的
家園，等待着
若干枚
自動巡航的
戰斧
狠狠地
飛劈下來

我們
已無從
分化或分裂
自此精神和肉體
永遠黏在一起

或者

幾滴雨

洗滌那空氣中
還沒稀釋的
毒液

我們
都不穿
防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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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題之哀詩
──我們都反戰

□黃維樑

．葦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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