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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气息渐渐笼罩了
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冬天一

起来的还有烤红薯的香味。小
贩们把烤红薯炉支在街角，胖
胖的红薯被一个个放进炉子，
暖暖的炭火爬过红薯的身体，
然后，浓烈的香味就把清冷的
空气搅乱了。甜丝丝、香喷喷，
红薯的香味诱惑着每一个过

路的人。在有冷风和小雪的日
子里，捧着烤红薯就像捧着一
个温暖的小太阳。剥开皮，丝
丝的热气把暖意直送进五脏

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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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京都，日本朋友建
议，有机会应该去哲学小径

踏访一遍。恰好那天从银阁
寺出来，附近就是哲学小径
的起点，我们就沿哲学小径
步行去南禅寺。

小径是一条傍溪的石板
路，溪水从日本的第一大湖
琵琶湖流出来，是一条疏水

道，水量不大，终年不绝。我
们远眺东面的大文字山，其
中一些林木构成一个“大”
字清晰可见，这也是京都一
景。在小径上走着，山水叮
咚，花树掩映，窄窄的石板
路，无车马之喧，鸟鸣啾啾，

林木幽静，令人心旷神怡。
这一段两公里多一点的

溪边林荫小道怎么和哲学

挂上钩了呢？据说，京都大
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太郎上
一世纪初经常在这条小道

上散步，一面和同事、弟子
论道谈禅，参悟人生和宇宙

的哲理。他倡导自由、独立
思考的学风，成为京都学派
的创始人，对日本思想界影
响很大。后人群起效仿，踯
躅小道，寻求灵思，号称“只
要走过一遍，人生的哲理都
悟到了”。

短短两公里多一点的路

程，道边有寺院六七处，暮
鼓晨钟，声声相闻。间或有
茶室、咖啡座、礼品店隐匿
在树丛中，店名都写得很
小，更没有高音喇叭，听凭
愿者探访。小溪的另一侧是
居民的住房，都是江户时代
的木板房，斑驳古朴。处处

使人感到一种优雅闲逸的
气氛，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桃
花源吧。

过了永观堂，哲学小径

快到终点，南禅寺不远了。
一家像寺庙的小吃店在路

旁出现。矮矮的围墙，小小
的门洞，油漆剥落的大门，
门框上方一块大匾，写着
“奥丹”两个大字。门边的
竹竿撑出一个报纸大小的
挑子随风摇曳，有点类似水
浒里孙二娘的酒店。挑子上
写着日文汉字 “总本家”，

猜想是总店所在的意思。房
檐上的横幅标明：宽永十二
年创业，日本最古老的汤豆
腐料理店。走完哲学小径，
再吃传承了近千年、富含历
史情愫的汤豆腐，真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经历，也符合小
径特定的环境。不过，区区
不到十块小小的豆腐，要收
10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就
是 70元，我们心里的感觉

也就可想而知。 wxy

刚到印度时，无论是在普通
餐馆吃饭，还是在星级饭店用餐，

总也弄不明白餐桌上摆着的一小
盘青绿色、稻谷状的东西为何物。
我猜是一种调料。后来我还经常

在大街上看见一些男女从包里掏
出这种东西就吃。

受了感染，我也在吃饭的时
候吃过一回，味道很冲，我差一点

吐出来。后来有一次和一位印度
朋友一起在餐厅里吃晚饭，饭菜
端上来之前，他从摆在桌上的那
只很精致的小碟子里抓起一撮那
东西就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
起来，饭后又如此这般地重复了
一遍，临走时还不忘抓了一把放
在口袋里。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吃佐料？”他听后大笑
说：“茴香是用来开胃爽口的，印

度人喜欢嚼它就如同你们外国人
喜欢嚼口香糖一样。”后来，我也
“入乡随俗”，经常嚼几粒茴香，

虽然不太习惯那种味道，但发觉
它比真正的口香糖还爽口，嚼完
不仅口舌清香，还提神醒脑。回国

后，有时我也吃上几粒，味道好极
了，不信你试试！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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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
Sweet
Pot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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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上午，我驾车
和两个朋友去侨领方老

先生的庄园拜访。
出圣保罗上高速，行

驶约四十分钟，再拐上小
路行驶约十分钟就到了
方老先生的庄园。这里附
近都是庄园，相互之间以
铁丝网分隔。我们按了门

上的电铃后，一位四十多
岁的黑人工人来开了门。

到了客厅落座，方老
先生问我们想吃什么水
果，我说喜欢吃香蕉。方
老笑着说，因为巴西今年

的气候好，香蕉疯长，现
在农贸市场的价格已经
低得不能再低了，他收获
的香蕉如果雇车运到城
里，再雇人去卖，卖的钱

还不够人工运费，所以都
放在各水果树下等着烂
了变肥料。一听说有人爱
吃，老先生就笑着叫工人
去扛了一大捆来。

据方老先生说，这里
的一大片土地原先是一

位巴西人祖上留下来的，
后来这位巴西人要离开

这里，就将土地分拆成十
几小块卖了。方老先生这
块地当时买了两万多美

金，不算贵。他将原来的
房子给工人住，自己又请
建筑公司另盖了一座很
漂亮的木制大屋，只花了
不到一万美金。这座木
制大屋连观景露台刷上
透明油漆后很漂亮，内

部的设施都是现代化
的。据方老说，因巴西木
材多，木制房子的造价
比砖混的低，但耐久性
比砖混的稍差。因为建
的质量很好，方老又请

该建筑公司在庄园里修
建了一个网球场，大约花

了八千多美金。
我看到客厅的墙上

如美国西部电影里那样交
叉挂着两支步枪，很神气，
我说这是用来装饰的吧？

方老说，巴西的治安不好，
人人有枪，他们庄园地处
偏僻，这样悬挂取用比较
方便，而且步枪的威力比
手枪大得多。总之这不是

用来做装饰的。 ö÷

9:;<=>?

6±øùú:

@ABCDEAF

GHI

6Ø,û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