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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我的烧陶历程应该说是修行故事，从文三叔说起比较精
采，当然，其中也有艰辛。

一
十年前，我回到阔别四十几年的家乡，陪伴老母亲、家

人，也看看想念的乡亲；一方面转换环境，继续自己的陶艺
创作。抛卸都市的尘嚣回归乡野幽静，其实，希望找到一生
烧陶心里积郁的症结，才是归乡的目的。

前几天，在大太阳里，拿着锄头专心挖掘田里泥土时，
文三叔站在那棵老龙眼树下的田埂上，手掌遮着眼睛，喊着：
“阿奇啊，大热天这么打拼，你烧的陶器已经价值连城了。”
我放下锄头，抬起手背擦着额头的汗，文三叔转身要走开，
又停了下来望着我，风往他身上吹着，他大声喊着：“烧陶
也可以是一种修行啊，有空来找我喝茶聊聊吧。” “会的会
的，文三叔您避避太阳啊。”文三叔步上往村庄里的黄土路，
黄褐色衣襟在风中飘了起来，我拉起袖管手肘撑着锄头，心
里想着他留下的话。

就是那天，台北一家高档的艺廊里，几位来宾静静看着
我的作品，一位老先生向我走来，激动的说：“赵老师您这
个天目烧，看来像天空里百变的容貌，尤其接近碗缘那道弧
形彩虹，让我想起过去种种悲伤，能抚慰我受创的心灵，艺
术家太伟大了，您这个作品能割爱吗？”我双手握起满脸皱
纹的老先生的手说：“李先生太抬举了，感谢您看得起我的
东西，喜欢就带回去吧。”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内心思索着，
或许是这些赞美，挡住我突破内心长年累积的郁抑。

二
晚饭后就封窑，开始烧陶了，现在已经深夜，寒风从窗

口灌进来，我坐在窑口矮凳上，拉紧外套领子，想着窑里碗
盘杯皿正在高温中承受煎熬，我让思绪在脑海里任意翱翔。

望着桌上灰紫色的碗，心里涌上一丝悲痛，我为了童年
早逝的小妹妹做的，取名为《愁云》，碗缘如黑夜乌灰的颜
色，似一抹怅然遮蔽明月，那种感觉，无时无刻盘踞我的心
里。

我喜欢坐在窑前让陶瓷围绕着，等待即将诞生的新生命。
我以灰釉、浆釉作原料，因此想着作品来自身旁一亩亩的田
地，土地接纳沙土风雨，每块土地各有自己的生命体系，或
许，地表下的世界，还有另一个无垠的宇宙星空，包涵着生
死互补的意涵，是我创作的思想源泉。望着桌上大大小小的
作品，我又想起小时候在田野里兴奋的喊着、追逐着的，跑

在前头的阿公，记得阿公还故意停下来，转过头逗着我玩。
窑里的热气漫了过来，温暖了我的思绪。取土代替铁，

燃烧腐蚀了的植物作釉料，当植物化成灰烬，土壤融为泥浆，
我在心里，试图将它们的生命延续，升华为陶瓷的永恒，用
这样的方式收藏对这块土地的感情，这是我四十几年来内心
的坚持。

忽然“呀”一声，门被推开来，文三叔提着一只大陶壶
走了进来，将壶放在桌上：“这么晚了，看到你们家烟囱还
冒着白烟，定是你还在烧陶，夜越深越冷，喝碗热姜汁暖暖
身体。”文三叔穿着大衣，转身就要走，又回过头来，看了
一眼桌上那个叫《愁云》的陶碗，停了一瞬，向我说：“阿奇，
什么都不要想，让脑子里干干净净的。”转头就走了出去。
望着窗外的月亮，整晚都想着文三叔的话，直到第二天天亮。

记得开窑那天，看到从窑里出来的碗壶，每个碗壶虽然
漂亮，晶莹剔透，也表现了我的创作意念，可心里总感觉着
长年存在的阴郁，一种极不舒服的说不出来的感觉。刹那间，
想起烧陶那夜，文三叔表情深沉的看着我说的那句话，从那
一刻起，我准备开始探索从小认识的这位家乡的长辈。

于是，我拿起新出窑的两个陶杯，跨出门槛往文三叔家
走去。

三
走过一条长长的砖墙，迎面送来一阵穿堂风，才想到这

是我回家乡后，第一次上文三叔家，正犹疑着是否走错路时，
已穿过长墙，阳光铺在眼前，一时豁然开朗，文三叔已站在
晒谷场那端。文三叔仍是那袭软皱的短袖布衫，飞扬的语气
喊着：“知道阿奇会来，一大早跑到东市场，在碾米厂旁边
菜摊上，买了几个以前你阿公常买的刺壳粿，你一定喜欢吃，
来，进屋里谈。”

进了屋里，天窗射下来的一线阳光把厅堂照得明亮，文
三叔从袋里掏了两个刺壳粿送到我手里，我接了过来，一面
看着文三叔，却碰上了他若有所思的眼神，我把那眼神先收
进心里，说：“带回去好好尝尝，回味回味小时候的时光。”
一面细心观察着文三叔的神情，将两只陶杯放在茶桌上，说：
“文三叔您看看，这杯子可好。”他拿起杯子，细细看了好
一会儿，微微点着头说：“阿奇烧的当然好啊。”就放下了
杯子，即刻说：“刺壳粿带回去吃吃看，跟阿公买的味道是
否一样。”

文三叔掏了一把茶叶放进壶里，注满了热水，抬头望了
我一眼，想了一下，或许在等茶叶化开吧，然后提起茶壶，
往陶杯里倒满茶汤，一股茶香飘了出来：“这是我收藏了十
几年的乌龙，阿奇喝喝看。”我端起自己做的陶杯，闻了一
下，“这老茶韵味好。”我喝了茶，望着杯底茶渣，将杯子
放回桌上，看着文三叔喝了半杯，停下来闻着，然后把整杯
茶汤喝了，将那陶杯朝向我，咬文嚼字的：“杯里一滴茶不留，
干干净净的，阿奇烧的陶的精华就显现出来了。”文三叔将
陶杯在我眼前停了一瞬，我感觉杯里的天目，晶亮晶亮的向
我闪着眼睛，这时，天窗射下的阳光照着厅里的宁静，茶香
里，文三叔的话沁入我的心底。

文三叔又给我倒了茶，我内心有了心得，喝了那杯茶，
拿起桌上的两个刺壳粿，就辞了文三叔走出厅堂，他还一路
陪着我走过长墙，在长墙尽头，我拿起手中的刺壳粿：“带
回去吃，好好回味。”“喜欢吃下次再买。”文三叔站在墙

边日影里，远远望着我，虽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了解文三
叔是关心我的，了解文三叔盼着我改变脑海里的观念，只是
猜不透用什么方式，或许要自己去领悟。我慢慢踱着步子，
一路上仍想着文三叔的话。

四
文三叔给我的刺壳粿在饭桌上放了三天了，也没去动它，

此刻，已忘了小时候阿公买给我的刺壳粿的味道了，可看到
裹垫着刺壳粿的绿色荷叶在晨风中微微颤动时，一时却想起
阿公，于是我穿上外衣就上山了。

穿过一片田野，拨开腰间杂草，露水已湿了上衣，我停
下脚步抬头望向眼前那小山尖，想着阿公的坟墓就快到了时，
却听到文三叔大声的急切的喊着：“阿奇啊，我刚买了刺壳
粿，趁新鲜配铁观音茶最到味。”我转身向脚下望去，文三
叔在一片绿野里挥着竹笠，看着这景象，我扬起双手，心里
想着，文三叔又出招了。

我回家拿了一把几年前做的红泥壶，就匆匆赶了过去，
到了文三叔家时，文三叔站在门口歉意的向我说：“七八个
刺壳粿都被孩子抢光了。”“庄里的孩子都知道文三叔您这
里有好吃的。”我微笑着看着他，从眼神体会文三叔了解我
的心里。我们一起带着笑声走进屋里，我轻描淡写的：“其实，
我已忘掉了小时候刺壳粿的味道了。”文三叔回视了我一眼。

我把红泥壶轻置茶桌上，向文三叔说：“这是我以前烧
的，泡泡看。”难得文三叔一脸愉悦望着我，瞧都不瞧那红
泥壶一眼：“一定好喝。”我心里放轻松了：“是文三叔的
好茶。”他也不答我，随手掏了一勺铁观音滑进壶里，期待
的眼光望着天窗下来的一线光影，然后满意的往杯里倒了茶，
迳自拿起杯子喝着：“阿奇的壶泡铁观音，好喝，”又闻着
杯子看着那红泥壶，点着头微笑：“这壶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我喝了一口，杯子还在半空，说：“其实这把壶是早期烧的。”
文三叔看着外面晒谷场上嬉闹的孩童，深思着说：“心境变
了，一切会跟着改变。”循着文三叔视线望向门外，这时，
想起文三叔曾说过：“让脑子里干干净净的”。或许文三叔
已看透了我，早晨从山坡跑下来时，我感觉整个脑子已被风
吹干净了。

杯子又倒满了茶，我们一起喝了，文三叔有点严肃的说：
“这茶真的好喝。”相信，我们彼此都笑在心里。

五
桌上摆着的是一把最近一次烧的壶，我站在屋里，远眺

着田野远处的金黄的曙光，都几年过去了，我现在顶多一年
烧一次陶，文三叔还时不时拐进来喝杯茶，总不忘留下一句：
“阿奇还欠我一把好壶。”我也乐着笑笑，心里明白是文三
叔激励我，在烧陶这条路上更精进。

我永远记得，回乡第一次见到文三叔，告诉我的第一句
话：“阿奇啊，烧陶也可以是一种修行。”几十年来，文三
叔陪我走过烧陶的路，走过修炼的岁月。

或许缘分到了，几年前，文三叔送给我一本修炼的宝书
《转法轮》。现在，我才了解人生是这么精彩，烧陶这么艰辛，
而修炼是这么奥妙。我转过身来，向书桌上那本闪闪发光的
《转法轮》双手合十敬礼。

最近，九烤竹盐引发关注，人们惊异，为何千年以来，
古代会留下这样的火烤制盐法，甚至烤制九次。为何食用它，
不少人反馈众多现代病就会自然缓解，甚至消失，出现不可
思议的健康功效？如果仅仅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思维研究，
就会变成不解之谜。永远也说不清楚。

其实，盐放在竹子里经过九次烤制，会发生惊人的能量
变化！什么变化呢？

根据传统中医五行的思维，那就是：五行中的火、木、
水（盐本身五行属水），这三种能量不仅合为一体，还因遇
九归真，具备了道家讲的某种真的微观层次的力量。一旦进
入人体，就能迅速推动人体的经络这套能量机制运转起来，
让各脏腑功能快速恢复正常。各种病态就会自然缓解，甚至
出现不治而愈的奇迹。

下面我们用中医的道理，给大家揭开这个秘密。

中医是岐黄之术，道家的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其根本
的思维基础。也就是说，黄帝与其老师岐伯的问答，形成的
《黄帝内经》，这本中医的鼻祖，整套医学思维，不在人眼
看得到的有形物质这层空间，而是经络这套能量气机所在的
空间。今天人们用仪器能测出它的存在，却无法看得见。因
而人们形容人体这套经络是隐形器官。

这套经络有多么重要，如果非要用人能理解的事物类比，
就如工厂的电器设备，不管功能多么高级，没有电能运行其
中，就是一套废物死物，运转不起来，什么东西也造不出来。
人体也一样，这套经络，就是启动和推动各人体器官功能运
作的能量。也就是气血当中的气的部分——经络之气。在肾
为肾气，在肝为肝气等等，属于微观层次，却控制和作用于
肉体。

因此中医治病，无论用药、针灸、按摩还是其它的治疗
方法，针对或者入手的就是这套能量机制，也就是说，即使
用药、用食物，也是通过能量机制起作用，只有明白中医是
哪个层次面的医学，才能跳出今天现代医学的思维和概念，
明白中医治病或养生的根本原理。

换句话说，中医用药用食物调理身体，用的是药、食的
能量，各自具有的五行的能量。古人认为五行构成宇宙万事
万物，因此任何食材和药物，都具有五行属性。今天的科学
也承认这个理论认识是对的。这五行是什么呢？为何叫作五
行。这五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中微观层次的金木水火土这五
种性质的能量，是不断运行推动万物兴衰的力量，所以叫五
行，不断运行。

而人体，道家认为是小宇宙，人体的五脏六腑的经络，
就是最核心的蕴藏五行机制能量的体系，不健康了，就是这
套体系受阻了，通过调整这套体系，就能自动恢复脏腑功能，
各种病症就会自动消失，道理就这么简单。

那么回过头再讲烤竹盐的性能，就很容易理解了，经过
九次烤制，五行中微观层次的真火的能量被注入盐中，又因
放在竹子中烤制，竹子木性能量也一起被注入盐里。大家听
过竹子势如破竹的生长气势，生命力极为顽强，就是其木性
能量疏通调达的力量很强势，能疏通调达经络，能使得盐中
的火能运达全身的速度如同走了高速公路。

但大家知道，火木皆属于阳性能量，虽能温暖脏腑，恢
复功能，但它却朝上升腾，很难往下走，人体一旦熬夜、纵
欲或经常处于压力大的精神状态，就会使肾脏的经络气机里
的阳气严重不足，就会出现肾寒现象，肾气五行属水，水无
阳气推动就受寒停滞，肾经系统就会运行出问题，于是现代
人最普遍的上热下寒的体质现象就出现了。如果火性阳气在
体内只能升，就会心火旺，口舌、面部燥热，下身却怕冷，
心火之气无法下达肾脏，肾脏寒而无力，寒水无法养木。肝
经络五行属木，肝脏自然抑郁不能调达疏通整套经络，木克
土，脾胃五行属土，接着就出问题，土生金，肺属金，也会
衰败下去。也就是说，人体这套五行运作的能量系统，会因
肾脏的能量系统缺乏火阳之气，寒而凝滞，全部出现功能性
问题。渐渐的百病上身，变成各种疑难杂症。

而竹盐里的盐，却能将火气引路入肾、肝经络，将九次
烤入盐中的真火能量导入肾脏经络，肾经有阳气，成为温水
能量，便能推动肝经恢复疏通调达的木性机能，同时竹子势
如破竹的能量进入肝经，加速运转脏腑的五行系统，效果自
然神速，不可思议的很多疑难杂症自然消失。此为九烤竹盐
能迅速给合适的人带来健康功效的根本奥秘所在。

当然科学分析，会发现竹盐烤制后具有的各种矿物质，
以为这是健康功效的关键，但是能量系统如果受阻，火的能
量无法打入肾脏系统，无力推动经络，脏腑功能处于低能状
态，这样的矿物质即使配在一起成为营养剂喝下去，也无法
吸收，甚至成为负担，成为垃圾和毒素，加速损害健康。所以，
要放在经络这套能量系统来思维，才不会误入歧途，才能获
得健康。

需要注意的是，人的寒热虚实体质不同，效果也不同，
任何药物或食材，都有不适合的情况，有陈年痼疾的，更需
谨慎。治病一定要大夫诊断，遵从医嘱方可。这里只是在陈
述中医用食物调理人体为何会起作用的原理而已。

文／王金丁

说“虚心” 
文／心莲

对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我们常用“虚心”一词，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曾言：“虑壅蔽，则思虚
心以纳下”，是说如果怕自己被蒙蔽，就要想到去
虚心的接受臣子们提出的意见。对于“虚心”，很
少有人去具体的描述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
行为，如何听，才算是“虚心”，又如何才能做到
“虚心”呢？

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之间曾有一段对话，令我
对“虚心”一词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颜回问：“敢
问心斋。”孔子回“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
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
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
斋也。”用耳朵去听就只能听到声音，即话的表面
意思，用心去听就可以体会到符合你心中观念的东
西。而这个“以气听”，说的是一种虚其心以待物
的状态。“虚心”就是清空了原有的观念，放下自
我，内心空明，冲破了原有的格局，在更高层面从
事物之外的心境观之。那一瞬间体会到的是超越声
音，超越观念的前所未有之境界，自然就能明析事
物的本质，内心与自然大道相通，智慧和能力也就
会体现出来了。

 “虚心”是一种修心的过程，放下自己固执的
观念，能够包容和接纳一切意见和事物，就能够生
出智慧，看透事物的本质，最终就能够成为智者。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其根本还是因为其
中的修炼文化。这也就是为何古人总会有一些我们
今人所无法企及无法理解的超能力了。

烧陶，
烧出纯净的心 

文／白玉熙揭开“九烤竹盐”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