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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煎 谷 雨 春
申功晶

读至 “山寺馈茶知谷雨 ”，忽而舌
底生津起来。 我的家乡盛产茶叶 ，记
得年少时 ，每逢周末 ，父亲总会骑着
单车带我来到苏州郊区的洞庭东山 ，
开春，矮墩墩的茶树抽出了嫩绿的新
芽 ，站在茶园坡地放眼望去 ，就像一
块块绿毯铺盖在土地上 ，一垄垄翠绿
随风摇曳，空气中盈溢着一阵阵清香
味儿。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 绿
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 ”与诗中描述
场景仿佛 ，村妇们挎着竹篮 ，三三两
两来到茶园 ，清晨趁着露水 ，在轻雾
如烟的茶丛中，采摘翠绿鲜嫩的漫坡
春茶 ，回去晾干露水后 ，烧柴火在锅
中杀青，然后在竹匾里搓揉、晾摊 ，最
后放入炭火烘焙干燥，“天下第一 ”名
茶碧螺春就问世了。 碧螺春原是本土
一种野生茶， 产于碧螺峰石壁缝隙 。
开春 ，当地村民常采此茶 ，即便裹在
怀里， 也挡不住浓烈异香飘逸散开 ，
当地人用吴语戏称为 ：“吓煞人香 ”。
后来，康熙驻跸东山，喝过此茶 ，龙心
大悦，嫌“吓煞人香”这个名字太过粗
俗，看茶叶蜷曲如螺，如美人发髻 ，又
采于春天，遂赐名“碧螺春”，于是，好
茶有了好名 ，声名鹊起 ，还作为贡茶
年年进献朝廷。

正宗的洞庭碧螺 ， 市面上不多 ，
十分稀罕。 记得上中学那年 ，有人送
了一礼盒洞庭碧螺 ，打开盒子 ，我捏
一小撮，开水冲下去，芽叶徐徐舒展 ，
似白云翻滚 ，茶水银澄碧绿 ，清香袭
鼻 ，啜一口 ，凉甜鲜爽 ，舌底生津 ，饮
后回甜无穷。 可惜，好景不长，母亲是
个 “外行 ”，打开罐头 ，瞧着茶叶毛绒
绒的，以为发了霉，全部倒入垃圾桶 。
父亲得知后，直跺脚 ，“有绒毛的茶才
是顶级的茶，你这一倒，大几千没了 ，
真阔绰！ ”不管怎样，有生之年 ，也算
一亲此茶芳泽。

我家乡人素有孵茶馆的习俗 ，我
祖父年轻时跑江湖经商 ，是资深茶客
一枚，天蒙蒙亮他就出门，打个 “三轮
的车 ”去茶楼占个好座头 。 老茶客们
吃早茶，先是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消消
停停吃早点， 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
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 ，茶水喝
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我的父亲
和叔伯们更是整日里茶杯不离手。 耳
濡目染之余，我十岁上就开始喝茶，学
起祖父的样子， 从茶叶罐头里取一撮
新茶入杯， 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
开来，上浮下游，直至水呈青绿色 ，看
杯中嫩芽沉浮，忍不住啜了一口，较之

可乐、果汁的甜腻，这茶别有一股清香
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 打那
以后，我开启了 “宁可食无肉 ，不可饮
无茶”的“泡”茶生涯。

其实， 我对茶叶的品种倒不是很
挑剔，像西湖龙井、太平猴魁 、庐山云
雾 、 六安瓜片……各茶有各茶的好 ，
倒是品茗高手乾隆一句 “雨前价贵雨
后贱”深合我意。 《茶疏》云：“清明太
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
传统老观念，皆以明（清明 ）前茶为最
佳，故众人多追捧明前茶，趁早尝香 。
可明前茶皆是嫩芽苞茶 ， 且价格甚
贵，开水里一泡，根根如银针竖立 ，惜
乎 ，汤汁太薄 ，两 、三泡下来 ，就寡淡
了 ，经不起三番五次冲泡，因此 ，真正
的老茶客很少有买明前茶。 谷雨前的
茶就不同了， 俗话说：“茶叶两头尖 ，
谷雨值千金 ”， 谷雨前采摘的茶叶发
育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醇 ，久泡仍
余味悠长 ，在玻璃杯泡开后 ，茶叶鲜
活如枝头再生 。 可谷雨后的茶 ，涩味
偏重，香气降低，如过了冬的大白菜 ，
身价暴跌，名贵的碧螺也成了寻常的
炒青。

像我这种一日换四五次茶 叶 不
止的工薪阶层 ， 哪里消费得起昂贵

稀有 、寸茶寸金的洞庭碧螺春 。 几年
前 ，去了一趟鄂西南硒都恩施 ，游恩
施大峡谷时 ， 无意邂逅了种植在海
拔千米高山上的恩施玉露茶 ， 山里
人邀我喝了一碗 ，汤色清亮 ，入口清
爽 ，嫩香且耐泡 ，一斤中上等的茶才
两三百元 ，确系一款理想口粮茶 。 每
年开春 ， 我都会订上几斤雨前茶尝
尝鲜 。 泡茶叶不能一咕噜倒下开水 ，
易烫黄新叶 ， 须先用常温水泡至杯
身三分之一处 ， 然后倒三分之一开
水 ， 余下的三分之一 ， 慢慢用开水
续 。 这样 ，茶叶的精华便缓缓释放出
来 ，能保持茶水常青 。

起先 ，我在老宅的 “瓦屋纸窗 ”下
喝，坐在庭院当中，看杯里几撮嫩芽 ，
在水中绽放，芽肥叶硕 ，色泽鲜翠 ，如
重生 ，又似复苏 ，仿佛一年的春色都
浸泡在其中 。 茶水是清新的 ，我的心
情也跟着清新起来 。 老宅拆迁后 ，我
又跑到苏州园林 、 山坞寺庙里喝茶 ，
一边看书一边啜 ， 一边码字一边品 ，
茶 ，越泡越淡 ，手稿 ，却越叠越厚 ，一
篇篇珠玑妙文 ，就是在茶水里泡出来
的。 谷雨时节 ，沏一壶细如雀舌的春
茶，顿觉缕缕清香溢出 ，尘世浮躁 、功
名利禄皆烟消云散。

游山玩水逛人生
高 涛

“老似名山到始知。 ”出自陈古渔的诗，道出了我此时登
山的心境。 无论想与不想、愿与不愿、拔与不拔，面对着水中
的华发，我已步入中年，渐与人言老。

的确，人生的前半程，向山爬山。 即便高如太白、险似华
山，总一股豪情劲，不顾腿酸膝软，拼个“一览众山小”。 人到
中年的我，虽总有些不服老，或想延缓一下老，却自知巅峰
即将过去。 能跟上时代的洪流、社会的步伐，已属不易。 那
么，人生的后半段，则如同下山。 体力已然不支，就求个顺其
自然。 真能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实则人生“华枝春满”。

游山玩水，关键在亲自逛。 屏幕的观望，他人的游玩，如
果不亲历，只远远看看，只凭空臆想，领略到的只能是皮相。
所以，无所谓是爬是登，也不在意兜兜转转，只必须亲自参
与。 由此就知道了峰回路转、层峦叠嶂，就感受到了艰险中
蕴含的无限风光，就体会到了飞瀑清泉映照的明达和悲悯。
人生的过程有平坦，有缓坡，有悬崖，都需要我们去游去玩
去逛。

游山玩水，最主要是个“逛”字。 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
人拄着拐杖， 有的人坐着轮椅， 但不管借助怎样的游玩工
具，也不论陪伴者是谁，都在于自己的心境。 现在，我的游玩
不用计划太多，不必讲究太细，说走就走。 名川大山，水漾年
华，人生的“山”，如果不去逛，会是种莫大的遗憾。

游山玩水逛人生。 以前逛，非著名景点不去。 年轻人爬
山不走寻常路，专挑斜路、险路，不达山顶誓不休。 逛着景，
赶着趟，走的是真累。 如今，逛不为看风景，而是健身散心。
人老了，逛不动大景点了，不愿意凑热闹了，那么爬爬小山
头，驻足小溪流，也蛮好。 老，不期而遇、如期而至，无法抵
挡，无法逆转。 如影随形的老，发无可白的老，这是自然规
律，不必介怀，也无须羡慕年轻人。老也有老的好。不再受名
利诱惑，不再被人事牵绊，也不会因食欲消减、荷尔蒙衰退、
野心熄灭而耽于言老。 人生后半段，是“人生三万场不诉离
殇”还是“一切只是虚无”，都退居次要，怎么舒服怎么来才
是首要。

游山玩水，对于人生而言，只是一个指代。 人生的境界
高深，是游山玩水的岁月而叠加的结果。 不管地老天荒，也
不必在意老不老，游山玩水的人生里，永远的魅力是通透通
达地活着，语浅意深地笑着，积极地发挥着余热。

现在，我们还要去找寻什么？ 按照自己习惯的节奏，三
餐四季，走走停停。 名山也好，水美也罢，这就是游山玩水逛
人生，也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更是遇见了最好的人生。

海滩日落 张 花 摄

有 温 度 的 包 子
钱国宏

阿桃下岗后， 和老爹在闹市的拐角租了
一个门面，开了一间包子铺。

包子铺不是很大，满打满算也就是 20 平
米的样子，主要经营小笼包子，以早餐为主。
在开店之前，阿桃曾做过多方调查，发现整个
小镇的闹市区虽有几家早点部， 但无一例外
都卖一些油条、烙饼、粥之类的，尚无一家卖
包子的。 新店开张前， 阿桃确实下了一番功
夫：阿桃到外地学习了半个月的面点技术；而
老爹呢，则数月前就开始钻研“和馅”的技巧
了。 所以包子铺开业后，爷俩蒸出的小笼包子
个个白白净净，玲珑剔透，从包子上面的褶皱
里， 尚可依稀瞧见包子馅儿。 为了吸引客流
量，阿桃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促销，出售五种不
同馅料的小笼包子，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店内
还免费赠送小菜， 北方人早餐都有吃小咸菜
的习惯；早点加宵夜，一早一晚，解决了下晚
班的食客无处吃饭的难题。 因此包子铺刚刚
开业，便客满如云。

镇上的其他几家早点部发现 “客流 ”都
被阿桃的包子铺吸引过去了， 很是嫉妒，便
偷偷传言 ：“哎呀 ，你们还不知道吧 ，阿桃家
的包子啊，那肉馅是用病死猪做的。 那些青
菜呀，农药超标不说，还懒得洗呢！ ”三人成
虎 ，一周左右的时间 ，阿桃的包子铺就变得
冷清起来。

阿桃很是着急， 遍寻原因———她当然不
知道有人在背后在使坏， 还以为自家包子不

够保温呢，便搬来了火炉，这下，从早到晚，笼
屉里的包子总是热气腾腾的， 食客无论何时
进店，都可以吃到热乎乎、香喷喷的包子。

这项服务新举措虽将一部分食客又吸引
了回来，但上座率还是不如开业时。

这天早上，阿桃刚刚打开店门，端出蒸好
的几屉包子放在火炉上， 猛然间瞧见门外的
台阶上， 坐着一位年迈拾荒者。 老人蓬头垢
面，两眼无神，衣服黑黢黢地泛着油光，脚上
趿拉着一双破鞋， 有一只居然被大脚趾顶出
了一个洞。 阿桃再认真瞧， 觉得老人不像乞
丐，倒像是拾荒者，因为老人的身旁放着一个
脏兮兮的尼龙袋子， 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一
些瓶子 。 哦 ， 肯定是拾荒的 。 阿桃也没理
会———这会儿正是 “饭口 ”，她得忙着招待陆
陆续续进店的食客。

正忙间， 阿桃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瞥见
拾荒老人。 她看看手里端着的一盘包子，心头
一震，稍作思忖，便径直走向老人：“大爷，您
还没吃早饭吧，这几个包子您先吃着，不够我
再给您拿！ ”

拾荒老人显然没 有 料 到 阿 桃 会 这 样
做 ，他面现惊恐和怀疑 ，惴惴不安地嗫嚅
着 ：“我……我……我没钱……”阿桃笑了，
贴近老人的耳朵提高声音说 ：“大爷 ， 您吃
吧，本店搞活动，这盘包子不要钱！ ”拾荒老
人似乎听明白什么，哆哆嗦嗦地伸手接过盘
子 ，蹒跚着坐在门口台阶上 ，抓起包子狼吞
虎咽起来。 店内的食客边吃边透过玻璃窗，
说笑着……

靠门口的那桌食客吃好后，出了店门。 阿
桃见店里出现了空座， 便示意老爹把拾荒老
人搀到店里。 老爹把拾荒老人搀到后厨，帮他
洗了手、净了面，然后把他领到门口那张餐桌
前。 阿桃麻利地给拾荒老人端来一盘热气腾
腾的包子、一碟咸菜和一碗稀粥。

店内食客窃窃私语起来， 几位常来的食
客甚至笑着打趣：“阿桃，老头是你亲戚？ ”阿
桃笑而不语，只顾忙着料理生意。

此后一连几天早上， 拾荒老人都会出现
在阿桃的包子铺门口。 阿桃呢，也会准时将一
盘准备好的热包子端给老人。 有空桌了，阿桃

就把老人让进屋。 食客们见怪不怪了，一致猜
测那个拾荒老人肯定是阿桃的亲戚或老乡什
么的。

周日的早上， 阿桃照例给坐在门口那张
餐桌旁的拾荒老人端去包子。 这时，忽见一男
一女两个青年人急匆匆走进店里， 来到拾荒
老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爹，您让我们找得
好苦啊！ 爹，咱们回家吧！ ”一番解释，阿桃和
食客们这才明白： 原来拾荒老人是位走失的
失忆老人。

拾荒老人被儿子、儿媳搀上车接走了。 临
走时，老人的儿子、儿媳一个劲儿地向阿桃和
老爹鞠躬感谢。

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阿桃的包子铺门
前突然间排起了长队， 每天早上准备的 30 屉
包子，不到 20 分钟就卖光了！ 阿桃和老爹忙
着继续和面包包子———店门外还有好多食客
在眼巴巴地等着买包子呢！ 这其中，居然有几
位是另外几家早点部的老板。

阿桃一见“同行 ”，诧异之中又多了几分
警觉。 这时只听队伍当中有人喊：“张老板，你
家也开早点部，咋不在自家店里吃，却来这儿
买早餐啊？ ”那位张老板操着大嗓门答道：“因
为这家店里的包子有温度！ ”

话音刚落， 门外竟有掌声传来，“说得好
哎———! ”

此 后 ， 阿 桃 店 里 的 生 意 一 天 比 一 天
火———没办法，谁不爱吃有温度的包子呢！

奔跑的油菜花（外一首）
汤云明

油菜花前呼后拥地奔跑着
去追赶一群兴奋的蜜蜂
蜜蜂顺着花香奔跑着
去追寻一阵吹过的春风
春风也在翻山越岭地奔跑着
只想努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光

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就此靠站
一群期待春天的旅人，融进花事
满园碎金，还不是春天的颜色
一片馨香，也不是春天的气息
奔跑着的油菜花，只是春天
一个顽皮，或出游的孩子

千朵万朵油菜花，正从身旁跑过
我想站得更高些
才能看尽眼底下的黄色浪潮
想把目光放得再远些
才能抵达那一粒粒饱满的种子
和那一滴滴大地奉献出来的醇香

木棉花热爱着春天
我在三四月的河谷、江边、山野

寻找最高大的那一株英雄树
春风荡漾着树梢，跳动的火焰
在天空中燃烧、沸腾

悄悄捡拾一朵木棉花握在手心
就抓住了春天的节奏和心跳
闻嗅到了整个春天的味道和气息
在花的世界里，静听生命怒放的声响

一朵花就是一曲英雄的赞歌
一朵花就有一缕缕柔情和棉意
想到志士，想到英雄，想到爱人
看到一座古城，从眼前到心底的亮堂
看到历史文化和生态之美，交错融合

我深情地凝望着
这生命的顽强和蓬勃的生机
目光如炬，向上，再向上
眼底大片的红色，已经流淌进血液
成为一种精神特质和温暖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豪情满怀地热爱和报效
脚下，这一片坚实的土地

回 家 的 理 由
刘洪文

二狗是个小偷，游手好闲，经常四处
瞎转悠，见啥方便就拿点啥。

人们常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二
狗不管这些，他连自己居住的小区也不放
过，只要有机会，便“贼不走空”。

有一天， 二狗见楼下的马老太出门
了，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她居然忘了锁
门。

这个马老太是个独居的老太太，几年
前她老伴因病去世了。马老太还有一个儿
子叫马冬阳。马冬阳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 也就在省城安了家，平
时基本不回来，只有年节才会回来一趟。

这可是天赐良机。 于是，二狗偷偷溜
进屋。

马老太家装修简单，一张大床，两个
床头柜，外加三个壁橱，二狗几乎没费什
么周折，就在左侧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二百
元现金。这年头，科学技术大进步，小偷这
行业也不好干， 平时大家都是手机支付，
想弄点儿钱哪那么容易，现在难得见着一
点儿现金，蚊子再小也是肉。 二狗岂能放
过……

二狗不敢长时间逗留，他知道马老太
太一般不会走得太远，只是楼下转一圈就
会回来。 他也是见好就收，抓紧开溜……

为了避开马老太，二狗还特意出了趟
门，跑到狐朋狗友那玩了两天。

回来后，二狗上下楼总是暗中观察马
老太。 本以为这老太太平时花钱谨慎，年
纪大的人都一样，丢了二百块钱还不跟要
她命似的，就算是不要她命，大概也得不
大病一场。 可是意外的是，马老太竟然没
啥反应， 每天照旧大大咧咧地出门溜圈，
而且出门竟然还是时常不锁门。

二狗想：这老太太，可真是不长记性，
看来我发财的机会又快了。

一个月后，趁着马老太出门，二狗又
一次光顾了她的家。这次二狗直奔上次放
钱的床头柜，意想不到是他又在那里发现
了二百元现金，看来这老太太真是脑子坏
了。

这次二狗可没那么容易满足，他决定
仔细翻翻，万一再有什么别的收获呢！ 可
是，让他气愤的是，翻了半天，除了抽屉里
那二百块现金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值钱的
东西， 二狗骂骂咧咧地踹了一脚床头柜，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马老太却从外面回来了。
一时间四目相对， 二人都愣在了原地，有
些不知所措。 马老太家住的是二楼，外面
是缓台楼梯，此时，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
两名保安正朝这走来，只要老太太大喊一
声，后果可想而知……

二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在考
虑是否要拼死一搏。 可万没想到的是，马
老太看看二狗，既没喊也没叫，反而乐呵
呵对二狗说：“你还不赶快走！ ”

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二狗慌忙夺门
而去……

回到家后，二狗越想越不对劲，因为
他知道像他这样的惯犯，要是被抓到意味
着什么！ 虽然单次作案金额并不多，可累
计起来也够判个三年五载的。 谁都知道坐
牢的日子不好过。 二狗忽然良心发现，看
起来这是老太太给自己机会呀！

二狗决定把老太太的钱还回去。 只有
这样才能被老太太原谅，不至于暴露自己。

二狗想着转身又下了楼，见马老太太的
房门依旧半开着， 她正在收拾满地狼藉，表
面上看她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二狗大着胆子走上前说：“马大娘，对
不起。 这钱……还是还给你吧！ ”

可是，万没想到的是马老太太竟然坚
持不要。 她说：“你还是拿走吧，我这么大
岁数了，平时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缺这
二百块钱！ ”

二狗一听就急了：“您这是啥意思？ 刚
才放我走，现在是不是又后悔了，想举报
我？留下罪证，还想报警抓我是不是？咱们
楼上楼下住着，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

马老太听后叹了一口气：“唉！ 我哪里
是想举报你。 实话跟你说吧，上次我家里
被小偷偷走了二百块钱，我儿子破天荒地
回来看了我一趟，安慰完我，还给我买了
不少吃的用的东西。 一转眼过去一个多月
了，我又有点想他了，希望他能再回来一
趟……”

马老太太说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
来。

二狗在原地愣怔了半天，默默地收起
二百块钱，转身走了。

一周后，马老太收到了“跑腿公司”送
来的一个大礼包，里面装了足有四五百块
钱的东西。 对方的署名是：您的儿子———
马冬阳。

□小小说

速 溶 人 生
郭华悦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一位同学，进入了同一
家公司。

最初，我们俩人得到的评价，是完全迥异的。
我因为个性较为活泼，很快与同事和上司打成一
片；而同学则一向有些特立独行，在学校时就因
个性关系，显得有些孤僻。 进入职场后，同学的个
性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最初那几年，我对那位同学，还颇为同情。 工
作后，不见人际关系有所改善，一直是同事眼中
的“怪人”。 但同学倒也不以为意，依旧兢兢业业
地做好分内事。 哪知道，后来却发生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转变。

同学设计了一样特别的产品， 虽与主流产
品有悖，反其道而行，却因个性突出而大受市场
欢迎。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连以出人意料的
设计，打破市场常规，屡创佳绩。后来，同学连连
升职， 而我和刚入公司那会儿相比， 进步并不
大。

短短几年内，两人的情况，彻底变了个样。
每次想到同学，我脑中总不禁浮现出“速溶”

这两个字。 我们多数人，都习惯用圆滑和融合度，
来判别自己和别人的成功。 把自己当速溶咖啡，
迅速融入社会，这便是所谓的成功。 而那些特立
独行，与“速溶”原则背道而驰的人，则被视为另
类。 这种速溶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快速被同化的
过程。 向着世俗和主流靠拢，抹杀自己的个性，从
而让自己成为碌碌大众中的一员。 这种速溶的成
功方式，哪怕出了成绩，也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
毫无特色，转眼便被淹没在主流中。

所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成功者”，在速溶式
的成功后，却难以为继，无法再有令人眼前一亮
的作品。 尽管还在努力，但却千篇一律，缺乏后
劲。 归根究底，这种速溶式的成功，看似一条捷
径，却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别把自己当速溶咖啡，用抹杀个性，来换取
短暂的成功。

礁石 罗开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