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鸟 留鸟
丘艳荣

天蓝如洗，云白如棉，青山如画，万顷碧
波上翩飞着许多白鹭。 小瑶瑶踮着脚尖站在
湖边， 伸着手指， 小嘴巴飞快地闭合着：“一
只、两只、三只……”

一旁的外公饶有兴趣地看着， 趁她喘口
气的功夫，才慢悠悠地问：“瑶瑶，白鹭有多少
只啊？ ”

瑶瑶咯咯地笑， 歪着小脑袋说：“好多好
多，跟湖水一样多。 ”

绿色的湖面上， 白鹭成群结队地在湖中
戏水觅食，忽而飞上天空，忽而落在小岛的树
上，忽而停歇在湖畔草地。 好多人正在拿出手
机或相机，对准白鹭拍照。

小瑶瑶最喜欢跟着外公来湖边散步了，
银铃一般的笑声随处播撒。 外公说，白鹭不会
唱歌，而小瑶瑶却是一只会唱歌的白鹭。

孩儿脸，六月天。 才数完白鹭，小瑶瑶突
然就不高兴了。 她低着头在湖畔小路慢吞吞
地走着， 脚下还踢着一个小石子， 嘴里嘟囔
着：“白鹭都是一家人在一起的。 可我妈妈为
什么春节都不回家？ ”

“不是啊……妈妈春节要加班。 ”
“老板真坏！怎么偏偏留下妈妈来加班？ ”

“妈妈不是给瑶瑶寄了很多好吃的、好玩
的，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吗？ ”

“我不要。 我只要妈妈回来。 ”
外公苦笑。
不远处，一树树花开如雪。 “瑶瑶，你看。

这棵花树像穿白裙子的你……妈妈买的白裙
子，好看！ 我们瑶瑶像小公主。 ”

瑶瑶继续踢着小石子， 闷声闷气地说：
“才不像呢！ 小花树的身旁有妈妈。 ”

外公看了看这些花树，有大有小，亲密相
依，确实像一对对母女树。

再往前走， 炮仗花热热闹闹爬上木架：
“瑶瑶你看，炮仗花炸满架了，一串一串的。 我
给你摘一朵尝尝，花管里有蜜汁呢，你妈小时
候最喜欢吸炮仗花的花汁了。 ”

“不要！ 摘下炮仗花，它就不能跟炮仗藤
妈妈在一起啦。 ”

外公像被小瑶瑶的话给噎住了， 半晌没
再说话，只是牵着小瑶瑶的手沉默地往前走。

“瑶瑶， 你看， 那只白鹭要跟你打招呼
呢！ ”

一只白鹭正向瑶瑶的方向飞过来， 刚好
从瑶瑶的头上擦过。 “它真的跟我打招呼呢！ ”
瑶瑶开心起来了。

瑶瑶说：“老师给我们讲了候鸟和留鸟的
知识。 老师说，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不随着
季节变化而搬家的鸟叫留鸟； 每年要搬两次
家，秋天时从北方飞到南方，春天又从南方回
到北方的鸟叫候鸟。 ”

外公点点头，摸了摸瑶瑶的头表示赞许。
瑶瑶问：“那白鹭是什么鸟呢？ ”
外公想了想说：“候鸟吧？ 我们这里秋冬

季白鹭特别多， 应该是从北方飞来这里过冬
的。 ”

“可是，春天和夏天，我们这里也有白鹭
啊！它们一直在的。是不是原本在我们南方的
白鹭是留鸟 ， 从北方飞来的白鹭就叫候鸟
呢？ ”

这可难住了外公，他只好说：“瑶瑶，或许
你说的对吧。 如果一小块的出生地能够让它
安身立命，就不必承受南来北往的辛苦了。 ”

“那我妈妈是留鸟还是候鸟？ ”
外公愣了一下。 瑶瑶解释说：“我妈妈不

是叫鹭鹭吗？ ”
外公笑了，说：“你妈是露露，不是白鹭的

‘鹭’。 ”
瑶瑶不管， 嘟着嘴说：“妈妈是南方的鹭

鹭，她应该是一只留鸟。 可她连候鸟都不算，
候鸟还一年回一次呢！ ”

外公把瑶瑶嘟着嘴的照片拍下来， 背景
是半空中一行掠过的白鹭。 他把照片发给瑶
瑶妈妈，并打下一串文字：“露露，瑶瑶说南方
的鹭鹭应该是留鸟。如今的家乡水草丰美，鱼虾
满湖，连北来的候鸟都愿意改作留鸟了！这些年
家乡发展很快， 从其他城市来这边发展的也大
有人在。 像你，工作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
方啊，回来吧，瑶瑶需要妈妈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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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心迹

公交车上众生相
夏学军

我住的小城，新近有了观光公交车。
记得初中地理老师说过， 到一个新的城
市，别老坐地铁，应该坐着公交车转转，
感受下城市风景。 只是不知这外面的风
景有没有让你忽略掉公交车的内在。

从上车那一刻起，不仅能听到“爱心
卡”的滴滴声，也能听到让座的感谢话；
如果恰好人不多， 一个人就选择单人
座 “思考区 ”，双人就坐在 “好友区”，更
有看遍世间百态与风景的后排区；当我
一个人坐在“思考区”时，的确在默默观
察与思考，比如说安全锤、灭火器，这些
紧急情况下的救生设备，如果发生险情
我该怎样使用，在心里默默演练步骤一
二三。

公交车也算个微型社会吧， 车内每
天也在上演着世俗风景。车上的乘客，有
人低头看手机，有人翻看杂志；有的人双
手伸展开来，长叹一口气，有的人则饶有
兴致地看着窗外。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七
八岁的样子，穿着粉色公主裙，和妈妈一
起上了公交车。车上人不多，小姑娘的妈
妈坐下来就闭目养神， 小姑娘安安静静
地坐在妈妈身边， 一双大眼睛忽闪着四
处张望，好奇地探寻这奇妙的世界。我饶
有兴趣地看着小姑娘，正所谓“你站在桥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那个夏日， 我在公交车上度过了一
个特别有趣的早晨。当公交车行驶时，上
来一位样貌、衣着打扮纯朴的大叔，他背
着一个柳条大筐，手里又提着一个，里面
装满了带着水珠的栀子花！他放下筐，微
微喘着气，安静地护在花旁，栀子花的香
气在车厢里弥漫开来。

可车上的乘客却不安静了， 纷纷小
声说这花太美了，也不知道卖不卖。一个

姑娘忍不住大声问：“大叔啊， 您这花卖
吗？ ” 大叔闻声回过身微笑着说不是卖
的，他是花农，昨天他的孙女出生了，全
家人很开心， 这些花是送医护人员和所
有产妇的。

姑娘闻听略带遗憾地“哦”了一声，
随即便恭喜大叔， 紧接着大叔又说：“你
们要是喜欢，那就给你们拿些吧。 ”于是
欢乐的一幕出现了， 车上每个人都收到
了大叔送的两枝鲜花， 每个人都发自肺
腑地恭喜大叔，喜滋滋地闻着花香，每一
个人的面部表情都是那么独特， 那么丰
富，那么精彩。

我的邻座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
子，刚刚我还听到她打电话，家里有人生
病了，能感觉出来她心情不好。 可是此时
此刻， 她把一朵栀子花插入手提包里，另
一朵拿在手里细致地摆弄着、嗅着，我分
明看见她嘴角微微泛起笑意。

还有一次在车上遇到四、 五位大妈
一起乘车，她们都拎着购物袋子，叽叽喳
喳地大声谈笑， 瞬间有车厢变成菜市场
的感觉。 也许有人觉得闹、烦，而我却觉
得很有趣儿，听她们谈论我陌生的物价，
谈论着晚上给家人做什么好吃的， 这鲜
活的生命力，这热爱生活的劲头，让我想
起了老家的妈妈。

公交车缓缓而行，走过每一条街道、
路过每一处风景时， 人很难低头再看手
机，目光自然地就放到窗外。乘客上上下
下，在这车厢里有一些短暂的碰撞后，各
奔东西。

它每日行驶如故， 我自己也依然会
赓续行走于其间， 依然会尝试用自己的
方式与体悟，去解读这座城市，解读心中
的这一道风景。

叶 之 美
管淑平

一阵风吹过， 落叶扑簌簌地奏响了
挽歌，在一片清脆悠长的鸟鸣声下，轻轻
飘飞，盘旋，舞动，然后晃晃悠悠地投向
了大地的怀抱。这是别离的号角，又一次
地融入在了一枚枚落叶之上。

一直以为， 秋天是在泛黄的草叶儿
和飘舞的落叶的呼唤之中，悄然来临的。
是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落叶与秋草，
仿佛就是秋天的信使，秋草一黄，落叶一
凋，秋天就愈发深邃了！

记得《唐子西语录》中有这样两句：
“山僧不知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山
上的和尚不懂得如何计算甲子与日历，
只知道观察自然，当看到一枚树叶落下，
便知道秋天已经款款而来、静候多时了。

一枚树叶，从嫩绿到茂密，再逐渐变
得枯黄，最后，在秋风的轻摇下，不带走
任何一片云彩，迎接自己的归宿。一枚树
叶，既是微小的，也是厚重的。

春到人间草木知。一缕春风，一场春
雨，树枝便开始萌芽，抽枝，生长。嫩绿色
的新叶，仿佛带着一种使命，探头探脑地
开始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 它是弱小
的，也是强大的，雨的侵袭，风的催逼，树
叶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但新叶，总能牢
牢地抓住枝丫，一次又一次地挺过风险。
有时，树叶也会面临着虫食鸟啄，它在痛
苦中隐忍着， 吸收着来自于根茎输送的
养分，茁壮成长。终于，春暖花开，树叶从
嫩绿变成了翠绿，叶片，也不再是蜷缩，
而是大大方方地展现出来。 春天的百花
朵朵开， 而花朵之下的绿叶， 却低调起
来，不与花朵争春。 那些，从身边路过的
人，有时会投来几缕目光。此时，幸运的，
不只有树叶，还有行人。

夏日木叶已成帷。春去夏来，树木变
得高大挺拔，蓊蓊郁郁的枝丫，密密麻麻
的树叶。 一棵棵树，在夏天，变得生机盎
然。树叶的颜色也变得深绿，像是翡翠一
样。舒展开的绿叶，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

纹路与脉络，迷宫般的纵横交错。一条条
脉络，就是绿叶的血管，树叶所需要的能
量和养分，全有赖于它们的供应。树木枝
繁叶茂， 也为一些鸟雀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庇护所。那些欢快的鸟儿们，在枝丫间
蹦蹦跳跳，叽叽喳喳。 夏蝉，待在高高的
树上，一叫就是一整天，不知疲倦。 在酷
暑笼罩的夏天， 树木也同样给予人们以
绿荫。 高大的树木，如伞一般地撑开，在
田间地头忙碌的人们，遇到热浪袭来时，
也会坐在大树下休息。仲夏苦夜短，树下
纳微凉，风从树阴穿过，送来阵阵凉爽，
这正是夏天的迷人清欢。

秋来方知别离近。 秋季，风清气爽，
天高云淡，瓜果正飘香 ，而树上的树叶
却在这丰收的日子里， 渐渐走向泛黄，
变得垂垂老矣。 仿佛是从活力四射的青
春年华走到了日薄西山的年迈岁月。 但
是，还是有一些树叶仍然遒劲地抓住枝
丫 ，没有到最后凋零的一刻 ，是丝毫不
会有放弃的念头。 当深秋的露水与寒意
悄然涌来 ，树叶终于迎来了别离 ，秋风
一扫，落叶飘摇，那些露水与秋霜，在一
枚枚落叶上滋生又消失。 落叶，是洒脱
的，也是伟岸的，它在别离中成全，在成
全中别离，零落成泥碾作尘，化作春泥更
护花。

冬日沉沉待春归。进入冬天之后，万
物一派沉寂，树木光秃秃的，树上看不到
一片树叶儿。 但能相信在雪花覆盖的大
地上，会有落叶成全与呵护的种子，安稳
地沉睡于泥土中。那些种子，等待着漫漫
冬天的渐行渐远，某一天，春风送暖，冰
河解冻，生根发芽，破土而出。 年年复年
年。

一枚树叶的使命，就是努力生长，活
出韧性，活出底色。

其实，做人也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像
树叶一样，有棱有角，有骨有血，活出属
于自己的天地。

手 不 留 空
张建春

郑三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妈蹲在
地上，正在那鸡喝水的盆里有一下无一
下地涮碗。 那盆水很脏，里面还夹杂着
鸡粪。

妈的一绺白发搭在额头上，风吹过
来，白发飘动，妈用手理了下，又专心地
涮碗。

就一个碗， 妈涮了一遍又一遍，似
乎没有收手的打算。

郑三惊叫一声：“妈，不能呀！”他冲上
前，一把夺下妈手中的碗，高高地举起。

妈一脸惊恐，说：“三儿，妈涮得干
净、干净。 ”

郑三放下碗，把妈拉了起来，心中
说不出啥滋味。他颤抖着，想发一场火，
又想大哭一场，但最后还是扶着妈进了
屋。

妈还是看着郑三，傻傻地笑。
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俗称的

老年痴呆症。 郑三从不肯对人说那“痴
呆”二字，只说阿尔茨海默症，虽然很拗
口。 妈在郑三心中，一直是那么冰雪聪
明的人。

妈本是在城里跟哥和姐生活的，妈

帮哥带孙子，又帮姐带孙女，孙子、孙女
大了，妈本该享福了，可妈先是健忘，随
后举动怪异起来，常闹出些莫名其妙的
事来。送到医院一检查，脑萎缩，就是阿
尔茨海默症。

妈在城里和哥一家一起生活，时间
一久，妈的怪异举动让哥嫂叫苦。 又去
姐家住，刚开始还行，过了一些日子，姐
和姐夫也受不了了。郑三就和老婆翠商
量，把妈接了回来。农村天大地大，怎么
的都行。 只是生活条件比城里差些，郑
三觉得有点委屈了妈。

翠是好媳妇，对婆婆孝敬，有空就
和婆婆说话。 婆婆前言不搭后语，翠还
是照说，看得出婆婆喜欢和翠说话。

郑三和翠说了妈在鸡水盆涮碗的
事，翠很自责，说：“妈怎么又去涮碗，我
说了我来。 ”郑三不怪翠，说：“妈吃完
了，说自己的碗自己洗了。 ”

妈的病早晨最重，连馍都不知向嘴
里送，中午也糊涂，晚上要好些。 于是，
那天晚上，翠拉了婆婆的手说起涮碗的
事。 婆婆一听就明白，一个劲地对翠和
郑三说“对不起”，还说：“再不会了，好

脏。”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郑三又忍不
住眼眶发热。

没过上几天，翠从田里回家，推开
虚掩着的门，又看到了郑三那天看到的
一幕：婆婆蹲在鸡水盆边，左三遍右三
遍地涮碗。 碗是婆婆的专用碗，白瓷上
绣着蓝色的喇叭花。 婆婆平时就认这
碗，不用别的碗。

翠在婆婆身边蹲下，婆婆一把推开
翠：“一边歇着去，我来涮。 ”婆婆能吃能
喝，有一把劲，推得翠差点坐在地上。翠
也没生气，她只是拉起婆婆，说：“妈，涮
干净了，您歇歇。 ”婆婆在衣襟上擦了擦
手，说：“不累。 ”

晚上，翠又和婆婆拉家常，说了婆
婆涮碗的事情。 婆婆记不得了，但又对
翠说“对不起”。不过转身又问翠：“刚刚
你说啥了？ ”

哥和姐回来， 妈已不认识他们，久
久地看， 看得哥和姐低下头， 妈才说：
“好像见过，在哪见过的呢？ ”哥苦笑，姐
抹眼泪。

妈拉过翠 ，对哥 、姐说 ：“她 ，我女
儿。 ”翠迎着婆婆的目光连连点头。

郑三说起妈涮碗的事。哥说：“妈累
了一辈子，啥时闲过。 ”姐说：“妈苦，没
享到福。 ”三个人不由说起妈的一辈子，
父亲走得早，妈把兄妹们拉扯大有多不
容易。 三个人心中沉重，妈在一边打瞌
睡。 翠让婆婆靠着，但婆婆该睡的时候
不睡，不该睡时又睡得沉。

哥说：“妈手中从不空着。 ” 姐说：
“扫帚、抹布不离手。 ”郑三说：“下地回
来，手中也捏把草。 ”翠不吭声，目光湿
湿的。

想不出法子，妈还是在鸡水盆里涮
碗，看不住，碗收藏起来，妈就到处找，
怎么劝都没用。 郑三直捶脑袋， 哥、姐
说：“妈也没啥念想了，随她吧。 ”

还是翠想了个点子，从地摊上买来
几个塑料碗，红的、黄的、蓝的，还打了
盆清水，碗就放在清水边。这下，妈有事
干了，她一遍又一遍地涮碗。 涮好了擦
干，嘴中叨叨絮絮，不知说什么。

郑三对村里人说：“老小孩， 老小
孩，我妈过家家呢。 ”翠说：“妈就是闲不
下来，忙惯了。 ”

太阳升起落下，日子又过去了一天。

送别秋天的仪式
唐占海

十年前，我和父亲背井离乡，来到重庆做生意。
每年秋末，无论多忙，我都会陪父亲去登山。 因为家乡有

重阳节登山的习俗，不过做生意时间不自由，所以我们父子俩
登山时间不一定选重阳节，秋天将尽时去即可。

对我们来说，登山已经成了送别秋天的仪式。初来时父亲
五十多岁，体力特别好。我陪他登山，经常被他甩在后面。我气
喘吁吁登上山顶时，父亲已经在那里远眺了。我知道有一种说
法，就是深秋登高是为了祈福；我和父亲登山，更主要的是为
了登高望远， 朝着故乡的方向望去， 感应千里之外故乡的温
暖。 父亲最喜欢站在高处“指点”：“瞧，都霜降了，这里的山还
绿着。咱们老家的山，现在应该是彩色的。树叶黄了落了，田里
的庄稼收了， 白菜窖也挖好了……” 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深
情。那种情景，总让我的脑海中回旋着一首歌：“攀登高峰望故
乡，黄沙万里长……盼望踏上思念路，飞纵千里山……”

我和父亲在异乡打拼，每日忙忙碌碌，不敢有丝毫停歇。
抽点时间，找个空闲，登一次山，是为了让紧绷的生活稍稍放
松一些。深秋登山，也是为了作别繁华季节，迎接安闲之冬。在
老家的时候，冬天属于悠闲之季，一般就不做什么事了。 在异
乡做生意，进入冬天后，我们也要顺应天时，放慢生活节奏。后
来我们在重庆站稳了脚跟，把母亲和妻子儿女也接来了，举家
搬迁，来这里团聚。 如今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所
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无论在哪里都
会心安。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方面变化都很大，只是
每年秋末的登山仪式一直保持着。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登山，
相比前些年我们父子俩有些寂寞的登山仪式， 一家人一起气
氛也是喜庆的。 孩子们一路不停说笑，见到什么都觉得新奇，
兴奋得很， 母亲和妻子也不停地拍照……父亲依旧喜欢登到
山顶，我陪他远眺，跟他聊一些家乡的事，他不时朗声笑着。家
人在侧，乡愁淡了，幸福浓了，登山的快乐更多了。

深秋登山，送别秋天，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冬天。 古时就
有秋季“辞青”一说，告别繁华，从容进入冬天。 深秋“辞青”跟
春季的“踏青”遥相呼应，是人们对季节的一种致敬。完成送别
秋天的仪式，冬天的门扉就缓缓开启了……

大快乐与小快乐
王 辉

老王从朋友处得葡萄树苗一株，老王很开心，小心翼翼
地把它种在自家院子里，施了肥，浇了水，还喂了肉汤。 据说
喂了肉汤的葡萄树长势好果子多。 打那以后，老王的乐趣便
天天挂在这株树苗上。 早上才起，外出归来，都要在树苗前站
上一会，看着树苗开始抽芽，看着树苗慢慢长高，心里别提有
多高兴了。 等到藤蔓从两瓣叶子中间引伸出来以后，老王又
在院子里搭了个棚架，好让藤蔓顺着架子往上爬。 不到一个
月的功夫，架子上便缀满了碧绿的叶子，有的藤蔓还爬到了
院墙外，墙内墙外绿意浓浓。 到了第三年，葡萄树结出了喜人
的果实，饱满圆润，晶莹剔透，呈紫红色，一串一串，沉甸甸地
挂满了枝头，咬一口，汁多味美，欲罢不能。 老王乐得合不拢
嘴，把它叫做快乐果。 他一个人吃不完就分给左邻右舍，有陌
生人从院墙经过，被诱人的果香吸引，他也热情地送上一串。
大伙儿品尝着葡萄的美味，也都沉浸在快乐之中，赞不绝口：
“老王的葡萄，真甜！ 谢谢啦！ ”老王说：“不用谢，是别人送给
了我快乐的种子，它在这里生根发芽结果，长成了快乐果，开
心的果，幸福的果，但我怎能独享这份快乐，要和大伙一起来
分享啊！ ”

葡萄年年丰收，分享的人也逐年增多，快乐之花越开越
盛。

后来，儿子打算把老屋卖了，给老人买一套新房子。 老王
说：“可是，这葡萄树怎么办？ 新小区能让迁吗？ ”儿子说：“不
能。 ”老王摇摇头，说：“葡萄树不迁我就不走。 ”儿子说：“不就
一棵葡萄树吗？ 我看把它砍掉算了。 ”老王眼珠子一瞪，吼道：
“你敢?”老王对这株葡萄树有了特殊感情，老王舍不得这棵葡
萄树，更忘不了丰收带来的喜悦与快乐。 儿子知道父亲的脾
气，只好由着他。

老王还是住在老屋里，还是每天到院子里看看，给葡萄
树浇浇水，施施肥，修修枝叶，还给它喂肉汤。 每到摘葡萄的
时候，老王就把葡萄分给左邻左舍，有陌生人从院墙走过，被
诱人的果香吸引，他也热情送上一串。 快乐的日子就这样又
延继下去了。

几年以后，政府修公路，要从老王的院子通过。 老王毫不
犹豫地将葡萄树砍了。 有人问，这回怎么舍得了？ 老王说：“修
公路是大快乐，种葡萄是小快乐。 我当然舍小求大了！ 哈哈
哈。 ”

吃 茶
冯寒雪

我家乡有喝茶的习惯，朋友间也会互相约上
相逢茶店，老一辈人主要是品味茶香，为生活添
一份惬意。 喝茶聊天之中，我常常听到老人们说
茶，可我不懂品茶，各种口味的茶都差不多一个
味道，更不懂茶道，虽说是文化，但我却没功夫看
这些。 老一辈人说了，喝茶应该小口抿才能感受
到回甘，我曾试着小口抿，但是完全感觉不到他
们所说的回甘。

去茶馆，茶自然是要喝的，我喝过的茶很多，
上好的龙井，便宜的碎银子我都喝过。 龙井茶是
我比较喜欢的，它黄绿相间，那是土地和草木浑
然天成的颜色，恰似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聚集天
地灵气，黄土地保持了茶的清香，无数人灵巧的
双手，增添了一份来自掌心的温度，赋予它柔和
的特质，更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在杭州西湖喝到过上好的龙井，茶叶是龙
井雨前新芽，每片茶叶皆精挑细选，热水泡在玻
璃杯里，茶叶如针状，皆直立不倒，慢慢舒展下
沉，茶汤渐浓，入口清香，进入身体之后暖心润
肺，全身舒坦！听店里的伙计说了，龙井茶的秘诀
不仅在于茶叶，还在于水质，明代张大复《梅花草
堂笔谈》说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
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
八分耳”。充分说明了水对茶的重要性，不同的水
质泡出来的茶，口感不一样。我喝到的，是虎跑泉
的泉水泡的龙井茶。虎跑泉甘冽醇厚，有着“西湖
龙井虎跑泉”的美誉。好水配好茶，正如高山流水

遇知音，绝！
喝茶在古代作为风雅的象征， 文人墨客相

聚，总有清茶相伴而行，好茶看起来绿绿的，喝起
来香香的。 和现在的“闻香识女人”一样，茶也是
代表了你的档次。 但是经过多年的演变，茶馆开
遍了大街小巷，茶也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变成
“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人们的消遣品。 我曾游
西子湖畔，赏西湖美景，不爱喝茶的我，却从不忘
记品尝当地的龙井，甚至觉得不喝龙井茶是一大
憾事。

这地方盛产上好的龙井茶，沸水沏之，清香四
溢，齿颊留芳，配上茶点，风味绝佳。西湖藕粉也是
一绝，喝茶后喝进藕粉一碗，在此喝茶有四美：茶
水美、茶点美、藕粉美、景色美，西湖景色赏心悦
目，茶香悠远又带来了独特的意境，所以在西湖饮
茶有自然的气息扑鼻。 观而赏其妙，闻而悦其香，
这种不俗的雅致是我在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

茶不单可以喝，还可以做菜。 有一道菜，叫龙
井虾仁，这是一道名菜。 把龙井茶叶泡开，和虾仁
一起炒。 茶中有虾甜，虾中有茶香，淡淡的茶香和
虾仁的鲜香完美融在一起，组成一道新菜，也算
是别出心裁。还有茶叶粥，用茶叶熬粥，也是当地
特色。 不少人吃完龙井虾仁，喝一碗茶叶粥，品一
杯龙井茶，一样都不落下。

喝一杯龙井茶，品一品茶叶美食，是人和自
然的和谐共生，感受它独特的文化内涵，看看普
及百姓的饮食文化。

柿子熟了 王勇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