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校里，有一个地方，是我的乐园。那就是操
场。

一到下课，我们就像小鸟似的冲出教室，在操场
上嬉戏、玩耍。瞧，同学们有的在草地上玩“老鹰捉
小鸡”，有的在跑道上跑步，有的在沙池里玩沙子，
还有的在乒乓球台上打乒乓球……这时，远处的楼
房，宽阔的操场，奔跑的同学们，构成了一道迷人的
校园风景图。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才恋恋不舍地回
到教室。

每个星期一，同学们都要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
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不一会儿，操场上便人山人
海。这时，音乐忽然响起，同学们纷纷停止说笑，向

着正在徐徐升起的国旗敬礼。直到雄壮的国歌声结
束，我们才放下手来，有序地退场。

操场东边有一块小草地，那儿就是我的乐园。春
天和夏天，我经常在那里捉蝗虫。有一次，我在草地
上发现一只蝗虫，便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向它走去。
终于，到它跟前了，我悄悄抬起手向蝗虫慢慢靠近。
猛地一伸手，我就把蝗虫抓在了手心里。“我抓住
了，我抓住了！”我高兴地大喊大叫。

尽管操场不是游乐园，但它却有自己独特的风
景，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作者系松兹小学404班学生。指导老师：何晓）

学 校 里 的 乐 园
◆汪璟宸

【校 园 】

我是一名茶人，我爱茶，总想在合适之时真情告白我的爱，
春天恰是最好时刻。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饮茶是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件大事，“上自宫省，下至邑乡，茶至清至美之物，芳冽洗
神，必能辅正。客至，饮之必先用茶，它饮，勿置齿喙，俗气
也。”茶理所当然成为国人最爱的饮品，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习
俗。

家乡岳西翠兰是传统名茶，属绿茶类特种烘青茶，其韵致清
远，形美，色翠，鼎水烹之，舒展似兰，味醇鲜爽，有股花香。

“盛世天下，品茗事兴。”岳西翠兰家喻户晓，深得爱茶人士
的喜爱和追捧。茶叶自然而然成了岳西农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茶树常年袭一身墨绿衣衫，历经风雨洗礼，严寒酷暑。岳西
的山间地头随处可见葱翠成片的茶林，美景如诗如画为茶农酝酿
着希望。

春风浩荡，阳光喜人。繁密幽深的墨绿色老叶枝桠止不住内
心的骚动，萌生出无数的小嫩芽如同密密麻麻的心思，迫不及待
地吐露给春天。探出头来，打量着这崭新的世界，你追我赶，成
长为自己的青春模样。心思逐渐丰满、细腻，在清明前后荡漾开
来，在这美好的时节展露无遗。

从没有一片茶叶是朴素的，每一片茶叶都是精灵。
嫩芽兀自吸收着天地之灵气，伸展娇躯，舒展、秀丽、娇嫩

了，一天一模样，心也跟着柔蕴起来。
翠生嫩芽刚开始是娇羞的，如同少女的心思一般，一天天地

滋生起来，一天比一天细腻，愈来愈多，越来越甜蜜，也愈来愈
柔软，可人的模样接受了春天所有的赞美。

一芽独秀，一叶一芽，一叶两芽互挨着，都长在茶农的心
里，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的心思藏在茶窝里，也有豪迈的心思就
在明眼处，它们都有着独占枝头的风采。还有些把心思藏得很
深，很深，也许是明天或是明天的明天，才会展露出来。也是会
轻声吟唱，羞答答的，生动得让人爱怜。只有去触碰、采摘，去
聆听，才能感受到。

翠芽越来越来控制不住自己如兰花般的模样与心思，心思多
了，心底藏不住的秘密都告诉给了采茶人，人们接受这芬芳的好
意，乱了茶农的手脚。

风有些调皮带着欢喜，阳光有些羞涩带着激情。善解人意的
春天，对于茶农来说，恰到好处，正当时，会更加去赞美它。

茶全贵采摘，趁风日晴和，月露初收，采茶人破雾饮露，身
挎竹篓，一路娇笑。茶园里她们欢声笑语，穿梭其间，按采摘要
求，挑采入篮，且防篮内郁蒸。

大山像母亲一样孕育着茶园，葱茏的树林是大山的臂膀，大
山张开双臂把茶园搂在怀里。

一只鸟被欢快的气氛感染，控制不住内心的荡漾，停在一棵
高大的枞树枝上，像找到灵感的诗人一样，为蓝天白云下勤劳的
人们低声浅唱。

采茶人忙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与日头赛跑，嫌春光短暂。
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装扮着她们的笑脸，阵阵兰花香浸润在茶园空
气中与茶香融合在一起，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每一片茶叶都是茶人的心头肉，都是他们的梦想基石。
看着一片片摊放的茶叶仙草，茶人所有的劳累都化为乌有。
细捡剔除不良之杂叶，再经各种工序各种手法手法通宵达旦

精心制作，现在多半用设备代替人工，再将做好的茶叶挑选包
装。所有的这些工序、手法，是每个茶人都了然于心的，刻在脑
子里的，已经成为了他们创造高质量生活的技法。

茶遇知己于水，如伯牙子期知音相交。茶与水仿佛又是为了
兑现誓言，赴一场千年之约。岁月不息之水沸出茶香，妙馥芬
芳，色香映发，饶云露自然之味，轻啜慢品，醍醐灌顶，语言也
变得香醇。

大地上美好的东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种。它既高雅，
又大众化。中国人的生活，除柴、米、油、盐、酱、醋以外，还
必须有茶。品茶的最高境界在于：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有好茶
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首先就必须练功夫，其次是练出来
的特别感觉。

夜晚浸润月色，晨起饱含朝霞，一枚茶叶就这样教我爱上了
夜晚和朝霞。

茶 人 叙 茶
◆ 储刘生

一个花季，潜藏一个沉默的归期。谁从那条无名的小路
走来，披着雅风，留一路可望的青涩目光。

轮回的季风，心声与脚印，共攀季节台阶。因一场雨、
一阵风、一次真意的回眸与驻足，而付出甜美微笑或点点泪
水。当晨光轻唤前行脚步时，曾经的泪淤为无言的隐疼，在
心尖上颤如小草，轻触着无花无果的断想。

冰逝春来，又见桃花朵朵开。当暖意拥着阳光朝你我涌
来，我看见，四野遍地闪耀着生命的斑点。

你，又一次紧依春的护栏，下划的目光直视着远方的江
水。我看见，你目光淡淡，一波一波春光涨涌中，你的脸
色，写满寂静。

因为匆忙，常常忽略了花期的提示，但，打上印迹的默
想，也成为一种花，也许是朵永远含苞未开的花，是深种内
心的一种忧伤的花。

春雨初下，不会埋首，有多少呼唤让人顶迎飘飘聚聚的
花香，期翼浇落心头的杂云，让那棵小草摇变一棵蓬勃的
树，围紧灿烂的春光。

走一步，再向前走一步，离开春的护栏，踏入明日森林
的小道，将些许的曲愁，一字一字刻在身后忘却的石碑上。

鸟儿飞不尽天空，鱼儿跃不进沙漠。
我举着春天的旗帜，给你抖开暗示，让隐痛剥离思绪，

将春日暖暖阳光透进你忧伤中。看，前面又是一片明媚、豁
亮。

青葱的田园

走进春天的门，一步步走进青葱的田园，从点点淡绿再
到纵横扩展的帷幔。嗅一嗅令人心脾的气息，相信，脸上会
涌现得意的笑。

都是岁月中的旅人，都是季节中的过客。日子不会停
留，脚步不会停留。但回忆与想象会停留，给心间植入一种
快慰，一种陶冶，一种怡然。

疲倦了城市的喧嚣，厌烦了追星赶月般的狂奔，身丁渴
望休闲，心灵渴望松散。落尘而后，目光会变得崭新，奢侈
有一派风光养目，有一片绿色涌进心间，静静安立天高云淡
间，闻听那首牧歌，听庄稼们私语，听小草们秘密，看潮湿
的风不断翘动杨柳的惬意。

乡村是一部画册，青葱的田园就是宽硕的宣纸，思忆是
一只笔，书写着爱情与风华，点拨着积淤的期望，让思索凝
望浑然的远方。

田园里落满了汗水，印下叠重的劳动脚印，任凭风雨飘
摇，那绿色不断弥漫，不断扩展，并日日刷新。

我的欣赏走丢了，像一只淘气的小猫，在恬静的田园中
跳来蹿去。

想的久了，心就绿了。当季节坐着风车远走后，我会快
慰、更会惊喜，心间已衍化为一片田园，守候着一片美好，
送走一个个挥手的早晨。

墨梅的春天

二月风如刀，乍暖还寒。透过冰封的世界看凝重的寒
墙，恨不得扬起一把暖锤，凿碎每一块寒冷的坚冰。让阳光
挥洒自如，普照沉寂的原野。之后，告诉每粒种子，万物开
始复苏，春即来临。是的，春风扑面了，我情不自禁凝望心
中的远方，默然联想起雪花飘飘中，那一朵朵、一枝枝、一
簇簇盛开的梅花。

冬有腊梅夏有荷，春有迎春秋有菊。且不说大自然鬼斧
神工，惟腊月的奇寒而言，天寒地冻，难寻生命的迹象。但
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作用下，却有一种生命开得绚丽
灿烂，在层层落雪中傲然风骨，幽静地自然绽放。它，带给
人一种寄托，一种情趣，一种清新，一种生命力，一种奢
望，一种诗画般的遐想。然这种奇特的生命，就是生命里顶
礼膜拜的梅花。在冰雪主宰的世界里，拥抱冰雪顶起太阳与
星光，讽刺冰的直视里，傲立尘世，且不招蜂惹蝶，不与群
花争艳，竞有这般独特美丽的花朵，给所有迷茫的目光，带
来喜悦、带来欣赏，带来韵味；尤其带来一种越发不可收拾
的人生思考，以及与人最珍贵的高贵品格，并赋予人一种坚
韧不拔的精神。令多少人，赞叹梅花的圣洁，使多少人心灵
被浸染，让多少人获取希冀与期待，一个个不易窥视到笑
靥，顿时犹如花开。

古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文人笔下，梅花溢出了它
不绝的风采。元代著名画家王冕留下一幅佳画“墨梅”，以独
特创新手法，着淡淡墨汁，画出了梅花的“傲然”，并以“不
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做为赞叹。诚然，梅花色
新清艳，但色鲜却不娇羞，犹其狂寒暴雪中，柔弱显现坚
挺，花蕾潜育刚强，风吹不倒，雪压不折，以点点艳红傲视
冬之冰雪，让天下所有花朵折服兴叹，让所有目光释然敬
佩。环境不利，但身心有志，面临千种压力，持以傲骨相
对，让冰雪垂首，为冬寒献绣魅力。

一首经典之歌《梅花三弄》，更是道出许多人对梅花的情
怀，许多爱与情的故事被赋予坚贞，许多美好的追求与遐想契
入期待，更有志人思想图新，递增一种勇战困苦艰难的信心，
释放出品格之魅力，梅花行吾何尝不行？美丽美吾何尝不美？

梅花绽放，让我们削减了对凄寒的畏惧；梅花开处，冬
是那么卑微。因为不远处，春姑娘已穿戴花裙，携着凛凛劲
风，从每一条路上朝我们走来，播洒着不老的希望，将崭新
的呼唤与心愿对接，让心头爆发渴望，为新春的到来而频频
祈福。

冬天终将告别，梅花招展的春天，以新元新图新景，为
天地做岁，为季节纳辉。

欣赏那幅《墨梅》，吾看见的是万花丛中的一种别致。浮
想：该如何做人做诗做画，该以何情何理何德与梅花娉美，
何以慰籍梅香引来的又一个春的使者？

春天的忧伤（外二章）

◆陈丙现

生活在洲地的人，特别是沿江一带的
村民，大概都知道那一块块或宽或窄的江
滩地，许多人说不定还在江滩地上耕作过。

江滩地，是指同马大堤外的那些没有
被圩堤圈定的地块。国家从防洪的角度，
也多次三令五申不准随便建圩筑堤。建圩
筑堤会影响泄洪。江滩地紧邻长江，每年
汛期，江水从低低的河床爬上来时，首先
是将他们淹没，他们与江水之间没有任何
阻隔。夏季过去，洪水消退，江水进入河
床，他们又先后露出脸来。

沿江一带的村民，对这些江滩地从未
放弃过，年复一年地耕种。因不能保收，
早先，江滩地是不被国家纳入正式面积计
算的，征收农业税时，它们一律被剔除在
外。不能保收，村民们还耕种不辍，是有
的年份碰得巧，午季还能收起来，江水一般
在六月中旬后才进入汛期。再说，长江也不
是年年发大水，不发大水的年份，可以收午
季，收成还是不错的。在以农业为主的年
代，多一份收成就是多一份收成的事。

我家在洲上先后居住过的朱墩和小
瓜，都是靠近同马大堤的村庄，这两个村

也都有江滩地，而且面积还不小，人均达
到一两亩，与堤内的正式面积相当。大集
体时，生产队组织耕种，基本上是种小
麦、油菜、黄豆、玉米，这些作物管理难
度不大，耗费的生产成本也不高，即使被
水淹了，颗粒无收，所造成的损失也不算
大。设若没有洪水来袭，这一次次被江水
浸润的江滩地，因土壤肥沃，都会让人们
品尝到丰收的喜悦，我家当初落户朱墩以
及后来落户小瓜，或许与这两个村庄的江
滩地有关。土地多才能更好地养活人。

我离开朱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或许
是我的童年在朱墩的那一块块江滩地度过
的，或许是那一块块江滩地拥抱过我的放
牛生活，时至今日，我对那江滩地仍是记
忆犹新。

朱墩的江滩地，从大堤到江岸，约有
两千多米宽，其长则是沿着江堤的走向自
西向东一字铺开，是一片十分开阔的地
带。由于早年人们修同马大堤在江滩地上
取土的缘故，江滩地上形成了一个个大大
小小、深浅不一的水塘，所能耕种的地块
也就被切割成或多或少的面积。这一块块

江滩地，与我童年的生活却紧密相连。上
小学时，我们只是早晨和上午到校，下午
则不用上学。大人们见我们不用上学，便
安排我们去剜猪菜。哪里能剜到猪菜？堤
外的江滩地。在那些地边、沟旁，总有许
多野菜可以剜。每天下午，我们结伴的几
个人都会满载而归，没有作业做时，剜好
了猪菜，我们也在江滩地边抓石子、打扑
克，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遇到汛期，我
们不能去江滩地剜猪菜，却盼望洪水早日
退去，我们能到一个个水塘去捉鱼。总有
些贪玩或贪吃的鱼，不知洪水已退，被滞
留在水塘里。而在水塘里，十有八九会成
为我们的“盘中餐”。

说起我们在江滩地中的水塘捉鱼，那
是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最为热衷的
事。洪水退去，水塘里的水一天比一天
少，而气温并没有下降多少，我们手里拿
着篾篮或蔸子，也有的拿着手赶网，一干
就是一下午。当然，那些水塘有深有浅，
水太深，面积又大的，一时无法下手，我
们就选那些水浅的塘。所选的塘是提前好
几天就侦察好的，我们捕捉的方法及其简

单，先放下手中的工具，一齐到塘中嬉
水，来来回回地奔跑，目的在于把水搅
浑。水浑了，大大小小的鱼就会浮出头来
吸氧。然后，我们拿着工具，站在水中，
见到浮出头的鱼就捞，大多数情况下是一
捞一个准，很少失误。一口面积不大的
塘，往往也能给我们提供不少的收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为生产队放
牛时，江滩地也是我光顾得最多的地方。
江滩地的沟边、塘边，地头以及防堤林
旁，不仅草多，而且草长得也特别快，这
为牛提供了难得的食料。我常常起早贪黑
地把牛驱赶到这些地方，让他们在较短的
时间内填饱肚子，尤其是生产队里白天需
要让牛去耕地、拉车的时候，我更要想办
法叫他们别饿着肚子干活。

洲地的江滩地，一直被人们视为珍
宝，尽管在不同的村庄，人们的利用不尽
相同，或栽种树木，芦苇，或种粮、种
棉、种菜，总之，有着江滩地的村庄，年
年月月，总会比其他的村庄要多一份期
盼，多一份向往。

洲 地 的 江 滩 地
◆ 张向荣

我要的浪漫，总发生在不经意间，不起眼处。
野花，总开在无人问津的地方，行人匆匆，少有

人注意到它，但它却最为勇敢，纵使无人欣赏，也仍
肆意生长。每一朵野花的开放，都是最精彩的诗行；
每一朵花瓣，都是希望在萌芽。在它这里，我懂得
了：没有人记得你，那就自己爱自己。

那山坡上隆起的地方有一座孤坟，残败萧索，草
木不生。在这样的荒芜里，却有几朵野花迎风微笑。
也许是自己太懂寂寞，才选择开在这山坡之上，孤坟
旁边，陪伴那孤独的灵魂。有了这样浪漫的陪伴，那
下面睡着的便是幸福。

百年以后，当我死时，葬我在牛羊遍野的山坡
上，我希望我的墓前开满野花，或者把我的灵魂寄放
在花的眼睛里，替我去回顾，替我去找寻，替我去展

望。我将化作一抔土，给这些可赞的野花立足、远
眺。

我喜欢这样的野花，或许它没有玫瑰的娇艳，也
没有浓郁的芳香，它有的只是淡雅，能够顺着自然生
长，随风流浪，宠辱不惊，风吹到哪里，它就开到哪
里，就把希望带到哪里，倾尽全力去给世界奉献自己
的一点色彩。

我想它的最浪漫之处就在于：身处卑微，却不自
卑。

一朵野花虽小，但漫山遍野相加，就是千军万
马，所向披靡。

每次外出在路边看到野花，我都会驻足片刻，致
敬这些微小的浪漫，简单而丰富，朴素且美好。

一 朵 野 花 的 浪 漫
◆吴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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