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茶的心境
马旭萍

荀子爱吐槽
董宁

千禧塔
卓维平

S
U
IY

U
A
N园

随 责
任
编
辑
：
柳
再
义

投
稿
信
箱
：jsgrb_liu@

163 .com

随园 2023年4月22日

本版责编/柳再义 投稿邮箱：jsgrb_liu@163.com2 ·
多 一 份 精 彩

田园春色 李昊天 摄

泗洪县城充满诗情画意的景
致，莫过于老濉河与古汴河的交汇
处。两河融为一体，水域宽阔明净，
波光粼粼，然后分道扬镳，濉河直奔
东去，汴河转向东南，似两条玉带向
远方飘去，最后又在洪泽湖汇聚。

清晨，从河滨公园向东南眺望，
两河之间形成了一片玲珑的三角
洲，似一叶扁舟欲逆流而上。舟头
亭亭玉立的千禧塔，在薄雾中恍若
披着轻纱的窈窕淑女，睡眼惺忪，娇
媚可人。随着旭日东升，薄雾慢慢
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放射出万缕金
光，似天宫的一柄长梳，开始为千禧
塔梳妆。河岸的垂柳，便是千禧塔
的披肩长发，一直垂到河堤。千丝
万缕，柔情蜜意。水中千禧塔的倒
影，再也遮不住她丰腴的身姿，三围
的诱人。汴河南岸，富园广场那器
宇轩昂的楼宇，似一幅版画静静地
倒映在清粼粼的河水里，与她互为
映衬，形成了“对景”，拓展了欣赏的
空间，相融而又和谐。人们在充分
享受着空间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深
刻地领会到了建筑设计者们的匠心
独运。

傍晚，为了近距离一睹千禧塔
的芳容，脚随心动，移步高架桥西侧
的世纪公园。“好人广场”上，泗洪县
道德模范群英谱：金锁镇村民孟昭
何，“当代愚公”义务修路七千米，为
困难群众免费理发四十年；宿迁好
民警尹修国，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白血病患者重燃了生的希望；碧
玉年华的许秀玲，勇救四岁落水儿
童；九十三岁的抗战老兵张道干老
人，重回党的怀抱，临终前，将其省
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九千多元钱，作
为最后一笔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

织；归仁镇村民曹振昌，“江苏好
人”，五十年十六次救人的古稀老人
……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向善
向上的人性之美，无不令人动容。

漫步紫薇长廊，翻越绿植小丘，
穿过法治长廊，踏着银杏叶的金黄，
在啁啾的鸟鸣中，亲临千禧塔下观
赏。庄严的千禧塔，顾名思义是一
座纪念跨越千年纪年的纪念塔。正
方形塔身，四角等距离延伸，背脊挺
直，傲立河畔。

千禧塔是泗洪县一个重要地
标，塔高约三十米，是一处登临远
眺泗洪美景的胜地。千禧塔集唐
明与现代不同风格于一体，构思独
特，别具一格，将泗洪的古老文明
与现代气息有机融为一体。登上
塔顶，放眼望去，汴河缓缓东流，濉
河悠悠西来；两岸柳树如烟，脚下
渔船货船来回穿梭；远处高楼林
立，街衢如流，车水马龙；泗洪风貌
尽收眼底。底座四周古色古香的
连廊上，古诗句镌刻其上：《隋堤
柳》“黄金丝软不胜风”；《汴河亭》

“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
浮”；唐代白居易的“柳色如烟絮如
雪”，“濉水清怜红鲤肥”……尽显
濉河、汴河远古时代的美丽风光。
泗洪千禧塔，巍然立江淮。洪泽波
涛涌，泗州紫气来。

黄昏，这里的一切赋予诗意的
朦胧。千禧塔的华灯，与西面五台
山大桥的彩灯遥相呼应，与东面高
架桥上那些火红的灯笼、鲜艳的中
国结，以及南面楼群流光溢彩的霓
虹灯相互辉映，静谧中蕴含着都市
的繁华。水、塔、桥、楼，互相呼应，
自然与人类相得益彰，让人尽享视
觉和心灵上的“极致美景”。

淅淅沥沥的小雨滴滴漏漏地下
着。静坐时常思我的家在哪里？我
的根在哪里？每当听到他人夸赞老
家，看着同学们谈论回家的情景以及
家乡的变化时，心里总是五味陈杂，
一时无语凝噎。

几多时，回老家成了一种奢念。
99年初，我和姐姐已在十堰落

脚，爸爸也刚买断工龄。为了我们，
爸爸大胆抉择用卖老家的房款在这
里安了家，一家人在一起了。老家，
成了一个逐渐隔膜的地方。

这些年社会不断发展，老家的变化
也日新月异。起高楼，盖大厦，建绿松
石产业园，茶叶规模化发展等，返乡回
家的道路修了又修，越来越宽阔；可于
我而言，心里的回家路却越来越狭窄。

伯伯、叔叔陆续辞世，老家维系
的亲情也逐渐淡化。尽管那是生我
养我的地方，身上也流淌着老家的
血，可没有了亲人的相守，也没有落
脚的地方，所有的房舍、道路都失去
了家的味道，满目荒凉草萋萋，哪得
故人笑脸迎。

以前半年一趟的老家，已经变成
到现在的一年甚至更久才回去一趟
又匆匆返程的境地。记得前年底，爸
爸和堂哥合计把爷爷奶奶的坟重新
修整、立碑。跟着回去了几趟。走在
老家平坦的路上，看着自家的一房一
瓦，久久伫立不前。

那里曾是爱的家园，就像迅哥儿

的百草园，填充了整个甜蜜的童年。
庭前屋后的归置，爸爸花了很大的心
血。可经年失修，老屋再也没有儿时
的生机和活力，变得落魄、残缺。院
里的乒乓球台已被尘满覆盖，水池长
满了青苔，孤独的象棋台等着对弈
人，几株果树几近萧条，唯有后院的
竹园依旧茂密葱茏。

还好，我还可以看到那棵古老的
枫树。纵然它也风烛残年，枝干变得
越发稀疏了，但它仍在寂寞地守护着
这一方水土。这棵枫树承载了太多回
忆。小时候，放学途中总喜欢五六个
人合抱主干、听鸟儿欢呼，听老人讲空
隙的枝干中蟒蛇夜半的呼唤……

可一晃多年，古枫树周围成了重
点保护区，围起围栏，周边的村民也
逐渐搬离。儿时的玩伴已四散天涯，
各奔前程，为我们讲故事的老人估计
也早已作古，眼前只剩下几棵孤零零
的枫树。我的心也越来越空落。

走在田埂上，目之所及是大片大
片的农田，都空置荒芜，野草疯长着；
偶有近处零零星星的油菜花，也不能
带来片刻的安慰。好像故乡呼啸而
来的气息，自带着悸动和伤感，让我
倍感凄凉和无助。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怕听
到“老家”，怕看到老家的一景一物，
只想逃离，逃离记忆深处的牵挂。

我知道：老家明明离我们这么
近，却又那么远，我再也回不去了。

记忆深处的牵挂
陶敏

我们江南水乡菱角的土名叫菱
子。一到秋天，菱子就上市了，每次
见到我都会买些回来。带回的是一
份珍爱，一份特殊的情感。

我的老家在金坛河头西南边
缘，一个水乡村庄。村前有一条东
西走向的大河，虽比不上遍地野鸭
和菱藕的洪湖，却也有沙家浜芦苇
荡的气势。纵横交错的芦滩与芦滩
之间的河面上，铺满菱盘，肥肥大
大，水灵灵的清水菱，在数着米粒下
锅的年代里，菱子帮助农民渡过了
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到秋季，生产
队每隔三五天就能够摘一批菱子，
每家按人口分，人多的需要用稻箩
去装，人口少的用篮子背。一时吃
不完的人家，会把菱肉晒干保存起
来，等到青黄不接时煮菱粥吃，也有
的避开那些“眼睛”，到小镇的旮旯
偷偷换来几个油盐钱。

那些来不及摘的老透顶的菱掉
到河底，和着乌黑的河泥，在隆冬
季节被泥架夹起，泥人把两竹竿并
拢，两手左右交叉用劲，“噗通”一
声，一大坨污泥夹进船舱，然后再
撑开竹竿下到河底。这样不断来
回，等积满船舱，再一木掀一木掀
地送上河岸边的泥塘里。人们挑
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背上竹篮子到
泥塘里去摸菱子。别看摸上的菱
黑乎乎、脏兮兮的，可是洗净煮熟，
剥掉坚硬的外壳，吃起来却粉丝丝、
甜津津的。

读初中时，渴望得到一本字典，
曾几次在城里书店的书架上抽下字
典，最便宜的也要七角五，我摩挲了
又摩挲，无奈囊中羞涩，拿不出钱，
便恋恋不舍地放回原处。在生产队
挣工分那年头，到年底分红，劳动力
强不超支的人家，还能够分到点钱，

像我们女孩子多的人家，难有不超
支的一年。哪有钱买字典呢？我暗
下决心，自己想办法买回那本字典。

那天放晚学后，在冷飕飕的西
北风里，我瞒着父母，偷偷脱掉了
纱裤，那是奶奶用棉花纺出的纱，
大姐为我织的。穿了单裤，背上小
竹篮来到泥塘边。把棉袄脱下放
在河滩的草地上，裤管卷了又卷，
幸好只有半泥塘污泥，我慢慢下到
泥塘，齐膝的泥，如冰纸般包裹着
我的腿，直入肌肤。想到那本字
典，也就不惧怕了。撸起袖子咬紧
牙关，又摸起了菱子。那天运气不
错，手摸下去都有菱在手上，这几
船河泥应该是在菱棵多的河湾里
罱起的吧！

傍晚时分，上了泥塘，顾不上瑟
瑟发抖的腿，大河边先淘洗好菱子，
再洗脚穿鞋，背着我的收获往回走。
看着篮内的菱子，我仿佛看到了字
典，饥饿、疲劳甚至挨冻的痛苦都被
撵走了。

为了凑足七角五，以后放晚
学，又去摸了几次菱，每一次都是
恳求父亲连夜把菱子煮熟，第二天
一早背到小镇上人多的地方去卖，
不用称，一碗三分钱，连卖带送，为
的是要赶回学校上课。有时也会
趁个星期天去卖，就不会赶得急。
我顺利地卖菱凑足了字典钱。双
手捧回了那梦寐以求的小字典，珍
爱它就像珍爱我的生命。

至此，无论字典词典怎样的变
化，每年菱子上市的时候，在严寒的
冬天里得到的那本小字典，像是一
颗晶莹闪亮的珍珠，时常会从记忆
里跳出来。想起它，就想起了摸菱
子的经历，它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
进一步感悟了人生。

摸菱子
李凤英

人间四月天，草长莺飞，花红柳
绿，正是出行旅游的大好时光……我
带上家人们，一起去爬全国著名的韶
关仁化丹霞山。丹霞山总面积292
平方千米，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风景
区，由680多座顶平、身陡麓缓的红
色砂砾岩石构成，“色如渥丹，灿若明
霞”，以赤壁丹崖为特色。

天刚蒙蒙亮，丹霞山风景区已是
人山人海，大门两侧摆满各种特色小
吃，香喷喷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们把
车停在景区门口，先从长老峰爬上韶
音亭，去看日出，沿着台阶爬上去，天
梯又高又陡，让人腿都吓软了。

爬上最高峰，心旷神怡，在这可
以看到丹霞山地貌全部美景，群山环
绕山峰 ，秀丽壮观，突然想起苏轼的
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太阳刚
刚出来，一缕红彤彤金灿灿的阳光射
过来，像一轮红色玉盘，使得丹霞山
更显金碧辉煌。

高中毕业时也来过一次观日亭，
那次没有看到日出，有点失望。阴天
还下着小雨，雾蒙蒙的，不过有另一
种美。山谷里雾气腾腾，像白云一样
飘走，飘飘欲仙，好像天上人间。

从长老峰下来，山背后南侧有一
个湖，酷似一条腾飞的青龙，被称为
翔龙湖，水碧绿清澈，两边有茂盛的

树林。
翔龙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

位好姑娘叫荷花，意外获得一张炼丹
修仙的古方，荷花在一次采药中遇难
被阿牛所救，阿牛帮她寻找各种灵药，
经常会和猛兽搏斗，一次采药中阿牛
被山鹰围攻，掉下摔伤了脚，被蜥蜴精
所救，短期内还缺一种名贵药，又不想
耽误荷花练丹，只能答应蜥蜴精求赠
仙丹，后来荷花练成两粒仙丹，阿牛给
了一粒蜥蜴精，蜥蜴精吞服仙丹，忍受
肉身蜕变痛苦，化龙飞上天界，留下他
忍痛时的痕迹就是翔龙湖。

我们在翔龙湖坐船去看世界第
一奇石阴元石，它高10.3米，宽4.8
米，石中有一个洞，洞深5.3米，唇宽
0.75米，石壁光滑柔软，呈粉红色，如
青春少女，情窦初开，它也叫“生命之
源”，被称为“天下第一奇景”。有阴
就有阳，与阴元石遥相呼应的是对面
的阳元石，屹立了 30万年，重 680
吨，高28米，直径7米，看起来还有肉
质感，雄伟壮观，没有任何人工雕刻，
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惟妙惟肖。
阴阳石这对世界上唯一让人看了脸
红的石头，吸引了不少世界游客前来
观望，都赞不绝口！

空闲时，我们可以多陪伴家人在
外走走，增进情感，放松心情，留给未
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一条条乌篷船是一只只鸭子
在湖上花海的湖面上日日取暖
春的水袖一甩出
油菜花一片紧跟着一片登上舞台

高架桥是大舞台的中轴线
台上的小火车、乌篷船
已装满演员，忽上忽下地转换角色
一棵棵油菜花在高邮的叙事里
把鱼腥味的风改成香水味

手牵手，总有几丛花误入河荡
于水底窥探春深几许
二月兰的兰花指轻轻一勾
乡愁就被一旁的郁金香推杯换盏

大水车兴奋，洒出金色水花
阳光透过水珠给予指认
油菜田边集合的口哨声，爬上枝头
一粒粒，落入长三角之北的富美土壤

油菜花

金光炫亮万千家，大美乡间油菜花。
开满田园辽若海，引迷蜂蝶灿如霞。
原来素面尤娇艳，未必彩妆才丽华。
我愿得生飞舞翅，随心追逐到天涯。

涓流向海

百川归海尽朝东，汇聚涓涓犹断蓬。
入涧恩依山助力，融江势若箭离弓。
冲滩拍岸惊天地，卷浪掀涛泣鬼雄。
至此当无前碍阻，奔流傲对十方风。

花开了，春天就醒了
我们又可以做姹紫嫣红的游戏
一不留神，你就躲藏到了花丛里

我没有办法找到你
说不清楚
是你变成了漂亮的花

还是漂亮的花就是你

我问许多花，花不语
一阵春风吹过
我仿佛听见你的声音
在芳香的最里边

丹霞山游记
伍英

关于凝视 ，百度词条上是这样
说的：是指聚精会神地观看，不眨
眼睛，神情专注。语出唐白居易
《霓裳羽衣歌》：“当时乍见惊心目，
凝视谛听殊未足。”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一旦遇见，目光就被拉直了，不忍
移开。在抖音和快手上，有一些男
子，他们看见美女，影响了走路，撞
到电线杆上，或者掉到河里了。这
是作为笑话讲的，还不是凝视。

所谓凝视，一定是带着深情
的。这背后有心理活动。欣赏，喜
爱，又无法言语。这时，眼睛说的
话对方也不一定就听见。对方没
有听见，心跳还是不止。

这流露的心思，用含情的目光
在悄然抚摸，轻轻的，不易察觉地
发生着。要是对方发现了，不好意
思地躲开，凝视的人急忙羞涩的，

如一朵小小的浪花。
这目光凝固了吗？仿佛是心

里想的和眼睛看的分家了。这种
眼神叫我是受不了的，我无法拒
绝。不用开口打破这沉默，但是已
经找寻好久了，只不过此刻刚好是
看似偶然的遇见。

世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
是各种因素的结果。你回头来看，
都有发生的必然理由。只要中间
某一个细小的改变，就不会是今天
的样子。所谓缘分，就是一系列不
太可能发生的事碰到了一起，导致
无可救药的发生。

爱情就是这样。也许你期待
了很久，也失望过很多次。但就在
此刻，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立即就涌起无端思恋。惊喜的发
现，犹如电光火闪，又怎么能够放
得下呢？

目光的交谈是心灵的契合。这
是纯粹的，不可多得的遇见。一定是
相同的频率造成的，一定是前世预先
作好了埋伏和铺垫。怎么偏偏就那
么巧，此时，此地，在茫茫人海，之前
完全陌生的两个人，会彼此凝视。

在古代，多有吐槽者，众多吐槽
古人中，堪称古代“吐槽大王”的历史
名人，非荀子莫属。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
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
家学派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
的集大成者。荀子洞察世事，显明敏
思，博识多闻，所吐槽之事入木三分，
为世人所褒扬。

荀子吐槽当时所谓隐士高人，并
对比古今差异言之。荀子说，先古圣
王时代隐士高人，风范高尚，沉静能
守，人品正直，顺乎天命，豪气正义。
当今所谓隐士高人，没什么真本事和
才华却精于自吹自擂，没什么远见卓
识却喜欢自诩智慧，利欲熏心又贪得
无厌却假装无欲无求，虚伪妄为、阴
险肮脏却吹嘘自己恭谨忠诚、老实忠
厚。以惊世骇俗、特立独行为时尚，
实则背离礼法，放纵不羁，任意乱为。

荀子吐槽它嚣（其人不详）、魏牟（道
家人物），两人做事恣肆放荡，纵情任性，
不守规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礼仪
约束，不顾及他人感受，如同禽兽。

荀子吐槽陈仲（战国时期齐国贵
族田氏后裔）、史鰌（春秋时期卫国大
臣）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还说他们两
个抑制他人本性，彰显自己高尚，实际
上他们不循礼法，不能章明忠孝大义，
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表率。

荀子吐槽慎到（早期法家人物）、
田骈（早期法家人物）自以为是，自恃
高明。整日谈论法，却处处是漏洞，
推崇法治却又不懂法度。他们自行
其是，从不听别人规劝，自个儿却又

没那个能力，最后费尽心思，却只做
出了没法实现的方案。

荀子吐槽惠施（战国中期宋国人，
政治家、哲学家）、邓析（春秋末期思
想家）故作玄虚，不从实际出发。荀子
说他们不效法古代圣明帝王，不奉行
礼义，就知道靠两张嘴皮子与别人争
论，不在实践中求知，将一些奇谈怪论
作为高见，不讲实际效果。

荀子甚至还吐槽墨翟（墨子）、宋
钘（庄子）、子思（孔子之孙）和孟轲
（即孟子），虽然荀子吐槽之事不一定
完全正确，但墨子、庄子、孟子这些在
历史上建树极高的人，也难免囿于历
史的局限，这也说明了荀子在古代完

全称得上吐槽大王了。
要说荀子吐槽，还真有说不完的

事，就连古代名人的长相，也在荀子
吐槽之列。

卫灵公的臣子公孙吕，很有名
望，从面相上看，脸型较长，荀子吐槽
公孙吕脸长差不多是身高的一半。
楚国的孙叔敖，个子很矮，荀子吐槽
他站在车上都够不到车厢上的横
木。荀子还吐槽西周的开国功臣闳
夭，脸上毛多得都看不见皮肤，荀子
还吐槽他长得像个柱子。

在古代，追求完美的李清照，也是
一个爱吐槽的人，宋祁、沈唐、曾巩等都
是她吐槽的对象。与荀子一样，他们
的吐槽，不能单单看作简单的评价，这
里面或许有更深层的思索和文化。从
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历史名人的诸多
吐槽，是在用心剖析一步步走过的历
史，更是在安顿这个世界的未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朱熹的这首《春日》以精练的语句
描绘了四月春日的生机。与三月的春
略带冰冷不同，四月的春更具生机暖
意，它绿了草木、红了花朵、醒了鸟虫，
无声无息地托起了无数生命的苏醒。
四月中的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沐浴
暖阳，驱走整个冬日的寒。但与一般
人们盼望日日晴朗不同，于采茶人而
言，更盼望一场春雨的到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四月淅淅的春雨，是对大地最好
的滋润，也是开始采摘春茶的号角。
俗语说“一场春雨一场暖”，雨水与暖
意便正是春茶生长的最好时机。春雨
后的田地间，尽管地里还很泥泞，水汽

还很潮湿，但采茶人不惧这些。戴着
遮阳挡风的帽子，行进在茶树田里，采
摘最青、最嫩的春茶，他们手法精准，
迅速而又娴熟，好似在与春“比赛”，甚
至顾不得抬头欣赏五彩春日的风景。
远远眺望，采茶人伫立在茶树间，头顶
的帽子像极了一朵朵春日绽放的五彩
茶花。假如春日的景是一幅“天街小
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水墨
画，而拥有采茶人的春景，无疑让画面
更富人文气息。

“茶饼嚼时香透齿，水沈烧处碧
凝烟。”茶香，无疑是春茶最有代表的
特征。从新采摘时的清香，到炒制时
的醇香，还有热水泡开时的浓香，各具
不同的味道。新摘时，湿润的水汽夹

杂茶的清香，清新怡人，沁人心脾，令
人神清气爽；当茶叶在热锅中翻腾炒
制，茶香味被热浪所激发，便慢慢褪去
了水汽，茶香变得热烈而又甘醇，如同
热情的桑巴，不禁让人欣喜；待到沸水
沏泡时，香味又变得浓郁稳重起来，杯
中的茶香，随着茶叶的沉浮，水雾的萦
绕缓缓四溢，如同人至暮年，一切又返
璞归真，至真至纯。如此般的一茶品
三香，便是春茶的魅力。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
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居易的诗
是闲趣的，春茶是闲趣的，品茶的人
亦是闲趣的。春茶，就像一本书、一
种生活，是生活乐趣，也是生活态
度。从茶品人生，从茶悟生活，是千

百年中国人总结的茶精神、茶文化。
春茶若是用来“喝”，我是觉得不太适
合的，用“品”则更为恰当。品茶是一
门慢功夫，并不是动作慢，而是要以
闲趣的心境、闲趣的心态，才可品出
茶的“真味”。以闲入境，或一人，或
三五知己，伴着炉火，闻着茶香，目视
清茶在水中浮荡，终以趣出尘，忘却
万千思绪，偷得浮生半日闲。一闻、
二识、三尝，是品茶也是品人生，春茶
的涩，春茶的香，春茶的甘，春茶的
甜，终会令人回味无穷。

三分春色，两分春水，化作一株
春茶。春茶蕴含着春天的美，春天的
气息，人生的智慧，春茶的好，不仅在
于外，也在于内。

凝 视
柳再义

倾听油菜花的口哨声
毛文文

《七律诗两首》

张韵春

躲迷藏
相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