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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中有人
宁 白

! ! ! !一个“茶”字，七八岁时就会
写，可是，知道“茶”中有人，却是
在几十年以后了。
有次茶叙，朋友说，一个“茶”

字，拆开解，便是人在草木中。顿
时让我一怔：是呵，这个天天看
到，时时在用的字，怎么就不知其
构成，真所谓是熟视无睹。经朋友
一解，脑海中还出现了一个画面：
三二好友，闲座树丛绿阴下，坦诚
聊心语，静泊悟心得，真挚交流，
禅意弥漫。此时，我们不经意间，
已入此画中。这让我经常思怔，不
少喜茶、爱茶、懂茶的人，他总有
依恋草木、心有离俗的意愿；他的
入世之行，总有出世的飘逸和守
道的风骨；会在自然中获取安宁，
在淡泊中珍惜友情。
十几岁时，正赶上“文革”。我

与几个同学到杭州“串连”，其实
就是溜到杭州逛西湖。这是我第
一次出远门，正在“改造”中的父
亲没有反对我的远出，还轻轻嘱
咐说：杭州有西湖龙井茶，见到可
以买一些带回。我不知茶，也不知
龙井。现在我猜测，他让我买龙

井，是心里头对茶的喜好，想满足
一下呵。行走于西湖山水之间，看
到茶树，朦胧间，便觉得茶叶都生
长于秀丽田园中，自然之美便与
茶叶有了关联。回来时，我带了一
斤淡黄色草纸包的龙井茶。父亲
高兴极了，特意去买了几只玻璃
杯泡茶。嫩绿的三片叶子在水中
张开，茶水渐渐
清绿的时候，我
看见了父亲久
违的笑容。

过不了几
天，工厂对作为“右派”分子的父
亲批斗升级，天天晚上写检查得
很晚，母亲要陪他，他不无调侃地
说：有西湖龙井陪伴就行。难道有
茶，父亲就能抵御欺人之压？不知
他在喝着茶时，心境有否平静一
些，他闻到西湖山水间草木的气
息了吗？
父亲去世后，小弟选一盒龙

井茶和一组微型茶具随葬。让父
亲在长眠偶醒时，仍能饮呷，让
他感知草木之中，人的洒脱。
我有一位朋友，取号仁寿山

人。爱茶之后，日渐悟道，不仅认
识了茶中有人，还特别珍惜茶饮
友人间的那份真诚的心灵相交。
他想要留下物件来纪念朋友间的
情谊。年近六十的他，压缩了在山
野摄影、屋内篆刻的时间，决然要
学做紫砂茶壶。他找了年过八旬
的制壶名师学艺，制坯、烧火、刻

画，每个环节一
丝不苟。师严教
厉，让这位老徒
弟领教了学艺之
艰，功夫却学得

扎实。那天，在良渚文化村，他说，
我想对朋友说的话，会刻于壶
上，那时，把壶饮茶于山
水之间，该是何等乐事。
一年后，一方一圆两

把紫砂茶壶制成，形拙朴、
有古风，送给我和另一位
热衷于“中庸”研究的朋友。送给
我的圆壶上刻有“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八字，并符一尺宣纸，写
了“不拒江湖汇成海、有容乃大胸
襟宽”，是处友感受，也是处世之
悟。置身于山水，胸襟如江海，只

有与自然相谐、不深陷物欲之人，
才能有如此领悟。仁寿山人感慨
道：每一次与朋友的茶聚都是一
个节日。人存于世，还有什么节日，
可以与山野田园中的临风饮茶、心
灵相叙、在草木禅意中洗涤烦杂相
比呢。尘世之节，皆为人造，而他
的节日，却以心魂安然为需。

有时想，真正懂茶的人，其实
是悟透了这个“茶”字中的人，悟透
了人与自然、人与草木关系的人。把
人放在自然之间、草木之中，人便坦
然、豁达，心存高远。否则，再爱茶、
嗜茶，也不过是品其味、迷其效而
已，算不上茶的知己者。

真应该感谢先人，留
了一个“茶”字给我们，留
下了他们对人与这个世界
关系的认识。让他们的后
人，永远记住，要对自然世

界存有本真的期待和敬畏。人的
所有行为，都不能抛弃这样的期
待和敬畏。否则，人会异化，世界
会变形。因此，中国人以有茶为
幸，也以有“茶”字为荣。
茶，有禅，也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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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沧海横流、潮涨潮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自然规
律；芸芸众生，生老病死是人类繁衍的严峻法则，曾几
何时，多少帝王将相，凡夫俗子，为了生命的永恒，制
造了一幕幕让后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不是吗？秦始皇
指点千名童子东渡求仙，最终只能是贻笑大方，成为
后人的笑柄。琼瑶在她的书上写道，日月星辰都不能
永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已经步入老龄
社会，老年必将成为我们生命年轮中的常态。但时光
无情，生命有期，人生浮华，过眼云烟，在眼花缭乱的
人生舞台上，人人都扮演着导演的角
色，用各自对人生的领悟书写着生命的
顿号与句号。从史书记载看，廉颇可谓
是精忠报国的典范，当因朝廷需要他告
老返乡后，耳闻战争轰鸣的他是那么的
热血沸腾，全然忘却了自己老者的身
份，但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让暮
年英雄老泪横溢，死不瞑目。
时代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

有所成的崭新国度，前不久，胡锦涛同志
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我国航天航空发动机开山鼻祖的吴
大观。吴老九十高龄，躺在病床上仍然从事着自己钟爱
的事业，那是时代的进化人类文明的昭示。生命有尺
度，事业无止境，实现人生无限的价值是人们一生孜孜
以求的最大愿望。
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人间千姿百态，丰富多

彩，不同的人对生命理解的差异演绎着一个个五颜十
色的风情故事。
居里夫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在其事业

顶峰的时候，她却为了后来人，决然下岗，颐养天年。她
从不居功自傲，甚至把历次获得的各种勋章作为晚辈
们耍乐开怀的玩具。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生坎坷，
三落三起，当把中国革命的航船拨乱反正后，他以革命
者无私无畏的胆魄，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以
身作则，退休后，与家人一起游祖国山川，阅人间春色，俨
然普通百姓，九十三岁的高寿是他超脱心态的诠释。

新陈代谢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人类的
繁殖与生存乐章就是人类与一切病魔
抗争的交响曲，老者是疾病的天然攻
击者，无疾而终那是理论上的美好愿
望，绝大多数老人在回归自然的最后一站都要不可避
免地直面病魔。著名天文学家霍金虽然患了肌肉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导致全身瘫痪，但令人惊异的是，
他的思维却异常活跃，构想出了一种新的宇宙景象，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解读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上所写
的“即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
王”，如此的成就源于他亢奋的精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其实仔细想来，如果没有夕阳西下，哪有繁星璀

璨，生命的最后一抹春色仅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消
失，老者逝矣，更多的生命必将伴着黎明的曙光破蚕
而出，新的啼哭是人类未来的希冀，也是前辈们梦想传
承的宣言，江山自有英魂在，生命之河万古流。

我想有个家
沈丹锋

! ! ! !今年开春后，我们一行摄友携上
装备，乘上动车，经约两个半小时的飞
驰，到达了久违的楚汉相争之地、昔日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淮海战役主战场
江苏省徐州市。
三十多年前，我才十几岁，第一次

到徐州，路上竟坐了
一天一夜的汽车，对
徐州这个城市，记忆
中除了只有土墙灰瓦
的平房，还有就是穿
着黑衣黑裤头裹白巾蹲着喝酒的男
人。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建设之后的徐州，其面貌全然今非昔
比：高耸云端的电视塔，紫薇花型的

会展中心，新建的楚
汉文化博物馆及淮
海战役纪念馆，青山
绿水的云龙山湖，山
间湖畔穿着靓丽时

尚的市民和游人……这些，无不印证着
这是一座美丽文明而又时尚现代的都市。
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房价也飙升

得厉害。我们的导游小姐是位待嫁新娘，
眼下也正因高价的婚房犯愁呢。行间，她
或许是为了给我们解乏，讲了一则在当

地流传甚广的笑话，说
是某小学老师在上课时
问学生：“革命先烈以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
山有什么价值和意

义？”有个同学居然回答：“所以现在土
地、房屋和景区都涨价了呗。”真是童言
无忌。虽是笑话，但我们却笑不起来。

登上徐州市的最高处云龙山顶，观
景台上有几对依偎的爱恋情人正在凝视
着城中的新楼。他们在想，什么时候我们
能够成为这些楼宇当中一间房子的主
人？也许，“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的美梦，不久就会成真吧。

让孩子在暑假多做点家务
邓为民

! ! ! ! 暑 假 来

临! 可现在孩

子们的暑假生

活不是被父母

"逼#着去各种

辅导班学习!就是宅在家里玩电脑$看电视!很少有家

长会利用这段较空余的时间教孩子学做家务% 在许多

家长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习成绩上去

了比什么都重要%加上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

的呵护!祖辈的宠爱!哪里轮得上他们去做家务%

在暑假里让孩子们适当学做一些家务! 不仅能让

他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优良品质! 更是有助于培养孩

子的责任心$自信心和意志力% 在国外!孩子在幼儿的

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擦桌子$摆餐具$收拾房间等简单家

务!!"岁左右就会自己做饭$洗衣$修剪草坪等% 我们

的家长却总担心孩子会出意外或干不好! 而不让他们

做家务%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首'手脑相长歌(写得特

别好)"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

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

天辟地的大好佬% *让孩子适当做些家务!很有好处%

有些家长采取了用金钱奖励孩子做家务的办法!

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家务劳动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

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做家务不是负

担! 它所付出的劳动里包含了浓浓的

爱意与幸福%家务劳动金钱化!只会让

孩子感到金钱的万能! 以及家庭成员

之间亲情的缺失!这是得不偿失的%

兄 弟 李 亢

! ! ! !哥哥李大从小就顽皮。他脾气
暴躁，不爱学习，不讨爸妈、老师和
亲戚的喜欢。上学后，经常鼻青脸
肿、衣衫褴褛地鼠窜回家。书包里的
文具永远是残损的，课本几乎没有
完整无缺的。
我上初中，李大上高中。他不学

习、不听话更甚，而对蹓冰、足球、抽
烟、扑克等，无所不精。可能因为嘴
笨，当然更不招女孩喜欢。李大好为
人师，他曾带我下课后学滑旱冰，拉
着我的手一路狂奔，说只有这样才
能长进得快。事实确是如此。他还教
我打架如何制胜，一度在家里绑副
沙袋，陪我练习拳击。噢，煮鸡蛋蒸
米饭，用缝纫机也是他教的。我最高
兴的便是他带我去黄浦江钓鱼。
李大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

当学徒工。一天半夜我家的门突然

被人敲开，来了一堆人，是他厂里的
领导和师傅，他们满脸严肃。我心里
一惊，以为李大出大事了，凄凉地觉
得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原来他上
夜班打瞌睡，造成左手工伤，被送医
院抢救，缝了 !"针！听妈说，爸去医
院看见他流了那么多的血，差点站

不稳。第二天我放学看见李大缠着绷
带，直着眼躺在床上，刚想问候一下，
他却一脸不耐烦，冷冷地说：“走开。”
我上高中时陪外婆去了趟浙江

楚门，呆了一个多月，算是第一次长
时间离家远行。李大居然给我写了
封信，开头竟是“亲爱的弟弟”，当时
觉得有些肉麻。我考到北京读大学，

其间他给我寄过几次钱，每次四十
元。其实他每月工资不过六十元，在
汇款单留言处还让我好好学习。

有一段时间，录音机、彩电、传
呼机、大哥大、手机、电脑等各种家
用电器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可是，
人们在享受便利之余，深感这些电
器出了故障之后的麻烦。而李大却
能利用业余时间努力钻研电器原理
及修理技术，从书本阅读到拆装实
践，孜孜不倦，到处拜师求学。功夫不
负有心人，三年后考出家电维修技师
证书。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为亲友及
邻里修理各类电器设备，广受好评。
后来他又以高级技师的身份受聘于
某大型金融机构信息中心，进而成
为单位物业部门负责人。
人是会变的，有时变的时间很漫

长，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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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
上海，好像也产生过一小
波学车领照的高潮，我就
是在那个时候考了驾照。
其时，新手驾车、出门上路
比现在方便得多了。因为
车辆占有量相对较
低，道路要比今天
空得多。“路怒族”
也有，只是没有这
个名称而已。他们
表现出来的，最多
也就是有点像上海
人嘴上说的“寿
头”：超车时有意在
交会的片刻放慢车
速，打开车窗冲你
嚷嚷“侬会开车
吗？”然后，自我感觉良好，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记得当时报纸上很少

刊登售楼广告，我为了购
房，常常或驾车或步行，在
自己钟情的区域蹓跶。一
日，我驾车走在虹口的天
宝路上，一不小心陷入了
自由市场的人海中。面对

如此人流，我心存恐惧，小
心翼翼，一寸一寸地前行。
驾校师傅说过一句话：“任
何时候，撞车撞墙不要紧，
千万不能撞人！”我尽一切
努力，避免刮碰行人。后面

的一辆小车不乐意
了，拼命地鸣号，终
于有一个空档，司
机“忽”地一下就超
了车。窗对窗时，司
机冲我喊了一句上
面的话。我自知技
不如人，碍了人家
的事，连忙告诉他：
“我乃新手，请多原
谅！”这位司机还不
错，没好意思多说

什么，关窗就跑远了。
有那么几年，上海的

道路文明还是颇有进步
的。大概是本世纪初的几
年吧，大多司机都守着规
矩开车，不但道路上顺顺
畅畅，我们坐在车里，心里
也舒服高兴。当时，我们夫
妇开着公司，工作非常忙
碌，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事
在路上跑。有一段时候，我
甚至惊讶，上海的交通秩
序怎么会如此之好。
好景不长，最近几年，

也不知具体从什么时候
起，忽然觉得车越来越难
开。无论白天黑夜，途经十
字路口，不知哪一瞬间就
会有人红灯不停、飞驰而
过，吓得你一脚刹车、心惊
肉跳。转弯时，也不知道什
么时候忽然会有一辆车违
规超车，如果反应迟钝，不
是你的左侧撞上他的右
侧，就是你的右侧擦上他
的左侧。至于任意变道，忽
然停车，也为数不少。本

来，我们开车不但图的是
方便省时，而且还倾心于
一种特别的享受。可是，面
对如此路况，还有多少快
乐可言？
有一个美国人，名字

叫做彼得·海斯勒，写过一
本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
工厂的自驾之旅》。在北京
的时候，经常有老外对彼
得说：真不敢相信，你能在
这里开车。彼得的回答更
妙：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
毕业的驾驶员驾驶的出租
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
坐！彼得确实写出了我们
城市的行车乱象。他很难
想象，为何有那么多的人，
会像走路一样行车，会像
买票一样插队，会像比赛
一样超车和反超车。更有
甚者，将人行道当作超车
道，在环岛路口逆向行驶，
在高速公路公然倒车！

在高速公路倒车，我
遇见过几回。老实说，那一
刹那，令人背脊发凉。因为
稍有疏忽，便会粉身碎骨、
无处寻魂，而绝对
不是遍地找牙的问
题了。走下高速公
路，回到城市交通。
我发现，就像在欧
洲一样，现今的上海街头，
即使在早晚高峰、繁忙路
口，也很少见到交警的身
影。城市管理，日益现代
化，加上空气污染严重，为

交警健康考虑，交警从街
头转向室内，可能也是一
种趋势。只是，这种转变
是否太快了一些？毕竟，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
存在较大的参差。况且最近

几年，随着新上海人
的到来，在引进优质
文化的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裹挟来了
些许不良习惯。两

相交汇，我们显然难以
一蹴而就。

我是一个爱开车的
人，虽然说不上身强力壮，
但是再远的路，通常都首

选驾车而去。所以，我心底
里希望，我们把车开得好
一点，让我们的路好走一
些。这样，我们对车的爱，
才能走得更远。

江更生
眉山父子皆诗人

（古典文学名篇）
昨日谜面：广种博收
（贵州、江苏地名各

一）
谜底：大稼、大丰（注：

稼，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