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戎茗轩里识茶人 周 骏

! ! ! !国庆前夕，从江西来
沪看望女儿的曹兄约我去
他上海的一个朋友处喝
茶。
安亭路是一条很安静

的小马路。拐进弄堂里，敲
开一幢独门小院的门，百
来平方米的小楼底层被分
割成几处大小不等的屋
子，陈设着五花八门的茶
叶种类和茶具。主人戎先
生中等身材，一脸的络腮
胡子，其粗犷的外形与姓
氏倒也有几分贴切，而墙
上老书法家高式熊书写的
“戎茗轩”斋名又让屋里多

了几分书卷气。后来我才
知道别看他年纪轻，却有
着国家级评茶师、高级制
茶工程师等诸多头衔，不
过他自称只是茶人。
寒暄入座，戎先生说，

他去年才租下房子创办了
这个民间茶叶博物馆，主
要是以茶会友。这里收藏
有近二百种茶，不仅供观
赏，还都可品尝。“我今天
请你们尝尝 !" 年前的武

夷山正山小种。”大概是看
出我的疑惑，戎先生解释
说，除了绿茶、清香铁观音
以新为佳，其余品类茶叶
只要保存得当，假以时日
味道往往更醇厚。这倒是
颠覆了我的一个老观念：
陈酒新茶。
喝功夫茶讲究的是一

套程序，看戎先生用开水
依次烫杯，然后在盖碗杯
中放入茶叶，冲入开水，转
动杯盖把浮在水面的沫子
撇去……动作娴熟一气呵
成，犹如茶道表演。不知是
谁说过，这泡茶看似简单，
但一个真正的茶道师，是
能唤醒茶的生命给茶汤注
入灵魂的人。

说起正山小
种，可谓是世界红
茶的鼻祖，后来的
安徽祁红、广东的
英红以及后起之秀的金骏
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
发展起来的。只是中国人
不太习惯喝红茶，所以风
靡世界的红茶在中国反而
有点被冷落。其实正山小
种很适合养生，茶汤微红
发亮，端起杯缕缕果香扑
鼻而来，入口则隐隐有桂
圆汤的甜味。戎先生告诉
我，近年来正山小种很
火，不过国家标注的产地
只有武夷山桐木关，他如
今还是桐木关正山小种红
茶协会的文化顾问。
好茶还须好水。戎先

生说他曾请多位专业人士
品尝不同水泡不同茶后打
分，最后综合分最高的就
是他现在使用的杭州虎跑
水。

戎先生是知青子女，
正宗 #" 后，在黑龙江长
大，上初中才回到上海。
他说自己曾开过四家广告

公司，后来接触茶道后
“走火入魔”，便关闭了所
有的公司，一心当起了茶
人。

喝了红茶又喝乌龙
茶，这回是武夷山岩茶中
的水仙。武夷山岩茶香气
独特，初啜微苦，继则回
甘，这种“岩韵”是其他
茶所不具备的。难怪袁枚
在《随园食单》中有入木
三分的见解：品岩茶后
“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
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大概是谈得兴起，戎

先生转身从隔壁拿来一枝
花瓣紧裹、表面还有些许
冰霜的荷花，说请我们再
尝尝他的独家“秘制”荷
花茶。戎先生说，他是根
据清朝沈复 《浮生六记》
中的有关花茶的记载尝试

制作的，因量少只
供好朋友品尝。研
制过程也颇为有
趣：在山东济南寻
找到一处长势不错

的野生荷花群作为“基
地”，夏日清晨太阳尚未
升起时，选择含苞欲放的
荷花，在其花蕊中放入事
先准备好的茶叶包，然后
将花瓣扎紧，让其吸收花
香。待第二天日出前，将
裹着茶包的荷花剪下带
回，取出茶包放入另一朵
荷花中，包好放入冰箱冷
冻室存放。中国北方都习
惯喝花茶，最有名的当数
茉莉花茶了，只是因花香
往往盖过了茶香，所以南
方人不太喝。不过这“秘
制”荷花茶果然与传统花
茶不同，闻着是清淡的荷
花香，入口则是浓郁的铁
观音韵味。
戎先生告诉我，他主

讲的《舌尖的修行———茶
学品鉴课》旨在让更多的
年轻人爱茶懂茶，最后要
达到通过品尝能识别出二
十种不同茶叶品类的水
平，而国家二级茶叶审评
师考试只要识别出九种。
走出这处“藏在深闺

人不识”的茶叶博物馆，
我和曹兄都感触良多。喝
了几十年茶最多也只能算
是爱茶者，距离懂茶还差
得远。而像戎先生这样的
方称得上是茶文化的“布
道者”，但愿从这里会走
出更多的“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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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啥不接班
周珂银

! ! ! !仿佛是昨天，这位女
老板还在与我谈企业的生
存问题，一晃，十几年后的
今天，她又找上我，谈女儿
的接班问题，时光，好像就

在两个话题的转换中倏忽滑过。我不免
感到意外，因为还记得她曾经一再表示，
自己做的小皮件生意太
辛苦，整天忙得跟蟑螂
似的窜来窜去，她要女
儿好好读书，将来读大
学、出国深造，进入金
融、科技、文化艺术一些所谓的高层次领
域，不要再从事她这个行当了。甚至，连
女儿偶尔来厂里看看，她都会催促道，来
厂里干嘛，乱糟糟的地方，赶紧回去做功
课。而今，怎么竟让我当起说客，帮着她
说服女儿来公司接她的班？
她一声轻叹：女儿要是有一份不错

的职业也就罢了，可她不过是前台，月薪
才三千出头，我年岁上去，精力体力都不
济了，她凭啥不肯来顶班？而她女儿却
说，这个小厂子走进去就是一股子皮革
味，环境凌乱，事情繁琐，我在外企上班，
环境一流，工作也挺舒适，我妈做不动可
以关厂嘛，只要家里有钱，将来我也可以
做些其他生意，干嘛非要入这一行？小姑
娘那么振振有词，我的说服反倒是疲软
了。想想也是，小老板的孩子，虽然还够
不上“富二代”，但至少称得上“有钱一
族”，有了钱就可以潇洒选择，又何必非
得吃苦呢？
怎样让子女来接班？有一次，与一位

台湾的女孩交谈中，我颇有感悟。女孩叫
小薇，说话柔柔的，还有两个甜甜的小酒
窝，是女儿在国外读书时结交的好朋友，
今年暑期来上海在我家小住了几天。小
薇家在台北开有两家手工西服店，专做
男士西装，这是她父亲几十年来创建的

一份家业。靠着这两家店，小薇全家过着
蛮富裕的生活，小薇有两个哥哥一个姐
姐，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而今，大哥跟
着父亲已学会一手裁剪手艺，二哥负责
谈生意，只有姐姐是医生，小薇现在也在
日本的一家服装设计学校学习时装设
计，家里指望着她再开创一项新的服装

系列。呵，一个小小的家
族企业，孩子们几乎全
线投入，难道他们都对
服装感兴趣？小薇说，这
不是兴趣的问题，而是

家里的生意与我们的生活已融为一体，
我们从小就与服装打交道，对这一行已
经产生感情了……
小薇还记得，小时候他们家生意就

挺好，人手不够，哥哥姐姐常常在课余时
间去店里帮着做一些杂活，她后来也跟
着去。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锁边、锁扣眼，
一般的针线活都能上手。有一次，一家公
司订做了二十几套西服，货款却迟迟不
到账，他们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催款道，老
板，我们店小可垫不起这笔款呀，我家有
四个孩子要读书，这四只书包还等着我
付学费呐。听到这样的话，她那个最爱读
书的姐姐拉着二哥就跑去那家公司，结
果人家见两个孩子上门来讨学费，不好
意思了，便赶紧将款子打过来。听着这样
“童趣”的催账方法，我们都不由得一起
笑起来。小薇说，所以啊，从小我们就知
道家里的店是我们的生计，我们的学费、
生活来源都要靠它维持，谁都要尽分力，
这是责任哦。
是呀，有了感情才会有责任，有了责

任就会有传承，这是水到渠成的连锁效
应。接班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是要有根源
的，若对一些个只知道享受而从没参与
过其中辛苦的孩子谈接班，别说，他们还
真的是没感觉。

无数梅花落野桥
安意如

! ! ! !朋友少白作的画《梅舞春
风》，让我想起那年在扬州，瘦
西湖边的一次邂逅。
那一年，陪父母去扬州玩，

在大明寺，即著名的鉴真纪念
馆旁小住，那间鉴真纪念堂是典型
的唐风建筑。大唐风格的建筑，如今
在中国本土已不多见，偶有的一些
新作，也难以和经受时光淬炼的庄
严相提并论，若真要去寻，恐怕要远
渡扶桑，那里的古都古寺，倒是有保
持得很精致完善的唐风建筑，人与
物之间善待善存，相得益彰。
日间陪父母去礼佛之后，在寺

中随处走走，遽而闻到一阵幽香，若
隐若现，似有若无，循香而去，我记
得，那是日光恰亮的时候，白墙灰瓦
下的一树老梅，开出淡黄色的花，在
日光下显得透亮，微风拂过，满树梅
花如水波轻漾，此情此景，不由叫人
想起那宋人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人生真正珍贵的刹那，十中不
过一二，那一幕的美，收存于我心中
多年，淡成一副老照片的模样，亦不
减损其意。与昔年所见梅花的静美
相比，少白笔下的梅花显出几分风
流恣意。这两种美，姿态各妍，相映
而不相侵。
现在想来，那株老梅枝干遒劲，

原本也应是野梅吧！只是受了多年
佛法的驯化，说不定也受了高僧的
照拂加持，变得纯静了，甘愿守在寺
庙里，等着那东渡的僧人传回佳音。
这一等就是千年。
日本茶道大师，喜欢在茶室之

内摆放花作为清供，若冬日雪光太
盛，则不宜以白梅清供。如此想来，
白梅似雪堪赏，腊梅如玉宜栽，两者

入画都有局限，唯红梅堪赏堪
画，如胭脂明丽，大抵如曹公
《红楼梦》里所写的那段———忽
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
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

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
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
了。”贾母喜得忙笑道：“你们瞧，这
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
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
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
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美人俏立

如世外仙姝。这一幕美得连贾母这
种久经人世的老人都怦然心动了，
为此还起意将宝琴说给宝玉。我们
撇开美人不谈，单论瓶中清供，折枝
梅花之美，终不及野梅得趣。

三月东风吹雪消! 湖南山色如

翠浇"

一声羌管无人见! 无数梅花落

野桥"

霞客故里
李京南

! ! ! !中秋过后，从上海
开车去泰兴，快到江阴
的高速路上，看到一个
出口处名为“徐霞客”。
直接把人名作为地名，
很是罕见。我们临时决定慕名而去，对
“徐霞客”作一探访。

徐霞客镇，起名于 !""$年，有三个
主要旅游景点：徐霞客故居、仰圣园、中
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我们先看了明式
建筑的霞客故居，再到对面的仰圣园。进
门当面有一座影壁，镌刻着毛泽东写的

“我很想学徐霞客”几个大
字，这句大白话，是对“旷
世游圣”的评价，也让人几
多思量。园内的晴山堂最
有分量，有明代碑刻七十

多块，均是诗文书法大
家撰写的手迹，因为珍
贵，全用玻璃罩护。因罩
护玻璃的反光，很难把
碑文拍摄清楚。好在门

口有《晴山堂法帖》出售，可供慢慢品味。
邻近的中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面

积较大，有湿地、小桥、湖水，颇有江南水
乡的风韵。洋洋大观的碑刻长廊，展示着
当代书法雕刻艺术家的作品，其内容也
都有关徐霞客。那临水设置的“霞印天
下”的一组印章，全用大石块放大雕刻，
有横横竖竖地铺在水中作为观光平台，
也有垒垒叠叠的造型犹如现代雕塑，大
气，奇特，更见儒雅。因此在我取景框里
显现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湖光树影，还
有硕大的石雕印章，还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听写汉字有感
赵全国

! ! ! !因为心存着与那
帮娃娃一争高低的念
头，我对“汉字听写
赛”很有兴致。这方面
我有点自负，觉得周
围比我强的人不多。于是常常怀着学生考试般的紧张
心情守着荧屏与他们同步听写。预赛、初赛时的成绩还
不错，可到后来就每况愈下。这些一脸稚气的孩子的听
写能力之强令组委会也感惊诧，只能多次提高试题的
难度，却总有选手从容应对。我还注意到，赛场上“成人
体验团”的成绩远远不如孩子。输给这样的对手，我也
不算丢人。传承汉字风韵，人人有责。教师编辑作家领
导们有暇也该来观看这档节目，并边欣赏边自我测试
汉字水平。还有个提议：比赛结束后，请名列前三的选
手跟评委老师再加赛一场。不管胜负如何，或曰“自古
英雄出少年”，或曰“姜还是老的辣”，总有一句用得上。

江更生
外国老太是!拥趸"

（商品门类）
昨日谜面：客运优惠

酬宾（成语）
谜底：便宜行事

（注：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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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皇太极为报私仇，
令掘除徐光启墓。当地百
姓是如何与官差斗智斗勇
的；徐光启被困龙华塔，后
人为何要建与龙华双塔一
样高的双尖顶天主堂……
这是我撰写的《徐
光启传说》连环画
的内容片段。去年
《连环画报》分两期
全文刊载。一位宗
教史专家看了后
说，它解答了我多
年有关徐光启墓被
盗的疑问，他表示
要将其收到有关著
述中。
阁老坟山（今

光启公园）在蒲汇塘北侧，
我出生在与此河一脉相连
的塘子泾。五六岁时常跟
我哥哥等一帮男孩，到阁
老坟山，哥哥还抱我骑过
墓道上的石马。十二三岁
时，阁老坟山夷为平地，石
人石马不见踪影，我们在
那追逐玩耍。虽然当时对
徐阁老不甚了解，但曾听
大人说，平时吃的山芋来
源于阁老，幼小的心灵埋
下崇敬先人的种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
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开展
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有二百万民间文艺
工作者参与的民间文学普
查。%&#'年，我从徐汇区
图书馆调到一墙之隔的区
文化馆（两馆馆址为今徐
家汇美罗城），兼任区民间
文学三集成办公室主任。
我对民间文学是门外汉，
经常跟班俞思阳等几位从
事民间文学老同志，冒着
酷暑严寒到街头巷尾寻觅
采集民间故事、歌谣、谚
语。普查中，我留意到徐

镇、漕北两个街道最初上
报时，都没有徐光启故事。
我对两个街道的普查员
说，因徐阁老得名的徐家
汇地区不应该没有伟人的
故事啊！

不久，信息传
来，两个街道都有
老人会讲徐光启故
事。我们如获至宝，
记得那一年七月伏
天，在徐镇街道的
办公室里，一台嗡
嗡作响的电扇，扇
出的全是热风。由
于祖辈相传时间久
远，两位七十多岁
的老人断断续续讲

叙，并互相补充。根据普查
员老魏的记录稿，我又进
行了结构梳理和语句推
敲。徐公虽然逝世 ()"多
年了，但从两个街道汇总
的厚厚一叠口述实录中，
我看到民众对伟人真挚的
情感。%&#&年，我们遴选
了五篇徐光启传说编入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
卷·徐汇区故事分卷》。
二十年后，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要
求徐汇区编写中国民间故
事全书上海徐汇卷。接到
任务，我首先来到区文化
馆档案室，但大失所望，
%&#& 年三集成普查资料
全部失踪。正在束手无策
之时，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原秘书长带来希望。不久，
我们在原市文化局堆满杂
物的梅陇仓库，翻到了 %"

个街镇 !(册，（其中徐镇
%册，漕北 !册）三集成油
印本。我将新收到的徐光
启故事 !篇*加上以前的 )

篇，一起编入《中国民间故

事全书·上海·徐汇卷》。
去年春节刚过，徐家

汇街道领导酝酿编写一套
宣传徐家汇历史文化的连
环画。我承担了徐光启、马
相伯的文字稿本。功夫不
负有心人，收集了近三十
年的徐光启故事，总算有
“用武”之地了。我将收集
到的龙显、拦轿、娶亲、摆
渡、突围等，再补充我从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陆续
收集的有关徐光启文献资
料，共 %!篇编撰为《徐光
启传说》。这些传说从民间
传统的视角勾勒了一代名

相、农业先驱者和爱国科
学家的民间形象。《徐光启
传说》连环画出版后，受到
中小学生和中老年朋友的
欢迎。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