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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

新年，煮一壶养生茶
李 珏

    喜欢喝茶。趁着家里装修，
添置了一个玻璃橱柜，里面安放
着我所有的宝贝：熟普、生普、红
茶、白茶……闲时一件件细细
整理、欣赏，每每心生欢喜。
多年前，也曾痴迷咖啡。早

晨，在馥郁的香气中醒来，开始
一天的忙碌。后来知道了“茶多
酚”，懂得那东西是抗氧化的好
物，遂决然改喝茶，自此一发而
不可收，感觉较之咖啡更易上
瘾。待到龙井、碧螺春喝腻味
了，又迷上古树茶。

入了冬，紫砂壶泡的茶，须
臾降温变冷了，记起《红楼梦》
里薛姨妈和宝钗劝宝玉不要喝

冷酒的那段，说写字会手打颤
儿。喝冷茶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与肠胃总归不宜。所以每次泡
好茶，便急赶着喝完，倒是少了
几分笃定和品茶的乐趣。

闺蜜在朱家角新城置屋，
约我去坐。记得那是今冬
最冷的一天，闺蜜想着要
“冬令进补”，遂煮了一大
壶养生茶，依稀记得有红
枣、桂圆、野山参、黄芪之
类的，醇厚甘甜。两人在榻榻米
上坐定，闲闲地喝茶吃零食聊
天。因为用的是可以调节温度
的电热壶煮茶，所以一整天都
能定定地喝到热茶，人也慢慢
地暖和了起来。

回家路上，细细思忖，忽而

脑洞大开，记起自家也是有一
把电热壶的，只是束之高阁很
久，到家便翻箱倒柜找出来，就
着家里现有的材料，如法炮制：
养颜的红枣、暖身的枸杞、增强
体质的枫斗、化痰的老陈皮、护

肝的黄芪、暖胃的古树红
茶……闺蜜给的一大包野生
核桃，即剥即吃，而核桃的分心
木也是上好的食材，改善睡眠、
固补肾气，那么多功效，自然也
是可以加入养生茶队伍中的。

自从煮上了养生茶，瞧着

家里所有的食材都会满目放
光，掂量琢磨着：这个可以有，
那个也不错。冬日的茶饮，也因
此变得愈加丰富：有时是增加
维 C的百香果蜂蜜鲜果茶，有
时是滋润去燥的荸荠芦根鸭梨
水，或者解腻清爽的山楂
枸杞菊花茶……每天孜孜
不倦地捣鼓，心里自是欢
乐无比。

家，应该是最随性的
地方。故而作为家常的茶饮，也
真的是不必拘泥，所用的食材
尽可以由着性子来、根据口感喜
好增减。但是，每个人的脾性不
同，用中医的说法，有湿热体质
的，也有寒湿体质的，所以食材
选择时也要注意禁忌，不然就是

与“养生”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时值新?，家里免不了人来

客往，煮一壶养生茶，貌似更能
取巧。你想，作为女主，厨房间煎
炒烹炸的活儿已经疲于应付了，
还要跷着兰花指泡功夫茶，那断
断是分身乏术没有“工夫”的。所
以，养生茶成为我家的“秘密武
器”，就跟我特爱以饺子作为宴
客主食一样，既讨口彩又能调适
众口。我家先生擅长总结：功夫
茶属于“独乐乐”，养生茶才是
“众乐乐”。新春佳节，主题是阖
家团圆，所以必须大家同乐才是
最好！

沉默与高手
彭瑞高

    走过乒乓房，凡里面声浪迭起、叫喊
连天的，多是业余水平。
高手过招都是沉默的。即便顶尖国

手相遇，难免的那一战，也是无声无息：
相望无声，相握无声；挑边无声，验拍无
声；敬裁判无声，致观众无声……战至终
局，胜无声，败亦无声；唯闻球声、判分声、
看客赞叹声，独不闻两人半句对话声。
沉默与否，是职业选手和业余球员

分水岭。
少年学球，先学沉默。打球太需要沉

思，沉默就是沉思的前提。一个选手，球
的水平越往上走，话的数量必往下减。走
向高地的台阶有很多，
沉默是重要一级。

最考验球员沉默素
质的，是比赛遭翻盘：一
盘球大比分领先，甚至
已占领赛点，最终却逆
转，反胜为败。业余球员遭翻盘，跌足长
叹，逢人便叫；职业选手入此低谷，却沉默
愈深。沉默并非无言，而是无尽言语刻进心
底。多言者泄愤容易，却不长记性，未来仍
会重蹈覆辙。
天才选手为乒乓而生，也为沉默而

生。少时不识愁滋味，不懂反思，掂不出
沉默的分量。成长路上，挫折教，竞争教，
耻辱教，荣誉教……始知多言者浅薄，嚣
张者不入顶尖之塔；始知凡事未必需要
沉默，而专业打球必须沉默。
沉默的单打者不是不说话，而是与

自己说话；沉默的双打者也不是不说话，
而是用眼神对话。选手越沉默，机谋越深
长，看客越欣赏，对手越尊重；多言者无

礼，既受四座鄙视，也让
对手看轻。

高手沉默，是在沉默
中克制自己。有人稍遇不
顺，就摔板、跺脚、扔球、踢
凳……虽无言，形已露，功
夫不深，未可深责，却亦可知不善沉默者，
上场会自取其辱。
乒乓独爱沉默，亦不禁声。上场者多

年少，积健为雄，积懑为愤，胜球后一声
高吼，却也英武，故有人以沉默者为凝
滞，高吼者为飞扬；沉默者为内抑，高吼
者为外向。沉默方一落后，即似弱者，众

人都希望他高喊一声，
攻破闷局。故凡沉默后
冲天一怒，猛打猛冲，终
致翻盘者，必成乒坛胜
景，传之永远。

日本有神童，以高
吼闻名，每得一球，必向天吼。小孩衣绣
东瀛国名，遇北京选手则愈战愈奋。厚德
之邦如华夏，对此皆予原谅。只是乒乓会
说话。它以小球告诉世界：高吼毕竟不如
沉默。小孩天赋虽厚，战亦无畏，但吼声再
响，却难敌沉默之力。数度决战，胜券在
握，小孩吼声入云，却都在最后一刻，在沉
默注视下一泄如注。识者云：童未成人，未
可小看，假以?月，入于沉默，恐将无敌。
说沉默，强调的是选手竞技素质。一

旦战罢，人们还是愿意看到一个活泼开
朗的青年。那些选手———无论胜者败
者———在接受采访时多侃侃而谈，正展
现了人们希望看到的一面。
这是球员的另一种素质，后可再议。

心 态
秋 生

    “致良知”是根治“心
态”之方。诸种“心态”问题
虽然各有原因，但最根本
的原因仍然是“良知”的丧
失，因而只有重新找回并
确立至圣而万能的“良知”
在人心中的本体地位，才
是根治“心态”问题的最终
方法。“良知”至少可从七
个方面来化解消极的“心
态”：一是明察心态之微，
二是管控心态之恣，三是
照射心态之阴，四是诚纯
心态之垢，五是融释心态
之郁，六是平和心态之躁，
七是培植心态之体。当今
时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我
们重建信仰体系所提供的
理论支撑，为解决目前世
界存在的一系列复杂难
题，来提供独一无二的“中
国智慧”。

天上之水
赵燕飞

    某回，一起参加活
动的赵本夫老师忽然问
我：“小赵，你是什么班
辈？”我竟答不上来，本
夫老师笑了：“回家问你
爸，老一辈肯定知道。”
没想到父亲比我还糊

涂，连他自己是什么班辈
都不知道。父亲要打电话
问他那些远在老家的兄
弟，正在喝水的母亲放下
杯子斜了父亲一眼：你好
意思问？父亲讪讪地放下
手机。我赶紧岔开话题，以
免老两口又打嘴巴仗。

前不久去天水采风，
因为临时有事，不
得不提前结束行
程，当地朋友这样
挽留我：“机会难
得，不去麦积山已
经很遗憾了，你们
赵氏的总宗祠就在天水，
难道也不想去看一看吗？”
我摇头苦笑，票已出，行李
在手，而且，越是期待的我
越想逃避。
准备下楼吃点东西就

去高铁站时，天水的朋友
却要拉我去某面馆吃早
餐。我说宾馆有自助餐，还
不错。他说如果不去那个
店吃一碗正宗牛肉面，就
等于没来过天水。想起刚

到兰州时在酒店附近吃的
烤牛筋，肥厚软糯，入口即
化，那种无法言说的美妙
滋味，让我怀疑以前所吃的
烤牛筋到底是不是真的。朋
友见我脸上有了馋相，打
开车门说：走吧，没多远，
保证不会误了你的车次。

平时吃面条，码子都
是盖在面上的，羊杂啊，排
骨啊，再卧一个煎鸡蛋。天

水牛肉面却是一
大碗汤面，作为码
子的牛肉却在另
一只小碗里垒得
高高的，没有姜蒜
辣椒之类的调料，

全是实打实的大片牛肉。
这么纯粹这么奢侈的牛肉
码子，还是第一次遇见。尝
一口，香，嫩，绵，那是最本
真的牛肉味。两三个当地
朋友最后连面碗里的汤都
喝光了，从不喝面汤的我，
也喝了几大口，然后顶着
一额头的汗去了高铁站。

此时此刻，坐在家里
的电脑旁，想起在天水的
那两天，看到的与没看到
的，吃到的与没吃到的，有
感动，也有遗憾，脑海里久
久挥之不去的，却是《天水
千古秀》的预演场景。

在《天水千古秀》之
前，我已经观看过好几次
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什
么印象，什么又见，什么
梦幻，什么千古情，都称
得上美轮美奂，基本模式
却大同小异，我想《天水
千古秀》应该也差不多
吧。因是临时起意，又是

观看预演的缘故，中途
还走错路，到达天水千
古秀剧场时，台上伏曦
正率领族人抵挡洪水，
台下已经挤满了观众。

演员们很投入，又有各种
高科技手段加持：联动舞
台、3D影像、移动巨幕，我
再怎么假装自己是一个见
过世面的人，也禁不住看
呆了。当丽君拉我跟着人
潮往前挪时，我才如梦初
醒。丽君在甘肃文联工作，
那几天一直和我形影不离
的。我俩一起散步时，发现
她的方向感明显比我强很
多。最起码，她不会在酒店
的包厢与包厢之间迷路。从
她手心的温度，我可以断
定，她在这场大型体验里也
和我一样被震憾到了。
边走边看呢，丽君说。

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一点
都不累。我俩相视一笑。走
完一个不长不短的通道，
人群停止流动，只见前方
雪花飘飘，一幕与大地湾
文化有关的传说正在上
演。这时，我的手机不识时
务地响了。亲戚有点急事，
我只好钻出人群找了个稍
微能听清手机声音的地
方，等事情说完，人群已经
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我急急忙忙地跟过去，晕
晕乎乎地，到了一个梯形
剧场，可以坐下来观看，感
觉又不一样了。这是体验
剧的第三部分，与麦积山
石窟有关。麦积山，正是我
很想去却又不得不留待下
次的地方啊。没想到，在如
梦如幻的场景里，我得以
了解麦积山石窟的前世今
生。我在心里暗暗下着决
心，下回再来天水，一定去
麦积山看看。

演出最后，舞台上出
现巨大的水幕，那一刻，座
无虚席的剧场屏住了呼
吸，台上台下的人们都在
聆听，聆听那些来自远古
的水精灵，携着沉淀了八
千年的芬芳，且歌且舞，从
天而降……那一刻，我豁
然开朗：不管自己是什么
班辈，不管赵氏总宗祠在
哪里，脚下的这块热土，永
远是我们最初的来处。

郭树清

    我自幼在家乡崇明岛
长大，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少年和部分青春?月。经
历让我深知动物是怎么爱
它们的后代的。你会感动、
感悟。
在乡间时，最常见到

的动物是猫与狗。它们生
下幼子后，对幼子可谓是
百般呵护、精心抚养、慎之
又慎。首先是幼子的窝，那
是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
的，即使是主人也不能动
的，动了也会翻脸的。猫
妈、狗妈们只要发现自己
幼子的窝被人移动过，就
会立即搬家，另找安全隐
蔽的地方把幼子藏起来，
以防止意外和不测。其次，
如有人当着狗妈、猫妈的
面抱走它们的幼子时，妈
妈们会不顾一切地争夺回
自己的幼子，急了，还会做
出舍命拼杀和绝命方休的
极端举动。因此，在乡间，狗
窝、猫窝是它们的安乐窝、
避风港，一般不易被人们发
现，即使被发现了，人们也
躲避着不会去打扰的。

那时候，在乡间，家家
户户都养鸡、鸭、羊等家禽
家畜，可以说它们是乡间
百姓最为亲密的朋友，它
们与农家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是贴补家庭开支的
小银行，我家也不例外。母
鸡、母鸭和猫狗一样，当它
们的幼子遭受猫狗等动物
欺负时，它们会奋不顾身
地扑上去加以保护，并极
力将猫狗赶走。此时，也常
常看到母鸡母鸭在争执过
程中被猫狗抓伤的场景，
但它们却在所不惜，展示
着战胜后趾高气扬，洋洋
得意的神态。

母羊生下幼子后，总
是与它形影不离，直到小
羊羔长大可以自己食草断
奶时，人们才将它们母子
分开。而它们母子离别时
的情景让人感动，羊妈和
羊羔之间难舍难分的叫声
是那样的撕心裂肺，几天
下来，各自都消瘦许多，看
了让人心痛。
鸟类呢？记得上小学

四年级时，在春暖花开季
节的一天，放学后我与几
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竹林
里掏鸟窝，当一位同学爬

到筑在竹竿顶上的鸟窝里
掏小鸟时，被鸟妈发现。鸟
妈妈争夺、制止，拼却全力
保护自己的幼鸟。先是发
出尖叫声，示意掏鸟者赶
紧离开；再是拉屎，对掏鸟
者进行强烈抗议；最后是
攻击，此时的鸟妈不顾一
切地来回扑到这位同学的
身上又啄又抓，直至把人赶
走才罢休，以致这位同学不
但掏鸟不成，反而使脸上、
手上多处被鸟妈抓伤。
记忆中，几十年前的

乡村，生活条件艰苦，各家
子女又多，但一家人的家
庭氛围却总是亲亲热热、
和和睦睦，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受了动物热爱后代的
影响。农村父母特别爱子
女那是真的。

那些更巨型的动物
呢？比如母象，它们在哺育
幼象的过程中，幼象经常
会遭到狮子们的攻击，此
时，温驯的母象总是忍无
可忍，变得骁勇善战，跟凶
恶的狮子决一死战，同时，
母象还有着超常的记忆
力，寻找机会对吃掉幼象
狮子的后代进行疯狂的攻
击和报复。也同样看到那

些牛、马、羊等食草动物，
当它们的幼子受到老虎、
狮子等威胁攻击时，总会
不惜一切代价，拼个鱼死
网破，甚至舍去宝贵生
命，也要尽力夺回自己的
亲生骨肉。有的尽管不是
自己亲生的幼子，在危难
之际，也会本能地伸出援
助之手，与来犯者展开殊
死搏斗，保护自己族群幼
小的生命。

中国有句谚语叫作
“虎毒不食子”。说的是在
动物世界里最凶猛且残酷
无情的老虎、狮子等，尽管
它们残暴，但对待自己的幼
子不会去伤害，而是历经千
辛万苦，也要呵护它们。
它们没有语言功能，但

可以发声。它们一代一代
好传统是通过什么遗传下
来的？想想很有意思。
“乌鸦反哺”也是一个

熟知的成语，道出了动物
的道德境界。还有“狡兔三
窟”“狐假虎威”“狗仗人
势”“狗急跳墙”是说动物
智慧的。它们也有主旋律，
那就是骨肉亲情。

动物的道德境界

    柳溪归牧图
（中国画） 祝兴富

儿时的年
姜 洛

    八十年代的北方冬天，小雪一过，村
里每家的玉米都脱粒卖掉了，一年的卖
粮钱压在被子底下，才算安心等过年了。
做老师的妈妈放寒假后，我家也开始正
式猫冬。冬夜，家里的火炕烧得很旺。晚
饭后，我和 5?的弟弟趴在热乎乎的炕
上写字、读诗、叠纸船，然后玩旧扑克牌，
新扑克牌除夕才能玩。我俩也玩赢钱的，
弟弟输了 3分钱就开始哭。妈妈总是对
我说：“你是姐姐，大弟弟 5

?，要让着他。”我很不服气，把
3分钱还给他。爸爸给马、牛饮
好水再喂猪，妈妈收拾好厨房，
我和弟弟把铺好的被子卷起来，一家四口
人就坐在火炕上打扑克牌。

白天，猫冬的女人们做鞋和棉衣裤，
暗暗较劲针脚和花色；男人们三五成群
凑在一起喝酒、打牌；小孩子们堆雪人、
打雪仗满村跑着玩。冬天，白茫茫的小村
总是有几家办婚礼的，火红的爆竹落在
雪地宛若红梅，这是新娘在村子里唯一
属于她的隆重。不飘雪的日子，一群小伙
伴跑向村东大河上滑冰，穿着厚重的棉
衣裤，带着棉帽和棉手套。我和闺蜜在冰

河上飞舞着长条围巾扮演小龙女。玩冰
车，打雪仗的一大群小男孩忽然点燃一个
炮竹，吓得女娃娃大叫。大笑声在河面上
蔓延开来，阳光照着河面的冰雪发光。
现在，我坐在上海家中的书房捧着

暖暖的咖啡。爸爸已离开我们 6年，他安
息在这里海边的寝园，这里不下雪，冬日
里也开着一些小花，还有风车迎风旋转。
可我知道，爸爸一定想念老家的春节，就

如同我们想念他一样。
儿时的春节，除夕一

早，爸爸推着车子在扫雪，
妈妈在贴春联和福字，爸爸

开始写年夜饭的菜单。我们小孩子穿上
了新衣服，开心地去找小伙伴。女孩的辫
子上都扎着红的、粉的、绿的新绸子和小
绢花，口袋里装着糖果和瓜子，男孩们口
袋里装着一摔就响的小爆竹，欢快地跑
着玩。除夕晚上一家人坐在火炕上吃年夜
饭，准时看春晚。夜里 12点时，我和弟弟闭
着眼睛，双手合十跟着春晚的新年钟声许
愿。爸爸在院中燃起一堆柴火，院子里木
头的栅栏门敞开着，我和弟弟躲在门后，
仰头望着烟花，小狗阿木欢蹦乱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