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 杯
曹益君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发
现茶到以茶为药，到煮饮
茶，到制饼团茶，以至于后
来茶叶之冲泡，其实，自明
代后，国人饮茶之方法基本
不变。茶具方面，与日本的讲究色彩和造型优美，英
国的坚固耐用、外表华丽相比，中国的茶具讲究实用
和艺术之美，尤其是宜兴紫砂。当然，中国的茶道更
注重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朴素典雅。
在形态上，现代之茶杯亦极尽之变化，然我最不

喜爱的那所谓的不锈钢茶杯，其杯不仅价贵，而且形
高，如弹头，名曰保暖，实则令人不寒而栗。
茶杯中，我又实在喜欢透明的玻璃茶杯，其价低

又晶莹剔透。冲饮时，撮几抹茶叶放置杯中，热水冲
泡，茶叶翻卷，热浪滚滚，茶叶尽浮水面，如绿色杯
盖。渐渐，那茶叶精灵，喝足吃饱，便舒展身子，徐
徐坠落。其间，我看那龙井茶叶倒垂向下，而那铁观
音则翻卷身子，平躺着雪花似的飘落，最可爱的是雏
菊，丰盈的体态款款而下，犹花仙下凡，妙无可言。
及至茶叶尽落杯底，但见一杯茶水仿佛是一个水

族世界，那杯底茶叶或如海底珊瑚，或如湖底水草，煞
是好看。轻晃杯子，茶叶摇曳生姿，活脱儿是一个水底
世界，不禁让人畅想，其间不知有多少隐秘让人探寻，
又有多少动人故事尽情演绎。夜阑人静，伏案写作之
时，瞟一眼，劳寂的心瞬间灵动，文思如泉，不可遏止。

此杯不仅透明悦目，且又散热快，口渴握杯，便知
茶水之温，又见杯中水之高低，就不用担心何时喝到茶

水，或是烫着，只要握紧茶
杯，稍斜杯身，便可尽享毛
峰的鲜醇爽口；碧螺春的
清和鲜甜；云雾的香馨醇
厚；龙井的香郁味甘。此
时，茶水汩汩而入，滋心润
肺，醒神提脑，纵有纷繁心
事，亦烟消云散，即来万难
之题，定会灵犀相通，茅
塞顿开。用此类茶杯，最
妙的是冬天，沏茶一杯，香
在鼻里，润在喉里，悦在
目里，而最喜的是暖在手
里。此时，双手握杯，温
馨可感，若有佳文妙语相
伴，吟诵多变文字，咀嚼
茶叶清香，拂尘事于九霄
云外，实在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宁静、恬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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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大文豪。学生
时代背记过不少他的诗词，真是有气豪
激荡之感。后来读《宋史·苏轼列传》，
让人无比感怀的，不仅是他巨大的文学
成就，更有他仕途坎坷而始终清新宁
静、竭力造福苍生的积极作为。被贬黄
州、杭州、惠州时，千方百计治疗瘟疫的
事情，就让我们深深记怀。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

居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刚到黄
州的苏轼，人皆畏避，日子十分艰难。
为了解决一家老小的衣食之忧，他节衣
缩食，躬耕东坡，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
山之间。同时，他十分注重健身防病，
经常跟着老药农进山采药，广泛收集民
间单方验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养生健体方法。元丰五年，他的
好友四川眉州眉山人巢谷投奔苏
东坡，尽管此时的苏东坡穷困不
堪，仍然热情收留了落难之友。
他们常常灯下小酌，聊些老家故
事、民间单方。一年后，巢谷离
开苏东坡，临行前，将祖传多年
秘藏、连儿子都没有传的“圣散
子”方传给苏东坡，要求苏轼指
江水为誓，绝不传人。

谁料不久黄州瘟疫肆虐，百
姓生命垂危。苏东坡在人命关天时，失
信了，毅然将此方公布于世，救治百
姓，很快控制了黄州瘟疫。

宋哲宗元祐五年，苏东坡来到杭州
当知州，恰逢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同
发生。苏东坡马不停蹄一连几天带着僚
属走大街串小巷，随处可见患疫的百姓。
他深入察看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
一是上书朝廷，减免了本路三分之一的
上供米；二是争取朝廷支持，得到了朝
廷赐给的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救
济饥饿的百姓。三是减价出售常平仓的
大米，做成很多厚粥和汤药，派人领着
医生分街坊给百姓食用。四是集中州府
二千缗公款，自己又拿出五十两黄金，办
起病坊，用“圣散子”治之。史书记载：
“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圣散子”
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

服，所济已及千人。”
同时，苏东坡教会百

姓调摄自己的身心。瘟疫
漫延时，有一位叫张鹗的
人，上门求医。苏东坡给
他开了四味药：无事当贵，早寝当富，
安步当车，晚食当肉。苏东坡告诉他，
此四味药可治妄念，可治贪馋，可减肥
赘，可调胃肠。通过苏东坡科学救治，
杭州瘟疫被很快控制。
千年前苏轼治疫，起码给我们四点

启示：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倾心为民。

苏东坡到黄州任职，当时的朝廷内斗剧
烈，他是硬被挤出朝廷的，以至于人们像

躲瘟疫一样躲他，而他尽管食不
果腹，内心哀怨，但看到瘟疫袭击
百姓，立即奋起抗击，宁可失信
好友，也不辜负百姓。

第二，救疫先救饥。吃不
饱、穿不暖，瘟疫就会成为厉
鬼。于是，他在杭州采取的措
施，三条都是为了千方百计解决
饥民的吃饭问题。
第三，调摄身心，提高自身

免疫力。史料上只记了他给张鹗
开了四方，根据《跋东坡黄州谢

表》《答秦太虚书》《东坡全集》《圣散
子方》等书记载综合分析，可以看到苏
东坡十分注重引导百姓汲取本地特产，
强身健体，提高自身免疫力。
第四，潜心研究充分运用中华传承

中医药方。在黄州时，他经常跟药农讨
论药方，广泛搜集民间的单方验方，总
结出吸食三气、实行四浴、居家三适、
延寿四戒等独特的养生健体方法，用来
教育引导百姓。我想正因为苏东坡对中
医药方和强体之术有了很深的研究，巢
谷才会将“圣散子”传给他。

看到这么一个人人敬仰的文学巨
人，做起地方官后，逆境顺境不移其
志，自身难保却不忘民生，治瘟疫思路
清晰，措施得当，既务实操作救当前之
急，又目光长远防患未然，救民无数，
内心更是崇敬之极。

春在溪头荠菜花 钟明德

    重阳过后，秋气渐
深，盆里的花草日渐枯黄
凋萎，不久便有荠菜冒
出。妻子一见便会高兴地
呼叫：长荠菜了！其实只
是稀疏几棵，两三叶，一
角硬币大小。我和妻都是
村童村姑，对荠菜情有独
钟；辨认荠菜挑荠菜有过
硬的童子功。三四年前从
野外掘了些泥回来，第二
年牵牛花盆里长出了两三
株荠菜，妻子执意要留它
让它开花结籽。随着城市
的扩大，离农村越来越
远，多年不见荠菜花了，
于此可聊寄乡愁。荠菜越
长越多，越长越大，妻子
掘下一把煮了一餐荠菜肉
丝豆腐羹这一浦东传统
菜。“活杀”的荠菜，一
股清香，重温了真正儿时
的家园风味。

野生的荠菜恪守时
令。立春后，芯子
里长出花梗，待到
三四厘米时便开出
细小的白花。这花
没有桃花那样艳如
人面，却野中有雅，柔中
有刚，很耐看。此后边长
边开，下边早先开的便结
成一串扁扁的小荚，孕育
着种子。这过程很长，一
直要长到五六十厘米，这
时已是清明过后的暮春时
节了。荚子逐渐枯黄裂
开，极细小的黑色种子随
风飘飞，邻近的盆里先得
到。这样，不用耕耘，每
年有荠菜“可人、可口”。
老夫子教导，读《诗

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
我们农村孩子自幼就生长
在鸟兽草木之中，不用读
《诗经》。教我多识鸟兽草
木最早的老师是奶奶。奶
奶长我整六十岁，清同治
遗民，出自书香门第，严
格意义上的三寸金莲，不
能下田，管理家务外就是
纺纱。她用脚踩的纺车，
一只手同时能抽出三根粗
细一样、始终均匀的纱
线，放在现在是绝技了。
母亲下田了，我就在奶奶
身边玩。春日迟迟，奶奶
看我玩厌了，便带我去田

野里走走，第一课便是教
我挑荠菜。走过场地，走
上通往菜园的小径，两边
便是青紫色的荠菜，这种
荠菜小而老，一般是不吃
的。奶奶教我挑青色菜边
或草丛中嫩绿色的。有一
种草极像荠菜，多次挑回
来多次被奶奶挑出。家乡
话挑菜是否有挑选的意
思，不得而知了。奶奶离
开我已七十多年了，至今
看到荠菜便会想起她的音
容笑貌和走路时一摇一摆
的身影。
稍长，我和哥哥同睡

一室。一天，从睡梦中醒
来正潇潇春雨，哥哥突诵
一句“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其时

我小学三年级，可
谓初通文字，这两
句字面的意思我
懂，尤其是第二句
正说到了我身边的

情景。对准家门口场地的
边上就是小溪的尽头，那
里有一棵两人抱的大枣
树，树下是一丛美人蕉，
溪滩上长满了杂草和野生
的草头。平时谁也没有留
意，也看不到有什么荠
菜，但一到春天，会开出
星星点点的荠菜花和金黄
色的草头花朵在一起。这
是司空见惯了的。如今被
这句诗一点，顿觉对极了。
从此这两句诗终身不忘；
从此也难忘这春在溪头的
荠菜花。哥哥离我而去已
十年了，生死两茫茫，只
能无奈地低吟“何时风雨
夜，复此对床眠”了。
家乡的习俗，正月十

五要接灶君老爷回家，做
素汤圆请灶。放学路过田
头，母亲要我早点回去挑
点尚未开花的荠菜。荠菜
拌豆腐干或粉丝，放点麻
油味精，是很可口的。过
了正月半，一般不再食用
了，有时要点荠菜如包百
叶卷，母亲教我去靠路边
的麦根旁或蚕豆根旁找，

那儿晚生的荠菜大而嫩，
但不多。后来读到东坡的
“时绕麦田求野荠”句，
深感这一“绕”字用得极
好，如果没有挑荠菜的亲
身经历，是找不到这么精
当的字的。
母亲临殁前一年执意

要回老家。我们把老屋修
缮一下，托族里的婶妈照
料，姊弟四人轮流探视，
临别她总要嚎哭许久。我
陪她过了最后一个春节，
她很高兴。清明节前一天
突接来电说母亲呼吸急
促，等我赶回家，她已不
能说话了，无光的两眼直
直地望着潸潸泪下的我，
不似诉说病痛，而似无限

地依恋。我紧捏着她抱我
长大而今干瘪的手。但她
还是走了，一双半大的
脚，像平时下田一样匆匆
地经过溪头小路，但永远
不回家了。后事料理完
毕，离家走过溪头，白色
的荠菜花默默地开着。
老宅三进的绞圈房拆

剩我家最外一圈西厢房
了。空关了二十五年，族
里小辈来电说屋子漏了。
我和外甥前去察看请人修
理。又逢溪头荠菜花正
旺。有人劝我将房屋出让
或出租，我怎么舍得奶
奶、母亲、哥哥和我们一
家栖居长大的老屋，印着
三代人足迹的小路，还有
守信的溪头荠菜花。

老屋、小路、荠菜
花，你们等着，我会回来
探望的。

于漪老师除夕来电
伦丰和

    今年除夕
的一个电话，
就像绽放的白
玉兰似的，在
我心里散发着
幽香。当时我一边在烧年
夜饭，一边等候在悉尼的
外孙女发拜年云视频。

手机响了，喜上心
头，自信必是万里之遥的
外孙女打来的。没想到手
机显示的是八位数，这电
话号码我熟悉，它是于老
师家中的固定电话呀。于
漪老师毕竟是接近九十高
龄的老人了，为教育事业
含辛茹苦拼搏了一辈子，
哪会没有病痛呢，所以她
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
度过的，我不敢去打扰
她。史老师是她的儿媳，
成为我们和于漪老师联系
的中间人，有事都是史老
师打电话或微信给我。此
刻，我的心里又喜又惊，
喜的是于漪老师可能身体
完全康复了，惊的是，这
大年夜来电话，史老师有
什么要事告知呀。所以拿
起手机时，有点慌张。电
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史老师
而是欣喜的、低低的、略
带沙哑而熟稔的声音：
“是伦老师吗？”“是呀，”

您是于老师吧，您……”
我有点语塞。“伦老师，
我给你拜年了，祝牛年快
乐，身体健康，阖家欢
乐！”我忙不迭地说，
“您给学生拜年，简直折
杀我了……”“哪里，哪
里。”接着，于老师不无
遗憾地说，“由于疫情影
响，看来还要有些时日才
能相聚。我们国家真伟大
啊！14 多亿人口，疫情
控制得这么好，多么不容
易，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
的奇迹，我们也要继续努
力，等疫情战胜后，大家
再相聚，好吗？我很想你
们，老习惯的初二拜年，
就通过今晚的电话进行吧，
请麻烦你转告我的问候，
向陈汉昌、杨秀娣、杨芝
芬、俞蔓菁四位老师拜
年，祝他们身体健康，牛
年快乐，阖家欢乐……”
我感动得不知说啥才

好。曾经怕影响于老师的
养病，我经常与史老师通
电话，得知她身体状况不
佳，较虚弱，医嘱静养，
不宜参与各项活动，去年
疫情时，更让我们挂念万
分。在欢庆繁忙的除夕
晚，92 岁的老人亲自来
电，一片真挚情感，叫我
如何不感动？

接于老师拜年电话
后，我立即微信告知在沪
的三位老师，还联系了远
在加拿大的一位老师，大
家被于老师除夕的拜年深
深感动了。有人提议马上
要与于老师通话回拜，一
经提出，立刻被否定，秀娣
老师说不能增加于老师负

担，影响她休息。最后决
定，原初二线下的拜年改
为线上。每人传近照一张
和一段拜年吉语。于漪老
师十分关心我们的身体健
康，两年前的“三八”
节，她特地送给我们每人
一份保健品，并再三叮嘱
我们，你们也古稀了，为
自己及家人多保重。所以
这次传发的照片，是向于
漪老师汇报我们身体健康
状况，大家仔细挑选。没
想到，初六我们又收到于
老师的照片。见照如晤
人，我们的拜年语也写得
情深深、意切切，最后，
统稿浓缩一段心声，表达
新春的共同敬意，祝她康
乐幸福！并期待今年百年
党庆时，我们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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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畔
李 文

    青海湖周边洒落了
无数的历史遗留和文化
传承，更承载着人们多
年的向往，那里有蓝天、
白云、雪山、草原、湖
泊，也有寺庙佛塔、人
文传奇，更有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
的诞生地。我怀着崇敬

和期盼的心情走近了青海湖。
金银滩草原是一个承载了

许多梦想和故事的地方。王洛
宾的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不知勾起了多少人对这里的向
往。这里因盛产鞭麻而出名，
鞭麻花分黄白两色盛开，黄色
像金、白色如银，“金银滩”

的美名由此而来。我们来到的
时候正是金银滩最美的季节，
鲜花遍野，祝酒歌此起彼伏，
奶茶香味弥漫四野。在途经海
晏县银滩乡一个牧民集聚点
时，正逢他们在举行赛马活
动，广播声、马蹄声响起，赛
马场上尘土飞扬。场边和场中
央支着各式帐篷、毡房，汽
车、摩托车停满四周，远处的
草原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敖包
和牛羊，欢聚的人们换上了各
式民族盛装，有的席地而坐，
品着酥油茶拉家常；有的牵着
心爱的马匹在草地上溜达或喂
食；而大部分人围着跑马道呼
叫、呐喊，为各自心爱的赛马

助威，而我此时却好似融入在
著名作曲家、二胡演奏家黄海怀
的二胡独奏曲《赛马》的意境中
……那磅礴的气势、热烈的气
氛、奔放的旋律仿佛就在耳旁
回荡，无论是气宇轩昂的赛
手，还是奔腾嘶鸣的骏马，那
优美而奔放的旋律与眼前的情
景是那么贴切，曲中由远到近
清脆而富有弹性的跳弓、强弱
分明的颤音，将蒙古族牧民欢
庆赛马盛况的场景表现得淋漓

尽致。我们也被这样热闹的
场景感染，不亦乐乎地投身
其中。

傍晚时分来到了青海湖
边的黑马河，投宿湖边的蓝
宝石大酒店。说是大酒店，其
实也就是湖边路旁一幢不大的
房子，前后都是一望无际的湖
面和旷野，周围能见到的也就
是相距千米之外的另外一家酒
店。
办好住宿后，我们急不可

待地来到青海湖畔，远处的雪
山，被太阳的余晖照射，闪烁
着耀眼的银光；蔚蓝的天空
上，飘荡着朵朵白云；湛蓝的
湖面上，移动着点点的水鸟，

就如一幅静谧的画卷。岸边零星
的游客，有的卷起裤腿，踏着细
浪戏水；有的摆着 pose，做着造
型拍照；有的骑着单车，游走沙
滩草地；还有的骑着当地牧民的
马，去领略驰骋草原的豪情，好
一派欢乐而悠闲的景象。

第二天，我们迎着初升的太
阳，驾车顺着环湖公路离开黑马
河。行驶在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
腹地，沿路金黄色的油
菜花、紫红色的苜蓿花
和满目黄白色的草花，
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
上，太阳透过云层的光芒
照耀在广袤大地上，像一
块斑斓多彩的调色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