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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
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
一树紫荆花。”
偶然间看到一幅郑板桥的

字，甚是喜欢。六分半书，乱石铺
街，有时又像在画兰画竹。“郎若
闲时来吃茶”，这一句有趣，我想
若能借来做书名可太好了。
发给编辑业雨兄。业雨兄后

来把这个书名讲与几位同事听，却
都觉得做书名似乎不太合适。理
由是，现在的读者，都喜欢有所谓
情绪价值的书名。那么好吧，还是
用了我最开始提交的一个书名，
一句家常话，《不如吃茶看花》。
书出来了，我自己吃茶时翻

翻，竟一翻而放不下。
我吃茶是从三年前开始。那

时居于家中，一时百无聊赖，遂吃
起茶来。在那之前，我对吃茶这
件事一直没有特别的执念。朋友
送的茶，各种各样的茶，或是去茶
馆谈事，吃而不求甚解。上海朋友
梁慧，是我见过吃茶最认真的人，
她教我一个办法，是在茶叶的包装
纸袋上，随手记录品饮的感受：什
么时候的茶，什么时候饮的，怎么
个冲泡法，有没有花香，有没有豆
香，有没有涩感，回甘是不是明显，
诸如此类。记录之后，就记住了这
茶汤的味道，过三个月，过半年一

年，又喝一
次，与上次
喝茶再做一
个对比，再
记录在案。
如是者三，吃茶功力将大增。
我后来暗暗赞叹，世上的事，

没有一件是容易的。
这吃茶，与读书是一样的道

理，以前有一句话，“不动笔墨不读
书”。我读书时，也喜欢随手拿一
支笔，在纸页上涂涂画画，圈圈点
点，记几句感受。没想到吃
茶也要做笔记。大多数的
人，吃茶也好，读书也好，观
影也好，看展也好，也就是
走个过场，热闹看过了，茶
也吃过了，只是并未往心里去。这
就像坐在别人的车上旅行，开车的
人会记得路，坐车的人是游离的状
态，眼前景象纷纷过，而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有时并不怎么关心。
《不如吃茶看花》这本书，还真

是三年来的吃茶记录。只是，我的
吃茶与梁慧的吃茶不同，我吃茶时
玩心重，意往往不在茶，而在别的
事情上。收到什么书，见了什么
人，看了什么花，花开有几朵。这
两天偶然翻到一个短视频，北师大
教授张柠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
它是数学、科学、伦理道德、哲学都

不能够替代
的东西。譬
如 大 家 一
起，从学校
的北门走到

南门，第一个到的是谁呢？数学系
的人，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于
是他直直走过去，没想到中间是个
湖，就掉到湖里去了。所以，第一
个到达的，是经济学系，以最少的
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最后，大家
都到了，清点人数，发现还少了一

个人。一查，文学系的人。
原来他在花园里流连忘
返。对于一个文学系的人，
花在开着，水在流着，此时
此刻，此情此景，多么美好，

流连或是迷路，就是文学的意义。
这段话，听来很有意思。相

比起来，吃茶也类似于文学。因
为吃茶绝不是为解渴，也绝不是
为饱腹，而可能只是为了一点儿
日常的消遣。在吃茶的时候，遇
到了沿途的花开，听到了枝头的
鸟鸣，这就是吃茶的意义。
三年吃茶的结果，是我如今，

在行李箱里常备着一套旅行茶
具。走到哪里，茶具就带到哪
里。最近在四川的绵阳出差，参
加一个文学的活动，与诸友高谈
阔论之余，也静静地吃一点茶。

想到新出的这本书中，居然随手
记录了许多生活的琐碎，这琐碎
背面，又藏进了许多的悲喜。表
面上云淡风轻，绝不只是闲云野
鹤，其实在一盏茶汤里，映照了壮
阔的波澜。这样想来，我吃茶的
记录，与梁慧在纸袋上的吃茶记
录，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吃茶
也好，读书也好，其实都是审美活
动，是一条自我建设的道路。一
个人，对美注视得久了，他也就会
渐渐照见自己，从而有可能，去完
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前不久，与吉敏、草白、朝涛

等友人聚于温州瓯海，走了几个
村庄。后来，在一个叫山根的村
庄走累了，进到一个院子里吃
茶。这是在温瑞塘河之畔，小村
背靠一座山，村前一条河，依山又
傍水，青砖院落里茶香袅袅。我
们在屋檐下坐下来，把一壶茶煮
了又煮，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昏
黄的灯盏一粒一粒亮起。
对于时间的消耗，是最大的奢

侈。用它来做什么？黄土筑墙茅盖
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要知道，人生
并不是一条直线，或是要用最小的
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而是流
连忘返，是吃茶看花，是忘何所
来，亦忘何所归，一边遇见一边丢
弃，走在一条布满欢喜的路上。

周华诚

郎若闲时来吃茶
假期余额不足，再一次回乡下探望老母亲。
为了不给老太太造成精神负担，回去，我们常常出

其不意。老太太欣喜地看我们从包里一件件拿出她中
意的小吃，还有快断档的维生素片、钙片。这回，我们还
切了一刀肉，一下车，我们就把它塞进老人的冰箱了。
午饭后，我们坐着聊天，突然想，老太太怎么处理

偌大一块猪肉呢。我说，妈，我来做蛋饺吧。
说时迟那时快，母亲已抓来七八鸡蛋。我撸起袖

子，系上围裙，冲洗、去皮、切块，不用绞
肉机，纯手工。三下五除二，剁好肉糜，
再加入料酒、精盐、姜末、调和油，再敲一
个鸡蛋，和了一碗咸淡适中的肉糜。再
敲几个鸡蛋，调匀，就开火了。
等锅里两三勺油热了，舀一汤匙蛋

液，吱——蛋液在油里炸成圆饼状，再捏
一团肉糜放在蛋饼的一边，再用铲子把
蛋饼卷起来，一个蛋饺就初具雏形了。
这种做法很粗犷，不像上海人家过年时在煤球炉

上用小汤勺做出的那种小家碧玉的雅致。
老母亲高兴得几乎雀跃起来。她说我们小时候，她

也做蛋饺，那一定是过年才做。是啊，我记忆犹新呢。那
时植物油稀罕，鸡蛋、精肉更难得。她小心翼翼地往锅里
滴油，用调羹舀蛋液，用筷子夹一小团肉糜，一切都匀得
正正好，绝不多一点点，否则会影响整体数量。一个个
整齐划一的蛋饺，像襁褓里的婴儿卧在盘子里。我们兄
妹三个就“粘”在灶边，走不动了。偶尔有蛋皮粘在锅
上，就顾不上烫手，抓来就往嘴里送，那个香啊，美得无
以复加。原以为这满满一大盘，供我们晚上大快朵颐
了，谁知，母亲一声令下，谁也不许偷吃，这是大年初一
的菜。好不容易到了初一，母亲又翻出花样：没客人
来，吃什么？！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一个掌故：咸肉止馋！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在朝

中做官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没有实权，被人
监视不说，一家人的生计也成了问题。到黄州的第二
年，苏轼生活费吃紧，不得不开源节流。传说，他们饭
桌旁挂着一块咸猪肉。儿子苏迨、苏过想吃肉时，苏轼
便让他们望一会儿肉，扒两口饭，这叫“咸肉止馋法”。
有时，苏迨、苏过望着猪肉不眨眼时，苏轼会说：快扒饭
呀，不怕咸啦？苏过告发哥哥苏迨盯着咸猪肉看了好
几眼，苏轼就说，不管他，咸死他。
令人喷饭，令人辛酸。而我们家的那碗蛋饺和那

块咸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结婚后，终于可以大吃蛋饺了。我往儿子碗里

夹，他瞪大眼睛，委屈地大嚷：爸爸只吃一个，我为什么
要吃两个？我们俩相视一笑。总之，蛋饺，谁稀罕啊。
今年暑假，我们去国外看望儿子。回国前去超市买

了馄饨皮、肉糜、大白菜，包了一百多个馄饨，用盒子装
起来，放冰箱，叮嘱儿子，忙碌时，蒸煮几个蘸着酱油、醋
吃。我用剩下的馄饨馅，做了几个蛋饺，没想到，儿子狼
吞虎咽，说多长时间没吃上蛋饺了。我喜出望外，第二
天去超市买了肉糜、鸡蛋。我认认真真地在平底锅上做
蛋饺。油多，蛋液尽量炸开，肉糜抟成粗长条。这哪里
是“饺子”，简直是蛋包肉。一下午，做了满满一锅，放入
生抽、料酒，煮熟，撒上大把青葱。用玻璃乐扣装了三
罐，放冰箱。我满心欢喜地做，做着做着，热泪盈眶。
昨天跟儿子视频，欢快地

聊学业，聊工作。最后，他说，
妈，冰箱里那么多的馄饨、蛋
饺怎么处理啊。我心里一沉，
慢慢吃啊！眼泪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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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拥有一双明眸善睐
健康的眼睛，对于电子屏时代的我们来说，快成了一件
奢侈的事了。不要说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就连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眼睛发干发涩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眼睛干涩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视疲劳顾名思义就

是视觉疲劳，并非单纯的眼睛累了，而是一种综合症状，
如眼睛干涩、酸胀、流泪、视物模糊，甚至眼胀、头痛等。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会有一定的眨眼
频率，眨眼的过程也是在给眼睛润滑的过
程，我们的眼睛会不时分泌一层泪膜。这
个泪膜不光是水，水的表面还有一层油
脂。油脂会在水面起到封闭，减少挥发的
作用。如果人们盯电脑、手机时间长了，
眼睛疲劳加重，不能正常地分泌这层油
脂，水就不能留存在眼睛表面。引起视疲
劳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长时间、近
距离用眼，尤其是长时间看手机、看书、玩
游戏、看电脑。我们眼睛的进化适应的是
自然光，电子屏的蓝光会加重眼睛负担。

另外，如果有近视或散光又没有纠正，更会产生视疲
劳。如果眼睛干燥得不到缓解，视疲劳会越来越严重。
从中医角度看，视疲劳不是独立的眼科疾病，它与

全身的健康状况都有关，《黄帝内经 ·素问》里有“久视
者必劳心，故伤血”的说法。明明只是眼睛的问题，却
和脏腑关联甚多。眼睛是人体精气神的综合反应，但

现在年轻人白天要学习工作，夜里又舍
不得闭上眼睛睡觉，非要“腾”出不必要
的工夫来消耗肝血。久而久之，黑眼圈、
青光眼、眼干眼涩等各种不适来临，必会
伤神，眼中六神无主，便无精气神可言。

我们应如何预防和改善视疲劳呢？历代养生家都主
张“目不久视”“目不妄视”，因为久视、妄视耗血伤神。《素
问》言：“久视伤血。”所以养眼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不要
久视。经常对着电脑工作的人，可以提醒自己每隔30

分钟向远处眺望一会儿，或站起来原地活动活动。
此外，再给大家推荐几个中医护眼小妙招。一、按

摩眼周穴位。通过按摩眼周穴位，疏通眼部周围经络，
改善气血的运行，这样能很好地缓解因过度用眼及长
期凝视所导致的干痒、疲劳、发胀感。方法：用两手按压
睛明穴、攒竹穴、鱼腰穴、丝竹空穴、瞳子髎穴、承泣穴，
每个穴位按压半分钟左右，每天可进行数次。能疏通经
络，放松眼周，舒缓眼部不适，使眼睛充分休息。二、食
酸养阴。眼下正值深秋，可以适当食用山楂、葡萄等水
果，这样有助于减少秋燥的症状出现。除了酸性食物，
还可多吃一些常见的养肝血食物，如桑葚、猪肝、菠菜、
枸杞、红枣和红糖等，用眼过多、睡眠不足的人可以常
吃。三、喝护肝养眼茶。用枸杞和菊花泡水喝有养肝护
目的作用。可以取10克菊花和10克枸杞加水煎15分
钟，枸杞可以补肾养肝护眼。菊花具有疏散风热，舒缓
眼部的作用。两者搭配可养肝、补肾、明目、去肝火。枸
杞和菊花的性味相对来说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群。
但阳虚体质的人群菊花需放少许，湿热体质的人群枸杞
量应减少。如果症状明显，我们可以在中医师的指导
下，选择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之类的中成药服用。
工作再忙也不能忽视身体健康，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保护眼睛健康从现在开始。（作者系长宁区天山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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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抓拍照，那天，眼
看着这对年轻的恋人快步走上
阶梯，我顿感：或许会有好片出
现。脚底下像是装了弹簧，一
个跨步蹦到阶梯前，猫下身子，
按下快门……
这是韩国

首尔的梨花洞壁
画村。这里原来
也就是一个相对
贫穷的半山村落，2006年，首尔
市政府组织了70多名绘画艺术
家用壁画和阶梯画对这里进行
了粉饰，小山村一下子充满了
很活泼的艺术韵味。我去看
了：壁画内容很丰富且有趣味，

有城堡、少
女 、小 狗

等。眼前的
这幅阶梯画
则布满了美丽的鲜花，予人以明媚
春日的感觉。壁画村落成后，还吸
引了多部韩剧在这里取景拍摄。我

们所看到的这幅阶梯
画就是韩剧《屋塔房
王世子》多次取景的
地方。壁画村也被带
火了，成了年轻人喜

欢的打卡地，同时也成了首尔市著
名的景点。我是2014年去的，那时，
韩剧还在热播，壁画村名声也很大，
到处能看到一对对年轻的恋人。
这个阶梯作为图片的引导线太

美了，五彩斑斓，暖意融融，而这对
年轻的恋人手牵着手正快步跨越
这烂漫的鲜花，走向幸福的远方。

马亚平

跨越烂漫的鲜花

“暗淡轻黄体性柔。
情疏迹远只香留。”似有似
无，浓烈、香甜、馥郁，一缕
一缕的香飘过来。刚至成
都，桂花就这样猝不及防
地拥抱我了，空气里的花
香让人沉迷。清远愈香。
我这才留意到，不远处几
棵桂树，高大葱郁，仰头如
一团团绿云，层层叠翠的
枝叶间，挂着米粒一样细
碎的桂花。好一个绿云剪
叶，低护黄金屑。
夜幕渐深，一轮圆月

跃在树梢。月淡淡的黄，天
暮深蓝，绿枝上，桂花黄金
屑一样地簇在枝头。今夜
人尽望月，月虽不识人，倒
也不妨有情人千里共婵娟。
月上中天，无风。桂

花的香气愈发清逸，人也觉
得清爽。“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
影零乱。”李白的孤独里有

豪情，还有放荡不羁。友人
在朋友圈晒图：摘得桂花满
盆。一大盆桂花，细碎金
黄，灿然喜庆，惊艳夺目。
隔着手机屏也忍不住惊呼，
这么多桂花！想想摘花的
情景，真让人羡慕嫉妒，这
是南方秋天才有的样子，对
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恰好
赶上时令，就已是幸运了。
犹记得那年金桂时节，在长
沙初见桂花的喜悦。时移
世易，而桂花年年开又落。
那日去永陵博物馆，

天空飘起雨丝，轻轻细细
的，时有时无。赭红的墙，
墙外一棵桂树如伞似棚撑
起树冠，青翠的叶，被雨淋
着愈发青翠。树上一簇簇
碎金，脚下黑色的地砖上落

黄点点，粒粒惹人怜。空
气里飘来丝丝缕缕的香。
儿子随口诌道：三两点雨
红墙外，百八十朵黄金屑。
进到馆内，路旁、青草

丛、石径上，无处不有点点
落黄。桂花落在石阶上沿
着石缝散布，一行行如小楷
金黄浅黄，错落有致，有深
有淡，舒展闲逸，疏密相间，
似工笔如写意，随着小径向
前一路铺呈，画轴般徐徐延
伸。几丛竹子青幽幽的，近
处石盆里一株柿树，挂满了
鸽子蛋大小的柿子，红盈盈
的。私以为柿子是民间最
具喜感的水果，有了它，秋
天格外丰盈喜人。若是植
在庭院，连空气都氤氲着洋
洋喜气，一派万事顺心的年
景。范宗尹有诗云：“村暗
桑枝合，林红柿子繁。日斜
僮仆困，共喜到山门。”红彤
彤的柿子挂满树，但见得一
团团和气、喜气迎面袭来，
夜色将暮，范宗尹游华龙
寺的劳乏几消于无。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

亭枕上看潮头。”月中寻桂
子，枕卧看潮头，都是可遇
不可求的美景。人于微雨
中缓行，香气若有若无，心
无挂碍即是良辰。园中竹
幽，木桥，山石，流水，红
墙，木桥上几个小儿追逐
嬉戏，厢房里有人在抚琴，
一曲《良宵引》引遐思。

桂花别称秋香。亦有
诸多雅称，木犀、金粟、天
香、桂子、岩桂、九里香、金
雪、古香、珠英、广寒仙。
集众多美名于一身，可见
世人之钟情。
南方的秋，细腻甜蜜，

花气袭人。袅袅细雨中，

天气即将转凉。秋风吹
过，枝头的果实饱满，把甘
甜压进浓酒，把句子酿成
诗：“谁此时没有房子，就
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
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
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
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胡 岚秋香

崇明岛上的江堤，原来承担着防潮
防汛功能，很少有人问津。近年来，经过
“百里生态秀带环岛景观道”的改造，加
固了江堤，拓宽了岸道，还增添观光赏景
设施，给堤岸注入了活力和生机，被人
们称为“崇明外滩”。秋日的一天，我来
到家乡崇明堡镇码头东侧的长江南岸，
站在宽敞舒适的江堤上，江面上波光潋
滟，如一匹辽阔的绸缎向江滩涌来。
秋天的江堤是一年四季中最醉人

的时节。迎着秋风，漫步在平坦绵长的
江堤，风动处，摇曳多姿的芦苇发出沙

沙的声音。秋天的江堤是
生动又耐看的。那雄伟壮
观的长江大桥和江对面的
长兴岛船厂塔吊的雄姿，
清晰可见，尽收眼底。
秋天，江堤的夜色是

浪漫迷人的。夕阳西下，余
晖洒满堤岸，一切都沐浴在
金黄色的暖光中。晚风亲吻
着堤岸，抚摸着江滩，原先
清晰可见的景物，渐渐地
消失，无边的寂静，像雾霭
一般袅袅地弥漫开来。
秋天的江堤，恰似一

幅诗意舒缓的景象，让我
们放下烦恼和困扰，沉浸
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真
切地享受生活版的“桃花
源”，无限惬意、无穷乐趣
沁人心脾。

郭
树
清

月
光
下
的
江
堤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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