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以春为贵，春分前后，天气

温和，惠风和畅，雨量充沛，叶芽不

仅鲜嫩肥硕，色泽翠绿，而且营养

特别丰富，是一年中最佳者。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芽，紫

色的要比绿色的好，形状如笋的要

比如牙的好，叶子卷缩的要比舒展

的好。春分茶其形优美，春分时的

茶都是抽心茶，大多

为一芽，少部分为一

芽一叶，外形或扁平

或如针。冲泡时茶芽

立于杯底，形似银剑

竖立，亦像雨后春笋，

亭亭玉立，观之赏心

悦目。

春分茶之香更是

上乘。沏一杯春分

茶，沸水冲下，茶芽上

下翻动，继而舒肢展

腰，根根向阳，玉杯飘

烟，清浅的绿色里好

像沏进了一片阳光。

一杯在手，仿佛置身

在一派融融的春光

里。喝一口，香甘鲜

醇，温润如玉，回味无

穷，真有“细啜襟灵

爽，微吟齿颊香”之

感。

春分时节，绿草酥软，杂花生

树，走进乡间茶园，感觉仿佛进入

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境。茶树绿

得笼上了一层烟雾，茶树老枝不断

叉生分枝，枝头上已生出了齐刷

刷、毛茸茸的新芽，像孩子调皮的

眼睛。活泼生动的嫩绿，必是分去

了一半的春色，才会令人如此心

动。一阵轻风拂过，便能嗅到茶叶

青涩的芬芳。采茶姑娘俏模样，身

背茶篓隐身茶园，听得见歌声飘

出，却很难见到人影，整个人也都

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听茶叶专家讲，采茶讲究技

艺，一是摘得早，二是采得嫩，三是

拣得净。记得去年去谷城五山，欣

赏了采茶姑娘采春茶，只见她们双

手不闲，在茶树上如彩蝶穿花上下

翻飞，一枚枚嫩嫩的茶芽，精灵般

地落入腰后的竹篮。我也尝试着

采茶，采茶女告诉我，采摘时不能

用指甲掐，这样会

影响茶叶的外形。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用大拇指和食指轻

轻捏住茶叶梗，轻

轻一旋一提就可以

了 。 采 茶 看 似 简

单，其中学问还真

不少。

春分茶被誉为

“茶中美人”，一杯

在手，便可尽揽春

色。茶叶形美、色

嫩、味香，犹如佳

人，温婉清爽，风韵

清朗，让人回味无

穷。许多文人雅士

对 其 有 精 奥 的 比

喻：苏轼有诗曰：

“戏作小诗君勿笑，

从来佳茗似佳人”；

林语堂有“三泡”之说；英国诗人华

尔勒说茶“软滑，醒脑，开心，像女

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

三毛说“人生如茶，第一道苦

若生命，第二道香似爱情，第三道

淡如清风。”品茶亦是在品味人生，

有着甘甜，有着苦涩，懂得浮沉，懂

拿得起，放得下。春分时节，邀二

三知已，安稳地坐在春光里，沏上

一壶春分茶，叶青水绿，宛如水洗

翡翠，轻轻抿一口，静心品味，那一

缕清香，便在唇齿间辗转，鲜爽甘

甜。所有的烦躁与浮嚣都化作淡

淡烟云，从心底悄然逝去。

有句谚语：“懵里懵懂，春分浸

种；清明前后，撒谷种豆。”现在正

值春耕春播的好时节，农家忙于耕

田翻地，趁早播种新一年的希望。

劳作很辛苦，但人们在飞洒汗水的

同时，亦能从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

几分乐趣。

劳有所获很欣慰。做秧田是

项技术活，甚为讲究。操作精细，

工序繁多，先犁，后耙，再打碌碡，

最后反复杖平。那一畦畦的秧田，

就像一块块水嫩的豆腐，油光细

腻，表皮封裹，其内浆泥萌动欲

出。撒上发芽了的稻种，不几天，

便绿萋萋的一片。田埂的作用，既

能锁住田水，又可种上黄豆，增加

收成。农民用锄头将田泥搅揉后，

一坨坨的搭上田埂，再像泥瓦匠粉

刷墙面一样，认真地抹平拉齐，使

得一条条田埂如梯形的泥墙，光洁

流畅。低身用手一按，泥面柔软富

有弹性，宛若婴儿的肌肤。暖阳照

晒，一股泥土的氤氲之气蒸蒸而

上，吸一口，如吞了薄荷一样全身

清爽。倘若赤脚行走其上，你会瞬

间感觉一股来自泥土的暖流，自下

而上，串流身体的每根血管、每个

细胞，令人温馨无比。春耕者小

憩，总会一屁股坐上田埂，然后抽

上一支烟，看那蚯蚓在泥路上蠕

行，燕子在田野上翻飞，再深情地

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流露出

满意的微笑。

集体劳动多情趣。有道是“春

争日、夏争时”，栽插早稻讲究抢时

间。往往一家插秧，许多亲友好邻

前来帮忙，那种热烈的劳动场面，颇

有意思。男人们纷纷卷起裤腿，下

至水田中，然后一字排开，每人五

行。接着叉腿，蹲腰，分苗，插秧，退

脚……随着连贯有序的动作，一行

行坐落有致的秧苗渐渐延伸，不久，

光白的水田变成绿油油的一片。无

形中，成了劳动竞赛，大家都不好意

思落后，所以不做声，屏住气低头插

秧。只听到水中发出有节律的“嗖

嗖”声，煞为悦耳。女人们则拔秧、

送秧、抛秧，同样默默地干活。不

过，中途休息时，气氛异常活跃。大

家轮流讲些民间故事、坊间笑话，也

有青年男女一起调侃嬉闹的，虽然

有点粗俗，但这是他们以特有的方

式分享各自的快乐。

心存希冀有盼头。农民总喜

欢把希望藏在心里，种在泥土里。

播完了早稻，种豆子、种花生又是

要紧的农事，耽搁不得。豆子、花

生的生长环境要求土地干爽不贮

水，但又要湿润不干燥。所以春豆

与花生须种在地里，黄土岗、沙质

地是不错的选择。除草、耙地、犁

沟、下种、盖肥、回土等工序，一个

也不能少，否则出苗率低，以致欠

收。别看豆子、花生不起眼，它们

可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人们愿意精

心地伺候。曾经有人在自家地里

用豆种勾勒图案与文字，以表达心

中的美好愿望。待豆苗破土而出，

绿绿泱泱，远处观看，却显示谷仓、

飞鸟等图案，还有“丰收”“幸福”

“富裕”等文字。村民见了，夸赞一

番，主人则一副沾沾自喜、洋洋自

得的神情。实际上，这是人们心中

希冀的真情表露。

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生活随笔

闲情偶记

艺
苑
漫
笔

2022年3月25日 星期五

本版责任编辑 冯雪

3莲 花 湖·文学副刊
电话：0433-7537167 E-mail：tumenjiangbao@163.com www.tmjnews.net www.tmjnews.cn

馨香一瓣

我老家的旁边有一座梨山坡，

那里种满了梨树。对我而言，那座

小山坡就好比鲁迅先生儿时的百

草园，深深浅浅地记录了我童年的

印记。

说来也巧，小时候的我经常一

个人捧着书本，在那座小山坡上学

习。或者背靠在梨树旁，或者就坐

在石头上。风儿轻轻地吹着，草儿

慢慢地生长着，梨花悠悠地香着，

我静静地读着《从三味书屋到百草

园》。只不过，那时的我懵懵懂懂，

也不会对大自然有过多的赞美的

语言，但是随着年岁的一天天长

大，那些喜爱和依恋之情也就慢慢

地根植在了心间。

小山坡里，没有涓涓的流水，

只有一条不大的沟渠，但是沟渠里

的水很少。沟渠的旁边便是一片

片梨树，还有那些正在和大地母亲

对话着的高高的大石头。其实，小

山坡是一座荒山，山上的人很少来

这伐木取柴。长年累月，杂草丛

生，那梨树却毫不矜持地多了起

来，因此，在我小小的心里便亲切

地唤它“梨山坡”。

虽然这里比较偏僻，但是路还

是有的，只不过，路是一条小径，窄

而长。小径的这一边是梨园，那边

便是我家的旱田。开垦出来的一

块儿旱田，并不大，但却显得敞亮

而阔绰，尽管，它没有山下的良田

秀气而肥沃。

那时，作为孩子的我们不大喜

欢待在家，因此，常常跟着大人们

去往山里。娃虽小，但是也免不了

要牵牛放羊割猪草。其实，放羊割

草并不觉得累而乏味，相比于课堂

上的背诵和听写而言，这些小事情

还是蛮有趣味的呢，也会让我生出

一些小欢喜来。比如“哞哞”地学

牛叫，但是老黄牛只是一个劲儿地

埋头吃着小路旁边的野草，并不搭

理我。而当我赶着一群羊进入小

山坡上时，我在后边“咩咩咩”地一

声，定会有无数的回音从前边悠悠

地传来。那场面，如同统帅着千军

万马一般，当然我是主帅；那声音，

整齐划一，听着好不舒坦！

最有趣的莫过于去林子里看

梨花，一夜春风梨花白，那场面，给

人一种极其盛大的感觉。一朵梨

花开了，一树树梨花也就随之纷纷

绽放，如赶赴一场约定，掩饰不住

的温柔，关不住的满园春色。梨花

儿，雪白雪白的，还夹杂着一股股

清清甜甜的花香味道呢！那些先

于我而来的蜂儿们已经在花中忙

忙碌碌了起来，从一朵花飞向另外

一朵花，仿佛不把每一朵花儿统统

问候个遍都不满意。还是鸟儿们

悠闲，站在不大的一根树枝上，欢

乐地唱着自己的歌谣，歌声清脆而

悠长，从林中舒舒缓缓地传到了你

的耳朵，最后久久地留在了你的

心中。

等到花儿纷纷落去，变成了一

个个梨子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新的

乐趣。那些指头一般大小的青青

的果子常常是我们逗闹的玩具。

听长辈们说，这梨树全是野生的，

即使果实成熟后，吃起来也是较为

干涩的，因此，无所谓小孩采摘和

玩乐的了。但每每看到那么多成

熟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的时候，我心

中还是不免会生出一些小小的疑

惑来，那么多的梨都去哪里了呢？

也许，正是无人问津，它们才在这

里欣然栖居，然后长出了一片片梨

树的吧。

上中学后，我渐渐远离了那座

小山坡，但那山坡里又多了新的郎

朗读书声，那声音是爱学习的邻家

小孩的。也许，在某棵树上，某个

石头上，或者熟悉的牛羊的叫声

中，又会多了一些属于童年时光的

小秘密来。

一座小山坡，一棵棵梨树，一

群群牛羊，就连一个个沉睡在土地

上的石头都是温柔的，也许这就是

所谓的故乡情节吧！

“青帝东来日驭迟，暖烟轻逐

晓风吹”。望着年远逝的背影，随

着身后习习的暖风，一个崭新的季

节——春天，有如娉婷少女，携着

万木的青翠和阳光的煦暖，衣袂飘

飘，款款而来。眼前，瞬间便展开

了一幅幅美的图画……

春天之美，美在赏桃花。地气

一动，万木争荣，“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这时节，约上三五知己，

同赏桃花绝对是件人间乐事。徐

徐微风中驻足桃园，但见百木吐

红，似赤雨塞途，云蒸霞蔚；千树

争妍，如凝霞敷锦，灿烂无极。蜂

蝶戏舞，嘤嘤成韵；风吹落英，片

片飞红。徜徉其间，令人顿生“东

风吹开花千树，占断春光惟此花”

之慨；思绪飞驰，遥想大唐才子崔

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

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的动人佳话。“残红尚有

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桃花

经风历雪，忍隐不发，终于在阳春

三月傲然绽放，那白如雪、粉如霞

的花海，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一种

人生哲理：不经一番寒彻苦，哪得

桃花分外香？

春天之美，美在打秋千。寒风

虽料峭，吹面犹有春。脱去厚重的

棉衣，舒展蜷曲的筋骨，在秋千架

上寻回青春的朝气。民间谚云：

“悠一悠，不长秋”，意即春天打了

秋千，秋天便不招瘟疫。由是，男

女老少，尽喜秋千，“绿荫门前打秋

千，无数娇娃争上前”，秋千悠荡，

吱呀轻唱，荡秋千的人忽而跃上半

空，忽而飞近地面，衣袂飘飘，神情

爽然！“二女娇娥美少年，绿杨影里

戏秋千。游春公子遥鞭指，一对飞

下九重天。”真是你悠我荡不思蜀，

欢声笑语入云霄！飞荡的秋千在

给人们送去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丝启迪：起伏跌宕乃是人间正

道，不必为居庙堂之高而喜，亦不

必为处江湖之远而悲；不在人生的

低谷里自暴自弃，也不在幸福的光

环中陶醉迷失。

春天之美，美在去踏青。“岁岁

春草生，踏青二三月”，摆脱冬的桎

梏，在广阔无垠的郊野中远足，踏

响春天的节拍，聆听春天的律动。

风，柔柔的，如同初吻让人陶醉；

草，嫩嫩的，如同清泉让人心怡，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

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在一片新绿中，伸出臂膀，

放飞梦想：抚摸小草娇嫩的身躯，

倾听百鸟细切的歌唱，这时节，有

什么曲子比春天的歌更嘹亮，有什

么花比春天的草更芬芳……把生

命的根植入春天的田畴吧，我们会

像小草一样从母亲的怀抱里汲取

到无穷的力量！

春天之美，美在闻花香。春

天，到处是花的海洋，大自然在这

一刻向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敞开

了她缤纷瑰丽的胸怀！水仙、迎

春、报春、瑞香、山茶、白玉兰、紫玉

兰、海棠、文殊兰、海角菊……一朵

朵如约而至，昂首怒放，以特有的

英姿装扮着姹紫嫣红的季节！春

天的花不娇贵，但却绚丽；不繁盛，

但却盎然；不重彩，但却热烈！一

朵朵、一片片、一簇簇、一丛丛，就

是生活向我们露出的张张笑脸！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身处春

天的花海，任谁的胸间都有一幅百

花葳蕤、馥郁芳馨，清风骀荡、块磊

全无的美好图画呢！

春天之美，美在折细柳。“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春天的柳树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少

女，走进了人们干渴的视野。郊外

堤上，处处满眼绿昵。柔软的柳枝

在风中曼舞，婀娜轻盈，宛如飘逸

的飞天，彰显着绰约风姿，点缀出

了季节的妩媚，诠释着春天的内

涵。前街后巷的孩子们削柳为笛，

吹奏出了带着泥土气息的特有旋

律，“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

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

起故园情。”看柳听柳之余，还可

重温古人“折柳”之俗。折柳赠

友，送出的是一份美好的祝福；折

柳送己，送出的是一份愉悦的幸

福；折柳互赠，收获的是一份对新

生活的憧憬，“楼前暗绿分携路，

一丝柳、一寸柔情。”盘桓春日的

柳林，折柳之余，常常感动于柳的

性格：她不浮不躁，不谄不媚，平

实而不招摇，清新而不张扬，清水

芙蓉，自然而然……

春天是一幅水墨丹青，“阳春

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春天是一曲美妙歌音，“喧鸟

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春天是一阙动人词赋，“晴天

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春天是一版彩色插图，“春色

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春笑了

草根紧攥的记忆开始吐芽

那些野菜刚绿出往事

就被掐进街头巷尾

鸟鸣不会蹉跎

从农谚里啄出

村庄走过的脚步

那把老犁

又开始一行一行翻阅

酸甜冷暖的农事

田野吱吱呀呀的虫鸣

悄悄讲述

乡村深处的影子

撩拨冒尖的隐秘

憋得太久的绽放

一跃就喧闹出

田野山岭千朵万朵喜悦

老父老母弯腰捡起三月

那些鹅黄的思念

悄悄顺着春天

一个背影远去的线路

轻轻抵达

年逾天命之年，我报名考驾

照，补开车这一课。这之前看着汽

车在路上欢快地飞奔，我总有一脸

的羡慕，从没有想过自己要开车，

总是以各种理由婉拒。

但现状不允许我再逃避：女儿

落户外地，路途遥远；老母八十，每

周我必回娘家，遇事立刻出发。夏

天还好，冬天骑着电动车跑太冷

了，我想考驾照，丈夫第一个不同

意；母亲也说：年龄大了，莫要太辛

苦哦；妹妹说：学会开车，你的生活

半径会延伸无限。这句话触动了

我，我决定报名。

体检、科一顺利通过。接着约

车，练习科二，我既担心又兴奋，不

知前路在何方。

第一天，我约到崔教练，站在

车旁的那铁塔般的男子，寸头，头

发根根直立，眼睛、鼻子、嘴巴很紧

凑，一下子给了我压迫感。看着训

练场上的皮卡，我心惊，用这个训

练？教练坐在驾驶位上问我，：“以

前开过车吗？”听到否定的回答，他

先让我认识方向盘、档位、刹车等，

接着一边讲如何发动车、加油，一

边让我打火动车，指挥我挂档直线

前行，直线倒车，拐弯，我晕晕乎乎

地跟着指令，开着车挪了一圈。下

车后，我看着回到原点的这个庞然

大物，有点兴奋，看来我也行，自信

满满。

第二天，崔教练教我倒库，他

的教学简单干净，指令明确，但我

手忙脚乱，换挡忘了打方向，打了

方向忘了加油，车七扭八拐就是不

入库。

有一天，没有约到崔教练的

课，跟着李教练学车。李教练看到

车压到库线，很生气黑着脸道：“都

五十岁的人了，还学开车，不知道

四十不学艺吗！”一下子我就没了

信心，看着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

一把入库，我怀疑自己真的老了。

但还是不服气，想想四十岁

后，我开始写文章，自己摸索着，文

章上了各大报刊，也算是得到了认

可；四十岁后，我开始学习电脑操

作，学会了电脑打字，排版，做表

格，制作课件，用多媒体上课；厨房

用具，日新月异，每添置一件新厨

具，我都会认真研究用法，烤箱、微

波炉都能很快上手。这个驾驶我

也能学会，于是鼓足士气，每天认

真着练习。

同一批学员报名考试，我也想

参加，崔教练说别着急，你再练一

练，下次再报名吧，争取一次过。

我听话，接着练，熟记动作要领，琢

磨细节。每天早去，抓机会上车练

习，把所有的科目过一遍。重点练

习倒车入库、定点停车和坡起，自

己的时段练完了，就看其他学员练

习，观察他们地动作和角度，寻找

感觉。

考试前一天，教练盯着，实时

点评：车身出线，碰了库角，出库压

线，注意打方向的角度和速度相匹

配。我心中打鼓，教练纠正着细

节，我默默总结失误。

第二天，科二考试，发动车，感

觉和驾校的车不太一样，第一项倒

车入库，听到仪器报：车身出线，扣

一百分，请把车驶回原点。我变色，

吓得哆哆嗦嗦，一边开车一边想，过

不了怎么办，放弃？不行，大不了从

头再来！各种念头纷沓而至。

回到原点，我掐着自己的大腿

冷静下来，叮嘱自己：别慌，只看眼

前，按要求做。从头开始，跟着系

统指令行动，语音一直提示：请进

行下一个科目。到达终点，语音播

报：恭喜考试通过。我不相信我的

耳朵，后背有汗水流下来。

新年前，科四也顺利通过，我

拿到驾照，开始自己开车回娘家。

想想学车也是一个人生的奋斗历

程，只要认真，所有事情都有可能

做好，岁月的道路虽长，但需一步

一步走下去，人生五十方开始。

生命里有朵花

总是藏在最柔软的地方

让我放不下

晴朗的日子

她是一池水

缓缓柔柔的涟漪

烂漫着整个家

多云的天气

她燃成一团火

火舌能把你烧成渣

偷赏风景的时候

她就是一粒沙

迅速钻进色眯眯里使劲地摩擦

情绪低落的时候

她凝成了冰

拒人千里的面孔让人忐忑

她没有常态

身上却把所有的常态都含着

孩子一把一把地拉扯大

饭菜一顿一顿的做好了

据说她是我的一根肋骨

骨肉紧相连

你说我爱不爱她

□钱国宏

大 美 阳 春

□管淑平

梨 园 悠 悠 故 乡 情

□张红梅

人生五十方开始

□童如珍

春播拾趣

□张勇

三月的抵达

一抹余晖

一点点坠落

仿佛逐渐熄灭的星光

夕阳躲进地平线

鸟雀收起了余晖

山峰也在落日中隐去

但隐去的落日

依然是我心中一盏

黎明的灯

□陈怀洁

落 日

□
王
永
清

少年时邂逅在途中

我们诉说着憧憬

青年时邂逅在途中

我们抒发着豪情

中年时邂逅在途中

我们鼓励着斗志

老年时邂逅在途中

我们共同唱着夕阳红

途中有风雨

途中有彩虹

途中有朋友

途中有梦

春天里邂逅在途中

我们欢快着踏青

夏日里邂逅在途中

我们赏悦着葱茏

秋风里邂逅在途中

我们共享着硕果

冬雪里邂逅在途中

我们慰籍着一股暖情

途中有坎坷

途中有峥嵘

途中有故事

途中有梦

□边成子

女 人 花

□桂剑峰

邂 逅 在 途 中

茶

以

春

为

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