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驱车一

头钻进山道蜿蜒的茶乡。这里山

清水秀，茶铺挨茶铺，清新的茗香

四处流淌。采茶如采春，自己动手

挑拣、炒制最新鲜、最生态的新茶，

品味一番乐趣，感悟一种朴素的茶

味人生：“生在山

里，死在锅里，埋在

罐里，活在杯里。”

作 为 爱 茶 之

人，我更看重“活在

杯里”。茶与水相

遇，便是生命的复

活，芽叶舒展，绿意

盎然，鲜嫩得如同

枝头再生。让心沉

浸在茶香之中，且

品且悟：水乃茶之

魂！

记得儿时，家

中四合院里有一口

井 ，水 质 清 冽 甘

甜。泡上一杯茶，

只需少量茶叶，便

香气四溢，其味浑

然天成，让人平静，

让人舒心。后来，

总觉得水中有点什

么异味，于是多加

点茶叶来避味，结

果茶叶越加越多，

从 大 家 都 爱 喝 的

“淡茶温饮最养人”

的清茶变成父亲提

神醒脑的浓浓“加

班茶”。水质变了，

一杯茶已经飘不出

生命的淡泊与宁静。但是，茶又不

得不喝，因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

茶遇水是缘，不管是用井水，

还是自来水，或是桶装水，沸水一

泡，茶水相逢，沉沉浮浮，人生如

茶，韶华似水。《红楼梦》中妙玉对

茶的解读最令人刻骨铭心：一杯为

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

是饮驴了。牛饮也好，细品也罢，

只是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需求。不

过，妙玉用五年前的雪水沏茶，这

让我实在不敢苟同，水是生命之

源，贵在活，埋了五年的一坛死水，

还能喝出春天的味道吗？

其 实 ，雪 水 泡

茶，古人格外推崇，

认为来自天上，洁白

晶莹，用来煎茶，一

是取其甘甜，二是取

其清冷，可谓：“雪水

烹茶天上味”。不

过，如今大气污染，

雪水烹茶已是一种

奢望。“茶者，水之

神；水者，茶之体，非

真水莫显其神，非精

茶何窥其体。”好茶

还需好水配，无论是

“虎跑水，龙井茶”，

还是“扬子江心水，

蒙山顶上茶”，水简

直就是茶的灵魂。

最近，常去一家

茶坊品茗。老板说，

如果没有这泉水坐

镇，我都不好意思收

茶钱！要说这个水

真有点意思，贵不用

说，且市面上买不

到，饥饿营销的策略

让它在茶客中彻底

高端起来。水确实

是好水，源自附近的

一眼山泉，激发的茶

味清香飘逸。慢慢

细品用此水烹的各种名茶，犹如做

了一场场山水相逢的梦，梦醒了，

唇齿还留香，吐气还如兰。茶里乾

坤大，壶中日月长，这样的时光，很

享受，就像鲁迅先生的体会：“有好

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水之韵在于净，可净心；茶之

韵在于清，可清心。一水，一茶，一

禅心，这是一种平和淡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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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老里克湖的雪别有洞天，

只想亲眼见证一下。从汪清出发，

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

老里克湖。临近老里克湖的盘山

路，竟然覆盖着薄薄的雪，一定是

昨晚下雪了。一下车，感觉比我们

汪清冷多了，于是周身“武装”严

实，准备挑战这里的严寒。

首先，映入眼帘地是一座座雪

屋 ，能做得了雪屋，你就能想象到

这里的雪有多厚了。我们一个跟

着一个钻进雪屋，虽然里面扯挂着

一些彩灯，但我还是感觉到寒冷，

又害怕头顶的雪坍塌下来砸到身

上，于是，瞬间逃离。

景区内，只见一片原始森林。

老里克湖面积大约有30公顷，平均

海拔1470 米，属于高山湿地，人迹

罕至，冬季对游人开放。景区里有

马拉爬犁、雪地摩托。有几位朋友

想体验一下马拉爬犁，于是我们分

乘四架爬犁，向山腹地进发。从来

没有坐过马拉爬犁，有的朋友想赶

爬犁，有的朋友忙着拍照，有的朋

友坐在爬犁上笑得前仰后合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树枝上，不远

就有一个彩布条，正纳闷儿这些布

条是干什么用的？马爬犁主人告

诉我们：这些彩布条用处可大了，

它们标记着雪道的位置，是马拉爬

犁来回始终走的雪道，雪道经常

走，都踩实了。雪道外边的雪特别

深，没有齐腰深也差不多，只有马

爬犁走雪道，马拉起来才省力。就

是下雪了，雪道被雪盖上，凭借彩

布条地标记，也很容易找到雪道。

经过马爬犁主人地讲解，我们内心

豁然开朗。大约过了15-20分钟，

我们来到了驿站，马爬犁就送我们

到这儿。我们都觉得还没有坐够

呢，不得已告别了马爬犁。

我们在驿站逗留了一会儿。两

座木屋，一座木屋里边中央是一张

长条桌子，正对着一张兽皮凳，长条

桌两边各分列着五个兽皮凳，大家

分坐在两侧，感觉有点儿像梁山好

汉在议事厅开会。另一个屋也有兽

皮凳，中央还有个火盆，几个爬犁伙

子正在烤火取暖。我们坐了片刻，

便继续向老里克湖腹地进发。

徒步行进，才真正的与林海

雪原融合到一起。清冽的空气，

直抵肺腑。我们只敢在雪道上徐

行，道两边的雪，差不多到大腿根

儿，我们是万万不敢乱跑的。森

林里到处是天然的雪雕，树桩上、

草墩上长着蘑菇、蹲着雪兔、站着

狗熊……横亘着的倒木隆起银

桥，斜挂着的倒木又像天梯。

今天，来得巧，正好碰上雾凇

的好景致。桦树、柳树、槐树……

都挂着雾凇，像羽，毛毛绒绒；像

冰，晶莹剔透。雪树银花，煞是好

看。松树顶着雪团，好似松柏绽银

菊。山顶端的松树被雪裹得更严

实，像雪松，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这些美友，端着手机，就是

一阵拍。与雪雕拍、与雾凇拍、与银

桥拍、与雪松拍……站着拍、蹲着

拍、倒在雪地里拍……单人拍、双人

拍、群拍……有趣地是我们倒在雪

地里，摆出各种造型。往往是倒在

雪地里，自己起不来了，只得大家七

手八脚地合力拉起来。这样卧雪的

姿势，我们也抢拍。

终于来到老里克湖腹地，那是

一片雪原，白茫茫一片，好辽阔啊，

远处四周是雪松。风很大，把雪都

吹到洼地里，聚成了一个个雪丘。

有驴友在雪丘下挖了雪洞，修成雪

屋，有走廊和三间卧室。有两个驴

友正在里面铺上垫子小憩。听说

这是前驴友一下午挖出来的雪屋，

真厉害。这雪丘咋也得有 3 米多

厚，真是天然的大棉被呀！

返回出发地，在公路的另一

侧，我们钻进雪洞，参观了雕刻“冰

雕连”战士的壁雕，壁雕栩栩如

生。抗美援朝长津湖“冰雕连”战

士们俯卧在零下40摄氏度的阵地

上，手握钢枪，保持着整齐地战斗

队形和战斗姿势，伟大的“冰雕连”

浮雕一下子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老里克湖的雪啊，浑然天成，

厚厚的、静静地藏在原始森林里，

干净得好想捧一捧，尝一口，真不

忍心亵渎了这圣洁的雪。看着络

绎不绝的游人，才深深地体会到：

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来吧，老

里克湖的雪，欢迎您！

《朗读者》是央视推出的一台

文化情感类综艺节目，主持人董

卿，节目开播 6 年来，我一期都不

拉，期期必看。记得董卿曾经在

节目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眼睛到

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是的，文

字里是有风景的，而且这样的风

景，无处不在，有的时候不是目之

所能及的，需要用心灵去领悟，去

感受。

生活中，有的人喜欢拿着手

机、相机，把风景定格为一幅幅精

美的图片；有的人喜欢游遍青山绿

水，把风景永恒为一个个美好的回

忆。而我的风景在文字里，闲暇的

时候，捧一本钟爱的书籍，或是一

篇喜欢的美文，在文字里度过一段

“相看两不厌”的惬意时光。

读书，是慢时光里的享受，什

么时候都可以，什么人都可以，不

必刻意，也无需强求。因为文字里

的风景，一直都在，不会走远。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

每相亲。”读书，清晨可以，黄昏也

可以。对于读书的人来说，书籍就

好比是心照神交的老朋友，晨昏相

对，如影随形。每一份快乐，抑或

每一份忧愁，都是字里行间的风

景，一字一句间，不由读书人不跟

着去快乐，跟着去忧愁。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

雨 来 佳 。”读 书 ，下 雨 的 日 子 可

以，起风的日子也可以。雨打芭

蕉，淅淅沥沥；风敲窗棂，柔柔软

软。一个人，慵懒地靠在床榻之

上，一卷书，即便是随意地翻上一

翻，人阅书，书怡人，这书里，便

有了风景，读书人，也便融入了风

景里。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

气自华。”读书，锦缎绸衫的人可

以，粗缯大布的人也可以。读书

之人，贫穷也好，富贵也罢，文字

里的风景，从来不薄彼此。常常

读书的人，气质一定是高雅脱俗

的，这样的气质，是文字里的风景

熏陶的。

读书，读的是文字里的哲理，

文字里的境界，这样的哲理和境

界，就是文字里的风景。读书，有

的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

闻一多读书成瘾，结婚那天，

众人遍寻新郎不见。原来闻一多

仍然一身旧袍，稳坐书房，手执一

卷，如痴如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

能看书，一看书就要“醉”，是为“醉

书”。

华罗庚读书，拿到一本书后，

不是翻开来从头至尾地读，而是

对 着 书 思 考 一 会 ，然 后 闭 目 静

思。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

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

自己猜想的一致，就不再读了，是

为“猜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为了一

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

城未能如愿。得知北京图书馆有

这部书，适值冬日，顶着狂风，冒着

大雪，一连十八天跑到图书馆里去

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抄

录到手，是为“抄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我

看来，每读一本书，都是一场心灵

的旅行，风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

文字里。春光无限好，在这个鸟语

花香的季节里，读书吧，像旅行一

样去读书，去领悟，去感受文字里

最好最美的风景。

灯下漫笔

为每一片叶子每一棵

小草起名

为每一缕阳光重新定义

雨里生，风里长

那绿茸茸的肤色

是我对你的思念

我的心是片田地

你在此破土拔节

肥沃的风滋润出

漫山遍野的鹅黄和青翠

叶脉上的你有摇曳的

欢乐和美

撩拨我的根

起名，不仅仅是为了识别

也是辽阔的期待

此刻

我用阳光重编花期

等你盛放

所有的芽孢都在路上

三月，是今生最美的相遇

所有的芽孢都在路上

所有的风都面向南方

和我的思绪一样

正奔驰在南方落满柳絮

的小径

三月的风带着柔情

吹着吹着就落在了我

如花般的微笑里

并开满诗歌的田野

沿思念的脉络疯长

此刻

我深情地握住了光阴

用你的名字取暖

我的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一生博览群书，温文尔雅，笔走龙

蛇，下笔成章。可是手无缚鸡之

力，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谙农

活。但父亲一生珍惜粮食，爱粮如

命。有特殊的“惜粮”情节。

父亲只擅教书，不懂劳作，韭

菜麦苗分不清。母亲精明强干，里

里外外一把手，一生操劳只为家。

我们人多劳力少，父亲教书，我们

上学，家中田间地里都是母亲一人

操持、打理。母亲起早贪黑，风里

来雨里去，春耕秋种，抢秋种麦，秋

收冬藏，还要纺线、织布、做衣裳，

一年到头黑间白日连轴转，没有片

刻清闲。父亲心疼母亲，但父亲不

会农活，干着急没办法。几次跃跃

欲试，周末跟着母亲锄地去，可锄

头到了父亲手里就是不听使唤，吭

哧半天锄不动，父亲急得脸红脖子

粗，一使劲，草没锄下来，麦苗却下

来了。活生生的麦苗在父亲手里

断了性命，父亲心疼的不行，满脸

的歉意。父亲一片好心，却往往帮

倒忙。看着父亲窘迫的样子，母亲

哭笑不得，柔声细语地说“打仗就

伤兵，锄地就伤苗。没事，没事。”

母亲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比父亲

更心疼。颗颗幼苗都是母亲精心

侍弄下才长出来的，如同自己的孩

子。父亲深知自己庄稼活儿确实

不行，不敢再试，免得让母亲纠心。

父亲干不了农活，内心深处对

母亲总有一丝愧疚。父亲深知母亲

不易，教我们背诵的第一首诗就是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

次读这首诗，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

母亲烈日炎炎之下，弯腰弓腿，汗流

浃背，田间劳作的情景。深感稼穑

之艰，种粮之难，劳动之苦。一粒粒

粮食来之不易，父亲嘱我们要加倍

珍惜，不能浪费一粒米，一口粮。

父亲对我们要求及严，平日里

吃饭，吃多少盛多少，不能剩碗底

儿；吃饭不能挑食，母亲做什么，我

们就吃什么。吃饱为止，不能吃

多、吃撑。饭要吃完，菜要吃光，不

能浪费粮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一瓢一饮当自格外珍惜！

流年似水，弹指间已知天命。

时至今日，我才慢慢明白，父亲一

生为什么“惜粮如命”。因为我们

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母亲风餐露

宿，用自己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

饱蘸着母亲的心血，凝聚着母亲的

艰辛，饱含着母亲的深情。点点滴

滴都是爱，一粥一饭皆关情！

如今时过境迁，农业实现了机

械化，连年丰产丰收，人们过上了

幸福生活。可爱惜粮食，珍惜粮食

的习惯不能丢！粮食是生命之本，

社会之源，无粮不稳，我们中国人

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爱

惜粮食，从我做起。珍惜粮食，杜

绝浪费，光盘行动，应该形成一种

习惯，养成一种家风，根植于我们

的血脉，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我家楼前有一株海棠树，是多

年前种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

春暖花开的时候，海棠树总是

早早地生出许许多多的嫩叶来，最

迷人的是那叶间隐隐约约的红艳

艳的小花苞，宛若一粒粒红豆似

的，十分迷人，随风而动，宛若邻家

的小女孩，羞羞地从叶间探出头来

张望，那神情既清纯又可爱。

我最喜欢海棠树上那含羞的

小花苞了，百看不厌。那红红绿绿

的景色，胜似美丽的山川画卷。

有时，遇到风清云淡的天气，

在暖暖的阳光照射下，海棠花悄悄

地舒展开自己的花瓣来，呈粉红

色，如一张天真烂漫的笑脸。美得

不忍心靠得太近去看，生怕打扰了

它。我静静地站在树旁细细地用

心观赏着那盛开的海棠花，那份醉

态，那份画意，那份诗情，那份晨露

一般的纯美，还有那份烟花般的绚

丽，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心间。

至于我家楼前的海棠是哪个

品种，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看着下

垂的小花苞，我觉得它像垂丝海

棠。据说垂丝海棠在三四月份开

花，九十月份结果，可我从未见过

楼前的海棠果实。再细细地观看

又像是西府海棠。可是西府海棠

的特点是外红内白，花苞为红色，

花开后为白色花瓣，这倒是非常像

的，一点不差。可是书上说西府海

棠是有香味的，我却从来没有闻到

过楼前海棠花的香味，莫非花一

开，香气就散尽了？还是书上记载

有误？看着眼前的海棠，又觉得不

是很像。

海棠花到底有没有香味？有

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至少，我没

有闻到海棠花的香气。记得李渔

是这样说的：“海棠之香只不幸为

色所掩。”也是啊，人们在欣赏花之

美时，却忘记了它的芳香。李渔还

借郑谷的诗《海棠》：“朝醉暮吟看

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来说明“有

香无香，当以蝶之去留为证。”我想

管它香不香，有那份神韵之美，就

足以让人难忘一生了。就像一个

女人美不美并不重要，而一个女人

若有丰富的内涵和不凡的气质，足

以令人敬佩羡慕一生，是一样的道

理。

每当海棠花开的季节，我总会

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有个长久

的晴好天气，让海棠也有个美丽灿

烂而美好的花期。好多时候，我的

这个心愿都能实现，我非常感谢老

天的恩赐。不过也有不如意的时

候，老天偷偷地在夜里趁我熟睡之

际下起雨来，惹得我早上起来无法

面对残花满地，搞得我的心情好几

天都会很糟糕。

海棠花艳丽妖娆，令人陶醉，

让人着迷，看着那些美丽的花朵，

宛若一个个羞涩的笑脸，在叶间微

微而笑，默默不语，我就像饮了美

酒一般，醉了。

我喜欢海棠，喜欢它的娇羞之

美，喜欢它盛开时的红颜娇媚，喜

欢它的如晨露一般的清纯，喜欢它

的媚而不俗，喜欢它初开时的粉

色，也喜欢它落幕时的洁白。我轻

轻地吟咏苏轼的“东风袅袅泛崇

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

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心中满是

欢喜。

翅膀翕动，向天下散播春的梦想

祥在蓝天，漂泊白云多么地随

我向往故乡

岁月里的柔光，总是诉说一抹

思念的馨香

我用一把黑剪，裁开春风温暖

的心房

隐匿在云中的山山水水，星星

光光

寻觅家乡的光芒

无暇顾及，那是王家的屋脊，

那是谢家的房梁

一声呢喃，只想安家幸福的门旁

找个祥和人家，舞动和谐的

翅膀

不求窝边有清水米糠安放

我驮个屋檐出门，盘旋田野，

穿上燕尾服，播洒经书的芳香

你收放犁耙，烟嘴里悠闲地

望着远方

我背个黄昏回家，巢里装满

春天梦想

你渴望打包秋色，粮囤里满是

春天的渴望

我品尝了春暖秋凉

你收获了春播冬藏

春雨

恰如苍穹的精灵，仿佛润心的
酥油

静悄悄地随风游走
伴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落在希望的田畴
怀揣如烟的心绪，抛却乱乱的

纷忧
尽管脚步万千，但齐向绿色的

源头
无论风如何纷纷扰扰
我只牢记使命的征程需求

如同银针的明亮，恰似牛毛的
轻摇

每一滴皆有相思的哀愁
每一滴都是情扉的轻叩
每一滴皆是爱恋的滴漏

滴答是我敲响世界的歌谣
恰似过客的蛩音碎梦了西楼

内的守候
如织的云天迷雾中的邂逅
不知牵念了多少渴盼奇遇的

方洲

我是一滴春雨
我有满腹的情怀悠悠
我渴望碧草油油，嘉禾优优

我祝愿春苗丰收

□吴瑞军

这 里 风 光 独 好

□田秀明

文 字 ，无 处 不 在 的 风 景

□管艳艳

父 亲 的“ 惜 粮 ”情 节

□潘洪根

海 棠 花 开

□谭哲胜

三月，等你盛放
（外一首）

□黄金铎

春 燕 （外一首）

□
张
春
波

茶
遇
水
，一
场
山
水
相
逢
的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