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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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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时，乡友胡三元来电，“我们拟出一本荷岭采风集
子，想劳驾您写篇序言，不知可否？”我想都没想，便满口答应：
行。看到诗集的书稿时，心情却很复杂，几分忐忑，几分欣喜。

荷岭，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承载着我无数的回忆与情
感。我十八岁离开家乡，走南闯北，去过好多地方，到过北极，
去过“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罗卡角，然而，故乡总在深情地望
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荷岭山水的呼唤。翻阅诗集，
我看到了大量的唱和诗，读着品着，我浮想联翩……我想起了
去年“六一”儿童节期间，诗友们在我家看书留影，品茗谈诗的
雅聚时光；想起了金秋十月少年队员为我系红领巾，行少先队
员礼，祝我生日快乐的愉悦场面；想起了1600多年前的那场盛
宴《兰亭序》。

读这些唱和诗，能读出生命，读出情感，读出美好，读出永恒。
诗人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荷岭的山、水、荷、枫，赋予其灵

动的生命。比如，胡三元在《荷岭采风迎宾》诗中写“白象驼仙
留永迹，红荷照水溢清芬”，将传说中的仙人王子乔骑白象化为

“荷山象石”的典故融入诗中，虚实相生，使自然景观蒙上一层
神秘色彩，让人仿佛置身仙境。邓小云的“微信频加期契阔，老
歌重唱忆清芬”，能读出诗人们的雅集盛况，黄志平的“仲夏寻
诗趣味真”点明了采风活动的诗意与趣味，诗中“子乔化象成神
石，德远归田令色芬”一句，巧妙地将神话传说与田园风光相结
合，展现了高安的历史底蕴与大自然之美……

有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那是没有诗人，有了诗人，
处处都有风景，诗集中，有几十首诗是直接描述我们村或我家
宅子的，那些诗我特喜欢。

那天，天下雨，无法在室外采风。诗人们便来到我家，喝
茶，抽烟，聊天，看书，嗑瓜子，拍照片，诗在刘罗村的一角捻亮
了爱的光焰。感恩每一个有缘相遇的追梦人！

当我往诗集深处走的时候，我读到了陈邦瞻。他是官至兵
部尚书的明代著名史学家、诗人。他的诗，以清新自然，情感真
挚见长，既有对山水田园的细致描述，也有对人生世事的深刻
思考；既有对友情的珍视，也有对家国的感恩。

纵览全书，看得出来，集子里的诗作者应该说大部分都不
是职业诗人，写诗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写好诗，把诗写好是
他们的追求，他们想把生活中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记录下
来，用诗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发现。信息化时代，万象纷呈，但
真、善、美的终极艺术本质依然存在，我们要做一个仰望星空的
诗人，做一个为理想写作勇攀高峰的诗人，做一个有尊严、有情
怀的诗人，写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能充分体现生活本质
和生命底色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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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今年的清明节，尤其怀念。
1936年8月，父亲出生于泰兴城东一户普通农民家庭。自

小聪明伶俐，6岁念私塾，16岁被送到县城学中医，20岁回乡行
医。父亲年轻时英俊帅气，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风流才子”。20
岁大婚，养育两儿两女，我最小。小时候父亲最疼我，有事没事
总爱带着我坐上他那“永久”牌自行车，前往工作或闲游的每一
个地方。凡是遇到的乡亲们，都会亲切地招呼我叫“二老枪”
（兄弟排行老二的昵称）。回来时，口袋总是塞满各种糖果、饼
干……

父亲的工作十分忙碌。他在大队部（现在叫村委会）开设
了诊所，承担全大队近2000人的医疗任务。诊所里多数时候
人满为患，父亲耐心接待每一位患者，询诊、把脉、开方、抓药一
气呵成。父亲一般上午门诊，下午赶赴病人家中，为年长的、行
动不便的患者看病。遇到急症、重症，还经常深夜出诊。就这
样几十年如一日，乡亲们爱戴父亲，尊称他“殷先生”。

父亲重视儿女道德品行教育和文化教育。虽然当时家庭条
件拮据，但他坚持让每个儿女都能上学。每当我们学习上遇到困
难想退缩，父亲总是鼓励我们坚持到底。别人家有的不让女孩上
学，辍学务农，但对我两个姐姐上学的事，父亲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父母的关爱下，我们兄弟姐妹的学历都比同龄人高出一截。

父亲待人宽厚，与人为善。他给人看病，如果不需要抓药，
就是免费的；如果用了自种自配的草药，就是免费的；即使对急
诊、夜诊等非常辛苦，也不额外收费；还有给一些患病周期长、
家庭困难的人看病，经常减免费用。父亲从医一辈子，可以说
积善积德一辈子。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给我诵读唐诗《燕诗示刘叟》，解
释燕子哺雏的艰辛，让我懂得做儿女要懂得尽孝、做父母要懂
得放手的道理。父亲对奶奶非常孝敬，和奶奶说话从来都是轻
声细语。父亲用自己的方式爱母亲、爱儿女，也爱乡亲、爱集
体、爱国家。他深知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先后把哥哥和我都送
去参军。父亲从未说过保卫祖国、为国奉献之类的豪言壮语，
但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的爱国情怀。后来我和哥哥没有辜负
父亲的期望，都在部队奉献了20多年。

1980年以后，哥哥姐姐成年后纷纷离开家门，我1991年底最
后一个离家当兵。每次写信、打电话问候，父亲从来报喜不报忧，
只是叮嘱我要在部队好好干。2005年6月底，父亲突然吃不下
饭，去医院检查竟然已是胃癌晚期！我赶紧把父亲接到南京动手
术，但手术结果令人失望。在父亲最后的3个多月里，哥哥、姐姐
和我轮流照顾，乡亲们、亲朋好友也纷纷上门看望。我们为父亲
举办了盛大的70岁寿宴，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得到宽慰。

感谢父亲给了我们生命，教育我们成长。父亲永远活在儿
女心中！

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意思是从早上开门起，一天都离不开这七
件东西，代表着人间烟火气。但我对茶的直观
印象是又苦又涩，苦是味觉感受，涩是触觉感
受，都让人不舒服。单位很多同事都喝茶，我
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杯中加点茶叶，用开水冲
泡，等水稍微凉了，咕嘟嘟喝上几大口，然后再
续上开水。我这不是品茶，而是解渴。但时间
长了，倒觉得不加点茶叶好像少了点什么。

周末和几个朋友相约到一个茶馆喝茶聊
天。进门就看到墙上挂着“陆卢遗风”四个
字。经老板娘解释才知道，“陆”指茶圣陆羽，
精于茶道，以《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文化
发展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卢”指茶仙卢仝，
一生两大爱好，饮茶作诗，尤以茶诗擅长，他的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脍炙人口，诗中有一段
俗称为《七碗茶歌》，从一碗到七碗，写出了品
饮新茶带给人的美妙感觉。挂上这四个字，就
是要以“茶圣”“茶仙”的高风亮节作为自己学
习的榜样。

其实我是不懂茶的。我对茶的了解就是
道听途说，虽然到茶厂参观过，却什么也看不
明白，对茶的品种倒是能讲出一二，什么龙井、
普洱、毛尖、瓜片、铁观音，但最多算是科普常
识，我说不出各种茶叶的区别，更没有品茶鉴
茶能力，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它们都挺贵
的，所以也就没必要不懂装懂、故作深沉了，否
则让别人看了笑话。

趁着几个朋友在欣赏橱柜里各种茶叶，我
来到茶室参观。茶室外有几株芭蕉树随风轻
摆，绿叶间偶尔闪过几点斑驳阳光。走进茶
室，一股雅致的气息扑面而来，迎面的墙上装
裱一幅字画，中间“茶道”两个大字，遒劲有力，
下面是一行小字，写着“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
大业一壶茶”，那种超脱潇洒的感觉一下子就
出来了。字画下方是一张古朴的木质茶桌，上
面整齐地陈列着各式茶具，桌角边是一个小巧

的泥炉，炉上的陶罐里正在煮水，水汽袅袅上
升。

我仔细品味这个“茶”字，拆开来就是人在
草木间。这一造字方式直观表达了茶源于自
然草木的本质，也代表了人们采茶、制茶、饮茶
过程中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既描绘了人置身自
然草木的和谐画面，又隐喻了茶文化与人类生
活的紧密关联，充分体现了老祖宗造字的智慧
和意境。

老板娘引着几个朋友走了进来，给我们泡
好了茶，然后走到房间一隅，我才发现这里还
有一架古筝。老板娘坐在古筝前面，舒缓身
心，十指起落，悠扬的乐曲在古筝上如水滴落，
一个个音符仿佛也泛着晶亮的光泽轻轻流
洒。我们坐在茶桌旁，时而抿一口茶，缓缓吞
下，回味这股淡淡的香味，时而放下茶杯，闭上
眼睛，静静欣赏这优雅的筝声。我恍惚感到，
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幅静谧优美的画卷，弹筝
的人和品茶的人，都成为画里的人物。

我似乎理解了，品茶的过程其实是一场细
腻而深刻的情感体验。当茶香轻轻拂过鼻尖，
这香气如同晨曦中的微风，温柔而清新，让人
产生一丝神秘与期待；当茶水缓缓润过舌尖，
初时或许有些微苦，但随即而来的回甘，让人
感到十分满足和舒畅。品茶时，心是纯洁净白
的，是虚无空灵的，否则和整体气氛相悖；品茶
时，不要想运势吉凶，不要想名利得失，否则难
得茶中三味；品茶时，暂时忘却红尘浮华，暂时
忘却俗世纷扰，否则脏污了杯中茶汤。

其实懂不懂茶，真的不重要。品茶是一种
身体的放松、心灵的享受，哪来这么多条条框
框？对于不同的茶品，都能在别人的指点下喝
出它的味道；对于不同的茶道，都能倾听其中
的道理并做到快乐地点赞；对于不同的茶人，
都能友好相处并学习他们闪光的东西。而对
于我来说，只要有茶叶，有杯子，有开水，便可
成全我的“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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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芽，又称洁净菜，是由水芹在特有的土壤
环境条件下，经过特殊工艺培育而成的芽菜。
色白如玉，芽头为乳黄色，叶柄呈白色透明状，
清香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可用于炒、烫、
凉拌等。《吕氏春秋》中有“菜之美者，有云梦之
芹”的记载。

提到芹芽，就不能不提到《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
关美食的介绍与描写，这足以证明，曹翁是一位
很有造诣的美食家。曹雪芹，字梦阮，号雪芹、
芹溪居士。之所以以“雪芹”为号，很可能是受
大诗人苏东坡的影响。因为，曹家从祖父曹寅
开始，就很喜欢苏东坡的诗，而曹雪芹喜欢的程
度更深。苏东坡在的名作《东坡八首》中，有“泥
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
脍。”的名句，在他看来，泥芹之泥虽是污浊，但
它的“雪芹”却出污泥而不染。因此，他就改为

叫“雪芹”。
曹雪芹少年时代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生

活，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
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嗜酒喜吃，家道衰
落后，经常自己烹调肴馔，他最拿手和最喜爱吃
的一道菜就是“雪底芹芽”。所谓“雪底芹芽”，
早在宋代以前就有了，是用冬雪掩盖下的芹菜
嫩芽，炒鸠肉丝而成。据说这样用雪底芹芽炒
出的名菜，实在清淡鲜美。这道“雪底芹芽”是
用斑鸠和芹菜做成的。斑鸠体型似鸽，栖于平
原和山地的林间。其肉鲜嫩，爽滑味美，与芹芽
同炒，颜色鲜艳，衬以“雪底”，三色分明，色、香、
味、形俱佳。

如今，这道“雪底芹芽”经后人改良成为了
一道百姓常吃的家常菜。有时，一道菜也是对
一个人的最好纪念，譬如，东坡肉、左公鸡、西施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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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一早，我洗漱后到厨房里准备孩子的
早餐。妻子一会儿走了进来，边忙边对我说：

“晚上你给孩子炖个排骨汤，要先焯水，时间不
能长，水一开就关火，把漂在上面的浮沫撇掉，
不然附着在排骨上难洗。撇完再用清水洗两
遍，然后冷水下锅炖，记得一定要放点胡椒粉，
去腥，你儿子也喜欢……”

一早忙得团团转，又不好呵斥她，只好跟她开
玩笑说：“领导你管这么细，我们具体办事人员工
作不好干啊。”妻子一听，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像这样的厨房趣话，在我和妻子间还经常
发生着。

昨天吃过晚饭，我戴上手套开始洗碗，没想
到右手食指破了一个洞，水直往手套里钻。以前
我洗碗也没有戴手套的习惯，只是年纪大了，在
意保护手。而且这也是跟妻子学的，她每次洗碗
必戴手套。后来我也习惯了，不戴手套，不仅觉
得手的皮肤受损伤，甚至觉得碗都洗不干净。

我让正在厨房里抹灶台和地面的妻子赶紧
买副洗碗手套回来，妻子说不急，明天就买。怕
她不放心上，我又说如果明天不买回来，我就不
洗碗了。妻子仿佛受到了“挑战”，说道：“哟，长
本事了嘛，没手套还不干活了呀！”

洗过碗，刚坐下看了一会儿书，快递员敲
门，原来是妻子下单的洗碗手套送到了。我“深
情”地望了她一眼，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我们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妻子平时工作忙，单位离家又远，一般都是

我做菜。到了周末，妻子看我忙了一个星期，体
谅我辛苦，她就主动承担做菜的任务。每次妻
子做饭，厨房里各种碗、盘、盅、壶摆得到处都
是，就像龙卷风刚刮过一样。上周末，妻子在家
做菜，场面还是一样。

吃饭时，我不停地给妻子搛菜，感谢她辛
苦做菜。妻子又解释说她平时做饭少，场面确
实不太清爽，观感不太好。我说这没啥，虽然
场面不好看，但可以诞生一句歇后语：“侯华娟
（妻子名字）做饭——场面豪华”。妻子听后
“擂”了我一拳，说我尽“笑话”她，我说这也是
我们之间的一种乐趣啊，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
生气，妻子连连说是。

刚结婚时，跟妻子就讲好哪一个人做饭，另
一个人就负责洗碗。后来也一直坚持这样做，
想想也正常合理，家务事就要共同承担，共同尽
义务。但是时间久了，我每次做完饭，碗也归我
洗了。有一天，我故意问妻子我们之前不是有

“规矩”吗？妻子说：你能干，就多干点，“能者多
劳”嘛。得，她这样说，我还能说什么？不过，我
也是心甘情愿既做饭又洗碗的，在所有家务活
里面妻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洗碗，就像我最不喜
欢拖地一样。看似我“多”洗了碗，妻子不也

“多”拖了地吗？夫妻过日子，就是要这样互相
体谅、互相补台。

我和妻子都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哪怕
在小小的厨房里，我们也要让生活过得轻松、过
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