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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 凝香凝香

心灵 漫笔漫笔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在我

国，喝茶不仅仅是喝茶，更多的是一种
情结、一种社会文化。在临颍县繁城回
族镇，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繁城回
族镇的茶馆兴起于清朝中期、盛于清朝
晚期和民国时期，至今已有300多年的
历史。繁城人爱喝茶的习惯代代相传，
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保持着以茶待客、
以茶交友的习惯。2010 年，“繁城茶
馆”被列入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春日，记者走进繁城回族镇的茶
馆，感受老茶馆里的茶文化。

繁城回族镇自古就是商业繁华之
地，水路、旱路四通八达，是中原重要
的商业重镇之一。清朝乾隆年间，有一
个美国人在繁城回族镇西门里开办了一
家洋烟厂。洋烟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所需要的原材料也越来越多，周边的农
民很多都以贩运卷烟用的各种原材料为
生。由于卷烟厂所需要的原材料越来越
不能满足需求，后来，山西、陕西、河
北的商人也加入了贩运原材料的行列，
外地的商人越来越多。做罢生意，闲来
无事，这些商人最爱的去处就是茶馆，
所以喝茶的人越来越多。不单是外地人
爱喝茶，当地爱喝茶的人也多起来，于
是繁城的茶馆生意越来越兴旺。昔日的
茶馆，喝茶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新鲜
事、稀奇事都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汇

集，很多物品的价格、用人的信息等都
能从茶馆打听到。于是，茶馆成为人们
信息交流的场所，进而又促进了这一行
业的发展。

穿过街巷，一家原汁原味的乡村老
茶馆出现在记者眼前。茶馆没有名字，
主人姓王，我们便称其为“王家茶馆”
吧。王家茶馆传承至今已是第四代。岁
月变迁中，这家茶馆似乎没有什么大的
改变——烧水的灶台还在原来的位置，
破旧的罗圈椅用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
陶制大水缸默默伫立着。这些旧物，像
讲述者，又像岁月的印迹，诉说并见证
着古镇茶馆昔日的辉煌。

茶馆里早已人声鼎沸、座无虚席，
三三两两的茶客正围坐着喝茶、聊天。
茶馆不大，几张长桌、几张方桌，各式
的椅凳，烧水的茶壶正冒着热气。据老板
王闪介绍，他家的茶品种很多，红茶、绿
茶、茉莉花茶等，两元一杯。沏上茶，找
个喜欢的位子坐下，需要时老板随时会给
你冲上新的开水——只要你有时间，大可
待到日落西山再慢悠悠地回家去。

“俺繁城人爱喝茶，以前镇上的茶
馆多着呢。可以说是十步闻茶香、百步
见茶旗。如今老式茶馆没几家了。”在
茶馆喝茶的一位老人说，在茶馆里喝
茶，要了解里边的规矩。比如正对着茶
馆门口的椅子可是“排场人”才能坐
的，那得是威望高、年岁长或是调解事

情时主事的人等。比如喝茶喝到半途，
你若有事要临时出去，只需要给老板交
待一声，老板自会将茶等一应物什单独
放在一旁并用茶巾搭上等你回来。比如
老茶馆里的水，那也是有讲究的——旧
时，茶馆用的不是井水，而是在老北门
外的青石桥边打来的颍河水。水用木桶
打上来后，人们再用车子拉到茶馆倒进
大水缸里。但由于河水里有一些杂质，
一般来说，头天晚上打的水要沉淀一个
晚上，等到第二天才能用来烧茶。“我在
这个茶馆喝了一辈子茶了，当时用颍河
水冲泡的茶，茶汤透亮、回味甘甜。至
今想起来，还有种唇齿留香的感觉呢。”
正在喝茶的一位客人接了话茬儿。

茶客以茶为媒、以戏会友、找乐逗
趣，是小镇老茶馆的一大特色。“当时
繁城的贸易往来较多，加之茶馆出名，
山东的、河北的许多艺人也会到茶馆说
书。那时的娱乐活动少，三乡五里的中
老年人劳作之余都会到自己中意的茶馆
喝茶、聊天、听曲。我还是孩子的时
候，就喜欢泡在茶馆里听评书、看戏，
到很晚才回家……”66岁的老茶客王海
乾回忆，《童林案》《包公传》等是他最
喜欢的。每次客人听到关键之处，说书
人都会在拍案之后来上一句“且听下回
分解”，然后派人来收钱。大部分人都
会给上壹角、伍分的，收了一圈后读书
人便会继续讲书。“现在娱乐的方式多

了，在茶馆说书的人也基本上没有
了……早些年茶馆还提供小食品，如花
生、瓜子、锅盔、壮馍、烧麦啥的，如
今也都没有了。”茶馆的另一位老茶客
接话道，“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也就来
这儿喝喝茶这点爱好。伙计们在这里喝
喝茶、聊聊天也是极让人舒服的。只要
他家茶馆开一天，我就会来一天。”

像这样的老茶馆，还是个“说理”
的地儿。“有争执的双方选个茶馆，然
后请地方上的“排场人”（往往是德高
望重者）来评理、仲裁，双方各自陈述
理由，仲裁人判输赢……当然，茶客有
时遇到好人好事自会夸赞一番，遇到恶
人坏事更会评判一番。”76岁的老茶客
杨自生介绍道，“我都干过这事儿呢。”
杨自生退休前是镇上的干部，为人正
直，辈分也高，十里八乡的人遇到事情
大都会请他到茶馆评理。

如今，老茶馆不仅是一个喝茶的
场所，还浓缩着古镇的影子，有着独特
的味道和人文生态。随着社会的变迁、
时代的发展，咖啡馆、奶茶店、新式茶
楼越开越多，很多人更愿意走进那些有
情调的咖啡馆或是茶楼。而在老茶馆坐
上一天，和陌生人“侃大山”的日子似
乎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正像那些
热情的老茶客说的那样：保护、留住
老茶馆和茶文化，同样也是守护美好
的回忆，留住一份浓浓的乡愁。

古镇老茶馆古镇老茶馆 氤氲烟火气氤氲烟火气

■谭艺君
2 月 19 日是雨水节气。午后，

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天空蓝得恰如
其分。我漫步在会展中心的花园
里，与一株盛开的梅不期而遇。在
它肆意绽放的花朵里，我闻到了浓
郁的春天的味道：春天像一坛已启
封的老酒，带着窖藏一冬的甜腻香
气，飘洒到了人间。“嘤嗡”其间的
蜜蜂，舞步轻盈——它们最先品尝
到春天的味道。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我嗅到
更加丰沛的春天的味道。广场上纸
鸢满天，像一双双伸向苍穹的手触
摸春天的温度。白色的鸟群轻拢阳
光，以飞翔丈量天空的宽广。芬芳
自大地深处升起，带着无限暖意。
孩子噙着手指伏在妈妈的怀中，春
天的味道里就散发出浓浓的乳香。
幸福家园社区老年大学的文艺志愿
者在广场上演出，表演者演唱的是
沙河调 《黄鹤楼》 选段，音调铿
锵，声音直冲云霄；乐队有十余
人，悠扬的旋律混着花香四处飘
荡。阳光在地上勾勒出淡墨树影，
许多中老年人坐在石阶上倾听，神
情专注。此时，春天的味道是幸福

的、愉悦的、闲适的。
沿幸福渠一路走

去，鸟儿呼朋引伴、

鸣声婉转，像水流一样自然，带着
春天清凉的薄荷味儿。渠水碧绿，
又濡染了天空之蓝。水面波光粼
粼，仿佛一条展开的星河。水边的
石头像块块方糖，融化在一渠春水
中。泥土芬芳，簇簇青绿的小草顶
开衰黄露出头来，到处都是生生不
息的味道。乐道边的红叶石楠生出
了嫩嫩的芽尖，娇艳的迎春花星星
点点地开放，菟丝草的枝条与渠水
比赛谁更青绿，海棠花含苞待
放……春风把对美的认知吹向枝
头，万物复苏，暗香浮动，一切都
在潜滋暗长。

有根的地方，水就会抵达，孕
育广袤的花香。走在幸福渠的亲水
栈道上，繁密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方
向舞动，色彩鲜艳的鱼群游弋其
间，在水面荡出层层涟漪，传递着
清新温润的春天味道。

漯河五高的学子周末返校，三
三两两地迈进校园。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他们是这个时代簇新的春
天。青春的味道有点甜，或许还有
点苦，却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力量。

在这平常的一天，春天的味道
带着俗世生活的咸鲜，让我想起过
往很多温暖的事情。无论历经多少
雨雪风霜，我们依然对这世界饱含
深情；无论承受多少病痛苦厄，我
们依然能轻易被一片春光抚慰。无
论贫穷还是富有，春天都会赠予你
梦想和希望。春天的味道已浩浩
荡荡，万千渴望返青的草木终

将达成夙愿，繁密的花朵
也将再一次压满枝头。

你，闻到春天
的味道了吗？

春天的味道

■杨松根
周末的下午，春和景明。

我漫步在千亩湖畔，发现这里
的榆叶梅、春梅竞相开放，一
团团、一簇簇、一树树，娇俏
动人、芳香扑鼻。徜徉在花香
中，满袖杨柳风，耳旁燕呢
喃。天空蔚蓝，飞鸟翔集，湖
水一碧万顷。阳光照在波光粼
粼的湖面上，像给水面铺上了
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又像被
揉皱了的绿缎。

春到千亩湖。
湖 者 ， 心 怀 万

物。颍川明珠千亩
湖，滋润着这片土地
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
无限诗意。

千亩湖的正式名
称为临颍黄龙省级湿
地公园，因占地1800

多亩，俗称“千亩湖”。这样叫起来
好记、亲切，临颍人大都这样称呼
它。

千亩湖主水面在湖区西南，晴
天时碧波荡漾，雨天时烟波浩渺。
时常有一些水鸟在水面轻轻掠过，
带起串串水花。主水面西边和南边
是茂密的树林和一片片草地，水边
放着造型奇特的景观石。常见人们
坐在树下的草地或水边的石头上休
憩或凝神静思。环湖有一条景观
路，像一条色彩斑斓的绸带在湖区
飘舞。

湖水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
山石绿树，美不胜收。整个湖区流
水潺潺、波光粼粼、草木葱茏、风
光旖旎。

千亩湖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
来的。这里地处老县城与产业集聚
区中间。以前，这里到处是垃圾和
枯树，影响了临颍形象，阻碍了城
市发展。2014年，县委、县政府把
根除废墟、建设千亩湖正式提上议
事日程。当年秋天，根治废墟、建
设千亩湖的“战役”正式打响。

至今，我依然记得当年建设千
亩湖时火热的劳动场景：1800多亩
的废墟外围被围上了绿色围挡，数
十台挖掘机，100多辆各式各样的
货车、装卸车、翻斗车、小拖车昼
夜穿梭。笔者曾有幸深入建设现
场，零距离观看过那轰轰烈烈、热
血沸腾的场面，见证过废墟脱胎换

骨、华丽蜕变的历史时刻。
“战役”仅打了十个月就已基本

接近尾声。碧绿清澈的湖水为颍川
大地增添了盎然生机与灵气，形成
一幅城水相依、和谐相融的动人画
卷。

水是生命的源泉。一湖兴，百
业旺。千亩湖建成后，如一颗镶嵌
在颍川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散发着
耀眼的光芒。

不少人都知道，千亩湖的水质
达到了国家一级水质标准，不但清
澈透明看着好看，而且好喝，稍作
处理就可饮用。而它最为直接、显
著的作用是促使临颍县城的生态环
境、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首先是黄龙渠的变化。东西贯
穿临颍县城、长达十多公里的黄龙
渠原来是一个臭水沟。上游的工业
废水、生活污水甚至垃圾常年往渠
里倾倒。渠内垃圾成堆、污浪翻
滚、臭气熏天，两岸群众苦不堪言。

千亩湖建成后，黄龙渠的改造
也被提上了日程。人们对渠水进行
净化处理，并在上游渠头处修挖兰
湖，在兰湖上建起假山，在假山上
设计了瀑布。经过净化处理的渠水
从兰湖上飞流直下一路向东，贯穿
整个城区，唱着跳着流向远方。

改造后的黄龙渠及两岸建有一
座座小桥和一个个渠心公园，公园
里、小亭旁，曲径通幽、花草葳
蕤。清风穿林有声，鸟语婉转动
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黄龙渠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
时，其他变化相继显现：县城西北
建成了“桂湖公园”，县城西南正在
改造和建设城南森林公园，县城北
部准备建设城北森林公园……

街心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给临颍古城增添了一片片动人的亮
色。

千亩湖建成后，一年四季、白
天傍晚，千亩湖和黄龙渠畔到处都
是人们休闲的身影和生动的笑脸。
特别是节假日，这些地方更是游人
如织。他们漫步湖区各个景点，穿
行在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之间，领
略湖光水色，享受生活之乐，散步
的、跑步的、跳舞的、打球的、打
拳的、舞剑的……男女老幼，各享
其乐。

江河长流，光芒永存。让我们
相约千亩湖，畅享美好春光，乐享
幸福生活！

春到千亩湖春到千亩湖

■钮丽霞
在家乡，迎春花开了，不是春

天；柳树碧玉妆成了，也不是春
天。燕子从南方飞回来，在田野院
落上空啁啾，才是春天。那一个个
赖在被窝里不愿起来的清晨，耳边
突然传来几声鸣叫，我便知是燕子
回来了。它带回了春天。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燕子
是驿使，我是范晔。它千里迢迢、
风尘仆仆，带回了陆凯赠予我的江
南春天。“呼啦”一声，抖开春天
的画卷，大地朗润，溪流欢唱，桃
红李白菜花黄，莺啼燕舞蝴蝶忙。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也是农家
的常客。“不傍豪门亲百姓，呢喃
蜜语俩依偎。”燕子在乡下很受欢
迎。即使最淘气的孩子，也不会做
伤害燕子的事。每每有燕子飞回院
中，家家户户都要赶快打开堂屋
门，敞开怀抱欢迎这些南方来客。
即使有时外出需要锁门，也要把门
缝尽量拉大，好让燕子能自由出
入。

燕子只在向阳处筑巢，堂前檐
下是首选之地。衔了池塘边的湿
泥、裹几根细细的干草，一趟接一
趟往返，燕子开始在选定的屋檐下
筑新巢。它们是天生的规划师、设
计师、建筑师，不出十天或半月，
一个新巢就垒成了，既结实又漂
亮。

我家平房的天花板用的是一种
预制槽板，每个凹槽处都能垒窝，
年年都有燕子来我家筑巢。最多的
一年，燕子在我家垒了三个窝。

“琴键”本无声，燕子一来，它就
被反复拨弄，时而急促，时而舒
缓，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让老屋充
满无限生机。

等雏燕破壳，老屋就更热闹
了。三五只雏燕从窝里探出头，从
下往上看，只能看到黑溜溜的小脑
袋。不饿时，它们就“叽叽喳喳”
地在窝里嬉戏，饥饿时就拼命叫
喊，大张着嫩黄的嘴巴。直到母燕
归来，将觅到的青虫送到它们嘴里
才算罢休。

全家人都很喜欢燕子。奶奶常
言：“燕子不进愁家门。”在奶奶眼
中，燕子是吉祥鸟，能给家庭带来
祥和兴旺。雨天，奶奶担心母燕找
不到食物，就在窗台上撒些小米呼唤
燕子来啄食。为了防止掉落的燕粪弄
脏地面，母亲在下面垫了报纸，隔几
天换一张。我和弟弟每天放学进门第
一件事就是跟燕子打招呼。

落花是诗的时刻，燕子的飞来
亦是诗的时刻。“燕燕于飞，差池
其羽”——它们从古老的《诗经》
里起飞，穿越层层光阴，落在唐诗
里，是“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
鸯”，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
新燕啄春泥”，是“细雨鱼儿出，
微风燕子斜”。它们落在宋词里，
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是“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是“还相雕梁藻
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
花梢，翠尾分开红影”。纵使再写一
千行诗、再填一万阕词，也道不尽
燕子的诗性之美。

雏燕长大了，阳光斜射的清

晨，由母燕领着从我的窗前飞过，
开启了新的里程。晚霞铺展的黄
昏，倦鸟归巢，停在电线上休憩的
燕子像是大大小小的音符，从生命
的五线谱上迸出，奏响暮春的旋
律。

后来，我去南方上大学，离开
了家乡，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村庄和
爱我疼我的亲人们，离开了袅袅
炊烟和青青荠麦，也离开了活泼
可爱的小燕子。冬天来了，凤凰花
开始凋落。有一天我从树下走过的
时候，忽闻几声燕子的呢喃。起初
以为是思乡的幻听，复行几步，
我竟在枝头看到了几只燕子。这不
曾列入计划的重逢，让我的心顿起
涟漪——它们是从家乡飞来的燕
子，“叽叽喳喳”地叫着，给我带
来故乡的问候。我又惊又喜，忽又
不免嘲笑自己的愚笨——这是南
方，小燕子是要飞到这里过冬的
呀！

这几只小燕子是最先从家乡来
探望我的亲人。每每经过音乐学院
去上课，袅袅的琴音自琴楼缓缓流
出，自成一首思乡的恋曲。这时凤
凰树上几声燕子的呢喃便成了这思
乡恋曲中最美的和音。

许多年过去了，我谨小慎微地
过日子，被生活的鞭绳抽打着，像
一个旋转的陀螺，几乎没有停下的
时候。偶尔，也能在城市上空见到
的燕子，它们“唧唧啾啾”地叫
着，投下几粒乡愁的符号，便从我
的头顶飞过去了。和燕子同处一个
屋檐下朝夕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
很久很久了……

南方有客来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春吃韭菜正当时。刚萌发出来

的头茬韭菜是春天最可口的佳肴。
春天里好吃的菜肴不光有青翠欲滴
的荠菜、营养丰富的红油香椿，早
韭也是难得美味。

《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四
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说的是初
春祭祖，需要献祭羔羊与韭菜。春
韭用来祭祀，可见这种食物在当时
的崇高地位。

人间美味是春韭。作为北方很
常见的一种蔬菜，韭菜生命力非常
强，埋在土里的老根子只要春风一
吹，便吐出一大片新绿。韭菜一点
都不讲究生长环境，一副安之若素
的样子。它用积攒一个冬天的精
华，吸足了春露，齐刷刷地往上一
寸寸生长。

头茬韭菜趁着春日大好，将贮
藏了一个冬天的精华急不可耐地释
放出来，那种滋味清新爽口，令人
回味无穷。而韭菜似乎又是大众食
材，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家碧
玉，寻常人家在春天想吃上一口嫩

韭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农家妇女
挎个竹篮，拿把锋利的剪刀，踏着
晨光中晶莹剔透的露珠，沐浴着野
草野花的清香，到自家菜园子里轻
松自在地割上一篮这满含春天味道
的美味，丝毫没有辜负大好春光的
恩赐。

杜甫对韭菜情有独钟。他在
《赠卫八处士》诗中写道：“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试想，有挚
友于下着蒙蒙春雨的夜里来访，美
酒伴着烛光，在夜色中割下来的春
韭鲜嫩可口，再加上刚烧好的饭冒
着阵阵香气，春夜围炉畅谈，情深
意长。这种清香从唐诗中传来，一
直在中国人心中飘荡了一千多年。

永远忘不了慈爱的奶奶为我做
韭菜鸡蛋馅儿饺子的情景。奶奶把
鲜嫩多汁又非常壮实的韭菜小心地
从菜园里带回家，然后坐在院子
里大桃树下的板凳上，极有耐心

地将韭菜一棵棵择干净，在清水里
淘洗几遍，再将韭菜、粉条、木耳
与炒得金黄的土鸡蛋切碎，加上油
盐拌匀，一大盆色香味俱佳且满含
春天味道的饺子馅儿就做好了。在
擀好的饺子皮上放一些菜馅儿，用
筷子蘸点水均匀涂在饺子皮半边，
再对折并小心地捏起来，一个个饺
子便看上去如一轮弯弯的月亮，里
头填满了春天。我这个小馋猫忙着
打下手，不停地往灶台里面添加木
柴，熊熊大火的炙烤使一锅小巧玲
珑的饺子在沸水里香气四溢。

奶奶的春韭菜鸡蛋馅儿饺子是
春天的可口味道，里面满是家乡泥
土的馥郁气息，更饱含着亲人的浓
浓爱意。即使过去了很多年，仍留
存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夜雨剪春韭

■崔秉哲崔秉哲
好雨绵绵飘似纱好雨绵绵飘似纱，，绿茵柔柔草抽芽绿茵柔柔草抽芽。。
黄鹂夜唤观梅蕊黄鹂夜唤观梅蕊，，紫燕晨呼赏杏花紫燕晨呼赏杏花。。
锦苑天寒失病树锦苑天寒失病树，，芳林日暖复繁华芳林日暖复繁华。。
笑送冬日风云去笑送冬日风云去，，喜迎春光入我家喜迎春光入我家。。

雨水

■廖 洁
二月，冷风吹着冷风，在旷野上奔跑
大地从冬的怀抱里缓缓醒来
万物复苏，种子蠢蠢欲动
路边、沟沿、河畔，花草树木默默伸出手臂
欲抱住希望的芽苞

虔诚的麻雀，飞向天空，落上枝丫
“叽叽喳喳”，打破了气氛的宁静
放眼望去，天地朗润。农人抖落一身风霜
弓腰在开始泛绿的田野，侍弄日子的暖

走过一座石拱桥，一条绕村流淌的小河
银光闪闪。像农家屋顶升起的炊烟
寒风凛冽。我在心里种下的那株梅花
迎来了春天

寻春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春天这杯酒，谁喝谁醉
最先勾起味蕾的是水泥缝里的一株小草
翠盈盈摇曳着，像流动的琼浆
醇香是从墙外东南角溢出的
一朵、两朵……春的酒杯怎么也装不下
倒出迎春花，又有桃花、杏花、梨花……
酒令是布谷鸟行的吧
扯着嗓门喊春——
青山听见了，田野听见了，小河也听见了
再就着叮咚泉水、蘸着柔情春风
任你是谁，都辨不出哪儿是南、哪儿是北

醉春

文艺 特写

春之舞 苗 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