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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缘
●彭根成

并非为了附庸风雅，与茶之缘似乎是与生俱来
的。有人嗜酒、嗜烟、嗜好打牌，我独喜茶。时间久
了，倒也颇通一点茶道，常能于茶中品出几丝苦涩与
甘醇。及至兴起，信口侃来，龙井、毛尖、铁观音……
竟也头头是道。

父亲乃一介教书匠，每每咬文嚼字，必啜几口清
茶，然后闭目良久，不知意在诗书还是品茶之余味。
记得自己迎战高考时，常常秉烛而至夜半，困倦已极，
父亲便会递一杯浓茶，说茶能提神。而真正让我振奋
的却是父亲那期待的双眸，于是不敢倦怠。说来凑
巧，上大学时结识的某教授也是茶道知音。每次相

聚，或小坐或长谈，必有
茶 为 伴 。 有 时 以 茶 代
酒，酣饮不醉。先生喜
茶，常搬出《红楼梦》中
妙玉的“一杯品味，两杯
解渴，三杯饮驴。”揶揄
之中，以搏一乐。茶趣
盎然，师生情谊弥笃，如
茶香缭绕。方知人与人
相处更应如水似茶。

自古文人雅士，无
不 与 茶 情 厚 。 此 中 缘

由，大概是人与茶同耳。其间总能悟出些与性灵相关
联的东西来。东坡居士的“人言茶语”堪后人推敲品
味。细细想来，自古文人爱茶，自己亦喜弄墨，倒也谐
和，不免从心底生出几许得意来。

《诗经》有云“谁谓茶苦，其甘如饴”。更有《茶经》
云“啜苦咽甘，茶也”。犹记儿时吃茶，常叫苦不迭，现
在方知茶味之品，需用心揣度，乃可得知。正如昔日庄
生所言：“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引申开来，大概
茶也需“啖之以心”的，只有用心饮茶者，方能于静品深
思中咂出一个“清”字来，待人交友想必也概莫能外。

茶即茶也，无须加糖，加醋，加盐。正如人质本高
洁，不事雕琢，更毋粉饰。说到极处，不正是“清纯”二
字吗？看来人总能于茶中品出几分禅意来。挚友如
茶，茶如挚友，不仅清胃涤肠，去污除秽，而且能怡情养
心，益寿延年。

看来此生茶缘，怕是难以了断了。

眨眼的工夫，麦子又熟了。走在乡野田间，平铺开
来一片一片的金黄，偶有微风吹来，那金黄便会漾起层
层涟漪。籽粒饱满的麦穗你挤我扛，煞是喜人，农人最
是得意，笑得合不拢嘴。

记忆中，麦子黄后，各家
各户铆足了劲儿，镰刀磨得
霍霍响。早上太阳还没出来
大家就下地割麦，不仅出活
儿还不热，一早上能抵上大
半天的劳动。父母和年迈的
爷爷是劳动主力，能同时割
十几垄麦子，我和妹妹每人
负责三垄麦子。收麦时，最
怕风雨天，麦子被风吹倒伏
在地上，要用镰一绺绺搂起
来再割，往往割一亩地的麦
子得费两亩地的时间。麦子
割完，赶趟儿似的往场里拉，
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如果

麦子装车没有装好，途中遇到个坑洼或急拐弯，稍有不
慎，一车麦子就会倾洒下来，前功尽弃不说，还得重装。

打场是麦收时的一个重要环节。麦子往场上一
摊，带磙的拖拉机头在前面转圈碾着，人们在后面用
杈不停地翻着，直到把麦籽碾出来，把麦秸秆清理到
一旁。接下来是扬场。扬场要趁风势，铲一锨麦子向
空中一扬，麦子在一边，麦皮在一边，如果风势不好，
麦就扬不净，还得用扫帚滤一遍。

拾麦子，是麦收时小孩们最爱做的事情。小伙伴
们嘴上不说，心里却都较着劲儿，到最后基本上大家
拾的都差不多，便坐在麦田旁说笑着。回去把拾的麦
子一撮撮绑起来，拿回家放在大堆的麦子上，虽不起
眼却也让自己有一种成就感，自豪得很。

吃新麦面是人们最期盼的。乡亲们哼着小曲儿
把麦子淘净、晾干，拉到磨房去磨。磨面机高速运转
着，麦香的味道弥漫了整个磨房。任凭机器轰鸣、粉
尘飞扬，拿着面袋子，立等着装新麦面。“快过来接
面！”磨房主人一声喊，我一个箭步上前，袋子就着磨
口，面便顺着磨槽淌出来了，抓一小把捻捻，不湿不
干，刚好。走在回家的路上，遇人便说：“吃上新麦面
喽！”

麦罢后，家家场上连片的麦秸垛成了一景。小伙
伴在那里捉迷藏、打扑克，累了索性躺在麦秸垛上，看
蓝天白云、看翱翔的小鸟、看满天星斗。麦秸秆是很
好的燃料，每每大人做饭引火的时候，总会叫小孩子
去场里拽几把麦秸秆当引柴，那时的麦秸秆是不舍得
丢掉的，更别说焚烧了。

又是一年麦收时，越发怀念那曾经的麦秸垛、那
带着乡野气息的麦香……

真诚是心与心的交融，是情与情的重
叠。真诚体现在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上，更
是一种品质，是做人立世的根本。

《大学》里有一句话：“诚于中，必然形于
外。”就是说，你把纯净无瑕的真诚安放于
心，表现于外在的就是真实不虚伪、率真而
自然。一个真诚的人是表里如一的，他全身
散发出的是智慧和善良的光芒。

曾几何时，人与人之间少了真诚多了冷
漠，少了亲近多了距离，“不敢扶”“扶不起”现
象愈来愈多。是我们文化基因里缺乏真诚
吗？当然不是。儒家思想里的“仁、义、礼、
智、信”，这个信就是真诚、诚信。妇孺皆知的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讲的就是真诚。如果
不是刘备放下身段，用真诚去感动诸葛亮，也
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而人
与人之间的情却淡了，心灵空虚了，厚道实
在被猜疑提防所占据，人际交往中应有的真
诚缺失了。大家都在抱怨世风日下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真
诚就会犹如春风重新沐浴大地。

真诚与诚实、诚信、诚恳是兄弟，与真
挚、真切、真心、真情是姐妹，而与虚假、虚伪

为敌。虚伪的人言而无信，真诚的人一诺千
金；虚伪的人总是口若悬河、信口开河，真诚
的人总是一言九鼎、言行一致。真诚的人说
出的话语不惊人，但掷地有声，一句真诚的
话语胜似百句虚伪的承诺。

真诚的眼睛是清澈的，真诚的声音是甜
美的，真诚的态度是和蔼的，真诚的行为是
从容的，真诚的举止是优雅的。

真诚是心灵里的一朵花，悄然绽放，温
暖自己，也给别人带来馨香；真诚是发自内
心的愿望和付出的真实行动。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说的是真
诚。安徽桐城有个地方叫“六尺巷”，说起

“六尺巷”还有个故事：一天，清朝安徽籍宰
相张英收到一封家书，说老家因建房与邻居
发生纠纷，让他出面说话。他沉思片刻，修
书一封：“千里家书只为墙，让出三分又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
人受此教育，主动让出三尺垒院墙，邻居见
状，很不好意思，也把院墙后移三尺，中间形
成了名留青史的“六尺巷”。张家的礼让是
一种真诚的行动，邻居吴家自然多了一份敬
重。

一诺千金是真诚。总有一些事让人泪
流满面，总有一些人让心充满温暖。他是哥

哥，怕大雪封路年前给农民工结不了工钱，
寒夜上路，不幸一家五口遭车祸全部遇难。
他是弟弟，得知哥哥遇难消息后，义无反顾
地赶在大年三十前返乡，代哥哥将 33.6万元
工钱一分不少地送到 60 余位农民工手中。
他们在遭难的情况下不躲、不藏、不找借口，
没有账目农民工自己报多少工钱给多少工
钱，不够的钱一家人凑，认的是“干活给钱天
经地义”的理，守的是做生意应有的信。多
年来，孙氏兄弟从未拖欠工人工钱，他们用
诚信践诺，靠信义发展。他们就是被评为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孙水林、孙东林兄弟，
因为信义、守诺、豪气，被誉为“信义兄弟”。

上面的两个故事之所以感人，其核心就
体现在真诚上。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要尊重
人，不伤害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不说虚话，有一是一，不狂妄自大，说到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如果实在有难度，要给人家
解释清楚。还要相信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古人云：“山峭者崩，泽满者溢。”“满招损，谦
受益。”言谈要谦虚，举止要谦让。如果你能
这样真诚地与人交往，肯定不会吃亏，你朋
友圈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你的信誉指数在无
声中就会直线上升，你的形象在别人心中就
会不由自主地高大起来。

清晨，天刚刚泛白，夜凉还没有退去，小
鸟就来了。它们是为吃枇杷果来的，叽叽喳
喳，在树梢间演奏出一曲悦耳动听的乐章。

这排枇杷树葳蕤在住宅楼的前面，枝枝
杈杈参差横斜，墨绿的叶子密集硕大。自入
住以来，从不见有人打理修剪、浇水施肥、捉
虫祛病，却活得自在随性，把甜蜜送给蜜蜂、
送给小鸟、送给采食的人们。

初夏，枇杷又熟了。“树繁碧玉叶，柯叠
黄金丸。”绿而肥大的叶片下坠挂着一簇簇
像黄金般的果实，圆圆的、黄橙橙的，已金灿
灿成一种诱惑。

枇杷果大、肉厚、汁浓，随手摘一个，将
果皮轻轻撕去，送入口中，酸酸甜甜的汁水
带着一股清香从嘴角边溢出，吮一口甜进
心，真爽啊！

我第一次知道枇杷是高中时读明代归
有光的《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
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简短的句子，寓情
于树，睹物思人的情感倾泻而出。枇杷树就
这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最常见到的“枇杷”字眼，当是川
贝枇杷膏之类。枇杷叶可入药，药性：苦、
辛、寒、无毒，具有化痰、止咳，和胃降逆的功
用。

我第一次吃枇杷果是在江南。十几年
前的五月，出差到杭州，街头，有挑着担子卖
水果的妇女，说是枇杷，金灿灿的，还带着清
晨的露珠。买了，吃了，酸酸甜甜。枇杷是
我到江南吃的第一种水果，印象深刻。

我查阅资料得知，枇杷又名芦橘、金
丸、芦枝，属于南方树种，在北方和中部省
份比较少见，枇杷叶似琵琶乐器，故名。枇
杷四季常青，秋天或初冬开花，春天结果，
第二年五月果实成熟。果熟时节，硕果盈
枝。其花、叶、果、根均有药用价值，可谓全
身是宝。

“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枇杷是江
南名果，古代的文人墨客对于枇杷也是喜爱
有加。杜甫的“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活灵活现渲染出枇杷成熟时的旖旎风光；白
居易的“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
林”，宛如一幅初夏枇杷丰收的风俗画。

枇杷是勤劳的一种树，一年四季都不休
息。大部分果木都是春华秋实冬凋零，而枇
杷则是秋荫、冬花、春实、夏熟，被人们誉为

“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
冬天开花的果树极少，枇杷便是其中之

一。立冬前后，那一簇簇星状的白色小花便
悄然绽放，寂寞孤傲得开着。枇杷花期极
长，一直至来年初春。那些小花被棕黄色毛
茸茸的外壳和宽大的叶子遮蔽着，显得颇有
点卓尔不群。低调、不张扬、不霸道，内敛而
含蓄，如素面朝天的农家女，迎着三九天暗
自吐露芳香。也许这碎碎的花，看不惯招摇
自矜的习气吧。

寒冬里，众芳凋零，除梅花可以傲霜斗
冷外，我惊奇那碎细的枇杷花也喜乐这清寒
的气候。可见枇杷也是如这般的本心真淳、

“自有岁寒心”的嘉木啊！
立夏过后，枇杷由青变黄渐渐成熟。那

一串串蛋黄色龙眼大小的果实隐藏在墨绿
色宽大的叶片里，缀满整棵树梢，一副百般
妖娆的样子。

枇杷果的孕育和生长忍耐冻霜、寒风、凄
雨、冷雪，又沐浴春雨、春风、春阳。人说吃枇
杷，可以滋心润肺，我信！枇杷秋日养蕾，冬
季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承四时之雨露，
汲养分之丰富，它的果实秉性必然是冷静清
明的，成为“果中之皇”也不足为怪。

我对枇杷还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枇杷
总是处于水果之先，等到它尽情唱罢序曲之
后，其他的杏、桃、梨等诸多水果方才粉墨登
场。枇杷这种不张扬、不粉饰、朴实无华、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我，平生喜欢枇
杷，亦足矣！

枇杷熟了
●翟红果

●张振营

繁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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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感受到繁复之美，是看一档介绍
苗族服饰的节目。华丽的苗族服饰，简直把
繁复之美演绎到极致：复杂多样的图案，鲜艳
夺目的色彩，华贵亮丽的装饰，织、绣、挑、染
的技法，让服饰花团锦簇，流光溢彩。

因为服饰中融入了太多心血和情感，所
以更觉其美丽。这种繁复之美，是姹紫嫣红
开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是千树万树梨花
开，是可爱深红映浅红……让人在眼花缭乱
中感受到一种视觉冲击。这种美，华丽、繁
复，有铺天盖地之势。

原来，繁复也是一
种美。《诗经》里的那些
朗朗上口的诗歌，哪一
首不是一唱三叹，反复
吟咏？《关雎》里再三吟
唱“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把痴情男子的九
曲回肠唱了出来。《蒹
葭》里更是唱了又唱：

“ 蒹 葭 苍 苍 ，白 露 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让听者好像回到
了几千年前那个秋水
澄明的清晨，聆听到男
子的心声。

再读李清照的“寻
寻觅觅，冷冷清清，凄
凄惨惨戚戚”，才知道，
繁复是一种淋漓尽致
的表达，是一种浓墨重彩的抒写。

如果说简约之美是用一朵花代表整个
春天，那么繁复之美则是用整个春天铺陈一
朵花的渴望。简约有简约的美，繁复有繁复
的美。繁复之美要一唱三叹，要起承转合，
要铺陈渲染。

很多艺术形式里都有繁复之美的存在，
不光是文学，戏曲、建筑等都有。京剧中长
长的拖腔把情感表达得更深更细，园林设计
中的九曲回廊、山重水复、浓翠掩映，是为了
让我们感受柳暗花明之美。

生活中，我们崇尚简约，也喜欢繁复。
繁复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朋友装修房子，
把房间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细的设计。看
着她手上那一大叠图纸图片，我笑她：“你也
太不厌其烦了吧！”她得意地说：“我享受这
个繁复的过程，因为心中有爱，就想把自己
的心思像蚕吐丝一样一点点都展现出来，乐
此不疲。”

繁复也可以体现我们细密的心思。那
次看朋友买了一大包东西，准备去看父母。
她说：“这是我妈爱吃的金丝小枣，这是我爸
爱吃的无糖蛋糕。还有我爸的剃须刀，我妈
的化妆品……”她拉了一个长长的单子，上
面密密麻麻写着父母的喜好和需要。一大
包东西，吃的、用的，每一样都是女儿的一片
心，满满一包都是爱。

原来，爱也要如此繁复。因为爱，心思
变得细密如丝，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中都是
爱。唯有繁复，才能把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生活中少不了繁复之美。不光是生活，
人生也是如此，疏密有致，方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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