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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一角

散发着浓郁的阳春气息

透过翠竹和冬青的缝隙

隐约可见几枝桃花绚丽绽放

趋身细观

展现出一张张带着笑靥的脸

竹子青青，运动的孩童

绕着操场铿锵前行

拥抱惠风和畅的季节

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蓬勃的生命力震颤苍穹

十里春风摩娑着桃花绽放

好似山间的烟霭

陶醉了蝴蝶，痴迷了蜜蜂

人生的航船正在缓缓起航

驶向风景秀丽的远方

茁壮成长的日子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快乐

跑啊！跳啊！笑啊！叫啊！

尽情地嬉戏玩耍

为童稚的心灵扎上放飞梦想的翅膀

我固执地认为，所谓书香，其实并不一定是指从书本身所散发

出的那种油墨纸张的气味———那个气味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

熟悉的“香”。真正的书香，更多还是指从读书中所获得满腹经纶、满

身才气、腹有诗书、胸藏文墨等等，这样的书香，才算真正的书香。

纸书，一个好温暖，好亲切的名字，如雨后的太阳闪烁着湿润的

光泽，永远令人爱不释手。之所以比烟花更璀璨，是因为，我们可以

看着它所蕴涵的文字在光滑的纸页间静静旋舞，演绎着永恒的诗

篇，浅吟低唱着岁月的旋律。

那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呀。

几乎每一本书都会轻轻地发出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声音，扣人

心弦、如歌如诉，让人沉醉而不自知，把人吸引到充满未知的奥妙地

方去。这种声音，时而甜美、时而深沉、时而婉转、时而厚重，这种缥

缈而又奇异的声音，吸引我们去打开这个浩瀚而广阔的世界，这个

春日明丽，春暖花开的世界。

但是，在这阅读碎片化的时代，能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读上一

本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新的现代化的读书途径已完全

打破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变得让人无所适从。

首先闯入人们生活的是电子书。古代人常常说读书多是学富五

车，运书则是汗牛充栋，能把人累死，能把牛汗死，其实牛拉车载的

这些书，充其量也不过几百本。然而，现在销售的电子书，商家动辄

就随机赠送几千册。这些书的内容包括古现代文学、外国名著、自然

科学、哲学，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网上八卦、星运测试等，天文地理

无所不包。按一天看一本书计算，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让人成为满腹

经纶的博学之人。

以我为例，当我愉快地进入电子时代，刚刚用完两次电池，就十

分快捷地告别了那种“十分方便”的电子阅读之旅，理由是看着伤眼

睛。其实深层理由是换书太方便，一本书往往刚浏览十来页，就禁不

住诱惑，立马动手换上另一本———只需动动手指。看书看得眼花缭

乱、心神不宁，就干脆死了电子阅读之心。

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不读书，怎能成为博学之人呢？

后来，一种有声读物又不请自到，让人闭上眼睛就能听到浑厚的男

中音或甜美的女声为我朗读名著、武侠或言情小说，于昏昏沉沉中

就学到知识。

这一阅读方式，听起来妙不可言，但事实是，我从此嗜睡，戴上

耳机就进入梦乡。

最后，我受专家影响，选择了视频读书。直说吧，就是看文教纪

录片。于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勾心斗角的政治风云、浩瀚星空

的宇宙揭秘、蔚蓝神奇的海洋世界，还真让人乐此不疲。

可问题是，没过几天，

我就忍不住换成了一些流行的

电影，一边看我还一边自

责———我咋就没有一点恒心呢？比

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这么

好的阅读条件，硬是让我给糟践了。

痛定思痛，我又重回老路，拾起纸

书，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借了几回，书

没读几本，朋友倒是多了两位。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我一狠心一咬牙，去书店抱了一

摞书回来，心想这一下子可随时阅读了，没

想到除了向人炫耀我的藏书增多之外，硬是找

借口没时间不去阅读。但是，买回来白放着确实

让人心疼，在痛惜的心情中，我居然将书读完了，

几百万字呐！

况且，我有我的内容，书有书的内容。我的内

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容。

每当遭遇挫折，每当疲惫不堪，每当灰心丧气，每

当孤独寂寞，也只有它带给我最大的慰藉，带给我无言的

关怀。然而，那些风雨兼行的日子里，它总是默默地陪伴

我左右，告诉我人间最美的故事，给予我最无私的慰藉，

赠予我最真诚的祝福。

有人认为，如今读书的形式日渐多样化，纸质书之

外，有电子书、网络、手机可供阅读，这样一些阅读，比起纸

质书的阅读更方便、更快捷，因此书卷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

了。对于这样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暂且无法定论。但个

人以为，这是两条平行线上的事，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

段，进入到什么时代，纸质书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

虽然读了半辈子书，买了半辈子书，惯出了一些坏毛病，比如

喜欢躺在床上读书、喜欢坐在厕上看书、喜欢满屋翻检寻找多年前读

过的一本书，但是试来试去，还是纸质书方便趁手。但得一册在手，

可以闻墨香、赏装帧，摩挲之间、批阅之余，与古人神会，和智者晤谈，

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不亦快哉？至于眼疲神倦、睡魔袭来，掷书于旁，

酣然入睡，仍然是不亦快哉？

从此，我觉悟了，要想真正读书，还是老老实实读纸书，那些花里

胡哨的阅读，因为来得容易，所以不会珍惜。

古人说“书非借不可读也”，多么痛的领悟呀。

纸书为王，我想，应该是这样。

女人的一生，谁也绕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茶”无疑是开门

七件事中最优雅的事儿了。

“淡中有味茶偏好，清茗一杯情更真”。“茶”无疑让生活多了几分

素洁，几分典雅，几分野趣。“花”又让“茶”浸染花气氤氲，茶香清芬，清

香暖人。

《浮生六记》中有这样一段妙文怡趣：“夏月荷花初开时，

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

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自从有了这段文字，溢满花香曼妙如诗的花茶和可

爱温婉富有情趣的芸娘便定格在很多女人的脑海中，让

富有情趣的女人沉醉在花和茶的诗意中不能自拔。

阳春三月，桃花吐妍。刚刚送走洁白如雪炫舞飘

飞的杏花，粉艳娇美繁花似锦的桃花就迫不及待俏立

枝头，点燃春的希望，散发春的激情。桃花可以排

毒、通肠还可养颜，《国经本草》中记载：“采新鲜桃

花，浸酒，每日喝一些，可使容颜红润，艳美如

桃花。”每当桃花盛开时，茶韵女人就像一只勤

劳的小蜜蜂穿梭在花丛中，采摘着春天最绚

烂的云霞，一朵朵清洗、蒸制、晾晒，制成桃

花茶。

午后，春燕掠过窗前，柳丝轻轻飞

舞。取透明玻璃杯，撒上几朵桃花，冲

入沸腾的开水。浸在茶杯里的桃花，一

朵朵静静地绽放，浅粉和深红相间，交

相辉映，楚楚动人。深红色的娇媚

艳丽如凝胭脂，浅粉色的柔润清雅

恬淡素净。一时间，清香四溢，

书房里瞬间便被满园春色缭

绕着。品一口，甜蜜但不浓烈，

清香且很质朴，淡雅而又浑

润。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

春光里穿越着花的神韵，竟

是如此的沁人心脾。在柔柔

春风的怀抱里，桃花茶

播撒着春天最醉人的一

缕清香，沉醉于岁月

的香醇之中，闲适无

比。

“何处缤纷着

碧装，东风作伴与

飞扬。一时散入

清波里，茉莉花

茶阵阵香。”盛开

的乳白色茉莉花

小巧玲珑娇嫩细

腻，茉莉花茶

更是花茶中的

精品。茶韵

女人忙不迭

地追着茉莉

花的香气，

采来洁白如

玉的花朵，

在暖暖的阳

光下精心晾

晒，就成了

自制的茉莉

花茶。

一 盏

琉璃，一泓

花茶。当袅

袅的白雾

伴随着茉莉花升腾时，缓缓绽放的花朵像极

了身着白色轻纱的白雪公主，正在碧绿清幽

的湖面上轻歌曼舞，带着缱绻和温柔，一如女

人洁白无尘的心绪。那淡淡的清香从洁白轻

盈的裙裾下飘飘溢出，香气鲜灵持久，滋味醇

厚鲜爽，水色浅淡明亮。浅浅斟上一小茶盅，

满屋便是茉莉花茶的幽香了。隔着一盏茶与

茉莉花凝视。花，弥香四溢，入心，入肺腑。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春去夏

来，荷花初绽。且不说《本草纲目》中记载荷花

能活血止血、去湿消风、清心凉血、解热解毒

的功效，就《浮生六记》中芸娘的荷花情趣就

足以让人魂牵梦绕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旖

旎的汝河岸边，我也寻到一方百亩荷塘。洁白

的荷花亭亭玉立，娇而不媚，淡雅中包含着神

圣纯洁，袅袅婷婷，温文尔雅，幽香恬静，清新

雅致。

效仿芸娘，黄昏放茶于荷心，次日太阳升

起的时候取回。烹水煮茶，荷香阵阵。淡淡的，

幽幽的。茶香中，一颗燥热的心慢慢沉静清凉

下来。红尘滚滚的浮躁世界，也如清风朗月般

清雅脱俗。荷香中，仿佛在与莲共舞。祈愿自

己也如莲般娇羞可爱，如莲般盈盈暗香，如莲

般清水出芙蓉，在这美好的世界中永恒淡定

地盛放。

“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

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飒飒秋风

送走炎炎夏日，那浓密的、淡黄色的、小巧玲

珑的桂花悄然绽放了，默默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当院子里桂花

的第一缕清香飘入鼻息时，我便催着母亲开始摇桂花了。我们在地上

铺上洁净的竹垫或白布，把摇下的桂花收拢，筛去花渣，蒸制晾干后即

成桂花茶。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泡一壶自制的桂花茶，一家人围坐在桂花树

下，赏月品茶。茶水，淡淡的浅黄，晶莹剔透，香气浓郁。慢慢细品，闲闲

的，静静的，满满一屋子的桂花茶香，满满一屋子的亲人笑声，满满幸

福快乐的爱意。

母亲还会选一些桂花洗净晾干，装在玻璃瓶里，再用白砂糖装满

铺在上面，拧好瓶盖储存起来。等到来年开春时，瓶子里的桂花和砂糖

溶化交融，就制成了清冽香甜的“桂花蜜”。舀一勺冲上开水，甜蜜清

香，比桂花蜂蜜还要好吃呢！

“淡巷浓街香满地，案头九月菊花肥。”每每一走近开满野菊花的

山坡，便有一股铺天盖地的清香扑鼻而来。我蹲下身去，在菊花丛中小

心翼翼一朵一朵采摘，回家后蒸熟晒干，就做成了清热去火、养肝明目

的菊花茶。

每当心急上火时，冲上一杯菊花茶。一朵朵野菊花细细密密地簇

拥着，把纯净透明的水浸染成清新透亮的淡黄，那熟悉的带着淡淡苦

味的清香，随着朵朵菊花的上下翻飞而袅袅升起，沁入肺腑之中，燥热

的脾气一下就降了好多；抿上一小口，伴随着淡淡的苦涩，先苦后甜；

几杯下肚，体内的热毒悄然消失，浑身上下清爽无比。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

便不同。”蜡梅花，迎霜傲雪，花黄如腊，清香四溢。雪后初晴时，采来梅

花朵朵，蒸制晒干即成梅花茶。围炉夜读，用家乡的汝瓷茶具沏一杯梅

花香茶，那真是“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茶杯中盛放着淡黄色的花

瓣，乳黄色的花蕊，黄里透着浅绿，绿中映着静雅，晶莹剔透，润泽如

玉，盈盈欲滴。茶水莹绿透明，溢满了淡淡清香和甘甜。用高洁的梅花

烹出来的茶汤，也雅韵欲流，令人悠然神往。

愿做一个素心如雪，茶心甘洌，茶韵溢香的女子，在不同的季节

里，追着四季的花香，采花、洗盏、煮水、烹茶、读书、写作。抿一口花茶，

缕缕余香从唇齿溢出；读一阙诗词，幽幽书香从心底弥漫；写一笺素

纸，暖暖文字如花般绽放。

善茶者陶冶情操。一杯花茶，茶韵溢香，一本好书，洗涤灵魂。美哉

乐哉，此生足矣！

女

人

的

茶

之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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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山上望诗仙
□李国现

2023年8月18日，岁次癸卯之秋七月初三，文
友一行十五人，发自汝州城，目标马铃山，探寻青

莲居士诗仙李太白与岑夫子岑勋、丹丘生元丹丘

“会须一次三百杯”的地方。

马铃山，在河南省汝州市城区西北三十千米

的地方，这里是汝州、伊川、登封三县（市）交界之

地，同时也是平顶山、洛阳、郑州三市交界之地。

在那交界之处，既是“一脚踏三县”，也是“一脚踏

三市”。若是在荆紫关之类地方，甚至可以“一脚

踏三省”，乃至“一脚踏三国”呢。行故区划皆时

事，日月山河古到今；江山代代留胜迹，如今我辈

复登临。

毛寨旧寨里几进几出的老院尚有人迹，平氏

祠堂肃穆的神主和世系藏着多少隐秘往事，普照

寺的古碑诉说曾经的峥嵘岁月，茂王冢的传说承

载血雨腥风的历史和仁义礼智的传统道德。

几百年前的古碑上，“夏店”有的写为“下

店”，“马铃山”有的写为“马岭山”“马陵山”，“陵

头”有的写作“灵头”（原石上此二字皆为繁体）。

“马铃山”的得名，据说是起自两军交战，一

方设疑兵计，类似空城计。本已人困马乏伤亡惨

重，将领设计将马铃铛系在一棵棵树上，夜晚风

声鹤唳，风吹铃响，似有千军万马十面埋伏，敌方

草木皆兵惊魂丧胆败如山倒。

昨天下过滂沱雨，普照寺旁的土路还有些泥

泞。

普照寺在夏店镇夏东村之北，始建年代未可

考，旧方志载，普照寺即古玉泉庵，建于金贞佑元

年(1213年)，不知确否。寺在柏崖山之阳，荆水之
阴，可见群山环抱，亦曾流水潺潺，应是修身宝

地，简直世外桃源。据古碑、塔铭与文献，曾有高

僧大德住持宝刹弘扬佛法，僧徒众多，香火旺盛，

曾拥八百多亩庙产，十方闻名，与风穴寺、紫云寺

相呼应。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重修的曾照寺山
门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百八钟声唤起天边红

日近，三千界内看来身外白云深”。妙理无尽，气

象瑰玮，端非等闲之辈所可具此丘壑洞天。

这一天烟云迷濛。试上马铃山顶望：北方的

嵩岳少室山蓬花峰浮在青雾里看不甚分明，南方

的山顶村、鹿台山亦在隐隐约约中。

我似乎望见，烟云迷离中，仙风道骨的元丹

丘，与俊逸洒脱的诗仙李太白，还有远道而来的

岑夫子岑勋，从一千三百年前的长安飘然而来，

经洛阳、伊川，来到这嵩山之阳、颍水之滨，谈禅

论道，饮酒赋诗，陶然忘机。

从政？“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平交王

侯、直取卿相的仕途之梦破灭了；长安，他曾经

去过了，又失望出来了。纵然有一万个不甘心，

却也终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贵的头颅一

旦低下，那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折得下腰

吗？

既折不下，余生何去何从？得道成仙自然不

可乎骤得，那么跟随元丹丘隐迹于人迹罕至的山

中，总算有个可以倾吐胸中块垒的知音。

他心中有多少苦闷惆怅啊！“白发三千丈，缘

愁似个长。”却也无法直抒胸臆，只有顾左右而言

他，旁逸斜出，他写给元丹丘的诗，如《题元丹丘

颍阳故居》《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闻丹丘子

于城北营石门幽居因叙旧以寄之》《题嵩山逸人

元丹丘居》等，竟有十四首之多。

那么元丹丘的石门幽居究竟会在何处？《题

元丹居石门幽居（并序）》的诗序中这样写道：“丹

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

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自

从之游，故有此作。”

李白写下的这段诗序对于确定元丹丘新卜

别业的位置太重要了。“家于颍阳”，应知元丹丘

在颍阳早有家舍；“新卜别业”，说明元丹丘新近

在家舍以外又选址建筑了别业，这个近似于东坡

居士在黄州赤壁长江边另筑个“雪堂”；“北倚马

岭”，说明元丹丘别业在马岭之南；“南瞻鹿台”，

说明元丹丘别业在鹿台山之北；“极目汝海”，说

明丹丘别业所在的位置可以远眺辽阔的汝海；既

然可以眺见远处广袤的汝海，则丹丘别业应当不

在山底沟谷而最低在半山腰，甚至在山顶。

如果是在半山腰，是否会在马铃山之南坡？

如果是在山顶，会不会在不远处的山村位

置？

我问青山，青山不语。

我问白云，白云依依。

李白的《将进酒》，极尽酒神狄奥尼索斯

式的狂醉烂漫之态，不大可能写于冷静幽

寂的时候，而应当是写于与岑夫子、丹丘生

共聚欢饮的时候，极大的可能是写于嵩山

颍水旁的丹丘别业了。

乘兴而来，神晤太白；尽兴而返，心

自流连。回到家，我情不自已，又写下一

首五言律诗《马铃山上望诗仙》，作为本

文的结尾：

秋上马铃山，腾腾暑气蒸。

低昂傍水滨，高诵伴琴声。

纷论茂王冢，风吹名将功。

诗仙何在哉？宇宙传芳名。

纸
书
为
王 □李晓伟

校园里的春天
□王永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