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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副池杯流

一盘香，置于香炉，轻烟丝丝缕缕，袅袅娜娜，形随烟释；一

盏茶，置于案头，薄雾朦朦胧胧，氤氤氲氲，香因雾飘。闻香品

茶，由茶养性，在这个阴雨天气，恰是居家静好、茗茶放松的好

时光。

这样的场景，看起来非常的雅，想起来非常的美，但终究，

做起来非常的“作”。

在我的意念里，品茶与喝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比如我，最多只能算是喝茶之人，口渴时作驴饮，而绝不会

做含英咀华、细嚼慢咽状。因而，什么“茶中之道”“茶中之趣”

“茶中之美”，只能是滥竽充数、略懂略懂，除了麻烦，根本体会

不到闻香品茶的意境。

这些年，虽然自己也常常打着“文化人”之名，辗转各种茶

室茶楼间，甚至应邀参加若干文化活动，但对于这煞费功夫的

“功夫茶”依然似懂非懂，知之甚少。

功夫茶是一种品茶之功，可真有些烦琐，也真煞费工时。有

了闲工夫，尽可煮水斟茶，轻斟慢饮，闻香品味。有韵律，有情调，

享受其中。可天热和口渴时，这一小杯一小口的饮法，实在是远

水解不了近渴，何况许多时候，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闲情逸致。

况且，拿大把的功夫来饮茶，也似乎不如大杯茶，来得让人

爽快。

记得儿时，家里喝茶常用的是半尺高能盛几碗水的大茶

壶，里面搁上数片茶叶，经日泡着，渴了就倒出来大杯大杯地

饮。这般喝茶，其实是不知多少茶味的，就为着解渴，感觉比白

开水强罢了。

职业所限，刚参加工作那段，常在室外作业，不时也在一个塑料大茶杯里放上

一撮茶叶，灌满喝上半天，这也只算是饮茶。

后来终于能安静地、人模狗样地坐下来，也用不大不小的茶杯喝上几杯茶，一

来为了迎合时代潮流，免于落伍；二来提神有利工作，免得中间费时喝水。

这虽然几乎成为喝茶的习惯，却多不是纯粹的功夫茶，茶壶茶杯都要大上一、

二号，许多时候更是自备一个杯子，端了去轻呷慢饮，所用茶叶一般不会太次，这茶

就饮与品兼而有之了。

尽管不情不愿地被潮流推着走，但用功夫茶具，感觉很是教条和刻板。

冲功夫茶关键全在烹茶、泡茶之“工”，用铁观音等乌龙茶叶，茶具或瓷或陶，通

常的配置是一个小茶壶或曰冲罐；三四个小、浅、薄的茶杯；还有用于摆放及浸茶

杯、盛洗杯水的茶洗、茶盘，传统的泡茶还用炭炉子煮水。

泡茶的程序更是考究，将水煮开，淋罐冲杯，里里外外开水烫过，再往茶壶（冲

灌）里放进茶叶，茶叶要分粗细，粗的放在壶底和滴嘴处，细末放在中层，其他茶叶

放在上面，如此可使出茶均匀，茶味逐渐发挥。待水煮开便可泡茶了，水要高冲；茶

则低斟，所谓“高冲底洒”也。

冲水要满，茶壶水满后茶沫浮起，轻提壶盖，从壶口轻轻刮去茶沫，然后盖定。

再用开水淋洗茶杯，以手转杯洗净并让杯有热度，然后，提起茶壶将茶水从右到左

依次巡回注入各茶杯，谓之“关公巡城”，将尽时再一点点轮番倒入各个杯里，使其

浓淡均匀，说是“韩信点兵”。

此时，茶香袭人，两指端起茶杯放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再呷一口，让茶水从唇

边滑入舌面，细品味，不由茗香沁入心田。

这番功夫下来，美则美矣，却让人大汗淋漓，付出与收获几乎不能成正比。

有一种说法，余生最好的活法是独处。按我的理解，独处，就是留点时间给自

己。人到中年，人生忙碌，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喝茶等雨，人茶雨相融相知，实属可

贵。做点雅事，品茗，也可阅己。

抹茶几、洗杯、洗壶，换上在郊外打回的山泉水，烧水、洗茶、泡茶，一气呵成，悠

然自得。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等待着那壶茶，穿越时空，腾云驾雾，款款而

来。经过热水煎泡，轻舒身姿，楚楚动人，馨香袭人。

茶味氤氲，心境逐渐平缓。仰头一喝而下，芬芳满口，一股暖流渗透全身。轻舒

一口气，激浊扬清，全身轻松。好茶不但能带走身体的杂质，还会除却思想的杂念。

所以几杯下肚，通透灌顶，身心愉悦。

这光景，想想就很美。但美则美矣，除了开茶楼的，还有几个人能有此番工夫，

无非是附庸风雅罢了。以至于常在想，能心无旁骛地冲茶，若有所思地品茶，这是高

人所为。

茶色越深沉，心反而越淡定。用自然的心态，喝着原生态的茶，等着夏日一场姗

姗而来的雨，伴随而来的是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慢时光。

茶，可以泡二道三道四道……慢慢品尝，细细回味，望着壶里升腾的热气，应和

着欲来未来的雨的湿润气息，人也变得单纯，单纯得连一篇抒情散文都不愿阅读，

就这么放空着。本应是孤寂的时刻，因为茶与雨，成了一种别样的享受。

忙时喝茶，少了些品味，更多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尤其是七月流火的大暑天里，

又渴又燥，一杯热茶下去，汗出了，心静了，顿觉得通体清快。而在偷得一时之空，就

喜欢那种高冲浅呷的惬意，那功夫茶的舒逸，淡淡的茗香，伴着恬静安怡的心情。

其实品茶不一定要拥有闲适的工夫、精美的茶具、典雅的桌椅和上等的茶叶，

只要茶融心境，这喝茶就是一种享受。如遇好友来访，烫热茶具，泡上壶好茶，轻斟

低冲，细语慢啜，这是品茶的好时光。无论窗外明月，还是雨洒淅沥，与知己对酌品

茗，仍是难求的佳境也。就是夜阑人静之时独自品茶，也可养心怡情，古言“以茶静

心”，又说“品茶者，独品得神”。

一人品茶，有时会进入物我两忘的奇妙境界，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去除心中的

浮躁和焦虑，得到了一种宁静、淡泊的心情。此时心中的尘埃，净化在细细的品味

中，心归于宁，宁谧得可以听细雨，听天籁，或有心灵感受和人生顿悟，自有一种惬

意和舒坦。

禅茶一道。品茶，如品人生。

品茶如品思想，温热的茶水慢慢温暖胃的同时，思想便活活地跃动起来，清茶

涤荡着心胸，思想净化着心灵。品茶贵在品，品的是意境，享受的是过程，若执着于

目的，则不免流于庸俗了。

喜欢品茶，也许是一份淡泊。喜欢茶那份淡淡的新绿，淡淡的一抹儿胜过喧嚣

的姹紫，怀想着若能够持一颗淡淡的心，做一个如茶般淡淡的人该多好，可以没有

靓丽的外表、可以没有高贵的气质、可以没有奢华的服饰，只想用自己这瓢淡淡的

清水去沏好人生这壶甘醇的香茶，无论是淡淡的清馨还是丝丝的苦涩，都会为自己

带来一份面对人生时的淡定与从容。

冲泡一杯香茶，看着杯中浸润的叶子袅袅地沉下、升腾、舒展、弥漫，心中氤氲

着茶香、怀想着恬淡致远、心绪无所羁绊依存，让人浮想着对人生的一份再生与希

冀，倒也感知着对真实生活的一份热爱，注目着那朵儿浮于水中轻盈舒展开来的菊

花瓣儿，仿佛那浅黄淡菊遇有重生一样，让人难禁欣喜。想着若是热爱生活，生活的

感动真的是无处不在。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喜欢品悟禅语中对人生苦乐的阐释，可谓苦乐人生，人生满是苦乐，人贵在自

身的修行。如品茶一样，苦中有甘，甜中藏涩，一切用平常心去看待，让己心缅于沉

静，认真面对所遇的繁杂，细品人生的五味，便会获得一份发自心底的释然———累

会不倦、烦会不恼、不温不火，让缓缓的清风缓缓流过几经沧桑的脸颊，心亦欣然。

夕阳黯淡了颜色，清风放缓了脚步。一个人的下午茶，如落日的余霞火一般燃

烧。

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写一个上学

“四部曲”，也算是对自己一生学业阶段

的总结。小学、初中、师范都写完了，独缺

了大学，却搁置多年，迟迟不敢动笔。原

因无它，自己其实没有真正上过大学。身

为堂堂七尺男儿，一辈子没进过军营，没

上过大学，恐怕是最大的憾事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时，

由于家底薄，怕读不起高中，只好报考了

师范。师范毕业时，本来有百分之零点五

的参加高考指标，也由于一名之差而失

去了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仅落了个优

秀毕业生的虚名。话说回来，即使进了考

场，也不一定考得上。那年月考个大学多

不容易呀。于是，理所当然成了一名光荣

的小学教师。

十八九岁正是憧憬未来的年龄，刚

从学校毕业又走进学校，理想与现实的

落差，让我每天生活在怨天尤人里，每每

对日抒怀，望月长叹，总也适应不了生活

的转换，理不平大起大落的情绪，浑浑噩

噩中，竟有点自暴自弃。是自学考试让我

看到了曙光，不再沉沦。

那时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有

志青年都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以成人教育非常火爆，电大、函授、自

考、职大、夜大，名目繁多，形式多样。现

在职大、夜大都没了，电大、函授改成远

程教育了，只有自考还经久不衰。

相比之下，自考比较灵活，每年四月

和十月组织两次考试，只要好好学，把十

几门课程都考过了，就可以拿到毕业文

凭。最重要的是省钱，仅在报考时交几十

块钱报考费就可以。对于一个刚刚师范

毕业月工资就百十块钱的年轻人来说，

自考无疑是最佳选择。

1991年秋季，我去县自考办报名。由

于当时的一代身份证是在师范二年级时

办的，还不到三年，负责报名的人非说我

是在校生，不让报。无奈只好到人事股查

阅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介绍信，让

人家出具了证明，才报了名。从此，便踏

上了漫长的自考之路。

考虑到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我报的

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是第一次报考，

提前没买教材，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

了上师范时学过的现代汉语和教育学。

不曾想竟然都考过了，教育学还取得了

八十多分的好成绩。为了省钱，接下来的

考试中，我仍然没有预订自考通用教材

和辅导用书。能借用别人考过的教材就

借，实在借不来就托熟人在郑州购买。也

没有参加过集中辅导，全靠自己一本书

一本书啃。记得最难学的是古代汉语和

古代文选，古代汉语考了两次才过，古代

文选共四册分两次考试，我记得考过了

一次，另一次考试没通过。可能是难度太

大，后来课程调整，古代文选只要考过一

次就行，可以另选一门比较简单的公共

关系学。

自考的道路是艰辛的。也许是年轻

浮躁，开始时，总是静不下心。夜深人静

时，批改完当天的学生作业，备了明天的

课，才有时间拿起自考书籍，看着看着便

觉睡意朦胧。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完全靠

自己一遍一遍地理解、记忆、琢磨，有些

课程学起来实在感到吃力。为了提高通

过率，我每次考试只报两门课程。有一次

因忙于工作，竟忘记了报考，待到想起时

已错过了县里的报名时间，只好去市自

考办给人家说了半天好话，才让报了名，

幸运的是那次报考的两门课程全考过

了。最难忘的是每次参加考试时在考场

外候考的情形，那时参加自考的人很多，

考试前，考场外到处都是带着干粮、拿着

学习资料临阵磨枪的自考者。有的是白

发苍苍的民师，有的是正值中年的公务

人员，相比之下我还算最年轻的。或低声

吟诵，或默背无声，时而摇头叹息，时而

皱眉蹙额，神态各异，不一而足。至今回

想起临考前那紧张又焦虑的心情，仍感

慨万千。

历时五年，直到1996年，我才终于拿

到了由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和河南大学共同颁发的毕业证书。手捧

这本饱含艰辛和汗水的红绒烫金证书，

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五年啊，实在不

易！感谢自考，这不仅是一条通往梦想之

路，更是一条励志之路，圆梦之路。

也就是自考毕业那一年，当时我已

经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县委党校到镇

上宣传招生，说是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和

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经济管理本科函授

班，几个同事便商量着一块报了名。不曾

想，考试结果出来，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

了。

函授班采取集中授课和个人自学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每当周末，放下一

周的辛苦劳累，从镇上坐班车到几十里

地的县城，再步行三四里到县委党校，坐

在教室里，认真听课做笔记，重新找回上

学时的感觉。工作之余，认真翻阅教材，

按时完成作业，全力以赴备考。1998年12

月，我顺利通过各科考试和毕业论文答

辩，获取了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颁发的

本科毕业证书。

本想着自己这辈子的大学学习就此

画上句号，也是机缘巧合，十多年后，我

已是一名乡镇领导干部，为了弥补知识

的欠缺，也为了给紧张忙碌的生活减减

压，我又报考了省委党校领导干部在职

研究生经济学专业班，开始了新一轮的

在职学校教育。

在职研究生学习教育亦是采取集中

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每学期

集中授课两次，每次七八天时间。授课老

师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或教授，课讲得

很好。课程既有政治理论，又有专业基础

理论，包括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

用等，帮助学员深入理解经济运行规律

和机制，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时

间在基层工作，忙于日常事务，这些知识

平时都很少接触。因此，我格外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课认真听讲，课后

深入探讨，不懂就问，谦虚得像个小学

生。乡镇工作任务繁重，突发事件也比较

多，集中学习的七八天时间往往坚持不

下来，需要向班主任请假。记得第一次考

试，头天晚上刚到学校，因单位有急事又

急匆匆赶回来，第二天未能参加考试。这

是我自上小学以来第一次缺考，当时心

里难受了好几天。所幸学校管理很是人

性化，给缺考或考试不及格学员一次补

考的机会，不然恐怕毕业都难了。

毕业时，我运用三年所学知识，以我

县为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

《新时代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及建议》，

受到指导老师的好评，并顺利通过答辩，

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三年在职研究生学习是充实的，忙

碌的，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增强了本

领，也让我收获了友谊，重温了同窗之

情。一直到现在，偶尔闲暇，拿出通讯录，

一页页翻看，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在一

块共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又会浮现在

眼前，也成为我一生的回忆和纪念。

虽然由于生活条件和时代原因，我

与大学失之交臂，可没有围墙的大学校

门却永远为我们这些错过机会的人敞

开，弥补了人生的缺憾和不足。而今我已

到知天命之年，可每每回想起这些“大

学”经历，都激励我勇往直前，不敢怠慢

人生。再细品，一个人能够坐在学校里学

习固然是幸福的，但人生的经历却是最

重要的。大学并不是全部的人生，人生才

是永不毕业的大学。生命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活在当下，我们每个

人都应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对经历的热

爱，对梦想的追求。

生活和人生是我们一生的大学。

我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他的小名叫辰辰，今年一岁半了。每天我放学

回家，他总在家门口等我。他看到我很开心，我看到他的样子也很开心。

每天晚上吃完饭，妈妈就带我和弟弟去公园玩，那里有很多的花草和树

木，我和弟弟在公园里跑来跑去，蹦蹦跳跳，就像一只只活泼的小蜜蜂一样。

可是弟弟有时却又很淘气，有天晚上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碰

了我一下，使我的作业上被铅笔划了一道又长又重的线，怎么擦都擦不掉。

我非常生气，真想揍他一顿，可他却在那里哈哈大笑，我越来越生气了，于是

忍不住打了他几下。他看我真生气了，竟然还拿来玩具给我玩，我又有些后

悔揍他了，他真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弟弟呀！

还有一次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婆婆家玩，婆婆让我们吃烤红薯，弟弟吃了

红薯，居然把红薯吐了一地，他吃一口吐一口，像是

故意捣乱一样。他去玩气球又把气球给扎烂了，里

边的小圆片被撒了一地，凡是他碰过的地方总是乱

糟糟的，他真是一个淘气的小坏蛋呀！

我的弟弟虽然很淘气，可他有时又很可爱，我

爱我的小弟弟！

秋思
刘转运

相思湖畔久，重聚在溪亭。

垂柳传风韵，逍遥任雨晴。

深秋
马云周

天高云淡雁南翔，

秋草迎霜遍地黄。

绿柳垂丝添雅韵，

芦花摇曳秀芬芳。

平湖幽径行人远，

水榭亭台倒影长。

泊岸孤舟空寂寞，

波光潋滟映斜阳。

湖畔丽景
赵孟仁

一湖碧水映天光，柳影婆娑草染黄。

波漾轻舟亭畔处，云霞织锦耀华章。

公园一角
郭东东

秋湖瑟瑟孤亭倚， 柳影轻摇舟自止。

冷露无声叶渐黄， 西风又送寒波起。

晚秋游湖
魏松涛

扁舟水面浮，柳杪借风舒。

亭景伫湖畔，惜缺枫叶朱。

上 大 学
◆高长见

茶
香
氤
氲
心
境
欢

◆
李
晓
伟

晚饭过后，照例去文峰游园跳健身

操。时间尚早，我沿着游园的柳荫小道

漫步。不经意间抬头，忽然望见一轮硕

大的月亮，尽管被密密的枝叶分割成无

数片，却依旧显出它黄白的亮光来。细

细算来，这是中秋前的一个月，农历七

月十六的晚上了。

这满月，这丝丝凉爽的秋风，这此

起彼伏的蛐蛐声，不知怎么，就让我的

思绪飘向了故乡的童年时光。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想起

小时候的中秋，那是多么的快乐和幸

福。一家人围坐在院落的梧桐树下，一

张小方桌上摆着走亲戚余下的老式五

仁月饼、苹果，这些在八月十五前被大

人禁吃的美食，终于开了禁，再也不用

偷偷摸摸吃一点了，放开肚皮猛吃也没

人管了。老式月饼里的花生仁、冰糖、红

丝绿丝，陶醉着我的味蕾，更有那银盘

似的月亮缓缓爬过东厢房的屋脊，照得

整个院子明晃晃的，宛如开了一地的山

菊花。

在这样的月色中，我最喜欢听奶

奶、听妈妈讲月亮里的故事。许多的时

候，她们总会指着月亮里那灰黑色的部

分，说那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桂花树，于

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嫦娥与玉兔的故

事，仿佛天上之水缓缓流来。这样的故

事，每年都要听上不知多少遍，我们这

些小孩子总也听不烦。似乎在这宁静而

美丽的月色中，这些美丽的传说就是最

佳的标配了。

这些故事，我从幼年听到少年，又

从少年听到青年，送走了爷爷奶奶，讲

故事的人如今只剩下了年迈的母亲。当

我完全明白这些故事所蕴含的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望的时候，母亲却再也不

会给我讲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了。

我的儿子幼年时是在老家抚养的，许

多年前的一次月夜，听母亲给她的小孙子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次的经历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少年时代，每当皓月当空，是乡村

街道上孩子们疯玩的最佳时刻。藏马

虎、背鞋、举举龙砍大刀、星星过月、挤

脓疱，这些乡村的游戏，常常集合了一

道街的孩子们来参与，一直玩到深夜在

大人们的喝止声中才恋恋不舍结束。

如今，离开老家已经二十多年了，

最高兴的事，还是隔一段时间能够回老

家看看。老家的中秋之夜，天空格外晴

朗。一轮明月高悬在天际，宛如一个巨

大的银盘，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江天一

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月光洒在

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银纱，仿佛

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远处的白云山在月

光的映照下，轮廓显得格外清晰，仿佛

一幅水墨画。田野里，玉米已经成熟，硕

大的穗子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仿佛在

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每当秋风乍起，树叶飘落，心中便

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那是对时光流

逝的感慨，也是对老家亲人的思念。而

中秋，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就像一盏

明灯，照亮了我心中的那份牵挂。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总会踏上归乡的路

途，只为与亲人相聚，共赏那一轮明月。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无论

身在何处，心中始终牵挂着故乡的那轮

明月。那是一种深深的眷恋，一种无法

割舍的情感。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人

们总是在忙碌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却

往往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东西。只有在

中秋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才会停下

脚步，仰望那轮明月，思念着远方的亲

人。

中秋的月，是团圆的象征。它见证

了无数家庭的欢聚和离别，也承载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个月圆之

夜，人们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与亲人相

聚，共同分享这份团圆的喜悦。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亮，聊聊

天，谈谈心，那是一种多么温馨的画面

啊！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这样的时

刻显得格外珍贵。

今夜，明月高悬。我静静地站在文

峰游园里，望着那轮明月，心中充满了

感慨。岁月匆匆，时光流转，转眼间，我

们都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乡，开始

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但是，无论我们走

到哪里，心中始终牵挂着故乡的那轮明

月，始终牵挂着远方的亲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这

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起放下手中的

忙碌，停下匆匆的脚步，仰望那轮明月，

感受那份宁静和美好。让我们一起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团圆，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

界上，有一种情感叫作思念，有一种幸

福叫作团圆。

月 是 故 乡 明
音虢郭

我的弟弟
西西小学教育集团一2班 吕宜朴 辅导老师 吴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