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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百味

妹妹一直心心念念要去屋脊山，

说：那儿的云海妙不可言。有其何种

美妙我尚不知晓，也无概念。为实现

她的愿望便陪同一起前往，凌晨四点

多我们起身上山，伸手不见五指，带着

手电摸索前行。屋脊山海拔 400 多

米，尚未开发，只有一条土山路可上

山，伙伴们相互鼓励，搀扶前行。当登

上山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壮丽的

画卷，云卷云舒，环绕其身，不知是梦

里还是人间？整个人有点腾云驾雾，

飘忽不定，恍如仙境。此刻云海中已

透出美丽的霞光，云层涌动，太阳缓缓

升起，露出美妙的笑脸，眼前浮现的是

一幅幅壮美的图画已美不胜收。

“千里大别山，主峰在霍山”，被誉

为“云上花海的屋脊山”就坐落在霍

山，屋脊山海拔400多米，因远看山形

如屋顶，故而命名屋脊山。屋脊山面

朝佛子湖，山水交融，在这与友人们登

山共叙山水之乐者，非仁即智也。站

在山巅观云覆海，呈现出既如水墨画，

又如斑斓多彩的油画，让人心动不止，

恍若隔世，完全忘了今夕何夕。此刻

端着相机，心已向阳。这个冬季已不

冷，一季的风霜在此抖落，秋的光阴在

这静止，这里不仅仅拥有云海翻腾，还

有杜鹃盛开一路芬芳，好似与我们相

约将这一切美好装入行囊。太阳越升

越高，可隐隐约约看见山峦起伏，风开

始变暖，温度也开始回升，妹妹不停地

远山呼唤，从这头跑到那头，忙得不亦

乐乎，兴奋不已。日出是暖的，欢笑更

是暖的……

现如今我们已不是最好的年龄，

但一定是最好的心态。或许有诸多遗

憾、或许已来不及弥补，但深信一定会

有另一种方式归来，那就是遇见美好。

每一季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屋脊

山每一天的太阳升起。时光易老，亲情

与友情却越来越深。一片云海、一片晨

光，让时光变得晶莹剔透，让日子变得

明亮。一缕缕灿烂的阳光打进心底，阳

光与自己变得格外的亲和，原来冬天也

可如此温和，也可如此热烈。不是喜欢

回顾，不是愿意沉沦过去，而是生活原

本不尽如人意。过往如这洁白的云朵，

从指尖里片片散落，填满了心中的沟

壑，在时光中流淌着难以释怀的情感

……生活中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岁月变迁，在时令的路口我们相遇，云

涌滚滚般的海浪，如诗、如画、如天边，

这个深秋把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初冬。

清冷的枝头上杜鹃在摇曳，夹着

岁月的含香，走过这么多的路，一直在

为安稳的日子忙碌着，却也不曾遗落

心底里的笑容，也不曾忘了那些天真

烂漫的模样。回头看看有N多不舍，

但脚步始终没有停歇。愿在这新的一

季，能力之内，努力寻找幸福。愿时光

善待人心，愿每一个明天，内心充满明

亮与温暖，就像今晨的日出，霞光万

道，把它捧在手心，将未知的山水与心

携手，一起度过。再见了屋脊山！今

天的遇见，将是明年春天的相会，又如

同遇见未来更好的自己！

屋脊山
■ 安徽长丰 张时卫 文/摄

星期天，想约几个好友去一个地方走

一走、坐一坐，放松一下，杨岘推荐了水墨

田园，说是一个好去处。水墨田园在宜兴

和溧阳的交界处，背靠青山，前展大湖，我

们一行四个人，九点左右便到了这一片宁

静的田园。停车驻足，一块很大的太湖上

镌刻着“水墨田园”四个大字，字体飘逸隽

秀。木制的门楼，似旧非旧，简约之风与

自然相合。穿过长长的路径，一片清亮的

湖水呈现眼前，睡莲正开，粉色、黄色，像

梵高的印象派画作，浮在眼前。继续前

行，道路两边绿荫森森，花木生香。更有

修竹净植，满目青翠，随风摇曳，小鸟啼

鸣。几处酒店，依山傍水，白墙黛瓦，徽派

风格，整幢楼体像张开的双臂，迎接着远

方来客。整个田园建在神禹山的脚下，满

山都是茶叶。

我们目的地是半山腰的茶舍，听说那

里的茶很好，环境也好。茶舍中式现代装

饰风，巧妙地将传统与时尚融和，既不古

旧，也不怪诞。茶舍里的人不多，我们在

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竹帘轻启，远眺青

山如黛，云水相依，让人游目骋怀；近观湖

水似碧，映带左右，使你神清气爽。茶端

上来了，一人一小盒，盒子极精致，浅绿，

淡雅，上面印着“翠眉”两个字。翠眉，这

名字真好，这么有诗意的名字，亏得想的

出来！翠眉是眉呀，古代女子用青黛画

眉，称为翠眉，后来成了美女的代称。唐

代诗人卢纶写：“微收皓腕缠红袖，深遏朱

弦低翠眉。”古诗意象里的翠眉有多美！

现在却用作了茶叶的名字。细看茶叶，长

长的，弯弯的，墨绿色，从形到色，都像女

子的眉毛，难怪叫做翠眉。杨岘把茶放进

雪白的瓷杯，热水一泡，汤色清澈、香气弥

散开来，稍泯一口，滋味清爽醇厚。

这样的一枚好茶当来之不易：第一场

春雨里，她抽出了第一片嫩芽，春日迟迟，

春风习习，一双最轻柔的手把它采来了，

晾、选、搓、焙，它成了碧玉一般的翠眉。

杨岘是诗人，诗写得轻灵隽永，深得大家

的喜爱。采制一枚茶不易，其实写一首诗

也是不易的，不也是在制作一枚翠眉吗？

翠眉是茶，也是诗呀。在春天的早晨，在

那长长的茶坡，去选那最嫩绿最鲜润的

叶，纤长如眉。寻寻觅觅间，正如同去选

择一首好诗的题材。

把选好的绿叶放在热锅中均匀翻炒、

杀熟杀透，如同把那些题材浓缩，提炼出

诗的主旨。反复地轻揉慢捻，使之如眉，

正是诗人把诗句排列，铺匀，成行。经过

碾压，焙烘成形，翠眉被装进精致的盒中，

深情款款，诗也写完了。翠眉是诗，诗也

是翠眉。我们品它，正好是一个反向的过

程，用滚热的水去泡，熬过浸的疼痛，它的

汁味被还原出来。我们读诗也是如此，用

一份热情还原那诗意，品味那一缕清香。

写诗需要热情，品诗何尝不是？“被酒莫惊

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

常。”同行的辛宇不禁吟咏。这是纳兰词

里的名句，此景此境引了此句，倒有一番

情味。

句子虽是纳兰的，用的却是李清照的

典，李清照婚后屏居乡里，与赵明诚恩爱

无比，他们以赌书为乐。饭罢，坐归，烹

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

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

后。中，既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朱

红的琐窗，透过明亮的光线，文房四宝间

流动着光阴，两人相视而笑，目光温柔而

清澈，既有墨香，更有茶香。这是多么让

人羡慕的场景呀，当年他们品饮的也是这

翠眉吗？好像只有这翠眉才配。那泼洒

出来的玉液，至今还香在历史的时空，萦

绕在万千人的心头。我生长在茶乡，漫山

的茶树，我在其间穿行。这些茶树曾留下

我童年的影子，收纳过我少年的气息，收

藏过青年的目光，它们中可有翠眉？在生

命的旅程里，可曾有过“赌书消得泼茶

香”？人生真如斯，夫复有何求？

也许，每个人都是一杯水，都在等待

着适合自己的那款茶。

二百多年来，随着“刘姥姥

进大观园”的传播，刘姥姥的艺

术形象已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亿

万人心中。刘姥姥成为人们街

头巷尾、茶余饭后闲谈的笑料，

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老村妇，甚

至认为刘姥姥丑陋、粗俗、穷困

潦倒而厚颜无耻。刘姥姥真是

这样的人吗？笔者认为刘姥姥

是一位来自乡下贫农家庭饱经

风霜的老婆婆，在她身上体现了

众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优

秀品质：勤劳、善良、幽默，富有

智慧，善于公关，侠肝义胆，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

救人于危难之中。

曹公设计这个人物可以说

用心良苦，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的。刘姥姥在回目上出现了四

次: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是信口开河、

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第一百一十三回忏宿冤凤姐托

村妪。且看刘姥姥出场作者如

何描述：“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

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

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

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

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

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

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

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

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

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

这样当时正贫困之中的刘姥姥

就去贾府求援，古人说打秋风。

刘姥姥在家精心筹划，带着

板儿到贾府，先去找了王夫人的

陪房——周瑞家的，几经周折，

因缘际会，刘姥姥最终见着了

“真佛”凤姐，还得到了二十两救

济钱，这对于青黄不接的刘姥姥

来说简直雪中送炭，是全家的

“救命钱”。第二年，刘姥姥再进

荣国府，因家里粮食瓜蔬丰收，

就急着送一些给贾府尝鲜，这次

进大观园，刘姥姥靠着自己的智

慧和人格魅力征服了大观园中

的公子小姐们，也得到了众人喜

爱。为了大家开心，刘姥姥不惜

丑化自己，饭桌上刘姥姥以“老

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

母猪不抬头”之语惹得贾家上下

哄堂大笑，赢得了人们喜爱。《红

楼梦》八十回后，当繁华落尽，贾

府衰落，过去叱咤风云的凤姐却

无能为力保全自己唯一的女儿，

她一贯夸耀的娘家人忘仁负义

无人伸援手救助巧姐。众叛亲

离之际，凤姐才明白只有刘姥姥

可以托付，只有受过贾府一点点

恩惠的毫无血缘的刘姥姥，宁可

倾家荡产也要救出巧姐，最终安

全地救出了巧姐。

一进荣国府，我们为刘姥姥

的卑微而叹息。二进荣国府，刘

姥姥的逢迎让我们开心，也让我

们悲伤，是“带泪的微笑”。这样

一个真真实实的普通人，在三进

荣国府显示出了她的知恩图报，

显示了她的侠义气质，这是难能

可贵的。如果用物质衡量，刘姥

姥为救巧姐所付出的金钱远远

超过自己当年得到的贾府的恩

惠，乃至倾家荡产；如果用精神

衡量，这样一位积古的老人，本

应安享天年的年纪，却为报答恩

情而奔波，这份真心、这种真情

多么可贵，是多少银两都换不来

的。曹公塑造这一艺术形象体

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值得

后世称赞和学习的。

翠眉诗韵
■ 江苏南京 熊代厚

知恩图报的刘姥姥
■ 安徽合肥 汪昌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