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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首
罗文姣

国庆正逢中秋

一轮明月照相逢，几缕清风情渐浓。

恰好中秋生日会，正当国庆菊花重。

万家共度团圆夜，千里同欢五谷丰。

自古聚离无定数，人间有爱亦从容。

秋日读书

潇潇细雨送来秋，寂寂梧桐雁怎留。

陋室一间江海阔，经书万卷德才修。

摘支月桂和茶煮，抱缕清风遂我求。

不赖秋风声自远，与贤私语哪来愁。

夜登长江轮渡

长江夜渡望山城，盛景游人几度逢。

鸿雁故州无讯息，他乡梦里又一程。

青峦寂寂追明月，院落幽幽亮彩灯。

莫道繁华东逝水，一壶清水煮秋风。

郭光文

人们通常所说的品茶，是指品评茶的滋

味。

茶有百味，其中主要的有五味，即苦、

涩、甘、鲜、活。苦就是指茶汤入口后，舌根尝

到一种类似奎宁的不适味道；涩就是指茶汤

给人一种麻舌的感觉；甘就是指饮茶汤后，

其回味是甜的；鲜就是指茶汤的滋味清爽宜

人；活就是指品茶时人的心里觉得舒适、美

妙和有活力。在感受五味的基础上，审评师

对茶之味作出诸如鲜爽、鲜醇、醇爽、醇厚、

醇正、浓醇、浓烈、浓厚和回甘之类的评价。

品茶的程序复杂，且需工具不少，但要

品鉴茶的滋味关键还是靠舌头。在品茶时应

小口细品，让茶汤在口腔内缓缓流动，使茶

汤与舌头各个部分的味蕾充分接触，以便精

细而准确地判断茶味。

这些说的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品茶。其

实，古往今来，人们品茶大都是“醉翁之意不

在酒”，品的是茶的“味外之味”。

“ 得 与 天 下 同 其 乐 ，不 可 一 日 无 其

君”——品茶，品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生活

艺术。

老舍先生对品茶颇有研究，他曾经深有

体会地说：“喝茶是一门艺术。”他一生嗜茶

如命，并把喝茶当作艺术追求。有人说，其代

表作《茶馆》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茶品

出来的。

品茶也可以帮助人们缓解情绪、调节精

神，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减压”方式。在忙碌

之余，放下手头活，离开名利场，做个素心

人，泡一壶茗茶，邀几个朋友，择一处清幽，

看天高云淡、月朗星稀，听虫鸣鸟叫、风语涛

声，道昔日旧事、今朝趣闻，真是一件令人沉

醉的事。

“ 怀 诗 书 自 得 清 逸 ，远 尘 俗 当 品 佳

茗”——品茶，品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

情趣。

宋朝苏东坡既是文坛大家，又是品茶高

手。他的诗作“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

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

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就是这种

高雅情趣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茗茶味与书卷香是一对孪生兄

弟，在高雅情趣方面是绝配。这话一点也不

假。当一人一灯一卷书，身处一桌一椅一茶

几的书房时，煮上一杯茗茶，或围炉细读或

拥被低吟或掩卷静思，既能够听先哲一唱一

叹，与古人心神交会，又可以发语天地，悟人

生哲理，话世间沧桑，那种乐趣和快慰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茶道的创立者唐代高僧皎然在其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

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

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

然认为品茶不仅能涤昏和清神，而且能修道

和养性，使思想升华，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皎然的茶道集儒释道之真谛，儒主“正”，道

主“清”，佛主“和”，茶主“雅”，这也构成了中

国茶道的重要内涵。

“ 一 壶 茗 茶 道 禅 味 ，半 榻 茶 烟 养 性

灵”——品茶，品的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人生

心态。

有位哲人曾经说，“茶不过是两种姿态，

浮起、沉下；饮茶人也不过是两种姿势，拿

起、放下。沉时，要坦然面对；浮时，要淡然相

迎。”此话可谓入木三分，富有哲理。

不同的人，由于社会地位、文化底蕴和

环境条件、心情状态不同，因而从茶中品出

来的“茶味”也不同。“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

未衰惟饮茶。未言久食成手颤，已觉疾饥生

眼花”——人生坎坷、历尽沧桑的欧阳修从

茶中品出来的是人情如纸、世态炎凉的苦涩

味；“蒙顶露芽春味美，湖头月馆夜吟清。烦

醒涤尽冲襟爽，暂适萧然物外情”——仕途

通达、春风得意的文彦博从茶中品出来的是

志得意满、心旷神怡的春之味；“森然可爱不

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

过始知真味永”——豪气干云、襟怀坦白的

苏东坡从茶中品出来的是光明磊落、一身正

气的君子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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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思敏捷、擅长诗赋的杜小山从茶

中品出来的是敬重礼义、热情好客的文人

味；“摧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

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饥寒

交迫、含辛茹苦的采茶女从茶中品出来的是

天命难违、无可奈何的心酸味。

茶以载道，得自在心。品茶，既是一种生

活方式，又是一种艺术享受，更是一种精神

境界。茶道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一杯茶里

体会人生百态，感悟世间冷暖。茶道的最高

境界是什么？就是让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能

够从容淡定，心无旁骛。品茶不单纯是一种

生活享受，同时更是一种修身养性。

“ 天 生 我 材 必 有 用 ，千 金 散 尽 还 复

来”——品茶，品的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

自信。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

和栽培茶树的国家。早在神农氏时期就发现

了茶树；先秦《诗经》总集就有茶的记载；在

汉朝时期茶叶已成为佛教“坐禅”的滋补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饮茶之风；在隋朝时

期就已全民饮茶；唐朝茶圣陆羽撰写的《茶

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

著。千百年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茶

文化，具有思想熏陶、礼仪社交和艺术欣赏

等价值，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被称作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

第五项重大贡献。

2012 年 11 月 29 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后，进一步提高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爱茶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品茶成为时尚。去年冬

天，“围炉煮茶”掀起高潮：“围炉煮茶闻暖

香，且喜人间好时节。”今年夏天，“围炉冰

茶”爆棚走红：“来一桌围炉冰茶，看吞云吐

雾；配几碟江南点心，品花开花落。”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品茶，品的是我们国家令

人自豪的光辉历史，品的是中华民族与时俱

进的灿烂文化。

驮碑的龟（外一首）

言和平

几千年了，

你就守在这里，

驮着这块沉重的碑，

经历着岁月的沧桑。

很多人已记不起，

那些金戈铁马的岁月，

你却用文字告之后人，

民族起伏的波澜。

而今你依然孤独地在这沉默，

我要站在你前面迎接阳光。

我在这里能感到背景力量，

但更向往前进的方向。

看，东方的晓日已喷薄而出，

那是民族今日腾飞的希望。

让我们像蒲公英那样飞

风来了，我们飞，

朝着阳光的方向。

来自于平凡的土地，

本是无足轻重的花序。

但为了一个理想，

我们终于展开了翅膀。

没有高贵的志向，

我们只是一粒种子。

将母亲的心愿带走，

轻盈地游走四方。

也许风太大把我们吹散了，

但那有什么要紧？

即使墙边屋角我们也能生根，

有土便有我们的向往。

无论落在哪里，

我们是美丽，是良药，

是春天的希望！

品茶漫谈

投稿邮箱：yd9333@sina.com

卢旺兴

曾有好几个退休职工半玩笑半

认真地对我说：“你们是老洞氮的终

结者。”我哭笑不得。刚想反驳几句，

突然间感觉到话里潜藏着的一种无

奈和不舍，只好微笑以对。谁叫我是

这 届 班 子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之 一 ，谁 叫

老厂搬迁的历史重任落在我们这代

人的肩膀上呢。

其实，我也是满心不舍。与这些

老职工一样 ，我的青春 ，我的汗水 ，

我 的 理 想 和 抱 负 ，像 种 子 早 已 播 撒

在这片热土，有的长成大树，有的正

在萌芽或茁壮成长……

洞 庭 氮 肥 厂 是 我 国 20 世 纪 70

年代从国外整体引进的全国十三套

大化肥之一，始建于 1974 年。厂址七

里山，曾是东洞庭的一块沼泽地，杂

草丛生，血吸虫横行，号称鸟不拉屎

的凶险之地。冬天朔风凛冽，夏天烈

日炎炎 ，上无片瓦 ，脚下非泥即灰 。

五年的工程建设，人拉肩扛，老一辈

人至今回忆起来，依然神情激昂，两

眼泪花，那是何等艰难困苦的日子！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 1989 年大学刚

毕 业 分 配 进 厂 、又 值 洞 氮 鼎 盛 期 的

我 来 说 ，既 是 一 堂 深 刻 的 厂 史 教 育

课 ，更 是 一 份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和 豪

迈的洞氮情怀 。何况此时的“芙蓉 ”

牌 尿 素 正 花 开 三 湘 大 地 ，深 得 农 户

喜 爱 。每 人 每 年 两 包 尿 素 的 福 利 指

标 ，还未开春 ，就被高价抢购一空 。

1990 年，我进厂办当秘书，撰写企业

简介 ，挥笔写下“西倚洞庭 ，北望长

江 ，头枕京广大动脉 ”时 ，我是激情

满怀的 。尤其夕阳西下 ，水泛金波 ，

一 船 船 驶 离 码 头 的 尿 素 ，不 就 是 一

条流不断的珍珠河么！

不过那时的我们只知道向大湖

索取 ，清水湖中抽 ，废水湖中排 ，绝

对 意 识 不 到 ，也 不 可 能 意 识 到 从 洞

庭沼泽地站起来的国家支农支柱企

业，在造福国家农业建设的同时，却

也在一点一点危及着洞庭湖和长江

的生态自然。

不啻如此，企业的兴盛，也加速

了 农 村 包 围 工 厂 的 进 程 。许 多 村 民

将 房 屋 建 在 围 墙 外 。装 置 运 行 稍 有

风吹草动，比如噪音和异味，就会引

来居民的不满和投诉。一次，我在协

调 处 理 厂 地 关 系 时 ，就 有 村 民 指 着

我的鼻子说：要么你们搬走，要么你

们 出 钱 把 我 们 搬 走 ！没 想 到 几 年 过

后，工厂真的要搬迁了！

自 然 我 们 只 是 最 基 层 的 执 行

人，根本称不上终结者，真正的终结

者是“绿水青山 ”理念 ，是造福子孙

后代的远见卓识，是这个伟大、睿智

且恢宏的时代！

2018 年 4 月 25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考察洞庭湖，在城陵矶水文站，一

再叮嘱“守护好一江碧水 ”。一堤之

隔的我们，深知责任和压力山大。好

在 不 久 ，企 业 与 地 方 政 府 经 过 多 次

协商研讨，最终决定投入 159 亿元，

启动巴陵石化己内酰胺产品链搬迁

与 升 级 转 型 工 程 。也 就 是 说 位 于 岳

阳 城 北 、东 洞 庭 的 巴 陵 石 化 三 家 工

厂着手实施整体搬迁计划。

五年时间，所有的参与者，从规

划编制到环评、审批、设计、征地、施

工、安装、调试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

不眠之夜。为了纪念这些点滴，传承

和弘扬光大过去的建厂精神，今年 4

月 ，我 们 组 织 拍 摄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专

题片《我记得》，一经发布，阅读点击

量一个晚上就迅速攀升至 3 万。尤其

那 些 留 言 ，有 新 老 职 工 ，有 子 弟 亲

属 ，有 曾 经 在 这 片 热 土 战 斗 过 的 人

们 ，也有感恩“芙蓉 ”牌尿素岁月馈

赠的农民兄弟，情感之炽热，令人泪

目！

目前，老区生产井然有序，新区

58 套主体装置试车就像盛夏的天气

如火如荼。预计 10 月份新区装置开

稳开好后，老区设备随之关停拆除。

届时，地方政府一份崭新的工业遗址

公园蓝图徐徐展开，又将如明珠，如

渔火，点亮洞庭湖的星空……

如 果 非 要 说 我 们 是 终 结 者 的

话，我倒觉得荣耀之至！因为我们不

仅是“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具体践行

者 ，更 是 新 区 建 设 和 安 全 环 保 工 作

的揭幕人！

终结者

龚盛辉

去沅陵、游沅江的愿望，是很早就有的。

十几年前的一次战友聚会上，一名沅陵籍

战友问我：“老排长，你知道我们沅江水的组成

成分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 H2O 啦，

天下所有的水不都是由氢和氧构成的吗？”战友

却笑了笑说：“可我们沅江水与众不同啊，是诗

和画做成的文化水。”

战友的话，让我顿感自己浅薄。“三闾大夫”

屈原曾在沅江之畔写下《天问》《九章》；“朗州司

马”刘禹锡傍着沅水生活了十年，创新诗歌体式

《竹枝词》，创作出《踏歌词》《采菱行》等不朽诗篇，

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千古

名句；“文学大师”沈从文，认为自己认识美，学会

思索，是从认识水、思考水开始的，他是喝着沅江

重要支流沱江水长大的，自然对沅江格外亲近，

作品中多次浓墨重彩赞美沅江……历史上在沅

江之畔居住过或到访过的文化名人繁若夜星，

留下的诗词歌赋、书画墨宝更是数不胜数。这样

一条沅江，难道不是诗和画做成的么？

从那天起，我便在心里种下一个心愿：此生

一定要游沅江。

2023 年 8 月终于梦想成真——受邀参加“幸

福河湖中国文学艺术家巡沅水看沅陵”活动。

时值初秋，正是“秋老虎”肆虐的季节。在沅

江码头，钻出凉爽的中巴车，站在白晃晃的阳光

里，好似钻进一个大炉膛，身上仿佛冒出千万个

泉眼，“哗哗”冒着汗水。猛然抬头，不远处的沅

江跳入眼帘，像是仙子从无垠的蓝天裁下的一

条长长的蓝绸缎，一头系在左边的山谷里，一头

落在右边的深渊中。好蓝的一江水啊，蓝得这般

纯净，蓝得我心里立刻涌起了丝丝凉爽。

我忍不住加快脚步向停泊在码头上的“怀

化”号游艇走去。但行至江畔，又不由停下了脚

步。我是被身旁的江水吸引了，它着实太透太清

了，能望见水中形态各异的小鱼儿欢游弄姿，能

望见阳光在微波上跳跃舞蹈，甚至能望见河床

的彩石折射的七彩之光。沈从文说“沅陵美得让

人心疼”，沅陵的水更是清澈得让人心疼。

游 艇 离 开 码 头 ，向 沅 江 下 游 驶 去 。山 谷 无

风，江面静如镜面。为让我们更好地观赏沿江美

光，驾驶员把游艇开得不紧不慢、非常平稳，坐

在船头的我竟有一种坐在影院里观看一部 3D

风光大片的感觉，一面面葱翠的山坡、一座座耸

立的奇峰、一座座镶嵌在青山绿水间的吊脚楼、

一个个白鹭点点的水湾，如影视中的慢镜头，由

远及近，缓缓迎面而来，又缓缓擦身而过。忽然，

前方水面上一条大鱼跃出水面，带起一片碎银

般的水珠子，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重新

落入江中，又溅起一朵白色水花。

这时，我从耳旁呼呼吟唱的风声里隐约听

到一阵歌声。对，是那首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循着歌声望去，只见

右侧郁郁葱葱的山坡小路上，行走着一队小学

生，他们身上的红马甲格外亮眼，他们的队旗上

赫然写着“河小青”三个字。

“河小青？”我喃喃了一句。

一 旁 的 导 游 无 疑 从 我 的 疑 惑 中 猜 到 了 什

么：“您是不是在想，这个姑娘一定很漂亮吧？”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算是默认吧。

“河小青不是个姑娘，但她比姑娘更美丽。”

导游笑着告诉我，“河小青是我们沅陵县‘净滩

护河’志愿者团队的队名。”

河小青志愿者团队有 6000 多名队员，他们

经常或自发、或有组织地身穿红色志愿服，拿起

扫帚、垃圾铲和钳子走向河道，一边清理散落在

两岸河滩上的杂物、树枝，一边巡查“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情况，确保辖区河道的干净整

洁。

河小青，确实比姑娘甚至比那些影视明星

更美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三垴九洞十八滩’。”

听了导游的介绍，我们四处张望，却既不见垴，

也不见洞，更不见滩。“‘三垴九洞十八滩’在哪

呢？”

“下游的五强溪大坝建成后，河床水位抬升

了几十米，把‘三垴九洞十八滩’淹没了。”导游

有些遗憾地说。

其实，这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三垴九洞

十八滩”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新的风

景。这是历史的规律、大自然的逻辑。

随着游艇穿过一片狭长的水域，展现在眼

前 的 便 是 沅 江 上 崭 新 的 景 点—— 陈 家 滩 千 岛

湖。从前，这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地，山峦鳞

次栉比，水库蓄水后，层层叠叠的山峦，只在水

面上露出一个个翠绿的尖顶，远远望去，像是一

片随风摇荡的荷叶，把宽阔的湖面装点得生机

盎然。

不远处的一个小岛旁，两只小舟在缓缓游

动，舟尾的男人轻轻划着双桨，舟首的女人手拿

抄网，一网一网打捞着水面上的漂浮物。他们从

前是渔民，水库蓄水前他们在沅江上打鱼，水库

蓄水后他们在水库里开展网箱养鱼，创造了知

名品牌“五强溪河鱼”，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十年

前，他们响应党和国家“青山绿水”的号召，家上

岸，网也上岸，由打鱼人变成了护江人。

走近了，只见他们身上的红马甲，也印着那

三个美丽的字眼：“河小青”。

游 艇 停 靠 在 一 小 岛 旁 。游 人 登 岸 参 观 、休

息。这时我看见不远处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小女

孩，身穿红马甲，并排走在湖滩上，不时弯腰用

铁钳夹起废弃物，放进手中的垃圾袋。

我不由走过去问：“你们是一家人吗？”

小 女 孩 抬 头 望 着 我 ，咕 噜 着 大 眼 珠 子 说 ：

“她是我奶奶。”

“真乖。”我说，“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河小青！”

小女孩的回答让我愣了一下，但随即便向

她竖起拇指。然后我问老奶奶：“你们在这里清

理垃圾，有报酬吗？”

“是义务劳动呢。”老奶奶开心地笑着，“沅

江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对我们有恩呢。虽然现

在不在江里打鱼了，但我们要继续把它保护好。

算是报答它的恩情吧。”

我的心怦然一动。多么平实而又深刻的道

理啊。知恩图报，人与人是这样，人与自然也应

该是这样啊。

沅陵县境内包含两百公里沅江和数百条溪

河，汇成了“三千里水路”。在这“三千里水路”

上，处处活跃着河小青的身影。

沅水哪得清如许，为有美丽河小青！

美丽河小青
——沅江游记

汉诗新韵

漫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