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编审：王董斌 编辑：陈静芳 检校：唐天才 陈华 版式：敖翔

2022年 9月 19日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 3327287 记者部 3327645 要闻部（含夜班）3327915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 3319656 随州新闻网、随州论坛 3318927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3335199 印刷厂 3581559 零售每份 1.00元

中国茶发于神农，而随州是炎帝
神农故里。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
遍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之。”这是 2000 多年前对茶的记载，
因此茶应运而生，人们知道了茶，不
光知道茶能解渴，给水保鲜，而且还
能解毒，这是茶在中国的起源。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东西是
寻常百姓家居家过日子的必备之物。
我小时候，每个自然塆子，或相邻的
村里必有几棵大茶树，就像每个塆子
要有皂角树一样，人们解暑降温离不
开茶，人们洗衣洗被离不开皂角。

清明一过，每家每户都到茶树上
采摘茶叶，用篓子晾晒干后，挂在门
前的房檐下，以备后用。到了夏天，每
家每户早起的主妇必须烧一大茶壶
水，往壶里丢上几片茶叶，一般家庭
是陶器壶，讲究点的家庭用的是细瓷
壶，茶叶放进壶里，水的颜色变成淡
黄色，有股浓浓的茶香味。在外劳作

回家，喝上几碗清香的茶水，不光能
解渴，还能解乏、避暑。

随州的雨量充沛，山上的植物
茂密，大山云雾缭绕，桐柏山、大
洪山都适合茶树的生长， 只是各地
的小气候不同，生产的茶叶品质也
不同。

随州以产绿茶为主，随北的草店
车云山茶场，随中的何店棋盘山茶
场，随南的大洪山云峰山茶场，是随
州有代表性的三大茶场。

草店车云山茶场，在唐朝就很有
名。据说，唐朝女皇武则天饮用了车
云山供奉的毛尖茶，治好了胃疾，于
是赐银在车云山顶修建了千佛塔，以
彰茶功，以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后千
佛塔毁于战乱，当地政府 2011 年进
行了仿制重建。

车云山毛尖制成过程要经过杀
青、揉捻、理条、二次理条、烘焙、挑
选、提香七道程序，每一道程序都精
致入微，新鲜的茶叶冲泡之后，观之、

品之，汤清叶绿，香高味浓。1915 年，
车云山毛尖参加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奖，车云
山茶叶当时是与贵州茅台酒齐名的
名茶。

茶叶真正在随州发扬光大是在
解放后，全国农业学大寨治山、治水、
治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人民公
社因地制宜，搞好多种经营。草店车
云山大规模扩大了种植面积，并开垦
了棋盘山茶场和云峰山茶场。

现在，随州的茶叶不光走进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而且香飘四海，阔步
迈向国际市场。

现代科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人们又开发出艾叶茶、银杏茶
等，在茶叶大家族里不断增加新成
员，不断扩展茶叶的保健功能和实
用功能。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名
茶、高端茶叶也走进了平常百姓家，
各种品牌的茶庄遍布随州的大街小

巷。
走进茶室，仪态端庄、气质优

雅的茶艺师热情地接待你，让你品
的是茶，享受的是那种高雅的茶艺
和氛围。世间的熙攘，在一盏茶中
得以沉静，让浮躁的心情顷刻间安
静下来，让高音大嗓门的人也变得
轻言细语起来，让你享受到茶韵的
魅力。

闲来无事时，约几位好友，往茶
室里一坐，品茗着茶香，在茶室里谈
论国家大事、世界风云，看云卷云舒，
花开花落，任它东西南北风，我自茗
茶一盏，香气沁心润脾，杯中装尽千
年故事、万古风流。

禅茶一杯照太阳，映月亮，尝尽
世间香甜苦辣，品尽人间五味杂陈。

禅悟人生，修身养性尽在其中，
清茶一杯，使你凡心归零，心灵像雨
后的天空样明净。

我爱茶，更爱炎帝神农故里——
随州的茶。

如果写一个俗世的故事，最美的开头便是几亩薄田，一楹
瓦屋，敦厚老牛，潺潺溪水，袅袅炊烟……走进了均川镇桃园
村，我才知这不仅是美丽的俗世故事，更是烟火人间的桃源胜
境。

一年之中，最不喜欢便是处暑，白晃晃的日头下是泛白的
绿色，拂面的风都是那么的燥热，满眼的绿也不及耀眼的白。
若不是工作需要，我断然是不会出门的，火辣辣的天气，出门
也很是无趣。不过呢，今日的出行，我还是有些许期待，桃园
村，听名字便觉不俗。

驱车于蜿蜒曲折的乡间公路上，驰骋的窗外景色也变得
饱满起来。蓝天白云下，群山连绵慢慢地掠过车窗，蓊绿欲滴
似染色的绸缎铺陈眼帘，宁静着夏日的烦躁。俯首回眸间，积
淀已久的乡愁席卷而来，流淌在记忆深处的水墨画卷也悄然
泛起。

大学之前的夏日，我都是与耕牛为伴的，爸爸说，戴上帽
子，晚一点再出门。还不等爸爸把话说完，我和妹妹便一溜烟
偷偷地牵着牛儿上山了，随便找个地儿躺下来，呆呆地看着深
邃的天空、鱼鳞状的白云，无所思无所累，望着望着，一天也就
过去了。运气好的话，还能摘得一些野葡萄、八月炸啥的，眯起
的笑容绽放在牛背上。

后来慢慢长大了，村庄还是那个村庄，溯洄寻之也终不见
颦笑欢语旧时。当我翻过山头，看到慢悠悠山上觅草的牛群，
便觉得异常的亲切。晨光下，或坐或躺，或觅食青草，远离尘
嚣，和树木对话，听鸣蝉高歌一曲，恁地只觉画面太美，光阴也
忍不住把故事暂停。

当我还沉浸在时间仿若停驻的唯美画面时，一排排石棉
瓦搭起的“窑洞”吸引了我的目光。“咦，难道我走进了原始部
落？现在还有人住窑洞。”我揉了揉眼睛，仔细望去，一头黑乎
乎的猪仔突然出现在洞口，吓了我一跳。

望着我瞪大的眼睛，朋友笑着告诉我，没见过吧，这是咱
桃园村一大特色，“窑洞养猪”，冬暖夏凉，黑猪自由活动，在不
破坏生态的前提下，保证了猪肉的鲜嫩可口，你想买还买不到
呢！

转过山林，是一条潺潺的小河，包裹住了湛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时有白鹤水中顾
影，或有孩童河畔嬉戏，网罗小鱼，我也忍不住从车上跳下来，双手掬起一捧绿色，痛痛
快快地玩了起来。我和夏天之间，总是被烈日隔开着，从未好好玩耍过，满眼的绿，清澈
的河水，让我抓住了光的影子，体验到了夏日的别样风情。

青山绿野栖白鹤，小桥流水绕新居。近处荷叶娉婷，远处屋舍俨然，临水而立，似画
中景，似柔美的江南。走着，看着，笑着，和岸边浣洗衣裳的妇人闲话家常，聆听泠泠水
声，风景如画，让我也成为了画中人。慢慢地，缕缕清凉漫过心间，媲美儿时却又与众不
同。牛群，窑洞，小桥流水，安然生息的雅致村居，有乡村韵味，更添世外风情。

前几天在乡下散步，目睹了令人热
泪盈眶的一幕：一位挖机师傅在推倒几
间土坯瓦房之前，将挖机的挖斗弯曲成
抱拳状，对老宅行三叩拜之礼！

这五间老屋年代已经很久远了。离
地面三尺用火砖砌成，中部用的土砖砌
起，七檩，布瓦。门，已不复存，距两边门
框各一尺许，还残留一米多长白石灰抺

过的痕迹，与那斑驳淡黄模糊的墙面，对
比剌眼。并排拼成的木条窗户，紧闭，无
从窥见屋内。屋前空地蒿草丛生，一片
葱绿。挖机师傅先清理了老屋门前的杂
草，然后“抱拳”，行三叩之礼。之后，老
屋轰然倒下，一阵黄色的灰尘迷了我的
双眼！

我不知这是谁的老屋，但我知道，我
小时候也曾经住过这样的老屋，很多人
都住过这样的老屋，几代人都住过这样
的老屋。

也许这老屋的主人，在别处建了新
房，或在城里买了房，遗弃了老屋？也许
这老屋的主人已逝去，女儿远嫁？或无
有儿女，老屋再也无人相依？风
来过，雨来过，鸟儿来过，主人却
再没有来过。

不过，老屋是有记忆的。
它记得当初建房时的艰辛。

每一根木料，都采自山林；每一块
土砖，都要经过繁复的工序才能
制成：取土、和泥 (人力或畜力踩
泥)、往木范中填泥、踩实压紧抹
平、取范、晾干、码堆……每一块
石头，都要双手抱回。上屋梁时，
或许还燃放过鞭炮，在屋梁上给
前来帮忙的乡亲们抛撒过白面馒

头？
它记得孩童们怎样从手脚并用在门前

泥地上爬行，慢慢摇摇晃晃走入人间，然后
又娶妻生子，远走他乡……

它记得孩童们的哭声和笑声，记得大
人们的谈笑声和叹息声；记得风雨雷电袭
来时，一家人对老屋的依赖。

它记得父母膝下的承欢，儿女绕膝的
欣然，倚门而望的期盼，老无所依的喟叹
……

老屋也是有期待的，期待它所庇护的
屋主人，子孙兴旺，家业兴盛。但是，世事
无常，不可预测。多少人从这里走出，去寻
找各自的人生，但老屋依旧扎根于此，希望
不灭，忠诚地守候。

每一处老屋，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
们的心灵家园、精神高地。挖机师傅阅屋
无数，一定对世事变迁人事无常有了深刻
体会，才有了这三叩。

从三叩这微小的细节，我看出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心中有，就永远有。

最初对喀纳斯的了解，只是局限
于“人类净土”“图瓦人”“神仙湾”“卧
龙湾”等等一切看过的图片。去年 8
月，利用休工薪假的机会，我终于如愿
到达这块“人类净土”。

下飞机后，我们乘上大巴向喀纳
斯奔去。一路的颠簸之后，司机告诉
我们要进入喀纳斯景区了。我的灵魂
仿佛被图瓦人那悠悠的天籁般的芦笛
声召唤着，瞬间飘了起来。

眼前，一条河流，像一条墨绿色的
玉带，在空旷的山间欢快地跳荡着，奔
流不息，不舍昼夜。两边的灌木与松
树、桦树呈现着不同的绿色，五彩缤
纷。五彩的山花点缀在当中，鸟儿在
谷中鸣叫着，悦耳动听，余音缭绕，仿
佛在欢迎我们这一拨远方的客人。

途经卧龙湾，只见这里森林茂
密、繁花似锦、绿草如茵，湖中小岛
秀丽，湖的进水处巨石抵中流，激浪
拍打着巨石，玉珠飞溅，引人入胜。

从卧龙湾沿喀纳斯河北上约一公
里，就到了月亮湾，在这里，导游告诉
我们：月亮湾水会随着喀纳斯湖水变
化而变化，时而像一枚皎洁的白玉，时
而像墨绿的翡翠，时而像蓝色的宝石，
就像镶在喀纳斯湖上的一颗善变的明
珠。听了导游的介绍，我更是按捺不
住对喀纳斯湖神奇的向往。

趁着兴致，我兴高采烈地沿着
山路继续向前，一路都是满眼的翠
绿，甜丝丝的空气滋润肺腑，使大脑
异常的清醒。眼前，谷中的木屋、牛
羊、小溪、山花，还有溪水边的河柳、

桦树、野花……这一切的一切，让人
有一种永久停留的冲动。此刻，我
的心也随着山顶的云雾飘动着，满
眼的青山绿树 ，满耳的鸟叫虫鸣，
置身于这里，如梦如幻，似乎到了仙
境，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工作的压
力，远离了人世间的纷争和个人的
恩恩怨怨，赏心悦目，宠辱皆忘。

终于来到喀纳斯湖边。由于清
晨刚下过雨，湖边红的木屋，青的巨
石，绿的树林，就连脚下踩的泥土也
变得干净透明，一切的色彩都是那
么的透，一点杂质都没有。我们坐
上游船，向喀纳斯湖心驶去，游船
行驶约 10 分钟后，导游告诉我们，
这里就是传说中水怪出没的地方。
此时的我，心中盼望着水怪能够跃

出水面，让我们一睹为快。然而，湖面
却是那般平静，静得有些让人既紧张
不安，又无可奈何、怅然若失。

下午，我们游览了观鱼亭。在观
鱼亭顶，我瞪大眼睛，在湖面上寻找着
水怪的身影。只可惜我没有眼福，见
证不到这种奇迹，只看见像火柴盒子
大小的游艇，在湖面来回地游荡，像一
条条游弋的鱼儿。

向更远处眺望，云雾如纱般缠绕
着远处的青山，若隐若现。整个湖面
像是无瑕的翡翠，镶嵌在群山的环抱
之中。“也许那远处去不了的地方，就
是神仙生活的地方。”我心里暗自想
着，心神也飘飘忽忽的，随风而飞，冥
冥之中，似乎听到那悠远的天籁之声，
滋润着心脾。

我们坚守在高铁站上
迎送着每天的南来北往
虽然
这个夏季
袭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温热浪
空气都变得滚烫
40度的天然桑拿
占据了每天 24小时的主场
疫情反复伪装着模样
不管它如何猖狂
我们的特警尖兵
顶着白晃晃的烈日
迎着热火火的气浪
毅然坚守在这座最美高铁站台
像“守门员”一样

“炎”值担当

我们坚守在高铁站上
警徽在头顶宣守着誓言
党徽在胸前恪守着承诺

白衣铠甲贴护在藏青色的警服上
和兄弟一样
我们的特警战士
巍然筑起一道道坚强的钢铁屏障
抵御病毒
防控织网
核酸信息比对 我们毫不松懈
维护出站秩序 我们威严上岗
调解现场纠纷 我们从快从速
面对旅客求助 我们解惑扶帮
听从指挥调令 我们快速出击
处置紧急险情 我们迎难而上

我们坚守在高铁站上
汗水浇灌在这片站前广场
胳膊上的渐变色是这个夏天最美丽的印记
口罩下的压印痕是这场战疫最坚定的印象
高温下的坚守
诠释着人民警察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烈日下的“烤”验

履行着人民警察无怨无悔的忠诚担当
虽然阳光很烈
但我们的特警队员最美
不信
你看
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
投来了赞许肯定的目光

“暑”你最美
“警”色最靓
虽然我们在这里邂逅相逢
但似曾相识的包容和理解
见证了这个疫情时代
最温馨动人的模样

让我们
同心协力
并肩联防
共同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硬仗
你听

“和谐号”已昂首出发
冲锋的号角演奏着奋进的交响

我们
依然坚守在这座最美高铁站上
像钉子一样
寒来暑往

诗歌长廊 ● 余 卉

● 孙中文人生百味

老 屋

白云湖白云湖
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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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随 州 与 茶

● 鲁钟鸣行走天下

神 奇 的 喀 纳 斯

● 杨仁才

我们坚守在高铁站上

疫情仍在 请勿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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