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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庭民心灵花园

● 蒋坤远家在随州

慢品清茶醉沉香

难忘家乡“菜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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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芽一叶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忙，又到了一年
最佳采茶时。祖祖辈辈靠种茶、制茶为生的车云山人
又开始忙碌起来，车云山村也越加繁华热闹了。奔赴
大自然，赏景、观光、品茶，心向往之，心旷怡然。

4 月上旬，刚好应茶农艺师梅总邀请，驱车到随
县草店镇，沿“475”省道曲线而上，但见远处天边的
山间云雾缭绕，一座山村若隐若现，在袅袅炊烟中显
出别样意韵。同行人遥指山顶，那就是车云山：“此地
崇山峻岭，每逢下雨，群山云雾；雨后才晴，团团白云
翻滚于群峰之间，如万马奔腾又似车轮滚滚，车云山
因此而得名。”因出产享有盛名的“车云山毛尖”茶，
车云山村也闻名遐迩。

茶山远离市区，四面环山，仿佛一座世外桃源，
云缭雾绕、树碧天蓝、空气清新，不愧为最美茶山。目
睹秀美的茶园春色，既感受到茶园里那份静谧、恬
逸，又感受到勃勃的生机与美好。

茶园连绵起伏，翠绿满目。春茶绿景恰似一片片
绿油油的海，时有雾起山间，莺鸟铃鸣，茶树上的嫩
芽，如一个个舞姿曼妙的小精灵，跳跃在枝头。茶农
们背着竹篓在茶垄里穿行，嫩绿的茶芽被茶农娴熟
地摘下，放入竹篓中，忙碌的身影构成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采摘时不能掐，掐下来的茶叶，掐痕在制成茶
叶后都去不掉，采摘时应采用提手采摘法，即手心向
下，大拇指和食指夹住嫩茎，轻轻向上一提，芽叶便
采摘下来了。”祖辈都种茶制茶的村党支部书记周恩
忠解说采茶技巧。

拾掇一片清馨新鲜的茶叶，手捧一杯车云山绿茶，
寄情苍翠茶园中，我冥想发呆了，身与心沉浸在惬意的
春日中。漫步在茶园里，那一排排茶树绵延伸展，清风
吹来，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怡人陶醉间，品味着
茶的芬芳香醇。身处茶园，亲近自然，释放着尘世的压
力，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宁静，领略茶马古道的独特影响
力，感悟一代代茶农不畏艰难的人生。

“车云山茶的炒制有着许多的步骤，每一步都有标
准和讲究。包括采摘、摊青、杀青、回潮、理条捡茶、揉捻
做形、炒干初烘、潮茶、复烘提香、包装等。”炒茶技师井
立根与茶相伴几十年，也是不多的制茶传承人，片片嫩
叶在他手中蜕变成茶。

车云山毛尖，历史悠久，从六安引种栽培，经茶农
精工细制，外形紧细圆直，锋豪显露；内质香高味醇，具
有浓厚的熟板栗香；甜凉生津，色泽嫩绿，汤清叶绿。传
说在 1300 多年前的唐朝时期，车云山上就发现了茶
树。武则天患肠胃疾病被车云山茶叶治愈，特赐银两在
车云山顶峰修建了“千佛塔”，以彰茶功。1915 年，车云
山茶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荣获“巴拿马国际金
奖”。1955年春，车云山村 8位老党员茶农，在“千佛塔”
附近茶园采摘鲜叶 10余斤，纯手工炒制成干茶 2斤，邮
寄到北京请毛主席品尝。主席用此茶招待苏联水利专
家，给予此茶“汤清叶绿、香高味浓”的褒奖，并委托中
央办公厅给车云山全体茶农回信，随信件附茶叶款和
有关茶叶种植的书籍，勉励车云山茶农种茶致富，信件
至今存放于信阳市档案馆。1997 年，车云山毛尖在中
国国际茶会上获金奖。

品着醇香的车云山茶，老书记周国启给我们
话起茶事，我们感受到车云山茶的历史厚重与神
秘。

沿着一步跨两省的石阶，梯级登上千佛塔，俯
瞰两省云雾缭绕，茶海茫茫。如此，茶源于山水，一
口之间，腹内有乾坤、满腹锦绣、江山如画了。

在车云山喝茶，品的是一份心境。茶如人生，
顺境时如沸水中的茶叶，翻滚浮沉，散发清香；逆
境时如茶汤的苦涩，历经磨难，回味甘甜。起起落
落的茶叶，何其相似那浮浮沉沉的人生。然而，茶
叶终究要沉于杯底，正如人生不得不谢幕一般。一
杯绿茶，待冲泡上四、五道，香气和汤色也就淡了。
是啊，生活如水，人生似茶，再好的茶放到水中一
泡，时间久了，也就淡了。也许是棱角平了，或许是
成熟稳重了，脚步越来越踏实，日子越来越平淡。
人生步入另外一种境界，淡然。得与失，成和败，聚
或散，安然地接受一切不好。淡然，是人生的一种
成长。失之坦然，得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人在草木间，与茶同行，取的便是那份天地间
的释然和那份纯净。

品一杯清茶，静享岁月沉香。

新春来到，家里需要彻底打扫一下。因整日忙碌，决
定请保洁员。经人推荐，约好一个三人保洁组周六来我
家。

星期六早晨八点，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三位保洁
员来了，领头的是一位大姐，五十多岁，还有一男一女，男
的五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

他们工作时，我和妻子帮忙做一些辅助活儿。我很
快发现他们干活真有条理：先打扫屋顶的蛛网，然后是擦
窗户内外，再刷灯具、墙壁，再抹柜子、桌椅等家具，最后
清洁地面。先上后下，先内后外，一气呵成，寻常、枯燥的
家务活儿，他们干得有板有眼、干脆利落。

他们干活真细致啊。打扫书柜时，把书柜里的书一
格一格取出来，用抹布把每个格子都仔细抹一遍；打扫厨
房时，把吊柜顶部也仔细擦了一遍；打扫客厅、餐厅时，把
吊灯的每个灯泡都抹了一遍，还把每个灯泡上的防灰盖
取下来，擦干净后再一一安上去……就连电视柜上摆放
的一盆蕙兰，他们也把花盆擦了一遍。整个房子的上上
下下、里里外外、角角落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
爽。你想到的，他们做到了；你没有想到的，他们也做到
了，还几乎做到极致，真是：房子交给我，一切你放心。

他们的工具真齐全啊。每个人自带的打扫屋顶、墙
壁、门窗、地面的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就拿打扫窗户来说
吧，有人字梯、抹布、长短毛刷、喷液枪、玻璃铲，还有近年
来才面世的双面磁性擦窗器。各种“神器”让他们没有解
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天气冷，他们还带来了烧热水的“热
得快”和水桶。除了自来水，他们不需要雇主另外提供任
何东西。这，又让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认真和周到。

中午，我和妻子请他们吃了顿简单的午餐。吃饭时，我了解到领头的大姐叫刘
敏，年轻时是国营铁树纺织集团公司的职工；男人是她的丈夫，以前也在铁树公司；另
一个女人是他们的搭档。他们年轻时都是铁树公司的业务骨干，那时正是铁树公司
鼎盛期，公司职工有好几千人，每年纳税几千万，还办有子弟学校、职工医院、职工影
院、职工澡堂等。那时候他们的工资、福利都很好，还在全市最早住上了职工宿舍楼
……后来企业破产改制，他们也下岗了，不得不自谋生路。

我仔细打量这夫妻俩：刘大姐高约一米六二，身材匀称，一张经历风霜的脸庞掩
盖不住年轻时的美丽灵动，当年应该是“厂花”一朵；她丈夫高一米七四左右，沉稳精
干，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当年肯定也是“帅哥”一枚。生活的浪涛曾把他们托上潮
头，也曾把他们卷入低谷，不管何时何地，他们都自立自强，不负韶华，尽力地释放自
己的光和热，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赢得别人的尊重和钦佩。就像我客厅的那盆蕙
兰，不论是长于野，还是养于室，都不骄不矜，不怨不艾，只需要一点水分，就静静地吐
绿开花，送世界一脉幽香。

是的，人生难免有起落，只要你勇敢、平静地面对，就一定能绽放自己的芬芳。

在随州，一说到春卷众人皆知，都知道它是随州本地
的一大特色菜。可说到“菜包菜”，除了上年纪的人知道
外，很多人都不知道“菜包菜”是什么菜。

去年，食缘酒店推出的“菜包菜”经媒体报道后，食客
来到酒店后都不忘点一份“菜包菜”，他们品尝随州地道
味道，更是回忆起儿时的味道，真正让“菜包菜”火了一
把。

说到“菜包菜”，经营食缘酒店的烹饪大师邓龙山说，
他生长在农村，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的时候母亲用
青菜叶包的春卷，是年少时最“美味”的记忆之一。母亲有
一手好厨艺，她将油条或粉条切成碎末，再将猪油渣剁
碎，一起搅拌成馅，然后用焯过水的青菜叶包裹馅料做成
春卷，乡下人也称其为“卷煎”，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菜包
菜”。缘于那些“美味”的记忆，邓龙山经营食缘酒店后，就
将“菜包菜”作为店里的特色之一。

这道菜取名为“菜包菜”，顾名思义，就是把青菜叶作
为外皮，中间包裹其它蔬菜和成的馅料。

随州的泡泡青富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有冬季“蔬菜之
王”的美誉，匀称的、泡泡多的、柔韧性强的泡泡青叶片，
是“菜包菜”外皮最好的食材。食缘酒店每年都会在随县
安居镇泡泡青主产区定点收购最地道、最新鲜的泡泡青。

“菜包菜”在馅料的挑选和搭配上也是有讲究的。作
为一道传统特色菜，每个家庭主妇都会做出自己特有的
味道。邓龙山也有自己的秘诀，他擅长用地菜作为主料，

马蹄为辅料，还有随州“美食四宝”之一的香菇、炒鸡蛋碎
和猪油渣，处理后的食材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均匀，再加
上生姜末、葱花、胡椒粉、食盐等进行调味。这样拌成的馅
料，既保持传统的口味，又有更丰富的口感，香味更诱人。

包馅料时，将焯过水的泡泡青叶平摊在左手掌心，右
手将调和好的馅料小心地放入菜叶当中，然后既“轻”又

“准”地包裹成四方小块。这里的“轻”是指包的过程
要轻拿轻放，以免把菜叶弄破而露馅；“准”是指取馅份量
要适合，这样包裹好的“菜包菜”卷才会大小一致、均匀好
看。

“菜包菜”以煎制烹饪口感最佳，最好是取平底锅，先
倒入一点菜籽油，待油温烧至四成热的时候，再放入包
好的“菜包菜”卷，用文火煎制两面微黄就可以出锅装
盘了。那块块黄中透绿、饱满圆润的“菜包菜”在白瓷盘
的衬托下显得小巧可爱，飘出满屋的香味，真是让人垂涎
欲滴。

随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滋养出独特的农
副产品，汇聚成厚重的饮食文化，形成令人念念不忘的

“随州味道”和“随州记忆”。当我们品尝了山珍海味，自
豪拥有一个遍尝四海美食的舌头和胃时，心底想念的却
是那些充实甜蜜了童年的味道。“菜包菜”，对本地人来
说，是对“随州味道”的回味和怀念；对来随游玩的朋友们
来说，是了解随州美食文化、形成“随州记忆”的一个契机
和窗口。

那个笑容春光般明媚的姑娘
那个喜欢打闹开玩笑的姑娘
那个和男生大碗喝酒的姑娘
那个与同学们一起吃拐子饭

送别我的姑娘
那个烛光中高唱明天会越来

越好的姑娘
那个穿着碎花裙捻着葡萄叶

留影的姑娘
这个春天为何遇不见你

花草眉目含情
春风和煦拂面
白云湖微澜如镜
大洪山高冷入云

这个世界却如此空荡沉寂

我仔细寻找
你依然留在微信朋友圈
留在偶尔喧闹的班级群
留在面若晚霞的校园旧照
只是
你从来不说话

八年了
那个吞噬你生命的池塘
还是和从前一样
野花烂漫
波光潋滟

一夜春风，春风一夜
吹暖了漫山遍野
你这多情的红杜鹃
敞开了一腔情怀
吐露了多少深情
我默默地走进你
走进你朝霞中的情感
失手碰落一缕花瓣
引来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埋怨
当七色花环
痴诚地将你怀念
我听见山谷里的小溪
不停地将你呼唤
红杜鹃 红杜鹃

为何不见那个姑娘

故
乡
的
红
杜
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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