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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永新乡村的一座书房，被文脉

之水浸润的书房。

书房四周，放眼望去，尽为水田，农

耕文化的产床。水田一般是方块状，娴

静、内敛，似淑女的模样。金灿灿的阳

光，像一道瀑布从云层里喷泻而下，在

水田上面溅起色彩的旋律。

穿过书房旁边的民宅，穿过一条条

洁净平坦的水泥路面街巷，穿过树林菜

畦果园，可以看见呈圆形或椭圆形的水

塘。水塘是家园文化符号，水底游动的

青鱼草鱼，水面嬉戏的鸭子，是母亲用

来犒劳在外游子最心仪的美味。

远点，便是潺湲而歌孕育民谣文化

的小河。偶尔，一群唱山歌的顽童经

过，惊动了躲在水草深处的小鱼。它们

或浮游，或下潜，或打个筋斗；或用小嘴

吹动水面的野蔷薇花瓣，吹出一道浅浅

的酒窝。

再 远点，是当地名气响亮的龙溪。

溪流蜿蜒呈龙形，从山腰直冲下来，在几

块巨石之间，撞出一个深潭，接着流向更

大的溪涧，直至江河大海。

唐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曾任户

部侍郎、检校刑部尚书的一代名臣颜真

卿，因触怒宰相元载，被贬为峡州别驾，

继而又改任吉州司马。

一天，他游历龙溪，逸兴遄飞，写下

“龙溪”二字，并由当地巧匠刻于石碑。从

此，全县文气氤氲，精于翰墨者代不乏

人。宋有宗之、萧涛夫，工诗与字。元有

冯寅宾，工书法，劲逼钟繇。清举人周肇

基精王体，萧辉锦精行楷。民国时期，书

法大家刘郁文，有“江西三支半笔”之一支

的美誉。到了现代，从县境内走出将军书

法家左齐和李真，青年书法家龙友、贺炜

炜等人。

线条在红土地延伸，每年春节，家

家户户老少齐上阵，自写春联，比试书

法，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在书房外面挑一个开阔处，可眺望

一座巍峨高山：禾山。晴天，山顶祥云

飘浮；雨天，则云雾缭绕，恍若仙境。祥

云与云雾，是岁月的留声机，留下了这

里曾经人声鼎沸名士云集的千古荣耀。

在唐宋间，禾山与青原、匡庐鼎峙

齐名，为江西境内三大名山之一。山上

有座禾山寺（后改名为甘露寺），文清元

年（公元 888 年），西域僧人达奚驻锡于

此。后来，有福州吴姓子，沙门的佼佼

者，五代十国时来此任住持，僧徒济济。

又有古籍记载，唐玄宗开元期间，

一代名相姚崇曾随母从陕西逃难过来，

慕名前往禾山寺就读，并留下优美诗

句：“龙溪之山秀而峙，龙溪之水清无

底。”后来，又有唐朝另一位名相牛僧

儒，以及北宋刘沆宰相在禾山寺就读留

迹，寺庙便辟三相堂以纪念。徐霞客也

曾踏足，在其游记当中留存文字。

一位乡贤通晓“龙溪”及禾山寺的

深厚典故，深知文化建设、留住乡愁，对

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她感恩桑梓养

育之情，感奋故土深刻变迁，于是像燕

子一样奔忙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她积

极发起和策划，经当地党委、政府统筹，

在乡贤联谊会资助下，利用一座闲置圩

棚，建成了一座农家书屋。

书 房 占 地 600 多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500 余万元。书房上架 5 万余册书籍，

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

社、凤凰出版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江西人民出版社等 40 多家出版机

构、光华基金会及本土作家学者捐赠的。

书房的名字挺好听：开云书房。它

建在永新县台岭乡南汶村，据说是目前全

省规模最大藏书最丰富的农家书屋，就是

放在全国范围，也不多见。

建于水云之间的书房，多像一朵盛

开的勿忘我呀！

芸芸众生，勿忘书香。

每天，来这里最多的是孩子。那些

放学的当地娃，还有赶去附近香文生态

园游玩的城里娃，好像一只只小蜜蜂

“噗噜噜”飞过来。书香的气息、知识的

味道，让孩子们陶醉。

当然，当地村民受益也不少。农妇

李冬梅以前就是一味爱打牌，而今成为

开云书房“铁粉”。她说：小时候家里

穷，买不起书看。这里各方面的书都

有，随便看，算是补了童年的遗憾，真像

做梦一样。

“拨云见日，开云见天”，我在想，在

这里，当大家打开书卷，是不是有一种

拨开心中问题云雾，打量大千世界，进

而以知识与信息，去照亮梦想眺望未来

的美好感觉呢？

水云间的书房
□ 曾绯龙

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纤纤一叶茶纤纤一叶茶，，似针如眉似针如眉、、似花如雨似花如雨，，生于灵山妙峰生于灵山妙峰，，承承
甘露之芳泽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蕴天地之精气，，净化并滋润人的生命净化并滋润人的生命。。如果如果
说中国人的性格说中国人的性格、、志趣志趣、、习惯可以通过自然界的一种植物习惯可以通过自然界的一种植物
来体现来体现，，那么茶是最为恰切不过了那么茶是最为恰切不过了。。今天今天，，就让我们来读就让我们来读
一读一读《《茶经茶经》《》《望江南望江南》，》，随着作者的思想和脚步随着作者的思想和脚步，，一起走进一起走进
茶的世界茶的世界。。

——编 者

静坐窗前，手捧一杯春

茶，闻着缕缕宜人的茶香，恬

淡而宁静。因为喜欢喝茶，

我非常爱读有关茶的书。《望

江南》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家王旭烽推出的近四十万字

的长篇新作，也是她心目中

茶人系列真正的第三部。作

品以宏阔的历史叙事，通过

忘忧茶庄第三代茶人命运悲

欢的展示，试图将茶的特质

升华至我们的民族精神。

说到王旭烽，很多人最

先想到的就是《南方有嘉木》

《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这

三部长篇小说组成了王旭烽

的“茶人三部曲”，用 130 万

字的篇幅描摹出一幅中国茶

人 的 命 运 长 卷 。 其 中 的 第

一、第二部于 2000 年荣获第

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后，

王旭烽从浙江省作家协会到

国内第一个茶文化学院，成

为茶文化学科带头人。她从

未间断过关于茶的写作，也

从未停止对茶文化的学习和

传播。新作《望江南》，上承

《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

下 启《筑 草 为 城》，终 使“ 茶

人”系列得以完整呈现。王

旭烽坦言，这部小说的写作

是 为 了 弥 补“ 三 部 曲 ”的 遗

憾。因为“ 三 部 曲 ”写 了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第 三 部

应该写新中国成立之后，但

当年没有写这一段历史，所

以即使过去了二十多年，也

要补上。

《望江南》是王旭烽耗时

26 年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小说主要塑造和描绘了一群

茶人的形象。作品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近二

十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江南茶叶世家杭氏

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主人公杭嘉和兄弟

姐妹共五个，弟弟杭嘉平以及杭嘉禾，妹妹杭嘉草

以及杭寄草。杭嘉和作为家中的长子一肩挑起了

传承茶业与守护家人的责任，把广阔的天空让给

弟弟妹妹去自由飞翔。日军占领杭州后，他一把

火将祖传的杭家五进“忘忧楼府”烧掉，并毅然自

断一指，不同侵略者下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他的经营和改革下，杭茶不仅实现了机械

制茶，还走向了世界，蜚声海外……时代的浪潮

裹挟着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

方式参与了华茶兴衰起落的过程，体现出前所未

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独立人格精神，也

昭示着东方茶人立人兴邦的初心和远志。

《望江南》既是一部家史，也是一部生动而又

深刻的中国近代史，更是一部茶文化的科普书

籍。其字里行间穿插有种茶、采茶、制茶、泡茶，

茶叶传说，饮茶的习俗等介绍。“茶在最好的能掐

出水来的时节，芽就被摘下来，然后被手揉捻，在

锅里炒，倒进罐里封存，暗无天日，有一天开封，

被沸水冲泡，够狠了吧，但当它被制成世上最美

的甘露，然后被喜欢的人一口口地品尝，化为人

身体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最软的、最柔的那

部分，是不是说明，最极端的东西都是会转化的

呢？”作者写人即是写茶，写茶即是写人，人的性

格命运与茶的品性同构。茶人所蕴含的清新淡

雅，坚忍负重，含蓄中和，既是人物形象的亮点和

特色，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他们就像

是那一片被投入杯中的茶叶，伴随着沸水的冲

泡，上下沉浮，寻找各自的安生之处。

《望江南》弥漫着浓郁的茶文化浸润的气息，

正如茅盾文学奖颁奖词所赞誉的：“茶的清香、血

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

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

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

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

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合上书页，脑海中不由得

涌现出苏轼《望江南》里的那句词：“休对故人思

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我想，只

要以坚韧执着的人生态度面对生命中的苦涩，终

能得到美好与和谐，安宁与幸福。

《永远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全4册）
《永远跟党走》编写组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丛书共选取了近 120 个模范人物和团队，按

照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各个阶段，分别介绍该

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模范，旨在帮助新时代的青少

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引导他们从小树立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远大志向，不断

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三色文化丛书•青少年版》共6册
孙 伟等 主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三色文化丛书•青少年版》包括《红色光芒

耀江西》上下册、《古韵风华品江西》上下册、《绿水

青山阅江西》上下册。全套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用简明生动、故事化的叙述语言，从江西丰富的红

色、绿色、古色文化中精选富有感染力的故事，向

青少年学生讲述江西的“三色文化”。

《太多啦！》
埃米莉•格雷维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本书是由两届凯特•格林纳威大奖得主埃米

莉•格雷维特创作的关于断舍离的新作。作品以

喜鹊这种常见的动物形象呈现，将它们喜爱捡拾

东西的本性进行夸张放大，通过富有韵律的语言

和精美插画呈现出有趣又富有冲击力的故事，让

孩子在阅读中收获趣味和哲理，同时引发家长对

于给孩子过多的物资是“爱”还是“负担”的思考。

这是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绘本。

《遗物整理师》
金 完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本书题材独特，既是一名遗物整理师的工作

实录与回忆录，也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

作者从遗物整理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视角切入，看

似冰冷的死亡背后却是无法释怀的情感和残留余

温的记忆。整部作品以文学随笔的形式娓娓道

来，把生命最后的希望与绝望、坚强与脆弱带到读

者面前，引发我们对生死、生命意义的探讨。

（张 衍 整理）

茶之道茶之道茶之道 茶之美茶之美茶之美
一片茶叶的千年文化脉络

□ 吴黎宏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

地，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国

家。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茶

都淡然地在杯中微微漾开，参与见证千百

年来人间的繁华或寂寥。

茶，从喝到品，始于陆羽《茶经》。

《茶经》一出，中国茶文化就此形成，不仅

有了高雅讲究的茶艺，还有了内涵丰富

的茶道。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

茶道是核心。茶道是通过品茶活动表现

一定礼节、意境的一种品茶艺术。茶道

的内涵很丰富：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

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也是以茶养德

之道，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把思想升华到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

把当时所倡导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精神寓

于饮茶的活动之中。

茶德是茶道的灵魂。所谓“茶德”，

是指饮茶人的道德要求，是将茶艺的外

在表现形式上升为一种深层次、高品位的

哲学思想，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和道德风

尚。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

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写

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

德之人。”就是说，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使

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俭朴道德的人。

“精行俭德”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德”的

滥觞，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

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

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

茶德源之于茶之品性。陆羽在《茶

经》开篇就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

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

的本性。茶叶生长在青山秀谷，吸纳阳光

雨露的精华，其本性洁净。茶叶在水中重

生，水是茶叶最好的伴侣，茶对水的要求

很高。《茶经》指出，煮茶之水，“用山水上，

江水中，井水下”。唐代诗人韦应物说“洁

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茶质本洁，不与

污水为伍。茶这些自然的本质特性渗透

到人们生活领域和精神世界，就成了一种

观念和品德。

品茶乃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活动，

体现的是身心与自然的交融和谐。茶文

化中的“和”，是规范人伦关系的价值尺

度，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

处世、互助互勉等。茶道中的“敬”，是对

客人与茶的敬意，是待人处世的敬重态

度。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

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

通思想，交流感情，营造和谐融洽的氛围，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这种习俗和礼节

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练和阐发，成为中

国人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正所

谓“无茶不成礼”。今天，茶已经成为人们

社交活动的媒介，无论是亲人团聚、朋友

相会，还是商务洽谈，都以茶招待，清茶一

杯，其情浓浓，其意融融。

对古代文人来说，饮茶是一件风雅

事，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茶清纯雅致、自

然朴实、隽永绵长的特点，正好迎合了他

们淡泊宁静、清高孤傲的品格，与他们飘

逸超然的情趣相契合。当文人在遇到挫

折与磨难、心情沮丧情绪低落之时，茶更

成了他们抚慰心灵、获得精神解脱的最好

慰藉。茶是中国文人的心头好，是中国文

人心间的一股清泉。无论是戴昺“自汲香

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还是杜耒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或

是徐祯卿“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

笋茶”，文人的杯中永远荡漾着茶之性灵。

与文人雅士一样，老百姓也是吃茶

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

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饮品，只是老百姓自有

自己的吃法，那便是求一个简便与爽快。

有客造访，坐定后第一件事便是上茶。饮

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几乎贯穿于

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年龄段，茶馆茶楼遍

地都是，泡茶馆则是老百姓消磨时间的好

方式，即便市井小民也会常常钻进茶馆泡

个茶喝，而街边的大碗茶、路边茶亭的桶

茶 ，贩 夫 走 卒 也 喝 得 痛 快 淋 漓 、甚 是 解

渴。陆羽在《茶经》中说，假如在山间松

林、湖畔郊野喝茶，许多茶具是可以省去

不用的，饮茶的程式也可以简单些。

人在草木间，曰“茶”。茶如人生，苦

尽，甘来。人生似茶，冷暖自知，甘苦自

辨。对中国人来说，茶是一种艺术化的生

活方式、一种沟通心灵的饮品；茶是面对

大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岁

月酿成了茶的味道，散发出灵魂的幽香。

每个饮茶的人，其实都在修行，都有属于

自己的茶道。一杯茶，映照出性情，流露

出趣味，甚至蕴涵了充满哲思的人生况

味。品茶，就是品人生。茶如人生的滋

味，有苦、有甜，有浓、有淡，茶如古老的光

阴，沉静、缓慢、隽永，茶如历久弥新的情

意，悠长、含蓄、执着，我们在品茶中品味

人生、品味生活，在生活中体悟茶意、体悟

茶境，收获喜乐。正如林语堂所说：“只要

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茶经》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全

面介绍茶的专著，陆羽以其简洁明了的笔

触，陈述对茶文化的深刻认知，展现出经

久不衰的茶文化魅力，将读者带入了一个

精彩曼妙的茶文化世界。茶不只是一片

树叶，它早已流进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

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在任何时候喝上一杯茶，都仿佛能穿越时

空，寻到历史的脉络，感受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气息。今天，我们如果能忙里偷闲，

坐下来慢慢地品一杯茶，那就是对自己最

好的奖赏，也是对茶文化最好的传承。

《茶经》

陆 羽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望江南》

王旭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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