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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湖
红枫又长出新鲜的叶子，一年

又这样过去。湖对岸，斜坡上

杜鹃花一丛一丛，一片一片

沾满露水，覆满流云

我与傩湖的相遇

仿佛是命中的一场注定

想想去年，我还在遥远的北方

我也曾试图在某一个黄昏

奔赴它，抵达它

可是山高水远啊

湿地松和香樟摇曳纷繁的绿枝

白菱和黄菖蒲并未献出

湿漉漉的香气

一年又这样过去

四月多雨，我真想和你走在

一场延绵无尽的

雨里

初夏访洽湾古镇
据说古镇的名字，是后来改的

不管是漯溪，还是洽湾

那些瓦房，青石板

马口街，宗祠，渔矶秋月

都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

在古镇，一艘被光阴浸染的船

停泊在那里。停泊在青山绿水间

停泊在时间的缝隙里

低矮的屋檐下

绣球花即将开满旧陶罐

天快黑了

流水也不能挽留什么

如果还有人从暮色里远远走来

我希望那个人

是你

蜜橘湖
湖水能倒映出什么？天空，橘海

庙宇，崖棺，道观

当我走在水天一色里

湖水的尽头，山野拥挤

飞鸟掠过树林

橘花轰然开放

在这里，在这里

我想给你写一封长信

“春风一览无余，然后是雨

打湿我的裙裾。”

菩提山有寄
菩提山上没有菩提

诸神也没有料到

鼎盛的香火会落寂于此

岁月的变迁总是令人措手不及

一如在春雨中复苏的万物

总是会出现新的裂隙

哦，春衫晃动，树影横斜

群山深处，不时传来松涛

传来鸟啼

我们不紧不慢，行至于此

像云朵般安静

像麋鹿般着迷

桃园
等所有的繁花都开过了

那些绿叶，才从枝头

卷曲着，冒出来

那天我们在树下，笑得

多开心啊

后来当我们从桃园走出来

穿过一口旧池塘

绕过几根电线杆

躺在碧绿的草地上

天空洁净，流云浮动

你说过的话

我几乎全都忘记了

只记得你伸出手

替我遮住了

明晃晃的阳光

初夏访洽湾古镇
□□ 林林 珊珊

从弃儿到“茶圣”，陆羽这一生颇为传奇。

陆羽（约 733 年—约 804 年），字鸿渐，唐复州

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新唐书·陆羽传》称：“羽嗜

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

天下益知饮茶矣。”

陆羽幼时被遗弃，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

师抱回寺中抚养。在智积禅师的抚育下，陆羽学

文识字、习诵佛经、煮茶伺汤。11 岁时，他离开了

寺院，在一个戏班子里做了优伶。

陆羽其貌不扬，且口吃，但非常诙谐善辩。他

演的丑角幽默机智，受到观众的欢迎。唐天宝五

年（746 年），李齐物任竟陵太守，县令为太守接风，

请戏班子来演出。太守看了陆羽的表演，大加赞

赏，于是召见他，并介绍他到天门西北的火门山邹

夫子那里去读书。读书之余，陆羽也常为邹夫子

煮茶烹茗。

20 岁时，陆羽到了河南的义阳和巴山峡川等

地，耳闻目睹了蜀地的茶叶生产情况，后来又转道

宜昌，品尝了峡州茶和蛤蟆泉水。陆羽游历考察，

每到一处，即与当地村老讨论茶事，将各种茶叶制

成标本，将途中所了解的茶的见闻轶事记下，为以

后著述做了大量准备。

唐安史之乱后，至德元载（756 年）陆羽从湖北

天门沿长江而下，经鄂州、黄州、彭泽等地，一路游

览寺观，采茶品水，结交名士，来到信州（今上饶），

寓居广教寺。他在山上建山舍，山舍四周植茶数

亩，精心培育茶树，精心制作茶叶。他走遍了信江

两岸、武夷山中的山山水水，入农家，进茶园，不停

寻访记录。回到茶山，汲泉煮茶，反复品味。他在

山舍旁边开凿了一眼山泉，其水“色白味甘，是为

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同治版《上饶县志》），

陆羽品为“天下第四泉”。他又在井上建观泉亭以

备暇时汲泉煮茶，品茗著述，后人称此泉为“陆羽

泉”。

上饶的种茶实践，使陆羽对茶叶的种植、制

作、烹饮等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体验，他的《茶经》创

作至此也有了相当的基础。为了进一步体验天下

名茶与茶叶烹饮的关系，他又来到余干县冠山石

峰，将石头凿成灶，汲越溪水煮茶，他品越溪的水

为天下第二。据《余干县志》载：“市湖有越水，味

甘且重，唐陆羽取水煮茶，溪的水品为天下第二

水。”陆羽又前往弋阳县，找到了万春泉，据《广信

府志》载，万春泉在弋阳城北，煮茶味隽永，陆羽品

为第三泉。

乾元二年（759 年），朝廷派当时的抚州刺史戴

叙伦来上饶请陆羽进京，召拜为太子文学，陆羽婉

拒不受。不久，朝廷加封陆羽为太常寺太祝，又派

戴叙伦来信州请他进京，陆羽还是不受。陆羽说，

官职品位是身外之物，“茶，根深土中，擅自然之秀

气，钟山川之灵气，四季常青，高风亮节，坚贞，长

寿，吉祥，可以冶情，可以养性”。

戴叙伦把到信州会见陆羽的情形写信告诉了

好友湖州刺史、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约另一位

茶友皎然同来信州会见陆羽。坐谈数天，颜真卿

很欣赏陆羽的才学，劝他投奔仕途。而陆羽一心

只想写《茶经》。颜真卿“反激”他：“茶之于为官，

有何意义？”陆羽说：“可以养廉。以茶代酒，以茶

育德，以茶修身，以茶敬宾客，可以抗奢华之风。”

诗人孟郊与陆羽是忘年交。他中了进士，知

尉阳县，赴任前，专程赶到信州拜见陆羽。一年

后，孟郊又专程到信州拜见陆羽，并为陆羽在茶山

所建的新庐题诗一首——《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

舍》：“惊彼武陵状，移归此岩边。开亭拟贮云，凿

石先得泉。啸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洁

情，摆落区中缘。”

陆羽定居信州，避风尘之外，隐松涛之中。他

广泛搜集茶事资料，结合自己种茶、饮茶的实践体

验和到各地考察的情况，系统总结了当时茶叶采

集和饮茶的经验，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部

茶学专著《茶经》就这样在上饶基本定型。

《茶经》开创了我国茶书的先河。全书分为 3
卷 10 节，7000 余字，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

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

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

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茶经》使茶这种物质的存在，

升华至文化艺术的精神范畴，使饮茶这种日常行

为上升为艺术享受。

陆羽在上饶隐居了约 10 年，深得上饶人民的

崇敬。历经 1200 多年的陆羽泉至今保存完好，陆

羽亭修葺一新，不远处的陆羽雕像吸引了各方人

士前来瞻仰，当地新建的街道取名“茶圣路”，新建

的公园取名“陆羽公园”，他曾游历过的余干还有

陆羽茶灶和陆羽煮泉亭等古迹。

《茶经》问世之后流传极广，从唐朝到现代，有

《百川学海》《说郛》《山居杂志》《格致丛书》《学津

讨源》《唐人说荟》本及多种单行本，还有日译本、

英译本。陆羽仙逝后，后人尊其为“茶神”“茶圣”。

陆羽心静著《茶经》

（组诗）

品读江西

孤愤出词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辛

弃疾。

辛弃疾是两宋存词（诗）最多的作家，《全宋

词》收录了他的作品 629 首。这些诗词多以国家、

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悲愤之情。

宋淳熙三年（1176 年），他出任江西提点刑狱，

路过造口，登上赣州的郁孤台，想起 40多年前一支

金兵追赶隆祐太后，一路烧杀抢劫直到造口才罢

兵的痛楚，时年 36 岁的他，提笔写下了千古绝唱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

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本是山东济南人。小时候，祖父辛赞

就给他灌输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南渡之后，他每

时每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渴望王师北上、

收复中原。经过一次次的失望，他把千般豪情、

万般悲愤融于笔端，在《满江红·汉水东流》中，他

写道：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

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

颊。想玉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 腰间剑，

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

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

记取楚楼风，裴台月。”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任江陵府知府兼湖北安抚

使时。好朋友要去外地担任军事职务，辛弃疾前

往送别。他端起酒杯，嘱咐朋友要像祖先一样英

勇杀敌，把马革裹尸作为自己的信仰。他借典抒

怀，既是希望朋友，更是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像战

国之冯谖、西汉之李广那样，慷慨赴难、北复中原。

宋淳熙十五年（1188 年）秋，第二次鹅湖之会

后送别陈亮的那个晚上，万籁俱寂，辛弃疾“酒醉”

之后，“挑灯”细看自己心爱的宝剑，梦中又回到了

军营，耳边响起了号角声，满腔的热血、悲愤化作

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

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

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

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宋乾道四年（1168 年），辛弃疾南渡后的第七

年，他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通判的位置上不断遭

到朝中议和派的排挤打击，而他期望的抗金统一

大业却遥遥无期。郁闷之极，他登上了建康赏心

亭，望着亭下的秦淮河，感慨万千，化作一首《念奴

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

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

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

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

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

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当年的镇江，是抗金的前线。宋宁宗嘉泰三

年（1203 年）六月末，他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

安抚使。次年三月，改派到镇江做知府。此时的

镇江成了与金人对垒的第二道防线，他登临京口

（即镇江）北固亭时，触景生情，写下一首气吞山河

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

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

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他到任后，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另一方

面，又深感自身处境孤危、很难有所作为，心中的

苦闷又能向谁说？他再次登上北固亭，凭高望远，

抚今追昔，只能向屈原那样“问天”，写下了《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

道 寄 奴 曾 住 。 想 当 年 ，金 戈 铁 马 ，气 吞 万 里 如

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

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

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否？”

他渴望像古代英雄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

河，为国效力的情怀是何等的壮烈，对偏安一隅、

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不解与愤懑又是何等强

烈。

宋淳熙八年（1181 年）冬，辛弃疾 42 岁时，因

受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 20年间，除几次

短暂被启用后又很快被罢官，他基本上是在上饶

带湖和铅山瓢泉一带，过着闲居生活，表面看似淡

泊清净，钟情林泉，实则胸中燃烧着报国的烈火。

传说辛弃疾去世之前，死不瞑目，死前连声大喊

“杀贼、杀贼”。

“词人本色是将军。”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

而最终以文为业，成大诗词作家的只有辛弃疾一

人。他有着尽忠爱国的雄心和出将拜相的才华，

本该在抗金北伐的战场上大展宏图，却被偏安一

隅的朝廷以各种原因弃之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

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和苦闷。他把积压的郁

闷倾注于笔端。辛弃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

悲壮的词人之一。

辛弃疾孤愤出词人

上栗人个个有打。

上栗的爆竹个个有响。

这是实指，也是隐喻。

南北狭长的地图加上乡村生活的局囿，导致了我这个上栗人青少

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到过上栗县城。

上栗县城更多地存在我的想象中，存在于“上栗市”的称谓和兼

具“江”“湖”两省特色的文化氤氲中。读小学时，我曾经想象，沿着家

门口的河流往上而溯，就可以抵达遥遥阻隔在我所在的村子与县城

之间的大山吧；或者，最少，可以抵达偶尔染红整条河流的上游土法

造纸厂。

大山名叫杨岐山，汉代称为漉山，魏晋时期称为翁陵山，到了唐

代，就定名杨岐山了。一条萍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南，过安源，经渌

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一条栗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东，过醴陵，经

渌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

在《水经》和《水经注》里，都有关于杨岐山和萍水河的介绍：“漉

水出醴陵县东漉山……今日杨岐之萍川水，正从醴陵东流来，西迤其

县。”一座位于上栗的山，一条位于上栗的河，却以湖南醴陵作为表述

方位的坐标，上栗与湖南的近邻之“近”，可见一斑。

而有时会染红河流的土法造纸厂，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上栗发

达的手工业的缩影。作为花炮的发明地和全国花炮主产区之一，上

栗对造纸业、运输业的依赖造就了一个时代乡镇企业的繁荣。

曾经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案山关依托雄峙的杨岐山，一度形成

了地理的阻隔，让上栗的南北部区域成为文化迥异的地方。从民俗

到方言，都形成了分化。南部靠近萍乡城，更多具有赣文化的意味；

北部融入长沙市，更多具有湘文化的意味。到了上栗，便仿佛同时到

了“江湖”。

但也仅此而已了。一座关隘怎么可能真正阻隔得了文化与产业

呢。

所以，小时候，做烟花爆竹，是遍布上栗全境家家户户的生计，并

没有南北之分；所以，小时候，练习民间武术，是遍及上栗全县各村各

户的风气，并没有南北之别；所以，楚文化始终浸润着这片土地、勇毅

决然的性格始终融入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血脉。

这种文化，既有地域形成的历史积淀，也有产业形成的时代基

因。

在上栗，当年楚昭王留下的文化遗迹非止一处，楚王台、昭王祠

等等实物遥遥呼应着唐宋时期诗人们留下的关于楚昭王在上栗渡江

传说的诗文。在上栗，几乎与每家每户生计息息相关的花炮制作，让

花炮本身所具有的一往直前的决绝成为某种地域群体社会性格。在

上栗，可能随便找一位市民询问，他们的孩子就有可能在湖南学习或

生活，他们的亲戚就住在湖南或者干脆他本人就是从湖南来上栗工

作的。

这些浮光掠影般的认识，在我回到上栗工作后很快被更深入更

真切的认知所覆盖。

过去讲的上栗人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彪悍。其实，哪里有什么民

风彪悍，不过是过去物资匮乏年代边界地区为了生存资源而进行的

一种挣扎罢了。如今大家都讲合作讲发展讲生活改善，时代的进步

与经济的发展，让上栗人早就没有了尚勇彪悍之风。

早市上的摊贩告诉我，在上栗的麻石街，6 尺宽的马路一侧是湖

南，一侧是江西。夏天里村民们吃饭时，端着饭碗串个门就到邻省

了。在上栗有些村庄的插花地带，一户人家房子的客厅在江西，厨房

却可能建在了湖南的土地上。企业家告诉我，叶落两省、鸡鸣三县的

区位让上栗人对于江西与湖南同样热爱，让赣湘区域合作潜移默化

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生意业务往来都是横跨赣湘两省。

当然，开放意识绝不仅仅体现在两省合作，以“江湖”两域之间的省际

开放合作为依托，上栗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在出口贸易中形成了国际

开放合作的眼光。

由于历史上花炮生产和贸易的高度繁荣，上栗历来被称为“上栗

市”，江西湖南两省的航船在栗水河上形成了 6 个码头，在将烟花爆竹

运至广东、上海、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销售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个县城

古代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让这个县城一度在诸多文献里被称为“小

南京”。依托产业的发展，上栗这个小城可能真正实现了“富民”。一

个佐证细节是：刚到上栗工作时，我绕着县城走了一圈，竟然数出了

16家黄金珠宝店。

依托传统产业和发达的服务业，这里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这

么多的民营经济企业数量，直接体现就是上栗近乎半数家庭里都有

人是经营主体。所以说，在过去的“江湖习武”风气中，上栗人“个个

有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上栗人也“个个有打”。

当我人近中年，回到生我养我的上栗，我首先就看到了这座城市

人们对于产业转型与城市发展一往无前的决绝与定有所成的信念，

看到了这座城市对赣湘合作开放平台建设的情有独钟与全力以赴。

2020 年，我走进一家又一家花炮企业参观学习。惊奇地发现，幼

时记忆深刻劳心劳力的很多花炮制作工序早已被机器替代，而曾经

造成工人满身黄土灰尘的一些工序甚至直接被简化不存了。那些农

民出身的企业主，跟我谈论的是转型与升级、整合与退出。

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花炮本身已经与陶瓷、茶叶一样逐步固化成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标签之一。而这个产业也一度成为上栗这座

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便在禁放限放的大环境下，花炮产业的市

场也一路向好。大家主动引入声光电、无人机等辅助，将曾经单一的

焰火燃放提升为文化展演。这个产业，越来越由手工制造业向文化

艺术产业靠近。

有一次，我随团到湖南进行交流，惊奇地发现，在长沙市工商联

的工作手册中，上栗工商界人士很多时候也是他们的重要服务对象，

在组织企业家培训、开展经贸交流过程中，仿佛顺理成章地就将上栗

的民营企业家纳入其中了。而上栗的工商界组织活动，眼界也始终

是盯着湘赣边这个区域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县城。上栗这个城市

同时处于“江湖”之间，或许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中一个侧面。

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每次外出招商，总会跟客商介绍：投资

上栗，就是投资长沙的远郊。确实，随着高铁的飞速发展，从上栗到

长沙仅需 20 分钟；从上栗出发到黄花机场，可能比从长沙市区出发还

要更快抵达。

正是依托自己的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上栗人积极融入了国务

院批复的湘赣边区域合作战略，引进大批湘籍企业家入驻赣湘合作

产业园，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就在荒山野岭间奇迹般建成了主营业务

收入近 200亿元的工业园。

大家憧憬着，随着上栗这个

城市的更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

级，全国知名电子电路产业聚集

区的目标成为现实，这个古老的

“小南京”重新擦亮自己的脸庞，

变得更美更繁荣，借着湘赣边区

域合作战略的东风，成为“江湖”

中一张新城市名片。

吾心安处念江湖
□□ 漆宇勤漆宇勤

赣地采风

怡情
诗笺

上饶人物志
□□ 郑少忠郑少忠

（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