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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茶联里的友情描述，还有君子
比拟，这是千古茶文化的精髓之处。

先说友情茶联，也有雅俗中性之分。比
如雅，“为爱清香频入座，欣同知己细谈
心”，“只缘清香成清趣，全因浓酽有浓情”，

“美酒千杯成知己，清茶一盏能醉人”，“茶
香飘四海，友谊播九州”，还有“茶煮三江水
柔情似水，烟飞万里霞笑态如霞”，“喜报捷
音一壶春暖，畅谈国事两腋生风”。至于俗
联，如有“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

“客至心常热，人走茶已凉”。中性茶联区分
并不明显，大抵都偏向了雅，而少了点俗。比
如“客到座中宜数碗，水是人间第一泉”，“饭
热茶热八方客常暖，茶好汤好四季店如春”，

“淡中有味茶偏好，清茗一杯情更真”，“饮茶
思源，何曾望极；吃菇念树，岂可忘恩”。
再说君子茶联。“此地千古茶国，满城都

是君子”，“寻味君子知味来，伴香雅士携香
去”，联里皆见君子，不藏着，也不掖着，那
君子的茶之气，说得坦坦荡荡。“壶在心中
天在壶，心在壶中地在心”，“茶字草木人人
茶茶人，品者三口德德品品德”，说的是人
之君子，为人君子，坦荡超脱，不像小人常
忧虑怯怯，甚至心怀鬼胎。“官为七品不如
一壶可品，才高八斗怎抵一池万斗”，说的
是“做官养才”之道，其实暗指君子之风，对
官人，对才人，都一样重要，失之皆不可为
君子。“始皇明月照青陵，茶心原在一杯

中”，“羹香怀帝德，茶色虑民灾”，这是帝王
亲民善政之术，是大君子风范，昭示天地，
普济苍生，却妙在了一杯茶香里，那茶是茶
联精魂，也是帝王成就大业必须具备的根本
与良知。

茶也是随性自由，在茶联中可以窥见端
倪。“扫来竹叶烹茶叶，挖得松根煮菜根”，

“茶敬客来茶当酒，云山云去云作车”，说得
有诗意，也随情，更随意，真是趣生笔尖，茶
和情都变得空灵自由了。“来不请，去不辞，
无束无拘方便地；烟自抽，茶自酌，说长说
短自由天”，“忙什么？喝我这雀舌茶，百文
一碗；走哪里？听他摆龙门阵，再饮三盅”，
真是“来路可数歇一刻知味，前途无量品一
杯何妨”，那凡俗之气里，竟然生出了随性
与自由的意味来，借茶说事说人，且不妙
哉！
对于茶，以地域分品类起称号。而茶联，

也有写地域之妙的，耐人寻味。如“扬子江
中水，蒙山顶上茶”，“洞庭碧螺春，茶香百
里醉”，“茶香味浓难比毛尖，西湖龙井茶中
之美”，“洞庭帝了春长恨，两千年来草更
香”。说的都是名茶，自古享誉中华，早就被
世人广泛知晓。也有地方名茶，近年也风生
水起，独树一帜。比如“六安精品药效高，消
食解毒去疲劳”，“旧谱最称蒙顶茶，霞芽云
腋胜醍醐”，“雀舌未经三月雨，龙芽已点上
时春”，“阳羡春茶杯杯好，兰陵美酒盏盏
香”。

更浪漫地说，茶是风花雪月之物，含天
地精华，赋灵秀气质。如说风，就有茶联“尘
滤一时净，清风两腋生”，还有“沽酒客来风
亦醉，买茶人去路还香”。如说花，那“铁石
梅花气概，山川香茶风流”，说出了茶的乾
坤清气之美。还有雪“借得梅上雪，煎茶别
有香”，以及月“淡酒邀明月，香茶迎故人”。

风花雪月都有了，就是少了阳光，那茶是阳
光和水的宠儿，胎血与骨骼形成，要阳光的
光合作用，才能通过水的营养流动滋长起
来。那阳光茶联，我只能自编一句：“日月清
辉中，水性茶意浓”。

茶圣陆羽，有人说他是茶文化鼻祖，他
的《茶经》让茶意脱胎换骨，登上了大雅之
堂。于是就有了“陆羽闲说常品茗，元龙豪
气快登楼”，“陆羽谱经卢仝解渴，武夷选品
顾渚分香”。世人对茶圣何等的遵从与敬仰
呀！“活火烹泉价增卢陆，春风啜茗谱品旗
枪”，还有“采向雨前，烹宜竹里；经翻陆羽，
歌记卢仝”，说出了茶经妙道，也说明了茶
的天良善性。

总之，茶是文化的，茶联更是文化的。譬
如“酒醉英雄汉，茶引博士文”，说的是文化
境界，也是生命胆识，更有英雄气节。“松风
煮茗，竹雨谈诗”，多有文化情趣，那品味里
的人生，春风化雨，就像“千树梨花几壶茶，
一庄水竹数房书”，也像“看水浒想喝大碗
酒，读红楼举杯
思品茶”的多雨
沧 桑 和 妙 境 迷
惘。是呀，茶是阳
光之物，也是水
之物，更是万物
之物。

文 化 茶 联
鲍安顺

随随
笔笔

天堂寨不是一所寨子，而是一座
山，所处大别山，雄居鄂皖两省三县结
合部，在天堂寨峰顶北可望中原，南可
眺荆楚，“一脚踏两省，两眼望江淮”，
巍巍群山尽收眼底。

到天堂寨之前，便听说当地有一
种特产“六安瓜片”最为有名，沿途到
处是“瓜片”的广告牌，同事问我，这是
什么瓜的片啊，其实瓜片并非是“瓜”，
而是一种茶叶，到天堂寨除了游山玩
水，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茶。

车到天堂寨吃中餐时，便迫不急
待向老板要了一杯瓜片，虽然不是上
好的瓜片，但入口的清香，让我行程中
的疲劳消除了一大半。六安瓜片外形
似瓜子形的单片，不带芽梗，自然平
展，清香高爽，叶底绿嫩明亮，滋味鲜
醇回甘。
吃过午饭，我们便起程到天堂寨

白马峡谷，天造的山，地设的水。满山
的花儿，静听山鸟小虫的叫声，任心田
浸润。清新芳香的空气，柔美舒适的植
被，美不胜收。在峡谷中小憩时，便向
亭下的摊主，要了杯茶水，摊主说这就
是当地有名的片茶，在峡谷品茶，别有一番滋味，小桥临风，涓涓
溪水，令人神清气爽。
导游给我们介绍，六安瓜片(片茶)，采自当地特有品种，经

扳片、剔去嫩芽及茶梗，通过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成。在峡谷
下面的茶庄里，导游特意请我们品尝片茶，冲泡时，导游用少许
水先温润茶叶，轻轻摇匀，然后将沸水倒入玻璃杯中，高冲缓收，
呷上一口茶汤，含在口中，慢慢地在口舌处来回旋动，细细品味，
此时，舌与鼻并用，六安瓜片茶溢出的清香，顿觉沁人心脾。

天色渐暗，山里的凉气也渐渐袭人，下山回到酒店，大伙儿
说笑着，等着水开，我坐在桌边，把那刚烧的开水，倒入茶中，茶
清汤透绿，清爽见底，没有一点的浑浊。那茶汤入口醇香，喝上一
杯，顿觉浑身轻松，疲劳已去。茶叶在热水中上下翻腾，非常好
看，品上一口，回味甘甜。咀嚼茶叶，苦中透着甜味，咽下一口茶
水，便有一种清爽甜润的感觉，大家喝着都赞不绝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开始了天堂寨之旅，在入口处，有一

块大木牌，称“天然氧吧”，上面介绍这里最高气温不超过25摄氏
度，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在最多处达到12万个。跟着导游，听
她一路介绍着各种古树，看着古树上的小标牌上面的学名、品种
属类、树龄和用途等，像是进了植物园。顺着山道石阶攀登，我们
看到了九影瀑、情人瀑和泻玉瀑。每个瀑布给人的感觉都不一
样，九影瀑高达71米，周边有一个木亭可以观景，稍远处有一个
吊桥，可以拍摄下九影瀑的全景。情人瀑落差不算很高，交织在
一起，像是两个人影叠在一起。与前两个瀑布都坐落在背阴面不
同，泻玉瀑却是直接袒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瀑布下是一片平坦
光滑的石坡。瀑布的对面，靠着一片山崖，建有一个小茶楼，原木
结构，深褐色调，古色古香。我要了一杯茶，茶叶是当地的野茶，
一边喝着茶，一边静静地听着瀑布的喧响，看着水流的飞洒和旋
转，顿觉得此时心中一些污垢，被洗涤得干干净净。

天堂寨不仅集结了“奇峰、飞瀑、峡谷、云雾”等众多自然景
观，进入天堂寨，有“我在山里行，赛过做神仙”的真实意境。在山
顶端，一处农家小店里，我又特意要了一杯茶，十五元一杯，价格
并不贵，老板告诉我这就是瓜片茶，是用山泉泡的，可以喝出山
中的味道。这家店面很小，但泡出来的茶却非常好，开水沏泡后，
雾气蒸腾，清香四溢。茶叶形如莲花，汤色清澈晶亮，气味清香高
爽，滋味鲜醇回甘。一个人坐在岩边，慢慢地饮，细细地品，静静
地呼吸山林里清新的空气，不再暴走，放
松心情，感受休闲中那份自在和快乐，此
乃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了。

天堂寨是一首隽永的山水诗，品诗
还需茶，天堂寨秀美的风光，需要你细细
地品。就像品茶一样，要用心来感受，泡
上一壶，茶品天堂寨，眺望远处烟雾缭绕
的山峦，滋味自在心间，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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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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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暖
决不停歇

司马光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曾为十三朝
古都的洛阳，自有其恢宏阔大的历
史，以及无尽的绮丽风姿；而今日的
洛阳城，再次重现了往昔的盛世繁
华。
回首千年的时光，亦不过是刹那。

初冬时节，我有幸作为行旅的游客，
来到这座别号“神都”的城市。洛阳风
起，其中的兴亡和盛衰，自有史家、学
者关注、记述，“神都”的兴替规律留
待他们探寻。我等凡夫俗子，人间过
客，来此“盛世神都”，只为找寻属于

“升斗小民”的洛阳温度。记得关汉卿
曾说过一段话：“我玩的是梁园月，饮
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
章台柳。”关汉卿的话接地气。

我始终认为夜色笼罩下、烟火升
腾的洛阳，才是真正的“洛阳”。夜
游应天门、明堂、洛邑古城等地，真
是流光溢彩炫于目前，鼓板笙歌萦于
耳际；暗夜下辉煌的灯火，让整座城
市尽显雍容华贵的气度；城墙角楼彩
旗飘扬，璀璨灯火投射下，处处散发
出古典的美；三三两两身着汉服、唐
装的女子，沿街迎面，雅致婀娜，让
人恍若穿越回李白、杜甫的盛唐。

站在应天门城楼下，面对这盛世
的光影，看着摩肩接踵的人流，以及
众多吆喝叫卖的摊贩和行商，我忽然
觉得：自己已不仅仅是行经洛阳的旅
者，已然成为这座烟火城市的主角。

洛阳的水席
来洛阳，怎能缺少一桌洛阳水席

呢。到洛阳的第一顿晚餐，妻就为我
们预定了水席。洛阳水席，始于唐代，
是地方传统名宴，有着悠久的历史。
水席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热菜，皆是
汤汤水水；吃完一道，撤下再上一道，
如流水一般。水席菜品繁多，荤素相
间，味道酸甜咸辣皆有，且多放胡椒，
连汤带水吃到嘴里，辣乎乎多有暖
意。
我大概在十年前来过一次洛阳，

在“真不同”吃过水席宴。那次规格
高，几十道菜品，红绿黄白紫，仿佛就
是盛唐国宴，尚未品尝，已是极为惊
艳震撼。

这次和家人一起，在老街一家网
红小店再一次品尝了水席。考虑到饮
食习惯，水席的菜品我们仅仅点了五

六样。品尝水席，除了体味洛阳的风
俗，感受不同的饮食文化之外，与我
而言，更多的则是享受家人围坐、分
享美食的温馨。菜品花样虽然不多，
但每一样都独具特色：焦炸丸子酥脆
咸香，浇的汤汁酸甜可口；连汤肉片
里的肉十分嫩滑，汤鲜味美，都给我
们留下较深的印象。

看着妻子儿女用汤匙，将那一碗
碗汤汤水水的佳肴舀进口内，一边细
细品味，一边互相交流着感受，那种
家人间的亲密，面对新鲜美食的兴
奋，不禁让我感慨：一家人难得的一
次聚齐出游，有幸在此，看人间烟火，
尝世间美食，这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幸
福。

老君山下的泡馍
去年老君山旅游一度火爆，我们

虽不是信徒，但因为神往山上十里画
屏的绝美风光，所以一早就跟随旅游
大巴出发了。老君山，是道教圣地，因
老子在此归隐修炼而得名。

初冬时节，虽天气晴好，但山上气
温依旧寒冷，另外此地前几日刚刚下
过雪，山上背阴处积雪还未消融，更
别具一番风光。我们先坐登山缆车上
到中天门，然后徒步登山。背阴山道，
积雪成冰，路滑难行，我们拄杖拉索
艰难攀行，倒也颇有登山之趣。到得
山南，沿着仙境栈道缓步而行，一片
晴光照射之下，人顿感暖和许多。立
于栈道之上，凭栏眺望，北方的山壑
与南方的山大不一样，奇石怪峰林
立，层峦叠嶂，特别是在这初冬时节，
更显得枯瘦和粗粝。

经过近4个小时的攀爬游览，从
金顶下来时，我们已是精疲力尽，又
累又饿。从云景索道下得山来，饥肠
辘辘的我们，再也抵挡不住小吃街里
飘散的香气诱惑，迅疾将沉重的行囊
以及疲惫的身躯，一起
放在椅凳之上，各自点
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
泡馍，大快朵颐起来。

老君山下的羊肉泡
馍，分量足、价格也合
理，可见此地民风淳朴，
文旅市场规范。羊肉泡
馍虽是陕洛人家日常之
食物，它在此时此地出
现，于我们而言，已胜过

世间万千美食。吃着肉喝着汤嚼着泡
馍，半碗下肚之后，我们立时感觉全
身暖和起来，疲惫感尽皆消散。我与
妻儿笑言：此处山中道家之仙气，也
不抵我手中这一碗人间烟火的暖意。

十字街的涮羊肉
从老君山回来，我们打车回到十

字街。十字街，是洛阳有名的老街，那
里真正的满是人间烟火气。窄窄的街
巷，夜色下灯火通明，人声喧闹，两旁
是各类商铺、饭店，街面稍微宽阔处，
皆是叫卖的摊贩，有卖小吃的、有卖
各类纪念品的；街上行人络绎不绝，
虽挤挤挨挨，但各自脸上都表现出喜
悦与兴奋，大家在走走停停中感受着
来自老街的热情。

老街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家开
在街转角的涮羊肉店。店铺一左一
右，门脸皆是极小。左边的那一间，专
门摆放各类调料和烫菜，食客需要什
么都是自取；右边的那一间，主人在
里面为食客片切牛羊肉，准备清水的
锅底。食客们就餐的环境殊为窘迫，
但大家都不嫌其简陋，兴高采烈地围
着小矮桌，在街转角拉起的大棚底下
团团挤坐，就着热气腾腾的炭火涮
锅，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好不容易等到了座位，一家四口
各自分工，妻负责称牛羊肉，儿子负
责取调料，闺女负责端烫菜，我负责
买饮料酒水。当一切齐备之时，我们
围坐桌前，待涮锅里的清水咕嘟沸
腾，就将薄薄的肉片下锅，十数秒后
羊肉涮熟，即可出锅，沾上芝麻酱等
调料，再慢慢放入口中，立时唇齿之
间香气四溢，真是人间美味。

环视左右，犄角旮旯里一众食客，
无不撸衣卷袖，大口吃着，大声聊着，
开怀畅饮。这里羊肉鲜美，价格亲民；
这里不拘小节，痛快吃喝；这里不分
你我，随喜欢笑，这里才是盛世洛阳
最美的人世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景，一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魅力。此次行游
洛阳，在此食一碗人间烟火，感受不
一样的人情风物、文化美食，心怀欢
喜，感恩遇见。世上的繁华虽然热闹，
但人间的烟火才最动人心肠。我爱这
烟火满城的洛阳！

洛阳烟火亦暖心
郑 策

在那片远离尘嚣的湖滨新村——— 我的家乡，一个毗邻霍邱
县城东湖的小村落，静静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仿佛一幅淡然
的水墨画卷。而今年的冬季，当寒风轻拂过水面的涟漪，成千上
万只的天鹅便如同天空中飘落的云朵，悄然降临在湖畔宁静的
水田之中，为这幅画卷添上了最为灵动的一笔。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耀在这片被天鹅点缀的田
野之上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柔和而温暖。天鹅们在一片收获
后的闲置的虾田里或低头觅食，或振翅欲飞，它们那洁白如雪的
羽毛，在晨光中闪烁着银色的光泽，与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近
处一望无际的碧绿的麦田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生
态美景。
早起晨练的村民们站在田埂上，望着这壮观的景象，脸上洋

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仿佛这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他们多
年来坚持环境保护的最好证明。

记得前些年，这里的冬天并不像现在这样生机勃勃。由于农
户们过度的打药施肥和不合理的农耕方式，造成水田的生态平
衡遭到了破坏，天鹅等候鸟的身影变得稀少。甚至在夜幕的掩护
下，一些不法分子悄悄接近天鹅的栖息地。他们或是乘着夜色，
利用天鹅不易察觉的时机，布下“天罗地网”和铁夹等陷阱，或是
将剧毒农药如呋喃丹等，悄无声息地投放在天鹅可能觅食的区
域。这些狠毒的手段，导致了许多无辜天鹅的惨死。有的天鹅在
挣扎中被铁夹紧紧夹住，痛苦不堪；有的天鹅则在不知人性险恶
的情况下误食了毒饵料，造成中毒身亡。这些残忍的违法行为，
不仅剥夺了天鹅的生命，也破坏了生态平衡，让人不禁为之心
寒。
但随着近年来公安林业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分子

的打击力度加大，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家乡开
始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绿色革命。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清理河
道，植树造林，推广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加之沿湖居
民水产养殖业的逐年递增，为天鹅等候鸟冬季储备了丰富的小
鱼小虾等鲜活的食料，让这片土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
力。如今，天鹅的回归，不仅是对环境改善的直接肯定，也成为乡
村生态旅游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每天清晨，不少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们慕名而来，他们
纷纷拿出手机和架起相机，静静地记录下这份纯净与美好。天鹅
们似乎也感受到人们的善意，不再害怕人类的接近，甚至有时会
优雅地游到岸边，与人们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仿佛在进行一
场无声的交流。

天鹅的到来.还给乡村带来了另一种变化——— 文化的融合与
传承。文艺爱好者们开始以天鹅为题材，创作出许多富有地方特
色的诗画、舞蹈和手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天鹅的美丽，
更蕴含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之情。接受幼教的孩子们，提
早被老师们灌输了许多关于保护环境、尊重生命的思想，天鹅的
故事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抹亮色。

夜幕降临，当天鹅群在水田中安然入睡，整个村庄也沉浸在
一片宁静之中。偶尔传来的几声天鹅的低鸣，如同夜的乐章，让
人心生安宁。村民们围坐在火炉旁，讲述着天鹅与村庄的故事，
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在每个人的心中
悄然生根发芽。

天鹅之舞，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见证。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家乡的人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让这片水田不仅滋养了稻谷和
鱼虾，更滋养了无数生灵的心灵。未
来，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对环境
的守护与热爱，将会如同天鹅的羽
翼，永远在这片天空下翩翩起舞，绘
就一幅幅更加绚烂的生态画卷。

天鹅之舞
史云喜

孔祥秋/摄

流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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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家乡出名茶、出好
茶，跻身全国十大名茶之列，堪称绿
茶中的一朵奇葩——— 六安瓜片，其
色、香、味、形的品质风味在诸多名
茶中别具一格。在长期政治、经济、
文化交流中，家乡人民把品饮、馈赠
六安瓜片茶作为一种高雅精神生活
的象征而引为自豪。作为当地人，

“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茶”的理念
是根深蒂固且镶嵌在骨子里的。茶
是人们离不开的日常饮品。偌大的
名茶之乡，不仅历史悠久、名品迭
出，更是品质优异、走俏国内。正是
这不起眼的一片片叶子，带动了当
地经济发展，助力茶农增收致富。

说到茶，想起老舍笔下的茶馆，
贴地气、近人情、够真实；你看，从
茶摊到茶馆，从提着梁壶的店小二
到惬意品茗、吃着茶点、闲侃大山的

茶客，个中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意味深长。
孩提时，小城的茶馆多不胜数。犹记天刚蒙蒙亮，无论

是赶集的小商贩，还是习惯早起遛弯的小城居民，总是先
去茶馆里坐坐，要上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慢慢悠悠吃着早
点。品早茶、享早点，与熟人聊聊天。偶尔来一盅小酒，茶香
伴酒香，便觉得五脏生暖，六腑俱通，沁人脾胃，那幸福的
滋味袅袅升腾，脸上的疲惫倾刻间一扫而光。

初识茶及茶文化内涵，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一次，随
父亲到姑妈家作客，才从表姐那里了解到些许粗浅的涉茶
知识。作为农学院茶叶系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茶茧公司
工作的表姐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天之娇子，专业对口的她对
茶叶茶文化知之甚多。什么是“内山茶”，什么是“外山片”，
以及明前茶、谷雨茶的区别，茶产地、茶树生长周期、茶叶
怎么制作的……表姐不愧是业内行家，知道这么多，也让
我对她既羡慕又钦佩。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应征入伍，接待我的新兵连
班长是山东人，当他得知我是安徽六安籍的，第一句话就
是“你们六安的茶叶可是很有名的哟！”异地千里，家乡茶
有这么响的名头，有点让我始料未及。彼时，家乡茶作为馈
赠亲友的上佳礼品，我还不止一次委托家人给战友邮寄代
购茶叶呢。

不知从何时起，喝茶成为我平时生活里的一件要紧
事，一杯清茶在手，享受着幻术般甘露与风雅，慢慢地从中
感悟到微妙变化。在众多茶叶中，我独爱家乡的绿茶，叶肥
汁满，汤浓味醇，久泡仍余味悠长，忍不住啜饮一口，茶香
在唇舌间萦绕，顿觉神清气爽，回味生津。表姐说，日常饮
茶，不仅可补充维生素，有助于消化，而且茶叶中的诸多成
分可使血压稍降，有益健康，这或许是我迄今对喝茶上瘾
乃至情有独钟的经验总结吧。

闲暇时，坐在书房里，看杯中几撮嫩芽在水中绽放，形
如瓜子，色泽鲜翠，如重生，又似复苏，仿佛一年的春色都
浸泡在其中。新火试新茶，我的心情也跟着清新起来。一边
看书一边啜，一边码字一边品。茶，渐泡渐淡，手稿，却越码
越厚，一篇篇所思所感自以为得意之作，就是这样在茶水
里泡出来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六安瓜片这一缕“清香”，既是当
地群众世世代代的传承，更饱含着茶农们实现共同富裕的
希望。我爱家乡茶，它不仅是我提神养目香醇味浓的乡愁
解药，也是一直以来伴我成
长的情感所依，无论何时何
地，那回味隽永片片碧绿的
缕缕茶香始终是我记忆中
最甜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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