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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春节，这一中华民
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承载着阖家团圆的美
好愿景，也蕴含着辞旧迎新的殷切期盼。在
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下，人们对精神文化
的追求愈发高涨，过年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
变化。从传统的团聚、拜年，到如今各类文化
活动蓬勃兴起，“文化过年”正逐渐成为一种
备受欢迎的新年俗，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韵味。由六安市文旅局主办、六安市
文化馆承办的2025年“四大名著”元宵节专
场音乐会，便是这股文化热潮中的一抹亮
色，它以独特的音乐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名
著世界，共度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名著
年”与“文化年”。

读不尽的“三国”，说不完的“水浒”，看
不够的“西游”，解不清的“红楼”。根据四大
名著拍摄的影视剧，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其中的配乐和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配乐和
歌曲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经典故事融
入到音乐中，让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重温
这些经典故事。此次音乐会，六安市文旅局
和六安市文化馆专门组织专业人员对演出
曲目进行重新配器，作品融合了中国传统音
乐和现代音乐的元素，既有古典的意境，又
有现代的气息。

演出团队主要来自“弦音室内乐团”、
“大音国乐团”、“合乐乐团”，拥有丰富的现
场演奏经验。“弦音室内乐团”主要以钢琴、
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形式，演绎古今中外
一系列经典作品。“大音国乐团”主要以琴、
筝、萧、琵琶等民族乐器为主，擅长演绎中国
经典古典乐曲。“合乐乐团”以竹笛、扬琴、二
胡、打击乐器辅以部分西洋乐器，致力推广

新民乐，既贴合大众音乐审美，又推广民族
传统文化。本次演出由三团倾力合作，上演
一场别样的音乐版《四大名著》。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
梦》四大名著，宛如四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中国文学的浩瀚星空。它们是中华民族智慧
的结晶，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
情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历经岁月洗礼，依
然熠熠生辉。这些经典名著不仅是文学瑰
宝，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
我们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而
与之相伴而生的音乐作品，同样以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将名著中的情感与故事，通过音
符的跳动，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活动当天，一踏入六安市文化馆，便能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年味。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馆内那座写着“文化馆里过大年”的拱
门，充满文化韵味，将节日氛围渲染得淋漓
尽致。走进文化馆的红剧场，只见座无虚席，
处处洋溢着欢乐与喜庆。当《云宫迅音》那熟
悉的旋律在音乐会现场响起，仿佛一道时光
的裂缝，瞬间将听众拉进那个充满奇幻冒险
的西游世界。灵动的音符间，孙悟空的火眼
金睛、金箍棒的威风凛凛、唐僧师徒四人在
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与坚韧不拔，都鲜活地
浮现在眼前。这首曲子巧妙融合了电子音乐
的先锋感与民族乐器的古朴韵味，营造出神
秘而又充满活力的氛围，完美诠释了《西游
记》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内核，让人
们在音乐中感受着冒险与探索的激情。

《好汉歌》以其豪迈粗犷的风格，将《水
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侠义豪情展现得淋漓
尽致。小提琴奏响“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

星参北斗哇”，简洁有力的歌词，配合着极具
感染力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人们
仿佛看到梁山一百零八将齐聚忠义堂，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为了正义与公平，替天行道
的热血场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豪迈、武
松打虎的英勇、宋江义释晁盖的义气，都在
这首歌曲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传递出一种正
义、勇敢和团结的力量，让人们感受到名著
中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与反抗精神。

《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雄浑壮阔的气
势，为《三国演义》的宏大历史画卷拉开序
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
成败转头空”，这首歌曲宛如一首历史的咏
叹调，在深沉的旋律中，展现三国时期群雄
逐鹿、战火纷飞的乱世景象，以及英雄人物
们的壮志豪情与命运沉浮。它让听众在音乐
中领略到历史的沧桑巨变，感受到《三国演
义》所传达的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枉凝眉》的旋律如泣如诉，如同一股潺
潺的溪流，缓缓流淌出《红楼梦》中宝黛之间
那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悲歌。“一个是阆苑仙
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在悠扬的曲调中，林
黛玉的娇弱才情、贾宝玉的叛逆多情，以及
他们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无奈与挣扎，都被
刻画得入木三分。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书中
人物的声声叹息，承载着封建社会的悲欢离
合，让听众沉浸在《红楼梦》所描绘的细腻情
感与复杂社会关系之中，体会到人性中对真
爱与自由的执着追求。
除了四大名著的经典主题曲和片头曲

外，《女儿情》《一生所爱》《葬花吟》《相思》等
同样出自四大名著的经典曲目也在活动中
轮番上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此起彼

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文化自信。

这场音乐会将这些与四大名著紧密相连
的经典曲目汇聚一堂，通过专业的演奏，为观
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观众们
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随着旋律的起伏，时而
热血沸腾，时而感慨万千。在这一刻，音乐成
为连接观众与名著的桥梁，让人们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走进名著，感受名著的魅力。
以音乐会的形式过“名著年”“文化年”，

意义深远。它不仅为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增
添一抹亮丽的色彩，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
深度挖掘与传承。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
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传统文化的价值。而
这样的音乐会，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
个生动的平台，让名著以更加贴近大众、更
加生动有趣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激发了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有助于增强民族文

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四大名
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
们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通过这场音乐
会，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四大名著的博大精
深，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当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名著的魅
力时，我们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强
大生命力。

新的一年已经开启，让我们以这场“四大
名著”元宵节专场音乐会为契机，在文化的滋
养下，元气满满地踏上新的征程。市文旅局将
进一步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
品牌文化活动，创新活动形式与参与机制，鼓
励群众深度融入，让大家在文化的海洋里尽
情遨游。这些活动将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充实群众的精神世界，厚植文化自信根基，激
发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凝聚起携
手奋进的力量，共同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
来。同时，以文化活动为重要抓手，全力推动
六安文化事业迈向新高度，奋力谱写文化强
市与高品质旅游强市建设的崭新篇章，为六
安发展注入强劲的文化动能。

奏响名著乐章 开启文化新岁
王元贺

在生活的宏大叙事中，志愿活动恰似
熠熠生辉的星辰，于无声处照亮他人的漫
漫征途，同时也赋予自我灵魂深处以滋养
与升华。回首往昔参与的志愿活动，那些触
动心灵的瞬间如潮水般翻涌而至，每一段
经历皆承载着厚重的意义与无尽的感动。
车站的志愿之行，宛如一首温情的乐

章，奏响在城市的交通枢纽间。这里，人潮
涌动，似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个人都裹挟
在匆忙的节奏里。我与同伴们身披醒目的
红色马甲，仿若跃动的火苗，穿梭于茫茫
人海，为这场旅途注入丝丝暖意。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映入我的眼帘。

他身形佝偻，拖着沉重的行李，步伐迟缓且
踉跄，面容刻满旅途的疲惫与迷茫。我疾步
上前，轻声询问：“大爷，您需要帮忙吗？”大
爷缓缓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感激，
微微颔首。我轻轻接过他手中的行囊，小心
翼翼地搀扶着他迈向候车区域。一路上，大
爷不住地喃喃道谢，那质朴的话语，如同山
间清泉，流淌在我的心间。此时，我深切领
悟到，举手之劳，便能为他人驱散前行路上
的阴霾，带来片刻的安心与慰藉。

而那次深入乡村的迎新送福志愿活
动，无疑是一幅绚丽的民俗画卷，在乡村
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新春的脚步渐近，我
们怀揣着满心的热忱，携带着精心筹备的
春联、福字以及慰问物资，踏入这片充满希望的乡土，欲将新春的
祥瑞与喜悦传递给每一位村民。

抵达村子时，质朴的村民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我们。我们
首先来到一位孤寡老人的住所。老人的房屋虽显简陋，却收拾得
井井有条。屋内陈设简单，却处处彰显着老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
守。我们分工协作，有的清扫地面，有的擦拭门窗，有的整理杂物。
随后，我们取出精心挑选的春联与福字，端端正正地贴在门框两
侧，那鲜艳的红色，瞬间为小屋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老人的家增
添几分节日的喜庆。老人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口中不停地念
叨：“过年咯，真热闹！谢谢你们这些好孩子！”这一刻，我分明感到
老人内心深处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对新年的殷切期盼，而我们的到
来，恰如冬日暖阳，为他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久违的温暖与欢乐。
之后，我们在村广场上摆开桌椅，别开生面的写春联活动拉

开帷幕。擅长书法的志愿者挽起衣袖，蘸饱浓墨，挥毫泼墨。笔锋
游走间，一幅幅寓意吉祥的春联跃然纸上。字体或飘逸洒脱，或刚
劲有力，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眼中满是好奇与期待。一位孩童挤在人

群前端，目不转睛地盯着书写的过程，小脸上写满惊叹与崇敬。一位
大爷戴着老花镜，仔细端详着每一副春联，不时点头称赞。当志愿者
递上一副写有“春临大地百花艳，节至人间万象新”的春联时，大爷
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道：“好啊，好啊！这春联真是写到我心坎上了！”

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村民们根据自己的
喜好挑选着心仪的春联，手中紧紧握着那承载着美好期许的红纸
黑字，仿佛握住一整年的幸福与安康。看着村民们脸上洋溢的幸
福笑容，我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以及我们此次志愿
活动的深远意义。

这两次志愿活动，虽场景迥异，却同样刻骨铭心。在车
站，我学会敏锐洞察他人的需求，以切实的行动给予援助；在
乡村，我体悟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它所蕴含的凝聚人心
的力量。奉献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源自内心的真诚付出。每
一次援手、每一副春
联、每一个微笑，皆
是爱的传递，皆能汇
聚成照亮世界的璀璨
光芒。

“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志愿之路，道
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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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乡村旅游更深发展，金寨县梅山镇在徐冲
村秋云·麦吉有田民宿开展“春节盛景映年
画 古韵新风共繁华”民俗年画展活动，这
也是梅山镇乙巳年的第三次年画展。

走进民宿，在蜿蜒小道、池塘、流水、假
山、小桥、绿植辉映下的年画展更有氛围，
一幅幅精美的年画吸引了周边众多村民赶
来欣赏。“快看，这是我创作的年画。今年是
蛇年，我画了一个可爱的蛇宝宝表示‘画蛇
添福’，意味着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年画的
小作者带着同学来看展来了。

大家在欣赏过程中，积极分享着自己对
年画的理解和感受。徐冲村的李大爷看到一
幅小娃娃捂着耳朵点爆竹的作品感慨道：

“看到这幅画，就想起小时候过年的热闹劲
儿。呵呵，真的特别好。”带着孩子从新城区
过来看展的张女士也说：“政府搞的这种活
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直面传统文化，之前
在体育馆那边展出看过一次，看社区微信群
通知在徐冲民宿继续展览，正好赶上周末，

带孩子来看二展。”民宿里洋溢着一片祥和
又热闹的气氛。

金寨剪纸市级非遗传承人孙润忙得不
亦乐乎，在互动体验区传授剪纸技巧。活动
正赶上从合肥来徐冲村参观现代种植业的

一批游客，“这张小花猪剪得憨态可掬，真
好看。”“有属相马吗？”“我要两张羊。”孙老
师的生肖剪纸一下子就被买空好多品种，马
鞍山的王女士因为没有选够需要的属相，还
付款预定了两张，等孙老师设计好剪成品后

再给她寄过去。
徐冲村秋云·麦吉有田民宿距离新城区

15分钟车程，总占地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
拥有心田驿站、原舍、悦客、耕读、遇见5栋
独立建筑，另设有休闲图书室，集观赏、休
闲、互动、音乐、吃住为一体，在虫鸣蛙声中
入眠，于清风鸟鸣中苏醒，满溢悠然清新之
意，不仅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乡村美
食，还能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本次年画展、
非遗剪纸走进民宿是传统民间艺术助推乡
村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

民民俗俗美美点点亮亮新新民民宿宿
张 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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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出差合肥，晚上闲来无事，
就点了一杯霸王茶姬的奶茶“晴山栖
谷”在旅馆品尝，它的滋味、香气惊艳
了我，喝出了家乡黄大茶的味道，醇厚
滋味以及浓浓的锅巴香气和炒米的焦
香，也喝出儿时的记忆和妈妈的味道，
更喝出了乡愁。

我出生在金寨县的小山村，小时
候，大人们忙着干农活，娃娃们就在家
里玩，饿了就偷着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很容易吃坏肚子，拉肚子或是肚子胀
痛，家里兄弟姊妹多，今天是他，明天
就可能是她。七十年代农村条件有限，
一般像这样的小病就不找医生，只要有
人吃坏肚子，妈妈就自制糊锅巴水给我
们喝，特别管用，喝过几小时就好了。

妈妈制作糊锅巴水的过程并不复
杂，把自家喝的黄大茶(干茶)放到饭锅里
炒焦，再把平时家里吃的籼米和糯米也
炒焦，炒过的大茶和米加上水煮沸，又
把大骨头(每次吃过的猪骨头专门存放的)
放到锅灶柴火上烧的冒油后，一下放到
煮沸的锅里，和大茶、米再一起煮十分
钟左右后盛起，用纱布过滤，过滤后的
水就叫糊锅巴水，待冷却后给我们喝。
那个苦味和焦糊味，让人真是难以下
咽，要是家里有红糖加一点，还能凑合
喝,当时的情况下家里有红糖的日子是很
少的，如果不加糖，只能捏着鼻子喝
了。所以说那个场景、那个味道，现在
还历历在目。我家住的村庄有近30户人
家，其他人家如果有人吃坏了肚子，经

常让我妈过去，帮忙制作糊锅巴水，因
为，我妈制作的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要管用一些。

制作糊锅巴水的用料是离不开黄大
茶的，是必不可少的。六七十年代，在
我们老家，没有人买茶喝，都是自家采
摘鲜叶自家制作黄大茶，用来招待客
人。但是我家有点例外，我爷爷和父亲
都喜欢喝茶，他们早上起来洗过脸就开
始泡茶喝茶，不喝茶就不吃早饭。所
以，那时我家每年自制的茶叶都要比其
他人家的多一点，制一二十斤。

每年春茶季,奶奶和妈妈在白天采摘
大茶，一般是一芽二三叶及以上的茶
叶，吃过晚饭后开始制茶。用烧饭的锅
炒茶，锅一定要洗净、烧热，鲜叶放到

锅里能听到噼里啪啦响为好，鲜叶在锅
里用高粱把子快速翻炒，炒至叶色变
暗，茶梗折不断时就起锅，放到竹匾里
趁热用手进行揉捻，揉到成条后冷却个
把小时，再放到锅里炒。这时锅温稍
低，一般炒至七八成干，放到竹匾里摊
凉，并用布盖上。

待第二天或第三天(根据家里人忙不
忙)晚上用烘篮在炭火上烘。烘焙时开始
炭火不旺，烘篮翻动的次数不快，到后
来炭火起来了，火大了时翻动就很快，
一般闻到有一股锅巴香气或焦香味时，
就代表烘好了。

小时候，我虽不喝茶，但喜欢闻茶
香，特别喜欢闻那种锅巴香带有淡淡的
焦香味的香气。我时常听爷爷说，这种
方法制作的黄大茶，滋味醇厚，锅巴香
高持久，常喝上瘾就欲罢不能。我们村
庄的人都说，我爷爷正因为爱喝大茶才
长寿，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八十
年代我爷爷去世时，活到了84岁，当时
在农村是很长寿的了。

虽然我已有40余年没有再喝过糊锅
巴水了，但是它的味道已深藏在我的心
里，难以割舍，难以忘怀。

小时候，不知道茶是什么，看大人捏一撮放进茶壶里，倒上烧沸的
开水，闷一会儿，然后倾斜茶壶，黄色的茶水便自那弯弓般的壶嘴流出。
凑近前一闻，香气扑鼻，好喜欢。
自作聪明，以为茶就是晒干后的柳树叶子。于是，摘得一些柳叶，在

阳光下晾晒，学大人的样去用沸水冲泡，再去嗅其香气，却没有那茶香，
汁，也没有茶水的回甘。遂去问大人，大人笑我傻。

后来去了金寨梅山。姨姥爷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泡上一杯茶，一
边抽他的烟，一边喝那茶。他喝茶的样子很享受，对着茶水吹两下，抿一
口，然后啊一下。我不喜欢那烟熏气，只喜欢闻那茶香。当时，我就纳闷，
好好的茶香和那难闻的烟气混到一起，有什么好呀！活糟贱了！但那是
姨姥爷的喜好，我只管做好两件事就行：每天晚上把他泡水的紫砂杯清
洗干净，晾好；把他的烟灰缸倒了，同样清洗干净。在山坡上，见到茶树
的真身，方知茶叶不是柳叶。但对茶的好奇心仍然存在。

一次，给姨姥爷泡茶，偷偷闻了那茶香，尝了那茶水。那香气，让我
沦陷、神迷，那茶水的滋味让我好向往。心想，有朝一日，我定要好好泡
壶茶，享尽那茶香，享尽那种入口苦，而后满口甜蜜蜜的滋味。姨姥爷喝
的那茶很像一小截一小截紧直的棍棒棒，墨绿色带着白霜，泡开后都是
一片一片的，形如瓜籽。后来才知道，姨姥爷喝的那茶名叫“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也有“六安茶”一说，不知准不准确。它是在明代就以贡
茶入典的绿茶。

六安茶在各大古籍中都可见其身影。其中《红楼梦》里就有贾母的
脱口一句“我不喝六安茶”，这里，足以证明六安茶早早就存在着。另外，
书中多处提及六安茶。康熙皇帝的近臣张英也曾在年轻时候表达过对
六安瓜片茶的喜爱，言其开滞除垢，一如不被条框所约束的“野士”一
般。其他诸如《金瓶梅》《随园食单》中，也都有六安瓜片茶的身影。

每年春季，我都会去购点茶叶，诸如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还有茶农
自己加工的野茶，但唯对六安瓜片情有独钟。

茶的好劣，我并不全晓得，但自认为，自己尝过后，再观其色，其形，
认作它好，它就好。邀了友人一同品尝，再一致称赞，更认作好。
有懂行人向我传授茶的生长环境及加工环节，我进一步懂得了茶

的品质品性。真正好的茶，只有生长于环境险劣中，沐风栉雨，汲取自然
精华，才可酝酿出甘醇的滋味。茶的加工制作当以手工翻炒，方保留其
原始形色。机工翻炒，倒是整齐美观，但失了天然，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喜欢茶，喜欢其苦涩后那种沁于心田的甘甜味，更喜欢看其在沸
水中初始如花骨朵一般绽放、飘逸的过程。
人们喜欢把泡茶的过程比拟人生，一点也不假。将一撮茶叶放入杯

中，茶叶是人，杯是人生，将一壶沸水倾入杯中，沸水是人生活的环境。
茶叶遇到沸水后，奋力浮沉，释放精华，绽放精彩，溢出清香，最终安于
静好。

茶之苦，人生之苦，难阻我对茶事的美好想往。曾这么想过，如果可
以，找一处路沿，临水依山，开一处茶吧。茶吧内轻抚古琴，声声流淌，绿
植满厅堂，四季花香幽幽。我不需赚取多大利润，能饱饥腹即可，所求的
是供往来行路的人累了歇歇脚，缓解旅途劳泛，奉我一份仁爱。

隐世才女白落梅对茶的描述有这样一段话：大爱如茶，它慈善宽
容，原谅你的过错，任凭自己生生死死，只为世人尽欢，直到散去所有芬
芳，依旧为你枝叶绽放，脉络分明。茶有如此大爱心胸。身为血肉之躯的
人也应当如茶，不是吗？
梦想总是美好的 ，

不一定就能在现实生活
中实现。但我常常会在
忙碌之余，给自己泡杯
茶，独坐一隅。此时万事
皆安，时光深情。在茶水
里，我细细体味人生中的
那一味最真的味道——— 先
苦后甜。

这些年，我已养成晨起喝一杯温开水
的习惯。早上烧开水时，便顺手泡上一杯自
己爱喝的茶，轻嗅杯口袅袅升起的茶香，心
中会生出几许“现世安稳”的和谐来。

今天泡的是这次回老家带回来的农
家茶，农家茶还是前些年的叫法，如今它有
着另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口粮茶。我家今
年的口粮茶是父亲一个人采摘制作的。现
在老家炒茶较以前方便了，将新鲜茶草采
摘好，拿到专门炒茶的作坊用炒茶机炒制
及烘干，回家时就是装好袋的成品茶叶了。
当然也可以回家按自己的喜好装袋。

已多年未在采茶的季节回老家了，与
母亲聊天时说，等我有空了想回老家采
茶。其实也没说今年还是明年。只是，在日
复一日的琐事更迭中，年少时的许多记忆
也逐渐被掩埋，被遗忘。若有机会，总希望
能重温一二。
母亲今年清明节前几日便问我：“你

说回来掐茶叶，回吗？”采茶季节性极强，
一年当中，也就一、二十天，多则一个月
方可采茶，得掐着点回去。我说大概回不
了。谁知没过几日，母亲因身体不适就来
上海休养了。

母亲来上海后，我回家采茶的事情自
然就不提了，她自己也采不了了。听到她
在视频里与父亲沟通，让亲戚来我家采
茶，不然好茶叶过季就浪费了。又让父亲
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解冻，炒肉下挂面待
客等等。在母亲的遥控指挥下，今年的采
茶事宜似乎已得到了妥善安排。
母亲心里面，还是惦记着我们家的口

粮茶的，这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正儿八经的
职责。哪怕他们常年要吃这药那药，很少
喝茶，但我们家今年没釆新茶，显然成了
她隐藏得不太严实的一块心病。或者说，
她根本就没想隐藏。
在母亲来上海半个月后，有一天，她

突然欣喜地跟我说：“你爸今天要去炒茶
叶，他这两天在家掐茶叶了！”母亲那核

桃般深深浅浅挤满纹路的脸上，大写的
“靠谱”二字，藏也藏不住，似乎一不小心
就会从哪道皱纹的开端或末梢掉下来。
因为父亲采摘了不知道几斤茶叶，受到
了母亲少有的赞许，让她在身体微恙的
这些天里，开心了好几天。
暑假来临，我准备回老家小住，于是选

择了父亲70岁生日前一个星期动身，准备
给父亲过好生日再回来。去年一整年没回
老家，距上次回老家，已有一年半之久了。

岁月在更替，人类也在更新换代。在
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树木花草在四
季的风里自然地生长，爱我的祖辈们已
长眠于它们脚下。父母在一声声“爷爷、
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呼唤声中，已然
成为白发长者。村子里的老者日渐稀疏。
我在这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家里，努力
回味与自己相关的一切。当我发现我在
这个家里的生活痕迹越来越少的真实
时，心底掠过一丝悲凉气息。
此时，我想到父亲今年采摘的新茶，我

想喝茶了。或许茶水淡淡的苦涩，足以掩盖
我心底这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滋味吧？
父亲从冰箱里拿出他采摘的茶叶，递

给我。我接过来，抓了一小撮放进玻璃杯
里，冲入开水，看茶叶在杯中辗转沉浮，有
如人到中年的我们。这是我曾经熟悉的场
景。小时候父母采茶叶，当天采摘的茶叶
当天就用大铁锅炒制和揉制两三遍，再放
在炭火上慢慢烘焙。两三天后，新烘干的
茶叶香得馋人，母亲便会泡上一杯，看看
色泽怎样，尝尝味道如何。

此刻，我就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品茶
师，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举起茶杯，看
着杯中淡青色的茶水，又闻闻杯口漫出的
新茶的清香，尝了一小口，对父亲说：“这
茶还真不错，挺香的，颜色也好。”父亲显
然正在等待我这句话，一脸欣慰地回答：

“就是掐迟了，有点粗，味道还可以。”
那天，我将这杯茶泡了又泡，喝了一

杯又一杯，晚上又失眠了。——— 近几次回
老家，从回去到离开，不是认床就是窗外
蛙声一片，反正总会有各种理由让我失
眠。回家睡眠不好其实也是一种折磨，为
父亲过好生日后，当天下午，我便迫不及
待收拾东西去县城，以便第二天早晨乘最
早一趟动车回上海。东西收拾妥当时，我
突然想起了茶叶，便从冰箱里拿出一袋，
塞进皮箱里，这就是我今年的口粮茶了。
晚上，与弟弟在一家装修精美的餐馆

里用餐，服务员为我们每人单独泡了一杯
茶，我接过来闻了闻，正是那熟悉的味道，
是老家的茶。想起中午在另一家餐馆喝的
大麦茶，我认为此时这杯家乡茶更具家乡
特色。我们不需要用别人的特色来替换自
己的特色。

本来，因为大别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与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家乡的六安瓜
片就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金寨翠眉也属
中国名茶。不管是六安瓜片还是农家茶，
只要是家乡的茶，它们的基调都是相同
的，也是独特的。

这些年走过许多路，也喝过许多地方
的茶，我最钟爱的，仍然是家乡的茶。

奉 茶 在 手
万 事 皆 安

惠 琼

是谁带来一缕缕茶香
有风自茶谷吹来

六安，血脉里红色基因在奔涌
那年那月，今时今日
沿着淠河水，溯流聆听吧
抗争，创业，绿色，发展
六安人把继往开来的组歌传唱

行走在这条绿色的长廊
立夏节的呐喊犹在耳旁
独山寺的晓钟，是冲锋的号角
响洪甸的碧波，回荡着当年筑基的铿锵

行走在这生态茶谷
鲜花岭山坳间，飘出采茶的歌谣
龙门冲竹海里，山民唤牛的吆喝激荡

一路听歌，一路胜景
淠河两岸绿树红花远胜昔年风华
大美六安朝着幸福开拔
循着红色之光，一代代六安人
将勤劳与智慧传承发扬

行走在茶香四溢的大别山
六百里山水，五百里绿色长廊
新时代的六安人携手
唱响“立德、奉献、创新、图强”的主旋律

一路行走，一路茶香，一路欢歌
他们，你们，我们……
正在谱写新的乐章
用热血、青春和赤城

记忆里的皖西黄大茶
汪于奎

那 缕 熟 悉 的 茶 香
漆红梅

茶谷听歌
时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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