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

到了采茶的时节：“清明太早，立

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

是采制春茶的佳期。此时天气

温和，雨量充沛，使得茶树的叶

芽肥硕，色泽翠绿，富含多种维

生素和氨基酸，茶味也鲜活，香

气怡人。

谷雨采茶，以独芽或一芽一

嫩叶为佳，一芽两嫩叶也可。独

芽茶，外形或扁平或如针，直挺，

碧绿，煞是好看；一芽一嫩叶的

茶经过冲泡，叶如旗、芽似枪，如

古代的猎猎旌旗，被称为“旗枪”；一芽两嫩叶的茶泡

在水里，则像一个雀类的舌头，被称为“雀舌”。谷雨

茶，以其色泽、香气、口感，与春分茶、清明茶同被视

为茶中珍品。

谷雨品新茶，茗香诗意浓。谷雨时节，唐代户部

侍郎陆希声来到阳羡采茶，在《茗坡》中写道：“二月

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酲酒病兼消渴，惜

取新芽旋摘煎。”阳羡，今江苏宜兴，是紫砂陶都，所

产的阳羡茶以“汤清、芳香、味醇”而闻名。作者知道

谷雨茶的珍贵，“惜取新芽”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但又

经不起茶香的诱惑，故采下新

茶，旋即就用水煎饮，先尝个鲜

再说。唐代僧侣有饮茶的风雅，

著名诗僧齐己就留下了三首与谷

雨有关的茶诗，其中一首是《谢中

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

芳烟。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

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

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翠绿

碧嫩的春山野茶很稀少，乃至夜

色将临，还未采满筐。尽管谷雨

新茶难得，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

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共享佳茗。

清明茶，细嫩品质好，但两

三泡之后，味就变淡了。而谷雨

采制的茶，虽然汤色有些混，但经得住冲泡，且茶香

浓郁浑厚，口感醇香绵和，久泡仍余味悠长。喝谷雨

茶，能以茶驱腥气、以茶防病气、以茶养生气，对健康

特别有益。《神农本草》一书便有记载，谷雨茶“久服

安心益气……轻身不老”。

“清茶素琴诗自成，品茶听雨乐平生；滚滚红尘

多少事，都付南柯无迹寻。”谷雨时节，沏上一壶谷雨

茶，听着催生百谷、泽润大地的雨声，看茶烟聚散，见

茶汤嫩绿，随茶香飘逸，浅酌啜饮，细细品味，只觉尘

缘杂念之意顿消，心中宁静致远……

茶煎谷雨春
廖华玲

十年前那个秋天，高峰领着乡

亲们在白云山上嫁接起第一棵黄

金果苗时，他并不知道脚下这条路

有多难。高峰是县上下派的第一

书记，他去到的白云村也是县上最

偏远的丘陵村。白云村穷，因为道

路不畅，出一趟山也不容易，村民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都渐渐麻木了。

高峰带着村两委，走访了每一

户村民，大家的想法一样，拥有一

条路，一条通外山外的水泥路。修

路缺钱，但高峰有“靠山”，“靠山”

就是下派他的县上部门。县上支

持高峰的想法，但前提是高峰先得

帮助村民找一个致富的产业，修路

要为产业服务，这样才能带领村民

共同致富。

高峰搞产业谈不上内行，但他四处取经，向懂行的

人请教。专家告诉他，白云村要改变面貌，首先要改变

习惯已久的耕种模式。白云村人喜欢种红橘，从来没经

历过果树改良，收获的果子个小味酸核多，没有市场价

值。高峰把县上农技专家请到白云村，反复实地考察

后，专家给出建议，全部嫁接改种黄金果苗。

黄金果原本是一种野生柑橘，农技部门通过高改嫁

接反复实验，已经试种成功。最关键是，黄金果微量元

素丰富，符合未来健康发展趋势，市场上有竞争力，前景

一定看好。

要全村锯掉红橘树，改为嫁接黄金果的消息在全村

炸了锅。村民不知道黄金果的价值，也没有技术，砍树

就觉得心疼。高峰挨家挨户做工作做得咽干舌燥，最后

还是两委班子和几户老党员带了头。

从第一棵黄金果苗嫁接开始，高峰心里就没踏实

过，大多数村民在一边旁观，如果改种成败，他根本没法

向老百姓交待。

县上也很重视这一次的农技改造，派出的农技专家

天天深入白云村的田间地头，为农户指导，帮村民讲

解。与此同时，从山下开始修建的水泥路，慢慢往山上

延伸，和渐渐舒枝展叶的黄金果苗一样，让一直绷紧面

孔的白云村村民，脸上也慢慢舒展开来。政府大力助推

脱贫攻坚，白云村在变，变得让人充满期待。

时间眨眼而过，白云村人迎来了新一季的秋天，而

通车的水泥路把脱贫攻坚的现场会开到了白云村。亲

临现场的县领导捧着新挂出的黄金果对大伙说：“这不

只是黄金果啊，这就是让村民走上致富路的黄金啊！”

第一年结下的黄金果就畅销，全村老百姓的积极性

一下调动起来，纷纷找到高峰，要对地里的红橘树全部

高改嫁接。黄金果出效益，家家户户都变成了学技术的

能手。

一条水泥路，从山下连到山上，一车车黄金果，从山

上拉到山下。丰收的喜悦里，凝聚起了党心民心。

五年过去了，白云村的黄金果蔚然成林，形成的黄

金果产业帮助大家摆脱了贫穷，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路

子。高峰要回县上了，他的下一任驻村书记也姓高，叫

高远。交接时，老百姓握着高峰的手舍不得他走。但高

峰说，他的工作还没做完，新来的高书记一定会带白云

村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高远上任了，他接过高峰书记的担子，除了继续发

展黄金果这一优势产业，还动员家家户户广种花木。植

下樱花树，种上芍药花，栽下桂花树，培育大黄菊，让白

云村被鲜花覆盖，四季常绿。之外高远书记还有一个

“小儿科”的要求，家家户户整治卫生，用干净整洁的院

容院貌，争创美丽幸福院落……

又是一年过去了，白云村的名声渐渐传播开来，不

但有黄金果的产业优势，还有无以伦比的生态优势。过

去山高路远的白云村，已然成为人们观光旅游的好地

方，村里办起的农家乐成了香饽饽，农旅融合助推了乡

村振兴。村民们逢人就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白

云村尝到了甜头啊。

十年风雨路，也是十年阳光路，白云村沐浴着党的

好政策，甩掉穷帽子，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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霏霏春雨过后，椿树枝头一棵棵香椿芽像充

满了紫血的羽毛般冲顶而出，闪着耀眼的光，春风

过处，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奇异的气味。

父亲喜食香椿，对香椿树就格外用心。秋后，

父亲总要把树围翻挖起来，以便风吹日晒，雨露浸

润，春日一到，土细如沙，土虽未变，可此土非彼土

了，已蕴含日月精华。父亲说，这比上一遍粪还要

好。香椿吐芽时，父亲便有活干了，他用废旧的塑

料袋，把枝头的香芽罩住，以防寒霜。塑料袋如同

子宫，香椿芽在子宫里，胎儿般舒展着手脚，左蹬

右踹，恬然地汲取着阳光雨露，一日日地茁壮，顶

胀了袋子。

谷雨前，第一茬椿芽在树顶的枝口里崩裂，先

是一小撮，一天天在春雨的滋润下，逐渐舒展开

来，芽色由最初的鲜红变成紫红，仿佛充盈了饱满

的血液，芽体也渐渐肥嫩起来，此时便是采摘的最

佳时机了。

老家的香椿树个儿极高，父亲会搭着楼梯爬

上去掰芽头，他深谙香椿树的习性，会小心翼翼地

将萌发出的嫩芽从芽根部整个掰下，少留芽苔，这

样芽根部便能赶在谷雨结束前再分生出第二茬芽

片。

遇上更高更远的，也难不倒父亲，父亲会做出

一种名为“高枝镰刀”的工具来割高处的香椿芽。

因为顾忌到香椿树的切口一旦被太阳晒到就难以

再发新芽，父亲一定会赶在太阳出来前来割椿

芽。他手握高枝镰刀，左右开弓，潇洒自如，镰刀

刀片无声地划过，香椿芽在树尖轻轻跳跃，准确无

误地落入树底下的簸箕里。父亲让割下椿芽的口

子上留着夜晚的露水，枝头的切口很快就能愈合，

再静候着过些日子第二茬椿芽的绽放。

一个时辰下来，香椿芽能收到满满一簸箕，父

亲迫不及待地带回家，做上一顿油炸香椿鱼。小

的时候，我不大喜欢香椿，闻到香椿芽的味道，上

头欲呕，不过油炸香椿鱼，我倒是爱吃。

许多厨师对香椿的烹饪，大都“束手无策”，他

们也辨认不出什么新菜品。其实烹饪的精义，无

非是顺应食材的原味，追求一个“鲜”字。一份好

食材，真的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手法，简简单单最

好。直到如今，无论是在星级酒店，还是在所谓的

农家菜馆，我吃到最美味的香椿，就是父亲刚刚从

树上摘下来的油炸香椿鱼。

香椿树长得很慢，似乎岁月不从它身边经

过。而今，家前院后的香椿树，不过碗口粗细，可

父亲却老了，满面褶皱，苍苍白发。一日回家，老

远就望着老父，倚着香椿树抽烟，缕缕烟雾缭绕在

白发间，渐渐散去。莫名地想起牟融的诗句“知君

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满头”，不禁有些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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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

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来说，无

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

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这个“沈先

生”，是沈从文。朱先潜说：“（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

方面的卓越成就，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

学成就。”带着崇拜敬仰之情，我们翻开《中国文物常

识》这本书，开始领略一位文学大师和文物专家的真

正风采，领略大师笔下的文物魅力。

沈从文，当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曾在大学任

教。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

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史料

与实物，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成为新中国文物鉴

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

肩的卓越成果。《中国文物常识》涵盖古人的生活用

品、交通工具、文化生活、工艺美术等内容，更是具体

到古代玉石、陶瓷、玻璃、镜子、漆器、辇舆、车乘、扇

子、刺绣、服饰、狮子、龙凤及鱼的图案等的演变和发

展。

沈先生以文学家的姿态去梳理文物相关的常识，

从欣赏的角度讲述各种文物，并带有个人主观意见和

思考。陶瓷是我们常见的器物，书中介绍的色彩令人

大开眼界，仅色釉部分，记有茄皮紫、葡萄紫、宝石红、

豇豆红、苹果青、瓜皮绿、孔雀绿、松绿、葱绿、西湖水、

宫黄、蛋黄、荠蓝、洒蓝、天蓝、乌金釉、芝麻酱釉等。

这些自然界的颜色，在瓷器上完美呈现，是其艺术价

值极高的原因之一。沈先生这种带有极强鉴赏性质

的描述，令人钦佩。

谈到工艺，沈先生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娓娓道来

中国文物相关知识，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他严谨、专业

的研究态度。

无论是单纯作为一位作家去写生活、写感情，还

是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去研究、总结文物工作，沈先

生都是位尊重文字、尊重语言的大师。谈到古人的胡

子，他从文物方面解读：古代男子并不定必须留胡子；

胡子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或美学观影响，

的确逐渐被重视起来了；美须髯在某些时期多和英武

有关，可并不一定是美男子；晋、唐以来胡子式样有了

新的变化，但官员百姓不一定留它，这种风气直继续

到晚清。

张充和道：“有人说沈从文不写小说，太可惜！我

以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的确如此。

沈先生功底深厚、观点独到，《中国文物常识》一书中

展现了文物的独特魅力，凝聚了中华智慧，其研究填

补了我国文物史上的空白，体现了大师的真正风采，

是本颇佳的文物鉴赏、收藏及美学熏陶的文物常识入

门书，也是能帮助我们丰富文物知识储备、提高人文

修养的理想读本。

甘武进

——读《中国文物常识》

领略大师笔下的文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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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斌

闻一多设计封面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民

主斗士，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善于封面设

计的书籍装帧高手。

1927年，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

的》出版前，闻一多不拘陈法，设计的封面别具匠

心：以浅棕色的阳刻“浪漫”印文、阴刻“古典”印

文，构成形式别致、色彩鲜明的图案，与梁实秋自

题的书名《浪漫的与古典的》互为映衬，古朴大

方，新颖醒目，体现了闻一多求新求变的美学追

求。

同年，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鳞爪》由上海新

月书店出版。闻一多在封面设计中，以整版黑色

为底，运用蒙太奇手法，将眼睛、耳鼻、红唇、手和

大腿等特写图形，不规则地点缀在满幅浓黑之

上，不仅含蓄地呼应了书名中的“鳞爪”之意，而

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摩登巴黎留给中国诗人的

印象：浮华、凌乱、畸形、病态，充满诱惑，令人目

眩。同时，对书名的部分笔画予以粗化和变形处

理，左右倾斜地安排在画面的上下两端，“徐志摩

著”四字则以印章形式钤盖在左下方，既保留了

传统书法的东方之韵，又体现了西方现代设计的

风格特征，收到了图文并茂的视觉效果。

1931年，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猛虎

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在设计封面时，闻一多有

意识地沿袭了自己先前提出的“必须与本书内容

有连属的或象征的意义”的设计主张，将中国传

统笔墨与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融为一体，以深

赭黄色为底，通过简洁遒劲的写意横线，用浓墨

铺排出虎纹的苍莽意象，显现出猛虎凶狠威严的

咄咄逼人的气势，画面简洁但气势磅礴，极富中

国情趣，兼具西方现代意味。而若将封面和封底

摊开，整本书又恰似一张令人震慑的虎皮。这种

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不失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统

一的书籍装帧的成功范例，集中体现了闻一多的

设计理念。

1933年，林庚的诗集《夜》出版时，闻一多选

用美国现代版画家肯特的一幅作品作为该书的

封面，但在局部细节上则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主

要是模糊了背景中的汪洋之水，突出了原作中仰

卧在船上的“人”。同时，为保持与封面左下方书

名方框（仿宋体“夜”字，笔画瘦劲有力）的均衡，

在画面右下方添加了一段石梯、一只中国古代传

说中的神兽及其阴影，由此强化了画面的立体

感，凸显了中西并蓄的装帧效果。

而闻一多为自己的诗集《死水》所设计的封

面，则被公认为最有个性、最富诗意、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出版方新月书店称之为“新颖且别致，是

现代新书中第一等的装帧”。其封面、封底，选用

整版不发光的黑色重磅厚纸，仅在封面右上方三

分之二处，精致地贴上印有书名和作者名字的一

条金色签条。闻一多对黑色有着异乎常人的理

解和运用，他曾经指出，“白色恐怖”的说法并不

恰当，因为从字面上来讲，白色是纯洁的，所以

“黑色恐怖”才是正确的表述。他将黑色融入装

帧设计中，通过黑与红的鲜明对比，在沉闷与凝

重、压抑与高贵的反差中，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寄寓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的深刻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