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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盏古道
春意浓
◎仇丹

春日的细雨透过斑驳的树影，轻柔洒落

在青石铺就的古道上，仿佛为这条古老的小

路增添了一份静谧与温柔。道路两旁，嫩绿

的青草从湿润的泥土中悄悄探出头来，像是

大地的诗行，轻轻吟唱着春的序章。我独自

漫步，手中捧着一杯热茶，茶香袅袅，与古道

的春意交织在一起，让人沉醉。

顷刻间，雨渐渐大了，雨丝变得密集，仿

佛无数银线纷飞，整条路都变得迷蒙且清

冷。我加快了脚步，寻找一个地方躲雨。偶然

看到角落中坐落着一家小小的书店，木门半

掩，透出一束明朗的光亮。我推开门，一阵书

香扑面而来，混合着茶香，让人顿感宁静。

书店不大，却布置得古香古色。木质的

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从诗词歌赋到历史

典故，从哲学思辨到自然风物，应有尽有。靠

窗的地方有一排小木桌，每个桌上都放着一

个茶壶和几只茶盏，茶盏里还残留着淡淡的

茶香，仿佛在诉说着过往旅人的故事，显然，

这里是读者休憩的地方。我随意挑选了一本

《人间词话》，坐在桌边，一边品茶，一边翻

阅，一边听雨。这本书是王国维先生的经典

之作，以诗词为例，阐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立志”之境；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守”之

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的“顿悟”之境。正如这盏中茶，初

品时苦涩，细品后甘甜，人生的滋味也在其

中。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仿佛在为这静谧

的时光伴奏，而书中的文字，如同春日的细

雨，滋润着我的心灵。

过了一会儿，雨渐渐小了，我走出书店，

古道上的雨水还在石板间流淌，像是一曲悠

悠的旋律，在古老的大地上轻轻奏响。我继续

前行，手中茶盏的余温尚在，仿佛也带着一丝

古道的春意。我心中多了几分宁静与豁达。

古道的深处就是茶园了。走进去，葱郁

的茶树错落有致，茶树间，嫩绿的茶芽在雨

后的空气中舒展开来，散发出淡淡的茶香。

远处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

茶园里，茶农们身披蓑衣，手持轻巧的竹剪，

背着竹编的茶筐，穿梭在茶树间，手法娴熟

地采摘着嫩芽。他们的身影在雨后的薄雾中

显得格外质朴，与这片茶园融为一体。偶然

间，听到远处山林间布谷鸟的叫声此起彼

伏，清脆的鸟鸣仿佛在提醒着农事的繁忙，

也驱散着茶园的沉闷。风轻轻拂过，带着丝

丝凉意，茶叶沙沙作响，似在低声附和。虽未

见阳光洒落，但那悦耳悠扬的鸟鸣与风声交

织在一起，已然让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从茶园出来，山间的微风拂面而来，茶的

清香与泥土的芬芳交织在一起，萦绕在鼻尖，

久久不散。古道蜿蜒向前，青石板早已被岁月

覆上了一层厚厚的青苔，石板缝隙间的小花

小草也不甘示弱地探出头来，悄然生长。

悠悠古道逶迤向前，似在召唤着远方的

旅人，又似在低语着村庄的过往。行走其间，

既能触摸岁月的沧桑，又能感受生命的蓬

勃。如此情景，让人心生欢喜，不舍离去。茶

盏古道春意浓，人生如茶，苦涩与甘甜并存，

而我们所追求的，或许正是在这苦与甜之

间，找到一种内心的平衡与宁静。正如这古

道的旅程，虽有风雨，但也有诗意。而手中的

茶盏，仿佛成了这旅程的见证，提醒着我在

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风雨如何，都能以一颗

宁静的心，去品味生活的每一刻。

山城中的书店

在横断山脉腹地，青藏高原边

缘的土地上，几条大河曲曲弯弯地

向前奔流。于是，在这一片土地上，

被勾勒出许多粗犷的线条来。线条

与线条之间，有着长长的山脊线，它

们首尾相顾，扭结在一起，如一朵莲

花在大地上绚烂绽放。莲花正中央

的位置，有一座小山城，城市很小，

就建在河谷底，一溜溜，如果走得

快，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穿城而

过，它就是有着大渡河第一城之称

的丹巴县城。

常言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在这一座小山城里，街道两旁的商

店里，有卖衣服的，有卖文具的，有卖

农具的，有卖五金的……当然，一座

城市里，哪里能离开书店呢。十几年

间，县城里，也曾有过几家书店，不

过，因经营不善或者是利润不高的缘

故，大多书店如昙花一现，没过多久

就关门歇业。而坚守下来的，只有一

家叫“联众书屋”的书店。书店是2010

年3月份开的，一路走来，店主无疑需

要拥有坚定的勇气，同时也意味着山

城里还有那么一些人对阅读有着一

种挚爱。

书店位于县政府旁的居民楼

底，取名来自“文化传播”之意。由于

离我的住所近，因此，我成为了这家

书店的常客。因为去的次数多了，老

板与我成为了忘年之交，每一天里，

不去小坐一会儿，感觉那一天就缺

少了点什么似的。

书店的招牌为统一的店招式

样，店铺并不大，靠墙有两排分为多

层的书架，上面分类摆放着各种实用

书籍。而正中央的位置，摆放着一排

低矮的书架，上面摆放的大多是教辅

资料。书店外，放置有几根长凳，凳面

被老板擦得异常的光亮，预备好等待

逛书店的人们前来休憩歇脚。

书店老板是一位年逾七旬的大

叔，穿着朴素。如果有人进了店里，

他就会从怀里掏出那副黑框的眼

镜，站起身，热心地向顾客介绍各

种书籍。久而久之，他便练成一整

套看人就能辨别其所需书籍的本

领来，无需张口，他便将顾客引荐

到对应的书柜旁。不一会儿，顾客

便选好了中意的书籍。付过费用

后，带着满意的笑容走出了书店。

久而久之，就感觉书店老板与这联

众二字是那么的契合，早已融为了

一体。有时候，都疑心逛书店的人

并不只是单单为了看书，更多的是

来寻觅这一份难得的舒适。到了下

午，书店里更是挤满了人，书店外

的长凳上，也坐满了消遣时光的

人。他们一边谈天说地，一边看着眼

前熙来攘往的人群。这时候的书店，

就像是深山里摇曳的灯火，渺渺茫

茫的，充满了梦幻般的色彩。

书店里，顾客按年龄来分类，主

要有两类，一类是小学生，还有一类

是中老年人。而青年人呢？“年轻人

都玩手机去了”老板一言中的。上午

时分，是中老年人进店看书购书的

时间，他们手中握着茶杯，慢慢地踱

进店里，默默地，走过一排排书柜认

真的看。看似漫无目的，其实，在他

们的心里早已有了方向，只是，他们

喜欢这种“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他们喜欢像

大海捞针似的，不用老板的介绍，一

排排地看过去。当找到那本心仪的

书籍后，他们便靠在书柜旁，将书摊

开，慢慢的翻阅。中午时分，他们熟

练地翻看一下书后的定价，再捏捏

兜里的钱包，走到老板面前。这时

候，老板快速将书包装好，并不时说

上两句如“这本书的内容写得很感

人”“前几天，某某也选了这本书”，

而某某刚好是山城里最喜欢阅读的

人士。一时间，将购买者与某某联系

在了一起，让购买者心情大悦。不

过，这样的次数多了，人们在购买书

籍的时候，还没等店老板开口说话，

便问道：“某某也购买了这种书籍

吧？”老板眯缝着眼，用力地点点头，

用无声的语言化解了自己的尴尬。

下午时分，到了县城里两所学

校放学的时间。孩子们背着书包，三

三两两地走进书店里。他们的到来，

使得沉寂了一上午的书店刹那间热

闹了起来。孩子们在选择书籍的时

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喜好。有的孩

子喜欢故事类书籍，有的孩子喜欢

作文，有的孩子喜欢奥数，有的孩子

喜欢游戏类书籍……他们挨挨挤

挤，热烈地讨论着。这时候，也是书

店老板最忙碌的时候，老板一面要

给孩子们介绍书籍所在的位置，一

面要给孩子们结算费用。

傍晚时分，书店里多了许多中

年人，他们大多是来为自家孩子购

买教辅资料的。老板热心的为每一

位家长抱来所需的资料，有时候还

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如某某家长

给孩子使用了这册教辅资料后孩子

学业有成的故事。这时候，家长们就

会在取舍之中有了一定的标准。

在这一间书店里，还有一群被

看书人戏称为“夜聊”的人。在书店

即将打烊的时候，那些跳广场舞的

老年人结束锻炼后，再次聚在书店

外，就在那一排长凳上坐下，天南海

北的闲聊起来。聊天的主题多变，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不同的话题，无

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学，一聊绝

对有人附和，随之而来就是热烈的

讨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名戴着藏青色“博士帽”的老年人，

只要他一开口，夜聊的人们便安静

了下来。老人从红军长征在丹巴讲

起，再到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文

化大革命、包产到户等，每一则故

事都发人深思。在他的讲述中，听

者的眼前仿佛掠过一帧帧画面，刹

那间，这一座山城才更加鲜活了起

来。我总期待着他的到来，让我对

这一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有

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更准确地说，

有了他，才让我们与书店来往更加

密切，就像是一对老友，互相依存，

让我们都拥有了与书为伴、继续前

行的勇气。

◎杨全富

最是书香能致远
◎汪志

我背着几本网购的新书回几千

里之外的乡下老家去探望父母。我

有晨读的习惯，头一天早晨我早早

起床洗漱后，泡了一杯茶坐在桌边，

边品茶边看书。这时做早饭的母亲

过来了，问我为啥不多睡会儿，大清

早就看书，并笑着说：“我儿从小就

爱看书，这么多年了，习惯还没

改。”我回敬母亲道：“我也不知道

为啥爱看书，反正一天不看书，心

里憋着慌。”母亲又说：“看书好，你

们兄妹六个就你爱看书，也就有出

息走出去了。”母亲说的“走出去

了”，就是我读书上完大学后进城

参加了工作。

听母亲说，我从小不仅爱看书，

还爱惜书，每学期新书发下来就叫

哥哥姐姐们赶紧给包书皮，生怕书

被损坏了，有一次家里漏雨，把我的

书淋烂了，我领着母亲愣是找到校

长换了新书。

17岁那年暑假，我到几百里外

的大姑家去玩。大姑家不远处有一

家新华书店，那天，我走进书店，见

一个顾客在买厚厚的长篇小说《欧

阳海之歌》，我心里一震，欧阳海欧阳海，，多多

么熟悉的名字呀，老师讲过，门口的

大喇叭也经常广播，知道欧阳海是

一名英雄。那个买书的人走后，我问

营业员《欧阳海之歌》多少钱一本，

当时隐约记得七、八块钱。20世纪80

年代这本书的价格对我来说可是一

笔“巨款”，因为从老家来大姑家坐

火车才1.2元。当时我身无分文，又

想读这本长篇小说。

晚餐时，我问在一家皮蛋厂当

车间主任的大姑，皮蛋厂要不要做

几天小工的人？大姑问这干啥？我说

想买那本《欧阳海之歌》，打算去做

几天小工挣那本书钱。大姑当即从

衣兜里掏出钱，我死活不要。想不到

第二天中午大姑真把《欧阳海之歌》

买了回来，说我小小年纪就爱读长

篇小说，崇尚革命英雄，她最高兴

了。可我死活不要，因为大姑的工资

那时才几十块钱，家里还有几个孩

子呢。大姑见我倔强，将书递到我手

上：“这书你先看着，下午我上班问

一下厂长，要不要临时小工？”

晚上下班后，大姑笑着告诉我，

说厂长开始不同意，但又听说我不

要姑姑的钱买书，自己做小工挣钱

买那本《欧阳海之歌》时非常感动，

特批我做七天小工，挣了这本书的

钱。临走时大姑还不好意思地跟我

说：“要是你爸妈知道到姑这儿做了

七天小工挣一本书钱，我以后回去

了怎么见他们呀……”我说，劳动光

荣，自己挣钱买来的东西才珍惜、珍

贵呢。

在我家的书柜和卧室的床头

边，摆满了各类书籍，有《芙蓉镇》

《活动变人形》《浮躁》《穆斯林的葬

礼》《务虚笔记》《沉重的翅膀》等中

外名家书作。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因

为我的妻子与著名传奇女作家张爱

玲同名，我还特意买了张爱玲的代

表作，每次读这些书时，我就跟妻子

开玩笑地说：“我读你写的名著了

哈。”弄得妻子不好意思。

由于白天工作忙碌，也静不下

心来，于是根据季节变化我一般选

择晨读和夜读。仲春、暮春，夏季和

浅秋，我每天六七点起床后晨读，手

捧一本书或坐在小区花草旁的石凳

上，或不远处的公园里、小河边，四

周空气新鲜，不时有鸟儿的欢叫声，

置身于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岁月静

好，这样的晨读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而初春、冬季和晚秋，由于我生活在

西北地区，此时室外气温太冷，我选

择九点后在书房中夜读一个多小时

再休息。

现代诗人臧克家说：“读过一本

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前苏联

作家高尔基说过，“我扑在书籍上，

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的

确，读书，就要读好书，读原著。喜欢

读书的人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缺

一顿饭都不行。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

致远。”读书之乐，读书之香，只有爱

读书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在书香

中寻找到宁静，在品读中用文字浸

润愉悦的心情，让人时刻有着一种

丰富人生精神世界的自豪感。而一

旦拥有了书香，不论何时何地，整个

身心也会温暖起来。

记得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这一

生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没有书籍，

每天不看书就难受……”其实，这世

上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渴望着每

天拥有一本新书，去翻开新的一页；

而每一个灿烂的人生，都源于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