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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响云阳——书香飘万家 润泽你我他

山月记
（作者：中岛敦［日］）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作者：海伦·凯勒［美］)

一间自由生长的教室
（作者：孙亦华）

在鸟鸣声里采茶在鸟鸣声里采茶
（（外四首外四首））

诗路花语
□雷扬梅

旅人笔记

剪刀架山架剪刀，一剪石头开花生荒凉，

一剪春风引凤凰。

初夏时节，一群人相约来到剪刀架山。

剪刀架山位于云阳县沙沱镇复垭村。这座形

似剪刀的山峰，千百年来一直静静守护着复

垭这片辽阔的土地。

山是一座聚宝盆。车蜿蜒盘旋向上，临

近中午时分，才到达剪刀架山腹地牛儿坪。

车刚停下，我们就迫不及待打开车门，阳光像

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整个山峦沐浴在金色之

中。放眼望去，远处的植被高高低低，错落有

致，在阳光的抚慰下绿得逼人眼。近处的野

花黄的更黄，粉的更粉，紫的更紫，大黄蜂在

花间飞舞。我轻轻蹲下身，举起手机，捕捉它

们在花间飞舞的翩翩姿态。此时的它们，心

无杂尘，一朵花就是它们的全世界，更不理会

对准它们“咔咔”拍照的我，心外无物的生活

可以如此简单。见此情景，我悄然退后，它们

才是这座山的精灵。一声声鸟鸣由远而近，

像一颗颗珍珠滴落在万千草木间，又急急地

落进土里。天地无弦也有清音，在山林间回

荡，悠长，辽远。几个姑娘叽叽喳喳，分头跑

开，扯野菜，什么大脚板、鱼腥草、蒲公英……

都收入囊中，将成为她们的盘中餐。

茶树一垄垄、一行行、一片片，举着金黄

色的叶片，和阳光互相交融，是这座山最明亮

的风景。采茶的大姐们弯腰低头，细细地采

下一芽芽嫩蕊，轻轻地放入竹篮中，生怕一个

不小心，毁了叶片金色的容颜。我们也不由

自主地加入其中，交谈得知，原来大姐们早已

在茶园里忙碌多时。她们腰间系着竹篓，手

指在茶树间翻飞，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旋

律。王大姐告诉我，采茶要“两叶一芯”，手法

要轻，力度要匀。“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门道

多着呢。”她边说边示范，粗糙的手指却有着

惊人的灵巧。

我学着她们的样子，轻轻掐下一芽两

叶。茶叶在指尖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那是阳

光、雨露和山雾共同酝酿的味道。同行的彭

老师捡起一片茶叶仔细观察：“你看这叶脉，

还有这绒毛，这是典型的黄金芽特征，富含氨

基酸。”

“妹儿，你尝一下。”王大姐递来刚采的茶

芽。我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先是微微的苦涩，

继而化作甘甜，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回

味。这让我想起陆羽在《茶经》中所言：“茶之

为饮，发乎神明之源。”金色的嫩芽借阳光的

照拂，在两指尖波光流转，新茶与人互相消

遣，得山川风物真趣，真是人生一乐事。

自古文人雅士品茶悟道，以茶会友，都是

一种说不出来的妙趣。卢仝收到朋友新茶，

便有了《七碗茶诗》，“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

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仿佛人从茶水

中脱胎换骨了一般，飘飘欲仙。苏轼煎茶，要

用流动的活水和旺盛的炭火来烹煮。品茶的

过程，品的是茶，静的是心，悟的是人生，涤的

是灵魂。但不知如果古人穿越回来，与我们

一起采茶，想必又有何等妙悟妙诗流传千古。

三千亩茶山，曾是三千亩荒凉。

老板周万才敦厚朴实，50 岁左右，这个

年过半百的汉子，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痕

迹，眼神却依然明亮如少年。他沏茶的动作

很慢，烫杯、投茶、注水，每个环节都是一场

仪式。

周万才从小生活在剪刀架山的复垭村。

剪刀架山海拔1600米左右，常年轻雾缭绕，山

中多白沙土，多乱石，复垭村的村民们每天起

早贪黑，在山中的石缝间种植包谷、洋芋。山

上除了野花，开得最多的就是石花，洋芋花、

包谷花也是散在石缝中的珍品。洋芋煮包谷

面是他们的主食，周万才说，他小时候端起碗

就发愁，顿顿洋芋加包谷，包谷加洋芋，吃得

头昏眼花想呕吐。可就是这样的食物，也是

从大人嘴里省下来让给小孩子的。

周万才14岁离开家乡，走南闯北，吃了不

少苦头，这个大山的汉子没有向任何困难低

头。二十多岁时，在广西烧砖窑掘到了人生

的第一桶金，然后进入房地产市场，积累了上

千万的资产。发家致富的周万才并没有忘记

剪刀架山，没有忘记山上的石花、洋芋花、包

谷花。要致富，先修路，他陆陆续续出资修

路，修出了乡亲们的希望之路。

2019 年，他决定回到家乡，带动乡亲

们共同致富。亲戚朋友纷纷劝道：周万

才，你疯了，守着财富就可以悠哉悠哉过

完下半生，这年头，多少企业只见投资没

见回报。面对亲戚朋友的劝说，周万才只

是微微一笑。

周万才发现，现代人的主要休闲方式

从喝酒打牌变成了“围炉煮茶”。闲暇之

余，邀上三五好友，沏一杯茶，所有的烦恼

就会抛到脑后。随之而来的茶吧、茶室也

多了起来。茶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他灵

光乍现，仿佛看到三千亩荒凉变成三千亩

金黄，漫山遍野茶香浮动。种茶，茶叶市场

前景很可观，乡亲们致富的希望也越来越

大。周万才看准时机，说干就干，经过多方

奔走，2019 年 6 月，“云阳县楠贡御品茶业

有限公司”成立。

“成立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坐在周万才对面，禁不住问道。

他端起茶杯，轻呷了一口茶，慢声慢语地

回道：“流转土地就是一大困难，需要挨家挨

户做工作。有些人家跑几十趟也不愿意拿出

土地来。邻村有户人家死活不同意，我就天

天去帮忙干活，最后把人家的地荒着不种的

那块先流转过来。”

“三千多亩荒山，要打造成茶园，想必也

是不容易的。”

“确实不容易。”周万才继续说道，“荒山

接过来，满坡满坡都是石头，但我不怕，身后

还有政府的支持呢。土地到位，我马上发动

乡亲们去石留土，进行梯改，再引进福鼎大

白、安吉白茶、黄金芽等茶叶品种。经过 6年
持续不断地打造、引进，现在公司已初具规

模，粗略估计，年产各类茶叶大约 200吨。”说

到这里，周万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刚刚

经过长途跋涉，即将到达山顶的模样。

“为什么将茶叶取名‘楠贡秀芽’呢？”我

继续问道。

周万才微微一笑，顿了一下说道：“茶园

位于海拔 1600米的高山，其土质富含丰富的

矿物质元素，山上的地下水系又发达，山泉甘

洌。茶园卧居莽莽苍苍的大山，茶树吸收着

天地精华，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你们今

天亲临茶园，那香气是不是像牛奶一样？此

上等好茶，希望从茶马古道走向四方。”

“据说公司成立了六个年头，已投资三千

多万元，还什么收益都没有，你后悔做这件事

儿吗？”

“不后悔，不后悔。”听到这话，周万才连

连摆手，“一个人赚钱不算赚，全村人赚钱才

算赚钱。这个茶园每年为乡亲们提供了上

百个就业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也有钱可

赚，年轻人不再想着出去打工，这样既照顾

了家庭，还让孩子有了父母的陪伴。看到乡

亲们一家一家地不再有骨肉分离，我也十分

欣慰。明年，茶叶就可以有收益了，以后也

会越来越好的！”

“其实，想早点卖茶叶也很简单，可以去

收购茶叶进行加工。但我不会那么做，做人

要有良心。一般收购的茶叶都打了农药的，

或者很多霉变的，自己都不敢喝的茶，怎么能

卖给别人呢？”这些朴实的话语胜过千万巧舌

如簧，眼前这个微胖的男人用智慧和汗水创

下了千万家产。他用诚信和良心守护着“楠

贡秀芽”的品相和声誉。

太阳从窗外斜斜地射过来，周万才起身，

又为我们泡上一杯新茶。他又缓缓说道：“茶

最先是作药用的，到了秦代，茶业才兴起，川

渝两地被称为中国茶业摇篮，汉代饮茶风盛

行，茶叶就完成了从药用到饮用的转变。”

“唐代陆羽的《茶经》里确立饮茶哲学体

系，将儒释道思想融入茶道，茶叶由此成为社

会经济支柱产业。”同行的李老师颇喜欢哲

学，他接过话补充道。

“嗯，是的，到了宋代，经济空前繁荣，就

出现了各种喝茶方法，还衍生出茶百戏艺术，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茶学中注入儒家‘中庸之

德’，茶叶在皇室的推动下形成了专业品茶群

体。”

一群人围坐茶室，听周万才讲述茶的发

展史，皆频频点头。

“明清时期，朱元璋推动六大茶类分化，

炒青技术日趋成熟，冲泡法也成了主流。茶

叶经过丝绸之路，成为欧洲上层人士的饮用

佳品，茶文化也迅速全球化。现代技术融合

袋泡茶、茶饮料等新形态，通过非遗展览，文

创产品实现传统与科技融合，茶成为了新型

传统产业。”眼前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老板，

侃侃一番话，道出了茶的发展史、文化史。由

此可见，为了茶产业的发展，周万才是认真学

习研究了茶文化的。我们不由得对他竖起大

拇指。

阳光打在一盏茶上，我们又续上新茶，黄

中透白的茶叶在沸水中上下翻滚，轻轻舒展，

像一朵朵茶花，像极了复垭人绽开的笑脸。

太阳落下山头，该是告别的时候了。临

别时，好客的周万才硬要塞给我们每人两包

新茶，接过茶叶一看，只见包装上的图案正

是剪刀架山复垭村的简笔画轮廓，周万才

说：“这图案意味着剪去过去石花生的荒凉，

剪来今天茶花引来凤凰，剪来复垭人民幸福

的生活。”

夏夏 夜夜
□胡 维

天边那抹温柔的夕阳，随着黄昏的一声

轻语，缓缓沉入地平线。

暮色如一位悠扬的少女，轻轻拥抱着这

片天地，将她温柔地包裹在宁静的怀抱中，细

细品味，轻轻抚慰。

从心灵深处唤醒每一丝安宁，低沉的叹

息中带着一丝灵魂深处的共鸣。

天地渐渐换上了深蓝的晚礼服，朦胧的

轮廓上勾勒出细腻的神秘图案。

自然绚烂的色彩在温柔的注视下渐渐隐

退，天地间弥漫着一股宁静而深沉的气息。

云朵们悠然自得地沿着天际漫步，彼此

依偎，缓缓飘散……

低语着，呢喃着，轻舞着，带着一丝不舍，敏

感的心在柔和的夜色中寻觅着能够安放的慰藉。

如细水长流的宁静告别，城市的喧嚣在

暮色的轻抚下渐渐沉寂，最后一抹活力凝固

在夜色愈发柔和的面容下。

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零星的、坚韧的微

光——那是对即将来临的宁静最深的向往。

沉淀着，平静着。

街角的灯光柔和地亮起，冰冷的城市在

夜色的拥抱中展现出别样的柔情，静静地守

候着每一份渴望的归来。

夜风轻拂，卷起一丝丝落寞，伶仃的枝桠

在夜的怀抱中轻轻摇曳，似乎在诉说着无尽

的思念——虽然微弱，却足以触动心弦。

纷扰的思绪在交错柔和的灯光下渐渐平

息，淡淡的忧愁弥漫在每一道静谧的角落，疲惫

的脚步引领着心灵走向更加宁静的彼岸……

周遭的喧嚣渐渐远去，如潮水退去，留下

一片宁静的港湾。

夜，愈发温柔。

一抹皎洁的月光穿透夜色的轻纱，从朦

胧的视野中倾泻而下，流淌着，蜿蜒着，最终

消失在无垠的夜色之中。

在心头留下一道温柔的印记，呼吸间带

着一丝清新的凉意。

穿越寂静，隐约传来心灵深处轻柔的颤

动，无声地抚慰着周遭的宁静……

在即将破晓的黎明，空洞的眼眸望见了

天边希望初现的曙光，空气中弥漫着新生的

清新与美好。

用深情作为纽带，终也留不住时光匆匆

的脚步。

一次不经意的错过，就让一切悄然步入

新的轮回。

在迷茫与清晰的交织中，万物皆以静默

的姿态迎接着新的开始。

东方第一缕晨曦轻轻搭在黎明的肩头，

羞涩地窥探着即将逝去的夜。

夜轻轻颤抖，最终归于一片宁静。

远远地，天边绽放出温润而灿烂的笑……

都市絮语

□张守刚

这本书是从我国唐代小说《人

虎传》改编过来的。讲的是一个叫

李征的人，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在

官场卑躬屈膝，很屈才，于是把官

辞了，潜心诗作。本想着自己肯定

能成为文人大家，但几年下来没有

取得任何成就。为了五斗米，不得

不再次回到官场。自尊心受伤的

他某天夜里夺门而出，奔跑着化作

猛虎。再次遇到故人时他感慨：

“其实我哪有什么远大志向，无非

是害怕暴露自己才华不足之卑劣

的恐惧和不肯刻苦用功的无耻之

怠惰而已。”

故事非常魔幻却又很真实，我

相信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会被这番话

击中，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会焦虑，

会迷茫，会不安。对于梦想还是现

实、月亮还是六便士，不断衡量着得

失，最终错过了机遇，也蹉跎了时

间。既不敢努力争取，又不甘碌碌

无为，也许这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

心态。

“其实任何人都是驯兽师，而那

野兽，无非就是各人的性情而已。”

去行动，去生活，去尝试，将生命付

之于热爱。人生就是不断试错、不

断反悔的过程，不是一定要找到，只

是去寻找就可以了……

最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

在想，一间教室怎么生长？

作者以“自由生长”为主题，生动

地讲述了41个教育故事。用她的教

学智慧和学生们共同打造了一间充

满活力的教室，实现师生共生共长。

翻开这本《一间自由生长的教

室》，我似乎被治愈了。在这间自由

生长的教室里，一样有很多不完美

小孩，也许学业成绩不太理想，也许

行为习惯有待改进，又或者是身体

羸弱，是家境贫寒……但是，这又有

什么关系呢？这间教室里的老师，

一样是不完美老师啊！

这本书强调的不仅仅是知识的

学习，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个性、情感

和价值观的培养。

这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一个

教育者，更是一个探索者和实践

者。他勇敢地尝试新的教育方法，

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促进孩子们的

成长。这种精神让我深受启发，也

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为懂得，所以目光温和，眼

神慈悲。所以，这里的每一个孩子

都被看见，每一种童年都被偏爱，

每一个生命都被颁奖。让自由生

长的教室成为成长的摇篮和梦想

的起航地吧！

如流水一样清脆

高处的鸟鸣声

歌喉里含着茶香

把牛儿坪铺展得更加辽阔高远

弯腰采茶

我在体内装满纯净

拇指和食指的力度恰好

不去管它是福鼎大白

还是安吉白茶黄金芽

它们的嫩黄在我笨拙的手里

那么真实那么柔弱

在复垭采茶的下午

鸟鸣伴奏

茶叶的芬芳紧紧缭绕

黄金一样

满坡满坎堆叠

它们黄得那么好看

看一眼就心动

这些黄金一样的茶树

在复垭的大小山头

黄金一样漫延

他豪迈地飞舞双手

告诉我们这些茶的名字叫黄金芽或者

黄金叶

弯腰采茶的午后

一群人像捡到黄金一样高兴

穿 行

用群山午睡的空挡

一群人越过复垭

沿龙凤岭盘旋

只为了寻找

不用避开鸡鸣犬吠

几棵古老茶树

各自安好

在寻常的龙凤村葱郁

还是要回到眼前的复垭

大片大片的黄金茶

在我们身边穿行

一行行悄悄饮着

高山馈赠的甘露

瞻 仰

对着一株古茶树

适当说出内心的隐秘

说出对他的敬仰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些盘根错节的过往

都会烟消云散

只留下茶叶的芬芳

在体内萦绕

这棵值得瞻仰的古茶树

茶叶葱茏 枝干遒劲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没有人能一口说出他的真实年龄

也许静静横卧的龙凤岭知道

龙凤岭上空的白云

要么飘浮要么静止

一句话也不说

更高的山

高海拔不只是一个概念

穿云钻雾的时候

山就更高了

在高山上种茶

是多么浪漫的事情

饮茶的人在升腾的热气里陶醉

他庆幸自己喝到高山生态茶

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

更高的山上还是山

复垭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里种满阳光一样的金色

懂茶的人都说那是黄金茶

海伦·凯勒在一岁多的时候，命运

就无情地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想

一想，如果我们突然陷入无边的黑暗

和寂静之中，世界会变得多么可怕？

可海伦·凯勒没有向命运屈服。

书中，她讲述学习的过程异常

艰难。一个单词，她要反复触摸感

知许久。像理解“水”，是靠感受水

流过手掌才做到的。咱们觉得轻松

平常的事，对她难如登天。

她还感慨道：“我痛苦，我绝望，觉

得世界对我充满了恶意。然而，当我

看到那些比我更加不幸的人依然坚强

地微笑，我知道，我没有理由放弃。”

她想象着如果能有三天光明，

第一天她要去看看爱她的人；第二

天她要去博物馆感受历史与艺术；

第三天她要去感受平常街道上的人

间烟火。这么简单的愿望，对她却

遥不可及。

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却常常

抱怨生活的琐碎烦恼。但看看海

伦·凯勒，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依然

努力绽放。这本书真的能让我们好

好反省，自己是不是太不懂得珍惜

现有的一切。

相信这本书会像一束光，照亮

您内心的角落，让您重新审视生活，

获得前行的力量！

剪刀架山剪刀架山


